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作者简介】蒋帅（1987-），男，中国江苏南通人，本科，工程师，从事现场施工管理研究。

BIM 场布技术在施工过程中的应用及设想
Application and Idea of BIM Field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Process

蒋帅

Shuai Jiang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 200092

Shanghai Tongji Construction Co., Ltd., Shanghai, 200092, China

摘  要：论文通过对控二小学分校改扩建工程项目的施工状态的模拟进行具体的分析项目工程内的问题和可能会发生的

问题，以更好地用于后续的施工工程，同时也引发了相关的思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BIM技术多用于新建建筑施工，并

着重指导线路及管道安装过程总的指导作用；或多用于主要工序过程而对于过程中视频的交底。而对于拆除施工，几乎 

是空白。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imul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status of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project of No.2 
Primary school, the problems in the project and the problems that may occur are analyzed in detail, so as to better apply to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also trigger relevant thinking.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process, BIM technology is mainl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buildings, and focuses on guiding the overall guiding role of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of lines and 

pipelines; or mostly used for the main process of the video in the process of disclosure. And for demolition construction, almost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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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项目主要的施工情况包括 1# 教学楼、2# 综合楼及 3#

垃圾房。1# 楼采用现浇混凝土框架结构，新增加地下室及

新建楼体。2# 综合楼由加固改建后的原综合楼和实验楼组

成，原综合楼为现浇混凝土框架结构，主体结构体系改造扩

建。论文主要分析 1#、2# 的施工过程。

控二小学分校改扩建项目中的 2# 楼综合楼属于改扩建

部分，2 号楼的拆除作业分为两部分 A 区及 B 区的屋面拆

除及外墙进行拆除。A 区的计划施工情况为，原四层的基础

上拆除屋面及所有外墙及内墙，在原结构上重新制作 4 层楼

面及屋面。B 区计划施工情况为，在拆除原屋面的情况下，

拆除所有内外墙体，重新制作 3 层楼面及屋面。拆除顺序计

划采取先拆除 A、B 区结构屋面，在拆除楼层所有内墙，拆

除建筑外墙，最后拆除所涉及的楼梯部位。

本项目对 2 号楼计划进行大范围的拆除作业，在施工过

程中有一定的风险，同时由于场地较小基坑部位离 2 号楼的

距离也十分近，同时距离附近小区近，在施工的各个时间段

及过程对周边都会有一定影响，所以通过 BIM 技术在施工

过程中进行分析，更加直观和便于理解施工过程中的问题

呢，以便进一步安排施工。

其中，图 1 为实际的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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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工况的应用分析
通过图 2 和图 3 可以分析出一部分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图 2 拆除混凝土堆放区示意图

图 3 拆除混凝土堆放大图

安全及技术方面上：整个拆除后的工况，A 区及 B 区基

本就只有框架楼体了。在实际拆除工程中会采取分层拆除，

通过 BIM 模拟后可以直观看到，施工作业人员将出现在临

边和高空作业的情况及部位，也可以通过模型部位预估涉及

的防护要求和危险程度。同时，屋面拆除后混凝土破碎后的

松散石子及废料集中堆载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模型直观反映，

对如何进行拆除后有序堆放及处理通道给出指导性意见。

通过图 4 拆除过程中对结构工况情况：在 A 区拆除完

成的工况中可以看到东侧楼梯及东面都出现的跨层柱，长细

比过大，存在失稳的风险，在拆除过程需格外关注的同时需

要对该部位进行临时加强联系。同时，两个楼梯部位均出现

了较为独立的柱体，东侧楼梯的连系梁只有一个方向有连系

且较长，西侧楼梯连系梁较短并有两个方向连系，则这是本

次拆除作业的重点部位。也是在过程中需要进行临时加固和

人工拆除的部位。对于常规的安全问题，还能直观地分析出

大部分危险源问题，更加有针对性。这也给在工地过程管理

提供了使用安全检查表法的条件。

通过图 5 在文明使用方面：拆除区域在完成拆除作业

后，拆除所用脚手架一并拆除，以便于后期锚杆静压桩施

工。拆除范围内存在扬尘问题，在同等高度上对周边居民会

有较大的影响，故在拆除后的楼层面粉尘必须完全清理干

净。在分析风向问题上，在后期碳纤维加固过程中原粉刷

层表面凿除处理，也会对周边造成粉尘影响。可以分析南北

风向大致的范围，针对性地采取防扬尘措施 [1]，减少对周边 

居民的影响。

2 号楼 A区位置

原 1号楼位置

2号楼 B区位置

图 1 现场实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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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拆除过程中对结构工况情况

