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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装配式建筑最被人所看重的优点就是经济可行性强,能够打消很多民众对于建筑价值高的顾

虑,普适性极强。不过由于其在国内有效发展的时间尚短,即使目前已经在大力发展这种技术建筑,也仍

然有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需要进一步解决问题。本文正是出于此种情况,对BIM的作用与意义进行说明,

并对于在建筑装配式设计中使用BIM技术的作用与优势进行一定的介绍,希望能够对于装配式建筑设

计的合理优化起到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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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valued advantage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s their strong economic feasibility, which can 

dispel many people’s concerns about the high value of buildings, and is extremely universal. However, due to its 

short period of effective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even if this technical building has been vigorously 

developed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area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further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In this cas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BIM, and introduces the role and advantages of using 

BIM technology in building prefabricated design, hoping to play a role in the reasonable optimiza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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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近年来国民经济水平的上升,

我国民众对于建筑行业的整体需求也在

不断上升,这种需求不仅仅只是表现在

对建筑的购买需求与使用需求,同样也

表现在经济需求与审美需求等方面,装

配式建筑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火爆产

品之一。由于高科技技术——BIM技术的

使用,开始让困扰建筑行业多年的问题

能够有效解决,既增加了设计整体之间

的连贯性与科学性,又提高了建筑质量、

减小了建筑风险,对于建筑行业的影响

深远。 

1 装配式建筑与BIM概述 

1.1装配式建筑 

装配式建筑的定义其实较为广泛,

它不限制建筑材料,也不限制建筑规模,

简单来讲,在建筑现场对来源于工厂加

工的原件进行组装,这样的拼接成品就

可以称为是装配式建筑。它浓缩了传统

的建筑与装修两大建设步骤,可以很大

程度上节约时间、提升效率,相比于传统

建筑,这种方法既增加了建筑原件的可

靠性,也更加经济、绿色环保,这正是越

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建筑设计的原因。

装配式建筑本身具有5类建筑类型,分别

是板材、骨架板材、升层升板、砌块与

盒式,几乎能够满足所有建筑设计的要

求,因此目前在国内形成了装配式建筑

热潮。 

1.2 BIM技术 

BIM是这种技术的英文缩写,它的全

称叫做“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 

ng”,可以翻译成为它的中文名称,也就

是“建筑信息模型”。它是由美国一家主

营数字设计业务的公司所进行开发,它

的作用过程就是根据现有的建筑信息,

帮助建设者在电脑上构建虚拟的建筑模

型,并从中得到模拟的建筑数据,看到建

筑设计的预设效果。 

BIM技术可以通过对建筑过程的实

时观测,来判断出建筑过程中,所出现的

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从而实现全局的

建筑把控,将建筑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的

水平。第二,合理使用BIM技术可以,在最

大程度上降低建筑工程的造价,不仅如

此,通过BIM还可以在整个建筑项目的其

他部分进行成本控制、缩短建筑施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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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有助于建筑设计的质量优化与经

