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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finition	and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and	challeng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s an effective planning,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process to achieve project 
objectives.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BIM, DAM, unmanned machinery and dron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However, the difficulty and cost of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issues, uncertainty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issues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are challeng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Overcoming 
these	challenges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drive	the	industry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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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探讨了建筑工程管理的定义、重要性，以及数字化技术在其中的应用和所面临的挑战。建筑工程管理是实现项目目标
的有效规划、组织和控制过程。数字化技术如BIM、DAM，无人驾驶机械设备和无人机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扮演重要角
色。然而，技术实施的难度和成本、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法规和标准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接受度的问题是数字化技术
应用中的挑战。克服这些挑战有望提升建筑工程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推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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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

的应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这些技术为项目团队提供了更好

的数据管理、实时协作和决策支持能力。然而，数字化技术

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论文旨在探讨数字化技术在

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克服相应的挑战，以提高

项目的成功率和效率。

2 建筑工程管理的定义和重要性

2.1 定义

建筑工程管理是指在建筑项目中组织、协调和监督各

种资源、过程和活动，以实现项目目标的管理过程，它涵盖

了规划、设计、施工和交付阶段的各个方面，确保项目按时、

按质量和按预算完成。

2.2 重要性
①项目目标实现：建筑工程管理确保项目按照规定的

目标和要求进行，包括项目的质量标准、时间进度和预算限

制。通过有效的管理，可以降低项目失败的风险，并提高项

目成功的可能性。

②资源协调：建筑工程管理涉及各种资源的协调，包

括人力资源、物资供应、设备和技术支持等。有效的资源管

理可以优化资源的利用，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冗余，提高项目

的效率和生产力。

③风险管理：建筑项目面临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

如设计变更、施工延迟、安全问题等。建筑工程管理通过风

险评估和控制措施的制定，可以降低项目风险，并及时应对

潜在的问题，减少项目成本和时间的损失。

④沟通和协作：建筑工程管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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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业主、设计师、承包商、供应商等。有效地沟通和协作

是项目成功的关键要素，建筑工程管理可以提供有效的沟通

渠道和协调机制，促进各方之间的合作和理解。

⑤质量控制：建筑工程管理在项目的每个阶段都强调

质量控制和监督。通过制定质量标准、进行质量检查和测试，

建筑工程管理可以确保项目达到预期的质量要求，提供安全

可靠的建筑产品。

3 数字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3.1 建筑信息模型（BIM）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简称

BIM）是一种集成数字化技术和建筑工程管理的方法，通过

创建三维、动态的建筑模型，实现对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的

管理和协作。BIM 在设计、施工和运营阶段提供了更加全

面和准确的信息，使得建筑师、工程师和承包商能够更好地

理解、协调和优化建筑项目。

在设计阶段，BIM 可以帮助设计团队创建高度精确的

数字模型，包括建筑结构、系统和组件。这些模型可以在一

个平台上进行协作，各个设计专业可以实时查看和修改模

型，从而提高设计团队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效率 [1]。例如，一

个建筑师可以在 BIM 模型中创建建筑的外部形态和空间布

局，同时结构工程师可以在同一模型中添加建筑的结构元

素，电气工程师可以添加电气系统，给水排水工程师可以添

加管道网络等。这样的协作和集成性质使得各个专业能够

更好地协调和解决潜在的冲突，从而减少了设计错误和重复

工作。

在施工阶段，BIM 可以提供准确构建信息和模拟功能，

帮助承包商规划施工流程、资源调配和施工顺序。例如，在

一个 BIM 模型中，承包商可以模拟施工过程并优化施工计

划，以确保施工进度和质量的控制。此外，BIM 还可以与

其他数字化工具结合使用，例如建筑工地上的传感器和监控

系统，实现对施工过程的实时监测和管理。

在运营阶段，BIM 模型可以作为建筑管理的中心数据

库，存储建筑元素的信息和运营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于设

备维护管理、能源管理和设施管理等方面。例如，BIM 模

型可以与建筑设备的传感器相连接，实时监测设备状态并

进行预测性维护，从而降低设备故障率和维修成本。此外，

BIM 模型还可以用于建筑空间管理，帮助管理者更好地利

用和配置建筑空间，提高整体效率和用户满意度。

3.2 数字化资产管理（DAM）
①集中存储和管理：数字化资产管理 DAM（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简称 DAM）系统提供了一个集中的平台，

用于存储和管理各种类型的文件和数据，如设计图纸、工程

计划、合同、报告、照片和视频等。它解决了传统纸质文件

和多个电子存储位置导致的信息分散和难以管理的问题。举

例来说，一个建筑公司使用 DAM 系统将设计图纸、工程计

划、合同和报告等文件集中存储在一个平台上。设计团队可

以将设计图纸上传到 DAM 系统，并按项目和阶段进行分类

和组织。工程团队可以将工程计划按工期和施工顺序进行排

序和归档。这样，不同团队可以轻松访问和管理所需的文件，

避免了信息分散和混乱的问题。

②快速搜索和过滤：DAM 系统具备强大的搜索和过滤

功能，使用户能够迅速定位所需的资产。通过关键词、标签、

属性等进行搜索和过滤，用户可以从大量文件和数据中快速

找到目标信息，节省时间和精力。假设一个工程师需要查找

特定的设计变更请求。通过 DAM 系统，工程师可以输入关

键词或标签，如项目名称、变更类型，甚至具体描述，快速

搜索到相关的文件和数据，而无需手动浏览多个文件夹。这

种快速搜索和过滤功能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提高了工作

效率。

③安全权限管理：DAM 系统提供安全权限管理功能，

确保只有授权人员能够访问和修改特定的资产。通过设定不

同级别的访问权限，控制用户对文件和数据的访问和操作权

限，保证资产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举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

