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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经济与管理

BIM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在建筑工程材料管理中

的运用研究

梁莹莹

（珠海市建设工程质量监测站，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智慧工程是现代化建筑工程管理的重要发展趋势，施工材料作为建筑工程中的重要成本支出，可
引入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建筑工程材料精细化管理。基于此，本文首先简单阐述建筑工程材料管
理中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应用的必要性，提出建筑工程材料管理中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结合应用的有效
措施，并结合某建筑工程开展实例分析，从实际施工角度了解BIM与物联网技术在材料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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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建筑工程的发展，BIM（Bu i l d i n 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技术与物联网技
术被逐渐应用到建筑工程管理工作中，并结合全周期
管理模式，有效提升建筑工程管理效果。在建筑工程
项目中，材料占据部分成本，为有效控制成本，规范
材料管理行为，避免材料浪费，可灵活运用BIM技术
与物联网技术，借助先进技术组合实现材料精细化管
理，促进建筑工程可持续发展。

1 建筑工程材料管理中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
的应用必要性
材料在整个建筑工程项目中占据60%以上成本，

为控制工程成本，提升项目效益，必须重视材料管
理工作。材料在建筑工程施工中扮演重要角色，材
料质量直接决定建筑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中明确表明，工程管理期间，必须确保材料、设
备、配件等严格符合设计标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建设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范本）》
对材料管理提出要求，材料设备等进场前必须检查
资格证书，并组织规模化材料质检，必要时出示材
料质检报告，防止因材料问题引发建筑工程事故[1]。
建筑工程施工场地环境复杂，建设周期较长，外部
环境变化或内部工程变动均能对材料管理工作产生
影响，从而干扰整个工程项目。建筑工程施工期间
出现的材料损耗是造成成本超支的主要问题，致使
传统材料管理方法的效率与质量相对较低，现已无
法满足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要求，BIM技术与物联网
技术在建筑工程项目中已得到初步应用，若将BIM
技术与物联网技术大规模应用到材料管理工作中，

材料管理将更加规范、可靠，确保材料数据能直
观、清晰地展示出来，便于管理人员开展材料成本
控制工作，继而促进材料管理工作低成本、高效益 
进行。

2 建筑工程材料管理中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
结合应用有效措施
2.1 编制材料采购计划

在建筑工程材料管理工作中，材料采购环节
主要应用BIM技术，其应用途径与要点具体如下： 
（1）搭建BIM模型。材料采购的BIM模型如图1所示，
依靠BIM平台促进供应商、公司物资部、项目物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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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部、技术部之间的交互，围绕材料进行信息交
流，以BIM技术为纽带实现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管理，
并按照BIM模型及设计方案，由BIM技术平台自动生成
项目材料数据及需求清单，借助BIM技术提高部门交
互效率，使材料管理工作高效开展。（2）编制采购
计划。按照材料采购BIM模型编制采购计划，对BIM模
型内数据信息进行分解，形成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工作分解结构）分解编码，后续按照建筑工
程总进度计划，制定材料管理月进度计划、季进度计
划、年进度计划，确保材料管理符合建筑工程实际施
工情况。（3）选择供应商。运用BIM技术平台整理供
应商资料，采用信息共享方式开展分级管理，以此了
解材料供应商信用与资质情况。除此之外，按照确定
供应商选择依据、制定供应商评审标准、组建评审小
组、BIM技术平台筛选供应商、选择供应商评审的步
骤，确定建筑工程最终材料供应商。

2.2 材料运输验收管理

现阶段物联网技术在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依
靠物联网射频识别技术，强化生产制造装配、供应链
管理等工作的便捷高效开展，实现数据快速精准分
析，有效节约成本。在建筑工程材料管理期间，可将
射频芯片植入施工材料内，张贴射频标签，使材料具
有“身份证”，完成射频标签设置后，再完善材料信
息。在材料管理工作中，可通过射频标签了解材料基
本数据及来源，对材料运输工作进行监督，全方位了
解材料情况，防止出现材料运输掉包、以次充好等问
题。材料见证取样过程中，相关管理人员可直接调阅
射频电子标签数据，获得材料信息，并借助物联网技
术对材料运输验收工作进行跟踪监控，在此基础上获
得材料检测实时报告，并将所采集识别到的信息进行
加密处理，使材料数据安全可靠地传输至项目组，便
于材料验收作业的开展。

