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

工程施工新技术·2025� 第4卷�第7期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应用与创新

梁瑞巍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Ǔ山东Ǔ济南Ǔ250014

摘Ȟ要：在建筑工程领域，技术创新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安全标准的日益提

高，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创新的多重意义，分析

当前技术应用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施工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及未来的创新趋势，以期为建筑行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应用；创新

引言：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建筑行业进

入了蓬勃发展阶段，对工程建设质量的要求也在提升。

本文全面探讨了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创新的意义、存在的

不足、主要应用领域以及创新趋势，技术创新不仅有利

于内部管理的规范化，提升建筑水平，还是应对市场竞

争、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的关键。详细分析了高层建筑、

大跨度结构、地下空间开发等施工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

展望了绿色施工、信息化施工、智能化施工等未来创新趋

势，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创新的意义

1.1  有利于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在建筑工程管理的宏大画卷中，创新思维犹如一股

生机勃勃的清流，为内部管理规范化的壮阔图景增添了

无限活力；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建筑企业欲在

波涛汹涌的商海中稳健前行，保持强劲的竞争力，就必

须将建筑工程管理视为其坚不可摧的磐石。建筑工程，

这一融合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诸多繁复环节的庞大

系统，每一环都需精心布局、严密组织，方能确保万无

一失。在此背景下，创新思维的引入显得尤为迫切与重

要。它激励着建筑工程企业紧跟科技发展的时代脉搏，

将前沿的管理理念与尖端的技术手段巧妙融入管理体

系，从而推动管理工作实现质的飞跃[1]。通过规范化管

理的深入实施，企业能够更为高效地整合各类资源，优

化繁琐的工作流程，确保每一项任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

进，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更在潜移默

化中铸就了企业更为坚实的综合实力，使其在市场竞争

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稳坐钓鱼台，笑看风云变。

1.2  利于提升建筑水平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作为建筑行业的基石，其持续的

创新与发展对于提升整个建筑行业的水平具有不可估量

的价值。在建筑工程这一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中，施工

技术的精湛与否，直接关乎到工程的施工质量与整体表

现；正因如此，我们亟需引入更为科学、更为合理且更

为高效的施工理念与技术手段。这些创新的施工理念与

技术，犹如一股清流，为传统施工技术中存在的效率低

下、进展缓慢等顽疾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它们不

仅极大地提升了施工过程中的精准度与作业效率，更在

确保工程质量稳如泰山的同时，显著地缩短了工期，降

低了成本支出。随着这些创新技术的日益普及与深入应

用，建筑工程的施工效果与质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

升，这一变革不仅让建筑工程本身焕然一新，更在宏观

层面上推动了我国建筑行业整体水平的持续攀升。在这

个过程中，创新思维与技术创新犹如双轮驱动，为建筑

行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了引领其

持续前行的重要力量。

2��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应用存在的不足

2.1  技术更新滞后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技术革新已成为各行

各业提升竞争力和效率的关键；然而，在工程建设行

业，技术更新的步伐却明显滞后于其他领域。尽管近年

来，BIM（建筑信息模型）、智能建造等前沿技术逐渐崭
露头角，并在一些大型工程项目中得到了成功应用，但

遗憾的是，仍有大量企业在这场技术革新中显得犹豫不

决，迟迟未能迈出步伐。这些企业或许因为资金紧张，

无法承担新技术引入和应用的高昂成本；或许因为人才

匮乏，缺乏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团队；又或许因为观念保

守，对新技术持怀疑态度，担心其带来的风险。这种技

术更新的滞后，不仅使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

地位，还可能导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效率低下、成

本增加、资源浪费等问题，严重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2.2  安全管理不到位
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庞大体系中，安全管理犹如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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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绷的弦，时刻守护着施工安全与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

