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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在建筑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探析

贺世文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包头�014000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BIM技术在建筑施工阶段造价管理中的应用，以及BIM技术的发展趋势。通过BIM技
术，可以实现多专业的集成，提高造价管理的效率，进行性能分析和优化等措施，从而有效提高工程造价管理的精确

性、协同性和透明度，优化工程造价管理流程。此外，BIM技术还可以在施工前进行模拟施工，进行方案优化，冲突
检测和协调，以及进行能源分析和可持续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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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是近年来在建筑行
业中备受关注的一种技术，其应用已经从设计阶段扩展

到施工、运营等全生命周期。其中，BIM技术在建筑施工
阶段的造价管理尤为重要，它可以有效提高管理效率和

精度，同时降低错误率和浪费。本文将介绍BIM技术在建
筑施工阶段造价管理中的应用，希望能够帮助读者更好

地了解这种技术的发展趋势。

1��BIM 技术在建筑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中的重要性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是一种基于数字信息的集
成化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技术。在建筑施工阶段，

BIM技术在造价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工程造价管理的精确性。传统
的工程造价管理方法主要依赖于人工计算和估算，容易出

现误差。而BIM技术可以实现对建筑项目的全过程、全要
素的数字化管理，包括设计、施工、运营等各个阶段。通

过BIM技术，可以实时更新工程量、材料用量等信息，提
高工程造价管理的精确性。同时，BIM技术还可以实现对
工程造价的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降低工程造

价风险。（2）优化工程造价管理流程。BIM技术可以实
现对建筑项目各阶段的协同管理，提高工程造价管理的效

率。通过BIM技术，可以实现对设计、施工、运营等各个
阶段的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误和延误。此

外，BIM技术还可以实现对工程造价管理的自动化，减少
人工干预，降低管理成本。（3）提高工程造价管理的透
明度。BIM技术可以实现对建筑项目全过程的可视化管
理，提高工程造价管理的透明度。通过BIM技术，可以生
成各种可视化的工程量、材料用量等信息报表，方便各

方进行沟通和协作。同时，BIM技术还可以实现对工程造
价的实时监控，确保工程造价的合理性和合规性。

2��BIM 的特点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是一种基于数字信息的

集成化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技术。它具有以下特

点：（1）可视化。通过BIM技术，可以将建筑项目的
三维模型与各种工程信息相结合，实现对建筑项目全过

程的可视化管理。这有助于提高设计、施工和运营等各

个阶段的效率，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误和延误。同

时，BIM技术的可视化特点还有助于提高工程造价管理
的精确性，降低工程造价风险。（2）协同性。通过BIM
技术，可以实现对建筑项目各阶段的协同管理，包括设

计、施工、运营等各个阶段。这有助于提高工程造价管

理的效率，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误和延误。此外，

BIM技术还可以实现对工程造价管理的自动化，减少人工
干预，降低管理成本[1]。（3）动态性。通过BIM技术，
可以实时更新工程量、材料用量等信息，实现对工程造

价的动态监控。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降低工

程造价风险。同时，BIM技术的动态性还有助于提高工
程质量和效率，降低成本。（4）可追溯性。通过BIM
技术，可以生成各种可视化的工程量、材料用量等信息

报表，方便各方进行沟通和协作。这有助于提高工程造

价管理的透明度，确保工程造价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同

时，BIM技术的可追溯性还有助于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率，
降低成本。

3��BIM 技术在建筑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措施

3.1  模型集成与协调
BIM技术在建筑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措施主要体现在

模型集成与协调上。传统造价管理方法往往面临信息不

准确、沟通不顺畅、决策缺乏数据支持等问题。而BIM
技术的引入，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1）实现多
专业的集成。在建筑施工阶段，BIM模型不仅可以集成建
筑、结构、机电、暖通等多个专业的设计信息，还可以

集成施工、造价等不同阶段的信息。这种全面的信息集

成，使得造价管理人员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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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评估造价，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差。（2）
提高了造价管理的效率。通过BIM模型，各专业可以共享
同一份数据源，避免了数据冗余和冲突。当某个专业的

