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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科技水平的带动着人们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在工

程设计施工中人们越来越注重施工效率、减少对环境的

破坏，因装配式建筑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在建筑

行业中得以快速的推广与发展。目前 BIM 技术得以迅猛

的发展，BIM 技术的应用能实现多专业的协同发展、高

效率的完成参数化建模等，所以在装配式建筑中得以广

泛应用。

1　装配式建筑概述

与现浇式建筑相比，装配式建筑是将预制构件在构

件厂进行生产加工，运输到施工现场，吊装就位后通过

拼装而成。与传统建筑相比其优点是减少大量湿作业、

改善施工环境、缩短施工时间、减少建筑垃圾产生、提

高建筑质量。

装配式建筑在设计时，若不能充分考虑到构件在

生产、安装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以及不同专业之间的设

计冲突，将导致施工过程中出现设计变更，影响施工

进度，增加成本。同时，由于施工人员的整体技术水

平较低，施工工法不够完善，所以装配式施工对施工

人员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挑战。而 BIM 技术的出现能够

促进各参与方之间的协同合作，BIM 软件的可视化功

能可展示各专业间的配合，进行施工过程的模拟，在

施工前解决因设计出现的不同专业之间的冲突，通过

施工模拟及漫游动画，加强对操作人员的技术培训，

从而提高工程质量 [1]。

作者简介：王婧婧，1987.11，汉，女，内蒙古阿拉善

左旗，阿盟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建筑设计师，建

筑中级工程师，本科，建筑设计，邮箱：331391106@

qq.com。

2　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设计与建造中的优势体现

装配式建筑是将建筑工程中主要构件通过加工厂预

制、现场拼装的一种建筑形式，由于主要部件无须进行

现场加工制作，仅需要实施构件的组装机拼接，因此这

种建筑形式造作简单，具有较高的施工效率。而正是由

于装配式建筑拥有以上特点，决定了其前期设计的重要

性，若在设计环节过程中出现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后期的

现场施工工作进程以及施工质量。将 BIM 技术应用在装

配式建筑中能够实现各预制部件的可视化显示、安装模

拟以及自动化参数校正处理，使装配式部件能够应用于

现场施工、进一步提升工程施工效率及工程质量。此外，

目前通过 BIM 技术还能够对装配式建筑项目进行施工控

制以及成本管理，为工程施工提供更好、更全面的保障

措施 [2]。

3　BIM技术的装配式建筑设计与建造应用

1. 建筑规划

合理使用 BIM 技术，能在建筑规划阶段发挥出良好

的效果。首先，可以对场地进行分析，通过 BIM 技术进

行选址，可以在众多的地理信息中选择最适合该工程建

筑的地点，能够有效地降低环境对设计的冲突和影响。

BIM 技术能够将场地信息与空间信息统一结合分析，帮

助工程项目总体负责人科学选定项目建设区域。其次，

可以运用 BIM 技术调整工程图纸，通过将实地环境中的

建筑设计进行相应比例的缩放，使建设的图纸模型与实

际结构和材料能够相互关联，例如：建设某一个构件的

模型，使其参数与整体构件模型进行关联，调整其中一

个数据时，其他相关联的数据会随着变化进行相应的改

变，方便设计师对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减少修改中出现

的误差。最后利用 BIM 技术可以调节各个方面的矛盾，

例如在改变某一数据时，其他相应数据同时改变，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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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计师一一修改，减少其中存在的误差，防止出现设