底线。然而，令人忧虑的是，部分项目在这条生命线

上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安全管理不到位，这种不足

可能源于安全教育培训的缺失，使得施工人员对安全知

识一知半解，对操作规程模糊不清，面对施工现场的潜

在风险时显得手足无措。也可能因为安全防护措施的疏

漏，如安全设施的缺失、安全标识的模糊不清，为施工

现场埋下了重重隐患，这些安全管理上的漏洞，如同一

个个隐形的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危及施工现场的每一

个人。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其后果不堪设想：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项目进度受阻，企业声誉受损，甚至可

能引发法律纠纷，让企业背负沉重的赔偿责任。

2.3  安全意识和技能欠缺
在建筑施工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安全标准和规范

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1）施工人员，作为建筑工程
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其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安全和质量。然而，在实际施工

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施工人员难以跟上这种技

术发展的步伐，他们可能对新出台的安全技术规定和衡

量标准感到茫然无知，甚至对一些基础的安全操作规程

也只是略知一二。（2）这种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欠缺，
使得施工人员在面对潜在的安全风险时，往往显得手足

无措，无法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并采取有效的应对

措施。这种情况不仅极大地增加了施工现场发生安全事

故的风险，还可能因为施工人员对安全规定的忽视或误

解，导致施工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进而影响到施工的

规范性和准确性，对整体施工质量和进度造成不可忽视

的负面影响。

3��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

3.1  高层建筑施工技术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层建筑施

工技术作为实现这一壮观景象的关键，涵盖了钢结构

施工、混凝土泵送施工、深基坑支护施工等多个方面：

（1）钢结构施工凭借其施工速度快、抗震性能好的显著
优势，在高层建筑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钢结构

的韧性和延展性使得建筑物在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表现

出更强的抵抗力，保障了居住者的安全。（2）混凝土泵
送施工则是解决高层建筑混凝土垂直运输难题的有效手

段；通过高压泵送设备，将混凝土从地面直接泵送至高

空作业面，不仅提高了施工效率，还减少了人力成本和

材料浪费，这一技术的应用，使得高层建筑在混凝土浇

筑环节更加高效、安全[2]。（3）深基坑支护施工则是确

保高层建筑基础稳固的关键；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基

坑深度也随之加深，对支护技术的要求也愈发严格，采

用锚杆、土钉墙、钢板桩等多种支护方式，结合严格的

监测和控制系统，确保基坑开挖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为高层建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大跨度结构施工技术
大跨度结构，以其宏伟的规模和独特的造型，成为

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标志性建筑，如体育馆、会展中心

等；这类建筑对结构的稳定性和耐久性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而大跨度结构施工技术正是为了满足这些严苛要求

而不断发展的：一方面，钢结构施工在大跨度结构中扮

演着核心角色，通过精确的力学分析和结构优化，钢结

构能够以极轻的自重承受巨大的荷载，展现出惊人的承

载能力；钢结构还以其优雅的线条和独特的造型，为建

筑增添了无限的美感。在施工现场，精确的组装和焊接

技术确保了每一个构件的紧密相连，形成了稳定而安全

的整体结构，使大跨度建筑得以顺利实现。另一方面，

预应力混凝土施工也广泛应用于大跨度结构中，这一技

术通过在混凝土中预先施加应力，显著提高了其承载能

力和耐久性。在大跨度桥梁、楼板等关键部位，预应力

混凝土通过张拉预应力钢筋，使混凝土在受力前即产生

预压应力，从而有效抵消了使用过程中的拉应力，大大

延长了结构的使用寿命。预应力混凝土施工技术的运

用，不仅提高了大跨度结构的性能，也为其带来了更加

广阔的应用前景。

3.3  地下空间开发技术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地面空间日益捉襟见肘，

地下空间开发因此成为破解城市空间困局的关键所在，

在这一领域，盾构法与暗挖法作为地下隧道和地铁施工

的两大核心技术，各自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1）盾
构法以其高效、安全的特点备受青睐。掘进机前端的盾

构壳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为开挖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护，确保了施工过程的平稳进行，与此同时，衬砌的及

