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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信息流动的过程，通过信息从上层到下层或从下层

到上层的纵向流动，以及在同一层次间的横向流动，达到管

理和控制的目的。但目前我国的建设工程管理过程中，信息

的流动主要采用手工统计数据、编制报表的方式（一些企业

即使采用了计算机，也主要用于将手写的报表编织成打印的

报表），这种方式工作量大、效率低，难以保证信息的及时

性和有效性。 随着“数字化地球”概念的提出，“数字化”

时代已经到来，相对其他行业和领域来说，建设工程领域的

数字化概念还很模糊，数字化的施工管理方法研究也很少见

。为此，本文从“数字化施工管理”概念出发，重点分析了

数字化施工管理的内涵及可能实现的手段。数字化施工管理

是工程管理领域的必然趋势，本文抛砖引玉，以期引来同仁

的积极探讨并带来数字化施工管理的繁荣。 2、数字化施工

管理的内涵 与“数字地球”的概念相似，“数字化施工”就

是将施工过程数字化，它包括工程全部施工过程信息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数字化施工管理”即在数

字化施工的基础上，用数字化手段整体性地解决工程施工问

题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 数字化施工管理是以知识为

基础，运用空间的概念整合信息及资料库的体系，是一种强

调知识共享与更新的机制及过程，注重将原始资料经过整理

、统计与分析后变成信息，而信息经过充分运用及共享，则

可转化为有用的知识。因此，本文认为数字化施工管理的内



涵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①空间信息技术；②系统仿真计算

；③可视化与虚拟现实；④多智能体施工。数字化施工管理

的兴起将为建设行业加快工程进度、节约工程造价、保证工

程质量等起到巨大作用。 2.1空间信息技术 空间信息是数字化

施工管理的首要前提，它包括施工场地的地形、地貌、建筑

物、施工项目等一切空间的信息。空间信息技术是处理空间

信息最为有力的工具，它主要包括遥感技术（ＲＳ）、地理

信息系统（ＧＩＳ）和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即3Ｓ。其

中，地理信息系统在建设工程管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

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

、一门介于地球科学与信息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亦是地学

空间数据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新型空间信息技术。它是在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支持下，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

，科学管理和综合分析具有空间内涵的地理数据，以提供对

规划、管理、决策和研究所需信息的空间信息系统。 ＧＩＳ

具有存储、处理、传输和显示海量地理信息或空间数据的功

能，因而适合用于管理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工程建设系统的信

息。目前有学者研制开发了以ＧＩＳ和数字媒体技术为基础

的三峡工程决策支持系统集成指挥中心，在可视化的环境下

以多种媒体形式为决策用户提供各种施工动态、静态信息，

为提高决策效率提供有效的工具[3].ＧＩＳ可以对信息进行空

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这些功能适用于工程地质勘探、工程

项目选址分析、工程项目风险评价、施工平面规划等工程建

设领域。丰富的查询功能也是ＧＩＳ的一大显著特点，ＧＩ

Ｓ提供图形查询、文字查询、事件查询和过程查询，利用这



些功能不但能获得与空间坐标有关的各项实体的信息（如设

计参数、图纸等），还可以获得动态的过程信息，如施工过

程信息等。文献[4]将ＧＩＳ用于公路建设管理中，利用ＧＩ

Ｓ动态反映路基、结构物的施工进展情况，随时反映出工程

的变更情况，实现各构造物的施工进展形象图及各种信息的

统计与分析。近年来，随三维、四维的数据模型日趋成熟，

三维、四维的ＧＩＳ也逐渐得到研究和应用。天津大学的钟

登华等将ＧＩＳ技术与系统仿真技术相结合，并广泛应用于

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领域中，如坝区地质三维可视化、地下

洞室和大坝施工过程三维动态演示、施工导截流施工管理、

施工场地总布置等，在行业内取得不小的反响[5-7].如图1为

应用ＧＩＳ技术生成的某水电工程施工场地总布置图。另外

，与人工智能、面向对象、万维网、虚拟现实等技术的结合

的新型地理信息系统不断的出现，这与施工管理数字化的趋

势相符合，因此也必将在工程建设领域得到更加深入和广泛

的应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