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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观，得到了业主和当地建管部门的一致肯定和
高度赞赏。 

5  装配型混凝土砌块的优势
本文所述的装配型混凝土空心砌块的原材料和配合

比与现有的混凝土空心砌块完全相同。通过试验和实践
应用可以看出，与现有的砌块及所砌墙体相比，本文所
述的装配型砌块具备以下突出优势：

（1）采用此项装配型砌块，相对于现有的墙体组
砌方式，本砌块更加方便墙体施工的组砌，利用该砌块
本身具有的上凹下凸的特点，通过嵌固组砌的方式，砌
筑工人很容易做到砌块的对中，并保证墙面的整体垂直
度，从而可以减少“三匹一吊，五匹一靠”的次数，提
高砌筑工效；另外，能大大方便墙体拉结筋的安装定
位，提高墙体的整体抗震性能。

（2）利用此项装配型砌块可组砌成锯齿状的墙面，
每层砌块凹凸相差10mm，从而形成一道锯齿状外托，
在墙面每道砖缝处可提供均匀向上的反力，克服抹灰砂
浆的滑移，从而有效防止抹灰过程中砂浆的脱落、堕
灰，增加墙面与抹灰砂浆的结合力，彻底根除墙体后期
出现空鼓的质量缺陷，提高抹灰工艺的质量，减少砂浆
的浪费，减少单位面积内工人抹灰操作的次数，提高抹
灰工效。

（3）利用此项装配型砌块组砌墙体，能实现砂浆
和墙体的有效结合，完全可以省去抹灰前墙面的“锚
浆”“挂网”等基层处理环节，减少施工工艺环节，大
大节省抹灰工料成本。

6  结论及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所述的装配型混凝土空心砌块，创

新性地提出利用砌块自身的特点，装配组砌出锯齿状墙
面，从静力学平衡角度，克服了抹灰砂浆因自重产生的
滑移和脱落，从源头上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墙面抹灰开
裂和空鼓的质量通病，为建筑墙体砌筑以及抹灰施工提
供了一项较为先进的保质、节能、提效措施和方案，工
程应用和推广价值可观。

另外，按照本文所述的利用锯齿状墙面能消除抹灰
砂浆滑移的方式，可推广到高层房屋建筑的混凝土剪力
墙墙面抹灰施工。浇筑剪力墙混凝土之前，只需将剪力
墙模板内侧面事先处理成反向锯齿状，拆模后，混凝土
的表面即可形成类似本文所述的锯齿状墙面，从而实现
与本文所述砌块组砌成的墙体具有同样抹灰效果。

其次，目前市场上的抹灰砂浆大多是使用河砂，现
如今的河砂产量日渐稀少。而用人工砂（石子加工的副
产品，颗粒大多呈片状）制备的砂浆和现行砌块砌筑的
墙面抹灰结合难度更大，所以人工砂砂浆抹灰无法应用
和推广。本文所述的砌块组砌的锯齿状墙面能为抹灰砂
浆提供竖向支撑力，可为人工砂砂浆抹灰应用开拓新的
使用空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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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的运用研究

□  杨逢肃

[摘   要] 信息化时代，新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各行各业，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也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迎来了新的思维角度，新技术
的运用将影响和推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新模式的形成。通过构建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综合运用GIS技术、计算机、数学模型等多
种技术手段，对建设项目全过程进行可视化、规范化管理，以满足新时期城市建设高水平、高效率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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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城市建设规模
的不断壮大，涉及城市投资项目越来越多、类别越来越
繁杂，项目所涉及的相关单位也纷繁众多，由此导致多
个建设项目集中建设而产生反复开挖、开竣工滞后、超
概、施工粉尘污染严重、施工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可
见，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新时期高水平、高
效率的项目管理要求。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政府要创新城
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1]；
2017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近年，各地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
精细”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
化、智能化、人性化管理。

1  传统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建设项目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综合性较强的工

作，若出现纰漏将会造成不可预估的损失。因此，政府
及平台公司对项目管理工作极为重视，对项目管理人员
的素质要求也较高。目前，广西大部分政府及平台公司
管理手段还处于相较落后的阶段，建设项目管理普遍存
在效率低下、质量不高的现象，建设项目基本为传统的
人工管理模式，导致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如下几个常见
问题。

1.1  缺乏对项目的全过程把控，难以快速追溯
传统项目管理对项目策划、项目前期、项目建设、

竣工移交、项目归档的全过程缺乏系统化、精准化管
理，项目信息难以形成完整的信息链条，缺乏对项目的
全过程把控，特别是人员离职或调岗时，难以快速追溯
前因与后果，明晰权责。

1.2  难以及时发现项目进度问题，关键节点监管不
及时

传统项目管理对建设项目实施过程未能建立有效
的监督机制，不能实时动态跟踪、核查项目实施进度情
况，不能及时发现并调整关键节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工作前瞻性不足，导致项目工期滞后、投资超概算
成为常态。

1.3  手工编制报表、报告烦琐，无法快速获取信息
传统项目管理大部分局限于人工管理模式，表现在

人工现场盯梢管理、手工编制报表、人为催收归档材料
等，工作繁重且机械，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同
时，在庞杂的报表文档中查找项目及相关信息变得十分
困难，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降低了工作效率。

1.4  项目资料文件难查询，数据价值难体现
项目过程资料包括设计图纸、会议纪要、往来函

件、设计变更等重要的零碎文件，由于项目实施周期
长、管理人员多、职位变动等原因难以归集齐全，给管
理带来较大麻烦。此外，项目历史数据、资料难以形成
数据资产，其价值难以体现。

