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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13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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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济南市建设监理和咨询协会组织编制了《建设工程智慧监理建设评价标准》。本标准

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以有关国家规范和标准为

依据，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6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平台建设、建设内容、智

慧监理评价等。

本标准由山东省建设监理与咨询协会归口管理，由济南市建设监理和咨询协会（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旅游路 21737号，邮政编码：250014）负责解释，在使用过程中如有意

见或建议，请反馈至解释单位，以供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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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推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智慧监理工作，规范平台建设和应用，提升建设监理工作标

准化、数字化、智慧化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智慧监理建设、运用和评价。

1.0.3 智慧监理应遵循科学、规范、适用、开放的原则。

1.0.4 智慧监理建设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山东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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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智慧监理 Smart Supervision

是指利用信息技术、数字化工具、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工程监理过程

中进行全方位的智能化管理。

2.0.2 智慧监理平台 Smart Supervision Platform

是指集成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用于实时监控工程项

目质量、进度、安全等指标的数字平台，简称“平台”。

2.0.3 数据资产 Data Asset

是指在智慧监理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报表、影像、模型、文档以及传感器采集的数据等数

字化成果。

2.0.4 基础项 Basic item

是指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实现的人员管理、质量控制、安全监理、信息管理等基本

内容。

2.0.5 推广项 Add on item

是指基础项以外具有创新性和拓展性的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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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智慧监理应建立规范的系统平台，并在平台建设前根据项目需求编制符合实际的智慧

监理建设方案和管理制度。

3.0.2 平台建设应具备人员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监理、信息管理等功能，宜具备进度及造

价控制、BIM应用管理、智能化应用等功能。

3.0.3 工程监理单位应按照平台建设内容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3.0.4 智慧监理建设分基础项和推广项两部分。

3.0.5 项目监理机构应配置与智慧监理工作相适应的智能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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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台建设

4.0.1 平台建设宜参照行业标准《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434等的

规定。

4.0.2 平台架构应划分为感知层、通信层、数据层和应用层等多个层次进行搭建设计，并构

成由若干智能化设施组合的架构形式。如下图所示：

4.0.3平台应明确运维责任主体，制定系统运维管理制度，并定期进行系统维护、数据备份

和功能迭代优化。

4.04 平台数据的录入、收集、储存、传输和分析等应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

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等规定。

4.0.5 平台应建立完善的数据备份机制和应急预案。

4.0.6平台工作流程遵循以下原则：

应用层

人工上报数据 智能检测设备数据 物联网设备数据

信息集中监视

感知层

通信层

标准化协议接口 非标准化协议接口

监理核心业务

专用协议接口

数据层

图表分析

数据接收 实时数据处理分析数据治理

各类报告

决策输出

数据库 AI 模型支持与预测 扩展应用服务资料文件记录

数据查询 智能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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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知层对项目信息、监理数据进行采集；

2数据层对现场采集的各类数据进行存储、管理、处理和分析，生成记录存储归档；

3应用层根据功能模块和实时数据，生成报告。

4.0.7 监理企业应在施工现场安装与智慧监理工作相适应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终端等设

备，对信息进行采集、识别、显示、存储、传输等应用。



6

5 建设内容

5.1人员管理

5.1.1 平台应具备对现场监理人员、施工单位项目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功能。