图 5 风向对小区造成的影响

3 分阶段的场布工况应用分析
3.1 基坑阶段一场布分析

图 6 中 1、2、3、4 部位为在桩基阶段主要可用的施

工道路及材料堆放场地。通过现场实测及检查，初步判断

1、2 号部位为基坑阶段的主要施工道路，但 1 号位置道路

狭窄并在使用换撑位置，故只能通行并应进行后期的施工

道路改造进行加厚和增加道路构造筋或使用 5cm 后钢板铺

设加强。2、4 号部位为施工过程中可作为混凝土泵车作业

位置，可分别解决西南角、西北角、东南角的混凝土浇筑

问题，而需要注意东北角的混凝土浇筑可使用的 3 号部位

临近道路，在施工过程中罐车无法在场内停放，还需要对

泵车旋转作业范围及长度需要考虑，在实施施工中应增加

人员管理车辆并联系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管理疏通。同

时，需要考虑泵车的作业时间范围需要控制，减少对临近 

小区的影响。

图 6 中 5、6 部位为基坑靠近施工围墙部位位置。5 号

部位距离施工围墙位置最近，且在周边小区部位，在基坑开

挖及降水过程，需重点关注其墙体的变形及裂缝，必要时

采取临时支撑措施；6 号部位情况稍好，但也不容忽视；故

5、6 号部位为基坑对周边临时建筑物影响对最直接、直观

的位置。

图 6 中 7 部位为 1#、2# 楼相互衔接部位，因 2 号楼加

固过程中使用锚杆静压桩施工工艺，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一定

范围内的挤土效应，而 1# 楼基坑围护结构从内到外构成为：

横向支撑结构→围檩结构→围护桩结构→压密注浆结构→

三轴水泥搅拌桩止水结构。在后期的锚杆静压桩的挤土力将

直接与止水结构存在直接接触，挤压力在水平方向及深层土

层对基坑程度上会有一定的影响，尽量在开挖前完成压桩，

如无法规避，则要关注基坑检测数据，出现数据异常，则暂

缓压桩或停止压桩，降低对基坑围护结构的影响。

图 6 基坑阶段一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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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坑阶段二场布分析
图 7 为 1# 楼体及地下顶板完成后的阶段，通过图 5 可

