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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 mean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industries.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file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traditional project file management method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great	difficulty	in	file	tracking,	high	management	cost,	and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project management nee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the 
entity management and tracking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archives, and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how the Internet of Things realizes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tracking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project	archives	through	intelligent	sensors,	RFID	tags	and	other	
technical means. Throug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n realize the automatic management of archives, 
reduce	manual	operations,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human	erro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telligent level of archives management, ensure the security and accuracy of archives 
data, enhance the traceability of archives,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innovation of future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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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物联网（IoT）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技术手段，在许多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建筑领域，项目
档案管理是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之一。传统的项目档案管理方式存在着许多不足，如信息传递效率低、档案追踪
难度大、管理成本高等问题，且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项目管理需求。本文探讨了物联网技术在建设项目档案实体管理与追
踪中的应用，重点分析了物联网如何通过智能传感器、RFID标签等技术手段，实现对项目档案的实时监控、追踪和高效管
理。通过物联网技术，建筑项目可以实现档案的自动化管理，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工作效率，并减少人为错误的发生。研
究表明，物联网技术能够有效提升档案管理的智能化水平，确保档案数据的安全性与准确性，增强档案的可追溯性，推动
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为未来项目管理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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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建筑行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传统的建设项

目档案管理方式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建设项目档案涉及的

资料种类繁多，管理复杂，传统的手工管理和纸质档案的存

储方式，不仅信息传递效率低，还容易出现遗失、损坏等问

题，给项目管理带来诸多挑战。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它已经成为推动行业升级和优化管理的重要工具，能够通过

智能感知、数据传输和分析，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

理成本，同时提高数据处理的精准度和实时性。物联网技术

通过在项目中实时监控和采集数据，减少人工操作，避免传

统管理中的误差和延迟，推动建筑行业向更高效、更智能的

方向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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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已逐步扩展到多个方面，

尤其是在建设项目档案的实体管理与追踪中，具有显著的应

用潜力。通过在项目档案中嵌入 RFID 标签、传感器等物联

网设备，管理人员可以实现对档案的实时监控与追踪，掌握

档案的存储位置、使用情况及流转路径，极大地提高档案管

理的透明度与准确性，确保档案的安全与完整性。本文将重

点探讨物联网技术在建设项目档案实体管理与追踪中的具

体应用，分析其优势、实施路径及面临的挑战，并探讨如何

进一步提高项目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为未来建筑项目档案管

理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2 物联网技术概述

2.1 物联网技术的定义与发展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是指通过传感器、射

频识别（RFID）、通信技术等手段，连接各种物理设备，

实现信息的自动采集、传输和处理。物联网的核心在于通过

传感器网络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连接起来，实现设备之间

的智能互动。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提出以来，物联网技术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广泛应用于工业、交通、医疗、农业等

