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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传统的 CAD 技术已无法满足现代钢结构工程设计的基本要求,而 BIM 技术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推崇。本文介绍了 BIM 技术与

钢结构设计软件的核心内涵,并结合工程实例,围绕 BIM 技术在钢结构工程设计中的应用流程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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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M 技术的核心内涵 

BIM即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是建筑工程领域的新工具。建筑信息模型的

核心内涵是利用计算机设计软件,采集、整合、处理与分析数据信息,构建

三维立体空间数据模型。 

2 钢结构设计软件的核心内涵 

钢结构设计软件多种多样,如TeklaStructures、Pipe林科曼圆管相贯

线切割程序、ETABS等。本文以TeklaSturctures设计软件为例。 

该软件在创建三维立体空间数据模型后,能自主生成钢结构详图与各

类数据报表。在三维立体空间数据模型中,设计师可快速察觉各主体构件

间是否存在连接,该软件可自主生成各种数控切割文件,为工程设计提供

优质服务。 

再者,该软件是针对性极强的钢结构工程设计软件。通过创建三维立

体空间数据模型,设计师可明确不同平面间的空间对位关系,便于察觉各

构件的碰撞,实时更新数据信息,增强设计精确性。 

3 BIM 技术在钢结构工程设计中的应用流程 

本文以某火车站站房改建工程为例,简要介绍BIM技术在钢结构工程

设计中应用流程。该工程应用钢结构设计软件是TeklaStructures软件。

设计师利用Tekla软件,参照国家限定标准规范,对钢结构节点进行二次设

计,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零构件图及零构件配置图编制工作。以此为钢结

构工程施工的指导文件。 

3.1前期准备工作 

该工程项目负责人要全面审阅图纸,检查图纸中的节点是否完备、合

理。针对未提供的节点,设计师要同各参与主体沟通,编制科学可行的设计

方案；针对不合理的节点,设计师也要提出相应的整改方案。 

由于该工程任务量繁重,且结构复杂,设计师决定采用多用户建模形

式。即将整体工程划分为不同层区,对各层区指定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建模。

在此过程中,将构件的材质、规格与配置形式等基础信息整合到基于Tekla

设计软件建立的三维立体空间数据模型中。由此,省略了手动输入,以免数

据信息输入错误。需格外强调的是,在多用户模式下,设计师须统一轴线、

视图命名,以便快速调取数据信息。 

3.2创建三维立体空间数据模型 

采用多用户模式的优点是化零为整,指定各层区的负责人,让层区间

在互不干涉的情况下,保持协调配合,形成完整的建筑模型体系。整体工作

模式如水流般运转,在某一层区的设计工作完毕后,快速转入下一层区工

作,简化设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3.3碰撞检查 

碰撞检查,即检查零构件之间是否存在物理性或逻辑性碰撞。物理性

碰撞是指实体零构件的碰撞,而逻辑性碰撞是指各类零构件空间位置关系

的非规则性。例如,螺栓排布的逻辑碰撞检查,即检查螺栓与螺栓之间,以

及第一排螺栓与板边之间的距离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客观来说,专业内部的碰撞较易察觉,专业之间的碰撞则不易察觉。尤

其是钢结构与土建结构之间的碰撞,任何环节出现二次整改处理,都会造

成严重损失。尽管在钢结构工程设计阶段会检查专业间的碰撞,但实际运

行环节的洽商变更也会引发碰撞。对此,设计师要重新整合模型,再次实行

碰撞检查。一旦察觉碰撞,须第一时间上报,并调整工程设计要求。 

3.4审验模型 

三维立体空间数据模型可让设计师更加全面、直观认识整个模型,并

随意调整视角检查结构节点。由于三维立体空间数据模型的自身体量较大,

且数据信息修改量也较大,极易出现模型损坏或数据信息丢失问题。为此,

在创建模型前,相关负责人需全面且审核各层区模型,定时审验数据库。具

体工作流程为:每天下班后,负责人将模型从服务器上拷贝一份,审验系

统。再将经过审验的模型导回服务器,避免模型的逻辑错误。另外,负责人

还要对上一工作日经过审验的模型予以拷贝与保存,防止数据丢失。 

3.5自动出图 

在建模与审验完毕后,进入出图程序。一般情况下,出图环节会生成零

构件加工图与零构件配置图。且会生成各种数据报表,以便各参与主体调

取数据信息。 

3.5.1模型编号 

在建模后,对各零构件进行编号。在编号时,不仅要对零构件命名,还

需严格检查零构件是否存在漏焊等问题。通常,零构件编号多按照如下步

骤执行：清除构件原有编号—矫正数据模型—矫正数据库—审验编号。 

3.5.2图纸更新 

随着设计图纸的越来越完善,各类电气设备厂家越来越明晰,出现设

计变更的几率也有所提升。Tekla软件作为成熟的钢结构工程设计软件,

可以灵活修改图纸和调整模型。若修改梁的属性,则需调整总体布置图和

零件安装图,以免出现漏项,且自动出图可以提高出图效率,保证钢结构工

程设计进度。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Tekla软件构建三维立体钢结构工程数据模型,有利于

输出工程数据,生成数据报表,并简化钢结构工程空间结构形态,降低设计

难度, 终加强设计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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