2.3 材料出入库管理

出入库是材料管理的重要工作。第一，在验收入
库过程中，可通过物联网射频标签再次验证材料质
量，并从BIM技术平台中调阅材料数据进行验证，将材
料入库数据信息上传至BIM技术平台，以此简化材料入
库检查工作，提高验收入库质量与效率。第二，材料
出入库管理期间，可运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控材料数
据，将物联网技术与BIM技术平台进行对接，以此便于
管理人员动态化了解材料出入库情况，并按照BIM技术
平台数据与物联网技术监控情况，对各类材料进行编
码，同时分类存储，提升管理效率。材料出入库应以
“先入先出、后入后出”为原则，协同应用BIM技术与
物联网监控技术，确保材料出入库规范有序[2]。第三，
当建筑工程施工材料需领用出库时，可运用BIM技术平
台自动化导出材料出库单，便于库存管理人员检查材
料计划消耗量与实际消耗量，为材料损耗率的控制奠
定基础。材料出库时，当相关人员扫描材料射频标签
时，即可将材料信息上传至BIM平台，使出库记录工作

更为高效便捷，避免人为误差。

2.4 现场材料耗用管理

施工现场材料使用情况直接决定材料损耗率，因
此在建筑工程材料管理过程中，应运用BIM技术与物联
网技术，加强材料耗用管理。第一，运用BIM技术，根
据施工现场结构情况构建BIM模型，基于施工现场BIM
模型规划材料运输线路，科学选择材料存储区域，同
时还可运用BIM仿真模拟功能进行材料运输模拟，防止
材料运输阻碍正常施工作业，并尽可能缩短材料运输
距离，防止二次运输提高成本。第二，协同应用BIM技
术与物联网技术构建建筑工程材料超耗预警体系，以
BIM技术平台分析施工材料实际耗损与设计耗损，计算
损耗率，根据实际情况在BIM技术系统内设置损耗率阈
值，运用物联网技术实时了解各类材料存储情况与耗
用情况，依据材料实时数据计算损耗率，当材料实际
损耗率出现超限隐患时，BIM平台将以语音、文字公
告的形式提醒材料管理人员注意材料损耗控制，促使
材料人员尽快分析判断材料损耗超标的原因，防止不
合理应用等不良原因导致材料成本超标[3]。第三，建筑
工程竣工后，可能存在余料，为保障建筑工程综合效
益，可运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控余料动向，运用BIM技
术平台制定建筑工程余料回收方案，在物联网技术的
帮助下，确保建筑工程所有材料均可追踪溯源，为余
料回收工作提供依据。建筑工程余料多调拨至相邻工
地，在此期间，可运用物联网技术实时跟踪材料调拨
动向，确保余料能真正运输至相邻工地，同时，以物
联网数据为依据，在BIM技术平台内对余料调拨数据进
行整合记录。在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应用下，转变余
料粗放管理模式，使余料回收更为规范，以此提高材
料利用率，有效控制材料成本。

3 建筑工程材料管理中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
的应用实例分析
3.1 工程概况

某建筑工程总面积为30217 m2，地下1层、地上5
层，为综合体商场建筑。建筑工程结构呈S形，东西
方向设置弧形梁（6道），南北阳台设置下挂板（2
道），结构框架存在诸多斜梁交会情况，给建筑工程
带来较大难度，建筑工程存在高支模，材料复杂。经
综合分析后，为控制材料质量，应引入BIM技术与物联
网技术，编制科学化材料方案，通过模拟分析与实时
监控，尽可能实现建筑工程材料精细化管控，降低材
料实际损耗率[4]。

3.2 技术应用

3.2.1 软件选择
通过分析，选择广联达BIM技术体系作为建筑工程

BIM技术平台，运用该体系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使材
料管理工程更为直观，同时，广联达BIM技术体系还可
用于材料算量复核，保障材料质量，通过材料精细化
应用控制，规避材料浪费问题。除此之外，运用Re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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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建筑工程BIM技术建模，搭建施工现场仿真模
型，还可在Revit软件帮助下计算混凝土量，以此控制
混凝土应用量。
3.2.2 钢筋管理
钢筋是建筑工程中的重点材料，可借助BIM技术软

