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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施工中 BIM 技术应用要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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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居住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建筑行业获得了巨大的发

展空间。然而，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例如，由于施工技术的限制，在建造房屋时存在施工安全隐患。随

着 BIM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已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行业中。BIM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建筑质量，还可以提高建筑效率和建设成本。

因此，如何合理地应用 BIM 技术是当前建筑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装配式建筑施工中合理地应用 BIM 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工作

效率和质量，还可以保证工程质量。因此，以下主要分析了装配式建筑施工中 BIM技术应用要点和优势以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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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Key Points of BIM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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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living conditions, resulting in huge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many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have emerged. For example, due to limitations i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re are construction safety hazards when building hous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BIM technology, it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IM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improve 

building quality, but also improve building efficiency and construction costs. Therefore, how to reasonably apply BIM technology is 

the main problem facing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industry.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can not only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quality, but also ensure project quality.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mainly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advantages and key points of BIM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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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即建筑信息

模型，是一种数字化的建筑技术，其应用可以帮助实现建

筑设计和施工的一体化，使其信息共享和协同，提高建筑

设计和施工效率。装配式建筑是指将建筑物的主要部件在

工厂中制作和组装成模块。通过利用预制的建筑构件，可

以减少现场施工量，并有效控制施工进度和质量。BIM 技

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可以为工程带来许多好处，例如：

通过使用 BIM 技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通过使用 BIM 技

术，可以使设计更清晰；通过使用 BIM 技术可以提高工

程质量和效率；通过使用 BIM 技术，可以使施工过程更

加安全。因此，在装配式建筑施工中合理地应用 BIM 技

术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还可以保证工程质量。 

1 BIM技术的现状分析及研究 

1.1 国内外现状 

目前， BIM 技术在国外的应用已相对成熟，国外也

有许多 BIM 软件，如 Dynamo、Revit、VRay、Echarts

等。目前，国外很多项目都在使用这些软件，并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例如：Revit 软件在美国的应用非常广泛，并

且被誉为“工程设计行业中的 Autodesk”。在美国，许多

大型建筑项目都使用 Revit 软件进行设计和管理。目前，

Revit 已经被世界上许多国家使用。例如：中国、日本、

韩国、印度等国家的多个项目都在使用 Revit 进行设计

和管理。Revit 软件不仅可以帮助项目管理者及时掌握工

程信息，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工程建设效率。此外， Revit

软件在施工管理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在澳大利亚

的悉尼歌剧院工程中，采用了 Revit 软件进行施工管理

和质量管理。 

1.2 研究意义 

虽然我国在建筑工程中引入了 BIM 技术，但在实际

应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1）在建筑施工

中，由于传统的技术和方法导致设计不合理，所以会导致

施工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可

能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因此，应该制定一套合

理的施工方案。（2）传统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方法已经过时

了，无法满足现代建筑的要求。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改进

和更新。（3）虽然 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中应用广泛，但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BIM 技术的应用存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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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满足建筑工程的要求。因此，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

解决这些问题。（4）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仍

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经验和人

才。因此，应该加强对 BIM 技术应用的培训和人才培养，

以提高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应用的能力。（5）对于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应用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深

入分析和研究，以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1.3 研究内容 

基于对装配式建筑工程特点和 BIM 技术的深入研究，

以下对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工程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一种基于 BIM 的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方法。

该方法以 BIM 为基础，以现场质量控制为核心，以技术创

新为手段，在现场实施过程中通过 BIM 技术收集信息、协

调工作、跟踪检查和分析项目管理活动，实现对装配式建

筑工程质量的有效管理。本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在现场建立 

BIM 模型并通过互联网将施工信息和工程质量管理信息

集成在一起，利用互联网共享和协作的特点来解决施工过

程中的问题。该方法与传统的施工方法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具体来说，本方法可以实现对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

