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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多风貌群体社区智慧建造技术

孟祥宇 贾学敏 殷芳卯 李广大 伍校才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 100102

摘 要：随着我国建筑业规模的发展、住宅集群化的普及、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如何做好智慧建造从而为企业

精细化管理提供服务成为了需要解决的课题。本文通过线上管理、报表输出、移动应用、智能采集等模块，总结了相

关的技术，希望对类似工程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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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工程简介
工程总建筑面积约为457630m2，结构体系为框架-剪

力墙/框架-核心筒，地下3层、地上15层，建筑最高点73
米，最低10.05米，共计6个住宅小区，32栋住宅楼。

2 建造概况

多风帽含义：

一个城市中局部或整体建筑的风格、形式、体量等

具体可表现在含义与象征、天际线等等。河北雄安新区

容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沿街建筑设计，格调、色

调、屋顶设计要协调和美观，形成错落有致的天际线；

居住类建筑立面要素应继承和发展地域特点，一个区域

相同建筑原则不超过两座，在色调和造型上防止雷同。

智慧建造两层含义：

第一是指产业的和谐发展，产业与大自然和谐可发

展。我国建筑业规模体量巨大，约占全球50%，使用的钢
材和水泥量约占全世界50%，是我们资源能耗和污染产业
最大的行业，实行精细化管理减少消耗和排放是重中之

重，是需要解决的大事情。

第二是让企业、行业、项目分级武装先进的数字神

经系统。通过先进的信息化技术系统支撑，使行业的经

营环境公平透明，项目管理高效精细，提高整体的科技

性与智慧性。

3 智慧建造系统

3.1  硬性布置
每台塔吊设置1个摄像头，共计25个。工人生活区、

施工现场大门分别设置人脸识别闸机系统。

3.2  软件系统
Glodon广联达数字项目管理平台
4 智慧管理

根据各个系统的信息采集与录入情况，对整个工程

整体的进展与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做到了如指掌。

（1）现场实施进度：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实时更新项
目实时的各工种施工人数，从而得出每天的工作任务

量，根据工期进度来调控第二天的人员安排，做到看得

到的管理模式。

（2）机械、材料分析：通过信息采集系统得知大型
机械单日运行次数、当日材料进出场情况，分析每台机

械的使用率是否在正常范围内，进场材料是否与施工进

度匹配，做到合理分配机械使用时间，提高机械、材料

与人工的协同配合，不窝工、不浪费。

（3）安全质量管理：现场发现安全、质量问题，实时
上传至管理平台，并明确责任人与整改期限。整改完成后

对平台的问题进行销项处理。经过一个周期，会形成一个

问题记录，总结其中的规律，经常出现的问题重点监管，

问题较多的班组集中教育，屡教不改的清退处理。

（4）技术工作管控：实时显示施工方案编制的完成
情况、专家论证的完成情况，结合当前施工进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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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滞后的风险，充分做到技术先行、样板先行，保

障工程的顺利推进。

（5）商务工作进展：对合同的签订情况实时更新，
根据施工进度来督促先完成合同的签订。

数字工地概况

塔吊功效分析

塔吊吊钩可视化实时监控

5 超大型多风貌与智慧建造的结合

超大型社区所面对的问题是体量巨大、结构各有特

色各不相同。

5.1  塔吊防碰撞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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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塔吊特点是数量多、布置密集，如何保障安

全高效运行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从而引入了智慧建造

系统，此系统的有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采用实名制管理的方式进行操作，在系统
中分不同的层级，例如管理层、操作层等。其中操作工

作和维护工作都是由专业的人员来完成的，通过系统来

保证大家各司其职。

（2）将管理职责录入到系统中，包括项目管理制
度、公司的管理责任书、专业人员的管理责任书、技术

与安全的管理方案等，便于在管理过程中做到责任为重

点，实时监控各个岗位的执行情况，在此过程中生成台

账，从而更直观的反映出现场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管理

层安排下一步的情况。

（3）塔吊可视化管理，塔吊启动需要专职司机的指
纹识别与人脸识别认证通过后方能正常启动。启动过程

中，可视化系统不仅可以获得塔吊的自身状态，而且可

以获得吊装过程中，起吊物的重量、力矩、起升的高

度、起升的幅度和回转角度等。在操作工程中，司机师

傅可以实时观察到这些数据，通过数据来判断每一个吊

次的安全性，避免出现超载、超限的安全情况。实现三

维立体综合性防碰撞体系，保障塔吊的安全高效使用。

塔吊平面布置图

5.2  BIM模型的应用
（1）在施工阶段利用设计阶段的BIM模型进行图纸会

审，将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前解决；

（2）利用钢筋三维建模软件，生成了人防区等部位
复杂的钢筋节点；

（3）建立分项工程施工样板BIM模型，提升技术交底
的效果；

（4）为保障二次结构的施工质量并控制施工成本，
探索出了基于BIM技术的二次结构精细化排布工作流程。

（1）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利用BIM技术对施工场地布
置进行协调管理，检验施工场地布置的合理性。

（7）因本项目各专业交叉处多、各类管线复杂，地
下梁截面大、净高要求高 、存在结构夹层，管线优化难

度极大。多专业协调解决重难排布区域，例如管综排布

受无压排水管道坡度及特殊部位垃圾车道净高限制，以

及各类碰撞问题。

解决方案：BIM技术排布+现场方案对接+BIM管综模
型会审，事先进行代表性区域管综优化，管综排布满足

净高后初步确认排布方案，对不满足净高要求的区域进

行模型会审解决。

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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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5.3  广联达GTJ建模
对于超大型社区，工程量的计算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利用广联达GTJ软件建模，辅助工程量计算，大大提
高工作效率。

5.4  Sketchp的应用
为了解决外立面复杂的风貌关系，直观的展现最终

呈现效果。通过Sketchp建模对造型、颜色进行详尽的描
述，保障精细化施工。

整体效果

细部节点

6 结语

本工程体量大、风貌多样，在建造过程中应用智慧

系统对项目进行可视化管理，展现了以标准为核心、以

平台为基础、以现场应用为方向、以推广落地为目的的

四位一体的智慧建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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