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等智能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到全新的发
展阶段，新兴产业不断兴起，传统产业面临巨大挑战。建筑业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由于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建造方式落后、管理方式粗放等特点，已无法满
足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因此，推动建筑业向着信息化、数字化、工业化、智能化转型
升级，加快建造方式转变，已经成为了建筑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五”期间，集团坚持“效益导向、需求驱动、统筹规划、循序渐进”的原则，
围绕集团“十三五”总体规划和业务系统的管理目标全面推动信息化建设，并通过
研究、应用数字化、智能化与传统建造融合的新
型建造方式，在系统协同、数据挖掘整合、信息
化综合服务、 智慧工地全面推广普及等方面取
得显著成果， 初步实现了集团信息化企业级应
用向着集团化应用的迈进。

与此同时， 各二级单位在集团的统一领导
下，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不断加
大科技投入，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将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智能技术应用到企业设
计研发、生产建设、运维管理等不同环节，探索
出了一条条具有企业特色的转型升级之路 ，进
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和抵
抗市场风险能力， 为推动企业快速步入高质量
发展快车道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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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

后记
“十四五”期间，集团在以“融、通、智、信”为目标打造

“数字建工”、实现集团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将重点围绕管
理信息化、智能建造、数据资产管理三个方面开展“筑鼎
工程”。

根据规划，集团将充分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助
力项目实现精益化管理，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客户满
意度，从而提升集团整体市场竞争力；通过数据的治理和

价值挖掘，助力集团决策分析，进一步提高决策的前瞻性和
准确性；通过管理信息化和人工智能进一步简化管理流程，
提高员工工作效率；通过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推进，培养一批
具备数字化思维和建筑技术融合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为集团的进一步发展筑牢基础。

在“十四五”数字化规划工作实现落地后，集团将成为
数字化转型的先进企业。届时，集团将通过所有数据互通共

享，实现企业总承包模式向数字总承包转变，并借助互联网
思维快速解决协同发展问题，让集团全产业链发展优势实
现最大化。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及相关数据分析水
平将显著提升，智能装备在各领域得以充分应用，在数字
化、智能化的助力下，不仅可以实现简单重复工作的替代，
将建筑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变得虚拟可视化，而且将进一步
驱动市场营销，提升管理效率和效益。

”
作为北京市第一批大规模建设智慧工地的单位，建

工路桥集团于2018年开启了智慧工地全方位探索之旅。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探索，建工路桥集团成功建立起了以
“两级平台，三级管控”为核心的智慧工地管理平台，涵盖
了适合施工现场推广及应用的12大应用板块、39个典型
应用场景，真正实现了人管、技管、物管、联管、安管“五管
合一”，将项目被动式管理转变为主动式智能化管理。“通
过智慧工地管理平台，进一步延伸了企业管理触角，缩短
了监控步长，降低了安全质量隐患，提升了项目效益。如
今，我们把绝大多数项目都打造成了智慧工地。”建工路
桥集团总经理郑煌宇说道。
“咽喉区北部施工点，有施工人员防护穿戴不规范，

请现场安全员过去处理……”走进北京地铁17号线21标
歇甲村车辆段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北京地铁17号线21
标项目”）智慧工地指挥中心，一台铺满墙面的大型显示
屏映入眼帘，监控人员正在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巡视”施

工现场。“自去年12月份进场以来，我们便着手建立起全方
位、立体化智慧指挥系统，截至目前，项目已应用了智能质
检、智慧安检、智慧劳务、智云监管等10个模块、23个应用
场景，从根本上保障了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等建设目标的
顺利实现。”项目负责人沈亚金指着屏幕介绍道。

通过智慧工地指挥中心屏幕，项目管理人员可以对现
场施工人员数量、工程建设进度、安全质量隐患及整改进
度、物料进场情况等进行快速直观了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记者对视频监控平台进行了操作尝试。随着画面的不断
放大，距离镜头2公里以外的工人施工画面逐渐呈现在屏
幕上，工人的面部表情、手中的工具、身上的防护装备清晰
可见。
“项目用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为了加强管理，我们在

