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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施工监理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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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根据科研课题 《 交通建设工程施工监理计算机辅助 管理 系 统 》的研究成果 ， 简要论述 了 施工监

理计算机辅助 管理 系 统的 系 统组成 、ＴＭ 卡 身份识别 系 统 以及该成果所产 生 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将

有效地推动 了施工监理工作的 智能化 、 高效化和现代化 ，仅供 同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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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项 目背景概述

目前 ，尤其是施工监理内业资料整理工作基本停留在手工操作模式 ，用计算机也仅仅是表格 、文字打印 ，

工作量十分繁重 ，信息传递速度慢 、工作效率低 、工作质量差 ；交通建设工程施工监理中人为因素 、管理水平 、

管理手段等 ，更是直接影响建设项 目 的关键 ，是交通建设项 目百年大计的最重要控制环节 ， 已成为影响交通

事业发展的重点工作 。 因此开展
“

交通建设工程施工监理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
”

的研发工作 已经刻不容缓 ，

研制高效的现代化施工监理管理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

２ 项 目研发的意义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 在各个领域 中都不 同程度应用 了计算机技术进行辅助管

理 ． 交通建设工程施工监理作为公路交通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 ， 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制定 了很多相应 的规

程与标准 ，但在具体监理过程中 ，需依据这些规程与标准进行大量的计算与统计工作 ，任务量大 、耗时多 、效

率低 、效果差 。 为此山西省交通监理总公司开发了 《交通建设工程施工监理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 》研究项 目 ，

现将该研究总结如下 。

在交通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 ，直接参与方大致分业主 、监理 、承包商 、政府监督及设计等五方面 。 而在监

理过程中会形成很多数据 ，如施工原始数据 、工程检验数据 、原材料 、半成品 、成品试验数据等 ，而检验这些数

据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依据又是各种规范 、标准 。 在具体监理工作过程中 ，监理人员利用规定的表格来填写

并处理这些数据 ， 以此来决定某一工程工序项 目 的合格与否 。 而在这个过程中 ，大量和繁琐的工作是对数据

进行处理的过程 ，针对这一特点 ，确定了研究开发这一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的主要是 ：建立数据库 ，将规范 、

标准 、各种表格制作成库 ， 以便随时查询 、调用 ， 以达到省时 、省事 、实用 、方便 、安全和规范之 目 的 。 建立发

布 、査询库 ，将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文件 、数据进行存储 、处理 ， 以便随时査阅及上报 ；在数＿的处理上 ，根

据监理过程的权限实行分级 、分档签认处理与管理 ， 以此充分显示监理工作的实事求是 、按程序办事的工作

流程及原则 ， 由此而使工程监理更趋规范化 、科学化 、程序化和高效化 。

综上所述 ，本项 目 的研发是一线监理工作的需求 ，是建设业主 （客户 ） 的需求 ，是监理对象施工单位 （承包

商 ） 的需求 ，也是公司总部对项 目管理的需求 。

３ 国 内外研究现状

监理咨询业是国际建筑领域非常发达的一个行业 ，实际计算机辅助监理的程度往往反映了一个监理机

构的水平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 Ｃａｒｎｅｇ ｉｅＭｅｌｌｏｎ 大学研制 了模拟 、监督 、调度 、管理大型项 目 的 ＣＡＬＬＩＳ
－



３ １ ０中 国 公路 学会 ２ ００ ７ 年 学 术论文集 （下 ） 学 术年会论文集

ＴＯ系统 ，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大学研制 了帮助签约人分析合同条款的 ＤＳＣＡＳ 系统 ，美 国 Ｍ 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公司在西文 Ｗ ｉｎ
？

ｄｏｗｓ下开发了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软件 ，并利用中文之星予以汉化 ，用于建设项 目 的计划 、施工 、材料管理 。目前已

开始打入中 国市场 ，深汕 、佛开公路在施工 中使用了美 国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ＳＹＳＴＥＭ 公司 的 ＦＩＮＥＳＴＨＵＯＲ

软件 ，进行项 目管理与控制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诸如 ＤＳＳ 、 ＯＡ 及 ＭＩＳ 系统 。 这些软件在计划管理 、进度方

