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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在城市轨道交通中的应用综述

王俊莹

重庆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重庆　400041

摘　要：BIM技术于近几年研发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目前正是BIM的推广时期，但BIM技术只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行

业，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还只是处于探索和小范围实施阶段。本文通过对BIM技术研究的发展概况、以BIM为技术

基础,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中的实际运用情况,对BIM工程技术研究做出了系统的概括,更好地推动城市轨道交通迈向

智能交通，也为BIM技术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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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我国市场的繁荣,人民的生活也逐渐提高,社会

对于私家车的保有量也逐渐增多,地面交通也随之拥堵。

为缓解交通拥堵问题，我国大力提倡城市轨道交通的发

展。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牵涉学科多,投入大,建设周期

长，施工整体环境复杂且施工过程极易受到周边环境的

影响。BIM技术是一种工程建设施工管理的数据化工具，

可以实现数据共享，提高工程效率，对整个轨道交通建

设项目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BIM技术

1.BIM概念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简称

BIM，这是一个广泛应用于设计、施工、项目管理领域

的数据化工具，它以三维数字信息为基础，涵盖项目策

划、运营管理和维护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流程中各方所需

的数据。同时，这个数据库又是动态的，在使用过程中

不断更新、丰富内容，给项目参与各方提供了协同工作

的平台，在提升产品效益、增强安全保障性、节省生产

成本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效果。

2.国外发展状况

BIM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年，当时由美国人

Chuck	Eastman提 出“Building	Deion	System”， 而Chuck	

Eastman也被称之为“BIM之父”。其后，于20世纪80

年间，美国和芬兰学者分别提出“Product	Information	

Model” 和“Building	Modeling”。 直 到2002年， 美 国

Autodesk公司最近才研究出有关BIM的实作方案，BIM理

念也随之在各国得到推广和应用。

美国关于BIM技术的研发与使用一直都位于全球首

位，而美国目前很多工程领域设都使用了BIM技术，在

2012年美国工程行业使用BIM的比率就已超过了71%。

在英国政府，BIM是被英国政府强力提出使用的，2011

年5月由英国内阁办公厅发布的“政府部门建设战略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Strategy）”的文件中规定将于

2016年内采用全面协同的3D.BIM系统，并将所有的文件

以信息化管理，使得英国的AEC公司与全球其他各国相

比，发展速度更快。北欧国家，基本上涵盖了挪威、丹

麦、瑞典和芬兰，尽管强制性但没有规定全面采用BIM，

但随着本地天气的需求及其优秀建筑技术软件的推进，

BIM的发展还大多是依靠企业的自发行动，这也促进了

含有大量数据、基于模型的BIM发展，并促成了上述国

家更尽早地完成了BIM的部署。日本政府从2009年开

始研究使用BIM，而日本国土交通省则从2010年开始对

BIM在建筑设计可视化、资讯集成等方面的价值和实现

流程等方面展开探讨。到2010年，在设计院、建筑施工

公司和有关的建筑行业工作者，对BIM的认可度就已经

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六点四。

3.中国发展状况

香港也是全中国第一个全面引进BIM的地方，早在

2009年，香港政府就建立了香港BIM学会，在2010年，

香港地区的BIM技术已经由概念向实际过渡，并开始了

全面推广的崭新阶段。而台湾在技术研发方面，早在

2007年台湾大学就与Autodesk公司签署了产学研联合协

定，共同重点研究建筑信息模型（BIM）及动态建筑工

程模型设计。在2011年，BIM管理中心与淡江大学工程

法律研究发展中心联合，推出了《工程项目应用建筑信

息模型之契约模板》一书，并重点进行了合约范本研发

与介绍工作，弥补了目前合同内容中在使用BIM上的欠

缺。同年，在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土木系建立了国家工程

信息集成与仿真系统（BIM）研发中心，台湾各大专院

校对BIM技术开展了更深入的研讨，推动了台湾对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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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与应用。近年来，BIM技术在国内外建设中成为

