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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区块链赋能建筑业“第一单”落地上海———

打开建筑业应用新场景，
让每扇门窗皆可追溯

◆ 琳 恩

一场技术革命正悄然在中国的建筑行
业中展开。

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
明，区块链技术被公认为继大型机、个人电
脑、互联网之后信息处理模式上的又一次颠
覆式变革。之前，上海的金融、供应链管理等
领域都有“尝鲜”区块链的例子。

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院的首个应用落
地项目，竟然选择了与建筑行业牵手，这让
上海老啤酒厂改造项目成了全国范围内区
块链赋能建筑业的“第一单”。 ———编者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的上海老啤

酒厂，始建于 1911年，是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在上海设
计的两个大型工业建筑之一。彼时中国最大的啤酒厂，如

今还保留着宜昌路的灌装楼、办公楼和临苏州河的酿造

楼。项目因此备受各界关注。
和之前其他的建筑改造项目一样，老啤酒厂项目现

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和传统建筑项目不同的是，这次

的改造，引入了区块链技术进行赋能和助力。上世纪 90

年代，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CAD)开始在工程领域推广，
建筑设计从传统的手绘迈入计算机辅助设计时代，建筑

业效率提升了数十倍。2011 年之后，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标准开始建设，被称为是建筑业的“第二次革

命”。而如今，引入区块链，带来的讲师建筑行业的另一场
变革。

在近?于上海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大厦举行的高
性能区块链在建筑业应用研讨会暨多方合作签约仪式

上，十位来自全国建筑界颇具影响力的专家与区块链研
究领域的科学家集结一堂。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曹嘉明

在主旨演讲中强调，“区块链赋能传统建筑行业，这既是
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也是各方当下的迫切需求。”

“智能合约”解决痛点
据介绍，在上海老啤酒厂改造项目中，区块链技术将

应用于立项、设计、施工、置换等全过程。每一车水泥、每

一笔款项、每个项目到期有没有按时完成任务，都能自动
显示在由区块链技术提供的、嵌入在全流程中的“智能合

约”里。这种“智能合约”“化零为整”，既杜绝了扯皮、拖欠
等情况，也保证了采购、运输、建造等环节的工程质量。目

前，设计部分已经完成，正在进入施工阶段。

“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是存在痛点的。最明
显的痛点就是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在建筑业中，信息

传递效率并不是很高。”去年 10月之前，建筑业“老法师”
曹嘉明还不觉得区块链技术和自己打拼了几十年的建筑

行业会产生交集。不过，当他仔细研究梳理了区块链技术
的特点，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想法：“区块链不恰好针对建

筑行业的痛点，和现在要求我们精细化治理和精细化建
设的要求是相吻合吗？”

曹嘉明介绍说，建筑业中的合约多得“令人头疼”，一

个小项目至少也有几十个合约。但区块链赋能不只是解
决建筑项目的痛点，而且对城市建筑的修复、管理、运营、

追责都能发挥出作用。

之前，在上海外白渡桥即将度过“百岁生?”时，当年

设计外白渡桥的英国某设计公司寄来信件，告知相关单
位，外白渡桥桥梁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年，现已到期，请

对该桥进行维修。这件事情对国内建筑行业震动不小。
在发展进程中，高楼大厦不断在中国的各大城市的

土地上崛起，桥梁隧道一个个被建成，但百年以后，如果

按照传统的建筑存档方式，有些建筑可能会因图纸缺失、
档案遗失或人员故去等原因，使得后人无法对其做好原

汁原味的修复和维护。不仅如此，在城市运行中，一块从
天而降的玻璃幕墙若造成人员伤亡，责任判定也十分复

杂，因为无法追溯而难度很高。
而从区块链技术的“可溯源”属性上，曹嘉明看到了

解决这些行业痛点的希望。于是，他找到了今年年初成立

的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院，开启了一项很可能改变建筑
行业传统面貌的“试水”之旅。

“新基建”时代新图景
上海老啤酒厂改造项目打造“智能合约”的正是上海树图

区块链研究院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树图（Conflux）区块

链技术。“Conflux树图分布式区块链公链系统，因我在清华大
学讲的一堂密码学课上的创意而起。”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院

院长龙凡介绍，研究院由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
和作为清华大学 2006?“姚班”毕业生的他本人领衔，旨在创

建世界性能最领先，价格用得起的区块链信息技术高速公路。

仅用两年时间，他们打破了欧美国家计算机底层技术代
码的垄断，从底层系统突破了区块链的传统链式结构。因这种

区块链多头并进形似树状结构，故名“树图”。树图区块链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以全球最领先的 3000至 6000TPS的高

吞吐量，突破完全去中心化区块链公链系统的性能技术瓶颈，
受到世界瞩目。

“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幢建筑中
的每一扇门窗都可追溯其‘出生证’，这对城市运行和风险管

理意义重大。”曹嘉明为媒体描绘了一幅建筑行业引入区块链
技术之后的发展新图景，而主流媒体在报道中也多次提到，这

种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姿态，将会使中国建筑业的整体水平迈
上一个新台阶。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的城市
化率从 17%增长到 60%，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其中，

建筑业如今中国建筑业占到年 GDP的约 30%，每年新增产值
3万多亿元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意

义重大。
随着 5G时代来临，立足于高新科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新

基建”已全面启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和精细化建造如何融入

数字时代成为建筑业今天面临的重大课题。今年 7月 28?，住

建部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共建超大型城市精细化建设和治理
的中国典范”协议，倡导有效提高建筑业的质量和效能，建立起

切实可行的诚信体系，规范市场，加强城市风险管控，提升营商
环境效率。新兴的区块链数字技术正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让挑战与机遇共舞
事实上，区块链技术赋能建筑业，还有大量潜力可以深度

挖掘。龙凡透露，他们正在全力探索，以区块链为基础，加强建

筑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积极推进 BIM的高效透明应用的新途
径，以三维可视模型+进度控制+投资控制+质量控制+区块链

智能合约建立协同数据库。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运用虚拟现实
工具，结合 GS北斗系统，使传统的建筑业在数字时代更新换

代，发挥更大的行业和社会效应，真正实现超大城市精细化建

设和管理模式。
“第一单”上海老啤酒厂改造项目仅仅是一个开始。

据悉，上海市建筑学会已通过实际项目运用区块链技术
进行管理，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成果，未来将会通过更多的项目

落地来推动应用，从而形成行业标准。
不过，在新的机遇面前，龙凡团队仍保持清醒，对随之而来

的挑战也做好了准备，“任何新技术的应用拓展、生态建立，都不
会一蹴而就、一帆风顺，这一点我和我的团队都有着清醒的认

识。”区块链技术会带来生产关系、管理规则的改变，甚至打破原
有的利益、权力格局。多方、去中心化的交叉验证，全程留痕，狭

义来看，似乎是人类打造“紧箍”来约束自己，阻力可想而知。
而此番“试水”，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作为国际设计之

都，上海正用海纳百川的胸怀，用开放的心态来拥抱新技术带
来的变革，用实干向继续创新发展迈出了坚实而铿锵的步伐。

荨 上海老啤酒厂 历史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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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 上海老啤酒厂留下的厂房和办公楼

▲ 数字科技助力建筑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