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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的结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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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尤为重要。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建筑行业中。古

建筑作为彰显历史文化的重要元素，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为此，古建筑保护成为古建筑行业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为了凸显信息技术的优势，在古建筑保护中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推动保护工作高效完成。这其中BIM技术是一项应

用比较广泛的技术之一。本文针对BIM技术的特点、BIM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的结构应用以及改进进行分析，力求给予古建

筑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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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all fields of society,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to highligh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occupie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refore,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industry.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advantag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rotection work can be promoted efficiently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The BIM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M technology, the structural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BIM technology in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and strives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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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作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它见证了丰富的历史文

化。从古建筑中可以直接反映出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艺术风

格，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大见证。为了更好的保护这种文化

传承，古建筑保护成为相关专业人员极为关注的问题。而在

古建筑保护中，BIM技术的突出优势得以彰显。信息时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衍生出了一种可以通过计算机创建三维立体

模型的技术，就是BIM技术。通过这一项技术可以构架一个

古建筑的模型，为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1  BIM 技术的特点

1.1  可视性

可视性是BIM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

点。所谓可视性，就是将建筑物的各项信息凸显出来，并将

其中的互动性和反馈性进行突出[1]。互动性，就是各个信息

之间的关联。反馈性，就是各个信息的整合结果。从这两方

面完成对古建筑的深入分析，为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的

信息支持。在传统的古建筑保护工作中，由于人们对古建筑

的建造过程了解的并不充足，常常需要在保护工作中融入一

些想象，并将其结构模型呈现在图纸上。这一过程，不仅无

法凸显互动性和反馈性，同时对整个古建筑的内部构件大

小、位置以及颜色均无法体现。从这个层面上看，传统的古

建筑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而BIM 技术的加入可

以打破这种局限性，为古建筑保护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让

古建筑的信息反馈更加完整，同时还能将这些信息进行直观

显现，给予工作人员以更有效的提示。借助BIM技术的可视

性，可以使得整个保护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更加顺畅。

1.2  模拟性

模拟性也是BIM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凸显的一大特性。常

规情况下，古建筑保护中的模拟，只是针对古建筑的结构模

型进行模拟。而在BIM技术的加持下，将模拟效果变得更加

宽泛[2]。它不仅可以真实模拟出古建筑的模型，还能为保护

工作的开展模拟出各种不同的效果。这样就增加了保护工作

的可行性，为古建筑保护效果的提升创造有利条件。BIM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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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模拟性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凸显：其一，功能模拟。比

