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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及重难点

Ø 企业概况

Ø 工作流程

Ø 项目概况

Ø 解决思路

Ø 项目难点



1 项目介绍及重难点 – 企业概况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建海峡”）是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建海西市场设立的首家区域总部实

体运营公司（区域投资公司）,在中建系统号码公司中综合排名前十。公司扎根福建30多年来，连续多年位居福建省市场

行业排名前列，福建省建筑业企业综合排名第一，是全国优秀施工企业、福建省建筑业龙头企业，先后创鲁班奖、国家优

质工程、闽江杯等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百余项。
               

中建海峡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1 项目介绍及重难点 -企业概况

2022年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2018年  大名城唐镇 D-03-05 地块项目

2020 年 福州数字中国会展中心
2020 年 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

2021年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2020年  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0年  中国（福州）物联网产业孵化中心一期
2020年  建行福建省分行综合业务楼
2018年  金都·海尚国际南区 5 号楼
2017年  港头广场 1#、2# 楼

2021年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2021年  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

2022年  福州滨海新城综合医院（一期）
2021年  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
2020年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2019年  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永久性会址旅游项目
2018年  中建海峡商务广场
2017年  福建海峡银行办公大楼
2015年  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2011年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外科病房楼
2009年  厦门海关业务办公楼
2007年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门诊楼
1998年    三亚亚龙湾中心广场

2022年  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1年  福州数字中国会展中心
2021年  莆田学院迁建项目核心区工程——图书馆综合大楼
2020年  琅岐雁行江主干道工程
2020年  莆田市会展中心
2019年  福建省数字云计算中心
2018年  福州名城城市广场1#、2#、3#、5#楼北区商业及地下室 
2017年  中天金海岸天骄苑、金爵院



1 项目介绍及重难点 -企业概况

u 2012-至今下属分公司均设立有BIM工作室;

u 拥有专业BIM技术人员90+;BIM一级持证人员

670+，二级持证人员160+；

u 成立福建省BIM实训基地；

u 福建省BIM技术应用联盟的主席单位；

u 2020年共获得24项国家级BIM大赛奖项，获得全

国主流BIM大赛的全部一等奖，首次实现一等奖

大满贯。



1 项目介绍及重难点 - 项目概况

深圳市龙华区实验学校至美校区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腾龙路与大洋西街路口

本工程以EPC总承包方式承接，用地面积为9969M2，规划新
建1栋6层教学楼、1栋8层教职工宿舍楼及1栋体育场馆，地下
室2层。总建筑面积32535M2，地下室为13845M2，地上为
18690M2。

 项目概算总投23157.81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
19613.14万元；
合同工期730日历天 。



本项目的南、北、西、东单元均以混凝土框架结

构为主要抗侧力及承重体系。

操场中部为大跨度钢梁＋压型钢板组合屋盖体系；

操场周圈大悬挑结构为混凝土是挑梁＋下部钢支

撑系统；结构单元间连廊采用钢结构连廊＋滑动

支座。

地下室顶板采用梁板体系；报告厅顶盖为双向大

跨度混凝土梁板体系；负一层楼盖(人防顶板)采用

混凝土主梁＋厚板体系。

C区钢结构

1 项目介绍及重难点 - 项目概况



项目存在

五大技术难点：
1. 基坑开挖深度深，支护采用内支撑，地下室施工与内支撑拆

除交叉施工是施工难点，基坑开挖与室外管线冲突；

2. 外立面不规则，外脚手架搭设难度大；

3.项目异形结构多，外立面复杂，每层外立面存在曲型铝板幕

墙，安装难度大；

四大管理难点：
1. 项目场地狭小，周边环境复杂，临近地铁6号线，

红线范围内，可用堆料场地狭小；

2. 本项目工期极为紧张；

3. 赶工期间需对各专业进行协调，以便穿插施工；

4.各单元的机电及管线与砌体、精装等穿插施工。

4.风雨操场处为大跨度劲性钢结构，钢结构预

埋件多，钢筋与钢结构连接节点多而复杂，安

装精度高，吊装难度大；

5.高精砌体工程施工。

1 项目介绍及重难点 – 项目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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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介绍及重难点 – 工作流程



