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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在建筑施工管理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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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建筑施工管理发展呈现新趋势，BIM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对提升相关工作质

量，保障施工管理工作有序开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现阶段，针对BIM技术应用的建筑施工管理工作在推进和实施中仍

然面临许多不足，这就需要通过建筑施工管理工作与BIM技术相结合，分析建筑施工管理工作与BIM技术结合的重要

意义，探索建筑施工管理工作与BIM技术结合的策略，促进建筑施工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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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IM概述

BIM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的简称，即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它利用建筑工程中的各种未知信息来建立建

筑模型，然后通过相关的模型数据来反映出建筑工程的一些客观信息。建筑信息的数据在BIM中的存储，主要以各种

数字技术为依托，从而以这个数字信息模型作为各个建筑项目的基础，去进行各个相关工作。这项技术在我国兴起时

间较短，但是迅速得到建筑行业的认可，目前已经取得较为广泛的应用，并且应用效果极为可观[2]。

二、BIM技术应用优势

（一）协调性

在建筑工程中，工程应用的技术与实际范畴不一致，尤其是两个相连的工作，做好协调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出

现不顺利的交接，就会延误工期，还会影响到工程质量。而通过BIM技术的应用，能够保障技术交底工作，通过对图

纸的观察，合理分析施工技术与人员，传统图纸是记录数据，在传输数据时，外界出现变化也会对其产生影响，而通

过BIM技术的应用，能够将数据进行整合，通过对各部门技术的协调，完成图纸的传输[1]。

（二）可视化

传统的建筑图纸都是二维图形，构造的设计相对独立，为后期施工环节的连接造成一定的困难。BIM技术构建的

三维建筑模型是三维立体设计，建筑模型能够将施工的各个环节直观地展示出来，建筑工程的外观设计细节都能直接

观察，不仅降低了设计难度，还能够观察设计的可行性，减少了建筑工程的建设隐患，为建筑工程的建设提供科学、

可靠的依据[1]。

（三）模拟性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拥有强大的模拟功能，技术人员可通过数据收集来模拟出建筑模型，以便于进行控制和管

理。尤其是对于建筑设计工作来说，具备很强的优势性，可对当地的日照情况、灾害情况等进行模拟分析，能有效保

障图纸设计的科学性，以保障施工质量[2]。

三、BIM技术在我国的应用现状

当前，我国BIM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应用中还在探索阶段，不同的建筑单位探索出属于自己企业使用的BIM技术，

并且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完善，因此BIM技术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广泛，涉及的内容深度也是越来越深入，在一

些复杂的建筑工程中，为了提高建筑工程的施工管理，企业单位更是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BIM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和应

用，从而更加推动BIM技术的发展。但是，在BIM技术的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BIM技

术应用标准问题、技术软件本身存在的数据流失现象等[2]；另外，国家对BIM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也没有展现足够积极

的态度，单纯地认为BIM技术是各行业领域内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从而对其有所忽略，其实BIM技术应用水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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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体现一个国家综合技术水平的一个方面。

四、BIM技术在建筑施工管理过程中的运用

（一）设计阶段的具体运用

在整体工程建设时，应对设计工作进行更加深入的管理，并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对施工图纸进行调整、补充与完

善，在此基础上确保设计图纸可以充分地满足施工要求。图纸设计审核阶段与前期设计存在一定的差异，审核阶段是

将施工图纸进行更深一层的规划，同时对施工中所要使用的材料、设备等进一步的考量。在进行施工图纸深化设计过

程中应对各个环节进行细化，避免出现偏差，给整体设计带来不利的影响[3]。

在深化设计阶段将其与BIM技术进行有效的结合可以对前期设计内容进行补充，规避前期设计出现问题。主要体

现在两方面，一是利用BIM技术中的三维模型来完善土建施工模型；二是利用BIM技术中的碰撞功能进行模型碰撞试

验，以此来对模型中的关键点进行查找与检测，找出问题所在并填写好相应的检验报告，将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在此

