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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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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BIM技术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种先进建筑施工技术，它构建的三维立体模型有高度仿真的效用，能够直观可视

地反映建筑结构形态的整体和细节。装配式建筑也是一种新生事物，它一经问世即获得广泛关注，如今装配式建筑开展结

构设计引进利用BIM技术，是先进科技与先进建筑方式的强强联合，未来发展不可限量。本文详细介绍BIM技术和应用特

点，结合工程案例详述它在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应用的意义，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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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prefabricated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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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Colleg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4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BIM technology is an advanc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at ha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constructed by it has a high degree of simulation eff ect, which can intuitively and visually refl ect the overall and 
detailed shape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Prefabricated building is also a new thing, it once came out to get widespread attention, now 
prefabricated building to carry out structural design to introduce the use of BIM technology, is a strong combin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construction method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s limitl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M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in detail, and describes its signifi cance in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struct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engineering case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and achieve common development.
Keywords:   BIM technology;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structural desig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引言

BIM技术即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它具备可视化、协调性

以及模拟性等众多应用特点和优势，在装配式建筑结构设

计中的引进利用，可以促进设计效率大幅提升，降低设计

误差，促进预制件设计实现标准化和协调化，结构设计实

现可视化，为结构设计提供精准数据，强化尺寸及布置设

计的合理性。它能精确设置装配率以及预制率，构建BIM模

型，生成BOM物料表等，发展空间巨大。

1　BIM技术及特点

作为一种新型建筑实用技术，BIM技术是计算机技术、

数字化技术以及信息化技术等在内的先进技术的综合性产

物，它借助计算机软件对在建工程进行模型构建，仿真模拟

建筑物的结构形态，从始至终直观可视地反映工程的整个生

命周期。同时，建筑工程在开展规划设计以及日常运维中，

也可利用BIM技术进行数字化呈现，在工程还未正式动工之

际，就可利用计算机向所有参建方呈现工程建成后的全貌，

有助于施工企业提前对工程规划建设成效进行研究分析，排

查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及疏漏之处，提前预判可能发生的安

全风险，进而对设计方案进行针对性调整。BIM技术有3个突

出特点：第一，可视化。利用BIM技术构建的建筑工程三维

立体模型，能够以直观可视的方式，帮助设计人员实现技术

参数和设计意图的有机结合，构成的仿真模型具备明显的可

视化特征，设计方案及其成效会生成三维立体图像，整个设

计方案以及技术工艺和施工内容呈现客观而直接；第二，协

调性。装配式建筑包括大量设计内容，设计方案须提前沟通

协调施工工序，引进利用BIM技术，可以提前针对性调整施

工流程，确保施工过程的组织管理协调有致，促进不同专业

工种的密切配合，保证施工过程顺利推进；第三，模拟性。

利用BIM技术构建的工程模型，能够高度模拟并仿真展示工

程全貌和细节，让所有施工成效历历在目，支持工艺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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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推演。只要相关人员可以熟练操作计算机，就能随时检

