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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结构的设计中，BIM 技术在此项工作中发挥了其他技术所无法代替的优势。BIM 技术

使用三维数字技术将建筑信息模型立体化呈现出来，同时建筑工程的各项参数信息与细节也直观可见。

不仅如此，BIM 技术还能完整储存建筑工程设计、施工、拆除以及改造阶段涉及的数据信息，为以后

的工程管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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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 BIM technology has given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that other 

technologies cannot be replaced in this work. BIM technology uses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esent th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in a three-dimensional way. Meanwhile, the various parameter 

information and details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re also intuitively visible. In addition, BIM technology 

can also completely store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esign, construction, 

demolition and renovation stage, providing a valuabl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future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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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结构设计中 BIM 技术的优势 
1、减少设计与施工误差。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结构设计中

的应用，首先，要在施工前用计算机绘制出与建筑工程一致的

虚拟模型，将建筑工程的墙体结构、钢筋分布、骨架结构等直

观立体地呈现出来。其次，动态测试建筑工程的相关数据信息，

并将测试结果输入模型中，观察数据输入后建筑模型产生的变

化。最后，结合模型变化规律提出调整工程结构设计方案。通

过此种技术手段有利于减少设计方案与实际施工之间存在的

误差。 

2、提升施工效率与质量。建筑工程施工单位以往都是根

据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图纸来确定施工要求，然而建筑工

程实际施工情况与平面设计图纸的设计标准存在一定差距，无

法切实保障工程施工的整体质量。且后续还会涉及 CAD 图纸、

结构设计方案的调整，无形中增加了人力与资金的投入，延长

了施工周期，无法保障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应用 BIM 技术能

够灵活调整建筑模型中的各项数据，确保数据信息的统一性，

也可间接提升建筑工程的施工效率与质量，促使施工单位收获

预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3、实现工作的自动交接。在传统的建筑工程施工模式中，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数据或设计图纸发生变化，均会不同程度

影响建筑工程整体的施工进度。另外，设计图纸与施工现场存

在出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必然会增加工程的安全隐患，严重

时甚至会导致停工。将 BIM 技术应用到建筑工程结构设计中，

可使各项工作自动完成交接，因为系统中任意一项建筑虚拟模

型的数据发生变动，其他相关数据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工作人

员核实所有数据信息无误后，便可将建筑模型的设计图纸打印

出来，作为后续施工的依据，从而达到提高建筑工程施工测量

的准确性、确保工程质量以及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二、BIM 技术的特点体现 
1、视觉化。可视化最直白的解释就是所见即所得，对于

建筑行业来说，可视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例如传统营造最常

使用的构通方式就是透过施工图纸，各个构件的信息均使用线

条绘制表达，但是实际的构造与施作只能靠建筑人员自行脑

补。近年的建筑形式变化相当大，复杂的结构造型不断推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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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所以 BIM 提供了可视化的呈现方式，让将以往平面的对象

改成以立体实物的方式展示在人们面前，可视化的结果可以让

项目在设计、建造、运营的沟通过程更加清晰。 

2、协调性。协调性是建筑业中的重点内容，一旦项目的

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要将各有关人士组织起来开会，找各

施工问题发生的原因，然后做相应补救措施等进行问题的解

决。BIM 建筑信息模型可在建筑物建造前期对各专业的碰撞问

题进行协调并生成协调数据分享给所有相关角色。除了碰撞问

题之外，BIM 还可以解决管线、地下排水布置等协调问题。 

3、模拟性。模拟性不仅能够预览建筑模型，还可以模拟

不能在真实世界中进行操作的事物。比如在设计阶段 BIM 可以

针对施工规划预先模拟实际情况，确定合理没问题才开始施

工，也可以根据模拟的结果进行造价管控，进而实现成本控制。

等完成之后，也可以使用这项功能模拟日常紧急情况的处理方

式，例如火灾、地震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模拟等。 

4、优化性。设计、施工、运营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

主要制约优化的因素是信息、复杂程度、时间。信息如果不够

准确、充分，就无法得到最合理的优化结果，BIM 模型提供了

建筑物的实际存在的信息，包括几何信息、物理信息、规则信

息等。而且由于现代建筑物的复杂程度已经不是少少几个人就

能负担，BIM 则为此提供了对复杂项目优化的一条捷径。 

5、可出图性。这边指的出图并不是只产出一张建筑设计

图纸，而是藉由 BIM 将建筑进行数字化、可视化后展示，并经

过展示、模拟、协调之后为业主提供以下 3样资讯：综合管线

图：经过碰撞检查与修改，消除错误后的管线图。综合结构留

洞图：结构留洞图是配合管线图的重要参考资料。碰撞检查的

报告与改进方案：经分析后向业主提出碰撞问题与修改方案。 

三、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结构设计中的应用难点 
结构设计在建立 BIM 模型时，不仅要关系实体物理模型能

