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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M体系的四面体模型

 组织要素：实现BLM的组织管理模式及组织内的成员角色

 应用要素：支持BIM信息创建的专业软件系统

 过程要素：在建筑生产过程中的工作流和信息流

 集成要素：将不同阶段不同应用产生的BIM信息进行集成，

形成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信息

四个要素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

集成

应用

过程

组织

2.1 支撑BIM的四个要素



技术支撑体系支撑

管理支撑 数据支撑

• BIM的重要特性就是信息

的交换与共享，其基本

条件就是对信息的标准

化表达，使信息交换双

方对数据的语义信息的

理解达成一致。IFC是当

前主导的BIM技术标准
BIM

信息交换标准

体系
支撑

技术
支撑

管理
支撑

数据
支撑

三维数字技术

信息集成平台 数据存储技术

• BIM的创建必须基于

3D模型的设计方式，

建立3D建筑模型与工

程信息的集成机制

• BIM具有单一工程数据源

特征，随着工程进展不

断扩展、集成数据，最

终形成完整的信息模型，

必须建立一个BIM数据集

成平台，实现模型数据

的保存、提取、集成、

跟踪和扩充

• BIM具有数据类

型复杂、数据量

大、数据关联多

等特点，需要研

究基于IFC的数据

存储技术，建立

基于多维数据结

构的BIM数据库

2.1 支撑BIM的四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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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的建立实际上是对建筑生命期工程数据的积累、扩展、

集成和应用过程

 基本思路

− 是随着工程项目的进展和需

要分阶段创建BIM，即从不

同阶段，针对不同的应用建

立相应的子信息模型

− 各子信息模型能够自动演化

，通过对上一阶段模型进行

数据提取、扩展和集成，形

成本阶段信息模型，最终形

成面向建筑生命期的完整信

息模型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

BIM信息集成平台

数据层

模型层

应用层

BIM数据库

设计阶段应用 施工阶段应用 运营阶段应用规划阶段应用

规划信息模型 设计信息模型 施工信息模型 运营信息模型

网络平台

规划阶段 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运营阶段 ...

网络层

结构分析子模型

空间使用子模型

...

建筑设备子模型

建筑设计系统

结构分析系统

施工管理系统 物业管理系统

设备管理系统

建筑规划系统

......

施工安全系统

建筑设计子模型

...

施工安全子模型

施工管理子模型

...

初步设计子模型

...

建筑规划子模型

建筑设计系统

...

非结构化
数据库

组织及过程
信息

 基本架构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数据层：数据层利用工程数据库存储和管理所有BIM数据，数据库可

利用Oracle 或SQL Sever等关系型数据库创建

BIM的信息描述是基于对象模型，而关系型数据库则用二维表的

数据结构存储数据。通过建立对象数据模型与关系型数据模式的

映射关系，实现从对象模型到关系型数据之间的转换

 模型层：通过BIM数据集成平台，实现BIM模型数据的保存、提取、

集成、跟踪和扩充，针对建筑生命期不同阶段和应用，生成相应的

子信息模型

 子信息模型可以是面向阶段层面的阶段信息模型

 也可以是针对某个应用主题的子信息模型

 应用层：通过网络技术支持项目各参与方分布式的工作模式，基于

相应的阶段信息模型或应用子信息模型，获取所需要的模型数据，

支持基于BIM技术的各种应用系统的运行和数据共享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BIM集成平台：结构
 各参与方建立数据节点，分布存储其所需的BIM数据

 所有节点通过互联网连接，形成私有云平台

 通过BIM子模型的集成和数据融合，按其逻辑结构集成各参与

方分布存储的模型，形成完整BIM

监理方

服务器节点

业主方

服务器节点

施工总承包方

服务器节点

设计方

服务器节点

施工分包方

服务器节点

平台管理服务器

业主用户

分包用户 监理用户

设计方用户

施工总包用户

施工总承包方服务器节点

基础

设施

Hadoop 平台

Hbase 分布式数据库

BIMDISP 平台

用户管理

数据管理

模型管理

平台通信

施工总包用户

浏览器 客户端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建模技术

• 分阶段递进式BIM建模技术

子模型技术

• 子模型视图

• 基于规则集的MVD定义方法

• 子模型提取

• 子模型集成

分布式存储技术

• 基于Hbase的分布式数据库

• 半结构化BIM模型存储技术

云BIM集成技术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BIM集成平台：关键技术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多参与方共享模式
 参与方产生的数据存储本方服务

