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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智慧工地做法指引

一、填报说明

（一）工程项目应在符合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前

提下，结合工程实际情况选用智慧工地做法清单中的做法。

（二）智慧工地做法清单将工程类别分为房建工程、市政工

程和轨道交通工程，并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单独

列出；房建工程分为地基与基础阶段、主体结构阶段、装饰装修

阶段，市政工程、轨道交通工程不划分具体施工阶段，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均为装饰装修阶段;房建工程施工阶段

均为各单体的施工阶段。

（三）智慧工地做法分为赋分做法和推荐做法，工程项目可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清单中划“√”的相应工程类别或施工阶段

的智慧工地赋分做法进行填报，并上传相应的佐证材料。

（四）工程的单体处于多种施工阶段的，按照相应施工阶段

单体智慧工地做法并集填报。

二、智慧工地做法认定说明

（一）项目使用信息化管理平台进行智慧管理

1.劳务人员智慧管理应包括施工现场安装身份识别（人脸、

指纹、虹膜、手机 NFC 或其他生物特征）设备采集人员信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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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信息平台管理人员信息（身份信息、工种、单位）、考

勤、进退场、薪资、交底、培训教育等内容。

2.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智慧管理包括通过信

息平台管理本项目总包和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的安全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基本信息和相关证书。

3.物料智慧管理包括现场出入口安装、使用智能地磅，并且

通过信息平台记录材料入库、材料出库、不合格物资处置记录、

物资供应商名录等信息。

4.机械设备智慧管理包括利用信息平台在对施工现场大型

机械（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进行管理并形成相关资料；

包括通过 PC 端或移动端将设备的安装、拆除、维修、保养等过

程动作进行记录；形成机械设备线上管理模式，在做到机械设备

各类信息电子存档的同时，也方便管理人员实时掌握大型机械设

备状态及过程资料。

5.环境智慧管理包括通过专用设备显示并记录风速、噪声、

PM2.5 等数据。

6.能耗智慧管理包括使用智能水表、电表，并且通过信息平

台能够实时监测和统计办公区、生活区、施工区等区域的用水、

用电情况，为项目节水、节电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7.视频监控智慧管理包括通过视频监控设备对施工作业区、

生活区、材料堆放区、班前教育区等关键区域进行影像记录，可

以实现实时查看、回看等功能。

8.质量、日常安全智慧管理包括项目部安全质量管理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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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平台进行日常检查，实现从问题发起-整改-复查-完成整改一

套整改流程，解决现场执行情况不清晰、落实不清楚、责任不明

晰的问题。

9.危大工程智慧管理包括通过平台管理危大和超危工程清

单、实施方案、审核程序、专家论证结果、方案交底、安全技术

交底、验收情况等内容。

10.进度智慧管理包括项目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可自动对

比，并通过 BIM 模型进行可视化展示。

（二）公司、集团公司管理平台能获取项目智慧管理集成平

台内容

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相关内容能够同时被公司或集团公司

获取，便于公司对项目的施工现状全面实时掌控、管理。

（三）实行工程施工资料电子化管理

项目按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在全市房屋建

筑工程中推进工程资料电子化工作的意见》（京建发〔2022〕13

号）要求，实现工程资料的在线编制、在线流转审批、在线电子

签名、电子签章等功能，形成包含有效的、完整的、合法的电子

签名、电子签章的工程资料电子文件及数据，并将形成的电子文

件及数据内容同步上传市工程资料平台。电子化工程资料应随工

程进度同步形成，其编制、流转、审批、收集要及时进行，真实

反映施工过程和质量责任主体行为。

（四）对建筑起重机械进行智慧管理

1.在塔式起重机上安装传感器及黑匣子，实时监测现场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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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吊重量、力矩、高度、幅度、回转角度、风速等数据，避免群

