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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真假BIM辨析——BIM的定义 
 

辨析一：BIM≠3D模型 

建筑师 

土木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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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产品（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即建筑信息模型，

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集

成了建筑工程项目各种相关

信息的工程数据模型，BIM是

对工程项目设施实体与功能

特性的数字化表达” (美国国家标

准技术研究院) 

 
 过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即建筑信息建模，

指建筑信息模型的建模和应用过程，也常用来指代与之相关

的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平台、软件和工具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真假BIM辨析——BIM的构成 
 

 

辨析二：BIM >(3D+Data) 

 

BIM 

产品 

模型 

过程 

模型 

决策 

模型 

人类行为对产品
模型与过程模型
所产生的直接或
间接作用的数值
模型。 

建筑组件（Component）
的空间、非空间信息及其拓
扑关系。 
• 空间信息：建筑组件的

空间位置、大小、形状
及相互关系等； 

• 非空间信息：建筑结构
类型、材料、荷载等。 

建筑物运行的动态模
型，将与建筑组件相
互作用。 
• 影响建筑组件在不

同时间阶段的属性，
甚至会影响到建筑
成份本身存在与否。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真假BIM辨析——BIM的内涵 
 

 

 连接建筑生命期不同阶段的数据、过程和资源，是对工

程对象的完整描述，可被建设项目各参与方普遍使用 

 建立单一工程数据源，解决分布式、异构工程数据之间

的一致性和全局共享问题，支持建筑生命期动态的工程

信息创建、管理和共享  

 

辨析三：基于文件

的信息交换与基于

BIM的信息共享有

本质区别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核心——BIM的特征（张建平教授） 
 

 

 

 

 模型信息的完备性 
 工程对象3D几何信息和拓扑关系的描述 

 工程对象完整的工程信息描述 
• 设计信息：对象名称、结构类型、建筑材料、工程性能等 

• 施工信息：施工工序、进度、成本、质量及人/材/机资源等 

• 维护信息：工程安全性能、材料耐久性能等 

• 关联信息：对象之间的工程逻辑关系等 

 模型信息的关联性 
 工程信息模型中的对象是可识别且相互关联的 

 模型中某个对象发生变化，与之关联的所有对象都会随之更新 

 模型信息的一致性 
  建筑生命期不同阶段模型信息是一致的，同一信息无需重复输入 

  信息模型能够自动演化，模型对象在不同阶段可以简单地进行修

改和扩展，而无需重新创建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核心——BIM的关键点 
 

 

 

 

 基于三维模型 

 模型对象之间存在着关联关系 

 三维模型中除了几何信息外，还包括各种其他工程信息 

 其目的是面向建筑全生命期的信息共享和传递 

 可且应当作为一个工程项目唯一的数据源，参与各方在此

基础上协同工作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核心——BIM的价值（美国BIM标准） 
 

 

 

 
 

 性能：更好理解设计概念，各参与方共同解决问题 

 效率:  减少信息转换错误和损失，加快建设周期 

 质量：减少错漏碰缺，减少浪费和重复劳动 

 安全：提升施工现场安全 

 可预测性：预测建设成本和时间 

可视化 信息共享 协同工作 



− 标准：国际协同工作联盟IAI发布建筑产品数据表达标准IFC - BIM标准 

• 美国、欧洲、新加坡等国家相继推出了本国的BIM标准 

− 政策：许多国家政府和行业制定了BIM应用政策和指南 

• 美国要求在所有政府项目中推广使用IFC标准和BIM 技术 

− 技术：BIM建模、信息集成交换、BIM应用技术等 

• 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美国Stanford大学、英国Salford大学等 

• 国际刊物和会议：BIM成为论文主题，比例逐年快速增加 

− 软件：BIM应用软件、 BIM服务器 

• 国外主流软件厂商 ：Autodesk、Bentley、Graphisoft等 

− 应用：美国300强建筑企业80%、北美50%项目、芬兰93%建筑师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现状——热（国外）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现状——热（国外） 

− 美国：2012年5月，美国建筑科学研究院NIBS（National Institute of Building 

Science）发布了美国国家BIM标准第二版（NBIMS v2），较上一版标准，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BIM标准体系，对BIM的实际应用有显著的指导意义 

− 英国：2012年，英国建筑业委员会（ AEC (UK) Committee ）发布了“英国建

筑业BIM协议第二版”（ AEC (UK) BIM Procotol v2.0），其中主要规定了BIM

实施的具体方针 

− 新加坡：2013年8月，新加坡建筑管理署BCA（Building and Contruction 

Authority）发布了“新加坡BIM指南第二版” 

