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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精细化管理在建筑工程管理的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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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铜川 727000）

0 引言
建筑工程通常为大型工程，涉及复杂要素，在实际

管理中需要针对人员、物料等进行全方位管理，促进安

全施工，监控建设质量，保证工程在限期内规范完工。

精细化管理与现代化管理是指在工程管理中结合现代

化手段落实精细化管理方案，其目的是提高工程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1 现代化精细化施工管理的基本原则
1.1 构建科学的管理系统

应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精细化管理，需要综合多样

化先进技术构建管理系统。通过系统化管理，促进工程

施工进度稳定、持续按计划推进。在该系统中，需要整

合人员要素（即劳动力）、材料要素（即设备、建材等生

产资料）以及管理要素（即组织架构、管理制度等）。制

定科学框架，设定标准运行模式，促进工程系统化、规

范性运行，有利于促进全方位精细化管理。

1.2 采用专业化管理模式
在施工管理中，应采用专业技术进行规范管理。精

细化管理不仅加强专业分工，细化责任要求，而且明确

技术要求，在制定和执行技术标准时要求精确到位。此

种管理模式对人员与技术、组织管理模式等均具有专

业化要求，力求通过全方位专业因素调动配合，最大化

利用有效资源，促进资源最佳配置，最终实现利益最大

化。在此过程中，应对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应用专业管

理模式，同时应用先进技术促进工程提质增效。

1.3 应用信息化管理理念
在现代化精细化管理中，充分、高质量利用信息具

有必要性。所谓信息化管理，即在工程管理中积极发展

和使用智能化工具。传统管理时期，生产力主要指施工

人员，但是在新型管理理念中，积极发挥新生产力的作

用，即通过使用智能化工具等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现代

生产力形成信息化生产力。在此过程中，综合应用网络

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利用数据库汇总管理相关要

素，挖掘信息价值，辅助科学决策[1]。
1.4 突出数据化管理优势

数据化管理是对信息化管理的延展和升级，即在

收集、处理信息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数据挖掘等处

理，从基础数据信息中获取深层次信息，从而为管理提

供帮助。精细化管理中，可采用数据化管理手段精准定

性管理事件，科学分析方案可行性，以及精准计算工程

量等，常见表现形式为数据报表等应用。利用此种手

段，可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工程管理精准度，促进工

期管理和高水平质控。

2 现代化精细化施工管理应用方法
2.1 精细化技术管理
2.1.1 共享资料库

共享数据库即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动态更新数据

库，通过设置共享权限，面向同行业开放部分数据库。

公司内部数据库资料通常至涵盖本公司管理项目情

况，存在局限性。构建行业工业数据库后，可促进资源

共享，以供同类工程学习和借鉴成功经验，加强行业交

流，促进小企业成长，完善大企业管理，实现行业共同

繁荣。共享数据库建设属于动态建设过程，从施工前准

备阶段起步，至工程验收结束，在此过程中随时更新和

完善管理信息。例如，设计方案实施是重点施工环节，

实施设计方案时，重点管理内容是详细、准确地记录设

摘 要：为提高建筑工程管理质量,本文针对建筑工程精细化、现代化管理问题进行研究,说明
了开展此类施工管理的主要原则,重点探讨了应用现代化、精细化管理模式的主要方法。 本文提出
应进行技术精细化管理、人员与建材设备精细化管理以及环境精细化管理,应用多样化技术构建智
慧工地系统,实施优质高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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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精细化建材设备管理
工程建设中需要消耗大量建材，为促进工程项目

