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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评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

协会《关于印发<2024 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

﹝2024﹞15 号）的要求进行编制。编制组经充分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5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通用设置、专业

模块设置和管理。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

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预应力工程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北

方工业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北

方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晋元庄路 5 号，邮政编码：

100144）。 

主编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数智科（北京）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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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设置，提升智能建造相关专业实训实践教学质量，

制定本标准。通过标准的建立和实施，对智能建造实训中心建设等级进行分类，

推动实训实践教学条件的完善，促进校企合作及服务社会需求能力的发展，达到

智能建造创新型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目标。 

1.0.2 本标准适用于高等院校智能建造专业或相关专业实训中心建设水平评价。

评价范围包括对智能建造实训中心的通用模块、专业模块和管理水平的综合评

价。 

1.0.3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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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training center 

服务于高等院校、社会组织、科研院所、企业等智能建造相关专业或土木类

相关专业学生实训教学实施，提供实践训练场所，简称实训中心。 

2.0.2 专业模块  specific module 

通用设置基础上，根据课程特点，与课程相关的实训实践目标、专业硬件、

专业软件和实训实践内容及学生能力达成度的集合。 

2.0.3 学时  class period 

教学的时间单位。本标准一个学时为 5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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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由通用设置、专业模块设置和管理 3 类评

价指标组成，各类指标评分项总分 Q1、Q2、Q3 均应为 100 分。 

3.0.2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评价的总得分 Q 按下式进行计算，其中评价指标体系 3

类指标评分项的权重 ω1～ω3 按表 3.0.2 取值。 

 ΣQ＝ω1Q1＋ω2Q2＋ω3Q3 （3.0.2） 

表 3.0.2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各类评价指标的权重 

通用设置 

ω1 

专业模块设置 

ω2 

管理 

ω3 

0.2 0.7 0.1 

 

3.0.3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评价等级划分为 A 级、AA 级、AAA 级。3 个等级的智

能建造实训中心均满足本标准 3 类评价项目的基础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评价总得分达到 70 分~80 分时，评价为 A 级智能建造实训中心； 

2.评价总得分达到 80 分~90 分时，评价为 AA 级智能建造实训中心； 

3.评价总得分分别达到 90 分~100 分时，评价为 AAA 级智能建造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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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用设置 

4.0.1 通用设置评价指标包括场地设置、硬件设置和软件设置 3 个评价指标，总

分 Q1 共 100 分，其中场地设置 40 分，硬件设置 30 分，软件设置 30 分。 

4.0.2 场地设置、硬件设置和软件设置评价项、评价内容及分值应符合表 4.0.2-1~

表 4.0.2-3 的规定。 

表 4.0.2-1 实训中心场地设置评价分值表 

评

价

类 

评 价

项 
要求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分

值 

场

地

设

置 

面积 人均使用面积不小于 3m2。 

人均 0~2 m2，0

分； 

人均 2~3 m2，5

分； 

人均 3 m2 以上，

10 分。 

实训中心建

筑图纸或测

绘报告 

10 

采 光

和 照

明 

1 实训中心的采光不采用对仪器、设

备和实训操作可能产生遮挡、阴影或

目眩等不利影响的方式； 

2 对于需要识别颜色的场所，采用不

改变天然光色的采光材料、光源及光

透射线路； 

3 当天然光线不足时，配置人工照明，

人工照明光源选择接近天然光色温

的光源，显色指数不低于 Ra80。 

1 项，1 分； 

2 项，3 分； 

3 项，5 分。 

实训中心建

筑图纸或现

场照片等 

5 

室 内

装修 

1 墙面选择浅色调，墙体可具有较好

的隔声、防火、隔热保温、耐磨和抗

冲击的性能； 

2 地面选用具有防静电、防滑、耐磨、

耐腐蚀和阻燃特性的材料。 

1 项，3 分； 

2 项，5 分。 

实训中心建

筑图纸，现

场照片，测

试报告等 

5 

接口 具备统一开放接口。 
不满足，0 分； 

满足，5 分。 

实训中心机

电图纸，现

场照片，测

试报告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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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通 信

系统 

1 内网/外网通信满足千兆内网通信

要求； 

2 信息点：≥100 个； 

3 有线网络接入：≥2 口； 

4 无线网络接入：无线侧最大理论带

宽≥150Mbps，覆盖全实训中心，无

线接入点≥100 个。 

1~2 项，3 分； 

3 项，6 分； 

4 项，10 分。 

实训中心机

电图纸，现

场照片，测

试报告等 

10 

机 电

安全 

实训中心内无随意串接、并接、搭接

各种供电线路，无用电安全隐患。 

不满足，0 分； 

满足，5 分。 

实训中心机

电图纸，现

场照片，测

试报告等 

5 

表 4.0.2-2 实训中心硬件设置评价分值表 

 