索查询工艺标准和技术控制要点，高水平设计装配式建筑施

工，取得理想的施工成效。

2　BIM技术应用于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的意义

2.1　设计效率大幅提升

建筑工程的开展结构设计的传统方式，其设计图纸全部

是二维模式的平面图。作业人员通常会就施工过程的重要

节点绘制专门三维图纸，在此基础上对工程结构利用细化

拆解，以期所有作业人员对设计意图心领神会。这种分解

方式具备明显的定点特点，在整体结构中不能清晰可见地

对构件属于预制件还是现浇施工进行划分，也不能从整体

上或局部上对结构设计进行优化布局。如果结构设计诉诸

BIM软件，良好的出图性能够导出不同专业的设计图纸，只

需提前导入专业数据，预制式设计本专业结构，设计图纸

由传统的二维平面图纸转化为3D图纸，再输入工程三维模

型后，即可直观可视地对设计图纸进行审视和分析，结合

分析结论予以对应调整。与建筑工程结构设计的传统形式

相比，BIM软件提供的建筑模型精准高效，有助于设计效率

大幅提升，降低施工过程返工频率，强化进度控制。作业

人员可提前在模型上对施工成效进行模拟，设计方案的疏

漏之处可提前排查，促进仿真模型无限接近于工程实况提

升设计方案的准确性。

2.2　降低设计误差

装配式建筑构件为预制式，赋予结构设计更加复杂的

特点，常常发生设计图纸与结构墙以及专业管线出现设计

失误的现象，传统结构设计无法绘制高精度图纸，即使图

纸存在问题也很难提前发现，作业人员按照存在问题的图

纸施工，设计失误才会原形毕露，导致正常推进的施工过

程必须暂停，待施工方案合理调整再行施工。这种现象

的后果是大量浪费施工材料，延误施工进度，导致工程不

能按期交付。如果在预制件结构设计中引入BIM软件，能

够有效规避上述问题，作业人员可熟练操作BIM软件，对

设计图纸进行自动检测，及时排查图纸错误和疏漏之处，

再导入三维模型对施工环境进行仿真模拟，结合之前排查

的图纸问题，向模型中输入改正信息，对设计图纸和方案

进行改进，设计图纸修正版出炉后再次输入模型，开展问

题复测，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设计图纸准确无误，再在施工

过程进行使用。举例来说，对房建工程预制件开展结构设

计，会涉及到大量不同专业的管线，需要密切关注给排水

以及强电和弱电等管线。由于装配式建筑构件预制性以及

模块性非常突出，给管道布设和结构设计的相互协调造成

很大难度。设计人员可结合BIM软件应用，对管线布局以及

线路铺设进行合理性检测，一旦软件遇到设计失误会自动

报错，设计人员就会结合报错结论对管线布局进行优化改

进，为预制件生产提供合理性保障，促进装配式建筑降低

结构设计的误差率。

2.3　预制构件设计实现标准化和协调化

标准化原则讲求模块化、统一化、系统化、组合化、通

用化以及结构简化。装配式建筑开展结构设计，追求构件

模板共用，压缩成本开支。建筑工程的传统规划方式是类

似楼栋镜像式拼装，实施装配式建筑，平移式关系更为常

用。某个构件可以实施模块化和组合化变动，通过单体及

多种构件之间反复打乱重组实现形式变化目的，在工程户

型、功能以及立面等结构设计成效上反映出来。通过BIM软

件对三维模型进行整合与绘制，构件布局一目了然，直观

呈现为不同构件的位置关系分析提供便利。工程决策部门

可以通过BIM软件提供的三维环境，对结构设计、施工过程

以及机电安装作业进行组织协调，优化设计管线及构件布

局，最大限度利用建筑空间，保证设计方案的合理性。装

配式建筑通过BIM软件开展结构设计，有助于设计团队群策

群力开展协同设计，数据信息得到高效整合，结构设计方

案更加协同有序。同时借助BIM技术构建工程数据库，实现

数据信息储存，创建处理平台，达到信息共享目的。

2.4　可视化开展结构设计

BIM技术为装配式建筑提供了全新的结构设计模式，有

助于设计人员对不同专业的结构设计进行直观可视的审查

和分析，及时发现设计失误，进而对不同专业工种交叉作

业进行有效规划和协同。土建工程作业人员可把构件信息

输入BIM软件，有助于提升安装和浇筑作业的准确性。BIM

的可视化特点可以为所有参建方提供直观设计展示，进而

对结构设计的整体布局和细节控制进行全方位掌控。由BIM

软件绘制的设计图纸，可帮助设计人员对工程管线以及装

配式构件设计的合理性进行研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

证最终方案获得各界认可。

2.5　提供准确的建筑数据

装配式建筑进展到竣工验收阶段，要求全面复核工程资

料，为质量验收提供依据，提升工程质量和安全稳定性。

如果通过结构设计的传统形式建设预制件工程，竣工验收

阶段特别耗时费力，原因在于结构设计极其复杂，涉及的

数据信息堪称海量，因此产生非常复杂又极其繁重的计算

量，计算错误在所难免。而计算错误后须再次计算，这个

过程是参与人员分歧产生最多的阶段，不胜其烦的数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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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让人精疲力尽，因此颇费周折。装配式建筑开展结构设

