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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methods,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have fast construction speed, labor saving,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has a reliable guarantee, but the degree of professionalism has high requirements, and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ecision, sealing and other related problem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from a more professional and better quality 
perspective, and is the key technical support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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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传统的建筑方式相比，装配式建筑具有施工速度快、节约劳动力，建筑工程的质量有可靠的保障，但是专业程度要求
高，并且在建筑实际施工过程中也要注意精度、密封性等相关问题。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在更专业、更高质量的角度推动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是提升装配式建筑发展综合品质的关键技术支撑。基于此，论文对装配式建筑信息技术应用的相关内
容进行了分析和探究，以期为装配式建筑的相关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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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的装配式建筑，就是指把传统的建筑建造方式中

的大量的现场作业工作，如楼板、墙板、楼梯、阳台等的转

移到专门的生产工厂中进行预制，在工厂加工制作好后，运

输到建筑工程的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

安装而成的建筑。可以说，装配式建筑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

式的代表，是未来建筑行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2 装配式建筑的相关内容简述

随着装配式建筑的不断发展，其类型也在不断地丰富，

目前常见的装配式建筑有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装配式钢

结构建筑、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优点

和适用场景 [1]。比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耐久性好、装配式

钢结构建筑广泛应用于高层、超高层建筑、大跨度空间结构

以及工业厂房等领域，而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在别墅、住宅等

低层建筑的建设中。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装配式建筑，其特

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施工速度比较快
一方面，相较于传统的建筑现场浇筑、砌砖等繁琐的

施工操作流程，装配式建筑的预制制造的方式能够显著缩短

建筑施工的时间。按照要求设计在工厂中对钢材、混凝土等

原材料进行加工和组装，形成墙板、楼梯、屋顶板等各个具

体的构件，建筑构件能够进行标准化和批量化的生产，效率

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与传统建造方式相比，装配式建筑的

施工流程更为的规范、明确，从基础施工到预制构件制造，

再到施工现场的构件组装，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和操作

流程，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操作，施工作业能够高效地进行。

同时，不同于传统建筑方式的线性顺序施工，装配式建筑采

用的并行作业的方式，能够同时进行多项施工作业，施工速

度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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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质量可控较高
由于其独特的施工方式和生产过程，装配式建筑具有

较高的质量可控性。一方面，装配式建筑的主要构件是在工

厂内预制完成，工厂化的生产方式使得构件的生产过程会受

到严格的管理约束和标准的技术支持。由于是在工厂内进行

构件生产的，避免了天气等自然因素对构件质量的不良干

扰，从而能够确保构件品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构件在出厂

前，会经过严格的、规范的质量检验，确保每个构件都符合

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另一方面，在装配施工的现场，只需

要按照设计对构件进行标准的组装和连接，因此可以减少传

统施工中可能出现的施工误差和人为操作偏差，提高施工的

精度和效率，有效规避质量问题 [2]。

2.3 节能环保优势明显
明显的节能环保优势使得装配式建筑有着更加广阔的

发展前景。装配式建筑在节能环保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材料使用效率较高。装配式建筑在生产过

程中，能够对材料进行有效的管控，减少材料浪费的问题。

墙体、屋顶等构件在生产时能够更加精确地加固与连接，减

少开孔破损情况，提高了建筑整体结构的密闭度，有利于建

筑整体实现达到更好的节能降耗效果。二是装配式建筑施工

过程造成的环境负面影响是比较低的。传统建筑施工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扬尘、噪音和废水等污染物，对周边环境造成

极为不利的影响，而装配式建筑的构件大多是在工厂内生产

的，既能够对生产中污染物进行标准化处理和合理排放，又

能够避免建筑施工现场对周边居民造成的噪音污染和扬尘

干扰等，环境影响较低。三是能够有效实现可循环利用，装

配式建筑中使用的材料大部分可以回收再利用或者重复利

用多次，比如预制构件可以通过拆卸、重新组合后投入新的

施工环节中，相应地降低了建筑施工材料使用量，也能够减

少建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

2.4 装配式技术灵活多样
装配式建筑技术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可以

适应不同类型和规模工程项目的建设需求。通过不同的组装

方式和构件设计，装配式建筑的外观和内部功能都能够进行

灵活的变化。具体地说，从设计角度看，装配式建筑技术与

传统建筑技术相比，具有很高的设计灵活性。由于其主要构

件是在工厂中预制完成的，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需求开

展个性化的建筑设计，通过调整构件的尺寸、形状和功能等

参数，创造出多样化、灵活化的建筑空间布局。尤其是随着

数字化管理技术和模块化设计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更高的

标准、更加精细的设计能够有效实现，装配式建筑设计的灵

活性和创新性进一步提升 [3]。另外，装配式建筑的灵活性还

主要体现在其可移动性和重复利用性上。由于构件可以拆卸

和重新组装，装配式建筑的本体是可以实现移动的，这一特

性使得装配式建筑在临时建设设施、应急灾害救援等领域中

具有独特的应用优势。

3 信息技术在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方面的积
极作用

信息化技术在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构件生产、施工流程

以及项目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装配式建筑

行业的快速发展。具体地说，信息技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了装配式建筑设计的效率与准确性。