评

价

类 

评价项 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评 分 依

据 

分

值 

硬

件

设

置 

基础硬

件设备 
基础硬件设备质量合格。 

不满足，0 分； 

满足，5 分。 

质 量 合

格 证 明

文件 

5 

计算机 

1 系统：64 位系统； 

2 CPU：主频 3.4GHz，四核； 

3 内存：16G； 

4 硬盘：128G 固态硬盘+1T 机械硬盘； 

5 显卡：独立显卡，显存 2G； 

6 显示器：1280×1024 真彩色显示器。 

3 项以下，0

分； 

4~5 项，5 分； 

6 项，10 分。 

采 购 清

单，现场

调研 

10 

多媒体

设备 

1 演示教学设备满足教学需求； 

2 显示设备满足教学需求，并符合《智能

建造实训中心设置标准》3.2.5 条的有关规

定； 

3 音频设备符合《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设置

标准》3.2.5 条的有关规定； 

4 影像采集设备能实现教学影像和教学演

示内容的采集、传输功能，可选择摄像机、

展台、高拍仪、编解码器及接口转接设备，

并符合《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设置标准》

3.2.5 条的有关规定； 

5 中控设备能实现对实训中心内多媒体设

备的管理和控制，并通过网络借助教学设

备管理平台实现远程管控。 

3 项以下，0

分； 

4 项，3 分； 

5 项，5 分。 

采 购 清

单，现场

照片，现

场调研 

5 

感知设

备 

1 具有环境传感器，实时采集实训中心环

境及设备状态的数据，并将数据发送至控

制平台； 

2 感知设备具备与环境传感器联动调节的

功能，能够根据环境传感器检测的结果自

1 项以下，0

分； 

2 项，3 分； 

3 项，5 分。 

采 购 清

单，现场

照片，现

场调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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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判定是否开启或关闭环境调控设备； 

3 感知设备具备能耗功率检测功能，能够

对实训中心电教设备用电能耗进行统计

和计量，并将实时数据上报至平台。 

服务器 

1 本地部署包括功能服务器、认证服务器、

存储服务器、编解码服务器、数据库服务

器和备份服务器； 

2 服务器具备入侵防范、用户保护、防火

墙和防病毒、数据备份等安全功能； 

3 服务器具备定时自动备份功能及额外电

源； 

4 配置异地容灾和备份。 

2 项以下，0

分； 

3 项，3 分； 

4 项，5 分。 

采 购 清

单，现场

照片，现

场调研 

5 

 

表 4.0.2-3 实训中心软件设置支持评价分值表 

评价类 评价项 评价内容 
评 分 标

准 

评 分 依

据 
分值 

软件设

置 

智慧教

学云平

台 

1 用户使用平台满足后期进行功能扩展，

视频资源管理、存储与使用，采用模块化

设计和多级平台设计理念； 

2 具有完善的资源管理功能，包括资源目

录、资源排序与推荐、资源点播和资源搜

索； 

3 具有实时巡课、多画面巡课、历史课程

巡课、巡课历史记录查询和巡课统计的

功能，兼容多种浏览器； 

4 具有课程评价功能，可通过授权组织相

关人员进行课程评价，评价结果能自动

形成报表并汇总； 

5 平台具备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功

能，通过信息安全等级不低于二级的保

护测评； 

6 支持人员电子一键考勤、状态及异常行

为检测功能。 

2 项 以

下，0 分； 

3~4 项，

6 分； 

5 项，8

分； 

6 项，10

分。 

采 购 清

单，软件

照片，现

场调研 

10 

物联集

控平台 

1 支持 7×24h 工作； 

2 支持可视化管理； 

3 可自定义多级账号权限管理； 

4 支持环境数据统计功能； 

5 支持远程对门禁开关，并可具有门禁总

数、正常、异常、开门和常闭状态的数量

统计； 

6 支持通过编辑任务方式，远程管理设

备； 

7 具备日志管理功能，日志信息中可包括

时间、设备、任务、结果和执行人信息； 

2 项 以

下，0 分； 

3~4 项，

5 分； 

5~6 项，

8 分； 

7 项 以

上 ， 10

分。 

采 购 清

单，软件

照片，现

场调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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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具备设备告警统计功能，支持故障设

备、环境感知告警、设备告警总数统计功

能，可对单一告警设备或环境告警查询。 

课堂教

学软件 

1 具有教师端且符合《智能建造实训中心

设置标准》3.3.5 条的有关规定； 

2 具有学生端且符合《智能建造实训中心

设置标准》3.3.5 条的有关规定； 

3 具有小组屏软件且符合《智能建造实训

中心设置标准》3.3.5 条的有关规定； 

1 项，4

分； 

2 项，8

分； 

3 项，10

分。 

采 购 清

单，软件

照片，现

场调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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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业模块设置 

