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工技术交底记录

工程名称：xx 小区 施工单位：xx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编号：

项目技术负责人：xxx 项目专业施工员：xxx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xxx

专业班组长：xxx 交底时间：xx年 xx 月 xx 日 交底地址：工地办公室

交 底 内 容

1、交底分部（子分部）、分项工程名称：土方工程技术交底

2、交底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xxx

3、交底内容摘要：

1）挖土前首先检查标桩、轴线与标高无误后，方可开挖。

基坑开挖程序：测量放线－→分段开挖－→排降水地下水－→修坡－→整平－→留足预留土

层－→人工清修。

雨季施工时，基坑开挖应分段开挖，挖好一段浇筑一段垫层，同时应经常检查边坡和支护情

况，以防止坑壁受水浸泡造成塌方。

2）根据设计要求和规范规定，勘测土质资料进行放坡，定出开挖灰线。边坡的放坡不陡于设

计要求和规范规定。

3）由于场地狭窄，所挖土方分部外运。

4）本基础开挖由于考虑工期紧，采用机械大开挖，挖至原土层下 10cm 后人工开挖 30cm。

5）同一基槽不同的水平，应留台阶，每级长≥1m，高≤0.5m。

6）基底土质必须符合设计要求，进入下道工序前，必须经业主、监理、设计、质监、勘测部

门共同验收、签证，作好隐蔽记录。

7）基底槽长度和宽度（由中心线向两边量）不应小于设计要求。

8）填方的基底处理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9）四周挖出排水沟，在基础最深处设置集中井，并用肆台泥浆泵抽水。

10）填土必须按规定分层夯实，按每 30cm 夯实壹次，需要取样的填方，其压实后干容量最低

值不大于 0.03g/cm3，土方工程质量检验的允许偏差，基槽（坑）管沟及室内填土标高为±20mm，

填土表面平整。

11）未尽之处，按规范执行。

施工单位技术交底人签字： 施工班组接受人签字：

xx年 xx 月 xx 日



案例：新桂广场•新桂国际工程 BIM 技术应用

项目 BIM 技术应用背景

2017年3月27日甲方、设计院、监理、施工方、勘探五方人员参加了湖南省

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新桂广场•新桂国际桩基与基础分部工程质量验收会议。项目

部结合 BIM 技术应用分别从工程概况、工程施工概况、具体施工情况、控制措施、

检验资料、施工总结进行汇报，详细分析了 BIM 技术在该项目的应用情况。

BIM 技术应用

1.桩长控制

桩基施工前，利用 Revit 体量功能，结合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及超前钻数据，

进行地质模型绘制，从而直观的对桩基工程进行管控，通过加载桩基模型，分析

出桩身入岩深度。



2.桩基技术交底

应用 BIM 技术进行桩基模型建立，通过三维展示，对班组进行可视化交底，

加深现场的施工人员对图纸的理解。



3.支模架技术交底

通过 BIM 三维技术，在俯视图中直观的表达支模体系的分布区域及立杆、剪

刀撑等布置。调整三维视角，对支模架体节点进行详细解析。相比传统架体节点

交底，动态交底更贴近实际施工情况。

从三维模型中直接提取支模体系关键施工部位，其构件尺寸、架体布置等参



数以列表形式表达，并结合实例样图进行技术交底，不仅简化交底过程，更能加

强班组对支模架体施工重点、难点部位的理解。

4.3D 漫游

在 BIM 系统中进行建筑物内部3D 漫游。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的进度计划，将

BIM 模型的构件赋予时间等参数，可进行4D 动态推演。使用漫游功能，能使现场

施工人员对在建项目有更加直观的了解，利于施工班组理解设计意图，从而避免

返工。



5.碰撞检查

在基础施工前对模型进行碰撞检查。BIM 模型带有的工程数据，能够让 BIM

系统智能识别项目中任意构件的属性，让软件能够智能地应用一些工程中的规则，

去检查整个项目的合理性，帮助我们在项目施工之前就找到设计图纸中的错漏碰

缺之类的错误，并在图纸会审当中向设计院出具碰撞报告。

碰撞报告



6.5D 智能提量

摆脱传统方式，使用智能化管控，对材料进行精细化控制。施工前通过对工

程量精确核算，按流水段的划分直接导出钢筋量与混凝土量，控制好材料的上限；

前期材料上限控制，不仅避免在施工过程中进料过多造成不必要的材料浪费增加

成本，而且对项目整体资金的合理安排提供保障。

7.工程量对比

将实际工程量和模型工程量一一对应列表对比，并将对比结果加以分析。根

据对比分析结果，判断采用的施工方法和技术组织措施是否适宜。若不能达到预

期效果，则修正施工方案，并以此进行 PDCA 循环，从而达到过程管控，提高施

工质量、降低工程成本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