使用 DAM 系统控制不同用户对设计图纸的访问权限 [2]。只

有项目经理、设计师和相关团队成员才能具有编辑和修改图

纸的权限，而其他人员只能查看图纸。这种安全权限管理确

保了设计图纸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

篡改。

④协作和共享：DAM 系统促进团队之间的合作和信息

交流。建筑项目涉及多个参与方，通过 DAM 系统，团队成

员可以轻松共享文件和数据，实现实时的协作和反馈。这种

协作和共享机制提高了团队的沟通效率和工作效率，减少了

信息丢失和误解的风险。假设一个建筑项目涉及建筑师、结

构工程师和室内设计师。通过 DAM 系统，他们可以共享设

计图纸、图片和报告等文件。建筑师可以上传设计图纸，结

构工程师可以在同一文件上添加结构细节和评注，而室内设

计师可以将室内装饰方案添加到相同的文件中。这种协作和

共享机制促进了跨专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确保设计的一致

性和协调性。

3.3 无人驾驶机械设备与无人机技术
①无人驾驶机械设备：无人驾驶机械设备包括无人挖

掘机、无人运输车、无人起重机等。它们使用自动化和遥控

技术，减少了对人工操作的依赖，提高了施工的效率和安全

性。同样的无人机在挖掘和土方工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统上，挖掘机的操作需要人工驾驶员在驾驶室内操作，而

在狭小、危险或环境恶劣的场地，人员的安全性和操作效率

都受到限制。而无人挖掘机则可以通过遥控或预先设置的路

径进行操作，减少了对驾驶员的依赖，并且可以在危险环境

中进行工作，例如在爆破后的建筑废墟清理中，无人挖掘

机可以进行精确的挖掘和搬运工作，提高了施工安全性和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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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无人机技术：无人机技术在建筑行业中的应用日益

广泛。无人机搭载照相机、激光扫描仪等传感器，能够实现

建筑工地的高空监测和数据收集，为工地管理提供高效的可

视化工具。例如，在一个高层建筑施工现场，无人机可以周

期性地进行航拍，获取整个工地的俯瞰图像，用于监测施工

进度、材料使用情况和人员分布等。

4 数字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挑战

4.1 技术实施的难度和成本
采用新的数字化技术需要进行系统的实施和集成，这

涉及重新设计工作流程、部署新的软硬件设备以及培训员工

等方面的投入。这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需要花费较

长的时间和资源。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技术难题、需求变

更、员工抵触等挑战，需要进行有效的项目管理和沟通，以

确保技术的顺利实施。例如，一个建筑公司决定采用建筑信

息模型（BIM）技术来优化设计和施工流程。这意味着他们

需要购买适当的 BIM 软件、升级硬件设备，并对员工进行

培训，使其熟悉 BIM 的操作和应用。此外，他们还需要与

设计师、工程师和承包商等合作伙伴进行协调，确保各方能

够顺利地使用 BIM 技术进行信息共享和协作。整个实施过

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同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和财力资源。

4.2 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
数字化技术的使用涉及大量的数据收集、存储和处理。

这就引发了数据安全的风险，如数据泄露、未经授权访问、

恶意攻击等。此外，公司还需要关注员工和客户的隐私权，

确保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和保护。比如一个建筑公司使用无

人机技术进行工地监测，搭载了高分辨率照相机和激光扫描

仪，用于收集工地的图像和数据。在此过程中，公司需要采

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保护无人机传输的数据不被未经授权的

人访问。此外，公司还需要遵守相关的隐私法规，确保在数

据收集和处理过程中不违反员工和客户的隐私权。公司可以

制定严格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政策，加密传输的数据并限

制数据的访问权限，以减少数据泄露和隐私侵犯的风险。

4.3 法规和标准的不确定性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超越了现有的法规和标准的制

定速度。因此，在使用新的数字化技术时，企业可能面临法

规和标准的不确定性。这可能导致公司在技术实施过程中面

临一定的法规风险和合规挑战 [3]。举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

决定使用人工智能（AI）技术来优化建筑材料的采购和库存

管理。然而，目前可能没有明确的法规和标准来指导 AI 在

建筑行业中的使用。因此，该公司需要关注相关的法规发展，

并确保其使用的 AI 技术符合数据隐私、公平性和透明度等

方面的法规要求。公司可以与专业机构合作，参与制定相关

的行业标准，以确保自身在数字化技术应用中的合规性。

4.4 技术接受度的问题
尽管数字化技术的优势明显，但对于许多员工来说，

接受和适应新的技术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培训。因此，企

业需要制定适当的策略，通过培训和支持来鼓励员工接受

和使用新的技术。例如一个建筑公司决定使用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来优化设计和施工流程。然而，一些老龄化或

习惯于传统方式的员工可能对 BIM 技术感到陌生或抵触。

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公司可以提供针对不同层级和角色的培

训课程，帮助员工熟悉和适应 BIM 技术的使用。此外，公

司还可以设置技术支持渠道，为员工提供及时的技术指导和

解决方案，以便顺利推进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5 结语

数字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为项目团队带来

了许多机遇和益处。然而，面对技术实施的难度和成本、数

据安全和隐私问题、法规和标准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接受度

的问题，我们需要积极解决这些挑战。通过加强技术培训、

建立合理的安全机制、完善相关法规和标准以及提高人们对

数字化技术的认知和接受度，我们可以实现数字化技术在建

筑工程管理中的最大潜力，推动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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