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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概述 

• 真假BIM辨析——BIM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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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一：BIM≠3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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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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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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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BIM的核心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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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 建设行业推广BIM技术的价值体现 

 实现建设项目全生命期信息共享 

BIM技术支持项目全生命期各阶段、多参与方、各专业
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工作和精细管理。 

实现建设项目全生命期的可预测和可控制 

BIM技术支持环境、经济、耗能、安全等多方面的分析
、模拟，实现项目生命期全方位的预测和控制。 

促进建设行业生产方式的改变 

BIM技术支持设计、施工与管理一体化，促进行业生产
方式变革。 

推动建设行业工业化发展 

BIM连接项目生命期各阶段的数据、过程和资源，支持
行业产业链贯通，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一、概述 

• BIM的现状 

 热：标准、政策、技术、软件、应用…… 

 新：国外产品多，国内少；设计产品多，管理少 

难： BIM的商业炒作远大于实质应用 

 BIM建模与信息管理难---应用BIM需额外增加成本 

 BIM应用软件不配套---现有BIM技术和手段难以支持当前的管

理模式 

 BIM集成应用难---难以体现BIM在建筑全生命期中的应用价值 

 BIM创新应用少---无法结合自身的应用需求 

 

 



一、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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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在广州地铁项目中的应用 



• 背景 
 我国在进行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建设 

 未来十年，广州将规划新建16条地铁线路，432.6公里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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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概况 
 面向阶段 

 

 

 

 

 

 

 

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 运维阶段 

投资
主体 

多方
参与 

动态 
持续
进行 

流程
复杂 

进度
控制 

投资
控制 

质量
控制 

安全
管理 

信息
管理 

沟通
协同 

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验交阶段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问题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概况 
 问题与需求 

 

 

 

 

 

• 缺乏统一的各参与方协同办公平台 

• 存在大量的信息孤岛，信息无法真实
传递各方 

协作困难 

• 缺乏有效手段将工程面貌展示给管理
者或非专业人士 

缺乏有效直观表现手段 

• 预测分析所需数据分散或丢失 

• 缺少有效的实时数据预测分析方法 

缺乏有效预知预判手段 

需求 

• 支持各方参与、流程定制与数据实时
更新、共享的协作平台 

工程协作平台 

• 设计的三维可视化 

• 施工阶段的三维动态可视化 

三维可视化 

• 充足的数据支持和科学的预知预判手
段 

预知预判解决方案 



•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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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需求分析——功能模块梳理 

施工班组与施工人员管理 对业主项目组的考核 

设备材料与机具管理 对驻地监理的考核 

门禁子系统 对承包商的考核 

施工区域空间管理 隐蔽工程验收 

施工计划编制与审批 检验批验收 

施工进度4D模拟 分项工程验收 

派工单 分部工程验收 

请销点与轨行区派工单 旁站记录 

进度管理分析 施工日志、监理日志 

设计变更管理 档案资料管理 

质量问题“按图钉” 安全事件管理 

安全培训管理 安全隐患管理及“按图钉” 

资源 

进度 

质量 

安全 

资料 

验交 

考核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需求分析——流程分析（派工单） 
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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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报审核结果

返工

5.填报旁站记录

6.填报监理日志

8.监理日志7.旁站记录

9.填报施工日志

10.填报施工进度

11、施工日志

合格

旁站

12.派工单B

接收工单

13.返工通知单

14.旁站通知单

15.施工进度表单

工序控制

施工

当施工周计划经过
监理审核并通过
后，系统每三天派
送一次工单。

监理总监收到派工单通
知后，根据工单中涉及
到监理单位工序控制的
内容，向监理工程师派
工单。

到达WBS中预置需旁站
的工序前24小时，自动
通知提醒监理工程师。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派工单原型抽象 

人员登记、
审核、培训 

派工 计划编制 

实际进度
反馈 

施工 
监理（进度、
质量、安全） 

监理工作
记录 

考核承包商 

检验批验收 

设备验收
入库 

材料检测
入库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派工单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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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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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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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架构 
 C/S客户端—数据管理 

 

 

 

 

 

 

 

 

总公司领导慰问现场研发组人
员 

模型管理 

资源管理 

进度管理 

质量安全管理 

档案资料管理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系统架构 
 B/S客户端—网页数据采集端 

 

 

 

 

 

 

 

 

 
总公司领导慰问现场研发组人
员 

派工单管理 

进度管理 

验交管理 

质量安全管理 

档案资料管理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系统架构 
 M/S客户端—现场辅助 

 

 

 

 

 

 

 

 

 
总公司领导慰问现场研发组人
员 

质量安全按图钉 移动端派工单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模型准备 
 建筑、结构、装饰、临设…… 

 

 

 

 

 

 

 

 

 

 
总公司领导慰问现场研发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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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进度计划编制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进度模拟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计划审批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派工单操作步骤 
 

 

 

 

 

 

 

 

 

 

 

施工员创建派工单 专监确认派工单 

施工员填报完成情况 专监审核完成情况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派工单意义 

规范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连接虚拟BIM系统和实际现场 

根据进度计划自动生成 

自动检查、判断派工前置条件是否满足 

通过实际进度填报实现计划闭环反馈 

关联门禁系统，实现施工人员的准入管理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应用成果-施工过程 
 施工过程真实信息实时汇聚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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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智能分析 

数据库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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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成果-验收移交 

 数字化移交：保证设备材料清点工作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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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 应用成果-基于BIM的项目管理 
 配套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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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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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导则 

管理标准 

保证模型可用性、一致性；模型高效管理 

保证BIM系统实际能够落地；规范BIM系统操作 

为BIM应用搭建良好环境 

《广州市轨道交通机电安装
工程施工模型建模标准》 

《基于信息管理系统的施工
人员及门禁管理办法》 

《基于信息管理系统的前期
工作指引》 

《基于信息管理系统的施工
计划编制指引》 

二、轨道交通BIM施工管理系统 



三、BIM落地应用的一些思考 



三、BIM落地应用的一些思考 

• 可使用的成熟BIM工具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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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和管理少 

各厂商相对独立，信息共享还不理想 



三、BIM落地应用的一些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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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量清单计算 基于性能的分析与设计 



三、BIM落地应用的一些思考 

• 施工阶段BIM应用已经很普及 
 

 

 

 

 

 

 

 

 

 

 

大多相关企业成立BIM中心 甲方要求以及国家宏观政策 

建设行业普遍期望 企业转型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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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IM落地应用的一些思考 

• 运维阶段崭露头角 
 

 

 

 

 

 

 

 

 

 

 

 

业主方越来越重视 工具软件未升级、未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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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IM落地应用的一些思考 

• 应用水平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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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IM落地应用的一些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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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BIM落地应用的一些思考 

• 商品化软件的“困局” 

 

 

 

 

 

 

 

 
 

 

 

只是表面而无法切中要害 

BIM中的“I”就无法体现其价值 

功能限定下个性化的需求无法满足 

与管理脱钩、与需求脱钩导致与落
地脱钩 



三、BIM落地应用的一些思考 

• “平台+定制开发”的模式是BIM落地的技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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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IM落地应用的一些思考 

• BIM技术发展趋势 
 信息模型及其标准的进一步完善 

 BIM与云计算技术的结合 

 BIM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 

 BIM与物联网技术的结合 

 BIM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 

 智能BIM及其应用 

 …… 

 

 

 

 

这是一场全行业都

不可错过的革命 



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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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22日 

mailto:huzhenzhong@tsinghua.edu.cn
http://www.huzhenzhong.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