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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e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cross-river tunne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BIM 
technology. It begins by analyzing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BIM technology, followed by an 
evaluation of the challenges and bottlenecks in current cross-river tunne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uilding on this, the paper 
delves	into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BIM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its	role	in	enhancing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Case studies are presented to demonstrat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BIM technology in real projects. Additionally, it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and	their	solutions.	Finally,	the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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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技术的过江隧道施工管理实践与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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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探讨了基于BIM技术的过江隧道施工管理实践与效率提升。首先，分析了BIM技术的基本概念与应用现状，随后评估
了当前过江隧道施工管理的挑战和瓶颈。在此基础上，深入阐述了BIM技术在施工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及其在提升施工效率
方面的作用。通过案例研究，展示BIM技术在实际项目中的实施效果。此外，还探讨了BIM技术应用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及
其解决方案。最后，总结了研究发现，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BIM技术；过江隧道；施工管理；效率提升

【作者简介】俞俊男（1990-），男，中国浙江杭州人，在

职硕士，工程师，从事建筑工程管理研究。

1 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交通需求的持续增长，过江

隧道作为连接城市交通网络的重要枢纽，其建设需求日益攀

升。然而，隧道施工涉及复杂的地质条件、不确定的环境因

素以及高风险的施工操作，使得施工管理成为一项巨大的挑

战。部分研究表明，BIM 能够有效支持隧道项目的设计优

化和施工方案的合理制定，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克服技

术实施中的障碍以及实现广泛推广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文将基于当前的研究现状，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分

析 BIM 技术在过江隧道施工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和面临的挑

战，并提出进一步的优化策略和发展建议。

2 BIM 技术概述

2.1 BIM 技术的定义与特点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是一种基于三维模型技术的数字化应用方法。在建筑工程

中，BIM 不仅仅是一个三维可视化工具，还涵盖信息的生成、

管理和共享。其核心特点包括：

信息集成：BIM 模型集成了与建筑相关的所有信息，

包括设计、材料、施工工艺和维护等，形成一个详细且动态

的数据库。

三维可视化：提供了直观的三维视图，使设计方案更

易于理解和评估。

协同管理：支持多方协同工作，各参与方可以基于同

一平台查看和更新信息。

生命周期管理：覆盖建筑全生命周期，从设计、施工

到运营维护。

2.2 BIM 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现状
BIM 技术在全球工程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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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施工、基础设施建设及复杂项目管理中。在这些领域，

BIM 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设计优化：通过三维建模和仿真早期发现设计缺陷，

避免后期变更。

施工模拟：用于工程进度模拟和施工方案优化，提高

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成本管理：通过精确的工程量计算和成本分析辅助

决策。

设施管理：BIM 模型在竣工后的维护与管理阶段继续

发挥作用，支持设施管理和资产管理。

2.3 BIM 在隧道施工中的独特优势
在隧道施工中，BIM 技术的应用展现出独特优势，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复杂环境的可视化与仿真：通过三维建模，可以真

实地模拟隧道施工环境，进行施工过程和地质条件的全面

分析。

精确的施工规划与协调：利用 BIM 模型，提高各施工

环节的协调性，有效进行施工方案的优化和变更管理。

风险预测与管理：根据模型数据，开展风险分析与评 

估，提前识别施工中的潜在风险，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实时信息更新与共享：支持实时更新施工数据，实现

各参建方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即时沟通，提升管理效率。

通过深入研究和应用，BIM 在提高过江隧道施工效率

和安全性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过江隧道施工管理现状

在跨江隧道施工管理中，传统方法存在诸多挑战和限

制，导致项目效率和效果未能达到预期水准。以下将详细探

讨这些挑战和传统管理方法的局限性。

3.1 过江隧道施工的主要挑战
跨江隧道施工是一项复杂且高风险的工程，面临多方

面挑战：

复杂的地质条件：河底地质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增加

了施工难度。在江底施工时，岩层、砂层、泥层以及潜在的

岩溶等不同地质条件均可能出现，增加了施工的技术要求。

高水压和潜在渗漏风险：在河底施工时，水压较高且

易出现渗漏问题，影响施工安全。高水压不仅增加了掘进难

度，还对施工设备的密封性和耐久性提出了严苛要求。

环境保护要求：在施工过程中需格外注意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确保施工活动不污染水源，并保护周边生态系统，