1 项目介绍及重难点 – 解决思路

通过11大项、13小项的全流程主控预演及部分细部管理，达到BIM应用目标、项目管理目标



·
2 BIM应用组织

Ø BIM策划

Ø 软硬件配置

Ø 项目目标

Ø 协调管理

Ø 组织分工



BIM策划
        本项目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进

度，各专业在施工前必须完成相关专业
的设计深化工作，故项目部联合设计院
组建专职BIM团队，并制定设计施工BIM
专项方案。

2 BIM应用组织– BIM策划



科技目标
省级QC2篇
省级工法1项
CN论文3篇
省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工期目标
合同总工期730天
现场目标698天完成

安全及环境目标
深圳市级安全文明工地
深圳市绿色建筑二星建筑
广东省建筑安全标准化示范
工程

质量管理目标
深圳市优质结构工程奖；
广东省优质结构工程奖、优质工
程奖；争创金匠奖

       项目为龙华区工务署BIM试点项目，专
项合同额101.64万，甲方及公司对项目给予
了较大的期望！

2 BIM应用组织– 项目目标



根据项目BIM实施内容配置土建、机电专业建模工程及深化应用工程师开展本项目BIM模型创建及应用。

序号 组内主要人员职务 姓名 主要工作

1 分公司总工程师 李寰 总指挥，指导项目BIM创新实施落地

2 分公司质量总监 薛广尉 质量监督，从质量出发，创新BIM应用

3 科技部部门经理 邱彬法 组织管理，智能工地机器人创新应用

4 BIM负责人 李恒晖 BIM施工阶段全周期策划及实施

5 BIM设计负责人 徐旷 BIM设计阶段全周期策划及实施

6 技术负责人 范晓鑫 BIM应用实施及智慧工地平台应用

7 BIM机电工程师 黄琳捷 机电BIM模型搭建及深化

8 BIM机电工程师 陈威 机电BIM模型搭建及深化

9 BIM土建工程师 郑方 土建BIM模型搭建及深化

10 BIM土建工程师 梁兴达 土建、钢结构BIM模型搭建及深化

11 BIM可视化工程师 曾德泽 模型建模及场地搭建，可视化渲染

12 BIM实施工程师 谢才桂 模型建模、BIM应用及现场监督实施

13 BIM实施工程师 廖锦达 模型建模、BIM无人机应用及现场监督
实施

2 BIM应用组织– 组织分工



项目部BIM小组软硬件配置

序
号

硬
件 CPU 显卡 内存 主要用途

预计
使用
年限

1
台
式
机

英特尔酷睿
i9-

12900K(10
核，3.7GHz)

NVIDIA 
RTX5000-16GB

64GB 
DDR4 

建模、三维外
架、模板脚手
架等设计、漫
游动画渲染

5

2
台
式
机

英特尔酷睿
i7-12700K(8
核，3.2GHz)

Nvidia A2000-
6GB

32GB 
DDR4

建模、施工动
画渲染 5

3
笔
记
本

英特尔酷睿处
理器i7-

12700H (14
核，4.70 

GHz)

NVIDIA 
RTX3060显存6G 16GB 

进度计划、清
单等与模型关

联
5

4
笔
记
本

英特尔酷睿处
理器i7-

12700H (14
核，4.70 

GHz)

