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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信息技术在人防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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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防建筑工程建设环节，受水文环境与地质环境等因素影响，施工流程推进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提升施工风险，

对施工管理提出更多要求。故而，相关单位应在工程管理中投入更多精力，借助信息化技术，搭建信息管理平台，

保障信息发布及时性，建立实时监测机制，对施工质量进行有效控制。论文对信息技术应用价值加以阐释，分析人

防建筑工程管理环节信息技术应用的不足之处，并制定适宜策略，以期提升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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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ivil	 air	defense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hydrological	and	geological	environments.	This	 increases	construction	risks	
and	puts	forward	more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herefore,	relevant	units	should	invest	more	energy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utiliz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il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s,	ensure	timely	information	
release,	establish	 real-time	monitoring	mechanisms,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construction	quality.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civil air defens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formulates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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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防建筑工程信息技术应用价值

1.1 保证信息计算科学性
人防建筑工程中，对信息技术加以利用，有助于科学

计算体系的形成，深化对建筑工程结构等数据的了解，统

筹管理工程施工各项参数，提升数据运算水平，为施工管

理对策健全提供数据支撑 [1]。在此过程中，相关单位可借助

BIM 技术，建立人防建筑三维仿真模型，结合预设结构规

则等，开展碰撞测试，确认建筑结构设计是否存在一定问题，

提升各专业之间的协调性。与传统二维图纸模式相比，BIM

技术利用，可有效降低人为因素的影响，保证设计审核科学

性，为工程管理措施制定提供支持，促进管理目标的实现。

1.2 提升信息处理速率
人防建筑工程中，对信息技术加以应用，可通过计算

机，对工程相关数据进行管理，收集工程建设环节所涉及的

数据，发挥该技术在信息处理方面的优势，保障施工问题的

及时察觉，提高工程管理成效，为各项业务活动开展与进行

做好铺垫，满足工程管理要求。例如，施工环节，可借助

Excel 表格，对钢筋下料长度等数据进行录入与汇总分析，

计算施工工作量，绘制相应图表，提升信息集成与整合水平，

促进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实现对工程施工相关数据的有

效控制，提升施工质量。

1.3 促进智能监控体系形成
在人防建筑工程中，为提升工程管理水平，可借助信

息技术，充分发挥该技术的信息数据处理优势，提高信息计

算水平，对工程设计、施工与维护等环节进行管理，建立精

细化监控体系，促进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的形成，提高上下

工序之间的衔接水平，为施工作业开展与推进浇筑良好基 

础 [2]。例如，在人防建筑工程中，若相关单位以纸质图纸的

模式开展技术交底工作，设计图纸呈现一定的二维特征，所

展示的参数信息的存在一定局限，降低技术交底工作质量。

相关单位可深化对 BIM 技术的了解，通过该技术，搭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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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仿真模拟模型，以更直观清晰的模式，对设计方案等加以