多个领域。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在建筑行业中的应用

也逐渐增多。从智能建筑的设施管理到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实

时监控，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项目的工作效率，还

提升了施工安全性和质量管理水平。

2.2 物联网技术在建筑行业中的应用
在建筑行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建筑项目

的现场管理、设备监控、施工安全和材料追溯等方面。例如，

通过安装传感器和 RFID 标签，管理人员可以实时获取现场

设备、工具和建筑材料的使用情况，监控施工环境的温湿度

变化，提前预测潜在风险。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建筑项目

管理更加精准、高效，推动了建筑行业向智能化、信息化的

方向发展。

2.3 物联网技术的关键组成部分
物联网技术的实现依赖于以下几个关键组成部分：

1. 传感器：用于感知环境和物体的变化，采集相关数据。

2. 通信技术：通过无线通信网络将采集到的数据传输

至云端或其他数据处理平台。

3. 数据平台：用于接收和分析传感器数据，通过数据

处理算法提供实时反馈和决策支持。

4.RFID 标签：用于标识和追踪物体的流转，提升物体

管理的精确度。

物联网技术的有效应用需要这些组成部分的紧密配合，

通过实时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实现对建筑项目的全面监控与

管理【2】。

3 物联网技术在建设项目档案管理中的应用

3.1 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在传统的建设项目档案管理中，档案的存储、查询和

追踪多依赖人工操作，这不仅增加了管理的复杂度，还存在

档案丢失、损坏和信息滞后等问题。此外，建筑项目中往往

涉及大量的文件和物品，传统管理方式的效率较低，难以满

足现代建筑项目管理的要求。

随着建筑项目规模的扩大和管理需求的提升，传统档

案管理方式已无法满足高效、准确、智能化的管理要求。此

时，物联网技术的引入可以帮助解决传统管理中的问题。

3.2 物联网在档案实体管理中的应用
物联网技术在建设项目档案的实体管理中，主要体现

在对档案的追踪、定位和实时监控方面。通过在档案中嵌入

RFID 标签或传感器，可以实时获取档案的存放位置、使用

情况和流转路径，从而实现对档案的全过程监控。具体应用

场景包括：

1. 档案存储与定位：每个档案资料都可以附加 RFID 标

签，系统通过读取标签信息，准确定位档案存储位置，避免

了传统纸质档案管理中的错放和丢失现象。

2. 档案流转跟踪：在建筑项目中，档案往往涉及多个

部门和人员的流转，通过物联网设备可以实时跟踪档案的流

转路径，确保档案的安全和及时归还。

3. 实时监控与预警：通过传感器监控档案存储环境的

温湿度、光照等因素，及时发现不适宜档案存放的环境条件，

防止档案受损。

3.3 物联网在档案管理中的优势
1. 提高管理效率：通过物联网技术，管理人员可以实

现对建筑项目档案的实时监控和追踪，提升档案管理的效

率，减少人工查找和管理的时间成本。

2. 增强档案安全性：通过 RFID 标签、传感器和数据平

台，档案的存储、使用和流转都能得到有效追踪，避免了档

案丢失和损坏的风险。

3. 智能化管理：物联网技术通过自动化采集和实时数

据分析，提供了比传统管理更智能化的管理方式，帮助项目

管理者更快地做出决策。

4. 可追溯性：所有档案的流转都可追溯，确保了档案

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满足了法律法规的要求。

4 物联网技术在建设项目档案追踪中的应用

4.1 档案追踪的必要性与挑战
在建设项目中，档案资料包括纸质文件、工程数据、

图纸、合同等重要文件。有效追踪这些档案不仅有助于提高

项目管理效率，还能确保档案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然而，传

统的手工管理和纸质存储方式无法及时准确地记录档案流



99

档案管理与企业发展研究·第 03卷·第 04期·2025 年 04 月

转，容易导致档案丢失和错误传递。项目中档案种类繁多、

流转环节复杂，人工追踪难度大，导致管理效率低、透明度

差【3】。因此，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实现实时追踪，已成为提

高项目管理效率和确保档案安全的关键。

4.2 物联网技术在档案追踪中的具体应用
物联网技术通过对建筑项目档案的智能化追踪，能够

有效提高档案管理的透明度和可控性。具体应用包括：

1. 实时追踪：通过安装 RFID 标签在档案文件上，可以

实时追踪档案的位置和状态，确保档案在项目中流转的全

过程可被监控。每当档案文件发生转移、借阅或使用时，

RFID 系统会自动记录其位置和操作情况，确保管理人员能

够及时掌握档案流转的状态。这种实时追踪大大提高了档案

管理的可控性，减少了传统管理中由于人工记录不准确而造

成的风险。

2. 自动化记录：通过物联网设备的自动记录和数据传

输，可以实现对档案流转过程的实时记录，减少人工干预，

提高追踪效率。传统档案管理需要依赖人工记录档案的每次

流转，工作烦琐且容易出错。物联网技术的引入使得这一过

程实现自动化，不仅提高了记录的准确性，还大幅度提高了

工作效率，减少了管理人员的负担。

3. 数据分析与报告：通过数据平台对档案追踪数据进

行分析，自动生成管理报告，帮助管理者更好地了解档案流

转情况。物联网系统能够自动汇总和分析档案流转的历史数

据，生成可视化报告，帮助管理人员实时了解档案的使用情

况、存放位置及流转路径。通过这些数据，项目管理者能够

更好地发现潜在的问题和瓶颈，做出及时的决策和调整。

4.3 物联网技术在档案追踪中的优势
1. 提高追踪精度：RFID 技术能够精确地记录档案的每

一次流转与存放位置，大大提高了档案追踪的精度【4】。与

传统手工记录相比，RFID 标签能够实时、准确地识别和记

录档案的状态，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错误和遗漏。档案管

理者能够精确掌握每个档案文件的存放位置和使用情况，确

保档案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2. 降低管理成本：物联网技术的引入减少了人工操作，

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传统的档案管理

依赖大量人工操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容易出错。通过自

动化的档案追踪系统，管理人员无需再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手

动记录和查找档案，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此外，档

案管理效率的提升使得项目团队可以将更多精力集中于其

他重要任务，从而提高了整体工作效率。

3. 增强数据安全：通过物联网设备，可以实现对档案

的加密存储和传输，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与完整性。物联网技

术为档案管理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通过加密技术保护档案

数据，避免了纸质档案容易受到盗窃、遗失或损坏的风险。

同时，实时监控和追踪能够及时发现档案管理中的异常情

况，避免数据泄露和档案被篡改，为项目档案的长期保存提

供更为可靠的保障。

5 物联网技术在建设项目档案管理中的实施
路径

5.1 系统设计与部署
在实施物联网技术时，首先需根据建筑项目需求进行

系统设计，涵盖 RFID 标签选型、传感器配置和数据平台搭

建，确保与现有管理系统无缝对接。设计应满足档案管理需

求，同时考虑系统扩展性、稳定性和维护性。RFID 标签的

选择需根据档案文件类型和环境要求，确保读取准确性。传

感器配置需适应存储环境，如温湿度和光纤传感器，以确保

档案安全存储。数据平台需实时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提供与

其他管理系统的接口，促进信息共享与交互。

5.2 人员培训与操作规范
为了确保物联网系统的顺利实施，需要对项目管理人

员进行物联网技术的培训，并制定操作规范。培训内容应涵

盖 RFID 技术、传感器操作、数据平台使用和系统维护，确

保管理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基本操作和应急处理方法【5】。同时，

操作规范应详细描述档案管理流程、系统使用标准和设备维

护要求，确保系统高效稳定运行，并在出现问题时迅速解决。

通过培训和规范操作，确保物联网技术的实施效果最大化，

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6 结语

物联网技术在建设项目档案实体管理与追踪中的应用，

为项目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物联网技术，建设

项目档案管理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

降低了管理成本，确保了档案数据的安全性与完整性。随着

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在建设项目档案管理中，将会

有更多的创新应用涌现，为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强

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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