NVIDIA 
RTX3060显存6G 16GB 广联达GTJ三

维土建算量 5

序号 应用类型 软件名称 保存版本  用途

1

模型创建

Revit 2018 模型创建及整合

2 红瓦科技   建模插件

3 Rhino 6.5  幕墙铝板深化

4 模型浏览 Naviswork 2021 轻量化模型浏览

5

协同管理

中建海峡企业级BIM管

理平台
/ 设计文档、模型存储

6 广联达智慧工地平台 / 现场质量管理

7 中国建筑智慧安全平台 / 现场安全管理

8

可视化

Fuzor 2021 进度模拟、碰撞检查

9 Lumion 10.0 
模型渲染

10 Twinmotion 2022试用版 

11 3D max 2018 视频制作

2 BIM应用组织– 软硬件配置



2 BIM应用组织– 协调管理



·
3 BIM设计阶段应用成果

Ø 建筑性能分析

Ø 碰撞检查

Ø 优秀案例

Ø 全专业模型

Ø 管线综合

Ø 三维交底

Ø 图纸校审

Ø 净高优化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建筑性能分析

      根据方案设计理念，对各
功能区域在空间上进行叠合再
造，并利用模型中各功能区域
的体量数据，准确的提取不规
则形状房间的体积，可以更加
精准的进行风量计算分析和消
防设计等。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全专业模型

结构模型LOD500 建筑模型LOD500

     为保证设计模型有效传递
给施工应用，我们采用施工BIM
负责人提前介入配合，设计人员
负责建立和更新维护模型的模式。
以确保模型对图纸的理解到位、
更新及时、深度达标，从而实现
图模一致向施工传递且施工可行。
再由BIM施工阶段完善信息，深
化模型及后续应用，最终达到
LOD500深度。

机电模型LOD500 基坑支护模型LOD400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图纸校审

    在各专业建模过程中对图纸进行
校审，发现图纸问题（错、漏、碰、
缺等）92项，并及时反馈设计人员
进行修改更正。 

       主要暴露一些梁漏标注，建筑结构冲突，平面立面
对不上，平面图和系统图对不上等问题，对图纸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进行核查。出具可建性分析报告逐一销项，
显著提高了设计出图的质量，减少了变更与返工。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碰撞检查

整合后的结构综合模型及管线综合模型
进行碰撞检查，涉及土建、机电、暖通、给
排水、消防等12个专业，碰撞检查共查出管
线自身碰撞节点65个，结构与管线碰撞节点
72个。

    通过BIM模型检测工具发现项目中图元之间的冲突,通过BIM模型对施工阶
段的构件和管线、建筑与结构、结构与管线等等进行碰撞检查、施工模拟等
优化设计,寻找出施工中不合理的地方及时进行调整，形成碰撞检查问题报告，
并及时反馈给相关涉及人员，通过各专业沟通协调，追踪解决问题，提高施
工效率和质量，缩短工期。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碰撞检查

碰撞点变更估算

序号 问题优化 人工 优化前
施工周

期（天）

优化后
施工周

期（天）

总个
数

节约总
费用

1 复杂节点 38 8 5 2 4.32万

2 净高不足调
整

20 5 4 2 2.27万

3 管线碰撞调
整

52 7 5 16 1.52万

4 桥架调整 48 9 7 3 6.3万

累计节约费用14.41万元，减少工期7天。

碰撞报告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管线综合



管线综合调整后，对局部复杂区域，应用剖面图功能快速创建剖面图标注，方便快捷导出剖面图
应用于施工，使三维模型能落地应用。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管线综合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净高分析

净高分析报告

通过BIM技术

对整个项目的管线

进行重新排布、重

新定位。在满足施

工要求以及后期维

护空间的前提下，

最大化对管线走向

进行优化。从而达

到净高最大化、安

装最简单、检修最

方便的要求。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净高分析

货车流线净高动态模拟 地下二层净高色块图

      在项目中，管综调整后根据管综调整结构分不同功能区域，准确的表现出每个区域的净高，根据各区域
净高要求以及管线排布方案进行净高分析，利用净高分析，提前去发现不满足净高要求、功能和美观要求的
部位，并和设计方进行沟通做出相应的调整。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优秀案列