5.0.1 专业模块设置评价项分为工具类设置评价、设计类设置评价、生产和施工

类设置评价、管理类设置评价和应用场景类设置评价 5 个评价类，各评价类和其

包含的模块根据选择的必要性分为必选、可选和二选一 3 种，且分值应符合表

5.0.1 的规定。设计类和管理类二者中应自选主类和辅类，主类 25 分，辅类 15

分。 

表 5.0.1 专业模块设置 

评价类 
选择要

求 
模块 

选择要

求 
模块分值 

类分

值 

工具类 必选 

BIM 模块 必选 15 

25 测绘模块 
二选一 10 

信息模块 

生产施

工类 
必选 

构件生产模块 可选 10 

25 施工技术模块 
二选一 15 

施工组织模块 

设计类 自选主

类辅类 

建筑设计模块 
二选一 25（15） 

25+15 结构设计模块 

管理类 管理模块 必选 25（15） 

应用场

景类 
可选 

3D 打印混凝土模块 可选 

10 10 
隧道仿真模块 可选 

低碳建筑模块 可选 

智慧工地模块 可选 

 

5.0.2 各模块设置评价项应包括课程设置、硬件配置和软件配置。 

5.0.3 工具类设置评价、设计类设置评价、生产和施工类设置评价、管理类设置

评价和应用场景类设置评价的评价项、评价内容及分值应符合表 5.0.3-1~表 5.0.3-

5 的规定。 

表 5.0.3-1 工具类设置评价分值表 

模块 评价项 评价内容 评分依

据 

评分细则 模块

分值 

BIM 模

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 识读图纸 

2 建筑专业建模 

教学大

纲、学

生作业

1~3 种，2 分； 

4~6 种，4 分； 

7 种以上，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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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专业建模 

4 设备专业建模 

5 参数化建模 

6 模型质量检查 

7 三维技术交底 

8 4D 与 5D 模拟 

9 质量安全协同管理 

（实践

实训报

告等） 

分。 

课程门次或学时： 

1 BIM 技术基础与初级实训类课

程 1 门或 48 学时； 

2 BIM 中级实训类课程 1 门或 32

学时； 

3 BIM 高级实训类课程 1 门或 16

学时。 

教学大

纲 

1 门，1 分； 

2 门，2 分 

3 门，3 分。 

硬件配

置 

计算机硬件能流畅运行 BIM 建

模和应用软件、流畅显示二维三

维视图、4D 模型信息动效等，人

均不少于 1 台。 

设备清

单、设

备照片 

不满足，0

分； 

满足，3 分。 

软件配

置 

1 识图类软件 

2 BIM 多专业建模类软件 

3 BIM 应用类软件 

软件清

单 

1 类，1 分； 

2 类，2 分 

3 类，3 分。 

测绘模

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设备操作 

2.任务规划 

3.数据分析 

4.误差评定 

5.模型构建 

教学大

纲、学

生作

业、实

践实训

报告等 

1~2 种，1 分； 

3~4 种，2 分； 

5 种，3 分。 

10 

课程门次或学时： 

1.智能测绘课程 1 门或 32 学时； 

2.智能测绘实习课程 1门或 32 学

时； 

3.三维建模应用课程 1门或 32 学

时。 

教学大

纲 

1~2 门，1 分； 

3 门，2 分。 

硬件配

置 

1.工程测绘工具，每组不少于 1

套，每组不多于 5 个人； 

2.航空摄影测量工具，每组不少

于 1 套，每组不多于 5 个人； 

3.计算机硬件能流畅运行程序和

显示模型，人均不少于 1 台。 

设 备 清

单 

设备照

片 

1 项，1 分； 

2 项，2 分； 

3 项，3 分。 

软件配

置 

1.摄影测量软件，能够进行空中

三角测绘运算、纹理映射和三维

场景构建，人均不少于 1 套； 

2.测绘工程软件，能够完成地形

测量、高程计算等测绘任务，人

软件清

单 

1~2 项，1 分； 

3 项，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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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少于 1 套； 