信息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尤其是 BIM（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效率。通过

BIM 技术，设计师可以快速生成三维模型，进行可视化操

作，使设计结果更加直观清晰。并且通过信息技术还能够对

构件可能存在的设计缺陷进行自动的检测、排除，优化结构

设计。同时，利用信息化设计软件，也能对建筑的结构、外

观、功能等个性化、精准化的设计。二是信息技术能够提升

装配式构件生产的效率和质量。通过使用先进的生产管理系

统和自动化设备，利用信息技术对装配式构件的生产计划、

原材料管理、生产过程监控、产品质量检测等环节进行优化，

既能够提高构件的生产效率，也能够有效降低生产的成本，

是管控装配式构件产品质量的关键技术。三是对装配式施工

的流程进行改善和优化。信息技术能够在装配式建筑施工过

程中的各个节点实时状态进行准确的掌握，控制好装配的进

度、装配操作的质量及施工的安全等，增加了装配式建筑施

工管理的可控性。四是明显促进建筑工程项目的信息集成与

共享。通过信息技术能够将工程项目的相关信息集成到一个

平台上，实现全流程的数据共享与协同工作，通过集成系统

平台，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人员能够实时了解资源分配、进

度管理等，从而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决策。五是通过

安装传感器和摄像机等现代化信息设备，还能够对装配式建

筑施工的过程进行实时的监控，提升了施工安全管理的品质。

4 信息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具体应用

4.1 BIM 技术
BIM 技术，即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是目前装配式建筑

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信息化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

用能够显著提高设计、生产和施工的效率，有效优化流程，

降低装配式建筑的成本。首先，在装配式建筑的设计阶段，

BIM 技术能够对建筑进行三维数字仿真，实现从设计到施

工再到运营阶段各个环节之间的协同管理和数据交换。通过

BIM 技术，建筑设计师能够在虚拟的环境中，对装配式建

筑进行精确的建模，提升建筑设计的准确性。利用 BIM 技

术，设计师还能够对建筑设计进行碰撞检测，提前发现并解

决设计中的问题，减少后续施工中的变更和返工 [4]。其次，

在装配式构件的生产阶段，BIM 技术也能够发挥积极的效

用，最明显的就是能够优化装配式建筑的生产流程。生产厂

家依据 BIM 模型中提取详尽的数据和参数信息，制定相应

的装配式构件生产计划，确保预制构件生产的型号、尺寸等

参数的精确性，切实符合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设计要求。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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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配式建筑的施工阶段，BIM 技术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 BIM 技术的三维可视化功能，施工人员能够更加直观

地理解装配式建筑的设计和构造信息，这有利于提高装配施

工的效率和准确性。BIM 技术还可以对建筑项目进行各种

模拟，为装配式建筑施工参与各方的相互协调提供可靠的技

术支持。图 1 为 BIM 技术示意图。

图 1 BIM 技术示意图

4.2 VR 和 AR 技术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在装配式建筑

的设计、施工等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在装配

式建筑设计阶段，工程师、设计师可以通过 VR 设备深入虚

拟建筑中，感受空间的大小、布局和装饰等，从而更好地评

估和调整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方案。通过穿戴 VR 头盔进入建

筑结构的模拟空间中，对装配式建筑进行沉浸式的交互体

验，有助于设计师及时发现潜在的设计缺陷，并提前进行改

进和优化，减少后续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借助于

AR 技术，可以在现实环境中将虚拟模型映射出来，设计人

员能够快速体验设计效果并及时调整细节。另一方面，在装

配式建筑施工阶段，VR 技术可以用于模拟装配操作，帮助

施工人员提前了解构件的组装流程，掌握每个组装施工步骤

的要领，减少失误，提高施工的效率和装配的准确性。VR
技术在施工安全培训方面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模拟施

工现场的各种危险情景，让施工人员对安全隐患有深刻的认

知，强化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AR 技术能够为施工人员提

供关于施工位置、步骤和方法的施工指导，提高施工效率。

4.3 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安全监测与预警。通过在装配式建筑施工的现

场安装摄像头、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能够对施工现场的危

险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异常情况，并快速发送警报信息，

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性 [5]。二是施工进度的跟踪与管理。通

过物联网技术，可以连接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的各个设备和

材料，实时记录真实的施工进度。施工管理人员能够及时了

解具体的施工情况，科学地调整施工计划，提高施工效率。

三是对施工设备进行监控。物联网技术可以监测机械设备的

工作状态，尤其是装配式构件的生产情况和能耗情况，及时

发现故障，并提供维护保养建议。四是施工材料的全过程管

理。使用智能设备扫描构件上的识别码，对构件的详细信息，

如规格、产地、质量等进行查看，实现对构件材料的全程可

视化和追踪监控，确保材料的质量和使用情况可追溯。五是

物联网技术与 BIM 技术的相结合，还能够对装配式建筑进

行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和维护。比如对装配式建筑的室内环境

情况进行监测，如空气流通、温度调节、噪声等，调控这些

环境因素，确保装配式建筑室内环境的舒适，这也有利于装

配式建筑智能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5 结语

信息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装配式

建筑施工的整体效率和质量，而且还降低了施工安全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进一步拓展，未来将

会有更多的信息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进而推动整个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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