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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是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的一种技术，应用了几何学、空间关系、地理信息系统的有关知识。

BIM技术不是简单的进行数据的搜集，而是一种数字信息的应用，贯穿了建筑的设计、建造、管理环节，在装配式建筑设计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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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国建筑行业长期以来发展模式过于粗放，建设

周期长，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同时对于周围环境也会造成一

定的污染和破坏，而现阶段，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各

个行业领域节能降耗是大势所趋，建筑行业转型升级依然迫

在眉睫。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使得现阶段的建筑方式产生了重

大变革，契合现阶段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可以有效达

到节能环保的目标。BIM技术作为信息技术手段，将其应用

于装配式建筑设计中，可以有效提升建筑设计水平，推动装

配式建筑的发展。

1  装配式建筑与 BIM概述

1.2  BIM技术的基本概念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该概念与2002年提出，但

在近年来才得到广泛应用，与技术发展有着密切关系。BIM

技术是一种数据化工具，能够应用于工程设计、建造、管理

环节，可以对建筑进行数据化操作，并进行信息的整合，能

够有效提升建筑的生命周期，并让工程技术人员能够对建筑

的各种信息进行理解和处理，能够起到提升工程效率、解决

成本、缩短工期的作用。

1.2  装配式建筑

装配式建筑是指提前预制部件，在施工场地装配而成的

建筑，预制部件一般在工厂内进行制作，再运输到施工工地

上进行拼接。该种建筑方式能够提升建筑施工的效率，并且

有着节能、环保等优势。装配式建筑有升层升板、盒式、骨

架板材、砌块以及板材等五种建筑类型[1]。将建筑与装修进

行融合，使形成的模式更具设计多元化、施工装配化、功能

现代化以及生产车间化，使传统的建筑行业创新成集成、环

保、节省以及科技的现代化模式，贯彻科学发展观理念。

2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优势

使用BIM技术利于寻找建筑工程设计过程中的遗留问

题，利于云端技术获取建筑体的真实数据，并且对真实数据

进行反应；同时，利于与设计人员共同协助，促使设计人员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自主开发设计建筑体的三维结构模型，

建立协调性、可视化与优化性的结构方案，对建筑建造过程

中的失误和不足进行调整，有效协调建筑模型中的尺寸。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可以事先搜集相关参数，如施工日

期、工程量、施工人员等，并将参数导入数据模型中，对建

筑施工过程进行模拟，找出可能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提升

施工人员的施工速度。BIM技术具有可视化、模拟性强的特

点，能够让设计人员清晰看到施工的进度，在实际施工中，

不断调整参数，为施工人员提供参考，让设计方案能够不断

完善，并应用于实际施工中，达到缩短施工速度的效果。

借助BIM技术协同性的设计功能，对装配式建筑应用的

预制部件的种类和数量进行调整，设计人员能够及时更改数

据和设计参数。减少设计误差。在装配式建筑中应用BIM技

术，可以减少装配过程中的误差，提高预制部件和建筑结构

的精准性，进行可靠性评估，减少因为误差导致的材料浪费

和工期延误。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能够在搭建三维模型的基础上，

搭建信息化协同管理系统，实现数据信息的实时交互，并搭

建多种沟通渠道，提升规划的专业性程度。在应用BIM技术

后，可以将现场施工参数导入到软件当中，并实施监控施

工中存在的问题。BIM技术自带提醒系统，在建筑出现一定

的误差时，能够自动发出警报，BIM技术能够使用与计算系

统，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实现实时交互，与技术人员进

行探讨，进行工程设计的再优化[2]。

装配式建筑部件设计中应用BIM技术，使信息化交流平

台得以构件，把部门与人员连在一起，使信息数据的共享以

及传输速度得到提升，使数据能够同步发布以及处理，从而

更加方便开展设计工作、调整内容。与此同时，在装配式建

筑设计中应用云计算技术，能够及时发现、纠正数字模型中

的问题所在，各个专业的矛盾点也可以马上改正，使设计人

员能将装配式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改良。

3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要确保装配式建筑的生产效率以及整体质量，首要任务

就是建立标准化的设计流程，使装配式建筑的预制式构件具

备通用性，从而是装配式建筑构件可以通过组合、分解的形

式构成多元化的建筑。标准化的设计是解决现阶段装配式建

筑存在问题的关键，对于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1  创建以及优化BIM预制式构件库