因此，为满足新时期城市建设管理要求，实现城市
建设项目高水平、高效率管理，建立多维度、精细化的
工作管理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建立信息化体系符合我国
的基本国情和城市建设项目管理的需求。

2   工程建设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体系构建
2.1  系统总体框架
工程建设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分为三个层次，即项

目信息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层）、项目全过程监管应用
平台（应用层）和决策支持层。其中项目信息采集设施
是基础，将采集输入的投资项目数据统一标准规范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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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项目全过程监管应用平台（应用层）是核心，提供
数据处理分析功能；而决策支持层是导向，为用户提供
可视化的分析结果（见图1）。

图1  系统总体框架设计

2.2  工程建设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建设目标及思路
2.2.1  建设目标

随着BIM、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迅猛发展，项目管理与信息化
技术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运用GIS技术、计算
机、数学模型等多种技术手段进行系统开发，建设项目
精细化管理平台可实现以下几点主要目标：

（1）利用信息技术构建项目全过程协作监管机制，
提升管理效益。

（2）实现项目进度数据的实时监测分析，支撑科学
决策。

（3）自动沉淀项目数字资产，实现数据知识的积累
和挖掘利用。

2.2.2  建设思路

（1）搭建多方协作平台。
搭建统一的协作平台，以项目为轴心，建立涵盖项

目全生命周期、各项目管理职能及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协
作平台。平台关键协作用户包括政府主管部门、政府平
台公司、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等。

（2）标准化流程和数据。
通过对项目管理流程及数据的标准化定义，让项目各

参与方在同一套标准下协作，建立项目进度数据的实时分析
预警机制，结合多种进度监管工具提高科学决策的可靠性。

（3）搭建统一项目库。
实现自动化积累项目过程数据，形成可靠数据资产

以支撑管理决策、查询汇报、计划执行分析等事务的数
据挖掘、分析和利用，最大化凸显数字资产价值。

3  工程建设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的运用场景
工程建设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主要面向政府及平台

公司，对项目全生命周期进行系统化、精细化管理的信
息化工作，能够提供直观、生动、全面的项目监管实时
场景，便于决策者掌控建设项目实时动态信息，为其工
作部署、会议决策提供可靠的支撑；同时，能够为一线
骨干人员提供便捷、高效的工作平台，可快速、智能记
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问题汇总、工作计划等，并对相
关文件、资料进行信息化记录、查询、追踪及归档。以
下是平台拟运用于项目全过程管理中的几个场景。

3.1 “项目库”管理
对项目策划、项目前期、项目建设、竣工移交、项

目归档进行全过程系统化、精细化管理，管理项目过程
中所涉及的基本信息、项目投资、人员及单位、前期审
批记录、征地拆迁、变更记录、会议纪要、领导指示、
工地影像等各类信息及文档。

3.2  建设进度管理
根据项目日常跟踪调查数据，对建设项目计划实

施进度动态跟踪管理分析，实现建设项目计划执行情况
完成度分析，对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完成情况、投资进
度、形象进度、变更/签证、重大事件、项目存在问题等
信息进行采集和记录，能够自动汇总各类项目信息并自
动生成各类信息汇总表及月度统计报告。

3.3  分部分项工程量跟踪
对建设项目的工程量进度进行全过程（预算、招投

标、进度、支付、结算）管理，系统采集项目分部分项
工程的工程量进度情况，并利用APP的手机拍照/录像功
能将对应分部、分项清单工程量的照片和短视频记录并
上传系统。根据采集和导入的Excel工程量清单，自动汇
总和计算每期完成的工程量情况及总体工程量完成情况。

3.4  会议辅助决策
工程建设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针对性配套开发了会

议辅助决策系统，可用于项目例会、项目问题讨论会、
主管部门/市政府主持的协调会等多种类型会议。该系统
分为会前准备、会中记录两部分，会前准备阶段可将会
上要讨论的项目相关文件资料通过平台直接获取，避免
繁杂的资料准备工作；会中记录能及时将参会人员、会
中纪要进行信息化记录，确保会议实务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通过会议辅助决策系统，能够为参会人员提供直观、
全面的辅助决策信息，支持决策者科学合理决策。

3.5  文件归档管理
工程建设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按城建档案馆的管

理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各类文档进行分类分级管理，使
项目文件归档电子化。改变以往年中或年底扎堆进行项

目文件归档的习惯，通过档案管理系统实现文件实时归
档、自动分类归档的管理目标，减轻档案整理人员的工作
强度，从源头上避免因项目人员流动造成的项目资料丢失
问题（见图2）。

3.6  一张图可视化展示
基于GIS地理信息技术，将重点项目信息数据以二

维、三维地图的形式展现，提高项目信息的空间可读
性，同时通过结合已有的控规、林地规划、规划路网等
规划数据对项目的选址及建设范围进行提前内部预审，
避免项目前期工作反复。

3.7  项目监管APP
移动办公已成为主流的办公方式，具有信息获取碎

片化、信息采集便捷化特点，可以随时随地关注项目信
息、协调项目问题。移动端主要提供的功能包括扫码应
用（会议提醒、前期事项、进度查询、问题预警、督办

任务、文件管理）、一张图项目查询、待办任务、进度
跟踪、进度报表、移动填报等（见图3）。

4  结论与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项目管理将由“粗放

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利用标准规范的精细
化项目管理方法，以建设项目现代信息化管理平台为支
撑，提高政府及平台公司在项目管理上的决策效率，最
终提高项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降低项目实施风险。
因此，建议政府及平台公司高度重视，将先进的项目
管理技术应用到自身的业务管理中，促进政府及平台公司
项目精细化管理，推动政府及平台公司信息化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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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PC端操作页面

图3  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大屏展示及移动手机端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