以看到相对与图 6 的施工条件情况稍好，但是新的阶段也引

出了新的问题，通过图 6 则可在 BIM 模型确定地下车库回

顶作业的大致位置，从而指导具体的施工方向，也可以具体

量化确定施工所使用的费用，估算施工时间，满足施工的同

时最大程度上降低施工成本 [2]。

图 7 基坑阶段二场布

图 7 中 1、4 号部位分别为车库部位的沉降缝及后浇带

的位置，此两部的部位为地下室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的

重点部位，对进出车辆的行车舒适性及地下车库防水性有影

响，需重点关注施工实体形成过程管理

图 7 中 2 号部位为后期车道开挖位置，此部位在基坑施

工阶段是泵车的主要作业场地，而后期开挖时间对最对后场

区施工有影响。

图 7 中 3、5 号部位为塔吊基础部位及塔吊的旋转大致

范围，在实际施工中，塔吊的拆除过程中汽车吊需在顶板加

强部位的作业，同时也可以看到塔吊作业过程中还有部分架

体在道路上方，对影响部位需设置防护范围和重点坠落安全

区进行警示，从而加强安全管理的预判。

图 8 中对计划回顶范围只是一种方案，还可以进行预演

分析行车轨迹和路线，分析得到最佳的方案。

图 8 场布示意图

3.3 对主要机械的布局分析
通过图 9 进行本项目的主要大型机械布局。本项目计划

采用一台塔吊、两台人货梯、一台货梯。施工现场周边道路

情况为：东侧道路双阳路车流量大，道路狭窄；北侧顺平路

车流量小，道路较双阳路宽。1# 的塔吊及人货梯均放在南

西侧 [3]。此外，为了减少对双阳路车流的影响。而对于 2#

楼的情况则复杂一点，A 区为了不影响东侧材料的运送，同

图 9 主要机械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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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最大程度提高顺平路大门使用率，故将人货梯安装在北

侧，通过这种方式尽量减少对周边道路的影响。

4 BIM 工程应用成果和延伸设想
通过本项目的简单的 BIM 工程应用，可以更加直观地

看到项目过程中的施工问题。由于项目的是施工过程中是动

态的，所有 BIM 技术就该产生分阶段的工况过程产生，服

务与整个施工过程。在本次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对该技术

的应用，对拆除过程中进行一次模拟拆除，现场拆除工况提

前反映出现场过程中的问题，对拆除工序较为危险的状态和

安全防范也赢得更多的时间。在实际现场的布局进行了一次

大致的分析，对施工过程中的布局及流程和对周边的影响也

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在应用中也有了进一步细化的延伸

设想。

4.1 分阶段施工工况的设想
在分阶段施工工况模拟过程中，可以单纯地分析场内的

质量、安全或更直观的施工顺序问题。在安全方面可以分析

出具体的较大的风险安全部位，更加针对性地提出采取的措

施，加强了重点部位的管理，其直观性也解决了一部分信息

传递错误的可能性，降低事故的发生率。在质量上方面，可

以通过前期的分析，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相关施工准备，

明确质量控制的具体点，可以更加明确相关责任人，提高质

量管理能力。在施工工序上，可以通过直观、合理的施工安

排，进一步减少施工过程中对周边的影响，也可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施工进度。

4.2 延伸设想
如果说 BIM 技术只是一次形象的施工模拟，那具体的

施工仍是人，在落实的过程中还是存在偏差。那么为了减少

人对施工过程的形成的影响，还需要新的技术落在应用技术

上，在项目施工过程结合无人机、激光扫描仪，将施工的进

度及质量具体实体数字化，建立建筑数字模型。通过技术分

析，在安全上使用模型进行分析预判。阶段性的模型则可以

预演和优化施工过程。

在控二小学分校项目的过程中对项目过程的安全和施工

过程布局都有了一定推进作用，降低了安全风险，提高施工

效率，也更加全面地审视整个项目，减少了人为存在的管理

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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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还应加强施工过程的监督与检验，一旦发现安全隐患以

及发生安全事故，应彻底对当事人进行责任追究，避免事故

发生后，当事人一走了之的情况发生。

3.2.4 技术管理

结合水利工程项目工程验收、图纸会审以及材料检验等

内容制定针对性技术管理制度。

3.2.5 引入“三责制”

所谓“三责制”指的就是监理制、招标承包制、项目法

人责任制；这些是切实保障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的最有效

措施之一。需注意的是，项目招标过程中应加强监管部门管

理力度。

3.2.6 加强施工过程质量监控

应加强施工原材料、半成品、成品质量监控，既要对进

场实物及其质保书、型号、规格等进行检查，查看是否符合

国家相关规定和标准，还需切实按照规定对钢筋、水泥以及

相关防水材料等进行复试。除此之外，还需要全程监控一些

易碎、易潮、易变性等材料的运输、堆放和安装 [3]。

3.2.7 做好监理工作

应注意加强监理人员专业技能及知识培训工作，以此

提升其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促使其监理工作更好地发挥

出来。

4 结语
总而言之，施工安全和质量管理重在细节管理因此，如

果想要实现安全生产和质量控制则需加强水利工程施工现

场管理；如此才可降低和杜绝相关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保

证水利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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