3.地理信息类软件，能够进行地

图与数据融合，人均不少于 1 套。 

信息模

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 环境搭建 

2 编程语言 

3 数据采集与传输 

4 智能硬件应用 

5 数据存储 

6 数据处理 

7 数据应用 

教学大

纲、学

生作业

（实践

实训报

告等） 

1~2 种，1 分； 

3~5 种，2 分； 

5 种以上，3 分。 

10 

课程门次或学时： 

1 计算机语言类课程 1 门或 32 学

时； 

2 感知识别类课程 1 门或 32 学

时； 

3 物联网课程 1 门或 32 学时； 

4 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类课程 1

门或 32 学时。 

教学大

纲 

1~2 门，1 分； 

3 门以上，2 分。 

硬件配

置 

1 计算机硬件能流畅运行程序和

显示模型，人均不少于 1 台； 

2感知功能硬件每套不少于 4种，

每组不少于 1 套，每组不多于 4

人； 

3 内置无线联网模块的可移动电

子设备，每组不少于 1 套，每组

不多于 4 人。 

设备清

单、 

设备照

片 

1 项，1 分； 

2 项，2 分； 

3 项，3 分。 

软件配

置 

1 集成开发环境能提供程序开

发环境的应用程序，人均不少于

1 套； 

2 三维建模软件可导入和导出

多种格式的三维模型，可对接深

化设计软件和3D打印切片软件，

人均不少于 1 套； 

3 物联网实训软件能实现基于

BIM模型的虚拟实训和硬件实物

与 BIM 模型联动的虚实结合实

训，人均不少于 1 个账号。 

软件清

单 

1~2 项，1 分； 

3 项，2 分。 

 

表 5.0.3-2 设计类设置评价分值表 

评价类 评价项 评价内容 评分依

据 

评分细则 模块

分值 

建筑设

计模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 建筑选型 

教学大

纲、学

1~2 种，3

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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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建模 

3 建筑构造设计 

4 图纸绘制 

生作业

（实践

实训报

告等） 

3~4 种，5

分。 

课程门次或学时： 

1 房屋建筑设计类课程 1门或 48

学时； 

2 工业建筑设计类课程 1门或 32

学时； 

3 公共建筑设计类课程 1门或 32

学时； 

4 住宅建筑设计类课程 1门或 32

学时； 

5 建筑设计原理类课程 1 门或 32

学时。 

教学大

纲 

1~2 门，5

分； 

3~4 门，8

分； 

5 门及以上，

10 分。 

硬件配

置 

计算机硬件能流畅运行程序和显

示模型，人均不少于 1 台。 

设备清

单、 

设备照

片 

不满足，0 分； 

满足 5 分。 

软件配

置 

1 三维建模软件可导入和导出

多种格式的三维模型，可对接深

化设计软件，人均不少于 1 套； 

2 BIM 建模实训，人均不少于 1

个账号。 

软件清

单 

1 项，3 分； 

2 项，5 分。 

结构设

计模块 

课程设

置 

1 结构选型 

2 结构建模 

3 结构分析 

4 构件和节点设计 

5 装配式结构拆分 

6 详图设计 

教学大

纲、学

生作业

（实践

实训报

告等） 

2 种以下，0

分； 

3~4 种，3

分； 

5~6 种，5

分。 

25 

课程门次或学时： 

1 钢结构设计原理类课程 1 门或

16 学时； 

2 钢结构课程设计类课程 1 门或

40 学时； 

3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类课程 1

门或 8 学时； 

4 混凝土结构课程设计类课程 1

门或 40 学时； 

5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类课程

1 门或 16 学时。 

教学大

纲 

1~2 门，5

分； 

3~4 门，8

分； 

5 门及以上，

10 分。 

硬件配

置 

计算机硬件配置能显示结构模

型，应具有较高的结构分析计算

效率，人均不少于 1 台。 

设备清

单、 

设备照

不满足，0 分； 

满足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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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软件配

置 

1 软件能完成上部和下部结构

建模、分析计算和图纸绘制，人

均不少于 1 套； 

2 软件建模及计算包括装配式

结构设计功能，宜能够和其他

BIM 建模软件，人均不少于 1 套。 

软件清

单 

1 项，3 分； 

2 项，5 分。 

 

表 5.0.3-3 生产施工类设置评价分值表 

评价类 评价项 评价内容 评分依

据 

评分细则 模块

分值 

构件生

产模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 图纸深化 

2 生产流程 

3 要素管理 

4 性能评价 

教 学 大

纲、学生

作业（实

践 实 训

报告等） 

1 种，0 分 

2~3 种，1 分； 

4 种及以上，2

分。 

10 

课程门次或学时： 

1 构件生产课程 1 门或 32 学时； 

2 构件质量管理课程 1 门或 32

学时； 

3 构件智能产线运行课程 1 门或

32 学时。 

教 学 大

纲 

1 门，1 分； 

2 门，2 分； 

3 门及以上，3

分。 

硬件配

置 

1 计算机硬件能流畅运行程序和

显示模型，人均不少于 1 台； 

2 实训沙盘功能硬件少于 1 套，

可远程控制工序点不少于 10 个。 

设 备 清

单、 

设 备 照

片 

1 项，0 分； 

2 项，且第 2 项

控制节点少于

10 个，1 分； 

2 项，且第 2 项

控制节点大于

等于 10 个，2

分。 

软件配

置 

1 构件生产实践应用软件，人均

不少于 1 个账号，且实训模块应

包括生产管理、厂区漫游、数字

孪生实训、全生命周期管理实训

等 4 项； 

2 实训软件应具备知识考核功

能（含题库），人均不少于 1 个账

号。 

软 件 清

单 

第 1 项且实训

模块不低于 3

项，1 分； 

第 1 项且实训

模块 4项，2分； 

含第 1、2 项，

3 分。 

施工技

术模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 施工技术方案设计 

2 施工设备选择 

3 施工技术方案建模分析 

4 施工工艺与技术优化 

5 图纸绘制 

教 学 大

纲、学生

作业（实

践 实 训

报告等） 

1~2 种，1 分； 

3~4 种，2 分； 

5 种以上，4 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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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门次或学时： 