3.1.1  预制式构件库概述

创建预制式构件库是建立标准化设计流程的关键，后

续预制式构件的生产、装配以及信息化管理都将以此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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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解决现阶段装配式建筑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要实现有效

的信息共享，而信息共享的基础就是预制式构件库。预制

式构建库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其一是独立性，

即预制式构件库当中的各个构件相互独立，不会因使用次

数的增加导致属性发生改变；其二是循环使用性，即预制

式构件库当中的各个构件可以在不同项目中循环使用，只

要规格一致，即可实现批量生产；其三是可添加性，即预

制式构件库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增加相应的信息，从而便于

后续生产以及装配施工。

3.1.2  构件编码以及信息创建

对预制式构件进行编码是计算机对其进行识别以及处

理的基础，首先需要将预制式构件按照其属性以及类型进行

分类，建立类目；其次再对下属预制式构件进行编码，从而

使每个预制式构件都具备唯一性编码[2]。便于计算机快速识

别。预制式构件编码需要遵循五项原则，其一是唯一性，即

每个构件需要具备唯一的编码；其二是统一性，即所有构件

的编码需要采用统一格式；其三是实用性，即预制式构件编

码也便于计算机识别处理，便于工作人员使用和管理；其四

是完整性，即预制式构件编码需要覆盖数据库当中的所有构

件；其五是简明性，即编码形式要尽量简单明了，用简单的

字符表示[3]。

3.1.3  预制式构件优化

为了有效保证预制式构件符合实际装配施工需要，在

调用构件时需要对其进行初步的优化，将预制式构件模型转

化为IFC格式，然后导入Tekla软件当中，对其进行整体性分

析，将不符合要求的预制式构件替换或者修改，直至满足项

目实际需要。

3.2  BIM标准化设计与常规设计的不同

在装配式建筑设计环节，设计师首先要把建筑根据现浇

结构对结构节点进行

判断与分析，在分析之后，通过计算获得的节点拆分建

筑，之后再对每个构件进行拆分，并且明确好构件的大小。

构件在制作完成之后，会依照节点开展组装，从而使装配式

建筑的力学性能与现浇式建筑拥有相同的力学性能。BIM技

术的运用不只是运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还使用了互联网中

数据库的概念，在BIM软件中可自行设定拥有许多构件尺寸

的数据库，设计人员可以在数据库中提前设计好构件尺寸，

方便使用[4]。

3.3  施工模拟方面的应用

在装配式建筑实施过程中运用BIM技术创建三维立体的

空间数据模型，对各时间和空间要素进行精准化分析和整

合，促进四维空间数据模型的建立，使施工过程更加直观。

这需要设计人员有长远的发展眼光，具备专业的知识储备，

拥有相应的专业技能，能够对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过程进行合

理化控制，对场地的规划也比较合理，并且面对危机或者困

难的灵活性要强，能够及时地处理问题。

使用BIM技术，利于在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建设信息

技术化平台，能够对施工过程进行全面观察，能够掌控装配

式建筑的各种信息，便于及时发现施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促进施工的顺利开展。可以进行提前模拟演练，模拟施工过

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和突发状况的处理方法，为后续实际施

工提供经验，提高施工效率[5]。

3.4  其他阶段的应用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还能在管理、运营阶段进行

使用。在管理阶段，BIM技术可以采用可视化技术，对建筑

进行动态化管理，了解建筑的实际参数，构思建筑的调整方

向，并在添加建筑设施时，提供指导作用，避免出现材料浪

费的情况，实现人工成本的有效管理。在运营阶段，BIM技

术能够对建筑的施工过程和施工材料进行存储，并记录设备

的参数和调整记录，让运营方能够对建筑设施进行日常维

护，节约成本费用。

4  快速解决问题

BIM技术可以在建立三维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信息化协

同管理系统，实现及时的信息交流，搭建多种沟通渠道，提

高规划的合理性。在装配式建筑的部件和构建设计中运用

BIM技术，可以把施工现场的具体数据实时导入平台中，实

现施工的实时监护，能够第一时间找出存在的问题。BIM技

术有预警功能，如果建筑过程中出现误差，能在第一时间发

现并发出警报。

结束语：综上所述，将BIM技术与装配式建筑设计相结

合，可以有效解决当前装配式建筑存在的信息交流障碍、无

法协同设计、各个环节无法有效衔接等问题，对于我国装配

式建筑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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