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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的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的研究 
路  畅  童卓智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  400016 

摘  要：近年来，建筑业的发展体现出“中国速度”，有研究数据表明，“从 2000 年至 2021 年，建筑总产值翻了 4.5 番。”为我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就当前装配式建筑而言，尽管在 BIM 技术的带动下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但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还不

够广泛，装配式建筑在智慧化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基于此，本文从 BMI 技术下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

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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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reflects the "China speed"，some research data show that "from 2000 to 2021，

the total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increased by 4.5 time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As far as the 

current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are concerned，despi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driven by BIM technology，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s not widely enough，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on the road of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under BMI technology，and puts forward the 

promo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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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作为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的核心技术——BIM，它是将

装配式建筑所有流程中涉及的各类有效信息，通过“共享知识库”

的形式流转至各项目参与方。因此，BIM 技术出现，使得装配式建

筑智慧建造的发展有了新的方向，而智慧建造概念的提出是通过信

息化技术，获取到装配式建筑的相关信息，以实现建造的智慧化。 

一、基于 BIM 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存在的问题 

（一）标准化问题 

1.设计标准程度化较低 

在设计过程中，建筑设计占据着相对较为重要的地位。当前建

筑设计标准与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标准会有些许不同，装配式建筑在

设计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模数化标准执行，并且不能进行模块的拆

分，为的是在建筑设计的初始就进入到模数化标准的“轨道”，为

结构构件与部品部件的生产做好铺垫、打好基础。另外，就部品部

件而言，像预制板、预制楼梯、外挂墙板等，这些功能性的建筑产

品，现阶段缺少一定的认定标准，使得产品的质量不能得以保障，

终装配后的产品质量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2.产品矛盾 

装配式建筑是通过标准化的设计、精确的尺寸控制以及施工方

法，将预制构件、部品、配件等，像楼板、楼梯、墙板等，在工厂

中进行生产，待生产完毕后将这些预制产品运输至建筑的施工现

场，同时运用科学的方式进行装配的建筑。作为装配式建筑设计的

前提——模数协调当前推行力度不够，在设计期间，会出现部品与

部品之间、管道设备之间等不能有效协调问题。虽然 BIM 技术有三

维可视化与参数化设计功能，但是在面对构件拆分时，会因为没有

可参照的拆分标准，而使 BIM 技术难以发挥它的作用。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拆分出的构件，会为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带来较大的困难与

不便，从而出现大量返工或重复性工作的情况。 

3.设计理念不规范 

现阶段我国装配式建筑的结构设计， 为核心的理念非“等同

现浇”莫属。简单而言，是以现浇结构为基础参照，在进行设计时，

经过选择结构类型、整体结构分析、拆分构件、深化设计等过程，

再由生产工厂依据设计图纸生产预制产品，基于“等同现浇”的设

计理念会导致预制产品种类繁多、生产复杂、很难形成规模化的批

量生产模式、施工的过程繁琐等，这些都与建筑工业化理念有一定

的偏差。 

4.设计过程不规范 

由于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各环节都可能对项目整体的进度、成本

等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装配式建筑在设计、生产、装配式阶

段等流程中，对项目各参与方的协调和信息的交流沟通提出更高的

要求。BIM 技术以信息携带、流转的优势，将信息贯穿于装配式建

筑项目各环节中，当前在装配式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少数工作人员

并未按照设计的规范，会以个人习惯进行文件命名或模型编码，这

会对信息的流转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会出现文件传输错误、信息

失真等现象。这些错误会在无形中拖延项目的进度，增加项目成本，

对项目各参与方带来一定的负担。 

（二）BIM 软件与数据格式问题 

1.国内 BIM 软件较少 

BIM 并不是一种模型，它是一种理念，BIM 软件经过多年的实

践与检验，当前已相对成熟，我们熟悉的 BIM 软件有 Autodesk、

Dassault、Nemetschek 等，同时我国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施工等阶