设计发生变更时，其他专业也能立即感知并做出相应的

调整，这不仅减少了变更带来的误差，也降低了协调成

本。同时，BIM模型还可以进行各种冲突检测，例如空间
冲突、专业冲突等，这为项目团队提供了决策支持，有

助于避免因冲突导致的返工和浪费。（3）造价管理提供
了便利。通过BIM模型，可以将设计理念、施工过程、
成本估算等所有环节可视化，使得项目团队可以更直观

地理解并把握项目的整体情况。这种可视化还使得项目

团队可以更早地发现潜在的问题和风险，从而提前采取

措施，避免问题扩大带来的损失。（4）进行性能分析和
优化。利用BIM技术，可以对建筑物的性能进行模拟和
分析，例如热工性能、结构性能、能效等。这种性能分

析可以为项目团队提供决策支持，优化设计方案，提高

建筑物的性能和效益。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施工阶段的成

本，还有助于提高建筑物的长期运营效益。

3.2  设计优化与成本预测
通过BIM模型的参数化设计，可以对设计方案进行优

化，减少不必要的复杂结构或功能，从而在施工前就对

成本进行预测和控制。（1）BIM模型的参数化设计为设
计优化提供了可能。在传统的建筑设计过程中，设计变

更通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而且容易引起数据混

乱和信息延误。然而，BIM模型的参数化设计可以大大简
化这一过程。通过调整模型中的参数，可以实时更新设

计效果和相关的数据统计，为设计优化提供了便利。在

设计优化的过程中，BIM模型还可以帮助发现和解决潜在
的问题。比如，通过模拟不同的设计方案，可以检测出

可能存在的结构问题、功能性问题等，从而在施工前进

行解决，避免了施工过程中的返工和浪费。同时，BIM
模型还可以进行能耗分析、光学分析等多方面的性能分

析，为设计师提供全面的决策支持[2]。（2）进行成本预
测和控制。通过设定相关的参数和约束条件，BIM模型可
以自动计算出设计方案的大致成本，包括材料、人力、

设备等多个方面的成本。这不仅可以帮助设计师在设计

阶段就考虑到成本问题，进行成本控制，还可以为项目

的整体规划提供决策支持。（3）进行施工过程的模拟。
通过模拟施工过程，可以预测可能出现的施工问题和难

点，从而提前采取措施进行解决和控制。这不仅有助于

提高施工效率，还可以降低施工成本，为项目的成功实

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3.3  实时监控与反馈

通过在BIM模型中集成传感器数据，可以实时监控
施工现场的情况，及时反馈施工中的问题，对施工成本

进行实时控制。（1）BIM模型可以作为一个信息共享的
平台，将设计、施工、造价等各个阶段的信息集成在一

起。通过在BIM模型中引入传感器数据，可以将施工现
场的实时情况也纳入到这个共享平台中。这样，项目各

参与方都可以及时了解施工现场的情况，提高信息的透

明度和沟通效率。（2）通过实时监控施工现场的传感器
数据，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比如，

通过监测现场的温度、湿度、光照等参数，可以判断施

工环境是否符合要求，避免因环境因素导致施工质量问

题。同时，通过监控施工过程中的设备运行情况，可以

及时发现设备故障或安全隐患，避免因设备故障导致停

工或安全事故。（3）对施工成本进行实时控制。通过监
测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和管理施工