5.1.2 平台应及时采集现场监理人员信息，包括身份证、工作岗位、执业资格、联系方式等

信息；平台应实现对施工单位项目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审核功能。

5.1.3 平台可与工地实名制平台对接，采集监理、施工单位人员考勤信息。

5.2 质量控制

5.2.1 平台应具备对材料、设备、部品部件及构配件进场验收的管理功能。

1 应实现进场报验、质量证明文件核查、实物核验、取样、见证、试验检验和符合性确

认等全过程管理。

2 应实现对进场材料、设备、部品部件及构配件质量证明文件、外观质量核验、试验检

验的信息采集录入功能。

5.2.2 平台应具备对施工试验检验见证取样的管理功能，应实现试件取样、见证、送检和符

合性确认等环节的管理，并采集各环节的书面和影像资料。

5.2.3 平台应具备对隐蔽（检验批）工程质量验收的管理功能。

1 应实现对隐蔽（检验批）工程报验、监理实测检验、符合性确认等环节的管理。

2 应具备使用移动设备或 PC终端对隐蔽（检验批）工程质量验收过程照片、视频及实

测数据等信息采集的功能，生成验收表单。

5.2.4 平台应具备对监理质量巡视的管理功能。

1 应实现对质量巡视部位、发现质量问题及处置各环节的管理。

2 支持使用移动设备或 PC终端采集、录入巡视检查部位、内容、发现质量问题的照片、

视频信息生成巡视记录的功能。

5.2.5 平台应具备对质量问题、质量事故跟踪处理的管理功能。

1 应实现对发现质量问题、质量事故跟踪处理、处理结果确认的闭环管理功能。

2 可在移动端、PC端对数据进行记录、查询，实现对质量问题数据进行统计、可视化

分析、整改超期预警、信息推送等功能，并生成统计分析图表。

5.2.6 平台可具备运用数据库对工程实体检查、验收符合性确认的功能。

5.2.7 平台宜采用 AI技术对质量隐患智能识别预警。

5.3安全监理

5.3.1 平台应具备对监理安全巡视的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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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现对安全巡视内容、发现安全隐患、隐患处置各环节的闭环管理。

2 支持使用移动设备或 PC终端采集、录入巡视检查内容、发现安全隐患的照片、视频

信息生成巡视记录的功能。

5.3.2 平台应具备监理安全隐患排查的管理功能。

1 具备对发现安全隐患、跟踪整改、整改结果复查确认的闭环管理功能。

2 应在移动端、PC端对安全隐患数据进行记录、查询，实现对安全隐患数据进行统计、

可视化分析、整改超期预警、信息推送等功能，并生成统计分析图表。

5.3.3 平台可采用 AI技术对安全隐患智能识别预警，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危大工程安全风险

进行预警。

5.3.4 平台应具备对危大工程专项验收的管理功能。

1 应实现对危大工程综合验收报验、监理实测检验、符合性确认等环节的管理。

2 支持使用移动 App或手持设备采集照片、视频及测量数据等信息，生成验收表单。

5.3.5 平台应具备监理对起重机械、自升式架设设施等特种设备、设施进场核查、安拆、提

升过程监督的管理功能。

1 应实现对设备、设施进场报验、安全许可文件核查、实物核验和符合性确认等各环节

的管理功能。

2 应实现对设备、设施安拆、提升过程监理现场监督各环节的管理功能。

3 应支持移动 App或手持设备采集照片、视频及测量数据等信息。

5.3.6 平台应支持对起重机械、自升式架设设施等特种设备进行登记，自动生成台账，并具

备到期检验预警功能。

5.3.7 平台宜实现与智慧工地平台视频监控系统对接，在移动端、PC端对摄像头进行远程查

看的功能。

5.3.8 平台可通过与智慧工地平台安全管理（危大工程监管）系统对接，在移动端、PC端对

深基坑、高支模、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危大工程的安全检测

信息进行实时查看的功能。

5.4 造价及进度控制

5.4.1 平台宜采用 AI技术实施造价控制，辅助分析工程量偏差，自动生成监理审核意见。

5.4.2 平台宜采用 AI技术辅助审查总进度计划和阶段性进度计划的合理性、匹配性，以及

进行实际进度与阶段性进度计划、总进度计划的偏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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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信息管理

5.5.1 平台应具备自动采集检查、验收等过程数据，结合预设规则及模板，生成监理日志、

资料台账、监理月报等功能。

5.5.2 平台应具备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的线上申报、线上审查、审批功能。

5.5.3 平台宜支持使用 AI技术辅助编制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并形成文件资料。

5.5.4 平台应具备对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审查的线上申报、线上审查、审批功能。