理活动的有效控制，并可以减少现场工作量。具体来说，

该方法将实施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信息收集、分析、

协调和跟踪。最后，本方法以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为例进

行了验证。该方法在信息收集阶段使用 BIM 技术收集了与

施工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在分析阶段使用 BIM 模型进行

施工模拟并对其进行分析；在协调阶段使用 BIM 模型进

行施工协调
[1]
。 

2 装配式建筑的概述 

2.1 装配式建筑的优势 

装配式建筑是指将预制的构件在现场进行组装，并通

过建筑机械进行组装。装配式建筑的优势在于：（1）装配

式建筑具有良好的施工性能，即减少了施工过程中对现场

工人的需求，提高了施工效率。（2）装配式建筑具有良好

的耐久性，即构件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不会出现损坏。

（3）装配式建筑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即构件在地震时

不会受到破坏，对建筑结构有较好的保护作用。（4）装配

式建筑具有较好的保温性能，即在施工过程中可以有效减

少能源消耗。（5）装配式建筑具有良好的环保性能，即构

件在安装时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 

2.2 施工准备 

（1）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施工中的应用可以有效

减少现场工人数量，从而提高现场施工效率。（2）BIM 技

术在装配式建筑施工中的应用可以实现构件的质量控制，

即根据 BIM 技术对构件进行预埋处理，实现预埋位置与设

计位置的一致性，并对预埋位置进行复核，从而保证预埋

件位置的准确性。（3）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施工中的应

用可以有效实现构件的精准定位，即通过对构件的精准定

位，使构件能够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安装。（4）BIM 技术在

装配式建筑施工中的应用可以实现构件质量控制，即在建

筑构件安装完成后对其进行质量检验，并根据质量检验结

果进行下一步工作
[2]
。 

2.3 工程验收 

在工程验收环节，需要按照设计图纸要求，对构件的

尺寸和位置进行复核，确保符合相关规范标准，并对构件

进行编号和标识。同时，需要在施工现场设置构件堆放区

域，确保施工人员能够在指定区域内进行作业。此外，还

需要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对构件的质量进行检查。在工程验

收环节，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在工程验收前，需

要对设计图纸进行复核。其次，在工程验收过程中，需要

对构件的质量进行检查。最后，需要将工程验收结果反馈

给施工单位及相关人员。此外，在工程验收环节还需要做

好记录工作。最后需要将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文

件材料进行归档工作，确保工程的数据信息可以长期保存。 

3 BIM技术的基本概述 

3.1 BIM 技术的特征 

BIM 技术是一种基于三维建模的信息管理技术，主要

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实现建筑工程项目的信息化管理。通过 

BIM 技术，可以有效地对施工现场进行模拟，并且可以在

模拟过程中对施工方案进行优化。同时，通过 BIM 技术还

可以实现装配式建筑的设计优化和施工进度的监控。例如，

在 BIM 技术的应用下，可以有效地提高设计效率和设计

质量，同时还可以避免设计错误对建筑质量造成影响。近

年来，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装配式建筑施

工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建筑行业提出的要求。

因此，装配式建筑施工方法已经成为当今建筑行业发展

的趋势。然而，由于装配式建筑施工方法与传统施工方

法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传统装配式建筑施工方法在应用

时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在进行预制混凝土构件安装

时，如果不了解其施工方法和工艺要求就无法有效地完

成构件安装工作。BIM 技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 

BIM 技术是一种信息技术。该技术可以对整个项目进行

全过程管理和监控。同时还可以将项目信息整合到一起

进行管理和应用。其次， BIM 技术具有数据共享性和数

据传递性。该技术可以对建筑工程项目各阶段进行有效

的管理和监控；同时还可以将模型信息传递到其他部门。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施工中的应用还需要注意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要合理地选择应用软件。BIM 软件虽然具

有很高的专业性和准确性，但它不能适用于所有装配式

建筑项目。因此，在选择软件时应该根据具体项目选择

相应的软件，以保证模型信息具有合理性和准确性。其

次要注意软件应用范围和内容。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

施工中应合理地选择应用软件并应用相应的内容来满足

不同项目的要求和功能需求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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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 