案例一：
       地下二层为节省整体造价，层高压低，同时地下一层下沉广场有局部降板，下方车道部分
区域净高无法满足要求。通过与设计人员沟通，调整优化相关梁与风管的截面尺寸，同时优化
风管路径与桥架路径避开降板区域，使得车位得以满足净高要求车道净高进一步提升。



3 BIM设计阶段应用–优秀案列

案例二：
       对体育馆的整体机电布置进行了优化，旋转风机盘管及其风管的方向，优化排烟管的尺寸，
使得二者可以抬升到钢结构主梁的间隙中，优化新风管路由，使其只在边缘下弯绕过主梁。与结
构设计人员沟通确认后，在所有主梁中间预留洞口穿过消防主管。这样将机电整体布置到主梁之
间的缝隙中，最大化的提高了体育馆球场上方的净高。

沟通结构设计人员补充
钢梁预留洞口图纸用于
穿过消防主管



3 BIM设计阶段应用– 三维漫游

输出各部分漫游视频，给到设计人员复核验证，帮助施工阶段理解和评估。

      对于复杂节点，
导出3D剖切模型并
导入WORD文件中，
打破专业壁垒，更
加方便直观的与各
方交底。



·
4 BIM施工阶段应用成果

Ø 施工场地布置

Ø 方案优化及可视化交底

Ø 支吊架设计

Ø 进度管理

Ø 孔洞预留

Ø 深化出图

Ø 室外管网碰撞

Ø 砌体优化排砖



4 BIM施工阶段应用–场地布置 

土方阶段 主体结构阶段 装饰装修阶段

       由于项目规划用地狭小，所以对项目材料堆场的

设置显得尤为关键，提前利用BIM模拟场地布置，提

出深化方案，在主体阶段，在地下室顶板形成环形道

路，以体育馆区域作为临时堆场，装饰装修阶段，沿

用主体阶段环形道路，将体育管3层室外体育场区域

作为主要临时堆场等。项目部设置在场外租赁地块。

项

目

部



4 BIM施工阶段应用–施工进度模拟 

       项目实施前期，将进度计划文件导入Fuzor中，创建施工进度模拟。根据需要分析进度计划的合理性，针对不合理的

地方及时进行调整，尤其受到2022年疫情影响，动态的进度变化需要靠挂接Fuzor来实时演示，以准确调整计划来符合

工期要求。



4 BIM施工阶段应用–施工进度模拟 

       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Fuzor，将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进行可视化对比。当现场进度滞后时根据滞后情况发布

黄线预警和红线预警，可及时采取工期抢救措施，保证工期。



4 BIM施工阶段应用–室外管网碰撞 

室外管网碰撞检查

       本项目根据基坑支护图纸及室
外管网图纸建立模型，合模进行碰
撞检查。提前发现冲突，并针对性
的准备施工方案。



4 BIM施工阶段应用–方案优化及可视化交底 

       根据外脚手架施工方案创建BIM模型。对外形多曲面伸缩位置的脚手架进行模拟搭设，优化调整立杆位

置，并针对同层外形多曲面及错层伸缩位置的架体连接，根据建筑结构各层外圈梁变化幅度情况，在内收结

构部分采用错层布置外架立杆，外扩结构部分采用多排布置立杆的方式进行布置。



4 BIM施工阶段应用–方案优化及可视化交底 

利用BIM模型协助优化危大工程高支模方案。高大模板架体高达11米，底部支撑基础为阶梯形，创
建阶梯状基础内支撑架进行模拟分析，基于三维可视化技术，优化调整盘扣架立杆位置及横杆连接，比
选出最终方案。施工前，利用BIM模型进行技术交底，指导现场施工，提高现场施工准确率。