1 施工技术及原理类课程 1 门或

12 学时； 

2 智能施工技术类课程 1门或 30

学时。 

教 学 大

纲 

1 门，3 分； 

2 门，6 分。 

硬件配

置 

计算机硬件能流畅运行程序和显

示模型，具有较高的数值计算和

分析效率，人均不少于 1 台； 

设 备 清

单、设备

照片 

满足要求， 3

分；不满足，0

分。 

软件配

置 

软件功能应包括建模软件、数值

计算、结果分析和施工过程仿真

等，人均不少于 1 套。 

软 件 清

单 

全部满足， 2

分；部分满足，

1 分；不满足，

0 分。 

施工组

织模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 施工方案确定及工艺分解 

2 进度计划编制及优化 

3 施工场地布置及优化 

4 BIM5D 施工控制成本、进度综

合控制与优化 

教 学 大

纲、学生

作业（实

践 实 训

报告等） 

1 种，1 分； 

2~3 种，2 分； 

4 种，3 分。 

15 

课程门次或学时： 

1 施工组织类课程 1 门或 32 学

时； 

2 BIM5D 施工组织设计 1 门或 1

周； 

教 学 大

纲 

1 门，2 分； 

2 门，4 分。 

硬件配

置 

计算机硬件能流畅运行程序和显

示模型，有较高的分析计算效率，

人均不少于 1 台； 

设 备 清

单、设备

照片 

少于人均 1 台，

1 分；不少于人

均 1 台，3 分。 

软件配

置 

1 三维施工场地布置软件，人均

不少于 1 套； 

2 施工进度计划编制软件，人均

不少于 1 套，人均授权节点不少

于 1 个； 

3 BIM5D 进度与成本虚拟施工

展示及优化软件，人均不少于 1

个账号。 

软 件 清

单 

1 项，1 分； 

2 项，3 分； 

3 项，5 分。 

 

表 5.0.3-4 管理类设置评价分值表 

评价类 评价项 评价内容 评分依

据 

评分细则 模块

分值 

管理模

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 钢筋算量 

2 土建算量 

3 工程量清单编制 

4 项目策划及优化 

5 项目实施过程模拟 

教学大

纲、学

生作业

（实践

实训报

告等） 

每项 2 分，共

计 12 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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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协同执行 

课程门次或学时： 

1 工程造价类课程 1 门或 32 学

时； 

2 工程全过程管理模拟实训类课

程 1 门或 32 学时； 

教学大

纲 

1 门，2 分； 

2 门，4 分。 

硬件配

置 

1 计算机硬件配置能运行工程计

量计价软件，人均一台计算机； 

2 计算机硬件配置能运行项目管

理电子沙盘软件，每组不少于 1

台计算机，每组不多于 5 人； 

3 项目管理电子沙盘硬件设备，

每组不少于 1 台，每组不多于 5

人。 

设备清

单、 

设备照

片 

1 项，1 分； 

2 项，2 分； 

3 项 3 分。 

软件配

置 

1 工程计量计价软件可完成构件

建模、工程量计算、取费及调整

计算；实现钢筋及土建工程量计

算、工程量清单编制、计价文件

编制，人均一套； 

2 项目管理沙盘评分软件能完成

策划方案数据输入、现金流计算，

策划方案分析及评分；实施方案

数据输入及计划追踪、成本核算、

执行分析及评分。 

3 电子沙盘能模拟项目实施全过

程。 

软件清

单 

1 项，3 分； 

2 项以上，6

分。 

 

表 5.0.3-5 应用场景类设置评价分值表 

评价类 评价项 评价内容 评分依

据 

评分细则 模块

分值 

3D 打

印混凝

土模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 基础理论 

2 方案设计 

3 打印技术 

4 案例分析 

5 工程实训 

教学大

纲、学

生作业

（实践

实训报

告等） 

1 种，1 分 

2~3 种，2

分； 

4 种及以上，3

分。 

10 课程门次或学时： 

1 3D打印基础理论课程 1门或32

学时； 

2 3D 打印应用类课程 1 门或 32

学时。 

教学大

纲 

1 门，1 分； 

2 门，2 分。 

硬件配

置 

1 计算机硬件能流畅运行程序和

显示模型，不少于 1 台； 

设备清

单、 

1 项，1 分； 

2 项，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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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D 打印混凝土设备不少于 1