5.5.5 平台宜支持使用 AI技术辅助审查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并形成文件资料。

5.5.6 平台可通过接入 AI技术实现数据快速读取、反馈及智能问答。

5.5.7 平台在建设和应用过程中，可实现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形成数据资产。

5.6 BIM应用管理

5.6.1 平台宜设置 BIM 工程管控电子沙盘，实现查看 BIM 三维模型、质量安全信息、施工

进展情况等功能。

5.6.2 平台宜使用 BIM技术识别施工图设计的缺陷，形成统计、分析记录。

5.6.3 平台宜使用 BIM技术建立模型，对装配式建筑的构件进场、安装等过程进行跟踪、记

录。

5.7 智能化应用

5.7.1 可采用智能检测设备进行实测实量，实现数据实时上传及分析功能。

5.7.2 平台宜采用人脸识别设备实现特种作业人员信息实时比对及预警功能。

5.7.3 平台宜采用激光雷达、无人机航拍等采集数据信息，实现三维建模、工程量计算、风

险 AI自动评估预警等功能。

5.7.4 平台宜通过布设边缘计算盒子等硬件设施，对视频流数据进行处理，实现智能异常检

测功能，及时推送预警信息。

5.7.5 平台可采用监理机器人辅助巡视、旁站，实现质量安全隐患自动识别预警。

6智慧监理评价

6.0.1 评价分为基础项和推广项，均为 100 分，基础项和推广项权重按表 6.0.1 确定。

综合评价分=（基础项加权分*0.85）+（推广项加权分*0.35）

表 6.0.1 权重分配表

评价项
权重

基础项 推广项

人员管理 0.1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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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 0.4 0.1

安全监理 0.4 0.1

造价与进度控制 0 0.15

信息管理 0.05 0.15

BIM应用管理 0 0.1

智能化应用 0 0.3

6.0.2 智慧监理等级评价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等级划分按表 6.0.2确定。

表 6.0.2等级划分评价表

序号 等级 分数

1 一星级 70 分≤评价分＜80 分

2 二星级 80 分≤评价分＜90 分

3 三星级 评价分≥90 分

6.0.3 基础项评分按照表 6.0.3的规定计算。

表 6.0.3 基础项评分表

评价

项

序

号
评价标准

评价

分值

评价

得分

加权

得分

人员

管理

1
平台应具备对现场监理人员、施工单位项目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功能。

2
平台应及时采集项目监理人员信息，包括身份证、工

作岗位、执业资格、联系方式等信息。

3
平台应实现对施工单位项目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

资格审核功能。

合计得分

质量

控制

1

平台应具备对材料、设备、部品部件及构配件进场验

收的管理功能。

应实现进场报验、质量证明文件核查、实物核验、取

样、见证、试验检验和符合性确认等全过程管理。

应实现对进场材料、设备、部品部件及构配件质量证

明文件、外观质量核验、试验检验的信息采集录入功

能。

2

平台应具备对施工试验检验见证取样的管理功能。

应实现试件取样、见证、送检和符合性确认等环节的

管理。

应能够采集各环节的书面和影像资料。

3

平台应具备对隐蔽（检验批）工程质量验收的管理功

能。

应实现对隐蔽（检验批）工程报验、监理实测检验、

符合性确认等环节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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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使用移动设备或 PC 终端对隐蔽（检验批）工