4.1 深化设计 

在传统的装配式建筑项目中，由于装配式结构和施工

技术不够成熟，许多装配式结构的施工问题需要解决。例

如，如何使预制构件顺利运输和安装？如何保证预制结构

的质量？如何合理规划现场施工顺序？BIM 技术可以通

过基于模型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在施工过程中，

预制构件的运输需要考虑到现场道路、桥梁、建筑物和其

他设施等，必须根据施工计划进行规划。由于每个人都知

道施工计划，因此他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在

实施之前，只需要将模型导入到 BIM 系统中并调整和优化

模型即可。此时，所有与预拼装有关的信息都在 BIM 模型

中显示出来，并且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来完成整个预制构件

的运输和安装过程。 

4.2 碰撞检测 

装配式建筑中的碰撞检测是 BIM 技术应用的另一个

重要方面。由于装配式建筑中存在大量的复杂结构，因此

施工过程中必须考虑各部分之间的碰撞问题。如果碰撞问

题不能及时解决，将直接影响装配式建筑的正常施工。因

此，在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过程中，必须进行碰撞检测，以

确保各部分之间的配合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由于装配式建

筑施工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施工人员在设计时必须进行碰

撞检测，以确保设计方案与实际情况相符。BIM 技术具有

强大的可视化功能，因此施工人员可以利用 BIM 技术对

装配式建筑进行模拟和可视化分析，从而了解各部分之间

的相互关系及其安装顺序，并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
[4]
。 

4.3 可视化管理 

例如，在 BIM 技术中，可以创建装配式建筑的三维

模型，并通过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3D 打印技术不仅可以

减少施工现场的资源浪费，而且还可以避免传统建筑工程

中的许多问题。例如，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场地、

设备和材料等问题，因此施工人员必须进行合理的规划和

设计。只有这样才能使施工进度更加顺利。如果使用传统

方法进行施工，则必须将各项工作在同一时间进行，并且

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在应用 BIM 技术时，必须

对现场环境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设计。 

4.4 可出图性 

BIM模型不仅能绘常规的建筑设计图纸及构建加工的图

纸，还能通过对建筑物进行可视化展示、协调、模拟、优化，

并出具各专业图纸及深化图纸，使工程表达更加详细。 

4.5 协调性 

协调是建筑业中的重点内容，不管是施工单位，还是

业主及设计单位，都在做着协调及相配合的工作。BIM 的

协调作用也并不是只能解决各专业间的碰撞问题，它还可

以解决例如电梯井布置与其他设计布置及净空要求的协

调、防火分区与其他设计布置的协调、地下排水布置与其

他设计布置的协调等
[5]
。 

4.6 模拟性 

模拟性并不是只能模拟设计出建筑物模型，还可以模

拟不能够在真实世界中进行操作的事物。在设计阶段，bim

可以对设计上需要进行模拟的一些东西进行模拟实验。 

4.7 总结 

装配式建筑施工是一项复杂而繁琐的工作。BIM 技术

作为一种综合性技术，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通过合理应

用 BIM 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施工过程中的许多问题，

并且可以提高建筑的质量和效率。装配式建筑是将结构构

件在工厂中预制并运输到工地上安装的。装配式建筑的特

点是它使用标准化设计方法来生产标准化构件。例如，预

制混凝土构件具有统一的尺寸、形状、厚度和重量，以便

于运输和安装。在 BIM 技术应用于装配式建筑中时，施

工人员应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例如现场环境、气候条件、

施工进度和构件类型等。由于这些因素都会对施工造成影

响，因此施工人员必须在这些方面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施工质量和效率。 

5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然而，由于传统建筑施工技术的限制，我国的建筑业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由于技

术问题和管理问题导致工程质量较低。BIM 技术作为一种

新兴的技术，是现代建筑行业中一种新型的管理技术。随着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建筑行业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未来，我国建筑业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然而，目前我国

建筑业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在装配式建筑施工

过程中缺乏高效管理方式和技术手段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必须积极推广 BIM 技术。本文主要分析了装配式建筑

施工中 BIM 技术应用要点和优势以及要点。通过对本文的

研究分析，希望能为我国建筑业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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