塔碰撞，一旦数据超过设定的临界值，系统立即进行报警，并推

送给相关管理人员，避免出现违章作业。

2.在塔式起重机顶升降节阶段，安装使用塔式起重机顶升降

节安全监控系统，项目部和公司相关管理人员能实时监控作业场

景和作业风险，实现远程监管；作业结束后也可回看过程风险分

析报告及视频；监控系统能在内部操作流程进行流转。实现本地

风险提醒及远程可看、可监管、可追溯的全流程管理。

3.施工升降机安装运行状态监测设备及人脸识别设备，实时

监测升降机的载重、轿厢倾斜度、起升高度、运行速度等参数，

并上传到智慧工地管理系统，一旦出现运行风险，现场语音报警

提示。设备识别搭乘人数，升降机内人数超过 9 人，升降机不启

动。

（五）现场人员配备智能安全帽或检查记录仪

1.现场人员佩戴智能安全帽，通过实时了解人员的位置信

息，记录其行动轨迹，追溯作业历史进程；结合系统数据库，辅

助管理者对现场劳务人员、质量、安全问题进行语音对讲、AI

识别或视频交互的协同管理。

2.实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佩戴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仪上

岗，规范关键岗位人员的履职行为。检查记录仪应具有录音、录

像、拍照、本地存储等功能。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原则上

每人每天应佩戴检查记录仪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对现场检查发现

的各类安全隐患问题、关键部位环节检查情况进行完整影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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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检查记录仪影像资料应存储留档。

（六）对危险作业场景进行智能监测

使用具备报警功能的智能监测设备进行监测，通过无线传感

器，实现数据实时监测，设定预警值，超过预警值可直观反馈出

声光信号报警，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七）采用信息化手段对有限空间作业实施监管和工人生活

区使用电气火灾报警装置

1.有限空间现场作业需使用气体检测、通风、照明、通讯等

安全防护设备及应急救援设备。作业前应办理有限空间作业审批

手续；按规定部位进行气体检测，并记录检测数据。

2.工人生活区宿舍均安装使用电气火灾报警装置，电气火灾

报警装置需在宿舍内实现声光报警，达到唤醒工人目的，避免事

故发生（也可增加报警信息，在系统中收到报警信息，同时推送

相关管理人员，并第一时间定位报警位置，帮助项目部防止电气

火灾事故进一步扩大）。

（八）使用 AI 设备对现场安全隐患进行智能识别

通过 AI 设备自动识别并抓拍人员未佩戴安全帽、安全带、

未穿防护服、进入危险区域、吸烟，聚集、现场明火等人员违规

行为及现场安全隐患，并及时提醒，提升安全管理效率。

（九）使用 AI 设备对现场安全隐患进行智能识别且能关联

到具体人员信息

施工人员进入现场实名制登记并将人员正面照录入施工现

场管理平台，使用高精度 AI 设备对现场安全隐患进行智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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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自动记录该具体违规人员的行为，系统自动对人员安全行为

管理，作为项目上实施安全奖励与处罚的依据。

（十）使用 AI 设备对现场临边防护自动识别

为确保临边防护不缺失，防止高坠事故，使用高精度 AI 设

备对现场临边防护缺失进行智能识别，包括自动识别竖向防护设

施、水平防护设施是否按规范要求进行安装。

（十一）使用不“动火”防水施工工艺

在保证防水工程的质量上，防水作业全部采用不“动火”施

工工艺，减少消防安全隐患。

（十二）隐蔽工程、关键工序全程留存视频影像资料

1.按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强工程质量影

像追溯管理的通知》（京建发〔2021〕29 号）规定要求，对关

键工序、隐蔽工程全程留存视频影像资料。施工单位应对混凝土

浇筑、混凝土取样、制样及送样、土方回填、防水工程和外墙保

温工程留存影像资料，相关资料应保存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鼓

励施工单位将留存的影像资料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建设

单位，建设单位在工程投入使用前移交业主单位。

2.混凝土浇筑应当从混凝土运输车辆进入施工现场，到混凝

土浇筑过程进行视频监控。每个（片）基础、墙、柱、梁、板应

在钢筋工程验收、混凝土浇筑至 1/2 处及浇筑完成 3 个阶段各留

存不少于 2 分钟的视频资料，视频资料中应体现浇筑部位整体全

貌、外露钢筋分布、混凝土振捣及其他施工作业情况。

3.防水工程基层验收应留存影像资料；防水工程施工应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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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卷材铺贴、室内涂膜施工和隐蔽验收视频资料。

