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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装配式建筑作为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发展的建筑方式，其高效、节能、绿色、施工周期短的

特点在基础建筑建设发展中具有巨大优势。BIM 技术作为一种数据化管理工具，能够辅助指导建筑建

造过程。利用 BIM 技术参与对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施工过程，能够极大地提高装配式建筑的安全质量

和施工效率。本文将对 BIM 技术应用于装配式建筑工程中带来的优势效果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升建筑

工程中的技术应用，推动装配式建筑向着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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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fabricated buildings，as a construction method vigorously promoted by th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have enormou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building construction due to their high efficiency，

energy conservation，green，and short construction period. BIM technology，as a data-driven management tool，

can assist in guid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Using BIM technology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safety，quality，and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effects of applying BIM 

technology to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projects，further enhance th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towards high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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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是指把建筑构件从工厂进行标准化、工厂化生

产，再运送到现场进行拼装施工。相比传统现浇建筑在建设质

量上能够更容易把控，节能环保上能够减少消耗的材料和对污

染的产生。通过全面的数据分析，采用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技术，

不仅节省工作时间，减少工作量，确保了建设项目的高标准，

并切实提高了在管理工作中的效率
[1]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行

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推出许多政策进行鼓励和支持。2016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要多层面、多角度的发展装配式建筑行业。推动了装配

式建筑的的发展。2017 年 3 月，住建部发布《“十三五”装配

式建筑行动方案》，进一步细化了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保障

措施：“到 2020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15%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区达到 20%以上，积极推进地区达到

15%以上，鼓励推进地区达到 10%以上”。2023 年全国各省市

均已出台相应的装配式实施意见，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

标。装配式建筑的建设推动了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推动我

国建筑实现标准化、工业化。今后装配式建筑规模会不断增加，

对于能够提升装配式建筑质量，进一步优化装配式建筑设计和

施工的技术方法将逐渐被发现和应用。 

BIM 技术是将建筑进行 3D 模型化，把建筑信息变成可视化

的模型信息。BIM 技术是建筑领域一门新兴的技术，虽然还未

被普遍应用，但从其应用成果来看，BIM 技术的应用能够带来

巨大的效益。BIM 技术具有的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优化

性和可出图性对于建筑工程具有辅助指导作用，能够在整个建

筑过程包括：设计、施工、生产、运维阶段进行使用。BIM 技

术能够使建筑工程建造中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和缩短工

期。将其应用于装配式建筑，对生产、节能和工期上的提升将

会是巨大的。 

1 应用阶段 
1.1 设计阶段 

BIM 技术目前对于设计阶段应用是较为成熟的。装配式建

筑设计阶段最重要的是精确的构件参数和位置信息。BIM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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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的提高装配式建筑设计和构件的精度。BIM 技术通过