− 芬兰： 2012年3月，芬兰buildingSMART发布了“通用BIM需求”（Common 

BIM Requirements） 

 

 

 



国内BIM技术发展政策 

  《2011-2015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2011-2015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

，将“加快BIM等新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列入“十二五”建筑业信息化

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重要任务之一 

 《勘察设计和施工BIM技术发展对策研究》 

• 组织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 

• 承担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 参加单位：中国建筑总公司等10余各单位 

• 组织专家开展《勘察设计和施工BIM技术发展对策研究》专题研究

且已顺利结题，形成专题研究报告，通过专家验收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现状——热（国内） 



 《关于推进BIM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的指导意见》 

•组织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 

•承担单位：中国建筑业协会质量分会 

•参加单位：中国建筑总公司、清华大学等 

 《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提升行动方案（2014—2018年）》 

•发布时间：2014年4月29日 

•相关内容：在工程设计领域鼓励推广BIM技术，市、区发展改革部门在

政府工程设计中考虑BIM技术的概算……逐年提高BIM技术在大中型工程

项目的覆盖率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现状——热（国内） 



 其他部、省、市相关指导意见 

•住建部：《关于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 

•北京市： 《民用建筑信息模型设计标准》 

•山东省：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建筑质量的意见》 

•辽宁省： 《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广东省： 《关于开展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上海市： 《关于在本市推进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的指导意见》 

•深圳市：《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政府工程BIM应用实施纲要》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现状——热（国内） 



 《中国BIM标准框架》 
• 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建筑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  

• 承担单位：清华大学 

 BIM标准制定 
•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存储标准》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交付标准》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大型项目、重点企业 

 BIM大赛、BIM专委会、BIM联盟……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现状——热（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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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阶段

时间

设计阶段 运营阶段施工阶段

其
他

厂
家

过程

Trelligence：概念设计
Affinity

Onuma：规划设计
Onuma

Planning System

建筑设计
Revit Architecture

结构设计
Revit Structure

机电设计
Revit MEP

建筑设计
ArchiCAD

机电设计
MEP Modeler

建筑设计
Architecture

结构设计
Structure Modeler

设备设计
Mechanical System

强弱电设计
Electrical System

施工模拟及碰撞检测
Navigator 运营管理

Facilities

施工模拟及碰撞检测
Navisworks

性能分析
Ecotect Analysis

英国:性能分析
IES 达索：集成设计 

CATIA

性能分析
EcoDesigner

Tekla：钢结构深化
Tekla Structure

结构分析
Robot

结构分析
STAAD Pro

清华：基于BIM和4D

的施工管理
4D-GCPSU

当前主流BIM软件产品 

• 国外产品多，国内少 

• 设计产品多，管理少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现状——新 



   BIM的商业炒作远大于实质应用 

 BIM建模难---应用BIM需额外增加成本 

• 建筑业所固有的产业结构分散、产品多样形式唯一、信息海量复

杂等特点，使得BIM 的建模、存储和传递都异常复杂 

• 国内缺乏成熟的BIM设计软件；国外软件专业不配套以及设计规

范的限制，主要用于相关专业的BIM 建模 

• 工程设计仍以二维设计为主，设计中无法直接创建BIM 模型，需

要按照2D 设计图纸另行建模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现状——难 



 BIM应用难---现有BIM技术和手段难以支持当前的管理模式 

• 设计BIM传递到施工阶段甚至运维阶段，缺乏合适的平台和工具

添加和集成施工信息，难以形成支持施工及运维管理的信息模型 

• BIM应用软件不配套 

 BIM集成应用难–难以体现BIM在建筑全生命期中的应用价值 

• 单项BIM应用多，成功的集成应用少，运维阶段BIM应用更少 

 BIM创新应用少–无法结合自身的应用需求 

• 照搬他人的应用功能点和应用模式，缺少与自身需求紧密结合的

单点应用和集成应用 

• 没有自己的想法，使BIM应用沦为被动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现状——难 



 CAD（狭义的CAD，指“甩图板”）是建设领域的第一次信息化革命 

 BIM被公认为是建设领域的第二次信息化革命 

 从CAD到BIM： 

 不是一个软件的事 

 不是换一个工具的事 

 不是一个人的事 

 不是换一张图纸的事 

 

一、BIM技术的发展现状 

BIM的现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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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概述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基于BIM的工程设计 
  采用具有BIM建模及设计功能的CAD系统，又称“信息化设计” 

