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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工程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信息化研究
刘丽丽

（淄博金捷天然气管道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山东 淄博 256300）

摘　要　基于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的驱动下，城市燃气工程的建设工作也在与时俱进。由于传统燃气工程现

场施工技术管理已经很难满足施工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合理手段进行强化管理。在信息化时代，借助信息化手段

对燃气工程现场施工技术进行管理，是当前燃气工程建设单位的重要管理内容，也是保证燃气工程建设质量及安

全的重要举措。因此，本文将对城市燃气工程的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信息化进行分析与研究，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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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多，

人们对于燃气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这也使得城

市燃气工程建设规模以及数量正在逐年提高。为更好

地满足城市居民需求，保障城市建设水平，加快燃气

工程建设，施工管理人员需要充分地利用信息化手段，

对现场施工技术进行全面的管理，以此来有效地提高

燃气工程建设质量，保证燃气工程建设安全。

1 城市燃气工程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信息化价

值分析

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信息化建设主要涵盖施工技术、

施工成本、施工质量以及施工进度等诸多内容。城市

燃气工程施工管理人员可以借助信息化建设对现场施

工技术进行全面管理，从而不断地提高城市燃气工程

施工质量及施工技术应用水平，以此来行之有效地提

高行业管理标准以及项目管理质量。城市燃气工程的

规模以及投资数量不断扩大，施工技术复杂、施工进

程要求严格以及参建方数量众多，已然成为城市燃气

工程的建筑特征。因此，为切实保证城市燃气工程的

建设质量，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求，切实做好现场施

工技术管理信息化建设势在必得。

以往的现场施工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会产生海量的

数据信息，通常情况下都是以纸质形式存在的，对于

信息的加工以及处理，多以人工模式进行完成。绝大

多数的技术信息也是由工作人员口口相传，针对施工

技术信息的检索，也是对文档资料进行查看以及翻阅，

这使得施工技术信息的产生、整理、加工以及应用流

程，在以一种相对较为缓慢的形式进行，严重影响了

城市燃气工程建设效率。随着现场施工技术的不断丰

富与完善。施工技术管理难度以及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这使得现场施工技术管理工作难度明显提高。因此，

切实做好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信息化建设，不仅有助于

提高施工作业效率，还可以有效地加快施工技术信息

的生成及利用速度，保证施工技术可以有效地被落实

在工程实处 [1]。

同时，施工管理人员切实做好现场施工技术信息

化管理，有助于实现现场施工项目信息资源的及时共

享，将施工技术管理信息化作为载体，提高城市燃气

工程施工信息采集以及反馈速率，从而为施工数人员

提供精准且完整的施工技术信息，最大限度地降低施

工技术人员的工作量。施工管理人员以信息化建设为

基础，还可以有助于提高城市燃气工程的施工技术自

动化应用水平，将信息化技术作为抓手，对关键施工

技术进行推广及应用，以此来全面提升城市燃气工程

施工技术自动化应用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建设

单位的核心竞争力。

众所周知，施工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会遇到一定的使用风险，而借助现场施工技术信息化

管理工作，可以有效地降低施工技术应用风险，提高

城市燃气工程项目风险管控能力，管理人员信息化技

术对施工技术进行管理，使得施工技术人员可以对风

险较大的项目进行远程监控，并帮助施工技术人员对

施工危险源以及质量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对项目

风险进行及时管控，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燃气工程建

设质量，降低工程运维风险。总而言之，信息化技术

是当前城市燃气工程管理中比较重要的一种管理手段，

通过应用信息化技术，可以有效提升施工技术管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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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提升城市燃气工程质量。