降耗增效，应在施工前明确损耗定额，同时科学设定损

耗控制目标，通过精细化管理减少非必要材料消耗。与

此同时，应针对围挡等可回收材料和资源加强回收利

用管理，通过提高回收利用率降低项目成本[5]。例如，某
项目施工中定额允许耗损、目标耗损、设备重复利用和

材料回收利用情况如表 2所示。
2.3 精细化人员管理
2.3.1 智能门禁系统

应用智能管理系统针对施工人员进行实名制管

理。人员入场前必须实名登记，信息录入系统资料库。

施工管理期间，动态更新资料库。全员凭借工作牌进出

场地。每月汇总出勤信息，分析施工人员出勤情况、工

作强度。构建劳务人员数据库，以数据库信息为依据科

学排班。分析门禁数据库情况，及时补充人力资源。构

建管理系统，利用信息平台对接网络，可对人员进行劳

务管理[6]，如图 2所示。
2.3.2 人脸识别技术

结合 AI人脸识别技术实名制管理施工现场人员。
安全帽中安装智能集成芯片后，可对人员进行实时定

位和监控，维持施工现场秩序，科学调度施工现场人

员，有效清场、安全开展设备操作等，促进施工安全。

2.4 精细化环境管理
2.4.1 扬尘监测系统

扬尘监测系统是先进施工环境监控系统，可用于

精细化环境管理。现代工程管理中，还需要落实施工环

境质量监控。利用智慧工地系统可有效开展环境管理。

计图纸变更情况。经过修改的项目图纸与竣工图存放

在同一个资料库中，同步进行资料存档。此种存档信息

是施工管理的历史信息，当后续验收等发生疑问时，可

查询相关信息开展对照，在此基础上明确工程责任，保

证施工参与各方的合法利益。完成上述工作后，对施工

组织过程中涉及的资产资料开展整体归档，在此环节

中需要建设共享知识库，记录流程和施工管理程序等。

设计收尾环节中资料归档、完善信息库的主要意义是

完善相关信息积累，作为未来同类施工管理的可参照

资料，促进信息共享和建筑行业发展。上述信息是施工

产生的无形资产，对同类工程低成本、高成效建设有重

要意义[2]。
2.1.2 BIM技术

建筑工程施工涉及众多吊装施工，吊装方案设计

不完善较易发生碰撞、吊装失败等，影响施工安全或造

成材料、部件损坏。利用 BIM技术对不同施工设计方案
进行模拟展示，对比各方案优缺点，科学选取最优方

案。通过可视化管理进行机械安装、吊装方案设计与优

化[3]。通过模拟操作分析设计标准工艺流程，可提高风
险预判质量，促进安全和优质施工，如图 1所示。

2.1.3 行业技术标准
实施精细化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促进效益与施工安

全，促进安全施工、优质施工，并且在此过程中通过技

术升级和管理升级降低成本，提高项目效益。为达成此

目标，应明确施工技术标准，通过执行严格技术标准保

证施工质量[4]。例如，在装饰施工中，施工涂膜形成后技
术指标如表 1所示。

图 1 BIM系统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A组份技术指标 R组份技术指标
密度 GB/T4472，环境温度 25℃ 1.0~1.2g/cm3 0.95~1.15g/cm3

粘度 GB/T1723，环境温度 25℃ 不超过 1000cps 不超过 650cps
固体质量含量 GB/T1725 100.00% 100.00%
混合体积比 GB/T1728 1:1 1:1
表层干燥时间 GB/T1728，环境温度 25℃ 不超过 1min 不超过 1min
实干干燥时间 GB/T1728，环境温度 25℃ 不超过 10min 不超过 10min
完全固化干燥时间 GB/T1728，环境温度 25℃ 不超过 24h 不超过 24h
涂敷温度 GB/T1728 60~75℃ 60~75℃

复涂时间间隔 GB/T1728 不低于 4h 不低于 4h

表 1 装饰施工 A组份和 R组份施工涂膜形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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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慧劳务系统
利用智慧工地系统动态监测施工扬尘污染情况，有利

于防控 PM2.5、PM10污染，保证工程建设社会效益。
扬尘监测系统以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基础，综

合 AI技术，构建立体化防尘监测系统。应用该系统后，
在施工过程中管理人员可通过手机 APP控制塔吊喷淋
设备、远程雾炮设备以及移动喷雾车等，根据实时扬尘

污染情况予以污染防控处理，促进施工场地清洁。该类

现代化防尘技术应用不仅有利于减少施工过程造成的

环境污染，而且可有效减少施工环境对施工人员健康

造成的危害，促进施工场地具有良好清晰度，降低施工

风险。应用扬尘监测系统时，管理人员可随时查看设备

LED屏，了解当前环境温湿度、雾霾污染情况、噪声污
染数据等，促进降尘隔离管理。在此系统应用中，工程

管理人员主要可利用系统提高管理效率，科学防控扬

尘和噪声污染，改善施工环境[7]。
2.4.2 系统化环境管理

在应用扬尘监测系统时，应全方位控制施工污染。

在施工前做好施工管理规划，配套建设污水回收系统

等，减少资源浪费和污染。科学选用设备，设备发出异

常噪声时及时检修，规范设置防护设施，隔绝施工现场

与外部空间，积极控制噪声污染。施工中做好防尘处

理，通过洒水设备、防尘网等减少粉尘扩散，缓解空气

污染。科学选择装饰材料，加强材料质检监督，杜绝使

用具有显著毒害性的装饰材料。制定和执行完善的废

弃物回收制度，科学回收废料，合理进行再利用，积极

提高资源利用率。对于无法回收的废弃物，按照行业标

准予以处理后深埋。

3 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化建筑工程管理中应用精细化管

理模式时，应基于系统化、专业化、信息化和数据化原

则，从技术、建材设备、人员和环境四个方面开展精细

化管理，科学应用 BIM技术、共享数据库、智能劳务系
统、扬尘监测系统等先进技术，构建智慧工地系统，以

现代化技术为基础全方位实施精细化管理，促进建筑

工程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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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某施工项目资源利用情况
建筑材料类型 预算耗材量 定额允许损耗 目标损耗 实际损耗 周转频率 可重复使用率 回收利用率

钢筋 5600t 允许损耗率 2.50%，
允许损耗量 140.0t

目标损耗率 1.50%，
目标损耗量 84t

实际损耗 1.70%，
实际损耗量 95.2t

60%
混凝土 34000m3 允许损耗率 1.50%，

允许损耗量 510.0m3
目标损耗率 1.00%，
目标损耗量 340.0m3

实际损耗率 1.20%，
实际损耗量 408.0m3

砌块材料 200m3 允许损耗率 3.00%，
允许损耗量 6.0m3

目标损耗率 1.40%，
目标损耗量 2.8m3

实际损耗率 1.60%，
实际损耗量 3.2m3

木材 5650m3 允许损耗率 1.40%，
允许损耗量 79.0m3

目标损耗率 1.20%，
目标损耗量 67.80m3

实际损耗率 1.20%，
实际损耗量 68.9m3

模板 3次/w
围挡及其他周转设备 不低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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