（十三）应用模块化建造

1.混凝土模块化集成建筑智能建造技术是装配式建筑的高

级形态，其原理是将建筑按照不同使用功能划分成若干独立的模

块单元，模块单元高度集成了建筑系统、结构系统、围护系统、

装饰装修以及设备安装等于一体，在工厂工业化制造，然后运输

至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拼装技术快速搭建成满足抗震、防火要求

的永久性建筑。该项技术将“主体-内装-设备”的“串联”作业

方式转变为多端进行的一体化“并联”作业方式，极大提高了建

筑的建造效率，缩短了建造工期，在节材省工、绿色环保和废弃

物排放等指标上取得显著成效。

2.混凝土模块化堆叠框架结构体系由框架梁、框架柱、轻质

填充墙、底板、顶板围成的五面体或六面体，装配式建筑中的单

面 PC 构件不作为此项做法。

（十四）应用信息化手段辅助工程质量实测实量

通过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智能靠尺、智能角尺、智能回弹

仪、智能水平仪等智能设备进行工程质量实测实量，将测量数据

实时通过蓝牙等设备传输至移动终端，实时生成检测结果，确保

检测数据的及时、有效、准确性。

（十五）使用新能源挖机、铲车、罐车、渣土车、自卸车等

项目上使用氢能源或电动挖机、铲车、罐车、渣土车、自卸

车，减少大气污染，降低碳排放量。项目上要建立氢能源或电动

机械车辆使用台账，留存照片或视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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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基坑防尘使用智慧管理技术

明挖基坑安装使用电动绿网防尘天幕、防尘隔离棚，可有效

防止和减轻因施工带来的扬尘、扰民等问题,减少因雾霾、大风

等极端天气对施工作业的影响,增加有效施工时间。

（十七）基坑阶段使用基坑气膜技术

基坑气膜是一种兼具防尘性、降噪性、节能性、防火性、智

能性的绿色施工新工艺，该工艺技术以其环保、节能、高效、远

程智能化管控等优势，在噪音隔离、扬尘防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提高了施工质量，减轻了恶劣天气对施工进度影响，同时

也降低了对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使用时将膜材固定于地面

基础结构周边，以充气方式向膜面施加预张力，无需任何梁柱，

可以创造更大的安全净空的施工空间，放气后折叠存放，便于架

设、撤收、搬运。

（十八）对作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测管理

新入场人员进场前，应进行“血压、血糖、体温、血氧”指

标检测，并留存健康检测档案，避免身体指标异常人员入场。对

特种作业人员和年龄较大的工人尤其重要。

（十九）使用箱式模块化集成房

为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标准化管理,提升生活区设

置标准，改善从业人员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深入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保障从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项目现场临建房

应采用箱式模块化集成房，且满足《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

置和管理导则》（京建发〔2020〕289 号）中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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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生活区采用物业化智慧管理

项目生活区引进物业式管理模式，委托专业物业管理机构对

生活区进行物业化管理，按照栋号专人负责宿舍保洁，宿舍统一

床铺被褥行李架等生活配套标准，餐厅由专业餐饮公司管理提供

优质服务。

（二十一）应用 BIM 技术辅助工程管理

项目开展深化设计、生产加工、三维可视化交底、工艺模拟、

碰撞检查、质量问题挂接模型、质量样板间等 BIM 技术应用，可

提高建筑施工的效率和质量，避免返工和材料浪费。

（二十二）应用建筑机器人

建筑机器人能够按照事先编好的程序或者智能算法自动或

半自动地辅助建筑从业人员执行各种工作。现阶段施工现场常用

的有焊接、抹灰、放样、钢筋加工、模板加工、搬运、墙板安装、

喷涂、混凝土整平、高精度测量、机电安装、安全巡检、质量检

测、材料配送等建筑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