了一个风潮，除去前期各类软件厂家的大声号召之外，

政府有关机构、各工业协会及其专家学者、建筑设计单

位、建筑施工公司、科研高校等也开始关注和引入BIM。

关于BIM系统的社会认知度，已经由2010年的60%上升

到2011年的87%，到2011年，全国共有39%的单位已

经开始采用了BIM及其相关软件系统，当中又以设计单

位居多。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国内各大城市已经开始

应用BIM的相关软件。如北京市轨道交通9号线丰台科

技园站点为北京市轨道交通中首个应用BIM技术的站点；

上海市轨道交通13号线是首条全面运用BIM技术的轨道

交通线；南京、宁波等城市也开始运用BIM技术，进行

三维管线碰撞检测。

二、BIM技术在城市轨道交通中应用的优点 

1可视化设计

通常的建设工程，都要经过实施方案工程设计、初

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这三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可

以运用BIM的3D模拟技术可以搭建一个三维实体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直观地观察到站点的周边环境及地上地下

的设备情况并生成BIM数据。另外，对城市轨道交通车

站内、外部空间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站内空间大小、设

施设备布置是否合理，空间实用性是否得到充分发挥。

对车站客流信息实现了BIM三维动态仿真，以直观清晰

地表达城市轨道交通客流信息。

2协调设计

轨道交通工程不同于其他一般工程，轨道交通设计

中包含的专业类型比较复杂，包括轨道、信号、车辆、

通信等。所以，轨道交通设计的各个专业间的协调性也

更高，工程也更为复杂。而“协调性”是BIM技术的五

大特点之一。项目参与各方都可以构建一个属于本专业

的BIM模型，而每一方对自己BIM模型进行构建和修改

时，公共平台下的BIM模型也会随之变化，保证了信息

的同时性和有效性，提高了设计效率。

3优化设计

由于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涉及到的专业广泛、它所需

要的数据库也更为庞大，对数据进行整合、工程量计算

等工作，不仅耗时而且错误率较高。通过BIM所形成的

数据库系统，可以提高企业对成本数据的整理和分类能

力，对成本数据的动态维护不但可以降低工作量，而且

还可以确保快捷、精确。

4后期维护管理

在城市轨道交通中，应用的设施设备较多，设备后

期的维修保养难度系数大。一旦发生由于设施设备损坏

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其产生的后果及影响也是巨大的。

BIM则可以根据前期规划构建的BIM模型进行二次构建，

根据原有的设施设备基本数据信息建立BIM轨道交通设

施设备管理与运营维护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可以根据

产品编号查询产品状态、维养信息及产品定位等等。设

备维护人员可以根据BIM发送的维护信息进行定期保养，

以减少安全隐患。

三、BIM的发展障碍

1.由于BIM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相对于国外而

言，我国在BIM方面没有完善的规范标准。不少国内的

专家学者指出，目前建筑行业体制、国内技术标准、技

术规范的差距，是BIM在中国普及困难的症结所在。

2.BIM技术的责任方未明确。BIM应用得最多的还是

施工阶段，应由施工单位进行建设；而工程蓝图绘制工

作却是建筑设计单位的强项，所以BIM建模工作通常由

建筑设计单位负责，这比较妥当；而BIM又应用在整个

工程项目的整体周期中，至于后期的运营维护，由于施

工单位和建筑设计单位一般均不承担，所以BIM由第三

方公司承担更为稳妥。责任制度不明确，BIM的实施推

广也必然受阻。

3.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涉及的专业多。BIM在建设项

目整个周期中都需将各专业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互联。

这其中的工作必然少不了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多且

繁杂，这是BIM在协同各方时遇到最大的问题，这需要

设计各方共同配合，不断探索。

4.BIM在国内了解的人不少，但懂且能熟练操作的

人少。BIM在国内推广不仅需要相关人才还需要经验。

对于人才，国内目前是需大于供，人才的培养也是亟需

解决的问题。

5.BIM中的软件类型较多、且收费昂贵。从广义上

来讲，BIM软件包括了核心模型软件、方案设计软件、

结构分析软件、可视化软件、模型综合碰撞检查软件、

造价管理软件和运营软件。将这些软件运用于项目生命

全周期时，所耗费的资金巨大，这也限制了BIM技术的

学习与推广。

四、结语

BIM在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中的应用还较少，主要还

是体现在方案模型、碰撞检查等方面。目前对于图纸还

是处于二维阶段。BIM与VR技术的结合，将是我们的重

点研究对象。随着国家经济信息化步伐的推进以及BIM

技术的推广应用，当前对于BIM技术有关的软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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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将会更加完善，BIM在国内建筑工程中的使用会越

来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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