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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在工程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以北京某高校科研实验楼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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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 BIM 技术在某高校科研实验楼建设项目施工管理中的综合应用。利用 BIM 技术进行了辅助设计应用、场地布置模拟、

施工方案模拟、可视化交底、管综深化设计和支吊架深化设计、BIM 文档管理、以及基于 BIM 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为施工过程各专业配

合提供串联协同，为组织管理提供分析优化，为决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以数字化、信息化和可视化的方式提升项目建设水平，达到精细

化管理的目的。BIM 技术在本项目中取得了良好的工程应用效果，希望能为以后同类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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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施工过程通常具有涉及专业多，体量大，综合性强、建设

周期长等特点。不仅需要管理大量的施工材料、多种施工机械、不

同专业的施工队伍，同时还应具备多专业、施工工艺复杂、施工周期

长等特点。BIM 技术通过三维集成的设计模型，能够直观地获取建筑

工程设计相关的信息和工程专业的视图，实现了在一平台上多元应用

需求、多线程服务、多方流程化协作等建筑应用信息技术[1]。可对建

筑施工过程进行资源调配优化、施工模拟、施工过程控制等全方位的

优化措施，从而达到进度控制、质量控制与成本控制的目的[2]。 

一、工程概况 

该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建筑功能为某高校科研实验楼。本

工程由一期工程与二期工程组成，其中一期工程已经建成投入使

用。本次为二期工程施工阶段，建成后与一期工程联通使用。二期

工程总建筑面积 1.43 万平方米，地上 0.93 万平方米，地上六层，

建筑高度 28.95 米。本项目设两层地下室，地下建筑面积 0.50 万平

方米，基础埋深 10.25 米，项目 BIM 模型见图 1。地下二层为人防

区，平时为车库战时为甲类人防物资库。地下一层为实验室、变配

电室及各辅助用房，设有电缆夹层。首层至六层主要为实验室及教

学科研用房。 

 

图 1  项目 BIM 模型 

二、BIM 应用概况 

本工程 BIM 应用为提高工程设计及施工质量，更好地开展该工

程的项目管理工作，达到项目设定的安全、质量、工期等各项管理

目标。BIM 技术在本工程施工中的应用主要在以下方面：辅助设计

应用、场地布置模拟、施工方案模拟、可视化交底、管综深化设计

和支吊架深化设计、BIM 文档管理、以及基于 BIM 质量管理和安全

管理[3-4]。为施工过程专业配合提供串联协同，为组织管理提供分析

优化，为决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以数字化、信息化和可视化的方

式提升项目建设水平，达到精细化管理的目的。 

三、模型搭建与深化 

根据施工图建立建筑专业模型、结构专业模型、机电专业模型、

钢结构专业模型，并将各专业模型进行关联创建本项目整体模型。

根据施工场区建立场地布置模型，包括施工区域、材料加工区域、

临建办公区、临建生活区以及周边临近建筑。 

设计模型深化：对 BIM 模型进行全专业深化设计，在设计 BIM

模型的基础上，根据设计变更及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补充、完善、深

化，创建并更新维护 BIM 模型。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及时记录

和协调解决施工专项问题。 

施工措施模型深化：在项目模型和场地模型的基础上对施工场

地、临时建筑、大型器械进出场及使用、脚手架、安全围护等施工

措施项进行全面深化。BIM 施工模型将与施工现场同步，并根据现

场变化实时对模型进行调整。 

设备模型深化：统筹项目设备供应商，对 BIM 设计模型中设施、

设备等构件按照实际设施、设备情况进行建模，并添加实际参数信

息供项目交付后运营维护使用。 

四、BIM 在本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4.1 辅助设计应用 

通过 BIM 模型可视化、碰撞检查，发现图纸中的错漏碰缺等问

题，撰写碰撞检查报告。并对图纸问题进行汇总、分类，反馈给设

计单位对施工图进行调整，在施工前解决大部分图纸问题，降低返

工成本。在施工过程中利用 BIM 模型验证现场设计变更，演示变更

前后效果、技术参数、经济性、可操作性等，并将变更信息体现在

BIM 模型中。 

4.2 场地布置模拟 

（1）场地交通规划：利用 BIM 提前对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

临时施工道路等进行规划管理，合理有效地安排场地，避免交叉作

业相互影响带来的施工延误。提前规划进出场运输路线，保证运输

车辆在施工现场有序运行，提高施工效率。 

（2）加工区布置：利用 BIM 技术优化并指导场地规划，包括

施工中的材料堆场位置、临时设施的布置。建立施工现场场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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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工场地布置、动线路径、塔吊运动、原材料堆放转场、半成品