呈现，提升施工单位对工程建设相关信息了解程度，如空间

结构与功能分布等信息等，提升施工精准性。

2 人防建筑工程中信息技术应用的不足之处

人防建筑工程中，信息技术应用存在一定不足，如表 1

所示。

表 1 信息应用不足之处

信息应

用缺陷
认识不足

应用范围

限制

软件成熟度

不高
信息孤岛现象

成因
信息技术

推广不足

将信息技

术视为辅

助工具

中国技术水

平不高

未建立一体化

信息管理系统

2.1 存在信息孤岛现象
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认识到信息技术应用价

值，并将该技术用于各个工程管理环节，贯穿整个工程建设

周期，实现工程质量维护目标。然而，部分企业虽结合信息

技术应用需求，搭建局域网，并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但未

对信息交互过程进行控制，未对各部门有效协调，施工组织

之间的信息交流频率相对较低，难以对施工现场流动状况加

以掌握，出现信息孤岛现象，工程管理成效大打折扣，管理

措施落实面临诸多挑战 [3]。与此同时，部分企业虽建立了信

息化管理平台，但未构建集成化与一体化管理体系，仅是依

据各部门工作需求与运行特征等，建立不同的管理系统，系

统之间的联系程度相对较低，信息共享相对较差，工程管理

工作开展陷入一定困境。

2.2 应用范围存在一定限制
部分企业在对信息技术中加以应用时，将目光集中于

施工组织设计与工程预算等方面，即将该技术用于前期准备

环节，未将该技术落实到各个施工环节，施工进度控制力度

相对薄弱，施工成本管控水平相对较低，不利于信息技术效

用的充分发挥 [4]。例如，部分企业借助 BIM 技术对施工设

计进行审核与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设计方案完善性，

但未注重对施工质量的管控，未搭建信息化监测系统，未对

各施工环节进行全方位管控，提升人防建筑工程运行风险。

与此同时，部分企业在开展工程管理工作时，虽对信息技术

予以利用，但未注重局域网的搭建，未扩大网络覆盖范围，

信息传递速率相对较慢，信息利用率大打折扣，信息时效性

较低，使得工程管理措施的落实呈现一定滞后性特征。

2.3 对信息化技术的认识不足
人防工程建设环节，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应用优势，

提升工程管理成效，管理人员应提高对信息化技术的认识程

度，掌握技术应用相关要点，提升技术应用水平。然而，部

分企业在开展管理工作时，仍是对传统人力管理模式加以应

用，将目光投注于施工质量与成本控制等方面，在工程管理

中投入的精力不足，未注重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未充分认识

到信息技术应用价值，未将该技术融入各个管理环节，未注

重信息管理系统的搭建，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在增加管理人

员工作量的同时，限制管理范围，降低管理质量。与此同时，

部分企业认为信息技术仅是一种管理工具，将该技术用于局

域网搭建与计算机更新等方面，未充分发挥技术效用，管理

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施工品质的提升。

2.4 信息技术软件成熟度不高
现阶段，在人防建筑领域中，企业所使用的信息化软

件可以进行相对较多，如 AutoCAD 等，但此类软件并不是

中国研发的，而是对国外技术软件加以引进，中国在信息化

技术软件研究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开发的建筑工程管理相

关软件系统功能不全，适用性相对较低，在市场占比方面具

有一定劣势。若仅是对国外工程管理软件加以利用，该软件

是以国外建筑工程组织结构为依凭，考量软件应用需求，设

计软件功能，与中国工程管理实际存在一定的不贴合之处，

使得信息化管理体系构建存在一定不足，不利于管理水平的

提升。

3 人防建筑工程管理环节提升信息技术应用
水平的对策

3.1 加大工程管理信息化软件研发力度
人防建筑工程中，为提升工程管理信息化水平，降低

国外对中国的掣肘，中国应在管理系统研发方面投入很多精

力，向其中倾斜更多资源，优化管理系统功能，将施工进

度管理、质量管理与工艺管理等纳入其中，为软件系统应用

做好铺垫。首先，在完善系统质量管控模块时，应注重对

BIM 技术的利用，充分发挥该技术在协同与信息化等方面

的优势，建立三维立体模型，提升施工模拟仿真水平，为碰

撞测试开展提供便利，保障错误检查工作的有序进行。与此

同时，在设计环节，对该系统加以应用，可优化人防建筑设

计方案，提升各项设计参数准确性，保证技术交底直观性，

为工程质量管理措施健全提供支持。其次，对进度管理模块

进行分析，应将网络技术纳入系统中，对施工关键技术等进

行管理，提升施工机动时间管控水平，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意

外情况，立足于施工现场实际状况，对施工内容进行调整，

建立动态管理体系，模拟施工进度，对施工任务完成时间进

行评估，保证施工进度合理性。最后，对工艺控制模块进行

分析，可对 AutoCAD 等软件核心功能进行借鉴，提升系统

创新水平，提高施工管理成效。

3.2 提升管理人员专业性与技术熟练度
人防建筑工程中，为提升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应充分

