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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桩基施工信息化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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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桩基施工工期短、数量多，因此高效管理是桩基施工的重要控制点。本文依据建设甘肃兰州
市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车间项目桩基施工时， 使用共享文档小程序制作桩基施工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桩
基群作业信息化管理。在项目信息化软件与硬件均有限的情况下，及时完成各工序确认、时间记录，完成每
日桩基信息统计，实现桩基群施工过程的信息精准可控。在保证施工进度的同时，保证群桩的施工质量和施
工信息的准确可靠，从而为结算提供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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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在我国建设工程项目中是最常用的基础形

式，特别是在一级、二级建筑中广泛应用。受地质条

件、施工工艺、施工管理水平以及原材料控制等各种

因素的影响，桩群施工容易出现丢桩。同时由于桩基

工程属隐蔽工程，实际桩长难以控制，在结算时一

般以桩长和桩径计算工程量，若在施工过程中没有

进行桩基信息统计，在结算时有可能出现多报工程

量的情况。因此，桩基施工信息的录入就显得尤为 

重要。

桩基工程钻孔灌注桩施工监理质量控制可为工程

施工质量保驾护航：一方面能督促施工单位加强施工

技术和质量管理；另一方面能以第三方的角度对各项

施工工序进行客观检查和验收。建筑施工水平的不断

提升，也改变了人们对建筑结构的要求。基于此，桩

基作为整个工程建设的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此强化桩基工程钻孔灌注桩施工监理质量控制成为

当务之急。要想做好施工监理质量控制，就必须加强

施工监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不能只是单纯地照搬照

抄既有经验，而要进行深入细致研究，跟上时代的发

展和技术进步的步伐。

监理手段的进步是促进监理工作细致化的一大因

素，传统的监理手段已经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施工情

况，为提高监理质量就必须认识到提升监理手段的重

要性。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大力发展，数字化

与建筑工程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未来建筑业的发展

一定是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但是数字化技术与

监理工作结合也有不少难点，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 

原因：

（1）缺少拥有计算机知识与建筑知识的技术人才

随着我国大力推动数字化建筑浪潮，数字化与建

筑业结合也需要人才的推动，目前建筑企业对数字化

技术尤其重视，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

筑信息模型）技术就是数字化技术与建筑业结合的完

美体现，但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建筑业需要全面的

人才，不仅需要理解各种计算机知识，而且要有丰富

的施工现场实践经验。老员工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弱，

一般懂数字化技术的人才往往以年轻人、应届毕业生

为主，但他们缺乏专业实践经验，不能理解设计的意

图，无法找准数字化与建筑业结合的关键点[1]。

（2）数字化技术的投入与产出不对等

数字化技术与建筑相结合产生的优点是显而易

见的，但是数字化技术对建筑企业是一项较大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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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其中包括人才的培养、资金的投入以及电脑等

硬件设施的购买，前期庞大的投入与后期得到的回

报往往不成比例。同时，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认识

不够，要发展数字化技术就要制定长期有效的发展 

方略。

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以简易且廉价的方式使数

字化技术与建筑结合，本文介绍的简易建筑桩基施工

信息化管理程序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思路，是利

用简单易操作的互联网App结合桩基施工的特点，制作

出的保证桩基施工质量与掌握进度管理的程序。

1 工程概况

兰州市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车间项目为医药厂

房。本项目地上4层，地下1层，为丙类钢结构高层生

产厂房，总建筑面积32140.19 m2，建筑总高35.1 m，

其中1～4层层高7.8 m、夹层层高3.9 m、地下室层高

6 m。本项目施工要求较高，具体施工质量要求为达到

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并达

到合格标准，确保获得甘肃省建设工程“飞天金奖”