套，且包括动力系统、打印控制

系统、材料处理系统、打印工具

头配备完整； 

3 打印精度不宜大于各方向打印

量程的 1‰，且不宜超过 2mm。 

设备照

片 

齐全，2 分；

若功能缺少，1

分； 

3 项，且精度

满足要求，3

分；若精度不

满足，则 2

分。 

软件配

置 

1 三维建模软件，不少于 1 套，

且具有独立数据文件读取接口； 

2 具备打印路径编程功能，不少

于 1 套； 

3 具有打印模拟功能，不少于 1

套。 

软件清

单 

仅第 1 项 0

分； 

满足 1 和 2

项，1 分； 

满足 1-3 项，2

分。 

隧道仿

真模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 围岩压力分析  

2 灾害成因分析  

3 生命通道方案优选  

4 逃生通道方案优选  

教学大

纲、学

生作业

（课程

作业报

告等） 

1 种，1 分； 

2 种，2 分； 

3 种，3 分； 

4 种，4 分。 

10 

课程门次或学时： 

1 隧道与地下工程施工 1 门或

16±8 学时； 

2 隧道工程 1 门或 16±8 学时； 

3 地下工程 1 门或 16±8 学时； 

教学大

纲 

任意 1 门，2

分。 

硬件配

置 

1 计算机硬件能流畅运行程序和

显示模型，人均不少于 1 台； 

2 内置无线联网模块的可移动电

子设备，每组不少于 1 套，每组

不多于 4 人。 

设备清

单、设

备照片 

1 项，1 分； 

2 项，2 分； 

软件配

置 

1 集成开发环境能提供程序开

发环境的应用程序，人均不少于

1 套； 

2 三维建模软件可导入和导出

多种格式的三维模型，人均不少

于 1 套； 

软件清

单 

1 项，1 分； 

2 项，2 分。 

低碳建

筑模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 系统方案选择 

2 建筑建模 

3 负荷计算（手算电算） 

4 水力计算 

5 图纸绘制 

6 绿色建筑评价 

教学大

纲、学

生作业

（实践

实训报

告等） 

1~2 种，1 分； 

3~5 种，2 分； 

5 种以上，3 分。 

10 

课程门次或学时： 教学大 1~2 门，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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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冷热源类课程设计 1 门或 32 学

时； 

2 环境控制系统类课程设计 1 门

或 32 学时； 

3 绿建评价类课设 1 门或 32 学

时； 

纲 3 门以上，2 分。 

硬件配

置 

1 计算机硬件能流畅运行程序和

显示模型，人均不少于 1 台； 

2感知功能硬件每套不少于 4种，

每组不少于 1 套，每组不多于 4

人； 

3 内置无线联网模块的可移动电

子设备，每组不少于 1 套，每组

不多于 4 人。 

设备清

单、设

备照片 

1 项，1 分； 

2 项，2 分； 

3 项，3 分。 

软件配

置 

1 集成开发环境能提供程序开发

环境的应用程序，人均不少于 1

套； 

2 三维建模软件可导入和导出

多种格式的三维模型，人均不少

于 1 套； 

3 绿建评价实训软件能实现基于

BIM模型的虚拟实训和硬件实物

与 BIM 模型联动的虚实结合实

训，人均不少于 1 个账号。  

软件清

单 

1~2 项，1 分； 

3 项，2 分。 

智慧工

地模块 

课程设

置 

能力培养： 

1.理论学习 

2.专业软件应用 

3. IOT 采数与分析 

4.机器人操作 

5.智慧工地数据综合应用 

教学大

纲（实

训手

册）、学

生作业

（实践

实训报

告等） 

1~2 种，1 分； 

3~4 种，2 分； 

4 种以上，3

分。 

10 

课程门次或学时： 

1.智能建造技术与设备课程实训

课程 1 门或 24 学时； 

2.建筑机器人应用课程实训课程

1 门或 24 学时； 

教学大

纲 

1 门，1 分； 

2 门以上，2

分。 

硬件配

置 

1.计算机配置应能显示智慧工地

模型及完成数据分析任务，人均

不少于 1 台； 

2. 安 全 教 育 类 硬 件 可 包 括 

VR/AR/MR 行走平台和安全蛋

椅等不少于一套； 

3.包含有劳务管理、视频监控、物

设备清

单、设

备照片 

1 项，1 分； 

2 项，2 分； 

3 项及以上，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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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机械等智慧工地智能硬件等

