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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徐 微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海口 570100）

【摘 要】 BIM技术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建筑设计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技术手段，尤其是对于建筑结构设计工作者来说，
其更是能够表现出较强的实用性效果，基于BIM技术应用于结构设计目前在工程建设中还存在诸多技术
难题有待研究和解决，本文针对目前建筑设计中BIM技术应用存在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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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现因各专业工程由于沟通不力导致构件安装或施工

出现问题，不论是回厂重造还是现场调整修改均会造成

工期延误，造成大量人工及材料浪费。

BIM平台创建的建筑信息模型在建筑、结构、机电
等各个专业之间，甚至整个建筑设计施工使用期限内都

具有一定的调和性。由于技术的发展，BIM建筑模型按
照不同专业的需求，经简化后可以导入到各设计专业的

计算软件中进行计算分析，使得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在

基础建模上节省更多的时间。目前建设项目的施工还是

根据 2D图纸进行，因此，为了适应实际施工的需要，
在 BIM平台中创建的三维模型也可以转化为传统的 2D
施工图。

1.3 设计修改的联动性
Revit Architecture软件和 Revit Structure软件是 BIM 

核心建模软件，当建筑或结构模型完成后，模型里各个

构件都是具有联动性的，后期的设计发生变更时，可以

直接在 Revit项目浏览器的施工图上修改，也可以直接
在三维模型中修改，只要一处发生变化，其他相应的地

方都联动的发生变化，这种联动性大大减少了设计人员

在施工图绘图阶段的校对工作和产生尺寸错误的概率。

2  BIM技术应用在结构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BIM软件操作所需的参数与传统的 CAD要
求不一致
结构专业利用或等有限元软件进行结构分析计算并

计算结果符合要求后，再通过工具进行二维施工图的绘

制。为完成本专业的设计任务，需要不断地重复建立本

专业分析模型，并输入大量的数据，导致因人为的反复

操作而使得修改的数据很难保证前后一致。BIM技术设
计理念是用三维立体的建筑模型代替图纸表达设计的意

愿，同时模型提前模拟施工的实际情况，在虚拟空间中

通过计算解决真实施工出现的问题，将离散信息融合成

参数化信息。两者之间的操作顺序不一样导致相关技术

软件的支持所需的数据不一样。

2.2 BIM不能满足结构设计中特殊构件的设计
结构工程师在建立结构模型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

建立的物理模型能否正确转化为结构计算分析模型，并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修改《海南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量清单招投标

评标办法》的通知中所做的修改“本省行政区域内装配

式保障性住房项目、政府投资的单体建筑面积≥30000m2

以上的公建项目或招标控制价≥8000万元的其他房屋建
筑工程应当应用 BIM技术”。今年 BIM政策陆续出台，
由于各地自由贸易城市场的建设，各省基建项目一个接

一个的建造，而海南自由贸易岛的建设更是如火如荼，

并且国内各领域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向更高技术

发展。建筑行业也应顺应趋势摆脱传统的建造方式，努

力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运用BIM技术解决建筑设计问题。
BIM的最大特点就是建立了一个共享平台，将项

目的各个专业相关数据信息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仿真

模拟并且可以进行可视化的三维信息输出，非常的直观

有效。

基于 BIM技术应用于结构设计中还存在诸多技术难
题和障碍限制亟待解决，例如，结构信息模型与结构计

算软件之间的数据互通等。只有逐步解决这些应用中的

问题，设计过程才能保持通畅，提高设计的速度，保证

施工进度。2018年，中央宣布将海南岛打造成全球最大
的自由贸易港，为高效率、高质量地促进自由贸易港的

建设，在建设设计中 BIM技术尤为重要。

1  BIM技术在建筑行业发展的意义

1.1 减少返工，提高工作效率
BIM技术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助于协同互动的信息

共享平台，让项目各个专业的人员及时获取信息和修改

更新信息，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程质量。简单说，就

是在建设项目施工前，预先在电脑上演习一遍施工过程，

不同专业的设计人员在相关的 BIM平台上协调，发现矛
盾，解决矛盾，达到优化工程方案的目的。通过 BIM平
台演示的施工过程，可以针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对设计进行更改，从而增强对工程施工的质量控制