计，如果全程采取BIM技术，能够轻而易举地化解竣工验收

阶段计算任务过重的难题。具体做法是结构设计相关数据

资料全部导入BIM软件，不同项目构建专用数据库，BIM系

统为设计人员提供数据准确性检测和查询，用于竣工验收

非常方便快捷。

2.6　强化尺寸及布置设计合理性

BIM技术支持下进行结构图纸设计，可以为设计人员

提供工程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不同材料规格尺寸也会同步

提供。以钢筋材料为例，这种信息化设计能够对装配式建

筑开展高效钢筋材料设计，设计人员通过BIM技术对钢筋

材料所需数量及参数进行分析设定，进而更好开展整体布

局。举例来说，对预制梁进行钢筋材料设计，设计人员必

须切开处理跨中部位后浇带纵筋后，混凝土浇筑作业才能

开始，这样为后续工序创造很大便利条件。对梁段进行最

大值设计分析，要求加密处理箍筋，进而获得钢筋材料的

所需数量、箍筋数据和相互间距参数，如果能够借助BIM

技术开展上述分析，复杂数据可以轻易完成处理，借助

模型推演设计图纸与现场实况有无出入，方案设计更加合

理。预埋件设计是装配式建筑开展结构设计的又一关键环

节，结构设计要从整体上达到详细准确要求，必须对预埋

件进行严密拆分，这就要求设计人员提前规划预埋件所需

内嵌，优质高效设计预埋件。设计方式的确定还须提前对

钢板以及预制墙柱等进行优化改进，务求关联结构获得准

确参数，从整体上提升参数设计的合理性。BIM技术应用可

以智能化得到参数数据保证预埋件合理布局。举例来说，

设计装配式墙体期间，BIM技术应用可达成参数创建和共享

目的，自动测算砂浆用量，砌块用量以及过梁具体位置，

得到预埋件实际需求量和位置布局，所有技术参数同步储

存，为施工过程提供准确依据。

3　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的应用案例

3.1　工程概况

某住宅工程建筑地位于四川省，26996平方米占地面

积，建筑总面积是136985平方米，其中40193平方米是住宅

建筑面积。举例来说，工程的2号楼总高75.6米，地上部分

共分26层。2号楼按一级安全等级开展结构设计，区域抗

震设计标准为8度抗防烈度。2号楼属于整体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需要提前预制大量预制件，包括预制式楼梯、围护

墙、叠合板以及内隔墙等。

3.2　装配率和预制率

根据行业规范要求，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标准是50%，

预制率标准是40%，工程据此开展初期阶段的装配式设计。

借助BIM技术构建了工程模型，对装配率以及预制率进行

初步测算，确保与市级标准相符，相关参数及时通报所有

专业工种。同时为了确保标准化，经过与专业人员交流，

户型设计尽量选择标准式，最终方案是2号楼分A和B2种户

型，通过拼接完成所有户型预制件规格尺寸追求统一化，

提高模具共用率，加快预制生产。

3.3　构建BIM模型

本工程借助BIM技术构建的三维模型覆盖全部专业工

种，实现了同一模型对工程整体、结构以及设备等在内的

全部专业的一体化集成，全面检测了不同专业及构件之间

潜在的碰撞问题，且预留线盒以及孔洞保证位置和数量

极其精准。通过模型进行数据复核，确认准确后直接导出

优化完善后的设计图纸，即使需要改动也只需在模型上改

动，图纸改动会同步完成，统一化特征更加突出。

3.4　生成BOM物料表

利用三维模型生成BOM物料表，整个过程高效而精准，

为工程设计和预制件加工节约时间成本，促进安装作业顺利

进行。举例来说，叠合板加工可结合各种要求，通过BIM软

件可直接得到工程建设所需的叠合板单层及整体统计表，

还有配套构件、桁架筋以及钢筋下料等的统计表，在预制楼

梯、飘窗以及围护墙加工预制中也可进行同样利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业随着时代和科技发展而向前迈进，信

息技术、数字技术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催生了BIM技术

这种智能化建筑施工技术应用。而装配式建筑是人类在建

筑形式探索，与生态环境建设中互相碰撞产生的结合体，

它以更加快速、优质且对环境友好的优势，受到建筑行业

的普遍欢迎。如果装配式建筑开展结构设计能与BIM技术实

现深度融合，可以充分发挥BIM技术的前沿科技优势，提高

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水平，促进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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