 实现三维设计 

• 设计过程中所创建的对象存在着内建的逻辑关联关系；当某个

对象发生变化时，与之关联的对象能随之变化 

• 能够根据3D模型自动生成各种图形和文档，并始终与模型逻辑

相关；当模型发生变化，与之关联的图形和文档将自动更新 

 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设计 

• 各专业CAD系统可从信息模型中获取所需的设计参数和相关信

息，不需要重复录入数据，减少数据冗余、歧义和错误 

• 某个专业设计的对象被修改，其他专业设计中的该对象都会随

之更新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广联达算量

广联达计价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设计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 利用软件进行建模并可视化展示设计结果 

• 直观理解设计方案，检验设计的可施工性，提前发现设计问题 

 实现智能设计和优化设计 

• 基于BIM模型的工程信息，辅以智能算法，实现智能（深化）设计 

• 将BIM模型通过IFC或其他文件格式导入专业软件进行碰撞检测 

• 进行结构构件及管线综合的碰撞检测和分析 

• 优化设计结果、减少设计变更 

 基于BIM的性能设计 

• 日照、通风、声学、能耗等性能分析 

• 灾害模拟：火灾烟气与温度场、地震倒塌、人流疏散、交通模拟 

• 基于性能（Performance-based）的设计理念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设计结果可视化（昆明新机场航站楼热交换机房）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碰撞检测和分析（北京

大兴英特宜家项目）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将BIM模型导入相关仿真软件

中，进行三栋塔楼及重要场所

（如廊桥、金融剧院、地下车

库等）的消防疏散模拟分析，

并形成人员安全疏散分析报告 

消防疏散模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相关商业软件 
软件类型  国外软件  国内软件  

1 BIM核心建模软件  Revit Architecture/Structure/MEP， Bentley 
Architecture/Structure/Mechanical， ArchiCAD，Digital Project  

2 BIM方案设计软件  Onuma，Affinity  

3 与BIM接口的几何造型软件 Rhino，SketchUP，FormZ  

4 可持续分析软件  Ecotech，IES，Green Building Studio PKPM 

5 机电分析软件  Trane Trace，Design Master，IES Virtual Environment 博超，鸿业，广联达 

6 结构分析软件  SAP，ETABS，MIDAS，STAAD，Robot PKPM 、YJK 

7 可视化软件 3DS MAX，Lightscape，Accurender，Artlantis  

8 模型检查软件  Solibri 9 

9 深化设计软件  Tekla Structure (Xsteel)  探索者 

10 模型综合碰撞检查  Navisworks，Projectwise Navigator，Solibri  

11 造价管理软件  Innovaya，Solibri  广联达，鲁班，斯维尔 

12 预制构件加工 Tekla, Inventor  

13 运营管理软件  Archibus，Navisworks 

14 发布和审核软件  PDF，3D PDF，Design Review 
BIM软件？非BIM软件？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相关商业软件——Autodesk 

 Autodesk BLM系列软件是美国Autodesk公司推出的土木建筑工

程设计与管理的新产品，旨在推动“建筑生命周期管理”（BLM－

Building Lifecycle Management）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实现信息

的创建、管理和共享，称为Autodesk BLM解决方案 

 通用CAD软件：AutoCAD 

 在线协同项目管理软件：Autodesk Buzzsaw 

 建筑工程：Autodesk Revit 

建筑设计：Revit Architecture 

结构设计：Revit Structure 

设备及管道设计：Revit MEP （水、暖、电） 

环境仿真与分析：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日照、能源） 

碰撞检测与施工进度模拟： NavisWorks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相关商业软件——Autodesk 

 土木工程：Civil 3D  

数字地形模型 

土地规划设计 

土方工程 

道路设计 

管线工程 

测量 

 

 



二、设计阶段的BIM应用 

相关商业软件——Autodesk 

Architecture

建筑建模

Structure

结构建模

MEP

机电建模

Navisworks

碰撞检测

及施工模拟

Robot

结构计算

Ecotect Analysis

性能分析

AutoCAD

施工图设计

3d Max

后期渲染

SAP2000

结构建模

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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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基于BIM的结构分析模型转换平台 

绿色住宅产品化规划设计系统 

管道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上海现代设计集团 

 长沙大王山旅游度假区深坑冰雪世界及五星级酒店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地形模型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概念设计时，采用Ecotect进行气候分析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对概念设计模型实