器节点中

 系统预定义共享模型MVD，规定

共享模型的范围

 参与方可以增大本方数据共享的

范围

 各参与方共享的模型构成全局共

享模型

 参与方节点还存储其他参与方共

享的数据中符合本方需求（MVD）

的数据，形成参与方子模型

 参与方子模型通过节点之间的数

据推送机制实现集成和更新
监理方

服务器节点

业主方

服务器节点

施工总承包方

服务器节点

设计方

服务器节点

施工分包方

服务器节点

平台管理服务器

集成施工总承
包方子模型

（MVD描述）发送数据副本

发送数据副本 发送数据副本

发送数据副本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关于一致性的一般规定

 数据一致性机制

上述协议框架保证了对象级别的IFC数据（可交换IFC实体）在多
服务器-分布式环境中的数据源唯一性，通过控制对象的读写权
限以及建立更新机制，可保证数据的最终一致性

 多参与方间数据一致性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全局数据索引

 在平台管理服务器上建
立全局索引服务，通过
记录与维护模型对象的
元数据，存储位置和权
限，实现对象级别的全
局数据索引

 对于多参与方共享的模
型对象，在系统中存在
多个副本，全局索引服
务同时记录对象的主，
副本位置，进而为数据
的一致性维护提供支持

ServerMeta

IpPK

Name

MVDPath

EntityMeta

GlobalIdPK

EntityType

HostSvr

Name

Svr_DuplicateEnts

FK: ServerIp

FK: EntityId

 模型元数据

 全局唯一标识：

GlobalId

 实体类型：

EntityType

 实体名称：

Name

 服务器元数据

 地址：Ip

 名称：Name

 MVD存储位置：

MVDPath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数据推送逻辑

• 模型存储过程分析

• 新增实体处理

• 更新、删除实体处理

• 更新实体索引信息

• 副本位置获取

• 数据发送与接收

• 远程数据更新

开始

用户提交需存储的子模型

遍历可交换实体根据提取

记录判断实体状态

判断状态 新增

加入新增实体记录

删除

更新

加入更新实体记录

完成遍历？

加入删除实体记录

执行存储操作执行删除操作执行更新操作

进行子模型集成

数据修正

将修正的实体加入

更新记录

是

将修改，删除实体元数

据分别发送至全局索引

否

查找数据副本

将增加实体元数据

发送至全局索引

更新远程副本数据

结束

MVD子模型提取算

法计算副本需求

发送数据副本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数据推送服务 <<Interface>>

IBimSvc（用户服务）

UploadData(FileMsg)

SaveWithoutShare

SaveAndShare

FileMsg DownLoadData(FileMsg)

ExtractModel

<<Interface>>

IIdxSvc（全局索引服务）

UploadMvd(FileMsg)

Version

<<Interface>>

IDuplicationSvc(副本推送服务)

SendTRows(TRowMsg)

Add

Update

Delete

AddNewSvr(string)

UploadMvd(FileMsg)

Version

AddMetaAsHost(MetaMsg)

AddMetaAsDuplicate(MetaMsg)

DuplicateIdxMsg 

UpdateMeta(MetaMsg)

DuplicateIdxMsg DeleteMeta(Ids)

