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116

BIM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安睿康1 2

随着我国科技经济的发展，建筑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建筑物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也持续扩大。为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建筑企业要不断革新施工技术，加强建筑结构设计，提高建筑整体施工质量，为人们

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BIM技术是一种新型的建模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应用该技术，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虚拟

建模，直观了解建筑结构，有效提升建设结构设计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BIM技术；建筑结构；应用

1 BIM 技术概述

技术的概念*

BIM技术即建筑信息模型化技术，是在信息技术基础

上发展形成的，具有协调性、可视化及模拟性等特点，

可以收集、处理建筑结构当中的信息。利用计算机可以

将平面图纸转化为三维立体模型，并对其相关数据进

行深入分和参数设计。相关设计人员可以利用三维立体

模型来判断设计图纸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不

足，调整相应的数据，以有效排除建筑工程存在的安全

隐患，进而保证工程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技术基本特征

技术具有协同设计性

当前建筑设计领域逐步向协同方向发展，这也是建

筑设计的重要方向，同时也是建筑设计发展的必然趋

势。协同设计是借助一个公共的平台，使得各个设计人

员能够在该平台上进行交流，使得交流更加协调有序，

避免在沟通过程当中出现沟通不畅，交流不及时等问

题。同时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对于设计所出现的问题

及时地进行修改，从而逐步提高设计效率。一个小组的

工作成员可以借助协同平台进行交流，同时协同平台还

可根据实际设计需求的要求迅速响应，并且快速地更

改，从而使得设计效率不断提高。系统平台还可对相关

设计进行自动检测，对于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应，

它能够有效地提高设计质量[1]。

技术具有工作的传递性

BIM技术可以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并将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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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数据库，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建

筑行业的工作效率。建筑工程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并不

是一次设计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对其进行反复修改，

而 技术能够对相关修改内容进行记录，将修改的数

据自动反馈到模型构建中去。修改的过程当中并不需要

设计师自行更改链接或修改图纸，BIM技术将对其进行自

动修改。其次，它还能进行施工模拟，提前分析各种要

素，为施工提供便利。设计人员可依据施工模拟，对于

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进行预测，极大地提

高了设计的效率[2]。

技术具有信息集成性

信息集成性是强调将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实现信息

共享，信息共享能够有效地提高建筑设计的效率，保证

建筑设计的顺利进行。在 技术中，信息集成主要是

用于设计过程当中，它能够将相关设计信息与设计过程

进行有效结合。在设计建模的过程当中，建筑信息模型

是唯一的信息模型，各个部门的设计信息都需要在这个

信息模型当中完成，因此可以看到 技术有着强大的

信息集成功能，它能够将所有信息进行集合，用信息集

成的方式，使得各设计人员能够在同一个平台内对所涉

及的信息进行使用分析、处理，能够有效地实现信息共

享，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

技术与协同性关系

协同是 的核心概念，同一构件元素，只需输入

一次，各工种共享元素数据并于不同的专业角度操作该

构件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

件参照。可以说 技术将为未来协同设计提供底层支

撑，大幅提升协同设计的技术含量。 带来的不仅是

技术，也将是新的工作流程及新的行业惯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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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IM 技术的应用现状

现阶段，我国对于BIM技术的应用主要还是在一些大

型建筑的设计工作中，如杭州奥林匹克运动场项目、上

海项目中心、厦门地铁项目、奥林匹克公园大厦、海南

大厦等。当前，国内BIM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一些大规模的

设计公司，因为BIM技术在复杂的工程项目中能够更加凸

显其优势，大型设计公司一般对BIM技术有更强的项目需

求，并具有一定的技术实力。2019年对应用BIM技术的设

计公司进行调查发现，在建筑结构设计的大型企业中，

41%的企业使用BIM技术进行结构设计超过5年，43%的

企业使用BIM技术进行结构设计长达3～5年。中小型设计

公司使用BIM技术超过5年的只有13%，主要是因为很多

企业都是刚刚开始接触BIM技术。这也符合各个行业对新

技术的推广模式，即只有领头企业获得相应的价值，才

会不断扩展，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运用BIM到大型项

目的局部和整体的设计公司只有1%和3%，运用BIM进行

规模缩放实验的有56%，刚开始概念化BIM的设计公司有

23%，而没有BIM计划的公司仅有17%。

3 BIM 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在建筑结构性能分析中的应用

建筑结构是一个建筑项目的核心，在采用实际结构

件设计建筑结构的基础上，还应综合评判建筑项目竣工

后的应力表现，对其在相应负荷下的质量水准进行测

试。对建筑结构性能进行测试，不仅与建筑项目的安全

稳固性相关，还对其能否长期可靠使用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要想保障建筑项目施工质量，就需要合理分析建