基础上对设计图纸进行调整与优化。

（二）场地优化管理

在进行场地优化管理时，要加强对BIM技术的实践应用。首先，在进行建筑材料、机械的管理时，要借助BIM技

术实现对施工现场的高效、有序管理。这一过程中，可以使用5D软件，导入建筑单体以及工程场地的相关参数，同

时对不同阶段施工的具体状况提前做出相应的规划[4]；其次，技术人员要借助BIM技术对施工现场的动态进行实时掌

控，出现施工问题要及时予以应对，尤其是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与危险因素，要及时进行排除，进而不断提高管理工

作的成效。

（三）工程进度管理的运用

1. 工程进度预测

在进行建筑工程施工进度的预测时，必须建立建筑工程的三维心理模型，并根据实时数据对模型进行调整和优

化，以保证模型数据的准确性。根据施工方案对系统的施工流程进行预演，检测工程施工进度是否满足施工进度目标

要求，如果不符合相关的要求，要及时改进，调整优化，确保施工按照既定的施工计划完成[4]。

2. 工程进度的管理

建筑工程施工进度管理可以分为实时控制和动态控制两个方面。实时控制是运BIM技术对现场施工的实际情况进

行实时监督和了解，并及时检测施工的实际情况与建筑设计方案是否相符，以保证施工进度符合进度管理的目标。一

旦发现偏差，要及时的优化和改进，尽可能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来达到施工工期要求[5]；动态控制是利用BIM技术对施

工现场进行动态化的管理，在合理有序开展施工作业的同时，对施工进度加以管控，确保施工作业按照规定时间如期

交工。对于建筑工程建设施工的管理，要利用BIM技术构建三维信息模型，通过动态演示，为现场人员的对各个环节

工序的管理提供对照。

（四）在施工安全措施制定方面的应用

在BIM技术下形成的建筑项目安全管理系统，它能够根据不同的管理需求，采取对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提高施工

的安全性能。值得注意的是，施工安全的措施需要由专业素养高的管理人员编制，他们往往会结合建筑项目的实际施

工情况，有针对性地编制措施[5]。而制定的措施是依赖于BIM技术形成的，纳入到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模式。在安全

管理的现场，管理人员通过BIM技术了解到建筑施工的动态，实时调整有关的安全管理措施，通过全过程动态管理建

筑施工的安全，确保所有措施都真正地得到落实。

（五）平台数据管理的运用

通过BIM技术的应用，就能够建立信息交流平台，通过这类平台，可以使参与施工的各方人员通过对资源的查

看，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并使各合作方之间及时进行沟通与交流。为了有效提升施工效率，可应用BIM技术，使各方

联系更方便，而传统数据整理采用人工进行，花费较多的人力与时间，通过BIM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对数据的集成化

与模块化管理，降低了由于数据整理而影响到工程的进度，BIM技术的应用，可以确保成本的应用，同时方便施工人

员对数据的检查与处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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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的我国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应用BIM技术之后，能够有效地实现工程施工管理的规范化，有效地

提升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让建筑工程的管理全面优化，同时，也加强了施工各个环节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信息实现了

共享。将房建工施工中的问题有效地解决，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建筑工程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谢磊.BIM技术在建筑工程建设管理中的应用分析[J].建材与装饰, 2018(42):184-185.

[2]颜鹏艳,李红.建筑施工管理中BIM技术的运用[J].现代物业, 2018(10):101.

[3]刘时雨.BIM技术在建筑设计施工管理一体化的应用[J].工程技术研究, 2020(12):42-43.

[4]刘冬学.BIM技术在施工、造价、项目管理中的应用[J].技术与市场, 2015(12).

[5]尹晓娟.BIM技术在建筑设计、项目施工及管理中的应用[J].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2019(1):63-67.

[6]王福旺.BIM技术在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中应用[J].居舍, 2018(36):146-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