4 BIM施工阶段应用–方案优化及可视化交底 

   本项目钢结构单根吊重大、场地狭小、塔吊位于钢结构区域，给钢结构施工带来一定的困难。利用
BIM技术对钢结构吊装安装施工方案进行模拟分析，确定合适的吊装方案，减少吊装过程可能发生的碰
撞、冲突等问题，并优化出的最终方案，根据拟定施工顺序制作模拟动画，尽量细化施工工序，做到精
细化模拟，组织管理人员及班组进行三维可视化交底，指导现场施工。



4 BIM施工阶段应用–预留孔洞

       预留穿管洞口实现快速开

二次结构洞口，提高专业之间的

协同效率，指导现场预留预埋工

作。在施工前合理优化机电综合

管线，综合土建模型调整构造柱、

圈梁的布置，在墙体砌筑时预留

洞口。以此来加快二次结构和机

电专业的施工进度，避免后期开

洞产生不必要的工期、人工浪费

和经济损失。



4 BIM施工阶段应用–预留孔洞 

   提高了项目土建预留孔洞套管的准确性，保证施工现场一次成活，避免二次拆改，提高了模型

内部的开洞效率和洞口精确度，提高现场施工精细度。



4 BIM施工阶段应用–预留孔洞  

       通过优化管道走向、

合并桥架、整合墙体洞口

等方式，将原有602个洞

口优化为489个。配合预

留孔洞图、墙洞剖面图自

动出图功能，高效快速输

出图纸，提升模型图纸二

三维转化效率，精准指导

现场施工。



4 BIM施工阶段应用–砌体优化排布 

通过预先对各单元墙体进行排

砖模拟，并采用高精砌块砌筑，达

到薄抹灰及部分免抹灰的效果；



4 BIM施工阶段应用–砌体优化排布  

       通过砌体优化进行构造柱、圈梁等二次结构调整排布，在施工现场各砌筑作业面张贴砌体排砖图及材料表，

按表领料，在严格把控砌块损耗率的基础上，提高砌体的施工质量，整洁美观。



4 BIM施工阶段应用–砌体优化排布  

       砌块加工场根据砌体需用表对定型化砌筑用砖进行流水化加工，加工完成后送至所需楼层进行砌筑，

提高配料效率，避免材料分配不合理，使材料与劳动力最大化的合理利用。



4 BIM施工阶段应用–砌体优化排布  

预先对各墙体进行排砖模拟，通过调整导墙砖高度，控制墙顶缝隙（20-30mm），避免产

生非标准高度砌块。

优化后（底部4皮砖）优化前（底部3皮砖）



4 BIM施工阶段应用–砌体优化排布  

整合机电及土建模型并智能化

精确开洞，避免砌体后期二次开洞。

同时对墙体进行开洞位置的排砖优

化，降低施工损耗。

施

工

现

场

砌

体

深

化

模

型



4 BIM施工阶段应用–砌体排布效益  

经济效益

在优化后的最大损耗率预计由6.5%降低至4.55%

本工程砌体总方量为3269m³ ，按490元/m³计算

预计为项目带来经济效益3.1万元

采用BIM预排砖及高精砌块，达到部分墙体免抹灰的效果，

预计为项目带来效益23.56万元，节约工期7天。



4 BIM施工阶段应用–深化出图 

基于BIM的管综出图价值：

1)  提高观感质量，优化空

间结构；

2)  提高专业配合度。在模

型中进行碰撞检查和调整优

化，检验方案的可行性，降

低方案试错风险；

3)  预演调整方案，有效减

少现场的返工；缩短总工期，

减少材料浪费。



·
5 创新应用

Ø 监控模拟

Ø 钢结构深化设计

Ø 无人机应用

Ø 智慧之眼幕墙
铝板深化

Ø 三维样板间

Ø 双曲面幕墙铝板深化



5 创新应用–监控点位模拟 