施绿色节能分析，

首先通过在Revit中

设置好地理信息和

各种能源选项后，

通过Subscription

进行Green  

Building Studio估

算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基于气象、地理数

据，模拟中午十二

点晴天情况下的光

照，对不同视点进

行采光分析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地形建模 

   Step1：地形数据 

   Step2：Revit中地形建模 

   Step3：Rhino优化地形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三维造型与主体建模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三维造型与主体建模（Rhino）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三维造型与主体建模（Revit）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结构分析 

  Rhino+grasshopper 

自动生成有限元模型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Lumion可视化表现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多专业协调，质量控制报告 

 安装空间（软碰撞）检查报告 

 结构预留洞检查 

 碰撞检查（硬碰撞） 

 设计规范检查报告 

 净空检查报告（软碰撞） 

 设备专业三维管综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模型出图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3D打印（设计模型-打印模型-3D打印-涂漆加工）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某BIM大赛获奖作品 

 应用总结 

  平台成熟、全专业  曲面支持差 

  任意曲面、设计强   
导图差、编程
要求高、信息
承载差 

  平台强、任意曲面   成本高、信息
承载力一般 

 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以及质量 

 审查时间减少60% 

 全过程三维设计及出图 

 获得多种三维设计软件平台配合使用经验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基于BIM的结构分析模型转换平台 
• 建筑工程领域复杂多样，参与者众多，层出不穷的有限元分析软件应运而生 

• 不同软件各司其职，各有利弊，故多种结构分析软件联合分析对比需求增加 

• 如何实现模型间有效转换、模型信息的全面共享显得尤为重要，迫在眉睫 

• 不同分析软件模型信息表达不同，数据结构及存储存在差异 

• 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重复建模工作量大 

• 如何保证转换的一致性、兼容性及高效性难度大 

High quality ！ 

        High efficiency！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基于BIM的结构分析模型转换平台 

传
统

转
换

：
单
对

单

当
前

模
式

：
双
向

转
换

模型转换总体思路

ETABS

PKPM

REVITCAD

MIDAS

ABAQUS

ANSYS

SAP2000

ETABS

PKPM

REVITCAD

MIDAS

ABAQUS

ANSYS

SAP2000

旨在通过研究各有限元分析软件结构分析模型的信息表达以及基于

BIM的新型模型转换机制，自主研发多平台模型转换系统，实现各

个分析模型高质高效的转换及显示，使工程师们从繁琐重复的建模

工作中解脱，提高质量，节省成本！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基于BIM的结构分析模型转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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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平 台主 要 支 持

ETABS 、 SAP2000 、

ANSYS、MIDAS的相

互双向转换，并可将

转换后的文件导入对

应的有限元分析软件

中进一步计算 

平安国际金融

中心项目展示 

结
构
分
析
模
型
转
换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基于BIM的结构分析模型转换平台 

主要功能： 

 基本三维交互 

 透视与正交模式切换 

 模型透明度调节 

 模型渲染模式调整 

 建筑与结构模型切换 

 结构荷载信息的显示 

 构件的选择与显示 

 构件属性的查看 

 模型信息的编辑 

 

模
型
浏
览
与
交
互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基于BIM的结构分析模型转换平台 

主要功能： 

 构件树状结构查询 

 构件分类查询 

 构件精确搜索 

 构件基本属性查询 

 构件结构属性查询 

 构件扩展属性查询 

 
查
看
模
型
信
息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基于BIM的结构分析模型转换平台 

文
件
共
享
与
管
理 

主要功能： 

 文件统一管理与查看 

 按文件名称进行搜索 

 按上传时间进行搜索 

 按文件类型进行搜索 

 模型与用户账户关联 

 用户账户的编辑更改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基于BIM的结构分析模型转换平台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绿色住宅产品化规划设计系统 

 住宅项目具有典型的

标准层和户型，标准

化程度高 

 策划过程常参照既有

项目的户型，通过不

同户型的组合快速形

成新的策划方案  

标准单元 

既有项目！ 

真实数据！ 

经济
信息 

性能
信息 

几何
信息 

施工
信息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绿色住宅产品化规划设计系统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绿色住宅产品化规划设计系统 
 基于BIM的标准单元库 

 建立建筑标准构件、户型的BIM模型库 

 存储户型3D模型以及关联信息，包括项目信息，尺寸、面积、售价等基

本信息，客户定位，性能及经济指标以及施工进度等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绿色住宅产品化规划设计系统 

 快速方案建模 
• 户型标准层单体建筑小区模型 

• 集成了品质、经济、进度、绿色性能等信息 

 