本地服务器

客户端

BimSvc

DuplicationSvc

DuplicationSvcClient

IndexSvcClient

HbmsSvcClient

本地数据库

远程服务器

BimSvc

DuplicationSvc

DuplicationSvcClient

IndexSvcClient

HbmsSvcClient

索引服务器

IndexSvc

 服务部署及调用方式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BIMDISP平台架构

 应用层

 工程信息

 接口层

 模型层

 平台层

 存储层

BIM数据库管理平台

全局元数

据模型

子模型提取

过程与用户管理

BIM数据

库节点

BIM数据

库节点

子模型集成
子模型视图

定义平台层

工程信息

存储层

非结构化

工程信息

结构化

工程信息
IFC文件

数据同步

接口层
工程数据导入、导出接口

基于IFC的BIM 模型模型层

BIM软件

应用层

其他工程软件 可视化

平台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BIMDISP平台部署

 平台管理服务器

 索引服务

 平台管理数据库

 参与方服务器

 用户服务

 数据推送服务

 参与方存储集群

 存储服务

 Hbase主节点、数据节点

用户服务

存储服务

Hbase

主节点

参与方服务器

Hbase

数据节点

Hbase

数据节点

Hbase

数据节点

数据推送服务

索引服务

应用程序

客户端

Web管理客户端

用户服务
参与方服务器

数据推送服务

平台管理服务器

平台管理

数据库

应用平台

客户端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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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标准

2012年，美国国家BIM标准(NBIMS)第二版

2012年，英国建筑业BIM协议第二版

2010年， 韩国建筑领域BIM应用指南

存储和交换标准IFC

基础标准

国际ISO标准

2012年 ，启动 3 部国家基础标准

2012、2013年 分别启动 2 部国家应用标准

2.3 国际BIM标准



 BIM基础标准
目的：对所需要交换信息的格式规范；对所交换信息的准确定义；对信

息交换过程的描述

。建筑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标准: IFC (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

 1997年，IFC最初由国际协同工作联盟IAI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teroperability) 发布1.0版

 2012年，buildingSMART 发布了 IFC 4版本 (ISO 16739)

 国际数据字典框架：IFD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Dictionaries)

 IFC标准的建筑行业术语体系，建立不同语种、不同词汇的信息表

述与IFC类型之间的映射关系，支持BIM信息准确的交换与共享

 更名为bsDD (buildingSMART Data Dictionary)

 信息交付手册： IDM (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

 面向特定的业务流程和信息交换需求，指导BIM数据的交换过程信

息 (ISO 29481)，目前各国组织编写了大量IDM以适应应用需求

2.3 国际BIM标准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提供一个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系统的，适合于描述贯穿整个建筑项

目生命周期内产品数据的中性机制，可以有效地支持建筑行业各

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和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

