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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智能建造创新应用场景（第一批）清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类别 应用场景名称 应用场景简介

1

模块化建造

混凝土模块化集成建筑智能

建造技术应用

混凝土模块化集成建筑智能建造技术将建筑按照功能划分成若干模块单元，模块单元

高度集成建筑、内装、机电及给排水等于一体，在工业化工厂制造后运输至施工现场，

通过主体结构现浇（梁、柱、剪力墙等）完成建造，或通过灌浆套筒等节点连接方式

实现“等同现浇”的效果。该技术应用了正向设计、自动化生产、智慧调度、智慧管

理平台和数字化等智能建造技术，80%的工序在工厂完成，通过模块化建造技术可有

效缩短施工周期、降低安全管理难度、减少建筑垃圾排放及噪声粉尘对环境的影响，

可应用在保障房、医院、学校、酒店、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中。

2
模块化装配式机房数字建造

技术应用

针对传统机房施工效率低、高空作业多等痛点，采用模块化装配式机房数字建造技术。

该技术以标准化设计、数字化加工、物流化运输、智能化装配、智慧化运维为主线，

协同运用“BIM+VR”“BIM+3D 扫描”“BIM+运维平台”，通过 LOD500 级深化管线阀

组、机组、支架等设计并出具预制单元加工图。采用管道相贯线切割机、焊接机器人

等自动化生产设备批量化预制加工。通过物流式服务运输预制单元，采用多功能操作

平台、管线整体提升、法兰连接等技术，提高了机房施工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

3
地下线性工程模块化装配智

能建造技术

针对地下线性工程现场施作业工作量大、质量不稳定、安全风险高、施工效率低等问

题，应用大型预制模块标准化设计、智能生产、运拼一体智能化装备、三维空间激光

对位控制技术、智能安全动态监控技术、自动拼装控制技术，解决了地下线性工程装

配式设计的技术瓶颈，提高了施工效率和安全性，推动了地下线性工程建造的智能化

和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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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设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参数化高

效设计应用

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生产与管理割裂、数据复用率不高、数字化交付程度低等

问题，利用云计算、智能算法、图形引擎二次开发等技术，应用建筑、结构、设备、

系统等全专业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参数化设计系统，打造“端+云”为产品架构的参数

化、智能设计环境，大幅提升了设计效率和质量，并实现了设计数据自动入库，为下

游 AI、大数据应用场景提供数据源。

5

智能生产

预拌混凝土绿色智能制备技

术应用

针对目前商品混凝土搅拌站运营过程中管理粗放、设备运行过程中能耗大、生产过程

中产生废弃物污染严重等现状，建设智能化立体料库，实现骨料立体堆存、集中储运

和智能分配，运用废弃物综合处置及循环利用技术、光伏建筑一体化能源技术，采用

混凝土质量智能在线监测技术、远程集群运营控制技术和设备设施预防性维护监测技

术，实现搅拌站骨料智能化储存和配送，物料周转路径短，场地集约利用，废弃物循

环再利用，科学指导厂站运营，实现预拌混凝土绿色智能生产。

6
预制夹芯保温复合墙板立式

生产关键技术与装备应用

针对预制夹芯保温墙板传统生产方式效率不高、场地占用大、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低、

养护能耗大等问题，应用大型成组立模及配套装备、智能化钢筋加工、顶升免振捣混

凝土、夹芯保温墙板一体化浇筑成型等技术，实现了夹芯保温墙板集约、高效、智能

化生产，场地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质量明显提升，有效降低了成本和能耗，实现了智

能化和绿色低碳生产。

7

装配整体式钢筋笼叠合混凝

土结构智能化设计与生产关

键技术

针对传统装配式结构设计深化效率低、设计数据与生产数据打通不足、预制构件生产

工艺复杂等痛点，基于钢筋笼叠合混凝土结构体系，通过部品部件智能设计并自动生

成深化设计图纸及数据。通过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以数据驱动由钢筋焊接弯折、智

能质检等设备组成的智能生产线，完成智能化排产、加工与质检，实现叠合墙、叠合

柱等部品部件的自动化生产和多方在线协同。该技术可以进一步强化质量保障，提升

建造效率，实现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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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智能生产
木模板智能化设计与加工成