筑结构设计中的相关性能。在传统的建筑结构设计模式

中，经常花费大量的人力、物理、财力，还不能得到良

好的效果，而将BIM技术科学应用到建筑结构性能分析工

作中，可自动分析出精准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及时

发现建筑设计存在的弊端，进而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

还能根据建筑项目情况调整设计方案，有效增强建筑项

目的结构性能。另外，还可以根据建筑结构的实际需

求，应用BIM技术掌握建筑结构的性能，优化设计方案，

进一步实现建筑项目使用价值的最大化[4]。

在施工图纸设计中的应用

经过平面设计和立体图纸设计的发展，到如今BIM技

术的应用，该技术利用建筑图纸可以直接体现出建筑物

的3D立体效果，便于相关人员对建筑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进行判断。在传统的建筑结构设计中，根据具体情况会

不断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资源，

降低了施工效率，而应用BIM技术可以有效弥补这些不

足，利用3D建模实现建筑结构的可视性，直观呈现给

人们一些较为复杂的建筑结构，易于人们理解，促进施

工工作的高效开展。应用BIM技术可结合原有的工程图

纸，借助CAD软件设计二维模型，使用RevitMEP软件拾

取CAD图纸中的相关结构和线条，建立三维立体模型地

图，利用软件的工作集来拼装所有模型。此外，还可根

据实际工程现场勘测数据，规划初步的工程线路。

在建筑结构和场地分析中的应用

设计人员在进行建筑结构设计时，不仅要充分考虑

到客户需求和安全性，还应结合建筑工程所在地区情

况，完善建筑结构设计方案。建筑工程所在地区的地质

条件和周围环境会对建筑结构设计方案产生一定影响，

而应用BIM技术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设计人员科学结

合BIM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准确地模拟建筑工程建

设地区的真实情况，这样能够帮助设计人员完善设计方

案，使其能够有效适用建筑场地的实际需求，增强建筑

结构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和实用性[5]。

在钢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现阶段，建筑工程横跨的空间不断扩大，钢结构的

运用范围也随之扩大，而应用BIM技术可以保障即使空

间不断扩大，钢结构也能发挥其真正作用，并且能够保

障其应用的安全性。钢结构需要利用梁柱进行连接，

不同的连接手段所展现出来的结构特性存在较大的差

异，这也有利于提高钢结构建筑工程中的运用程度。设

计人员通过BIM技术能够合理控制钢结构梁的高度，并

及时调整相关参数设计。同时，应用BIM技术，设计人

员还能实现参数共享，进而准确控制钢结构中螺栓连接

的间距。

在绿色设计中的应用

在建筑工程结构设计时，相关设计人员应用BIM技术

可以顺利实现建筑项目的环保节能性能，尤其是在建筑

项目的采光和通风环节。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一定

要多次试验调查人体对环境的舒适度，并根据调查数据

基于人体最佳体验感进行设计。例如，在设计屋顶时，

科学使用蓄热系数大和隔热的建筑材料，继而夏季能够

隔离热度，使得室内保持凉爽，冬季能够提高室内温

度。强化建筑的环保节能性，减少人们对暖气和空调等

电气设备的使用，实现低碳生活。在未来的设计中，绿

色设计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设计人员要不断优化

BIM技术关于这方面的应用，坚持节约资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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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建筑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发生建

筑安全事故的频率也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对建筑结构设

计进行优化。BIM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应用可以有效

提升建筑设计效果，满足人们对建筑质量的高需求，促

进建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建筑设计人员应在建

筑结构设计工作中积极运用BIM技术，不断提高建筑结构

设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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