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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建筑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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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发展，在建筑工程设计过程中已经广泛应用。它可以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在计算机

上进行模拟，帮助设计者更好地完成相关设计，从而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本文首先对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应用情况进行了

介绍，然后重点分析了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建筑工程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建议，以此来促进我国建筑工程行

业科学合理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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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It 
can simulat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actual work on the computer to help designers better complete the relevant design, thu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paper fi rst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of 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design and puts 
forwar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 c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building engineering industry.
Keywords:  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design; 3D simulation technology

1  计算机仿真技术应用现状

计算机仿真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从最开始的建筑工程设计到现在的

电子信息技术开发以及软件工程。 但是由于对它认识不到

位，在建筑行业中应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普及。 由于很多

从业人员对于计算机仿真技术缺乏了解以及掌握，导致在

设计过程中受到影响，使建筑施工工作效率低下。 例如：

在一项比较复杂的工程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建筑物内各种

设备和设施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 但是由于当时很多工作

人员对计算机仿真技术还不了解，因此他们在进行设计时

都会选择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设备、设施按照图纸来建

造，这样可以使建筑工程更容易完成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计算机仿真技术应用前景非常广泛，它不仅可

以帮助设计者完成工程建设，而且还可以提高建筑施工部

门工作效率。

1.1 建筑工程施工问题分析

计算机仿真技术可以提高设计质量，减少设计错误。通

过在计算机中仿真技术可以将实际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以动画形式呈现出来，方便设计者进行分析和研究。 建筑

工程施工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涉及到多个方面。其中

工程建设质量是其最为关键的环节。 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建

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可以对实际建设过程产生的各种问题

以模型呈现出来，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设计工作质量和效

率，减少失误和事故。 然而当前我国很多工程建设单位在

实际施工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建筑工程

施工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因此导致设计质

量不高、效率低下等问题。 通过计算机仿真技术与传统设

计方法结合，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但是现在很

多设计人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导致建筑工程项目的设

计不合理、规划不合理等情况时有发生。 其次目前大多数

工程建设单位对计算机仿真技术认知度较低，导致很多设

计师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有效地完成相关设计任务。 另外一

些建筑公司为了增加企业收益，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为

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就会减少设计环节，甚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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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标准，导致在施工过程中经常出现失误或错误，给整

个项目建设带来很大影响。

1.2 设计过程中的主要风险分析

由于计算机仿真技术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合理利用软件功能。对于不同的客户群体，可以通过

使用不同类型的软件帮助设计者进行设计 但是由于其自身

特点，对于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有一定影响。计算机

仿真技术不能保证建筑物外观以及内部结构与实际建筑情

况相符合。由于计算机仿真技术本身具有较强的计算功能

和模拟功能，因此可以帮助设计者更好地完成工程项目施

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但是由于其自身特点，设计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状况。例如对于不同客户群体的施工

要求与标准可能存在一定差异，那么在使用计算机仿真技

术时有可能出现误差。

2  在建筑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对于施工企业来说，能够有效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能够

帮助施工企业在制定方案时能实现成本控制、优化施工方

案、缩短工期，同时还能有效提高对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

的管理。 目前在建筑设计中，能够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的

应用实现工程设计效果评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三

维建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如今在建筑工程设

计过程中已经广泛运用到了三维建模技术，对设计图纸进

行仿真模拟，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设计师对建筑工程的认知

程度还可以有效降低建设成本。2)优化图纸。 随着建筑行

业发展的不断深入，如今在一些新建建筑工程设计过程中

都会运用到优化图纸技术，这样就能够实现对施工图进行

合理优化与布置。3)仿真模拟。通过仿真模拟技术可以实

现对方案效果进行分析，从而使设计师对于方案效果作出

准确评价及判断。 4)分析对比。 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建筑

工程设计过程中主要体现为仿真测试、参数设置及运行调

试等三个方面的功能。其中仿真测试主要是指运用计算机

进行模拟实际建筑施工现场环境对方案效果做真实测试与

对比分析等。

3  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建筑方面的应用实例分析

3.1 对建筑材料的研究

建筑材料在进行设计施工时，需要根据建筑物的结构特

点，选择适当合理的结构类型，并且需要注意建筑材料在

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质量和稳定性。 

3.2 应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对建筑物进行设计

在建筑工程设计过程中，如果需要对某个建筑物进行

相关设计，必须要通过多种方法来完成该项目。通常情况

下，计算机仿真技术可以帮助实现建设项目全过程的质量

控制和成本控制。 

3.3 对施工方法进行研究

在施工方面对计算机仿真技术进行应用时可以很好地解

决当前建筑工程施工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很好地

完成相关人员和部门在施工方法选择方面的工作。

3.4 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来完成建筑工程项目

首先，将建筑物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计算机仿真设计，

并且利用该技术可以对建筑物中各个部分进行合理布局与

整合，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完成对建筑工程项目全过程所遇

到问题的解决。 

3.5 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来完成项目管理

目前对于一些大型工程而言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是

无法通过传统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难免

会有不同因素造成一些事故或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度和质

量等问题出现。 

3.6 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来完成施工方案设计

当前在进行建筑工程设计时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同因素造

成工程成本上升、资金短缺等情况的出现。运用计算机仿

真技术来进行设计方案，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还可以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来完善和优化方案设计。 

4  计算机仿真技术对工程质量产生的影响与对策

但是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其运用

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对于各种数据

指标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和判断，导致其在施工过程中出

现各种问题。如果想要保证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质量得

到有效保证，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建立健全其发展

机制和制度，提高对计算机仿真技术认识的重视程度。另

外，对于不同级别、类型的建筑工程需要进行全面系统地

分析和判断。这是因为计算机仿真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设计

工具，不能作为施工项目分析和判断的唯一标准。因此需

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对计算机仿真技术进行合理应用，这是

保证工程质量得到有效控制和提高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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