如，节能模拟、日照模拟等等。其二，施工模拟。比如，4D

模拟，从3D基础上加上项目推进过程。将保护项目的前期

设计到施工进行全面模拟，进而为可行性方案的制定提供依

据。还可以做5D模拟，在4D基础上加上造价控制，进而实

现对整个保护项目的成本控制。其三，后期运营模拟。在后

期运营过程中，可以利用BIM技术模拟一些突发状况，包含

地震等地质灾害，进而为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有效的

改进措施，让保护工作更加彻底。

2  BIM 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的结构应用

2.1  收集信息

古建筑信息的收集，包含收集其属性信息和空间信息。

属性信息，就是古建筑的构建方法、建筑材料、建筑工艺等

方面的信息；空间信息，就是古建筑的形状、内部结构、尺

寸等方面的信息。在收集属性信息时，需要工作人员进行

实地考察确认一些资料，或者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获取相关资

料。然后将这些资料进行筛选和整合，形成一个完整属性信

息。在收集空间信息时，需要在BIM技术的基础上融合GIS技

术。运用GIS技术将古建筑的结构尺寸信息进行采集，将古

建筑中的内部结构信息完整还原[3]。通过收集信息的过程，

可以充分了解古建筑的状态，为保护工作的开展做准备。在

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还原古建筑的内部结构，提高

工作人员的熟知度。另外，BIM技术的收集信息过程，是利

用数字化技术对古建筑的构造结构进行了解。这一过程中，

使用的是高科技技术，不会对古建筑造成损害。这是古建筑

保护的唯一宗旨。

2.2  建立模型

模拟性是BIM技术的一大特性。因此，建立模型是BIM

技术在古建筑保护工作开展中的基础环节。在模型建立过程

中，工作人员需要先利用这一技术实现对古建筑的三维模型

建立。将古建筑的各项基本信息精准确立，运用这些信息建

立三维模型。可见，收集信息是建立模型的基础。完成三

维模型建立以后，还可以针对古建筑的破损情况进行思维构

建。从破损情况展开保护工作，进而建立思维保护项目的模

型。将古建筑的破损程度以及破损范围进行可视化呈现，给

予工作人员一个更直观的反映。这有助于工作人员更好的寻

找到保护工作的切入点，提高保护工作开展效率。同时借助

BIM技术模拟出的四维模型，可以从保护工作的各个环节进

行渗透。从方案设计到方案实施进行全面模拟，进而将保护

方案进行优化和改进，切实提升保护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

性，为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助力。在四维模型基础

上，还可以运用BIM技术的分析功能对整个保护工作开展的

成本进行分析，进而形成5D模拟效果。基于此，让工作人员

更全面的分析整个保护项目的方案设计，使其成本得到良好

控制。这样借助BIM技术的应用，既可以实现对古建筑的保

护，也可以实现保护过程中的经济价值，推动古建筑保护工

作长效发展[4]。

2.3  建立档案

档案是古建筑保护工作开展的重要环节。当今社会的

发展极为重视档案管理工作，是因为档案管理工作的意义深

远。一方面，它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信息；另

一方面，它可以给予社会的未来发展进行提醒，防止重蹈覆

辙。古建筑保护工作也不例外，也要顺应这一潮流做好档案

管理工作。而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需要BIM技术的加持。由

于BIM技术对收集信息和建立模型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建

立档案需要依据这些有效信息完成。在档案记录中，完成相

应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录入以后，还要针对古建筑的逐年

变化情况以及保护情况进行记录，使得整个档案信息更加完

整。比如，对于保护工作中的修缮记录、修缮方法、修缮所

用的材料等信息，需要准确记录到档案中。另外，利用BIM

技术还能将这些信息进行关联，进而提升档案信息的利用价

值。最后，在档案建立过程中，还要依托BIM技术实现档案

信息的实时更新，并对历史信息进行有效存储[5]。保证古建

筑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还能利用档案信息内容进行有

效对比。比对出更有效的保护措施，将BIM技术的可视化功

能进行凸显，为工作人员创造出更有利用价值的档案信息。

3  BIM 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的结构应用改进

3.1  强化人才建设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BIM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化

技术，其优势已经在建筑行业中有所显现。但在实际发展过

程中，出于各种原因依然存在对BIM技术不了解的人员。对

于古建筑保护工作来说，为了更好的应用BIM技术，就要先

强化人才建设。从工作人员层面进行提升，保证每个工作人

员都能充分了解这一技术[6]。只有充分了解，才能将其功能

更好的渗透到自己的工作中，并将其优势发挥到极致。在强

化人才建设方面，需要从两方面加强。其一是培训，其二是

引进。在培训工组中，古建筑保护单位要聘请专业人员，给

予工作人员先渗透BIM技术的概念以及BIM技术在古建筑保

护工作开展的必要性。借此，提高工作人员对BIM技术的重

视度。然后，针对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工作环节，渗透BIM技

术的实际应用过程，让工作人员可以更深入的了解BIM技术

的实际应用，并对其应有优势有所熟知，进而提高工作人员

的认知水平。通过开展这样的培训工作，可以有效提升工

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保证BIM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引进工作

中，古建筑保护单位要制定严格的招聘标准，为复合型人才

的加入做好准备。这样就能吸收更多的优质人才，为BIM技

术在古建筑保护工作中的渗透提供保障。在这样复合型人才

的带动下，势必会创建一个更与时俱进的工作环境，使得整

个工作的工作面貌可以焕然一新。同时，借助复合型人才的

带领，还能有效激发原有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原有

工作人员可以开展自主学习。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升自己，让

自己可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成为古建筑保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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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的主力军，避免被行业淘汰。这一过程既是自我提升过

程，也是自我适应过程。工作人员必须要具备学习的意识，

才能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

3.2  完善应用体系

应用体系的建立是BIM技术应用于古建筑保护工作中的

前提条件。在实际工作开展中，要完善这一体系，助力BIM

技术在古建筑保护行业的长效发展。在应用体系完善工作

中，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做好制度建设[7]。在基础设

施建设中，古建筑保护单位要落实BIM技术的应用平台，并

将其配套设施健全。BIM技术的大部分内容呈现，都是依靠

软件来完成的。但是计算机软件与古建筑现场的融合需要借

助一些数字设备进行实现。利用这些数字设备，将古建筑

现场的信息进行反馈，给予BIM技术的后续应用提供数据信

息。为此，古建筑保护单位要根据自身的未来发展规划，加

大资金投入，进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这一基础设施建

设以后，还要加强管理，并将基础设施管理工作纳入到BIM

技术应用体系中。更好的保护相应的基础设施，为古建筑保

护的开展提供助力。在制度建设中，要明确BIM技术的应用

原则，保证其功能优势充分发挥。同时在制度建设中，还要

对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以及岗位职责进行明确，让工作人员

可以充分了解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及工作流程，保证BIM技术

的切实应用。另外，在制度建设中，还要做好奖惩制度。利

用奖惩制度的确立，给予工作人员以提醒。同时还能提升工

作人员的责任心，助力古建筑保护单位与时俱进的发展。从

以上两方面完成BIM技术应用体系的完善，构建一个完整的

应用体系。从技术应用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控制，切实提升

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推动其实现可持续

发展。

结束语：

总而言之，古建筑保护已经成为历史文化传承中的重要

内容。为了更好的保护古建筑中，需要借助BIM技术的数字

化理念，构建古建筑模型，切实有效推进古建筑保护工作。

通过利用BIM技术中的收集信息、建立模型以及建立属性档

案等方面，切实将古建筑中的各方面信息进行有效维护，进

而为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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