   结合BIM的施工场地布置模型，对各部位的监控位置进

行真实模拟，讨论安装监控点位布置输数量以及覆盖范围。

在完全模拟后，提交一份监控点位的方案给安全监督管理部，

讨论是否实施。以此为基础进行监控点位的布置，策划监控

方案，保证施工安全以及规范工地内行为秩序。



5 创新应用–无人机航拍及倾斜摄影模型

        借助无人机，可快速采集影像数据，

实现全自动化三维建模; 倾斜摄影数据

是带有空间位置信息的可量测影像数据，

辅助现场施工场地的测量。



5 创新应用–徕卡三维激光扫描  

         采用三维激光扫描采

集双曲面骨架信息，进行逆

向建模。验证理论幕墙模型，

优化表皮模型。辅助下料。



5 创新应用–徕卡三维激光扫描 

       项目“智慧之眼”幕墙

铝板内部双曲幕墙网络安装

要求极高，利用三维激光扫

描对骨架进行扫描，将数据

导入Rhino中进行偏差对比，

对内部幕墙网络进行优化，

合理分号分块，精准下料。



5 创新应用–徕卡测量机器人 

          通过徕卡测量机器人对内侧铝板安装点进

行精准测量，解决内侧点位测量难的问题，将点

位导入Rhino进行复核优化，对内侧幕墙铝板进

行精准下料。



5 创新应用–三维样板间 

         创建精装样板间和标准工艺样板间三维模型。便于查看各功能房的
标准做法，转角、窗边、装饰界面等位置细部做法，并生成工艺样板间
轻量化模型，现场人员可通过二维码在手机上查看工艺样板模型，做到
样板先行，过程精品。

精
装
样
板

工
艺
样
板



5 创新应用–体育场馆钢结构工程施工

         针对项目所有精装做法节点
进行三维建模渲染标记出图，方
便现场施工人员查看，做到精细
化管理，标准化施工。



       本工程位置北侧是大洋西街为单向车道，东侧是腾龙路主干道，C区吊装主体为钢筋
砼框架结构，四周为钢筋混凝土飘板，安装区域内为地下室结构夹层顶板；致使吊装机械
（汽车吊）不能在区域内进行吊装作业。场地受限严重，钢结构构件重量大，若采用两台
汽车吊吊装，会完全占用大洋西街与腾龙路，严重影响社会秩序。

难点

5 创新应用–体育场馆钢结构工程施工



       通过施工现场最重分段构件重量及汽车吊臂长度和吊重参数等综合验算，采取260T汽
车吊与塔吊结合的方式，分段吊装钢梁。

解决方案

大             洋             西            街

1#塔吊（WA7025)45m臂长

4/5/6层轮廓线

3层轮廓线

地下室轮廓线

R
=
3
4
m
,
L
=
5
5
m
,
T
=
1
4
.
5
t

R=23m,T=12t

物重9.7t

物重13.0t

C区钢构件卸车区

5 创新应用–体育场馆钢结构工程施工



       本工程体育场馆屋盖钢结构为重型H型钢结构，吊装工程量较大、跨度大、构件较多、
单段构件重量较重，H型钢梁的单榀重量分别为：29.07T、34.884T，最大跨度为34.2m，
吊装精度高，吊装工期短。

难点

5 创新应用–体育场馆钢结构工程施工



5 创新应用–体育场馆钢结构工程施工

       对体育场馆屋面钢结构吊装施工方案进行三维全过程吊装模拟，主要采用“片状高空原位
胎架安装工艺”进行施工，为此根据屋盖结构形式及吊装形式在合适的构件节点下方布置临时支
撑胎架，对主体结构形成临时支撑体系，作为整个钢结构高空对接安装的主要受力点。