 统一的数据表达和传输标准

 不同系统之间实现数据交换

 IFC标准的描述

 提供建筑项目工程实施过程所处理的各种信息的描述和定义

的规范

 使用“实体”（ENTITY）作为数据定义的基本元素

 通过实体对象的实例组成共享的工程模型，允许不同系统和

人员共享模型中的数据

2.3 国际BIM标准



 IFC大纲（Schema）

 IFC大纲是IFC标准的主要内容，其中给出了IFC标准中各种实体

的具体数据结构定义

 组成——分为四个层次

• 信息资源层：定义模型的基本信息，如人员、属性、几何和拓

扑信息等。将作为信息描述的基础应用于整个信息模型

• 信息核心层：定义了IFC模型的基本框架和扩展机制。在IFC模

型中，除资源层类型外，所有实体类型均由核心层实体IfcRoot

继承而来。核心层主要定义了各类模型元素的抽象父类型

• 信息共享层：表达模型的共享信息，可用于不同应用领域之间

的信息交互

• 领域层：针对建筑行业不同领域的特点，定义各领域的专业信

息。如建筑、暖通空调、电气、施工管理、物业管理等

2.3 国际BIM标准



 IFC 4大纲（Schema）

IFC 4版本：扩展和完善

构件类型、属性表达、

过程定义等；简化成本

信息定义；重构和调整

施工资源、结构分析等

信息描述；增加了4D、

GIS等应用模型的支持，

数 据 格 式 上 升 级 为

ifcXML4 ， 并 新 增 了

mvdXML



 IFC模型结构

主体实体

关联关系

聚合关系

其他关系

IFC实体

可交换

实体

基本实体

主体实体

属性集

类型实体

项目实体

关系实体

资源实体

描述建筑产品、过程、
资源等信息的主要实体

基本实体之间的
关系均由关系实体描述

修饰主体实体

具有唯一的标识符GlobalId,
可被不同系统独立识别，实现交换

不具有GlobalId，不能被系统单独识别，
作为修饰可独立交换实体的元素

过程之间的搭接关系
构件之间的连接关系

整体与部分
之间的包含关系

不同类型基本实体
之间补充定义等关系

基本实体

基本实体

关系实体

2.3 国际BIM标准



 IFC研究

 IFC模型解析

• 目的：BIM应用软件之间的IFC模型的导入和导出

• 研究：IFC模型结构、数据描述方式及扩展机制等

• 成果：

‒ Autodesk、Bentley、Dassault、Trimble、广联达等厂商

相关软件导出IFC格式文件

‒ 清华大学：“基于IFC标准的BIM数据集成与交换引擎”，

可将流行软件的IFC及非IFC的模型导入到自主开发的4D-

BIM平台，形成施工BIM或运维BIM，并可导出其IFC模型

2.3 国际BIM标准



 IFC的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1、基于属性集的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属性集的概念

• 属性集，顾名思义是属性的集合，对事物及概念的描述可

以通过一条条属性存放于属性集中。属性集提供了一种扩

展信息描述的灵活方式

 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 通过IfcRelDefinedByProperties关系实体将

IfcPropertySetDefinition描述的信息与IfcObject关联

 适用范围及特点

• 按需集成

• 动态扩展

• 辅助信息描述

• 易冲突、不易识别

2.3 国际BIM标准



属性集

静态属性集 动态属性集

预定义属性集 自定义属性集

属性1

属性2

属性3

属性1

属性2

属性3

... ...

IfcRelDefinedByProperties

IfcObject IfcPropertySetDefinition

RelatedObjects S[1:?] RelatingPropertyDefinition 

2.3 国际BIM标准



 2、基于类型实体的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类型实体的概念

• 类型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类型实体则是用来

存储类型信息的实体

 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 通过IfcRelDefinesByType关系实体将类型信息与IfcObject关联

 适用范围及特点

• 继承属性集的信息集成特点

• 动态定义

• 单一入口

• 可独立使用

2.3 国际BIM标准

../../R2x3_Final/ifckernel/lexical/ifcreldefinesbytype.htm


类型实体

静态类型实体 动态类型实体

自定义类型实体

（包含几何数据）

门窗类型

建筑构件类型

配电元件类型

建筑元件类型

家具类型

空间结构类型

运输构件类型

自定义类型实体

（不包含几何数据）

IfcRelDefinesByType

IfcObject IfcTypeObject

RelatedObjects S[1:?] RelatingType 

HasPropertySets S[1:?]

(ABS)IfcPropertySetDefinition

2.3 国际BIM标准



广州地铁施工BIM应用：设计BIM集成（多个设计方和施工

方BIM建模）

BIM建模商业软件、
CAD/CAE建模软件众多

均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怎样集成？

设计BIM信息

2.3 国际BIM标准



广州地铁BIM
施工管理平台

IFC

各主流建模软件 …

建筑信息文件

2.3 国际BIM标准



Revit CATIA

Pro/EBentley ABD 

2.3 国际BIM标准



 IFC研究

 IFC扩展

 目的：扩展IFC实体及信息描述，拓展应用范围和领域。

 研究：IFC的模型信息的扩展机制

• 实体扩展机制

• 基于IfcProxy实体的扩展、通过增加实体定义的扩展

• 属性集扩展机制

• 静态属性集以IFC实体属性的方式定义、动态属性集则是通过

IfcPropertySet实体表示

 成果：

• 《建筑施工IFC数据描述标准》：扩展建筑施工IFC实体91个、IFC属

性集126条

• 中国铁路联盟正在编制《铁路工程IFC数据描述标准》

• 成都勘探设计院正在编制《基于IFC的水电工程基础信息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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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C-Based Graphic Information Model