建模将二维图纸上的构件信息变成三维构件图形。与图纸相

比，三维模型展现出来的构件信息更加直观和准确。在建筑三

维模型的制作过程中，将构建好的装配式构件进行组装，这一

过程相当于在设计阶段模拟了一遍施工流程，可以找到出现建

筑构件碰撞或设计参数有误的的地方进行修改。 

BIM 技术的协调性也能极大的方便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沟通

工作。目前装配式建筑受传统的部门分割及封闭的组织模式影

响，各专业之间缺乏协同合作，设计、生产、施工过程中存在

信息传递闭塞、脱节的问题
[2]
。利用 BIM 技术搭建由设计、施

工、建设的信息交流平台，设计方不同专业的设计人员能够进

行自己相关专业的设计，与其他设计师进行沟通、交流，减少

因沟通不到位造成的设计问题。设计师还可以利用平台设计的

建筑信息进行收集、整合、储存、共享等等，也极大的方便了

不同设计师对同一建筑的设计工作。设计方将相关设计信息进

行上传后，建设方和施工方也能够通过平台进行建筑信息的沟

通协调，增加三方的沟通效率，方便相关信息的及时传递。 

BIM 技术区别于其他建模软件的一个最大的地方就是可以

进行碰撞检查，碰撞检查分为硬碰撞和软碰撞两种。硬碰撞就

是指建筑构件之间实体的碰撞，包括构件尺寸冲突、构件对管

线的阻碍、管线交叉碰撞等等。软碰撞指在基于时间上的施工

碰撞检测。在建筑三维模型上加入时间维度，将建筑施工计划

时间信息导入，进行动态施工演示，检查可能发生的碰撞，例

如塔吊碰撞、车辆运输碰撞、工序时间的合理性和碰撞性检查。

这些检查都能同过计算机进行自动检测，将碰撞部位进行呈

现，进一步提升对设计阶段的纠错能力，方便协作设计人员进

行解决。 

1.2 施工阶段 

（1）可以应用在施工场地的规划中。在装配式建筑施工

中，需要留有足够的吊装空间和构件材料存放空间。一般装配

式梁、板、墙和楼梯这种类型的构件都是通过车辆运输到施工

现场直接进行吊装，吊装过程持续时间较长且可能占用施工通

道，尤其是在市内的装配式建筑一般施工场地空间有限。不提

前做好场地规划在施工中将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和降低施

工效率。利用 BIM 技术和 Revit 软件可以提前对施工场地进行

建模和施工模拟。通过对运输车辆、塔吊、施工通道、现场运

输道路进行模拟设计，对设计方案进行科学评价选择，结合现

场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施工区域划分方案，帮助之后相关方

案的制定和施工顺利进行。 

（2）在构件制作阶段可以精准掌握构件参数信息。装配

式建筑构件都是有专门的预制构件厂家进行制作，在制作前需

要施工单位对现场进行勘察分析，结合施工具体情况进行构件

部分调整，最后交由厂家制作。在这个过程中，施工单位一般

都是根据图纸再结合现场施工判断如何调整，需要较高专业的

人员进行。使用 BIM 技术构件的 3D 模型再配合现在具体情况，

极大的方便了管理人员对构件参数进行调整。将现场与模型对

比，对于构件信息直接进行修改，再交由工厂进行制作，使得

构件信息更加精确，更加符合现场施工。对于工厂来说，精确、

直观的构件信息也方便对结构复杂或种类繁多的构件进行制

作，也能减少在构件制作过程中出现的误差。 

（3）应用在构件安装上。构件安装是装配式建筑施工中

的重要控制要点，也是保障装配式建筑质量的重要步骤。在应

用 BIM 技术时，可模拟出预制构件的安装、运输等一系列流程，

使得预制构件中的各种参数得到有效完善
[3]
。还可以进行施工

调控，在建筑信息模型中详细设置吊装参数，确定吊装顺序，

模拟吊装过程，使吊装人员在充分了解吊装流程和操作要点的

基础上逐步完成吊装工作，保证预制构件的吊装质量
[4]
。安装

过程前，利用 BIM 技术制作的施工安装动画对施工人员进行技

术交底，着重对施工安装要点进行施工动画演示，加深施工人

员对施工操作的了解，提升构件安装的质量。 

（4）对施工进度进行控制。BIM 技术可以将施工进度计划

信息导入到 BIM 模型中，来控制建筑建造各个阶段的执行。①

利用模型对进度进行控制。在每个阶段都可以利用 BIM 技术建

造的模型进行进度检查、阶段分析、阶段优化，将每一项工作

进行独立化，方便进行管理。②利用数据计算分析进行控制。

相较于传统人为控制施工进度，BIM 技术利用计算机能够进行

数据的统计分析，对材料清单、预算信息能够根据现场信息进

行实时调整计算，帮助管理人员提前进行资源管理，保证施工

的正常进行。③利用 3D 模型可视化进行安全管理。通过 BIM

技术的 3D 可视化进行项目安全监测，能够提前发现各个施工

阶段的重点安全问题和潜在的安全隐患，管理人员在管理过程

中对可能引发安全问题的部位进行重点监测检查，降低安全事

故发生的概率，保障施工安全有序进行。④对施工进度滞后情

况能够及时调整。在产生施工时间滞后情况时，可以利用 BIM

技术对下面施工进行合理的压缩优化，调整施工组织计划，来

保证施工进度能够达到预期计划。 

2 应用优势 
（1）对劳动力的减少。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

在建筑建造中的施工人员也平均年龄也趋于“老龄化”，施工

人员也在不断减少。在不久的将来，建筑施工过程中不得不面

对劳动力过少，人工成本增加的问题。而装配式建筑的优势之

一就是能够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配合对 BIM 技术的应用，能够

将构建信息更加精确，在组装施工过程中能够大大减少劳动力

的使用，实现较高程度的自动化。 

（2）智慧建造。智慧建造是指利用现代技术和工具来优

化建造过程，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建造方式。

未来建造趋势是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建造。与传统建造

方式相比，智慧建造将由人的经验和技能主导的建造过程变成

由数字化和自动化主导的建造。建造过程通过计算机构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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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数据分析来优化，为建造师在建造过程提供信息共享、

