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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在地震灾后重建房屋建筑
工程造价控制方法中的研究

陈丽娟１,陆　亚２

(１．重庆能源职业学院建筑设计与工程管理系,重庆４０２２６０;２．重庆交通大学,四川 重庆４０２２６０)

摘要:基于系统动力学控制重建房屋造价结果时,缺乏对地震后建筑成本数据的归集和处理过程,
无法深入控制各个成本环节,控制效果差.深入研究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

法,采用引入BIM 技术的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模型,通过该模型对建筑工程的造价成本进

行预算,依据预算结果使用BIM 技术归集成本数据后使用 BIM 数据平台存储和控制归集后的成

本数据.通过造价控制体系实现地震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并采用财务 ERP系

统把控每个成本环节,实现工程造价优化控制.实验结果显示,该研究方法预算造价值与实际造价

值差距小,约为１０００元,并在控制所有费用后节省了原始预算造价费用的１１．９１％,说明该方法造

价控制效果好,能够有效节约震后灾区重建房屋工程造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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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thodsbasedonsystem dynamicsforcontrollingthecostofhousereconstruction
havepoorcontroleffectsbecausetheylackprocessesforthecollectionandprocessingofpostＧ
earthquakebuildingcostdataandcannotcontrolcostlinksindepth．A methodforthecostconＧ
trolofpostＧdisasterhousingreconstructioninearthquakedisasterareasisstudied,andthecost
controlmodelforbuildingreconstructionbasedonBIMtechnologyisintroduced．Themodelcan
beusedtobudgetthecostofconstructionprojects．Basedonthebudgetresults,BIMtechnology
isusedtocollectcostdata,andtheBIMdataplatformisthenusedtostoreandcontrolthecolＧ
lectedcostdata．ThecostofpostＧearthquakebuildingreconstructioncanbecontrolledeffectively



byusingthecostcontrolsystem,andthefinancialERPsystemcanbeappliedtocontroleachcost
linktooptimizecosts．Experimentalresultsobtainedbyusingtheproposedmethodrevealasmall
gapofapproximately１０００RMBbetweenthebudgetcostandtheactualconstructioncost．After
controllingallcosts,１１．９１％ oftheoriginalbudgetcostissaved．Theproposedmethodhasa
goodcostcontroleffectandcaneffectivelyreducethecostsofbuildingreconstructionprojectsin
earthquakeＧstrickenareas．
Keywords:earthquakedisasterarea;postＧdisasterreconstruction;buildingstructure;costconＧ

trol;BIMtechnology;financialERP

０　引言

地震后通常会出现人员和建筑的重大损毁现

象,如何在房屋建筑重建的同时控制造价成本是现

如今相关技术人员研究的重点问题.文献[１]提出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法,该方法

没有预算建筑工程的成本,导致造价控制效果差;文
献[２]提出基于构件的产业化建筑工程造价计价与

控制方法,该方法没有整理与过滤成本数据,造价信

息处理速度慢;文献[３]分析了基于遗传支持向量机

的综合管廊土建工程造价估算与控制方法,在成本

控制过程中没有监控和控制成本数据,工程造价精

细化管理准确度较低.针对上述问题,深入研究地

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法,提高

灾区房屋重建效益.

１　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

制方法

１．１　基于BIM技术的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模型

地震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的项目计划、项目

设计、项目实施、项目清算、施工交付等过程是地震

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流程[４],在进

行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方法建筑工程计划和施工过程

中,使用基于BIM 技术的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

制模型预算造价成本和控制施工成本.该模型的结

构图用图１描述.
在基于BIM 技术的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

制模型中,采用模糊数学里最大最小法计算地震灾

后重建房屋重建典型工程造价之间的贴近度并按照

贴合度大小顺序排列运算获取工程造价预算值[５].
通过公式(１)和公式(２)运算贴进度最高的三个灾后

重建房屋建筑施工中典型工程造价,若公式与实际

造价对比的精度结果在±５％左右则为可靠工程,如
果精度为其他值需要调节局部数据,当精度符合要

求后继续计算.贴进度最高的三个灾后重建房屋建

筑典型工程造价的计算公式是:

图１　基于BIM 技术的重建房屋建筑工程

造价控制模型

Fig．１　Costcontrolmodelofreconstructedbuildingproject
basedonBIM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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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预算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值

和工程模糊集合里元素的个数分别是w 和n,降序

排列得到前三名典型工程的贴进度分别是i１、i２、

i３;,它们对应的典型工程造价分别是W１、W２、W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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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系数是δ,待预算地震灾后重建房屋工程项目

隶属度相加的值(∑r测 )和全部工程项目里隶属度

相加最高值(∑rmax)的比值是R测 ;i１、i２、i３ 相对的

工程项目隶属度相加的值(∑ra,a＝１,２,,m)和

全部工程项目里隶属度相加的最高值(∑rmax)的

比值分别是Ri１、Ri２、Ri３.
重新计算地震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典型工程与待

测工程的贴进度,将典型工程按照贴近度高低排列

代入公式(２),运算结果为地震灾后重建房屋工程造

价预算值.根据该模型可以实现对建筑工程造价成

本的准确预算,为成本数据的归集提供基础.

