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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2102／T 0071-2023  建筑信息模型(BIM)施工应用技术规范.pdf报告、工程量清单等。其中，碰撞检查分析报告应包括碰撞点的位置、类型、修改建议等内容。对于复 杂节点，宜建立钢筋实体模型进行模拟，检查节点的施工可行性。《 7.2.5现浇混凝土结构深化设计模型应结合施工区段安排，对结构构件进行拆分。宜将施工区段信息 附加到相应构件。 7.2.6现浇混凝土结构宜局部或整体添加模板体系模型，以实现模板及支架的分类配置、统计与物料 安排，以及模板支设的可视化交底。 7.2.7施工准备阶段，应通过深化设计模型完整表达各类结构构件的预留孔洞，并与各专业模型进行 协调，避免冲突与后期返工。 
7.3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深化设计
7.3.1预制装配式凝土结构深化设计中的预制构件平面布置、拆分、设计，以及节点设计等 7.3.2在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深化设计BIM应用中，可基于施工图设计模型或施工图瑞安消防科技公司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案、施工工艺方案等创建深化设计模型，输出平立面布置图、构件深化设计图、节点深化设 量清单等。 
区分混凝土构件的预制部分和现浇部分； 一一在构件深化设计时应建出预制构件上与施工相关的所有预埋件； 表达预制构件连接节点部位的相互关系； 支持构件拼装工序的模拟； 对预制构件进行相应的分类统计； 唯一的构件标识编码。 
7.4.1钢结构深化设计中的节点设计、预留孔洞、预埋件设计、专业协调等宜应用BIM。 7.4.2钢结构深化设计宜根据钢结构加工及安装要求，建立钢结构构件及节点BIM模型，并转化成图 纸，指导加工及安装。 7.4.3在钢结构深化设计BIM应用中，可基于施工图设计模型和设计文件、施工工艺文件创建钢结构 
4.3在钢结构深化设计BIM应用中，可基于施工图设计模型和设计文件、施工工艺文件创建钢 化设计模型，完成节点深化设计，输出工程量清单、平立面布置图、节点深化图等。 
7.4.4钢结构节点深化设计应完成结构施工图中所有钢结构节点的细化设计，包括节点深化图、焊缝 和螺栓等连接验算以及与其他专业协调等内容。 7.4.5钢结构深化设计模型除应包括施工图设计模型元素外，还应包括预埋件、预留孔洞等模型元素 7.4.6钢结构深化设计阶段的交付成果宜包括钢结构深化设计模型、碰撞检查分析报告、设计总说明， 平立面布置图、节点深化图及计算书等 
7.5.1机电深化设计中的设备选型、设备布置及管理、专业协调、管线综合、净空控制、参数复核、 支吊架设计及荷载验算、机电末端和预留预埋定位等宜应用BIM。 X? 7.5.2机电专业深化设计应根据建筑、结构模型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机电专业BIM模型创建及 综合管线排布。 2 7.5.3机电深化设计模型应包括给水排水、暖通空调、建筑电气等各系统的模型元素，以及支吊架、 减振设施、管道套管等用于支撑和保护的相关模型元素。 7.5.4机电专业深化设计应满足各专业系统功能设计要求，同时满足施工和运营维护要求。 7.5.5机电专业深化设计BIM模型应根据施工需求导出相应的施工图，如机电管线综合布置图、专业 施工图、安装详图、配合土建预留预埋图、支吊架定位图等。 7.5.6机电专业深化设计模型细度要结合施工现场需求进行BIM模型创建，机电专业施工BIM模型细 度不宜低于L0D350。 一 ? 7.5.7机电深化设计BIM应用交付成果宜包括机电深化设计模型、机电深化设计图、碰撞检查分析报 告、工程量清单等。 1 2 7.5.8机电专业深化设计BIM模型可通过碰撞检查、施工模拟、漫游审查等辅助现场施工，同时模型 宜经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等审核通过后进行现场施工 
7.6装饰装修深化设计
7.6.1装饰装修深化设计宜基于施工图设计BIM模型，补充室内装饰构件，形成室内装饰深化设计BIM 模型，表达室内装饰设计效果。室内装饰深化设计BIM模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一应区分主体模型构件与室内装饰构件； 一一室内装饰构件的材质、分格、尺寸应符合设计文件； 一一室内装饰构件应与机电管线及末端进行协调，避免冲突； 一一宜基于室内装饰深化设计模型实现室内装饰工程量的分项统计。 7.6.2幕墙深化设计宜结合建筑、结构等施工图BIM模型，模型细度应符合现阶段碰撞检测以及构件 算量统计需求，并能反馈出实际幕墙装饰效果。幕墙深化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宜采用经济、便捷的建模精度，构件尺度应符合相应标准； 一一通过不同途径获取的构件信息，应保证其具有一致性； 一一 模型应具有可拓展性，新增幕墙模型与构件不宜改变原有模型结构； 幕墙构件细度应满足工厂生产需求，并提供加工图设计模型。 