不能转化为二维施工图的形式，还要考虑该物理模型能不能够

导入第三方的结构分析软件进行模型的计算和分析，结构模型

中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如单元截面特性、材料力学特性、支座

条件、荷载和荷载组合等)，都需要进行考虑，所以，结构模

型中的如此多的参数使得结构设计变得更加复杂。 

1、BIM 结构物理模型建立。根据样板文件和结构方案，创

建结构标高，按照《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交付标准》的相关

规定建立三维结构模型，即为 BIM 结构物理模型图，图中包括

基础、梁、板、柱、剪力墙、楼梯等构件。BIM 技术的亮点之

一：可视化，所见即所得。通过三维可视化模型，我们可以从

空间各个位置和角度直观地查看结构布置，真实可见。每个构

件信息都可以查询到(尺寸、位置、材质等)。链接后的 Revit

三维模型，建筑模型与结构模型可进行比较，形成了问题报告，

可以更加精确的找出问题点，达到深化设计的目的，从而优化

空间设计，使布局更合理化。 

2、异形构件族。BIM 族也称构件族，在现今乃至以后的建

筑信息模型搭建中，族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族分为常规构

件族和特定构件族。在一个项目楼型中，常规构件族可以通过

设定现有的参数进行控制，从而实现在项目中的独特性与适用

性。而往往项目中无法通过常规族进行藉建的就必须找到特定

族，如果在族库中存在：特定的族库可以直接调用，然后进行

参数控制以满足项目。所以虽然族库不是万能的，有些我们项

目上需要的族在族库中可能无法找到直接调用，那么就需要我

们自行创建一个符合项目所需的特定族。 

3、三维钢筋模型。由于 BIM 技术所见即所得的三维可视

化特性和模拟性三维钢筋模型可以较为详细地展示钢筋节点

的细节部分，对于实际工程中，梁柱截面变化位置、钢筋搭接

长度、箍筋间距变化等细节情况，在现场施工中，通过附着于

整体模型上的三维钢筋模型指导施工，更容易把握复杂节点的

钢筋的空间搭接关系。这些技术细节问题，在设计方向施工方

技术交底时，施工方能从以往的二维图纸的理性认识上升到三

维实体模型的感性认识上，直观地认识整个项目的设计情况，

更加有助于施工方对图纸的理解和对设计意图的领会。 

四、建筑结构设计中 BIM 技术的有效应用 
1、构建建筑 BIM 结构模型。针对现实中的建筑结构进行

模拟生成模型，利用模型可以实现对建筑结构设计的一般规律

的探索，并实现对其进一步分析，达到掌握现实建筑结构特性

的目的。在对建筑结构进行设计时，引入 BIM 技术，利用构建

的BIM模型将现实建筑结构转变为计算机当中三维呈现的力图

模型，针对 BIM 结构模型的构建即可看作对建筑结构模型的基

本构建，二者在结构本质上是相同的。为了方便论述，选择以

某别墅建筑为例。已知该别墅的层数为３层，属于独立别墅类

型，栋数较多，且户型相对简单，已知该别墅建筑的基础结构

采用独立基础，尽管在建筑当中包含了数量较多的结构部件，

但重复的构件众多。在明确该别墅建筑的基本结构后，引入建

筑信息模型技术，在确保各项专业工作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完

成对建筑 BIM 结构模型的构建。具体操作过程中，利用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通过共享参数的方式对各个结构构件的标注族和

标签族进行创建，并以此实现对各个结构全过程平法表示。在

进行上述操作时，应用 Revit 软件完成。 

2、基于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平法施工图绘制。按照上述

建模步骤建立一个建筑结构设计对象的模型，模型当中包含了

建筑的基础构件、梁构件、板构件和柱构件。在利用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绘制平法施工图时，所有设计者都需要遵循平法施工