认识到管理人员的价值，明确其在技术应用中担任的角色，

即技术执行者与操作者。故而，相关单位应提升对管理人员

的重视程度，在人才引进中投入更多精力，加大人员培训管

理力度，保证人才队伍专业性，提升其对信息化相关知识掌

握程度，提高技术操作熟练度，保障信息化管理活动的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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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首先，人才引进环节，相关单位应结合信息化工程管

理需求，对人才招录标准进行确认，选取知识应用水平相对

较高，技能掌握程度较高的人才，考察人才的职业素养，遵

循择优录取原则，提升人才专业性，为管理队伍注入新活力。

其次，人才培训环节，应将信息化技术相关知识纳入其中，

进一步提高人才知识储备量，提高人才对新知识的掌握程

度，促进工程管理模式的创新，实现工程管理目标。最后，

应积极开展培训考核工作，评估人才对培训内容的掌握程

度，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后续培训计划，提升培训成效，为

人才的与时俱进性发展提供助力。

3.3 注重一体化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立
人防建筑工程中，施工内容相对复杂，所涉及的施工

规模相对较大，地下作业内容相对较多，增加工程管理要素，

提升施工风险，为工程管理带来诸多挑战。例如，在人防建

筑工程施工准备环节，相关单位会开展招投标工作，确认承

包单位，并注重图纸设计，提升工程量计算水平，为施工活

动开展与进行提供依据。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数据计算量

相对庞大，管理要素相对复杂，使得信息化管理体系构建势

在必行。故而，相关单位应对人防建筑实际建设状况进行

分析，考量管理需求，建立一体化信息系统，如图 1 所示，

保障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一方面，应明确工程管理所涉及

的内容，即施工规划，质量安全与人员调度等；另一方面，

借助信息技术，提升各项管理要素融合水平，构建综合性较

强、性能较为全面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各项资源的有效

分配，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工程建设成本。

图 1 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

3.4 掌握信息化技术应用要点
人防建筑工程中，为提升工程管理水平，应注重对信

息技术的应用，掌握相应要点，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提高管理成效。一方面，对施工进度管理进行分析，通过信

息技术，对施工关键环节进行监督与管理，了解施工机动时

间，优化资源调度，促进动态监管体系的形成，为施工作业

的调整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对施工质量控制进行分析，借

助先进电子监测技术，对施工现场进行全方位监控，降低人

为因素的影响，保障施工质量问题的及时察觉，使得施工管

理模式不再局限于传统模式，而是向集约模式方面转换，提

升现场管控成效。

4 景观设计与生态建设环节提升信息技术应
用水平的对策

要提升景观设计与生态建设环节的应用技术水平，可

以采取以下措施：

①加强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景观设计师和生态建设

从业人员应接受系统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水

平。培训内容可包括环境生态学、植物学、土壤学等相关学

科知识，以及景观设计与生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②制定规范与标准：建立景观设计和生态建设的规范

与标准，明确具体的技术要求和操作指南。这些规范和标准

可以涉及土地利用、植被配置、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确保景

观设计和生态建设的质量和标准化。

③推广先进技术与工程手段：引进和推广先进的技术

与工程手段，如生态防护材料、生态透水铺装、雨水收集与

利用等。这些技术和手段可以提高景观设计和生态建设的效

率和效果，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④强化多学科合作与信息共享：景观设计和生态建设

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需要建立跨学科的合作机制。加强与

生态学、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等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共享信

息和经验，提高应用及时的综合效果。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提升景观设计与生态

建设环节的应用技术水平，实现更优质的景观效果和更可持

续的生态建设。

5 结语

人防建筑工程中，所涉及的地下施工作业相对较多，

提升施工复杂性，加大施工管理难度。故而，相关单位应注

重对先进技术的引进，借助信息化技术，搭建信息化管理平

台，提升信息交互水平，为管理措施的完善提供数据支撑。

与此同时，相关单位应充分认识到自身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

的不足之处，加大信息化工程管理软件系统研发力度，提升

企业竞争力，掌握信息技术应用要点，最大限度发挥该技术

应用价值，满足工程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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