8.1.1涉及施工难度大、复杂及采用新技术、新材料的施工组织和施工工艺，宜应用BIM技术进行施 工组织模拟和施工工艺模拟， 8.1.2施工方案BIM应用前应确定应用目标和内容，并对项目中需基于BIM技术进行施工方案模拟的 重点和难点进行分析。 
8.2.1施工组织中的施工进度计划模拟、资源配置计划模拟、场地布置方案模拟、施工流程方案模拟 等工作宜采用BIM。 8.2.2施工模拟前应确定BIM应用内容、工程初步进度计划、工程预算、场地布置方案等。 8.2.3在施工组织模拟BIM应用中，可基于施工图设计模型或深化设计模型和施工图、施工组织设计 文档等创建施工组织模型，并宜将工序安排、资源配置和平面布置等信息与模型关联，输出施工组织模 型、施工组织优化报告和施工组织可视化资料等内容，用于指导施工和可视化交底。 8.2.4施工组织模拟前应制订工程初步进度计划、工程预算、场地布置方案等。 1 8.2.5在创建施工组织模型环节，施工场地布置模型宜根据场地布置方案创建，并与深化设计模型进 行融合或集成。施工组织模拟完成后，应根据模拟成果对施工进度计划、资源配置计划、场地布置方案、 施工流水方案等进行协调和优化，并将相关信息更新到模型中。 8.2.6在施工组织信息与模型关联环节，宜根据模拟需求将施工项目的进度计划、预算信息、平面布 置、工序穿插等信息附加或关联到相关的构件中，并按施工组织流程进行模拟。 8.2.7施工组织模拟BIM应用宜按照图1所示流程进行。 
图1施工组织模拟BIM应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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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施工组织模拟模型元素 
8.2.9 基于BIM的施工组织模拟软件宜具备下列专业功能： 
导入施工模型，支持不同专业模型的集成； 将施工进度计划及资源配置计划等相关组织因素与模型中构件进行关联，并能实现模型的可视 化、漫游及实时读取并显示模型相关的项目信息； 根据进度计划，在时间维度实现施工组织的可视化模拟运行，并能根据资源配置计划动态显示 不同周期、不同范围构件的资源需求信息； 在施工组织模拟过程中，对资源不平衡和冲突的时间段、关键构件进行提示； 集成现场场地设施布置模型，结合建筑模型对施工场地布置进行模拟审查，对冲突部位进行提 示，支持对场地布置模型中相应构件进行调整； 进行碰撞检查（包括空间冲突和时间冲突检查）和净空检查等，并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记录； 输出模拟报告以及相应的施工组织可视化资料。 2.10施工组织模拟BIM应用成果应包括：施工组织模型、施工组织优化报告、施工组织可视化资料 等。施工组织优化报告应包含施工进度计划优化报告及资源配置优化报告等。 
8.3.1 建筑施工中的土方工程、复杂施工节点、垂直运输、大型设备及构件安装、预制构 工工艺模拟宜采用BIM。 
建筑施工中的土方工程、复杂施工节点、垂直运输、大型设备及构件安装、预制构件拼装等施 拟宜采用BIM。 在施工工艺模拟前应确定模拟范围，根据模拟任务建立相应的施工工艺模拟模型，并满足下列 
一模拟过程涉及对设计成果的论证检查、尺寸及空间碰撞的，应包括各模型的尺寸细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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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方式信息、所需施工工作面信息等； 模拟过程涉及施工工序穿插的，应包括模型与工序的关系，以及各工序的时间信息、逻辑关系 信息； 模拟过程涉及机械设备的，应包括设备的位置信息、空间信息、运转能力信息等； 对应专项施工工艺模拟的其他要求。 施工工艺模拟BIM应用宜按照图2所示流程进行 
图2 施工工艺模拟BIM应用流程 
8.3.4在施工工艺模拟BIM应用中，可基于施工组织模型和施工图创建施工工艺模型，并将施工工艺 信息与模型关联，输出施工工艺模型、施工模拟分析报告和施工工艺可视化资料，用于指导施工和可视 化交底。 ? 8.3.5在施工工艺模拟过程中宜将与工作面、流水、工序相关的资源、进度、质量、安全等信息与模 型进行关联，根据实际工艺要求，对需模拟的工艺相关模型细化进行建模，保证模型满足实际需要。 8.3.6在进行施工工艺模拟过程中，宜及时记录模拟过程中出现的工序交接、施工定位等问题，形成 施工模拟分析报告等方案优化指导文件。施工工艺模拟后宜根据模拟成果进行协调优化，并将相关信息  
一一导入相关的深化设计模型； 将施工进度计划以及成本计划等相关因素与模型关联； 可基于模型进行安装拆除、施工组织、工序顺序等施工工艺模拟，支持可视化、漫游等方式； 对施工工艺相关模型，以及与其他相关建筑模型之间进行碰撞检查（包括空间冲突和时间冲突 检查）、净空检查等功能，并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记录； 输出模拟报告以及相应的施工工艺的可视化资料。 3.3.8施工工艺模拟BIM应用成果宜包括：施工工艺模拟模型、施工模拟分析报告、施工工艺可视化 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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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混凝土预制构件工艺设计、构件生产、成品管理等宜应用BIM。 