这使得施工过程必须更加谨慎。

施工设备和技术的要求：跨江隧道需要采用先进的盾

构机及其他专业设备，设备的采购、操作和维护对管理提出

高标准要求。

3.2 传统施工管理方法的局限性
传统施工管理方法在面对上述问题时，显现出多种不

足之处：①信息不对称和沟通不畅：传统方法主要依赖纸质

图纸和手工记录，信息更新和交流效率低下，容易导致沟通

不畅乃至决策失误。②资源配置不合理：由于缺乏精细化管

理工具，施工资源配置常常无法适应现场实际需要，导致浪

费或延误。③无法实时监控和调整：传统管理手段缺乏实时

数据监控能力，无法及时识别和应对施工过程中的突发状

况，从而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④项目成本和时间控制困难：

传统方法难以精准控制施工进度和预算，常常出现项目超支

和延期的情况，增加了工程风险。

通过对上述现状的深刻理解，施工管理者可以更好地

识别和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引入 BIM 技术等现

代化手段做好准备。

4 BIM 技术在过江隧道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4.1 施工设计阶段的 BIM 应用

4.1.1 可视化与三维建模
在施工设计阶段，BIM 技术通过可视化和三维建模使

设计方案更为直观和明晰。通过创建全息三维模型，施工团

队可以提前识别和解决设计中的潜在问题，减少设计变更和

错误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不仅提高了项目的透明度，还帮助

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更好地理解设计意图。复杂的地质条件

和周边环境，尤其是在过江隧道建设中，通过三维模拟可以

形象化地呈现，便于更准确地制定施工计划。

4.1.2 协同设计与优化
BIM平台为多个专业团队提供了一个协同工作的环境，

各方可以就同一模型进行实时更新和信息共享。这种协作方

式打破了传统设计的孤岛效应，实现了多专业、多系统的协

同设计，有效降低了设计不兼容的风险。此外，BIM 技术

支持设计优化，通过数字模拟不同的设计方案和施工工艺，

选择最佳的方案以达到优化目的，从而提升项目的整体效益

和效率。

4.2 施工过程中的 BIM 应用

4.2.1 进度管理与控制
在施工过程中，BIM 技术有效地促进了进度管理与控

制。通过 BIM 模型，施工团队能够进行时间序列模拟，提

前识别工期与资源冲突，从而优化施工进度计划。BIM 的

4D 功能通过集成时间维度，让项目管理者对项目进度进行

动态监控，及时调整施工活动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施

工按计划进行。

4.2.2 质量管理与监测
施工中的质量管理可以通过 BIM 系统的高精度模型和

数据分析功能得到显著提升。BIM 模型中包含了完整的施

工细节和技术规格，确保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循设计标准。通

过现场的实时数据采集和 BIM 平台的无缝集成，工程师能

够进行即时的偏差分析和质量检验，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问

题，减少质量缺陷。

4.2.3 安全管理与风险预测
在安全管理方面，BIM 技术凭借其丰富的模拟和分析



99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8卷·第 13 期·2024 年 11 月

能力，有效减少了施工安全风险。通过 5D 建模，项目团队

可以模拟不同施工场景，识别潜在的安全隐患，并提前采取

防范措施。此外，BIM 技术能够进行风险预测，分析历史

数据和当前施工状态，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在过江隧道

这样的复杂项目中，BIM 的风险管理功能尤为重要，确保

施工安全达标并降低意外事故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BIM 技术在过江隧道施工管理中的应用，通

过在设计、施工到后期管理的全面覆盖，显著提高了项目的

效率与安全性，为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靠技术支持。

5 效率提升的具体措施

BIM（建筑信息建模）技术通过其数据整合、三维设

计和模拟优化等功能在过江隧道施工中显得尤为重要。在复

杂的工程项目中，BIM 能够提供精确的几何和地理数据，

帮助工程团队在设计阶段识别潜在问题，从而大幅降低修改

成本。施工过程中，BIM 技术还促进了各方之间的协调与

沟通，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出错率。BIM 的虚拟模拟功能

使项目参与者能够直观理解施工进展及技术安排，从而减少

施工计划的冲突与浪费。

6 BIM 技术应用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在过江隧道施工管理中应用 BIM 技术，尽管具备显著

的效率和协作优势，但也面临着多重挑战。以下是这些挑战

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

6.1 技术实施问题
①数据集成难度：过江隧道工程中涉及大量异构数据，

由于数据格式不统一，导致信息整合复杂。②软件兼容性 

低：不同 BIM 软件之间的互操作性不足，可能导致数据传

输时的信息丢失或误差。③技术和人力资本短缺：BIM 技

术实施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但市场上熟悉该技术的人才

供不应求。④初始投入成本高：BIM 软件和硬件的采购及

培训成本可能较高，阻碍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6.2 应对策略和解决方案
①标准化流程：引入国际或国家级的 BIM 标准，如

IFC 标准，加强数据格式的一致性，促进各类数据的无缝集

成。②增强软件兼容性：通过开发中间接口和插件，改善不

同 BIM 平台之间的数据互通性，确保信息无误传递。③人

才培养：开展 BIM 技术的专项培训，联合高校和专业机构

培养 BIM 技术人才，以满足市场需求。④成本效益分析：

通过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 BIM 技术在

长远中带来的价值，吸引更多投资。

6.3 未来发展趋势
①广泛采用云技术：未来，BIM 技术将与云计算相结合，

提高存储能力和协作效率，推动实时信息共享。②人工智能

和 BIM 的结合：通过引入 AI 技术，提升 BIM 模型的数据

分析能力，以预测和优化施工方案。③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

的应用：AR 和 VR 技术有望与 BIM 结合，提供更直观的模

型交互体验，为项目干系人提供更清晰的项目进展和设计效

果。④全生命周期管理：BIM 技术将更加深入地应用于项

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规划、施工到运维，实现更高效的

资产管理和决策支持。

通过识别和解决这些挑战，BIM 技术将在过江隧道工

程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施工效率和项目整体质量。

7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针对过江隧道施工管理中的实践与效率提升进

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 BIM 技术的应用成效。研究表明，

BIM 技术在优化施工流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提升施

工质量管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通过数字建模和信息共享，

各部门能够更加紧密地协同，提高了施工的透明度和准确

性。此外，BIM 技术还在减少施工风险和成本方面展现了

其潜力，为复杂的地下工程提供了更为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展望未来，BIM 技术在隧道施工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巨

大。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完善，BIM 不仅可以在施工阶

段发挥作用，还能够在规划设计、后期运维等环节提供支持。

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结合，BIM 技术将进

一步推动施工管理的智能化转型，实现更精细化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 BIM 技术的潜力，未来的研究应着重于

以下方向：首先，深入探讨 BIM 与其他新兴技术的集成应

用，探索其在更大范围和更复杂项目中的适用性。其次，加

强对 BIM 技术在不同施工环境下的适应性研究，以解决特

殊地质条件带来的挑战。最后，推进相关标准和法规的完善，

促进 BIM 技术在行业内的普及和标准化应用。这些研究将

为过江隧道乃至更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思路与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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