成本。比如，通过监测施工现场的材料消耗情况，可以

更准确地预测材料需求量和材料成本，避免因材料浪费

导致成本超支。同时，通过监控施工现场的施工进度，

可以及时调整施工计划和资源分配，避免因施工进度滞

后导致成本增加。

3.4  利用BIM模型进行工程量统计和计算
通过BIM模型自动进行工程量的统计和计算，可以快

速生成工程量清单和相应的成本估算，为造价管理提供

准确的基础数据。（1）BIM模型具有自动计算工程量的
功能。利用BIM技术的参数化设计特点，可以将建筑设计
中的各种元素（如墙、柱、梁、板等）以及它们的属性

（如尺寸、材料等）与工程量计算相关联。通过在BIM模
型中定义这些元素的属性和数量，可以自动计算出相应

的工程量，避免了传统手动计算工程量的繁琐过程和人

为错误。（2）多维度地进行工程量统计和计算。传统的
工程量计算往往只能针对单个专业或阶段进行，而BIM模
型可以将建筑、结构、机电等多个专业的设计信息集成

在一起。因此，通过BIM模型可以同时计算多个专业的工
程量，并且可以按照不同的维度（如楼层、系统、材料

等）进行统计和汇总。这使得工程量统计和计算更加全

面和准确。（3）进行施工过程中的工程量控制。在施工
阶段，可以利用BIM模型对实际施工的工程量进行实时跟
踪和记录。通过将实际施工的工程量与BIM模型中的计划
工程量进行对比，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施工中的工程量

偏差问题，确保施工进度和质量。（4）提高造价管理的
精度。传统的造价管理方法往往只能估算总体成本，而

无法对各个阶段的成本进行精确控制。而通过BIM模型，
可以详细计算出各个阶段、各个专业的工程量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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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准确地估算和控制造价。

3.5  前期精确控制和优化方案
在施工开始前对项目进行模拟施工，复杂的施工过

程及现场布置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可以在施工前的BIM模型
上呈现，将问题及时扼杀在摇篮里，有效的避免二次返

工带来的造价损失。（1）BIM技术具有全生命周期管理
的特点。传统的项目管理方法往往只关注施工阶段，而

忽视了设计、规划、运营等阶段的管理。而BIM模型可
以将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信息集成在一起，包括设计、施

工、运营等各个阶段。这使得项目管理人员可以随时调

取数据、监测项目进展，从而更好地掌握项目的整体情

况。（2）在施工前进行模拟施工。通过BIM技术的可视
化特点，可以将复杂的施工过程和现场布置在BIM模型
中进行模拟。这样，项目管理人员可以在施工前发现和

解决潜在的问题，避免因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和解决而导

致的二次返工和浪费。（3）进行方案优化。通过模拟施
工过程，可以评估不同方案的经济和技术可行性。这使

得项目管理人员可以在施工前对方案进行优化，选择更

加经济合理的方案，从而有效地降低施工成本和减少造

价损失[3]。（4）冲突检测和协调。通过BIM技术的参数
化设计特点，可以检测出设计方案中的冲突和问题。同

时，BIM模型还可以进行多专业协调，避免因专业之间的
冲突而导致的返工和浪费。这有助于提高设计质量和效

率，避免因冲突和问题导致的成本增加。（5）进行能源
分析和可持续性评估。通过BIM技术的参数化设计特点，
可以对设计方案进行能源分析和可持续性评估。这使得

项目管理人员可以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到能源效率和环保

因素，选择更加环保、可持续的设计方案，从而有效地

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效率和环保性能。

4��BIM 技术的发展趋势

BIM技术（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是一种基于3D模型

的数字化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技术。随着科技的

不断发展，BIM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发
展趋势也日益明显。以下是BIM技术未来发展的几个主要
趋势：（1）云计算与移动技术的应用：随着云计算和移
动技术的发展，BIM技术将更加便捷地实现跨平台、跨地
域的协同工作。通过云计算平台，项目团队可以随时随

地访问和更新BIM模型，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移动设备
的应用也将使项目管理人员能够在现场实时查看和处理

BIM模型，提高决策效率。（2）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融
合：BIM技术将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实现对
建筑项目的智能分析和优化。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挖掘和

分析，可以为项目管理人员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帮助

他们更好地进行项目管理和决策。此外，人工智能技术

还可以实现对BIM模型的自动优化和调整，提高设计质量
和效率。

结语：本文介绍了BIM技术在建筑施工阶段造价管理
中的应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BIM技术的可视化、参
数化等特点，可以实现多专业的集成和协同工作，提高

造价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同时，随着云计算、大数据、

虚拟现实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BIM技术在建筑行业的
应用也将越来越广泛，为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更

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

BIM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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