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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M technology was a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model which used 

in engineering projects. Its simulation, 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diversity 

provided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visualization of fabricated 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igh efficien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fabricated structure production under supply-side reform in our 

countr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omplet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abricated 

prod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ode to the modern industrial mode, and form the 

integrated and scientific mode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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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BIM 技术是工程项目中运用的一个多维信息模型，其模拟性、协调性、

信息多元性为装配式结构施工的可视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为实现我国供给侧改

革下装配式结构生产高效化与工业化提供了重要保障。二者的融合，完成了从

传统模式的装配式生产向现代化工业模式的转化，形成建筑工程过程的一体化

和科学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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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结构是先预制好构件，再到施工现场进行组装，具有自重轻、省材

环保等优点，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

的改革，推动了 BIM 技术与装配式结构的融合［1］。装配式建筑的核心是集成，

需要通过 BIM 技术发挥数字化、智能化的作用。从设计、施工、使用到维护，

BIM 技术在装配式结构建筑过程中能够实现全过程管控，达到可视化、信息化、

工业化及系统化。通过 BIM 技术更好地为建筑行业服务，从而进一步促进装配

式结构发展［2］。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装配式结构的影响

1.1  从高质量出发

装配式结构在我国也有一段较长发展历史，传统的装配式结构突出的问题

是施工质量差、耗费周期长、投入较大等。新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

是从提高供给质量要求出发，以改革促进建筑行业调整，要求装配式结构克服

传统的缺点，并且与 BIM 技术结合提高其可靠性和高效性，提高其对建筑行业

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提高生产效率，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要，促进建筑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

1.2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

侧改革在资源配置以及创新上对装配式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逐渐转变

生产模式和供求模式，装配式结构工业化和系统化的特点依靠 BIM 技术提供信

息多元化的路径，使其成为供给侧改革下应用较为广泛的新型建筑结构。在优

化产权结构和投融资结构的模式下，装配式结构的生产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

1.3  实现协调发展

在供给侧改革积极推进绿色环保建筑的前提下，发展装配式建筑，提高了

建筑工程的质量和标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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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建筑行业投资的过程中优化装配式建筑结构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促进

装配式结构的发展。因此，装配式建筑技术与 BIM 技术结合是建筑产业改革的

重要供给方向，其发展对推进新形势下建筑产业的创新发展和供给侧提质增效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意义［3］。

2  BIM 技术对装配式结构的促进作用

2.1  实现信息的全面化 

装配建筑结构的设计和施工离不开信息的搜集和分析，通过 BIM 技术能实

现建筑信息的全面整合。BIM 技术能提高装配式结构项目信息搜集效率，通过

BIM 技术可以自动更新信息内容，其数据信息模型还可以体现装配式结构施工

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并更好地分析解决。发展装配式建筑是推进绿色建筑最快

捷的方式，而建筑产业现代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信息化，BIM 技术广泛的应用

将促进建筑产业化的发展

2.2  实现施工过程可视化

BIM 技术最显而易见的优势就是实现施工过程的可视化，改变传统线条图

纸对构件信息的表达，以空间模型显化建筑施工的全过程。BIM 技术能使结构

构件以立体构造展示出来，以三维实物图的形式表现建筑结构的信息，使人们

更了解建筑各部分的特征和空间效果，为建筑模型与构件间的交流提供了便捷。

BIM 技术还能发现建筑结构设计或施工以及后期管理中的不足，全方位地展现

工程情况，实现实时精细化管理。

2.3  模拟性特点

BIM 技术是针对性对构件的参数进行建模，其协调性和运算性可有效模拟

各种建筑结构和模型，还能利用模型的相关性，实现对建筑结构和物件连接、

管理的把控。在建筑工程每一个阶段能实现对所需项目或功能的模拟，不仅可

以实现设计时对实验项目的模拟，还能实现 4D、5D 等模拟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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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配式结构中 BIM 技术的应用

3.1  预制构件的管理

装配式组织模式下有大量的预制构件，由于管理繁琐不可避免出现构件损

失、误用和滥用等情况。因此，现场的管理，需要通过 BIM 技术，对构件进行

有效定位，制定专人对构件检验，确认构件的信息和录入，引导组件在准确的

区域内，并输入构件的相关信息。在构件的吊装过程中，工作人员与构配件的

使用数量对接，便于及时补充和管理。

3.2  构件的拆分 

建筑施工安全关系到工程的进展乃至社会的稳定，因此，在建筑施工时，

构件尺寸的精确度非常重要，尤其对装配式结构而言，需要确保各个施工阶段

的完整情况。对装配式结构设计阶段需对设计图纸实施核查，已明确各部件的

位置、形状、尺寸以及紧密度等，避免出现各种风险的可能性。BIM 技术合理

配置构件资源的作用能充分规划好构件与材料的利用，很大程度上减少浪费；

BIM 技术还能显示各构件的连接，保证了构件拆分的准确性，保证构件合理和

完善的拆分；BIM 技术的可视性特点能更好地消除设计盲点，减少设计误差，

提高构件拆分的质量。

3.3  构件的创建

装配式结构很多构件都能通过 BIM 技术创建模型，自主创建模型结构，可

根据建筑结构设计的特点创建结构模型，并合理的组建和布置构件。BIM 技术

的应用利用其二次程序的调用，可得到构件的相关参数信息，然后根据相关规

范可直接生成常用的现有构件，直接进行构件的布置，生成并配置预制构件。

3.4  合理布置埋件 

装配式结构施工过程中还有许多埋件的设置，BIM 技术可以根据需要随时

调整数据，确保埋件布置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如对照施工图采用 BIM 技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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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件数据布置预制梁族，在操作过程中将整体参数替换为全局参数，从而设

置预制墙板的宽度。

3.5  碰撞检查 

现阶段 BIM 技术在具体建筑结构生成的过程中，其最大作用是信息化与协

同管理，通过碰撞检查，实现对各个部分构件和结构的了解。装配式结构中，

通过 BIM 技术能消除结构构件的相互交叉，避免变更与返工。在装配式结构设

计阶段，可使结构、管道、电汽等协同设计，通过模型的组合，碰撞检测预制

结构构件内部与机电等之间的相互碰撞情况，从而在设计阶段消除碰撞问题，

解决不同行业间的设计冲突，避免传统的单专业校审中难以甄别的问题。

4  结论

将 BIM 技术引入装配式建筑，能够解决现阶段装配式结构发展中的许多问

题，在其建筑的全周期都至关重要。随着政策的推进，为响应国家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号召，装配式结构在建筑领域将会有更长足的发展，BIM 技术与装配

式建筑的结合还将进一步推进，在装配式结构的建造过程中，BIM 技术将以更

多的功能和形式出现，发挥二者优势，合理推进建筑行业产业化，推动建筑业

的发展，使建筑行业由传统的资源消耗型转变成绿色集约型。

参考文献

［1］张浩．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全寿命周期中的应用［J］．施工技术，2019

（10）：33-34.

［2］陈海娜，于皓皓．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工程过程中的应用研究［J］．技

术分析，2019（10）：42-43.

［3］陈永军．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管理中的应用［J］．工程管理，

2019（10）：135．

［4］陈蕾．基于 BIM 技术的装配式建筑技能协同型人才的培养［J］．山西建筑，

2019（9）：180-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