区域、成品区域、加工区域、场地周转利用、现场运输交通、临时

围挡、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等进行模拟，优化方案，对施工总平面规

划合理性进行验证。 

（3）绿色施工：利用 BIM 模型进行绿色施工管理，进行夜间

施工照明方案规划、模拟，准确评估灯光照射亮度、施工噪声等影

响因素进行解决方案模拟预演，确保符合现场施工及绿色节能的要

求。 

4.3 施工方案模拟 

针对本项目各项施工方案，应用 BIM 模拟施工工艺、流程、资

源配置，论证施工方案的可行性和经济性。采用 BIM 施工模拟动画

对施工管理人员及操作工人进行可视化交底，严格控制施工过程，

确保重难点施工顺利完成、一次成优。在施工阶段 BIM 模型的基础

上，添加施工过程、施工流程、施工工序等信息，对施工过程或施

工工序进行可视化模拟，并充分利用 BIM 模型对施工方案进行分析

和优化，提前发现问题，提高施工方案的可行性、合理性、经济性，

提高施工方案审核效率， 终能够实现主要施工方案和复杂施工工

序的可视化交底，图 2 所示。 

 

图 2  施工方案模拟 

4.3 可视化交底 

利用 BIM 模型进行可视化沟通交底，帮助施工管理人员与劳务

班组在技术沟通的过程中，更准确的理解设计意图和施工细节，减

少因沟通偏差导致的施工问题，有效降低沟通成本。并采用协同管

理平台和手机二维码共享等方式进行建筑信息与施工信息可视化

查询。 

4.4 管综深化设计和支吊架深化设计 

（1）管线综合：利用 BIM 进行机电管线的深化设计。解决水、

暖、电、通风与空调系统等各专业间管线、设备的碰撞，为设备及

管线预留合理的安装及操作空间。确保综合管线布局的合理性与美

观性，避免后期因为设备参数变化等引起的设备运输受阻、调运洞

口尺寸偏小、设备机房空间不足等问题减少返工现象，减少管线占

用空间并优化净空，如图 3。 

（2）支吊架设计：在机电深化设计过程中，对于综合管线，

须进行支吊架的设计深化。在进行机电深化设计时，须考虑支吊架

的实体模型排布，还须考虑在支吊架布置完毕和位置确认后，对支

吊架选型进行校核计算，所选支吊架满足管线布置与荷载要求。 

 

图 3  电管线模拟漫游检查碰撞 

4.5 BIM 文档管理 

将施工相关信息，技术参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建造日期、

施工单位、保修年限等录入到 BIM 模型构件中，并链接、关联对应

的工程设计图纸、档案资料，创建完整的工程档案 BIM 模型。上传

至 BIM 协同管理平台实现建设项目文档的集成信息管理，以实现在

建项目工程变更管理中快速进行各种变更文件的记录、更新和查

找，实现相关变更工作的基础文件、资料等的收集和整理，作为后

期变更管理的重要参考。 

4.6 基于 BIM 的质量管理 

创建 BIM 虚拟样板间，结合工程实体样板，为现场施工人员提

供施工过程指导和质量对照标准，提高施工质量。现场施工管理人

员在手持移动设备上查看 BIM 模型，获取构件细节、尺寸、标高、

复杂区域各构件空间位置关系，协助现场作业指导。采用移动终端

随时将施工现场质量问题上传到 BIM 协同平台，快速通知责任方及

时整改。将复杂节点、隐蔽工程 BIM 模型植入 APP，施工人员通过

手机扫描图片或现场获得相应部位的虚拟场景。介于真实世界与虚

拟场景间查看、操作三维场景，便于施工现场作业指导。 

4.7 基于 BIM 的安全管理 

（1）安全识别检查：运用 BIM 技术，实现危险源的可视标记、

定位、查询分析，保证施工人员进入现场的动线通道及安全休息区

的安全性。安全围栏、标识牌、遮拦网等需要进行安全防护和警示

的地方、施工用材料运输通道（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运输过程中

的车辆周转场地在模型中进行标记，提醒现场施工人员安全施工。 

（2）安全防护模型：创建各施工阶段的安全防护 BIM 模型。

提前规划好现场安全防护，全面无死角、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现场安

全防护方案。并用于管理人员的安全交底，确保现场按照 BIM 模型

布置安全防护设施。 

（3）应急疏散：人员应急疏散方案尤为重要，将 BIM 模型导

入仿真软件中，模拟人员疏散情况，辅助高层消防通道、消防设施

等的设计验证及优化。 

 

图 4  安全防护模型建立及危险源虚拟辨识 

五、结语 

本文介绍了 BIM 技术在某高校科研实验楼建设项目施工管理

中的综合应用。利用 BIM 技术进行了辅助设计应用、场地布置模拟、

施工方案模拟、可视化交底、管综深化设计和支吊架深化设计、BIM

文档管理、以及基于 BIM 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BIM 技术在本项目

中取得了良好的工程应用效果，希望能为以后同类工程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杨天华，蒋文平.BIM 技术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以综

合业务楼为例 [J].建筑经济，2021，42（S2）：86-90. 

[2]袁霈龙，刘渊博.基于 BIM 技术的高层住宅建筑质量安全管

理研究[J].建筑经济，2023，44（S1）：301-304. 

[3]孙崇威，许子龙，付照祥等.BIM 技术在仿古建筑工程施工中

的应用[J].建筑结构，2023，53（S1）：2385-2390. 

[4]冯晓科.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建

筑结构，2018，48（S1）：663-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