时安装更是为隧道的稳定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而在地

质条件复杂、地表建筑密布的区域，暗挖法则以其灵活

性和精确性脱颖而出；通过精确的地质勘探和精细的开

挖控制，暗挖法成功地在复杂环境下开拓出了宝贵的地

下空间 [3]。（2）地下室施工则更加注重细节的精雕细
琢，尤其是防水、防潮和通风的处理，采用先进的防水

材料和技术，地下室内部得以保持干燥舒适，有效避免

了潮湿带来的种种困扰；并合理的通风系统设计确保了

地下空间的空气流通，极大地提升了居住和办公的舒适

度，使得地下空间也能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宜居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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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天地。

4��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创新趋势

4.1  绿色施工技术
绿色施工技术，作为建筑行业积极应对全球环保挑

战、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正逐渐成为业界的共

识和行动。其核心在于，通过一系列创新环保措施和技

术的应用，力求在建筑施工全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能

耗、降低排放，并节约自然资源；在实践中，绿色施工

技术的体现尤为具体：（1）在材料和设备的选择上，环
保和节能成为关键考量。低能耗灯具、高效保温隔热材

料等环保产品，不仅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极小，更能显著提升建筑的能效，实现长期的节能

减排。（2）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机制在绿色施工中占据
重要地位；通过科学的分类和有效的回收，建筑垃圾得

以大幅减少，并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再利用，为环境保护

和资源节约做出了积极贡献。（3）绿色施工技术还格外
注重施工过程中的噪声和扬尘控制；采用低噪音设备、

设置防尘网等先进措施，有效降低了施工对周边居民和

环境的影响，提升了施工项目的社会认可度和接受度，

为建筑行业的绿色发展树立了良好形象。

4.2  信息化施工技术
信息化施工技术的蓬勃发展，预示着建筑行业正大

步迈向数字化转型的新时代，在这场变革中，BIM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与物联网技术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

引领着信息化施工技术的潮流。BIM技术以其独特的三维
建筑信息模型为核心，将建筑的设计、施工、运维等全

生命周期的信息紧密集成，为施工过程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可视化和智能化管理体验；施工人员通过BIM技术，能
够直观地洞察建筑的结构细节、管线布局等关键信息，

从而更加精准地规划施工步骤，有效减少施工过程中的

冲突与变更，确保施工进程的顺畅无阻[4]。而物联网技术

则通过遍布施工现场的传感器和智能设备，实现了对施

工现场环境的全方位、实时监控。这些设备能够精确捕

捉施工现场的温度、湿度、噪音等关键环境参数，以及

各类施工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工人的工作状况。借助物联

网技术，施工管理者能够迅速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和效

率瓶颈，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和调整，从而显著提升

施工效率和管理水平，为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强

劲动力。

4.3  智能化施工技术
智能化施工技术，作为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未来之

星，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潜力，引领着建筑行业

的革新潮流。这一技术体系深度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等前沿科技，旨在实现施工过程的全面自动化与智

能化控制；在实践中，智能化施工技术已初露锋芒。智

能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正逐步颠覆传统的施工模式。它

们能够高效完成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重复性高、劳

动强度大的任务，不仅显著提升了施工效率，更确保了

作业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还具备在危险或难以触及

区域作业的能力，有效降低了施工风险，保障了人员安

全。除此之外，智能化施工技术还通过强大的数据分析

和预测能力，对施工进度和质量进行精准把控。系统能

够收集并分析海量的施工数据，洞察施工趋势，预测潜

在问题，从而助力管理者提前制定应对策略，确保施工

进程的顺利推进，这种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方式，不仅

提升了施工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更在降低施工成本和风

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结语：综上所述，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创新对于提升

建筑水平、规范内部管理、应对市场竞争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面对技术更新滞后、安全管理不到位等挑战，

建筑行业需积极寻求突破，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的

应用；并且，绿色施工、信息化施工、智能化施工等创

新趋势的涌现，为建筑行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我

们坚信，在技术创新的引领下，建筑行业必将迎来更加

辉煌的明天，为构建更加美好、宜居的城市环境贡献更

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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