套技术与装备应用

针对施工现场木模板设计加工工业化程度低、作业环境差等问题，通过应用 BIM 技术

进行模板智能化设计，应用 AI 算法智能排板下料，提高了设计质量和效率，减少了

材料损耗；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和除尘装置，提升了生产效率，规避了各类安全风险，

实现了规范化作业；整套体系相较于传统手工木模板加工方式，可大幅提高设计、加

工及安拆效率，实现了工地木模板工业化加工，改善了建筑工人作业环境，节材环保

效益显著。

9

智能施工

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方案辅

助审核机器人应用

针对建筑领域施工方案在人工审核过程中存在大量重复工作等痛点，开发了面向复杂

规则与人工智能模型的施工方案智能审核机器人。本技术基于方案、交底、标准规范

等样本数据集，结合业务专家对各方案的历史审核经验知识，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图

片文字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模拟专家决策过程，完成施工方案编制的规范性和

内容质量评估等辅助审核任务，并针对施工方案的完整性、有效性以及合规性等方面

给出优化、整改建议。该技术降低了方案审核人员工作强度，大幅提升审核工作效率。

10 建筑工地基坑气膜应用

针对基坑施工现场噪声、扬尘治理难度大等问题，采用兼具防尘性、降噪性、节能性、

防火性、智能性的基坑气膜绿色施工新工艺，创造更大的完全净空的施工空间，降噪

防尘效果显著，有效减少裸露场地覆盖次数，节省覆盖所需人力、物力，现场扬尘问

题得到明显改善，现场噪声得到显著控制，有效解决施工扰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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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智能施工

基于立体定位技术的智能劳

动力管理系统应用

针对施工现场室内作业人员实时管理存在的“立体定位难、数据传输难”的问题，应

用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实现施工现场室内外空间的可靠组网和通信信号覆盖、数据传

输；采用实时差分信号测量原理和分布式定位算法多模融合定位技术，实现室内免安

装辅助设备的施工现场人员立体定位。以智能安全帽作为数据交互的核心载体，形成

了具备劳动力清点、轨迹追踪、实时监控与预警等功能的智能化劳动力管理系统，大

幅提升了人员管理效率和安全性。

12
基于区块链的施工主材质量

溯源技术应用

面向工程建设领域多方协同下的建材质量信息可靠度需提升的需求，基于区块链技

术，通过建立区块链底层基础设施，重点围绕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机电管线等

关键施工主材，低扰动地“链”接建设、施工、监理、检测及供应商等多方既有系统，

组成材料信息追溯平台。通过物联网和“一物一码”等技术，实现材料的可信取样及

检测，有效减少了信息流转过程中的人为干扰与误差，结合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和可

信流转的特性，实现了从生产源头到施工现场的全链条追溯，形成工程建造领域可推

广的建材全流程区块链追溯模式，提升建材质量信息可靠度。

13
高层建筑通用型施工集成平

台技术应用

基于高层建筑楼层标准化程度高的特点，结合工业化生产理念，集成支撑系统、平台

系统、挂架系统、集成设备设施、信息化平台等系统，包含作业架、大模板、水电配

式、喷淋养护、喷雾降温、智能布料机可开合罩棚等多项设备设施，形成高层建筑通

用性施工集成平台。平台所采用的部品部件模块化程度高，可匹配于多种高度和平面

布局的建筑施工需求，为现场施工打造了一个工厂化作业环境。通过标准化、集约化、

智能化创新，大幅降低劳动强度、提升作业安全性，有效提升作业效率。该技术可广

泛应用于高度 100 米以上的公建及住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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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智能施工