2 城市燃气工程运行现状分析

随着建筑施工企业信息化的发展，大量的项目管

理信息系统出现在市场上，并且功能不断完善、价格

不断下降。例如，在许多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中，施工

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施工技术管理等核心内容都需

要大量的人工计算，而这些数据往往是以文档或表格

的形式保存。一方面，人工计算有很大误差；另一方

面，这些文档或表格又存在着大量重复工作、资料丢

失等问题。另外，在施工技术管理中还存在着诸如质

量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没有及时传

递给管理层或相关人员等问题。因此，传统的信息管

理方式已经很难满足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要求。除此之

外，城市燃气工程会涉及诸多管道线路的建设，而对

拟建的线路管道数据信息的收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燃气工程中的高压管道焊接端口位置以及线路管

道的防腐蚀数据等。但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由于

缺少信息化的技术管理平台，使得数据在收集时存在

移交不及时以及系统运行数据不完整等问题，从而导

致当前的城市燃气工程建设效率受到影响。

3 城市燃气工程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信息化分析

3.1 构建燃气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平台

燃气工程建设单位可以借助先进的信息化技术，

例如二维码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定位技术等诸多先

进技术，构建完善的施工技术管理平台，管理人员可

以借助管理平台对管道数据采集、施工技术数据编辑

以及施工技术质量安全等工作进行规范与优化，并通

过智能移动终端设备作为信息采集载体，切实做好燃

气工程施工技术管理的精细化以及标准化，全面提高

燃气工程建设质量，并为后续的施工建设奠定坚实的

基础。

第一，借助互联网信息化技术，构建施工技术质

量安全管理流程。管理人员需要整合专业人员，并在

施工技术信息管理平台的帮助下，对燃气工程施工技

术质量安全清单进行梳理，并制定统一的施工技术安

全质量检查标准。同时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智能移动终

端对施工技术执行过程中的质量问题进行记录，并结

合制定好的施工技术安全质量清单，生成工程隐患整

改通知，并发放给各级施工管理人员。当施工管理人

员接收到通知后，便对问题进行及时整改，并对监管

人员进行回复，在业务以及监理的确认后取消整改单，

从而在施工技术管理层面完成施工安全质量管理闭环 [2]。

第二，借助定位技术，切实做好管道数据采集技

术管理。施工管理人员可以构建燃气工程管道施工技

术数据模型，并根据管道施工工序对管道数据采集切

入点进行明确，在燃气管道工程建设中，管理人员可

以借助 RTK定位技术对管道数据采集技术进行有效的

管理，帮助施工技术人员快速地完成现场管道数据采

集工作，并辅助施工技术人员对关键施工技术数据进

行上传以及存档，最大限度地保障燃气管道施工数据

的完整性以及客观性。由此可见，切实做好现场施工

技术管理信息化建设，能够加快数据采集速度，并提

高工程建设的决策性。

第三，功能模块划分，功能模块划分是将系统的

功能按照特定逻辑和业务需求进行划分，以便更好地

实现系统的各项功能。在系统的功能模块划分中，需

要根据城市燃气工程现场施工技术管理的实际需求，

将系统的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模块，以便更好地实现系

统的功能。具体功能模块包括：（1）施工进度管理模块：

用于监控和管理施工进度，包括计划编制、进度跟踪、

风险预警等功能。（2）资源管理模块：包括人力资源、

设备资源、材料资源等的管理和调度。（3）质量管理

模块：用于监控和管理施工质量，包括质量检验、质

量评价、质量改进等功能。（4）安全管理模块：涉及

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包括安全检查、事故处理、安

全教育等功能。（5）成本管理模块：用于监控和管理

施工成本，包括预算编制、费用核算、成本控制等功能。

3.2 基于 GIS的现场施工技术管理

GIS作为信息化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燃气工程

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中有着极大的应用价值，燃气工程

在建设过程中，为保证建设工作的有序进行，管理人

员需要明晰施工技术管理核心，从而形成完备的燃气

工程施工技术信息网络，并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基础，

制定不同结构的施工技术管理体系，例如针对施工技

术数据检索工作而言，管理人员则可以通过 B/S结构

来对其进行设定。针对管道线路的巡查及监督施工技

术而言，则可以使用 M/S系统结构。

第一，管理人员可以借助 GIS技术对施工技术中

的位移以及缩放功能进行完善，从而使得施工人员可

以基于施工设计图纸，对城市中的天然气管道网络进

行全面的检索与查询，同时还可以将具体的区域名称

输入系统之中，从而对其进行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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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 GIS系统自带的信息数据统计功能，