解决方案



5 创新应用–体育场馆钢结构工程施工

通过体育场馆屋面钢结构吊装施工过程模拟，体育场馆施工工期由原来的38天降低至28天，节约工期10天



5 创新应用–幕墙铝板深化（智慧之眼幕墙铝板）

       通过Rhino建立幕墙模型并组织
开会讨论发现幕墙铝板安装的难点

1、因眼睛外凸面要求，每根构件间
相交位置及折线角度的变化导致相交
点需要解决好构件接口错位问题。
2、按建模数据，二只眼睛由约二千
六百根铝方通焊接，每根铝方通构件
具有不同角度、长度不一，生产周期、
长途运输及安装工艺存在很大难度。
3、眼睛镂空造型为分段拼装，接缝
位置为套接形式，需要解决好胶缝美
观问题。



解决方案
1、避免造成每根构件间相交位置及折线角度的变化导致相交点错位存在，所以需预先建模多次试样调整，将错
位情况调整到最小。
2、二只眼睛由约二千六百根铝方通焊接，每根铝方通构件，根据深化模型数据提前做好对生产加工计划安排及
做好运输防护措施。
3、眼睛镂空造型为分段拼装，接缝位置为套接形式，胶缝位置需要预留12mm，通过提前打胶试样处理好胶缝
美观度。

5 创新应用–幕墙铝板深化（智慧之眼幕墙铝板）



·
6 拓展应用

Ø 场地布置安全文明管理

Ø 移动端安全管理

Ø 工程资料管理

Ø 临边洞口管理

Ø 智慧工地平台

Ø 族库管理

Ø 智慧安全平台

Ø 移动端三维交底



6 拓展应用–临边洞口管理

利用BIM技术辅助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布置，进行场地漫游，查缺补漏



6 拓展应用–智慧安全平台

       采用公司自有的智慧安全平台，对现场的安全生产进行管理，做到时时监控，结合BIM模型，查找
现场安全隐患，通过系统实现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指挥，为项目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6 拓展应用–智慧安全平台



6 拓展应用–智慧安全平台

根据上报的问题，汇总统计全部问题与未销项问题。

项目目前已做：

1.已经录入6大施工区域并进行下级拆分，将责任区域细化，实行首问负责制。

2.已经实现隐患问题流程闭环管理，共计168条隐患，0处重大隐患。

3.将问题打印进行整改通知单，实现无纸化办公，共计打印35条整改通知单

安全统计分析

安全相册及检查记录



6 拓展应用–APP移动端安全管理

       手机端查看项目
安全管理情况，随时、
随地掌握项目现场监
控情况，提前发现风
险，以便采取下一步
措施，并定期对班组
安全行为打分，评选
安全之星。



6 拓展应用–移动端安全平台

安全生产整改复查
安全风险隐患提醒

       将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通过手机APP上传至系统，提醒责任人及时进行整改。大大避
免了现场安全事故的发生。



6 拓展应用–智慧工地平台

       除了利用公司自有的BIM协

同平台外进行设计及资料管理外，

本项目采用了广联达BIM+智慧

工地数据决策系统。

       智慧工地平台主要侧重施工

现场的各类安全、进度、质量和

劳务管理

       通过整合项目上各个碎片化

应用系统，实现项目部生产管理

统一指挥、生产要素资源快速落

实，为项目成功保驾护航。



6 拓展应用–质量管理系统

质量巡检系统-质量相册/质量检查记录



6 拓展应用–质量管理系统

防水卷材粘贴牢固 涂料色泽均匀

砌体无缺陷 管综成排成线

         通过质量巡检管理闭环流程后，对现场常见质量问题进行通报和下发整改单并处罚，信息化的数据无法抹除，杜绝班组

扯皮情况，这不仅可以整改已发生的质量问题，更可以起到警醒作用，为后续其他班组的高质量施提供保证。右图为进行质量

巡检管理后，所展现出优秀的质量成果。

整改   
  +
回复



6 拓展应用–质量管理系统

       通过质量巡检管理闭环流程后，对现场常见质量问题进行通报和下发整改单并处罚，信息化的数据无法抹除，杜绝班组扯

皮情况，这不仅可以整改已发生的质量问题，更可以起到警醒作用，为后续其他班组的高质量施提供保证。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安全/质量问题曲线图

