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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技术的机电工程全寿命周期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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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筑工程机电设备管理中，信息类型复杂多样，管理协调难度大。在此充分利用 BIM 技术信息完

备、覆盖性广等特征，将之扩展到机电工程的全寿命周期，在利用 BIM 技术进行机电管线优化，信息充分输入的基

础上，将之应用于管线设备的生产、运输、安装乃至运营维护，形成一整套的系统性的机电工程现代化信息管理体

系，有效提高管理质量与效率，推进建筑工程的信息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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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寿命周期下机电工程设计阶段 BIM技术应用

传统机电工程设计过程为水电暖等各专业分别进

行本专业管线设计，设计完成后进行管线综合，对较为

明显管线碰撞处进行优化调整。但由于各专业设计均为

二维图纸形式，管线综合主要依据设计人员想象力进行

工作，所以大量问题较难发现，由此给后期施工造成大

量阻碍，经常会导致施工过程中碰撞及返工等问题的发

生。BIM 技术在设计前期介入，由于其较好的模拟性及

可视化特点，可对各专业管线进行分别建模，然后直接

进行碰撞检查，导出碰撞报告，在此基础上对管线排布

进行初步的优化调整。而在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化设计时，

提前对现场施工条件包括施工顺序、安装工艺、施工进

度等内容提前收集，基于此对模型进行深度的优化，编

制出一套系统、科学的管线布置及安装方案，使机电安

装过程实现流程化快速作业。针对复杂节点，对模型进

行细节拆分，制作视频对施工过程进行模拟，达到指导

施工的目的。

2.全寿命周期下机电工程施工阶段 BIM技术应用

2.1.BIM技术用于机电工程模拟施工

BIM 技术具有较强的模拟性，通过对机电管线的精

细化建模得到 3D 模型后，在充分考虑生产运输条件、

现场施工工艺、施工管理水平的前提下，利用 BIM 技术

软件中的众多先进工具，可以最大限度地模拟施工流程，

得出现有条件下的施工进度结果，提高整个建筑机电工

程项目的施工及管理水平。更进一步的，BIM 技术可以

在虚拟模型中对各个专业提前进行统筹协调，对机电工

程全专业进行时间、空间、资源上的分配优化，调整各

专业进出场时间，优化施工工艺等，精细化控制施工进

度，并以此为基础布置机电工程施工总方案。在机电工

程施工过程中，将现场施工进度与模拟情况进行对比，

找出模拟或者现场施工中的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使得

模拟施工与现场条件尽量匹配，提高其预测准确率[3]。
提前对施工流程及安装顺序进行模拟还可以减少施工

过程中一些难度较大、较复杂部位出现问题，有效避免

施工过程返工等问题的出现。

2.2.生产过程 BIM技术应用

随着近些年来建筑行业节能低碳、绿色环保的发展

要求，工厂化预制加工快速发展。工厂在设计优化前期

提供尺寸参数信息，设计方出图后工厂就可根据图纸进

行定量精细化生产，减少传统现场施工安装造成的浪费，

并根据实际施工顺序编制构件生产运输计划。同时，在

构件出厂前，结合 RFID 技术，将 BIM 模型中构件尺寸、

材料、安装位置等信息附加在构件设备上，使每一个构

件设备成为一个移动的可读取修改数据源，在后期安装

运维中结合 BIM 模型和各过程所得数据信息，实现对机

电工程的信息化管理。

2.3.运输过程 BIM技术应用

根据安装进度安排，结合 RFID 标签信息提供，合理

进行构件出厂和到达验收等工作，减少施工场地现场堆

放，使整个过程实现流程化作业。现场施工方根据进度

安排发出构件需求申请，预留构件堆放场地，工厂根据

需求规划运输车次，安排构件顺序出厂，构件到达后读

取构件设备信息安排构件验收，按照规划位置做到点对

点堆放，避免二次搬运。将现场实际施工进度与 BIM 模

型模拟进度进行对比分析，确定现场进度超前或延后程

度，合理调整施工计划，并及时通知工厂调整运输计划，

保证构件生产到安装的流程性，避免实际进度与计划不

符而造成的构件堆积或构件生产赶不上施工进度等问

题。

2.4.安装过程 BIM技术应用

在建筑机电系统安装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利用前期

已输入的 RFID 标签信息，对整个机电系统安装进行信息

化控制。我们应首先读取构件信息，与图纸进行对比，

核实其尺寸位置等信息是否准确，然后将之进行运输安

装，减少安装错误等情况发生，安装完成后将信息反馈

给进度管理人员，进度管理人员可直接查看已安装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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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构件信息，结合施工模拟结果，对施工进度进行有

效管理，提高管道的安装效率与质量。同时，针对安装

过程中的重难点部分，可利用 BIM 技术的可视化和模拟

性功能，进行提前的安装模拟，确保现场安装的可实施

性，并且可制作出动画对现场安装进行有效指导，管理

人员及工人在充分理解图纸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安装，可

确保安装的准确性。

3.全寿命周期下机电工程运维阶段 BIM技术应用

机电设备管理是建筑工程运行管理中十分重要的

部分，我们应充分利用 BIM 模型基础信息。在建筑模型

宏观层面，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立房间、走廊和

通道之间的关系，通过便携式终端读取 RFID 标签，维护

人员可以在步行中实时得到最佳巡逻路径，以满足日常

检查任务和应急管理的要求。在建筑模型微观层面，设

备维修、定期检查与紧急处理等任务需要具有高水平细

节的微观 BIM 模型，我们应尽量做到模型与现场构件一

一对应以方便管理。同时，结合其他相关信息，包括运

维手册、历史记录乃至设备之间的逻辑链，以便于发现

问题能够及时进行有效处理，提高管理效率。宏观模型

与微观模型相结合，利用 BIM 技术的可视化等特点，可

以使整个机电设备运行维护过程变得更加清晰明了。

4.结论

BIM 技术应用于建筑机电工程的全寿命周期信息化

管理，不仅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现阶段机电工程项目中的

各种难题，改变以往的粗犷式施工方式，大大减少人力

物力成本的投入，同时还可有效控制成本，规范化建筑

资料管理，利用其直观性、全程性管理特点，有效推动

建筑机电工程信息化进步发展。但同时，这也对应用质

量提出了较高要求，设计的一点失误就会导致安装阶段

的返工，信息输入的错误会直接影响运维管理的效率，

因此，我们应精细化机电工程各环节管理质量，努力提

高现代化机电工程的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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