或同标准省级奖项[2]。

项目主体结构为钢结构，基础形式为桩基与承

台，共有桩基362根，桩基由基桩和连接于桩顶的承台

共同组成。

为了在工期紧张的情况下保证桩基工程的质量与

投资控制，笔者使用共享文档小程序制作了桩基信息

记录程序，以较少的投入与简易的操作达到对桩基施

工的进度与质量控制。

桩基主要工序包括开孔、下笼、混凝土浇筑，建

设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有限，在各工序确认、时间记

录、及时完成每日桩基信息统计等必要的控制项目

上，无法依靠原有的技术手段来记录完成。同时，由

于施工的桩基数量多、工序不同，很有可能发生桩基

工序信息记录错误，造成错误施工。另外，工期紧，

桩基施工需24 h倒班作业，往往因交接存在交叉造成未

施工完桩基被记录，最终造成丢桩、漏桩。因此，为

项目提供工期分析纠错基础数据是项目管理的重点。

2 桩基信息记录程序

为避免群桩作业时丢桩、漏桩、多报工程量，将

桩基施工信息准确记录，项目编制“桩基施工信息记

录程序”，依托共享文档为平台制作，以实现单根桩

基各工序时间的及时录入。共用一个平台，避免数据

记录错误，手机可自动完成当日各桩基施工数量的统

计分析，为项目每日工期预警及采取措施提供准确、

实时的基础数据。另外，手机平台增加其他如注浆、

检测信息记录，最终实现群桩施工过程中的信息化管

理。借助以上方法，项目顺利完成桩基施工任务，杜

绝诸多隐患的发生。

根据施工需要将“桩基信息记录程序”分为两部

分——桩基施工进度动态图与桩基信息记录表。其中

桩基施工进度动态图显示桩基施工进度，桩基信息记

录表用于桩基施工数据的分类统计及桩基施工信息的

及时录入。

3 制作流程

（1）将本项目桩基进行编号，确定施工顺序，便

于录入信息。

（2）根据长螺旋钻孔灌注桩的施工工艺制作桩基

信息表，确定施工控制要点。将完成的桩基数量、完

成桩号、浇筑日期、混凝土方量、实际桩长、设计桩

长、自然地面标高、成孔深度等作为关键信息录入。

（3）在桩基图上为每根桩赋颜色，红色代表已完

成，绿色代表未完成，蓝色代表已完成注浆。

（4）将桩基信息表和桩位图导入在线文档程序，

形成实时动态图表，在线修改桩基信息。

4 桩基施工信息化管理程序的优点

4.1 质量控制方面

在钻孔灌注桩施工前，施工监理人员必须提前熟

悉地勘报告，并且参加设计会审与技术交底工作。另

外，施工监理人员应了解与工程施工相关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行业要求。除此之外，技术人员应保

证施工技术符合施工的具体要求。如果实际施工中存

在施工技术问题，则技术人员需要根据合同内容，认

真研究和分析这些问题，从而保证工程施工质量。这

些技术知识需要长时间积累与钻研，而通过简易桩基

施工信息化管理程序，将每一根桩基施工时所需要的

控制要点都列为必填项目，以此省去新入职员工学习

规范所需要的时间，让新入职员工对桩基监理工作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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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上手[3]。

可以根据不同的桩基施工工法，确定施工控制要

点，根据控制要点制作相应的桩基信息记录表。本项

目中桩基施工工法为长螺旋钻孔灌注桩，根据该工艺

的特点在表格中添加设计桩顶标高、设计桩长、成孔

深度等施工质量控制项。根据施工工法的不同，也可

以加入桩身垂直度等相应的质量控制要点。

4.2 多人操作、协同办公、实时录入

本项目桩基作业在高峰期时有4台长螺旋钻机

同时作业，以传统的纸质方式记录桩基信息有可能

产生信息遗失、记录不全、数据整理烦琐等问题。

使用实时协作桩基记录表记录时，可以实现在施工

现场通过手机实时录入桩基数据，还可以多人同时

记录信息提高工作效率，桩基表也可以一次成型，

省去整理数据的步骤，降低工作强度，实现无纸化 

办公[4]。

4.3 进度控制方面

施工进度管理是建设工程三大控制目标之一，在

项目管理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实际施工中，每一

项专项工程都有计划的工期要求。每一项分项工程的

按时完成，都是为了保障本工程项目能根据施工进度

按期完成，本工程建设周期异常紧张，只有前期施

工时间有保证，才能为后期复杂的机电安装工程争取

到时间。现有常用的数字化技术进行进度管理的手段

是采用基于BIM技术与智慧工地系统结合进行桩基础

施工的信息化管理。在Revit软件（实现BIM技术的软

件之一）上进行桩基模型创建、桩基编号、桩基进

度上报等相关操作。借助智慧工地平台，建立一套

桩基进度管理的BIM技术工作流程。该流程可在减少

人员和时间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升工作效率。但是

这种方式的投入太大，且技术含量很高，难以有效 

实施[5]。

简易桩基施工信息化管理程序的应用使进度管理

变得容易，本项目建设单位各级领导对施工进度尤其

关注，该程序能实现在线编辑、在线观看成桩速度的

目的，让项目负责人能随时随地直观了解桩基施工 

进度。

4.4 投资控制方面

各项统计资料显示，工程纠纷案件越来越多。

部分建设工程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程造价纠

纷。这些工程纠纷最终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样

的结果占用了我国的司法资源，且解决工程纠纷的

速度较慢。目前建设工程纠纷数量多、影响大，

已经发展至不可忽视的程度。使用简易桩基施工信

息化管理程序可以减少桩基施工过程与结算时产

生的工程纠纷，对规范、明确工程量来说起不小的

作用。在每日桩基施工完成后，导出该程序中当

日的信息数据，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共同确定当日工程量，减少因工程量不明产生的 

纠纷。

5 结束语

本项目通过“桩基施工信息化程序”实现了工程

量明确且施工质量良好，在低应变（全部桩）与声波

透射法（113根桩）的双重检测下，362根桩中仅有7根

为Ⅱ类桩，其余均为Ⅰ类桩。19根高应变检测桩也全

部满足承载力要求，最大限度避免了丢桩。本项目桩

基施工也实现了信息化管理，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了

信息化管理成本，有效指导桩基施工，对以后施工方

面的信息化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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