施工现场布下了‘天罗地网’，平均每隔100米设立一个摄
像头，总共配备了140个枪机摄像头和3个32倍全景鹰眼摄
像头，对整个现场区域进行全天候监控。同时，我们还应用

了AI视频处理技术，可以自动识别施工现场违规行为，有
效弥补了传统技术在日常监管中的缺陷。”沈亚金说道。

在物料管理模块中，记者发现里面在实时更新着每辆
混凝土罐车过磅后的磅单，混凝土型号、运单数量、实际数
量、偏差、确认量等数据清晰可见。据介绍，项目部在物料管
理中运用了物联网技术，通过利用地磅周边硬件智能监控
识别作弊行为技术，自动采集精准数据，实现了对混凝土等
物资进出场的全方位精益化管理。自该系统使用以来，已累
计称重约28万立方米，仅混凝土一项纠正过磅偏差达1.3万
立方米，为项目节省成本约150万元。

通过人脸识别测温一体式闸机走进项目施工现场，位
于项目咽喉区西部，一座占地面积达2800平方米的数控
化、智能化的钢筋加工车间正在全速运转。车间内配备了全
自动套丝生产线、全自动数控弯曲机、5机头自动箍筋加工
生产线设备，钢筋切、磨、套、弯加工全部实现自动化生产。
“智能钢筋加工厂日加工钢筋可超300吨，与传统人工加工

相比较，不仅工作效率提升了超过30%，而且加工质量更加
有了保障，损耗率减少了0.5%，真正实现了从钢筋存储到
加工成型再到成品出厂的工厂化作业模式。”项目生产经理
张势来介绍。

在智慧工地的加持下，项目精细化管控水平提升的同
时，整体施工进展也得以持续高效推进。截至目前，咽喉区
基本实现封顶，检修库钢结构完成，预计年底前检修库、运
用库首层结构全部完成施工。
“如今，智慧工地已经成为推动建工路桥集团走向高质

量发展快车道的重要‘发动机’之一，通过建设智慧工地不
仅可以有效防止管理中的‘跑冒滴漏’，减少企业内耗，提升
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加管理效益，而且还有利于进一步
向外界树立好北京建工形象、展示北京建工品牌，赢得市场
开拓主动权。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浙江、广东、云南、山西、河
南等多个市场区域打造智慧工地标杆项目，以精益化管理
助力精品工程建设。”建工路桥集团副总经理刘丙宇说道。

建工路桥集团:打造智慧化“两级平台三级管控”解决方案统筹管控

市政集团:BIM技术应用获国际认可
今年7月，由市政集团自主完成的“通久路道路工程

总承包（EPC）项目基于BIM的全过程信息化管控”成果
和“BIM技术在北京冬奥支线02合同段施工管理中的应
用”成果从来自全球的1700余份优秀BIM成果中脱颖而
出，在bSHK（型建香港）举办的第六届国际BIM大奖赛
中，分别荣获“最佳EPC项目BIM应用奖”和“最佳铁路项
目BIM应用奖”。

近年来，市政集团紧密围绕城市发展规划，从智能建
造、绿色建造、工业化、标准化、生态修复等多方面出发，
大力运用BIM、大数据、智能化、移动通讯、云计算等智
能技术，并通过建立技术中心、BIM中心，构建集团科技
转化平台，加大BIM等专业人才引入，加强与各类高校
间的产学研合作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管理水平，推
进施工向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迈进。

由市政集团承建的通久路道路EPC工程项目位于北

京市南四环路至南五环路之间，全长约5.83公里，是北京市
交通系统首个EPC项目。“在项目进场之初，我们便成立了
BIM技术应用小组，建立起自主研发的智能建造平台，这为
我们在项目场区布置、劳务人员现场交底、后期工程建设方
面提供了更加直观、便捷的可视化技术支持，进一步提升了
现场的施工效率，提高了项目的整体管理水平和决策能
力。”项目经理朱鸿章介绍道。