分析、沟通和合作支持，利用数字化的建筑信息进行更加精确

的建造，降低人员劳动强度，提高建造过程中的建筑质量。 

BIM 技术是智慧建造中数字化的代表技术，创建的三维模

型能够精准提供建筑信息，包括参数、尺寸、材料、工艺以及

周围建筑环境。要想实现建造高度自动化，装配式建筑绝对是

发展的必要方向。其构件能够通过 BIM 技术进行深化设计、模

拟组装，未来的组装过程将大量依靠机械，减少人力的使用，

是实现自动化的必要经过。 

（3）缩短工期。 

BIM 技术应用在装配式建筑建造中最明显的一个优势就是

能够缩短项目工期。装配式建筑本身相比传统浇筑建筑不需要

过长的时间，加上 BIM 技术对施工阶段和工期进度的管理，使

得建筑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建造。例如疫情期间建造的雷

神山和火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建筑面积3.39 万平米，仅仅用

了10天就完成了建造，为抗击疫情做出了巨大贡献。两个医院

建造都是利用了“BIM+装配式”的模式，采用拼装式工业化成

品，将大部分房间在外面建造组装完成，运送到现场进行拼装。

这种方式大大减少了现场作业的工作量和时间，也是能够在仅

仅10天就能建造完成的主要原因。对工期有着极高要求的建筑，

采用“BIM+装配式”的建造模式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3 实际应用分析 
该项目为三栋高层住宅楼，一栋 31 层，两栋 32 层，地下

均为两层。该项目为装配式建筑，装配应用部位有预制外、内

剪力墙、预制桁架叠合板、预制楼梯、预制空调板，装配率为

50%。 

在利用 BIM 技术进行建模后，对相关的预制节点和预制构

件进行深化设计。对于装配式建筑来说，其预制构件的连接就

相当于现浇结构，BIM 软件能够保证建筑结构在满足受力要求

的前提下，设置好装配式建筑的连接工艺
[5]
。通过计算设计导

出节点三维配筋图。深化设计完成后进行碰撞检查，包括构件

碰撞、线管碰撞。1#楼查出构件碰撞 21 处，线管碰撞 83 处；

2#楼查出构件碰撞 16 处，线管碰撞 109 处；3楼查出构件碰撞

25 处、线管碰撞 67 处。在进行调整优化后多次进行碰撞检查，

最后导出建筑模型。设计完成后的模型交由施工和厂家。 

在施工上，与未使用 BIM 技术的装配式建筑相比，体现最

明显的优势是施工平面布置合理、施工图纸问题明显减少、预

制构件合格率上升、施工效率提高。在施工平面布置上，由于

该项目为住宅建筑，项目剩余施工布置面积较小，建筑周围小

型单体商业较多，在主楼建设中出现运输车辆无法正常通行和

没有足够施工区域完成吊装工作的情况。利用 BIM 技术对车辆

运输和吊装过程进行模拟，对施工平面布置进行重新布置和优

化之后，能够保证车辆在正常运输时，施工道路不会造成拥堵。

如果模拟结果不能满足规定要求，需优化调整布置方案，直到

符合设计标准为止
[6]
。 

BIM 技术应用后大大减少了图纸中出现的问题。施工中经

常出现图纸与现场冲突的现象，许多图纸问题只能通过现场施

工来进行发现，例如洞口预留问题、图纸之间的冲突、缺少节

点大样图、标高错误、缺少标注等等。部分问题能够提前发现，

但大部分需要根据现场施工进才能发现，还有极少数问题在施

工完成后才被发现。这些问题降低了施工效率，部分错误还需

要对错误部位拆除重建，对材料和工期都是极大的浪费。利用

BIM 技术建模后，可以作为施工依据，将图纸进行修改，减少

了施工因图纸出现问题造成的工期和材料上的损耗。 

BIM 技术施工算量应用也是极为方便。项目建设过程中算

量任务是不可或缺的，其核心就是在于准确、快速统计工程量。

对于人工来说，这项工作工作量大、费时、繁琐、要求严谨。

利用 BIM 技术的分析管理工具可以精确计算建筑物体积、面积

和尺寸，以及材料数量、重量、价格等等工程量。其 3D 模型

能够进行多视角查看，方便进行计算完成的校核工作。与传统

手算相比，BIM 技术能够加快概预算速度、减轻概预算人员的

工作量、提高概预算质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设计和施工阶段具有重

要的提升帮助作用，其能够将装配式具有的优点进一步放大，

解决建筑施工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极大的方便从业人员对于建

筑质量、效率的控制。BIM 技术能够将装配式建筑信息化、立

体化的呈现，在建造过程中提供数据支持、分析和计算，推动

装配式建筑建造向着标准化、高质量化发展。在实际应用上虽

然存才部分局限性，但总体具有明显的推动的效果，是未来装

配式建筑技术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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