施工技术人员还可以更为详细地过滤以及检索燃气管

道工程中施工技术设备的基本属性，并且帮助施工人

员明确燃气设备的实际安装位置，切实保证施工安装

技术可以被有效的落实，保证燃气工程施工建设质量

符合施工设计标准。同时 GIS系统的打印以及图形制

作功能，还可以帮助施工技术人员对城市燃气工程管

道特点进行标注，以此来提高燃气管道应用属性以及

管道网络成型效果。

第三，GIS系统具有信息共享功能，管理人员将其

应用在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中，可以使得施工技术人员

能够借助系统中 SOA结构，对燃气工程施工技术数据

进行共享，并对施工中的各个检测点的压力数值以及

信息进行划分，明晰管道的气流压力负荷情况，并将

其作为基础，全面提高燃气工程建设质量。

3.3 基于 BIM的现场施工技术管理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建筑行业

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以 BIM技术为核心的施工技术管

理信息化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BIM技术是以数字化

信息为基础，对建筑项目实施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其

具有以下几方面优势：

1.可视化。BIM技术是一种三维的信息模型，其

可将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信息进行集成。在施工阶

段，施工人员可通 BIM技术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设

施情况和施工进度进行全面的了解，从而可有效避免

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盲目作业、生产进度滞后等问题。

2.协调性。BIM技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以将

不同专业之间、不同场地之间的碰撞问题有效解决。

例如，在施工技术管理中，可以将建筑工程中管线、

结构等与工程项目建设相关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

进行统一协调，避免了由于各专业之间产生矛盾而导

致的建设效率低下问题。

3.模拟性。BIM技术是一种虚拟设计技术，通过

对建筑模型进行三维仿真模拟，可以实现施工过程中

材料消耗、工程造价等方面的分析和计算。通过对整

个项目生命周期的模拟计算，可为施工单位在项目成

本控制、进度控制等方面提供可靠依据 [3]。

BIM模型是由多种信息组成的，包括建筑几何信息、

建筑结构信息、工程施工信息等，是工程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的重要基础。BIM技术的建模方式与传统的建

模方式不同，传统的建模方式是将建筑构件通过 CAD

软件进行设计，并对设计结果进行二维图形绘制。而

BIM技术则是利用 BIM软件构建 BIM模型，然后将模型

导入相应的二维 CAD软件中，并根据软件自带的数据

格式进行数据转换，将设计结果转换成模型所需要的

数据。例如，在 BIM技术中，可以将建筑物的几何信

息和物理信息等与建筑模型进行结合，通过建立三维

的模型将建筑物的各个构件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施工

工序进行模拟 [4]。

除此之外，由于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涉及

许多部门和环节，例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等。因此，在 BIM技

术构建的施工技术管理模型库中可以加入这些部门或

环节的信息资料。通过将这些信息资料录入 BIM模型

库中，就可以实现各部门和各环节信息资源共享、信

息互通。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利用 BIM模型库中的各个

功能模块进行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例如，借助 BIM

模型库中的施工组织设计模块进行工程项目施工组织

设计编制；借助 BIM模型库中的施工方案模块进行工

程项目施工方案编制；借助 BIM模型库中的质量监督管

理模块进行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管理；借助 BIM模型库中

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块进行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等 [5]。

综上所述，切实做好城市燃气工程现场施工技术

管理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燃气工程建设

水平，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居民对于燃气资源

的基本需求。因此，在日常的工作中，管理人员需要

切实利用好信息化手段，对现场施工技术进行管理，

全面促进燃气工程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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