由于该项目采用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
全过程EPC工程总承包模式，涉及协调对象众多。为此，在
项目初步设计阶段，项目部依据地形、地貌及地下管线数
据，借助道路工程BIM正向设计，仅用半个月时间便高效完
成了三维设计方案。
“我们通过利用BIM模型渲染，全方位呈现了整体方案

效果，让参建各方对工程整体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同时，
我们还充分利用BIM技术对各类管线提前进行综合检查，

不断优化设计方案，减少后期图纸变更，为快速推进施工进
展打下坚实基础。”项目管理人员指着电脑屏幕上的BIM模
型说道。同时，项目通过利用由市政科技公司智能建造中心
自主研发的智慧工地平台还实现了劳务、安全、质量、环境、
材料等各业务、各环节的智能化、互联网化管理，进一步提
升了项目精益管理水平。
“截至目前，市政集团地铁工程BIM技术应用率达到了

100%，其他重点工程应用率达到了68%，全面完成了今年
企业目标任务。同时，今年以来，市政集团还先后在北京地
铁3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03合同段、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工程04标段、通久路道路EPC工程3个重点项目
中开展了智能建造试点工作。在后续工作中，我们在进一步
推广BIM技术应用的同时，还将进一步拓展智能建造技术
的开发与运用思路，不断提升市政集团信息化水平。”市政
科技公司智能建造中心主任司典浩介绍道。

可视化管理

在美丽的卢沟桥畔，始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材
公司建恒搅拌站迈出了大胆创新的步伐，在传统的生产
车间内处处流露出了“科技范儿”。
“如今，新材公司已经由单一的混凝土产业逐步发展

为‘四板块一中心’业务布局。伴随着产业格局的不断拓
展，通过产业变革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已经迫在
眉睫。”新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登平介绍道。在集团
公司的指导下，新材公司聚焦于数字科技，创造性地搭建
起了“向上推进顶层管理信息化建设、向下推进基层生产
智能化”的数字转型路径，并依托云平台自主研发了“新
材智猛”六方角色数字服务平台，逐步在全公司范围内推
行数字化管理。

早上8点，记者跟随一辆满载原材料的运输车辆驶进建
恒站厂区，在无人值守的过磅系统前，司机师傅通过手机扫
描二维码，挡杆抬起，过磅称重、将原材料送达指定料仓，整
个过程一气呵成，不到10分钟便全部完成。

进入料仓的各类材料在料位仪支撑系统、粉料仓吹回
口门禁系统、发货端智能调度系统等智能化控制系统的“引
领”下自动进入搅拌机，并按照智慧系统分配的配合比需求
搅拌形成混凝土，所有生产线全部自行运转，空无一人。“我
们的数字化转型不只是单纯的将线下业务搬到了线上，更
运用数字化技术对管理模式和管理流程进行了彻底革新。”
建恒站负责人金颖指着车间的各条生产线介绍着。

为了确保产品质量，混凝土从搅拌机新鲜出炉后，全自动

压力机和全自动抗渗仪等混凝土试验智能设备准时“上岗”，
快速完成混凝土从试验到检测的全流程的数据验证工作。同
时，发货单自动一体机和智能回票分拣柜两台机器“工友”也
成功取代了票工“岗位”，安排出车排产、打印各种运输票据。

据新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方角色数字服务平台
覆盖了施工方、搅拌站方、罐车司机、泵送方、材料商、料车
司机。搅拌站工作人员只需要在中央控制室便可以实现对
生产车间的自动控制，并借助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打破了与
施工方、材料商的时空局限，实现了相关工作“零时差、无距
离”沟通。当前，新材公司正以建恒站为试点，借助自主研发
的管理平台，积极搭建覆盖混凝土、装配式等全产业链的数
字化集团型管理模式。

新材公司:无人化生产车间“与众不同”产业变革

北京地铁17号线21标项目智慧综合管理平台。刘东旭/摄

● 北京地铁17号线21标项目
智能钢筋加工厂

● 市政集团通久路道

路EPC项目BIM模型

● 新材公司建恒站发货单自动一体机

本版文字 张振东 李凯峰 司典浩 李培媛

本版设计 刘东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