１．２　基于BIM 技术的成本数据归集

基于工程造价预算结果,为了提高地震灾后重

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效率,采用BIM 技术对地

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成本数据进行归

集[６].
传统方法通常在日常业务里归集每个地震灾区

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造价的文档信息,地震

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造价的文档会在相

关人员需要对应的数据与信息中采集[７],造价控制

人员需要对比分析大批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

工程项目造价的文档才可以获取对应的成本信息.
但采集的成本数据有可能会丢失或与实际情况有差

异[８],导致造价控制结果差.BIM 技术能采用信息

系统归集数据,完善上述的缺点.图２为信息归集

流程图.

图２　信息归集流程

Fig．２　Flowchartofinformationcollection

如图２所示,首先通过支持IFC标准的应用程

序解析IFC数据文件,然后采用信息模型展示IFC

数据文件中的信息,按照工程信息、分布分项信息和

项目信息对数据分类[９],最后集成分类数据,获取灾

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数据.

１．３　BIM 数据平台功能设计

基于上小节采用IFC技术归集BIM 模型造价

控制时产生的海量造价数据后,需要存储和控制获

取的归集后的造价数据,完成造价控制方法和BIM
模型里信息的交互[１０].所以在基于BIM 技术的重

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模型里应构建数据处理平

台.图３为数据处理平台图.

图３　数据处理平台

Fig．３　Dataprocessingplatform

BIM 模型设计模块:该模块数据采用客户端方

式与相应的用户交互,该功能可把BIM 模型通过界

面显示给用户,用户在界面上可执行其他控制功

能[１１].
存储功能模块:存储功能模块主要用于存储震

后灾区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数据与信息,BIM 模

型里存在大量造价数据,所以平台必须具备大容量

的存储功能.
数据控制模块:该模块根据用户的要求搜索数

据,并实现数据的公用和互换,进而实现造价控制.
依据数据处理平台各模块的功能,同时运用图

４描述的BIM 模型中的造价控制体系,实现地震灾

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１２].在建筑

工程项目计划过程中采集建筑工程项目成本信息,
通过采集的信息预算建筑项目工程投标成本.通过

BIM 数据平台中各类数据与信息资源计算建筑工

程成本,获取的建筑工程成本是灾后重建房屋建筑

图４　造价控制体系结构

Fig．４　Structureofcostcontro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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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控制方法设计时的目标[１３].在施工过程

中采集实际的成本信息后,相关人员通过BIM 技术

和BIM 模式获取各个施工阶段的建筑成本.
如图４显示,设计、使用、实践和判断四个功能

组成造价控制体系,各功能直接可以实现数据的实

施交互和兼容[１４].

１．４　财务ERP系统设计

为了实现对工程造价的精准控制,采用财务

ERP对获取的施工成本进行处理,系统分配施工造

价信息的同时计算项目施工总造价,通过ERP系统

完成对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的全部核

算[１５].将基于BIM 技术的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

控制模型和财务 ERP系统结合,对比BIM 模型的

项目设计、造价软件的成本预测和财务ERP系统的

运算结果,通过财务ERP系统监控BIM 各个过程,
把控每个建筑工程成本控制环节,实现精准造价控

制.BIM 模型与财务ERP系统结合的工作流程用

图５描述.

图５　BIM 模型与财务ERP系统结合的工作流程

Fig．５　WorkflowofcombiningBIM modelwithfinancial
ERPsystem

综上所述,通过基于BIM 技术的重建房屋建筑

工程造价控制模型以及 ERP系统完成对建筑工程

造价成本的预算、归集、存储和控制,最终实现工程

造价整体优化控制.

２　实验分析

２．１　工程造价预算效果

将某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分别采用

本文方法、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

法进行工程造价控制实验,对比两种方法预算结果

与实际造价结果间的差值.图６为本文方法预算结

果,图７为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

法预算结果.

图６　本文方法预算结果

Fig．６　Budgetresultsofthepoposedmethod

图７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

方法预算结果

Fig．７　Budgetresultsoftheconstructioncostcontrol
methodbasedonsystemdynamics

图６显示,本文方法对实验重建房屋建筑工程

造价进行预算的结果总体同实际造价结果一致,二
者相差约为１０００元.图７显示基于系统动力学的

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法预算结果与实际造价相差较

高,差值约为２００００元.对比结果说明,本文方法

对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预算结果比基于系统

动力学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法更为准确,与实际

值更接近.