济压缩。第三,BIM技术依旧在不断发展

和不断更新,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出足

以应对大多数建筑设计需求的功能,可

以在该软件上对装配式建筑的预制原料

进行设计,甚至还支持将平面设计图转

为三维立体模型,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该

软件的精度很高,完全可以满足建筑设

计的精度要求。 

2 预制装配式建筑设计的要求 

2.1质量要求 

目前的装配式建筑行业存在一定的

质量不平衡现象,尤其是从预制原件开

始就要严格进行质量把关,让其从生产

过程再到组装建筑过程中,始终保持较

高的质量标准,这样才可以让建筑设计

落地开花,真正绽放应有的建筑魅力。 

2.2进度要求 

这种建筑的建设过程往往都是短暂

的,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装

配式建筑固有的特殊性——在出厂之前

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建筑工作,即对于

建筑设计的原料落实,所以在出厂之后,

只需要将预制原件在建筑工地按照要求

组装起来就可以,尤其是组装过程还可

以并行进行,也就是可以按照自底向上

的思想进行同时组装。 

2.3成本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经济成本相比于传统

建筑行业来说要相当低,无论是从建筑

原材料来讲,还是从施工时间来讲,都可

以节省一大笔施工费用。 

3 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设计

的应用 

3.1基于BIM模型的建筑资源库设计 

首先,使用BIM技术可以帮助建筑设

计师进行建筑资源库的设计,能够对很

多不同的建筑构成部件一起使用,可以

直接在后续的信息相关过程使用这项技

术。为了对之后的建筑预制原件信息进

行统计与分析,建筑设计人员就需要把

在设计过程中所使用到的所有建筑构成

部件的信息汇报至领导层,这样就能够

为原料采购与建筑施工过程提供很大的

帮助。 

3.2施工阶段的BIM技术运用 

其次,BIM技术也被广泛的应用到建

筑建设过程里,它主要在这个过程中产

生帮助项目建设的作用,可以在最短时

间内对建设过程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处

理。同时BIM技术还能够根据其特有的技

术手段,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建设参数,

导入到模拟环境当中作为参考,从而得

出最有价值的科学建设方案。施工当中,

有时会因为误伤等原因导致出现重大的

建筑事故,使用BIM技术就可以监控全场

状况,将事故发生的概率降低到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 

3.3 BIM标准化设计与常规设计的

不同 

在进行装配式建筑设计时,设计过

程并不像传统建筑业一样,是一个从0到

1的过程,它反而可以被描述为是一个从

1到0,再到无数的过程。这里的1代表的

正是已经具有价值的成品建筑,进行上

述设计,就是要把成品建筑根据节点进

行拆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建筑节点的

判断十分重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导致了预制原件的大小并不一致、相

同,而是有不同的预制样式。判断正确的

装配式建筑设计,最终所建制造出来的

建筑安全效果,与传统建筑行业所建造

出来的建筑相同。 

3.4装配式建筑深层设计 

3.4.1构件拆分设计 

在进行装配式建筑设计的过程中,

设计师选择使用BIM软件进行设计,必须

要考虑到建筑设计的深度,尤其是包括

楼板和墙体两者的结构设计。可以使用

BIM对建筑整体进行合适的拆分,然后对

每一个拆分出来的部分进行针对性研究,

这样就可以从质量和施工数量上,最大

程度实现利润化。 

3.4.2图纸生成 

在初步形成了BIM模型后,该软件还

提供了使用其完成第二次进行3d模式设

计加工的机会,也就是说,它可以将目前

的设计转换成二维的设计图,利用这样

的图纸进行设计施工,可以给予后续的

部件部门方面很大的方便,而且它的其

他图纸相关功能也十分强大,能够最大

程度上确保施工的平稳进行,还可以让

设计精度达到一个很高的地步,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4 使用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

设计中的优势 

4.1提高结构设计精准度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

可以提高在结构设计中的精确情况。在

传统的平面图纸当中,很难具有一个精

确的设计数值,但是使用BIM则不一样,

运用这种技术,能够利用信息化,对详

细的设计分析具有一个简易、直观的展

示过程,精确度会相较于之前有极大的

提升。而且在操作上十分简便,只需要

建筑设计师将自己在进行装配式建筑

设计时,所需要的预制原件要求上传,

再将其他情况较为全面、细致的考虑到,

同步进行上传,就能够根据自己所上传

的输入数据,自动化式的对结构合理性

进行判断,从而能够得知,涉及参数的

正确性。 

4.2加快设计工作效率 

与提高设计精度几乎具有相同影响

的是,它还可以帮助工程师进行对于建

筑设计效率的提升,也能够对于后续的

原料信息相关部门以及施工的团队节

省一笔很大的时间财富。它所提升效率

的模式,是将信息实现共享与连接,能

够实时得知每一个建筑过程所涉及到

的冲突点。 

4.3落实预制构件标准化设计要求 

BIM技术还可以实时收集、共享以及

汇总信息,可以自动化保存以及输送设

计中录入与计算得出的数据资料。前者

在构件数据库之时提供了足够的资料支

持,使BIM的系统功能更加完善,后者可

以使部门间的合作沟通更加通畅,及时

掌握参数资料变更信息,将工作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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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整,使资源以及资金的损耗减少。 

4.4快速解决问题 

BIM技术可以在建立三维模型的基

础上,构建信息化协同管理系统,实现及

时的信息交流,搭建多种沟通渠道,提高

规划的合理性。在装配式建筑的部件和

构建设计中运用BIM技术,可以把施工现

场的具体数据实时导入平台中,实现施

工的实时监护,能够第一时间找出存在

的问题。BIM技术有预警功能,如果建筑

过程中出现误差,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

发出警报。BIM技术能够实现与计算系统

的信息交互,实现工程设计的优化。 

5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得到

飞速进步,与此同时,建筑工业化进程

也乘着改革开放的翅膀腾飞,中国的预

制装配式建筑获得飞速发展,预制装配

式建筑与建筑设计的重点要求进行了

结合,并且对多个方面的因素进行深度

考虑,将有关资源进行科学有效地优化

整合,从而使预制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水

准得到提升,给预制装配式建筑往更高

方向发展打好基础。通过BIM技术,还能

防止不可再生能源的浪费,贴合可持续

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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