• IFC-based Unified Information Model for structural analysis

• IFC-based MEP Information Model

2.3 国际BIM标准



项目 基于IfcProxy实体扩展 通过增加实体定义扩展

易用性 容易 困难

版本兼容性 好 不宜保证

类型安全 类型不安全 采用早联编方式可以
提供类型安全

工具箱支持 多数工具箱支持 少数工具箱支持

运行效率 略低 高

 IFC的模型信息的扩展机制

 实体扩展

 扩展机制

• 基于IfcProxy实体的扩展

• 通过增加实体定义的扩展

 适用范围及特点

 通过增加大量IFC实体来扩充IFC标

准的应用范围。新增实体与原有实体

建立关联的方法：

• 可以通过新扩展实体作为已有

实体的子实体

• 通过关联实体建立实体

 实体扩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 整理、归纳出所需扩展的实体

对象

• 定义实体及相关属性信息

• 在IFC2x3检索实体对象相关的

信息

• 建立新增实体对象的派生关系

• 建立该实体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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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集扩展

 属性集扩展是IFC模型扩展的一种灵活、有效的方式

• 静态属性集以IFC实体属性的方式定义，其属性通过IFC大纲静

态的定义在属性集中，特定的静态属性集只能应用于特定的

IFC实体

• 动态属性集则是通过IfcPropertySet实体表示。动态属性集又

可分为预定义属性集和自定义属性集。预定义属性集是IFC标

准中已经存在的属性集，属性集的名字以“Pset_”为前缀

 自定义属性集为用户根据信息交换的需求自行创建的属性集，在使

用过程中需要定义方给出属性集相关信息的约定

 属性信息需要同IFC实体建立关联才能实现信息的描述。属性集通

过IfcRelDefinedByProperties关系实体实现与IfcObject建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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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IFC的BIM数据存储和管理

 目的：解决基于IFC的BIM应用

 研究：基于IFC的BIM数据库

 成果：

 IFC Model Server：基于关系数据库和IFC标准的BIM服务

器，采用数据查询语言PMQL提取和修改信息

 清华大学4D-BIM数据库：通过研究IFC对象数据模型与关

系数据库的映射关系，研发基于关系数据库和IFC的BIM数

据库

 清华大学基于Hbase的分布式BIM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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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D（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Dictionaries）

 IFD的提出

 IFC中基于属性集的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具有易冲突、不易识别

的缺点，其根源是属性集采用字符串作为标识。字符串是语义

信息的表达，在描述同一概念时由于不同语种和不同表达而具

有不确定性

 当计算机处理属性集信息时，首先要通过属性集的名称识别属

性集。由于属性集名称的不确定性，会出现即使属性集存在，

计算机也无法确定的困境，进而影响计算机的自动化处理，造

成数据的丢失、冲突

 IFD的开发

 1999年，IAI对信息交换中的术语规范开始了相应标准开发，形

成建筑领域面向对象的信息组织框架，标准号ISO 1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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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2006-3定义了一个语言无关的数据模型，利用该模型可

以开发用于存储和提供建筑工程信息的字典，并提供了将信息

与分类系统、信息模型、对象模型和过程模型相关联的机制

 2006年，正式启动的IFD是基于ISO 12006-3标准建立的术语

库。IFD面向全球建筑工程领域，具有开放性、国际化和多语

言的特点，作为对IFC的补充和扩展

 IFD提供的功能

 多种语言的翻译功能

 对任何概念的全局唯一标识

 对IFC模型扩展，包括属性集、属性的扩展

 存储术语和定义的数据库

 IFD库通过Web Services提供服务，应用程序可以调用API函数

实现对IFD库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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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D研究

 IFC 2x4a 版本开始全面支持IFD的使用。目前，美国、加拿大、

挪威、荷兰及日本已经开始针对本国情况建立 IFD 库

 我国可采纳 IFD 现有的技术框架，并基于该技术框架进行内容

开发

 目前我国的BIM编码标准，并没有针对建筑工程领域信息化的专

门术语定义及属性集定义，这些信息尚未被整合归纳，形成规

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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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M（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