程质量验收过程照片、视频及实测数据等信息采集的

功能。

应能够生成验收表单。

4

平台应具备对监理质量巡视的管理功能。

应实现对质量巡视部位、发现质量问题及处置各环节

的管理。

支持使用移动设备或 PC 终端采集、录入巡视检查部

位、内容、发现质量问题的照片、视频信息。

应能够生成巡视记录。

5

平台应具备对质量问题、质量事故跟踪处理的管理功

能。

应实现对发现质量问题、质量事故跟踪处理、处理结

果确认的闭环管理功能。

合计得分

安全

监理

1

平台应具备对监理安全巡视的管理功能。

实现对安全巡视内容、发现安全隐患、隐患处置各环

节的闭环管理。

支持使用移动设备或 PC 终端采集、录入巡视检查内

容、发现安全隐患的照片、视频信息。

应能够生成巡视记录。

2

平台应具备监理安全隐患排查的管理功能。

具备对发现安全隐患、跟踪整改、整改结果复查确认

的闭环管理功能。

应在移动端、PC端对安全隐患数据进行记录、查询，

实现对安全隐患数据进行统计、可视化分析。

应能够超期预警、推送信息。

3

平台应具备对危大工程专项验收的管理功能。

应实现对危大工程综合验收报验、监理实测检验、符

合性确认等环节的管理。

支持使用移动 App或手持设备采集照片、视频及测量

数据等信息。

应能够生成验收表单。

4

平台应具备监理对起重机械、自升式架设设施等特种

设备、设施进场核查、安拆、提升过程监督的管理功

能。

应实现对设备、设施进场报验、安全许可文件核查、

实物核验和符合性确认等各环节的管理功能。

应实现对设备、设施安拆、提升过程监理现场监督各

环节的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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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持移动 App或手持设备采集照片、视频及测量数

据等信息。

5
平台应支持对起重机械、自升式架设设施等特种设备

进行登记，自动生成台账，并具备到期检验预警功能。

合计得分

信息

管理

1

平台应具备自动采集检查、验收等过程数据，结合预

设规则及模板，生成监理日志、资料台账、监理月报

等功能。

2
平台应具备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的线上申报、线

上审查、审批功能。

3
平台应具备对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审查的线上申

报、线上审查、审批功能。

合计得分

总 分（合计实际得分*权重）

6.0.4 推广项评分按照表 6.0.4的规定计算.

表 6.0.4 推广项评分表

评价

项

序

号
评价标准

评价

分值

实际

得分

加权

得分

人员

理管

1
可与工地实名制平台对接，采集监理、施工单位人员

考勤信息。

合计得分

质量

控制

1

可在移动端、PC端对数据进行记录、查询，实现对质

量问题数据进行统计、可视化分析，生成统计分析图

表。

应具备超期预警、信息推送等功能。

2
可具备运用数据库对工程实体检查、验收符合性确认

的功能。

3 宜采用 AI技术对质量隐患智能识别预警。

合计得分

安 全

监理

1
可采用 AI技术对安全隐患智能识别预警。

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危大工程安全风险进行预警。

2
宜实现与智慧工地平台视频监控系统对接，在移动端、

PC端对摄像头进行远程查看的功能。

3

可通过与智慧工地平台安全管理（危大工程监管）系

统对接，在移动端、PC端对深基坑、高支模、塔式起

重机、施工升降机、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危大工

程的安全检测信息进行实时查看的功能。

合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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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

及造

价控

制

1
宜采用 AI技术实施造价控制，辅助分析工程量偏差。

自动生成监理审核意见。

2
宜采用 AI技术辅助审查总进度计划合理性。

阶段性进度计划与总进度计划的匹配性。

3 实际进度与阶段性进度计划、总进度计划的偏差分析。

合计得分

信息

管理

1
宜支持使用 AI 技术辅助编制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

则，并形成文件资料。

2
宜支持使用 AI 技术辅助审查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

案，并形成文件资料。

3
宜建立规范标准库，可通过接入 AI技术实现数据快速

读取、反馈及智能问答。

4
在建设和应用过程中，可实现数据采集、清洗、治理，

形成数据资产。

合计得分

BIM

应用

管理

1
宜设置 BIM 工程管控电子沙盘，实现查看 BIM 三维

模型、质量安全信息、施工进展情况等功能。

2
宜使用 BIM技术识别并解决施工图设计的缺陷，形成

统计、分析记录。

3
宜使用 BIM 技术建立模型，对装配式建筑的构件进

场、安装等过程进行跟踪、记录。

合计得分

智能

化应

用

1
可采用智能检测设备进行实测实量，实现数据实时上

传及分析功能。

2
宜采用人脸识别设备实现特种作业人员信息实时比对

及预警功能。

3
宜采用激光雷达、无人机航拍等采集数据信息，实现

三维建模、工程量计算、风险 AI自动评估预警等功能。

4

宜通过布设边缘计算盒子等硬件设施，对视频流数据

进行处理，实现智能异常检测功能。

能够及时推送预警信息。

5
可采用监理机器人辅助巡视、旁站，实现质量安全隐

患自动识别预警。

合计得分

总 分（合计实际得分*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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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