段多数还是会应用国外的 BIM 软件。相对于国外的 BIM 软件，我

国 BIM 软件目前还处于开发、摸索的阶段，与国外还是有一定的差

距，目前我们熟悉的国内 BIM 软件有广联达、鲁班等，尽管这些

BIM 软件开发公司在深化设计、造价等方面已较为成熟，但是在 3D

建模可视化方面与国外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由此可见，装配式建筑

中应用国内 BIM 软件还是较少的。 

2.BIM 软件的数据格式存在差异 

BIM 理念贯穿于装配式建筑的全过程，它运用信息化的优势，

带动装配式建筑产业化的发展，它运用数据的优势，支撑整个装配

式建筑项目，技术是理论 好的实践，BIM 软件是实现理论的 佳

“工具”。BIM 软件在实际的运用中，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即

不同软件之间的数据格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协同工作、信息共

享等难以实现，对装配式建筑的整体进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理论与技术人才问题 

1.缺少建筑产业化人才 

现阶段在我国从事建筑设计的人员中，对 BIM 技术的了解的人

员占七成，然而在这七成的建筑设计人员中，真正懂得或正在使用

BIM 技术进行建筑设计的人员却少之又少。大多数建筑设计人员由

于对 BIM 技术缺乏一定的了解，在 BIM 软件操作中出现生疏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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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按照固有的设计流程进行工作，导致在工作中出现协同意识不

足、文件命名错误、模型编码混淆等问题。另外，就我国每年建筑

专业毕业生而言，其中具备建筑项目协同能力的比例偏低，同时建

筑产业需求人才数量较大，以当前毕业生的数量也难以填补建筑产

业化人才的缺口。因此，建筑产业化人才的匮乏是当前我国装配式

建筑智慧建造发展的短板。 

2.缺少专业的装配工人 

在我国建筑业中，尽管现浇技术的结构体系、工程管理等方面

都已非常成熟，但是在一线的生产技术或管理人员，存在学历不高

的现象，基本在大专或高职以下，同时，从事生产类工作的人员，

像钢筋工人、模板工人等，以学历在初中以下或者外来的农民工居

多，很多人员并未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更没有相关从业资格证

书。当前，在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期间，由于施工单位缺乏专业的装

配工人，大多数单位都在施工前对工人进行岗前培训，并且多数工

人只掌握现浇技术或新入职的，对于预制产品的装配技术缺乏一定

的理论知识与工作经验，只能在施工中边学习，边解决问题。 

二、基于 BIM 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推进策略 

（一）标准化完善 

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水平可以体现出建筑行业的标准以及国家

标准是否完善。从当前情况而言，我国建筑行业标准的制定存在一

定的“缺陷”，设计的产品尺寸大小不一，使得在预制产品的生产

过程中，不少生产工具不能实现“通用”，导致预制产品无法进行

规模化的批量生产。因此，我们需要将相关的规范标准进行完善，

具体方法如下：第一，由政府牵头，组织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以

及装配式建筑产业相关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标准的制定中来，在标

准制定的过程中，逐步将规范贴近于装配式建筑产业，同时将 BIM

技术、VR 等信息化技术运用至装配式建筑的工作中，使装配式建

筑朝智慧建筑的方向迈进，从而推动城市智慧化发展。第二，在政

府补贴的情况下，鼓励建筑行业内的知名企业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

企业规范制度，当然该制度内的相关标准要高于行业、国家的标准，

从而有效加快装配式建筑向智慧建造的发展脚步。另外，依据我国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特点，结合国家、地方的建筑行业的规范标准，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来约束装配式建筑各环节参与方的行

为。 

（二）自主研发软件，实现生产工艺革新 

对于自主研发软件方面，我们会秉承着“创新是促进技术发展

进步的核心力量”，坚持自主研发与创新，对于装配式建筑的技术

研发、实验室建设予以全力支持，同时鼓励各高校、企业共同讨论

与解决技术上遇到的软件间的格式差异、数据信息缺失、结构体系

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对于有重大贡献的企业或个人，国家可以适当

予以政策上的补贴，例如，减少企业税收等。另外，国家可以鼓励

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积极构建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的绿色生态体