 IDM的提出

 BIM模型的构建贯穿于建筑工程的全生命期，是对建筑生命期

工程数据的积累、扩展、集成和应用过程，时间跨度长、参与

方众多、信息交换复杂

 对这个过程的有效管理是实现BIM信息集成和应用的重要基础。

IDM是针对信息提取与集成过程而提出的一种方法

 IDM开发

 2006年IAI组织提出了IDM，用于描述信息交换的过程信息

 IDM规范了信息交换过程项目参与方之间的信息流，提高了信

息交换的质量，支持更加可靠和有效的IFC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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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M组成

 过程图（PM，Process Map）：对过程的概述，包括实现过程

的目的，与之相关的项目阶段以及过程包含的子过程

 交换需求（ER，Exchange Requirement）：以自然语言描述

过程需要的信息及信息源，以及过程的输出结果

 功能单元（FP，Functional Part）：提供过程的技术实现细节，

例如采用子模型视图MVD技术按交换需求提取或集成子模型

 IDM研究

 目前各国组织编写了大量IDM，以适应应用需求

 我国的BIM交付标准尚未涉及IDM内容

 清华大学采用IDM和MVD技术，在自主开发的BIM集成管理平

台中，实现了子模型的定义、提取、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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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应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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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BIM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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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了BIM实施方针。并基于该规范分别发布了针对Autodesk Revit、

Bentley ABD、GRAPHISOFT ArchiCAD等BIM软件的具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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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 BIM Requirements)

• 挪威：2013年12月，挪威公共建筑机构Statsbygg 发布了“Statsbygg BIM

手册1.21版” (Statsbygg - BIM Manual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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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2013年2月，荷兰政府大楼署RGD (Rijksgebouwendienst) 

发布了“Rgd BIM 标准1.1版” (Rgd BIM Norm)

 加拿大：2012年10月，加拿大BIM委员会CanBIM (Canada BIM 

Concill) 发布了“加拿大建筑业BIM协议1.0版” (AEC (CAN) BIM 

Protocol v1.0)

 澳大利亚：2011年9月，建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NATSPEC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Limited) 发布了“NATSPEC国

家BIM指南” (NATSPEC National BIM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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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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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BIM体系架构及相关标准

• 2.1  支撑BIM的四个要素

• 2.2  面向建筑生命期的BIM基本架构

• 2.3  国际BIM标准

• 2.4  中国BIM标准



• 2007年，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提出

《工业基础类IFC平台规范》

• 2008年,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起草了《工业基

础类平台规范》

• 2010年，清华大学提出CBIMS中国建筑

信息模型标准框架

基础标准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存储标准》（已通过评审）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征求意见）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交付标准》（征求意见）

应用标准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已正式颁布）

 《建筑工程施工信息模型应用标准》（已正式颁布）

CBIMS

CBIMS技术规范 CBIMS解决方案 CBIMS应用指导

对应CBIMS说明

技术选择说明

构件详细说明

构件制作

工程建模

模型应用

数据交换

信息分类

流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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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模型结构与扩展

4.1  一般规定

4.2  模型结构

4.3  模型扩展

5  数据互用

5.1  一般规定

5.2  数据交付与交换

5.3  编码与存储

6  模型应用

6.1  一般规定

6.2  BIM软件

6.3 模型创建

6.4  模型应用

6.5  组织实施

本标准用词说明

附：条文说明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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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2. 术语与符号

3. 基本规定

4. 施工BIM应用策划与组织管理

5. 施工BIM模型与数据共享

6. 深化设计BIM应用

7. 施工组织设计与施工模拟BIM应用

 《建筑工程施工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8. 数字化加工BIM应用

9. 进度管理BIM应用

10. 造价管理BIM应用

11. 质量与安全管理管理BIM应用

12. 工程监理BIM应用

13. 竣工交付BIM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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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层面

 BIM的架构体系和支撑要素

 IFC标准的意义和基本描述方法

科学方法论层面

 如何做BIM基础研究

 如何将BIM基础研究成果上升为标准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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