面具有较强 的功能 ，但对质量控制 、计量支付则显不足 。 由 于 国家体制 、建设管理模式的差异及专业标准规

范的不同 ，使我 国公路工程施工监理不可能照搬国外的某种系统 ，而需研制开发适合我国 国情和公路项 目特

点并与我国公路施工监理规范相适应的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 国 内先后在交通运输调度 ，石油勘探地震资料解释 、石油测井 曲 线解释 、矿床勘

探 、暴雨预测疾病诊断及地理信息等方面进行专家系统的研究 。 交通部在
“

七五
”

、

“

八五
”

期间组织 了对公路

项 目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ＣＡＤ ） 的攻关 。 相对而言 ，监理软件的研制滞后于 目前施工监理工作 的发展 ，虽

然一些公路 、桥梁建设项 目在施工监理实践中也已研制 了部分管理软件 ，如北京高速公路监理公司开发 了

《京津塘高速公路工程监理计算机辅助管理程序 》 ，可进行工程的计量支付 、査询及试验数据系统统计 ；辽宁

省交通研究所在亚行贷款的沈阳一本溪一级汽车专用公路 ，研制 了 《计算机计量与支付管理系统 》 ，可进行原

始数据 、技术规范 、工程量清单管理及支付报价表输出 ；河南省在 ３ １ ０ 国道郑州一洛 阳高速公路监理中研制

开发了 《 国际招标公路工程计量与支付程序系统 （ＰＭＰ ） 》 ， 实现了计量与支付报表输 出 的标准化 ， 山东济南
一

青岛公路也编制了有关计量支付及试验数据处理的软件 （ＧＬＳＹ ） ；西安公路交通大学 、 山西省交通建设工

程监理总公司和长沙交通学院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同期也开发了 《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研

究 》 。 这些软件为在我 国实现计算机辅助监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距全面实行计算机辅助管理决策方面尚

有较大差距 。

为此 ， 山西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理总公司和长安大学联合研发了 《交通建设工程施工监理计算机辅助管理

系统 》课题 ，该研究项 目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实施 ，课题研究成果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由 山西省科技厅 、山西省交通厅组

织 ，邀请国 内专家进行了技术鉴定 ，被评为 国 内领先水平 。

４ 项 目研究的 内容

为适应当今 日新月 异的交通建设工程发展的需要 ，从本质上改变传统的施工 、监理管理模式 ，对工程立

项招标 、施工监理资料 、试验数据采集 、计量支付 、变更索赔 、竣工验收及缺陷责任期管理等项 目 实施计算机

管理 ，为提高施工质量 、加快工程进度 、精确控制投资 、提高监理水平及试验档次等方面提供重要手段 。 本系

统的实现将对交通建设工程从始到终起到全方位的监控管理作用 。

交通建设工程监理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 ，采用嵌人式模块化结构设计 ， 系统 由 以下主要内容组成 ：

（ １ ）工程质量管理模块 ；

（ ２ ）工程进度管理模块 ；

（ ３ ）工程费用管理模块 ；

（ ４ ）施工安全管理模块 ；

（ ５ ）环境保护管理模块 ；

（ ６ ）合 同管理模块 ；

（ ７ ）信息管理模块 ；

（ ８ ）组织协调管理模块 ；

（ ９ ）廉政管理模块 ；

（ １０ ）试验数据库管理模块 ；

（ １ １ ）标准化管理模块 ；

（ １ ２ ）通信及 ＴＭ 卡管理模块 ；

（ １ ３ ）系统说明及维护管理模块 。

交通建设工程监理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 ，采用嵌入式模块化结构设计 ，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据库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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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舍理技术 ，使系统内不同级别的用户 ，在数据信息共享的基础上 ，按授权的等级进行信息的交换和资源的

使用 ；利用电话网和 ＲＧＰＳ 、 ＣＤＭＡ 方式 ， 实现远程信息交换 ； 在无有线通信 的环境可通过手机的 ＲＧＰＳ 、

ＣＤＭＡ 方式与 网上进行数据信息的交换 ；应用 ＴＭ 卡身份识别加密技术登录系统对工程中 的试验 、计量支
．

付 、质量认可 、进度控制 、变更索赔等活动进行签字认可 ，对施工监理中 的合同 、信息工程资料进行计算机辅

助管理 ；应用单片机技术 ，对试验 、测量等项 目 的数据进行采集 、存储上传进行加工处理和管理 ；建立科学的 、

可操作的 、可供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共同使用的标准化 、现代化 、智能化 、 网络化 、模块化的监理计