 标准层方案修改 

小区规划方案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绿色住宅产品化规划设计系统 

 基于BIM的方案分析与模拟 
• 性能分析、经济分析、品质分析、销售分析等 

• 4D施工进度 – 销售耦合模拟 

• 动态直观展示方案及可视化信息查询 

• 多方案对比 

 

 

 

日照分析 多方案对比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绿色住宅产品化规划设计系统 

施
工 
 | 
销
售
4D
耦
合
模
拟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绿色住宅产品化规划设计系统 

 基于BIM的数字化成果交付 

• 交付设计院的数字化方案成果包括：项目策划书、总平面图、施工进

度计划、测算表以及BIM模型，作为建筑方案设计基础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建筑管道工厂化 

 概述：在施工现场外建立固定的标准厂房或移动式厂房，在工厂内完成大

部分管道预制构件的生产及检验工作，然后将管道预制构件送往现场进行

安装 

 现存问题： 

 工作流程及管理模式不够完善 

 缺乏高效的深化设计工具 

 缺乏信息共享机制 

 没有有效的协同工作平台 

 信息传递以纸质或电子文件为主，

容易造成信息丢失与冗余 

 优点：降低安装量、集中人力物力、降低成本、缩短工期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管段：根据生产条件将设计的管道按照一定的尺寸进行切分以后的分段 

  支架：由立柱、横担、抱箍、吊杆及连接件组成，起固定管道的作用，除

了承受来自管道的垂直荷载外，还承受其它作用于支架上的静荷载和动荷载 

  管组：将组合管道按固定的长度（一般为6-8米）分为一节，每一节采用一

个框架进行固定，该框架跟其内组合管道即构成一个管组单元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专业厂家

设计部 BIM数据中心

专业工长 劳务班组

现场仓库

场外加工车间 库房

支架深化布置图

及定位图等

收集预制加工

标准件资料

深化设计资料

提供厂家材料

技术资料

了解

预制

加工

情况

下达

预制

加工

任务

了解

预制

加工

情况

材料

出入

库信息

录入

材料

采购

下达施工任务

标准件材料需求

材料库存信息

材

料

领

取

查看图纸

了解安装所需材料

物流运输至

施工现场

  业务流程 

结合管道工厂化施工流程对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中的相关部门进行改造，以信息

技术为中心，降低管理层级，使内部协调沟通变得更加容易 

深化设计 

预制加工 运输 

现场安装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整体架构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管
道
划
分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支
架
拼
装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管
组
设
计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协
同
设
计 

设计部上传文件，该信
息会立即反馈给专业厂
家，实现信息及时传递 

利用该系统可实现多参
与方之间的协同工作，
协同过程产生的信息将
集成到BIM数据库中！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三、研发与应用案例 

面向管道工厂化施工的深化设计与辅助施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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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四、总结与展望 

 可使用的成熟工具较多 

 国外软件多、国内软件少 

 国外软件难落地、国内软件缺核心 

 造型和建模多、智能设计少 

 各厂商相对独立，信息共享还不理想 

 设计阶段BIM应用相对成熟 

 三维几何造型 

 多专业协同与管线综合 

 可视化交底与展示 

 基于性能的设计 

 



四、总结与展望 

 设计阶段BIM应用已很普及 

 各大设计院都成立了BIM中心 

 来自于甲方和政府等各方面的强制要求 

 建筑业界的普遍期望 

 设计院转型的内在需求 

 国内设计阶段应用参差不齐 

 基本应用和应付交差为主，少有主动追求 

 照猫画虎者多，独立思想者少 

 真BIM假BIM一起上 

 

 



四、总结与展望 

 建筑业管理模式改变 

 政府和业主的进一步要求 

 设计施工一体化（EPC） 

 集成项目交付（IPD） 

 设计院谋求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 

 传统业务将受到冲击 

 信息化技术积累将成为门槛 

 BIM设计-BIM咨询-BIM总包 

 跨行业跨阶段的业务增长 

 

 



四、总结与展望 

 BIM技术发展趋势 

 基于信息的智能设计 

 信息模型及其标准的进一步完善 

 设计BIM与云计算技术的结合 

 设计BIM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 

 设计BIM与物联网技术的结合 

 设计BIM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 

 智能BIM及其设计应用 

 …… 

 

 

这是一场全行业都

不可错过的革命 



汇报结束，谢谢！ 

欢迎批评指正！ 

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系/深圳研究生院 

胡振中 副教授 

huzhenzhong@tsinghua.edu.cn 

http://www.huzhenzho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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