计与施工不符的现象发生。同时，利用 BIM 技术可以将

装配式建筑设计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调节，消除其中矛盾，

增强建筑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2. 三维可视化协同设计

装配式建筑是集设计、生产、施工、装修和管理为

一体的集成化建筑，相较于传统建筑集成化程度较高，

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都需要各专业人员共同配合才能完

成项目建设。如按照传统的二维协同化设计，以二维图

纸交付，将存在信息沟通不畅，造成较多的错漏碰缺等

设计问题。为此，本项目在设计的过程中，采用了工作

集协同设计方式，通过工作集将项目的建筑、结构和机

电进行分解，将分解的子项目分配给多人协作完成，如

双方设计内容有交叉，可以直接基于三维模型进行线上

交流，向对方发送申请编辑权限请求进行修改，最后将

完成的设计成果通过局域网同步上传到服务器的中心文

件，实现专业间及专业内部之间设计信息的有效传递和

交流，减少设计变更。因此，基于 BIM 技术可视化协同

设计特点，能串联起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装

修和管理的全过程，使得设计过程运转流畅，实现了

BIM 技术的真正价值，有利于装配式建筑精细化施工和

管理，提高了建造效率 [3]。

3. 碰撞检查

由于项目为预制装配式建筑，楼板、梁、柱、花

池等大量构配件都需考虑精确地预留孔洞，首先应通过

BIM 技术将各专业 Revit 模型进行协同糅合，检查错漏碰

缺，节约时间，提升效率。其次，预制构件的现场安装

对深化设计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将深化的 BIM 模型

导人 Navisworks 软件中对每个节点进行智能化的碰撞检

查，避免设计、构件制作以及现场施工的矛盾。最后将

建筑、结构、机电模型全部导入 Navisworks 软件中进一

步检测，从而彻底解决管线与土建的碰撞问题。

4. 构件模型深化设计与预拼装

构件模型深化设计是将 BIM 模型中的构件拆分成便

于生产加工的独立构件，并进行构件的配筋设计以及直

接连接节点构造的设计等。相对于传统形式，采用 BIM

技术所获取的构件模型深化设计可以更加清晰地表现出

构件的配筋空间关系、节点构造等重要的参数信息。

构件采用拆分原则处理后可利用 Revit 软件中可视化

编程工具将模型中的现浇构件的拆分及组装，以此完成

结构的拆分，如预制叠合梁在进行拆分过程中分别使用

柱、楼板、墙板等不同的拆分原则，从而得到各类构件

的拆分数据。对于装配式建筑工程中连接较为复杂的节

点需要借助 BIM 技术进行预拼装，并检查、优化节点的

连接方式。

5. 埋件布置设计

由于埋件的布置方式较为复杂，并且数量较多，在

设计时需要对其进行细致分析，设置好每个埋件的具体

位置。利用 BIM 技术能够对埋件进行预埋处理，使用模

型将预埋方案展现出来，使埋件布置设计的效率得到有

效提高。通过 BIM 技术对信息的识别和分析，能够合理

地选择埋件的内嵌组和吊钩形状。结合实际的墙体建筑

对梁结构的大小和形状进行设计，使梁结构的参数与建

筑预留洞口的设计更加相符，避免开洞不良导致墙面结

构被破坏，有效地提高梁结构设计的质量和准确度 [4]。

6. 管线分段和支吊架设计

在机电设计阶段，采用品茗 HiBIM 机电深化功能对

本项目的水暖电专业进行了深化设计，依据优化后的全

专业模型进行机电预制和管线分段，分割范围结合实际

采用了单根、整段管线，以及管线类型的方式进行分割，

暖通、桥架以及管道分段连接采用了风管法兰、桥架连

接片和管道卡箍连接方式，通过对分段的管线进行编号、

管线统计和预制出图，得到了本预制机电工程安装工程

量和下料加工图，为项目后续施工提供了准确的资源采

购计划，避免工期延误。

在机电安装准备阶段，某项目提前进行支吊架设计、

选型和布置，并进行承载力验算，对不合理的进行调整

直到验算通过，最后导出支吊架计算书，作为验算的记

录报告。在验算过程中主要设置支吊架规格、管线的规

格类型、材质密度以及支吊架的布置间距，通过验算，

可以得出支吊架的选型和布置是否符合规范的要求，支

吊架跨度验算不满足要求，主要由于支吊架布置间距 3m

超过了最大间距 2.6m 要求，其它杆件、焊缝、膨胀螺栓

以及根部底板满足验算要求。优化调整验算通过后，对

支吊架进行编号、按楼层统计支吊架规格数量、长度和

重量，提高了支吊架施工效率。

7. 用钢量设计

钢筋的分布以及使用是保证建筑质量的前提和基础，

在对工程钢筋创建中，需要明确的了解钢筋分布的位置

以及使用数量的控制。在安装过程中，需要使用 BIM 技

术来对建筑整体进行三维模型构建，准确了解钢筋的具

体分布，尤其是在梁跨、梁端方面，如果发现钢筋使用

的数量较少，或者安装位置与设计图纸有异，需要第一

时间进行处理，防止因为梁跨、梁端不稳导致房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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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倒塌的情况出现。同时还需要及时的调用二次开

发程序，对于建筑内的钢筋参数信息进行完善，与最初

的设计图纸保持一致，保证建筑的稳定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 BIM 技术应用到装配式建筑工程中是

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实际的工作中应该充分发

挥 BIM 技术的重要效用，强化装配式建筑设计 BIM 技术

的应用，还需要结合实际需求，制定出有效的应用方案，

从而不断优化装配式建筑设计，提高设计效果，使得设

计与建筑质量得以保证，促进我国装配式建筑设计朝着

现代化与智能化方向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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