算机辅助管理手段 。

５ 效益分析

本研究项 目首次在国 内同行业使用 ＴＭ 卡身份认证模式 ，避免了乱签字 ，它严格规定了一线监理机构

中各级监理人员 的职责分工 ，赋予了身份权和责任制 ；把监理项 目 的全过程集成到一起 ，运用计算机实现了

合同信息管理 、质量管理 、进度管理 、投资管理 、安全环保管理 、法规搜寻及质量评定等施工监理全过程管理 。

本项 目为交通建设工程监理的规范化 、模块化 、信息化 、高效化提供了重要的有效手段 ，为交通监理行业的快

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５ ． １ 直接经济效益

经过统计计算分析 ，在一个中型高速监理项 目 （以 ２０ｋｍ 高速公路为例 ）上 ，仅人工费和料机费 （复印 、 电

费等结余未计算在 内 ）结余就可达 ２ １ ３４００＋ ６ ９７２０＝ ２ ８ ３１２０ 元 。

山西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理总公司 ２００ ５
？

２ ００ ６ 年在全国监理的 ６ ６ 个监理项 目上推广使用 了本研发管理

系统 ，有 ３ 个兄弟监理单位试用推广本研发管理系统 １ ７ 个 ， 实行本研发管理系统后节约 内业资料整理费

约为 ：

（ ６ ６＋ １ ７ ）Ｘ ２８３１ ２０元＝ ２３４ ９ ８９ ６０元 。

？

５ ． ２ 社会效益

本研发项 目除产生 ２３４ ９ ．９ 万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外 ，更重要的是提高 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 大大方便

了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建设业主单位 ，使资料传输时间至少减少半天到一天 ，节省 了大量的路途运输费用 。

另外 ，在国 内 同行业首次使用 ＴＭ 卡身份认证方式严格地规定了各级监理人员 的职责分工 ，增强 了监理人

员 的责任感 。

综上所述 ，本研发项 目为交通建设工程监理的现代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为交通监理行业的

优质快速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已经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有广泛的推广前景 。

６ 主要研究结论

（ １ ）本研发管理系统在 国 内 同行业首次使用世界上较为先进的 ＴＭ 卡身份认证方式控制 ，达到一人一

卡 ，人卡对应 ，安全性好 ，严格地区分了各级监理人员 的职责分工 ，增强了监理人员 的责任感 。

（ ２ ）通过 ＴＭ 卡身份识别 ，加强了资料的及时性、真实性 、准确性 。

（ ３ ）该管理系统具有对各数据和文字的统计 、编辑 、打印 、修改 、识别 、远程发送和接收功能 ，在 国 内 同行

业处于领先技术水平 。

（ ４ ）该系统建立了大型的数据库 ，把交通建设过程中常用的标准 、规范 、法律 、法规融为一体 ，给参建单位

提供了数据 、信息来源及法律法规依据 。

（ ５ ）该系统把监理项 目全过程集成到一起 ，运用计算机实现了合同信息管理 、试验数据管理 、质量监控管

理 、工程进度管理、投资控制管理 （计量支付与索赔 ） 、安全环保管理 、交工质量评定和法规标准搜索等交通建

设施工监理全过程的管理 ，极大地方便了监理单位 、建设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 。

（ ６ ）在计量支付上 ，该软件存储功能显著 ，工程量清单及分期计量支付月 报一经输人后 ，可反复调用 。 系

统具有 自 动计算功能 ，保证了数据计算的及时 、准确 ，使计量支付工作更轻松 。 系统 自定义的报表输出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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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输出到 Ｍ 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 ，能随意进行修改 。 此外 ， 系统还设置 了严格的审核程序 ，保证了计量支付工作审

核工作的方便 、省时 、准确 。

？（ ７ ）在进度管理上应用了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Ｍ 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２００３ 对工程施工中 的进度能进行动态管理 ，并对工程进度

进行实时的监控和调整 ，极大地方便了施工 、监理及业主单位 ，对进度进行了有效控制 。

（ ８ ）该管理系统省时 、省人 、省事 、实用 、方便 、安全 、规范 、管理效果显著 ，既提高 了工作效率 ，又大大提高

了监理工作质量 ，具有极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 ９ ）本研发管理系统为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工作的现代化 、规范化 、髙效化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为交

通监理行业的优质快速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