图设计规范，将其作为重要前提，实现对共享参数和标签族的

创建。在 Revit 软件当中创建一个全新的项目，选择菜单栏中

的“管理”选项，并点击下方“共享参数”指令。在弹出的“编

辑共享参数”窗口当中创建全新的指令，创建共享参数和新建

组，在之后的创建参数窗口当中完成参数共享，此时完成了对

建筑结构平法共享参数的创建。按照上述流程创建的共享参数

具备良好的协调性，在后期对设计方案更改时，只需要修改一

处，其他位置的参数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以此实现基于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的参数协调控制。在 Revit 软件当中完成对共享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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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创建后，针对标签族进行创建。在 Revit 软件当中，结构

柱定位图以及建筑梁平法配筋图当中都可以添加建立的标签

族。通过对建筑结构 BIM 模型和族文件的编制，从 Revit 软件

中设计出对应建筑结构以及相关详图的平法施工图描述。针对

生成的结果可以利用二维 CAD 对其进行表达。在结合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的基础上，得到建筑结构平法施工图，利用该施工图

实现对施工设计的管理，促进设计效率的提升。在 Revit 软件

当中创建的结构平法施工图中可以看出，在施工图当中包含了

多项建筑结构信息，若实际应用的建筑项目结构简单，则可以

实现对建筑结构信息的快速运用，以此提升设计工作的效率。 

3、确定建筑 IFC 空间结构关系。为了确保后续各项工作

的开展具备更标准的依据，从而实现各个专业参与方的衔接，

以建筑信息模型技术作为基础，在 BIM 平台上开展各项工作，

以此减少由于数据交换的不协调和数据丢失造成的严重后果。

由于 IFC 标准本身具备一定的开放性，且阅读性更面向于大众

群体，因此任何人都能够使用和查找，方便建筑项目各个参与

方使用。同时，IFC 标准当前主要应用在工业建筑领域和民用

建筑领域当中，因此将 IFC 标准作为建筑结构 BIM 软件与第三

方交换软件的连接条件具备极高可行性，并且 IFC 标准本身是

针对数据交换设计而来的，因此将 IFC 标准应用到其他软件当

中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数据资源的利用价值。在制定IFC标准时，

结合集成嵌套的关系，将建筑结构当中的构件信息、楼层信息、

建筑物信息等相互结构，并构成一套具备系统性的框架结构。

在 IFC 标准当中，嵌套规则是核心，通过嵌套的方式对各个建

筑结构实体进行定义。建筑IFC空间结构中共包含了场地层次、

建筑层次、楼层层次和空间层次等四个不同层次结构，从这一

点可以看出 IFC 标准遵循的是一般层次结构关系。建筑项目当

中包含着多个场地，而场地当中又包含了多个建筑，建筑整体

又是由多个楼层组成的，各个楼层又可以看作由梁板柱和各个

构件组成的。按照这一标准，将其作为设计的思路完成对建筑

结构的设计。 

4、建筑结构设计内容标准信息描述。将建筑机构设计内

容标准信息划分为四个基本层次，从高到低依次为领域层、共

享层、核心层和资源层。将具有相似性的工程信息汇总在同一

个模块的同一层当中完成描述。在上述基于IFC标准的基础上，

对设计内容的标准信息进行描述时，不得出现越级情况，例如

资源层不得使用领域层当中的信息对设计内容进行描述。通过

这一描述规定的设置能够有效避免结构改动时造成混乱的问

题。针对各个层级的具体信息描述内容设置，在领域层当中包

含着其他各个领域的所有信息；在共享层当中包含了不同专业

下需要完成交换的信息；在资源层当中包含了最基础的建筑结

构信息，例如几何信息、材料信息等。在实际对建筑结构设计

内容进行描述时，应当结合设计需要，从对应层次领域当中挑

选出符合描述规定的信息，并将其汇总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结

构设计内容标准描述信息。 

结束语 
在建筑工程结构设计过程中，为进一步保障设计过程的科

学合理性，需要积极引入 BIM 技术，大幅提升建筑工程的设计

效率、质量以及精准度，有效控制资金成本投入，将设计周期

缩减到最短。因此，需要掌握 BIM 技术的应用要点，有意识、

有规划地将该项技术应用到建筑模型构建、结构部件碰撞试

验、构件荷载计算、剪力墙计算、规划建筑空间以及优化结构

施工程序等环节，提高建筑结构的设计水平，使建筑的功能更

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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