２．２　项目成本控制测试

２．２．１　月造价控制测试

通过本文方法和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工程造价

控制方法控制实验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９月份的造

价,记录控制后的结果,结果分别用表１和表２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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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本文方法造价控制结果

Table１　Costcontrolresultsusingtheproposedmethod

费用名称
工程原始预算

造价/元
工程控制后
造价/元

价格对比
/元

定额基价 ８６５２３４．２６ ７８６５２３．６５ ７８７１０．６１
人工费 ３１５２４５．２１ ２７２６５４．３６ ４２５９０．８５

人工费差 ２４３２１４．２５ ２１３６５３．３５ ２９５６０．９
直接工程费 辅材料费 ２４３６５４．３１ ２１３３６３．２５ ３０２９１．０６

直接费 机械费 ５２１１４．３６ ４８８８２．３４ ３２３２．０２
主材料费 １２６５４２．３２ １０４９２６．３５ ２１６１５．９７
自主报价 １３６５２６．２５ １０２４６２．３５ ３４０６３．９

措施费
措施费 ６３４５６．３６ ６０３２１．２５ ３１３５．１１
规费 ６３２５４．１２ ５７２１６．３２ ６０３７．８

企业管理费 ７６３５２．２１ ６５０４８．２１ １１３０４．００

间接费
安全技术服务费 ２３５３．００ ２４４．３２ ２１０８．６８

利润 ６４３５２．６２ ５８２４３．２１ ６１０９．４１
税金 ８６２４５．３２ ７６４８５．３６ ９７５９．９６

合计 ２３３８５４４．５９ ２０６００２４．３２ ２７８５２０．２７

表２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法造价控制结果

Table２　Costcontrolresultsusingthemethodbasedonsystemdynamics

费用名称
工程原始预算

造价/元
工程控制后
造价/元

价格对比
/元

定额基价 ８６５２３４．２６ ８３６５２４．３２ ２８７０９．９４
人工费 ３１５２４５．２１ ３０１２３６．２５ １４００８．９６

人工费差 ２４３２１４．２５ ２３５４８７．４７ ７７２６．７８
直接工程费 辅材料费 ２４３６５４．３１ ２３９８５１．６５ ３８０２．６６

直接费 机械费 ５２１１４．３６ ５１２４３．２５ ８７１．１１
主材料费 １２６５４２．３２ １１８３６４．３６ ８１７７．９６
自主报价 １３６５２６．２５ ９１５６５．３６ ４４９６０．８９

措施费
措施费 ６３４５６．３６ ６２５５６．３６ ９００．００
规费 ６３２５４．１２ ６２３５４．３２ ８９９．８

企业管理费 ７６３５２．２１ ７５３６５．３５ ９８６．８６

间接费
安全技术服务费 ２３５３ ２００４ ３４９

税金 ８６２４５．３２ ８５２６４．３２ ９８１．００
合计 ２３３８５４４．５９ ２１４５１４１．３７ １１２３７４．９６

　　表１显示,本文方法控制后的造价比预算造价合

计低２７８５２０．２７元,其中,安全技术服务费控制后节

省的费用最多,节省了原始预算造价费用的８６．６１％,
所有费用控制后节省了原始预算造价费用的１１．
９１％;表２显示,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设工程造价控

制方控制后的造价比预算造价合计低１１２３７４．９６元,
其中,自主报价费控制后节省的费用最多,节省了原

始预算造价费用的３２．９３％,所有费用控制后节省了

原始预算造价费用的４．８０％;对比结果显示,本文方

法比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法对实

验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９月份造价控制效果更高,
大大降低了造价控制成本,提高造价控制效益.

２．２．２　工程期造价控制测试

将两种方法对实验灾后重建房屋建筑二期工程

造价控制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用图８描述.

图８　两种方法工程期造价控制结果

Fig．８　Costcontrolresultsofengineeringperiod
usingtwo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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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８显示,本文方法对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

筑二期造价控制后的成本明显低于基于系统动力学

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法,平均每月比基于系统动力

学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法造价低１６１１１．２１元,造
价控制后二期工程总成本比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

工程造价控制方法造价控制后成本低１１２７７８．４７元.
结果证明,本文方法对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造

价控制后的成本比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工程造价

控制方法低,能够有效节省造价成本.

３　结论

为了有效控制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

造价,提高造价效益,本文深入研究一种适用于灾后

重建房屋建筑造价控制方法,BIM 技术广泛应用于

土木工程界[１４],采用基于 BIM 技术的重建房屋建

筑工程造价控制模型,全方位预算造价成本和控制

施工成本,并融合基于BIM 技术的重建房屋建筑工

程造价控制模型和财务 ERP系统,通过财务 ERP
系统把关每个环节,实现工程造价优化控制.实验

结果显示,本文方法预算造价的结果与实际造价值

差距小,约为１０００元,而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工

程造价控制方法预算结果与实际造价相差约为

２００００元,说明本文方法的预算结果更准确;并且

本文方法对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中所有费用进行

控制后,节省了原始预算造价费用的１１．９１％,而基

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方法只节省了原

始预算造价费用的４．８０％,结果说明本文研究的基

于BIM 技术的重建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模型的

造价控制效果好,能够有效节约建筑工程造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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