件审核钢筋材料，检验钢筋配料单，同时按照BIM技
术模型确定钢筋长度模数与原材定尺，确保钢筋材料
符合建设施工标准。在编制材料方案时，运用BIM技术
软件复核钢筋算量及钢筋翻样成果，控制建筑工程成
本。在实际复核期间，将钢筋翻样模型直接导入系统
内即可进行复核，不仅可实现钢筋算量的精准复核，
还可简化钢筋工序建模流程，在建筑工程钢筋工序中
实现模型统一，防止传统钢筋材料管理工作中的人为
误差。在案例建筑工程中，根据BIM技术模型及施工方
案，运用BIM技术平台直接导出钢筋用料表，使材料管
理人员可直观了解各工序中的钢筋损耗，便于开展针
对性控制。
3.2.3 控制模板施工
案例建筑工程模板为重点工序，在实际施工建设

中，运用BIM技术进行模板仿真模拟，围绕模板BIM技
术模型进行质量检查，待模板质量达标后方可进行模
板加工生产，避免模板施工期间的材料损耗。在模板
拼装期间，以BIM技术模型为依据，运用物联网技术进
行严格拼装，最大限度保障模板安装质量。应用BIM技
术与物联网技术时，可运用软件自动生成材料损耗用
料表，计算材料损耗率，按照建筑工程标准进行自动
化优化调节，确保可在既定工期内高质量完成模板施工
任务，减小材料浪费。在Revit软件应用中进行混凝土构
件建模，通过构件模型直观了解混凝土原材用量情况，
规避设计失误问题，消除专业碰撞等细节性质量隐患，
同时依靠BIM技术软件自动导出构件明细表，进而计算
混凝土体积与混凝土标准工程量。
3.2.4 材料入库
案例建筑工程按照自身施工进度规划确定材料供

应需求，按照标准流程严格选择材料供应商后，逐步
将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应用到材料入库管理工作，同
时根据施工进度制定材料分批入场方案，使用PDCA管
理模式开展材料动态化管理，借助物联网射频标签对
材料进行统一集成管理，确保材料入库后仍可掌握材
料实时数据，便于材料应用与调配。案例工程钢筋材
料消耗较大，为避免浪费钢筋材料，可运用BIM技术
进行模拟施工，计算各进度阶段的钢筋用量，通过控
制钢筋入场而减小库存，保障建筑工程项目资金周转
率。周转材料的进场必须与建筑工程实际施工进度相
吻合，若周转不当，将导致材料供应链断裂，进而阻
碍正常建设施工，为避免该现象出现，案例工程需根
据BIM技术模型严格控制周转材料的供应与应用，在减
少材料浪费的同时，降低材料仓储库存，防止材料长
时间存储出现质量隐患。

3.2.5 施工现场应用

施工现场应用是材料管理工作的关键，案例建筑

工程选用限额领料方式对材料进行严格控制，并严格

把控施工主材质量。每阶段施工结束后，从BIM技术

平台内调取材料数据及物联网射频标签信息，全面统

计该阶段的施工用量，分析材料真实用量与预期之间

的差距。若存在材料应用超出预期数据的情况，需立

即分析原因，并在后续施工阶段进行控制，避免出现

材料浪费问题，促使材料管理工作按照预期设计方案

良好推进。在实际施工期间，组建材料精细化管控小

组，以BIM技术平台数据与物联网射频标签信息为依

据，严格控制施工主材使用量，要求材料精细化管控

小组成员具备一定技术储备，可以监督材料不合规应

用情况，避免因施工人员操作不规范出现材料浪费问

题。材料管控小组重点检查钢筋、模板、混凝土材

料，并注意控制材料周转情况，在不降低施工质量的

情况下，依据材料使用方案对主材用量加以控制，避

免材料浪费。

4 应用效果
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在案例建筑工程材料管理工

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减小人员因素对材料管理工作的

干扰，使材料管理工作更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材料损耗，从材料角度进行成本控制。实际案例工程

中，在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的帮助下降低材料损耗，

钢筋材料损耗率约1.56%，模板、钢管周转材料的损耗

率分别为2.66%、2.76%，梁板材料损耗率为0.87%，墙

柱材料损耗率为0.80%等。结合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案

例工程损耗率较低，规避材料浪费现象。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在建筑工程材

料管理中具有较强应用价值，在实际工程材料管理期

间，可借助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精细化编制材料采购

计划，规范材料运输验收管理与材料出入库管理，加

强现场材料耗用管理，提升材料管理质量。结合实际

工程项目看，BIM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不仅规范

材料管理工作，还通过材料精细化管理，降低材料耗

损率，控制工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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