和进度控制。

1.2 BIM技术多专业协调的优越性
不同建设项目在不同的专业工程相互交叉、纵横交

错，各建筑构件交叉连接、结构繁杂，如果到施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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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获得结构分析软件认可。在结构设计中，安全性分析

计算是否合理及符合规范要求是结构工程师最关心的问

题。传统软件建立的是完全的数据库式模型，就目前存

在的 BIM技术软件来看，实现物理模型与结构分析模型
之间的相互转换是行得通的。但在实践中发现，要实现

相互转换时保持模型的一致是有条件限制的。由于结构

分析模型中包含了大量传统计算分析程序所要求的各种

类型的信息，如规范要求的结构计算参数，风荷载、受

弯构件的挠度限值、支座条件等，使得相关工具软件中

需要釆用的参数类型更加复杂，让初学 BIM技术的结构
设计人员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和掌握 BIM物理模型与传
统结构计算模型之间的相互转换，然而这又是结构设计

人员所迫切希望得到解决的关键问题。BIM的物理模型
中釆用的构件一般是比较常用的常规标准构件，而在结

构设计中往往需要用到特殊的结构构件，例如，结构构

件形式纷繁复杂，体型不规范，在导入到结构分析软件

的时候就会出现数据遗漏或丢失的情况。特殊构造的结

构构件 BIM模块（族）设计得不好，无法达到结构工程
师预想的效果，结构工程师不得摒弃 BIM模型及相关技
术的应用，回到传统的 2D设计模式。

3  解决对策

3.1 创建符合公司设计要求的项目样板
项目样板是建立 BIM模型的基础，建立一个符合设

计要求的项目样板，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

重复性工作，进而加快设计速度，所以要创建符合本公

司设计习惯的项目样板。目前 Revit Structure工具软件具
备了很多符合国内习惯的结构标准的项目样板文件，但

它面对的是众多的国内用户和各种形式不一的工程项目，

经常会有特殊的情况而使得用户需要调整较多的设置才

能满足需要。建立的项目样板，是否能形成一个统一有

效的标准需要一个实践碰撞检验的过程。

3.2 创建适合设计人员设计标准和规范的常用构
件族
使用 BIM技术中主要从事民用建筑设计的设计人

员，其常用的结构构件是现浇钢筋混凝土构件及现在国

家推行的装配式建筑，常用的结构构件是建筑基础、建

筑墙柱、建筑梁板、建筑楼梯等。结构设计人员根据设

计需求来创建符合设计规范要求、建筑设计标准的标准

构件族，提高设计效率；按照设计需求将项目常用的构

件族载入项目样板文件可以减少文件字节，提高电脑运

行速度，进而提高工作效率。运用 BIM技术创建自己的
族群，可以用 Revit Structure软件对提供的构件族进行修
改，还可以创建常用的标注符号和工程大样、创建公司

图框等。

3.3 创建与单个工程项目匹配的异型构件族
结构设计人员在工程设计中需要密切配合建筑和机

电专业，实现其期望的立面、空间效果和其设备和管线

布置时所需要的空间，确保结构构件不与其他的专业产

生冲突和碰撞。要实现这个目标，结构设计人员最直接

的方式是采纳异型（非常规）的结构构件，例如，异形

梁、鱼腹式吊梁、异型柱、型钢混凝土构件、折板等。

BIM的建模工具通常没有这类异型构件的构件族，结构
设计人员如果采用建模工具里已有的标准构件来替代此

类异型构件，即经过简化的结构模型去与其他专业进行

设计沟通，容易造成真正有矛盾的地方没有被发现，没

有问题的部位发出错误的引导信息，从而适得其反，增

加协调的工作量，降低工作效率，无法体现 BIM的核心
价值。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结构设计人员创造与单个

工程项目特点匹配并且符合自己设计习惯的的异型构件

族是应用 BIM技术必须做的准备工作。

4  结语

从传统的结构设计模式到 BIM技术方法应用已经
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设计师和设计团队的技术运用也

发生了根本变化，但由于技术更新运用的局限性，设计

人员的技术能力的提升效率太低，从而导致 BIM技术仅
在一些大型建筑设计公司尝试应用，在许多小型设计公

司仍采用常规的 CAD绘图。因此，希望国内 BIM软件
开发者应努力改善 BIM软件的缺陷，加大宣传推广的力
度，从而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建筑信息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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