系。面对我国当前装配式建筑产业中存在的生产工艺、施工技术陈

旧等问题，装配式建筑项目各环节参与方需要在坚持本单位优秀的

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例如，对设计方而言，需

要将传统的设计流程、理念进行重新梳理与革新，做到“去粗求精”，

主动将 BIM 技术应用于创新设计工作中，以形成信息化的工作流

程。对施工方而言，可以基于政府政策的情况下，组建企业内部的

技术、信息化等相关的研发部门，并且针对装配式建筑的发展特点，

研究、分析出创新的施工方案、方法以及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的

应用方法等，用技术与信息化抢占行业的先机，努力成为行业的“领

跑者”。对生产方而言，在节约材料和成本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生

产流程，并且保持与设计方的紧密沟通，持续开发可以进行规模化

批量生产的设备或工具。 

（三）培养专业人才 

1.装配式建筑的实训基地建立 

当前各高校土木类专业的建材教学多以土木工程材料为主，对

于装配式建筑却很少涉及，而装配式建筑是加强“产学研用”合作

教育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也是搭建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平台。因此，

企业可以与高校建立装配式建筑的实训基地，将 BIM 技术、大数据、

云计算、VR 等信息化技术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从而形成系统的

装配式建筑教育体系。学校作为装配式建筑人才的主要培育阵地，

其 终目的是为社会和建筑业培养需要的人才，而企业恰恰拥有学

校没有的资源——即实践场所，为此，学校可以与企业进行“拉手”

合作，将资源、信息化技术等“转移”至人才的培育中。装配式建

筑实训基地的建立，有助于学校开展线下的实践教学，使理论知识

与实践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使装配式建筑教育体系有更为明确的教

育方向，以实现针对性的人才培育。 

大多数建筑产业人才在经过实际项目、出国深造等过程后，逐

步成为企业中的成熟人才，而这一情况也恰恰反映出在人才建设的

过程中，企业和学校缺乏一定的对接。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的建设，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可以将学生直接“输送”至

企业，并且践行“双重导师”的制度，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提升学生实操能力，有助于缩小人才能力与岗位需

求的差距，从而实现装配式建筑专业人才从学校到企业的一站式

“服务”，为企业与学校同时解决用人与就业的需求。 

2.“互联网+”教育平台建立 

装配式建筑“参与”建筑的各个环节，从“设计——装配——

运维”三个环节中，需要以大量的信息作为“支撑”，学校可以结

合装配式建筑“三个一体化”的发展特点，开发“基于 BIM 技术在

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应用课程”，以开展针对性的教学。值得注意

的是，课程的设立要减少重复性的知识点，以免出现学习的“视觉

疲劳”。基于“互联网+”的理念下，教师可以借助建筑云平台，依

据各环节的设计特点为学生布置科学的设计任务。利用“互联网+”

的教育平台，加之图、文、声等优势，学生在学习中可以直观感受

到课程的灵活性，并且与教师实时进行交流、讨论，使学生学习彻

底摆脱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真正实现互动与协同。通过学校传统的

线下教学、线上“互联网+”教育平台以及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

可以实现“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全面培养装配式建

筑的新型人才。另外，学校就业处可以与装配式建筑企业达成合作，

帮助学校学生解决实习、就业问题，从而达到学校与企业的“双赢”。 

3.多层次人才结构与人才培养 

随着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衍生出对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技术

或管理人才的需求。对此，我们可以建立学习培训制度，培训频

次可以是每月一次，聘请在装配式建筑行业的专家、学者或者高

校教师、企业管理人才等，由他们对不同岗位的人才进行技术、

管理等方面的培训，这也是为专业人员提供学习与转型的机会，

当然在培训结束后，需要采取考试的形式来对人才进行选拔，对

于通过考试的人员会颁发相应的等级资格证书，而后便可从事装

配式建筑的相关工作，这样的培训机制，可以将继续教育、职业教

育持续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装配式建筑作为我国建筑业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

建筑信息化的“协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装配式建筑的快速

发展。由 BIM 技术下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相

应的策略——即标准化完善；自主研发软件，实现生产工艺革新以

及培养专业人才。因此，随着 BIM 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使装配式

建筑在智慧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平稳，从而逐步实现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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