不少于 5 套。 

4.建筑机器人包括结构类、二次

结构类、室内装修类和外墙类机

器人等不少于 2 台，并包含机器

人动力学控制、机器人控制实验。 

软件配

置 

1.智慧工地模块软件应包括劳务

管理、大型机械、物料、工艺工

法、环境监测和进度管控系统； 

2.智慧工地模块软件应支持数字

化管理平台数据集成及分析； 

3.VR/AR/MR 行走平台系统包

括多项安全事故场景，并可查看 

BIM 土建模型信息； 

4.机器人软件应包括 Python 编

程、机器人操作系统。 

软件清

单 

1~2 项，1

分； 

3 项及以上，2

分。 

6 管理 

6.0.1 管理的评价包括对实训中心管理制度和实训中心人员要求的评价，评价项、

评价内容及分值应符合表 6.0.1 的规定。 

表 6.0.1 实训中心管理评价分值表 

评 价

类 
评价项 评价内容 评分依据 

评 分 细

则 

分

值 

实 训

中 心

管 理

制度 

运行管理

及仪器维

修 

指定专门技术人员负责。 管理文件 

无，0 分；

有 ， 10

分。 

10 

运行 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文

件 

无，0 分；

有 ， 15

分。 

15 

安全 

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并要

求每年开展一次应急处理预案演练

与评估。 

应急处理预

案和演练记

录文件 

无，0 分；

有 ， 10

分。 

10 

使用者 

1 严格遵守归属单位规章制度； 

2 未经批准许可，不得进行实训内

容以外的活动； 

3 自行保存实训数据。 

违规情况记

录、实训数

据文件 

1 项， 5

分； 

2 项，10

分； 

3 项，15

分；。 

15 

实 训

中 心

人 员

要求 

技术人员 

1 具备相关实验室及智慧教室管理

经验； 

2 具备相关仪器设备安装、调试、使

用和基本维修的能力。 

相关文件或

现场调研 

1 项，10

分； 

2 项，20

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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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 

1 需要能熟练操作通用教学设备和

相应的专业实训仪器设备； 

2 具备基本的仪器设备故障排查能

力； 

3 具备相应的软件操作能力。 

相关文件或

现场调研 

1 项，10

分； 

2 项，20

分； 

3 项，30

分。 

3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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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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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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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标准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本标

准；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标准。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设置标准》T/CECS 1476 



21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评价标准 

 

T/CECS XXX—202X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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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4 年第一

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4﹞15 号）的要求，编制组

针对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设置的技术要求，对国内外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和

行业需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调研了国内多所高校的智能建造实训

中心，总结了智能建造实训中心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

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

和把握条文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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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202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

干意见（建标规〔2020〕8 号）和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

导意见（建市〔2020〕60 号）等文件，提出要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以新型

建筑工业化带动建筑业全面转型升级，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

满足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需求，亟需培养具备土木工程与信息化、数字

化、智能化工程技术能力的复合知识结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智能建造专业人才

培养面向行业现实需求，突出实践教学环节设计，注重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作为培养智能建造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载体，对

实现实训教学效果至关重要，对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实现起着关键作用。 

本标准编制的目的是为了规范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设置，以需求为导向，以服

务教学为目标，提升智能建造相关专业实训实践教学质量。通过该标准的建立和

实施，对智能建造实训中心建设等级进行分类，建立智能建造实训中心的完整评

价体系，推动实训实践教学条件的完善，促进校企合作及服务社会需求能力的发

展，达到智能建造创新型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目标。 

1.0.2 本标准适用于高等院校智能建造专业实训中心建设水平评价，其他企事业

单位也可参照开展实训中心的评价。智能建造实训中心的评价范围包括通用设

置、专业模块设置以及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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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一般包括专用教室及辅助用房、室内室外实践操作空间

及必要的设备设施等，以设置智慧教学和相关专业配套软件、硬件的大开间为主，

条件不足时可采用多个空间结合的方式，再辅以室外实训场所，如市郊进行无人

机飞行。 

智能建造专业是 2018 年由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开设的新工科专业，专业代

码 081008T。智能建造专业是以土木工程专业为基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建筑

业的升级转型，融合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及其自动化、工程管理

等专业发展而成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本专业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

好的数学和力学基础，能熟练掌握土木工程专业的基础知识，掌握工程结构智能

设计原理、构件生产和施工技术，能够应用相关计算机开发语言和工程建造的一

般机械和控制工程原理，完成现代土木工程的智能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工和

全过程运行维护管理，并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行业人才。 

2.0.2 在通用设置基础上，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结合专业硬件、

专业软件和实训实践内容及学生能力达成度的集合。 

2.0.3 一节课的时间称一学时，本标准一个学时为 5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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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由通用设置、专业模块设置和管理模块 3