安全隐患问题 质量问题



6 拓展应用–质量管理系统

项目部成立以来以随机、可追溯、完整、真实、常态、公正等五大原则开展实测

实量工作，注重过程测量，通过广联达平台记录实测实量数据，实时分析质量问题

成因，测量项目546个，平均合格率为93.21%。

实测实量



6 拓展应用–APP移动端三维技术交底

      通过广联达BIM+技术管理系统，将模型进行轻量化处理，形成三维技术交底二维码，可
以通过手机观看，方便快捷。



6 拓展应用–移动端工程资料管理

搭建多方沟通平台，利用BIM技术资料
管理，将资料上传云端，协同方式管理，
有效的改善信息沟通方式，消除信息不
对等，避免资料遗失，提高沟通效率。

传统资料管理多方沟通导致信息沟通遗
漏和重复

紧急的审批复不及时，影响业务推进

工程周期长，过程文件存档不及时，结
果资料归档不完整，导致后续的结算索
赔无依据。



6 拓展应用–资源管理

      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共积累了78个Revit族，均上传协同平台进行保存。



·
7 效益分析及总结

Ø 应用总结

Ø 效益总结

Ø 科技成果和社会影响 Ø 效益情况



7 总结及效益分析–应用总结

· 三维场部模型创建及场内漫游

· 基于BIM的方案交底
· 施工进度动画模拟
· 支吊架设计深化
· 方案优化及可视化交底

· 室外管网碰撞

· 土建机电整合后碰撞检查

· 三维场布模型创建
· 二次结构布置优化
· 基于BIM的砌体深化布设

· 钢结构节点深化

· 机电碰撞检查

· 三维场内漫游（土建）
· 三维场内漫游（机电）

· 三维场内漫游（精装）

设计阶段主要BIM应用
           九项

 施工阶段主要BIM应用
           13项

· 各专业模型创建
· 深化设计及节点优化
· 设计方案比选

· 图纸校审
· 管线综合

· 净高分析

· 三维交底



7 总结及效益分析–科技成果及社会影响

基于BIM技术工法一篇，论文两篇。

    创新性地
结合项目特
点发挥 BIM
技术在快速
建造、绿色
建造和智慧
建造等方面
的支撑作用

荣获广东省优秀QC成果2项

荣获
深圳市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与文明
施工优良工地奖

工程建设期间，受到各级领导

的广泛关注，强大的施工组织能力及

高标准的施工质量受到各界好评，项

目封顶仪式登上《龙华教育》新闻

荣获
深圳市
优质结构
工程奖



7 总结及效益分析–效益概况

通过体育场馆钢结构施工过程
模拟，C区风雨操场施工工期
由原来的36天降低至28天，
节约工期8天。

本项目外立面不规则，建立外脚手架搭设BIM模型和
高大模板模型，对于复杂位置进行定位搭设，避免搭
错返工，节省成本80余万元,节省工期7天。

在优化后的最大损耗率预计由6.5%降低至4.55%

本工程砌体总方量为3269m³ ，按490元/m³计算

预计为项目带来经济效益3.1万元

采用BIM预排砖及高精砌块，达到部分墙体免抹灰的效果，

预计为项目带来效益23.56万元，节约工期7天。

通过BIM建模形成碰撞报告，
提前进行设计优化，累计节约
费用14.41万元，减少工期7
天。

效益一 效益二

效益三 效益四



7 总结及效益分析–效益总结

应用BIM技术结合实际，进行设计优化、方案
模拟、安全文明管理、技术质量管理，有效辅
助成本管控、进度管理、数据互通，有效规避
了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技术质量问题，创造
了大量技术效益、经济效益、工期效益、社会
效益。

最终实现直接经济创效214.4万元，占合同总
额1.6%；工期节约29天，占总工期4.56%。



  感谢观看！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CSCEC Strai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