9.2.2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模型可从深化设计模型基础上创建，宜附加或关联生产信息、构件属性 构件加工图、工序工艺、质检、运输控制、生产责任主体，并宜在构件生产和质量验收阶段形成构件生 产的进度、成本和质量追溯等信息。 9.2.3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BIM应用交付成果宜包括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模型、加工图，以及构件生 产相关文件 
创建、存储、读取混凝土预制构件库； 记录、管理、展示加工生产和质检信息 输出仓储、运输及工程安装所需信息 
9.3.1钢结构构件加工中技术工艺管理、材料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文档管理、成 品管理等宜应用BIM。 
9.3.6钢结构构件加工BIM软件宜具有下列专
对预制加工模型进行分批计划管理，结合加工厂加工能力形成排产计划，并反馈到预制加工模 型中； 按批次从预制加工模型中获取零件信息，处理后形成排版套料文件，并形成物料追溯信息； 按工艺方案要求形成加工工艺文件和工位路线信息； 根据加工确认函、设计变更单、设计文件等管理图纸文件的版次、变更记录等，并反馈到预制 加工模型中； 将数控代码等加工工艺参数按标准格式传输给数控加工设备； 将构件生产和质量验收阶段形成的生产进度信息、成本信息和质量追溯信息进行收集、整理， 并反馈到预制加工模型中 
9.4机电专业预制加工
9.4.6机电产品加工BIM软件宜具有下列专
与数字化加工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支持基于模型的产品模块拆分、工艺设计、虚拟制造、预装配及其性能评价； 记录和管理产品模块准备、数字化生产、产品物流运输和安装信息； 设计信息和生产过程的可视化，产品加工的虚拟仿真，虚拟加工模块产品的装配仿真，以及虚 拟加工过程中的人机协同作业等。 
0.1.1工程项目施工中进度计划的编制和优化、施工进度的管理和控制等工作宜采用BIM。 0.1.2进度计划编制BIM应用中应根据项目特点、工艺要求和进度控制需求，编制不同深度、不同周 期的进度计划。 0.1.3进度控制BIM应用过程中，应对实际进度的原始数据进行收集、整理、统计和分析，并将实际 进度信息附加或关联到BIM模型中。宜采用新型数据采集手段（例如倾斜摄影或无人机器人等）对BIM 模型进行实时动态更新，形成BIM实时施工模型。 
10.1.1工程项目施工中进度计划的编制和优化、施工进度的管理和控制等工作宜采用BI 10.1.2进度计划编制BIM应用中应根据项目特点、工艺要求和进度控制需求，编制不同深 期的进度计划。 
.1.3进度控制BIM应用过程中，应对实际进度的原始数据进行收集、整理、统计和分析，并将 度信息附加或关联到BIM模型中。宜采用新型数据采集手段（例如倾斜摄影或无人机器人等）双 型进行实时动态更新武威盛达城市花园商住小区园林绿化施工组织设计，形成BIM实时施工模型。 
D.2.1进度计划编制中的工作分解结构创建、计划编制、与进度相对应的工程量计算、资源配置 计划优化、进度计划审查、进度计划可视化等工作宜应用BIM。 
接收、编制、调整、输出进度计划等； 工程定额数据库； 工程量计算； 进度与资源优化； 进度计划审批流程。 
10.3.1进度控制工作中的实际进度和计划进度跟踪对比分析、进度预警、进度偏差分析、进度计划的 调整等工作宜应用BIM。 10.3.2进度控制中进度管理模型宜含有实际进度信息和进度控制信息。施工过程中宜按一定周期收集 项目的实际工程进度，与计划进度进行对比分析，输出项目的进度时差；根据偏差分析结果，调整后续 进度计划，并更新进度管理模型。 10.3.3宜制定预警规则，明确预警提前量和预警节点，并根据进度分析信息，对应规则生成项目进度 预警信息；根据预警信息，调整后续进度计划DB37／T 3361-2018标准下载，并更新进度管理模型。 10.3.4进度控制BIM应用交付成果宜包括进度管理模型、进度预警报告、进度计划变更文档等。 10.3.5进度控制BIM软件宜具有下列专业功能： 一一进度计划调整； 一一将实际进度信息附加或关联到模型中； 一一不同视图下的进度对比分析； 进度预警； 进度计划变更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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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工程项目施工中的施工图预算和成本管理等宜应用BIM。 11.1.2在施工图预算BIM应用中，应在施工图设计模型基础上补充必要的施工信息进行施工图预算， 11.1.3在成本管理BIM应用中，应根据项目特点和成本控制需求，编制不同层次、不同周期及不同项 目参与方的成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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