类指标组成。其中，通用设置包括场地设置、硬件设置和软件设置 3 个评价分指

标；专业模块设包括工具类、设计类、生产和施工类、管理类和应用场景类 5 个

评价分指标；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对实训中心管理制度和实训中心操作人员要求的

评价；3 类指标评分项总分均为 100 分。 

3.0.2 根据通用设置、专业模块设置和管理模块各自所占权重对智能建造实训中

心的总得分进行计算。 

3.0.3 综合 3 类评价指标计算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评价总得分，根据智能建造实训

中心评价总得分满足 3 类评价指标的情况，将其划分为 3 个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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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用设置 

4.0.1 通过设置场地配置、硬件配置和软件配置 3 个评价分指标对智能建造实训

中心的通用设置进行评价，每个分指标设置一定的权重，针对实训中心的特殊用

途可适当调整 3 个评价分指标的评分比重。 

4.0.2  

1 实训中心场地设置评价分指表主要包括人均使用面积、采光和照明、室内

装修、相关硬件设备的开放接口、网络通信系统要求和机电安全要求，根据每一

项分指标的达标情况进行评分计算。根据实训中心的主要用途以及特殊使用功能，

评价分指标对应的评价内容可以进行灵活调整，等效替代。 

2 实训中心硬件设置评价分指表主要包括基础硬件设备、计算机、多媒体设

备、感知设备以及服务器，根据每一项分指标的满足项数进行评分。硬件设备应

具备易用性和可靠性，方便通过已有接口与教学平台对接，硬件设备的规格及标

准可以根据实训中心的特殊功能要求进行灵活调整。 

3 实训中心软件设置评价分指表主要包括智慧教学云平台、物联集控平台、

课堂教学软件，根据每一项分指标评价内容的满足项数进行评分。 

智慧教学云平台应包含课前学习资料上传，课中智慧教学，课后精准评估等

功能，配合专业课程所需软件的教学，有效提升实训中心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

习能力。智慧教学云平台应具备一定的扩展性，通过增加硬件设备可以满足不同

使用功能的需求。 

物联集控平台应以方便实训中心管理与运营为目的，使实训中心的智慧运维

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可以在系统出现故障后及时感知与报警，方便实训中心

管理人员及时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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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业模块设置 

5.0.1 通过设置工具类、设计类和生产、施工类、管理类和应用场景类 5 类评价

指标对智能建造实训中心的专业模块设置进行评价。 

1 通过参考土木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土木工程专业知识体系和核心课程

体系建议以及多数高校智能建造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设置每个评价类所包含的

专业模块。 

2 随着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智能建造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要包含工程

的勘察、设计、施工，还应扩展到运营、管理模块，要求智能建造专业毕业生具

备借助人工智能的手段进行智能设计与施工的能力。专业模块的各评价类及其包

含的模块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可分为必选、可选和二选一 3 种，

不同模块设置可以根据学校的能力要求进行替代或补充，每个模块相应评价内容

也可以进行灵活扩展或等效替代。 

5.0.3 每个专业模块设置课程设置、硬件配置和软件配置 3 个评价分项，每个评

价分项设置相应的评价内容，并给出了针对具体评分细则。相关专业术语可参照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设置标准》。 

1 BIM 模块 

面对建筑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 BIM 正向设计难以普及，缺乏建筑设

计施工运维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创新型复合人才。因此有必要面向行业需求，

培养智能建造专业本科生在建筑信息技术方面的能力。 

2 测绘模块 

通过引入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全站仪、GNSS 测绘、智能监测系统等

智能测绘工具，使学生熟悉智能测绘工具，具备正确使用现代智能测绘系统的能

力。 

3 信息模块 

通过设置编程、智能感知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分数据分析等交叉学科课程，

使学生了解土木工程行业的智能施工技术，具备使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机器人等新平台和新技术的专业素质，提高学生的智能施工实践能力和水平。 

4 构件生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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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主要针对装配式建筑的构件标准化设计、工厂化预制生产、装配化施

工、信息化管理的设计、制造以及施工全过程。 

5 施工技术模块 

该模块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 BIM 技术为基础，介绍智能施工技术在装配

式建筑、地下空间工程以及桥梁和隧道中的应用和工程实践。 

6 施工组织模块 

使学生了解基于 BIM 技术的施工组织管理以及通过 BIM5D 软件对施工成

本和进度进行综合控制与优化。 

7 建筑、结构设计模块 

该模块主要针对传统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使学生掌握常用的结构选

型、设计、分析计算以及参数优化相关专业软件的使用技能。 

8 管理模块 

该模块通过配置工程计量计价软件、BIM 项目管理电子沙盘软件、数字项目

管理平台、进度计划管理软件、施工组织设计软件，使学生能完成项目实施全过

程的模拟。 

9 应用场景类模块 

该模块可根据被评价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专业设置特色，参考必选模块的评价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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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 

6.0.1 智能建造实训中心的建设应以需求为导向，实训中心的管理功能应以操作

简单，方便使用为理念，以服务好教学为目标，同时需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操作人

员的基本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