超高层建筑北斗高精度定位

技术应用

针对超高层建筑平面和高程测量基准竖向分段传递累计误差大、超高建筑在不断摆动

情况下精确定位和施工场地基线短、高差大、遮挡严重、信号干扰解算的难题，通过

应用超高层北斗卫星定位接收机，采用双基站固定基线整体联合平差方法及北斗卫星

定位高差联合激光测距解算方法，运用平面轴线传递、高程竖向传递、垂直度控制、

摆动归心测量等多项关键技术，实现超高层建筑高精度测量定位，为超高层建筑顺利

施工及结构安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超高层建筑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主要应用于 10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基准。

15
大型地下综合交通枢纽施工

阶段BIM+数字孪生技术应用

针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涉及建筑工程、铁路设施、市政管廊隧道等多专业、多系

统协同施工组织难度大等问题，应用了基于 BIM 的数字孪生管控平台、智能化点云处

理及虚拟预拼装优化方法、多层次动态智能感知和辩识融合变形控制等技术，解决了

大型地下综合交通枢纽施工中深基坑时空效应影响大、空间异形钢结构安装精度要求

高等关键性难题，实现了工程虚实映射融合、工程数据全生命周期流通和全程可溯源、

全过程信息化、智能化协同，提升了项目管理水平，经济效益显著。

16
沥青路面数字化施工全过程

管控系统应用

针对沥青混合料生产和运输监控不足、施工阶段监测滞后等问题，应用道路路面施工

全过程自动监控系统，通过基于北斗的路面施工高精度定位技术、摊铺厚度和压实遍

数实时测量装备与算法，将道路路面施工过程与时空参数相融合，动态呈现了实时作

业全过程控制数据，实现了施工质量实时监控与评估，提升了道路路面施工质量控制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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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智慧运维

天基合成孔径雷达测量既有

建筑区域性沉降技术应用

针对既有建筑区域性沉降传统人工监测方式布点工作量大、测量作业效率低、成本高

等问题，采用天基合成孔径雷达测量技术和适合建筑领域特点的高精度算法，适配复

杂环境，弥补传统人工监测样本不足问题，提高了既有建筑区域性沉降持续监测精度，

大幅提高了监测效率，减少了人工成本，可用于既有建筑沉降安全预警、建筑稳定性

评估，为既有建筑区域性沉降监测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18
地铁隧道结构病害智能诊治

成套技术装备应用

针对地铁隧道结构隐患检测和病害快速诊断、治理的现实需求，通过应用隧道壁后围

岩无损检测技术、基于结构空间变换和表观病害图像 AI 识别方法，分别实现隧道衬

砌壁后围岩病害及衬砌表观多型损失识别；采用隧道渗漏水治理成套技术及装备、结

构修复加固与性能提升新技术及隧道安全预测性维护及施工处置云平台，快速、准确

分析隧道结构病害问题，并提供有效治理措施，提升地铁隧道结构安全性能。

19

基于高速安全通讯总线技术

的核电工程数字化消防解决

方案

针对传统消防系统信号采集、传输、控制限制于低数据模式通讯基础（模拟信号 10

千级）的问题，采用通用线缆载波技术，用一根电线实现供电和供网络，使通讯速度

一步跃升为高速模式（20 兆级），解决了消防行业缺乏安全可靠高速通讯手段以及视

频、声音、定位、烟感、温感设备线路多、安装复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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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建筑产业互联

网平台应用

面向商品混凝土、预制构件

厂及其供应链各关联方的产

业互联网平台应用

平台借鉴成熟的互联网平台模式，针对商品混凝土、预制构件厂及其供应链各关联方，

将其应用在建筑行业上进行电商模式的线上交互服务。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业

务协同的平台，需求方只需像点外卖一样下单，同时让运输司机扮演外卖员的角色，

接受运输单的任务，实现供需各环节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

本、提升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