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5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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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2 本标准是以房屋建筑工程为主要规范对象，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3.0.1平台建设前，应完成需求调研并编制《智慧监理建设方案》和《管理制度》。建设方

案中需明确功能模块、数据接口、进度计划、管理权限、运维与安全要求。

3.0.2平台各模块在数据模型和接口规范上应保持一致，支持跨模块数据贯通与预警联动，

可根据项目复杂程度支持可插拔、可扩展。平台宜预留统一接口和权限框架，后续模块启用

时无需重构数据库或业务流程。

4 平台建设

4.0.1 平台系统功能、运行环境、运维管理建设的基本原则宜参照《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

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434实施。

4.0.3 监理单位为平台运维责任主体，应明确专人负责，保障平台安全、稳定运行。

5 建设内容

5.1 人员管理

5.1.2 现场监理人员是指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施工单位项目管理

人员是指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

5.2 质量控制

5.2.4 平台应记录巡视内容、发现问题、责任单位、完成时限、整改结果。

5.2.6 数据库应包含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相关条文及结构化数据内容，具备辅助现场

监理人员对工程实体检查、验收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的功能。

5.2.7 平台通过连接视频设备、物联网设备实时采集质量隐患数据，实现质量隐患智能识别

预警功能。

5.3 安全监理

5.3.1 平台应记录巡视内容、发现问题、责任单位、完成时限、整改结果。

5.3.3 平台通过连接视频设备、物联网设备实时采集安全隐患数据，实现安全隐患智能识别

预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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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造价及进度控制

5.4.1 平台可具备工程量数据处理、造价数据整合、偏差自动对比、偏差原因分析、模板调

用与定制、针对性建议功能。平台数据库的基础资料应包括工程量清单、合同、变更协议、

签证单、监理审核后确认的工程量数据等内容。

5.4.2 平台可具备文件格式识别与解析、任务结构分解，以及时间逻辑、资源约束、风险评

估、时间匹配、任务匹配分析等功能。

通过输入主要劳动力、材料、设备投入情况和总进度计划、阶段性进度计划等数据，实

现对进度计划合理性和匹配性审查功能。

通过输入已完成工作量或实际形象进度信息，现场形象进度照片、视频或测量数据等内

容实现实际进度与阶段性进度计划、总进度计划的偏差分析。

5.5 信息管理

5.5.1 5.5.3 5.5.5 平台通过数据中台汇总各类数据，实现分类、分级、整理、汇总等功能，为

数据分析、预警提供支撑，并生成各类表单。

5.5.7平台对采集数据应具有清洗、去重、脱敏和分级分类的功能，形成可复用的数据资产，

支撑后续的统计分析、风险预警、决策支持和跨项目对标。

5.6 BIM应用管理

5.6.1 BIM工程电子沙盘是虚拟的沙盘，根据图纸建立完整模型，通过电子沙盘可以对模型

实现三维的查看、漫游、剖切等功能；可以通过模型对质量、安全等信息进行查看比对；模

型可以关联项目进度情况，根据不同时间查看不同阶段的模型。

5.6.3 模型可拆分为装配式构件，并可单独查看构件的进场、安装等状态，不同状态可用不

同的颜色或其他方式进行区分。

5.7 智能化应用

5.7.1 智能化检测设备采集的数据应上传至平台相应功能模块，并能够体现在输出表单中。

5.7.2~5.7.5 智能化设施设备采集的数据应上传至平台相应模块，并实现分析、比对、评估、

预警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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