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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技术的家装设计系统设计与实施研究
孙真珍*

山东协和学院，山东 250109

摘 要：为了使家装设计师的设计水平和效率得到显著的提升，以及使家装设计管理中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BIM技术应运而
生，并开始得到有效的应用。BIM技术下的家装设计系统能够对企业发展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从而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全面的提
升，本文以A企业为例进行详细的阐述。此次研究对BIM技术下的家装设计系统的重要性进行明确，从而使BIM技术的家装设计系统设
计和实施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进而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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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sign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home decoration designers, and to effectively solve problems 
in�home�design�management,�BIM�technology�came�into�being�and�began�to�be�effectively�applied.�The�home�decoration�design�system�under� the�
BIM technology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so that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nterprise can be 
comprehensively� improved.�This�article� takes�Enterprise�A�as�an�example� to�elaborate�in�detail.�This�study�clarifies� the� importance�of� the�home�
decoration design system under BIM technology, so that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me decoration design system under BIM technology 
can�be�effectively�ful�lled,�which�in�turn�lays�the�foundation�for�the�healthy�development�of�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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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住宅市场的不断发展，使得装修行业也得到迅猛发展的机会，由于多面图形和三维模型间的联动性存在一定的缺失，从而使设计师

的工作效率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使该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需要对BIM技术下的家装设计系统进行全面构建。此次研究对BIM技术下家装
设计系统方面的知识具有理论性意义，对BIM技术的家装设计系统设计和实施具有现实指导性意义。

二、业务分析

本文以家装A企业为例，该企业的业务现状主要为CAD是设计的主要工具，二维图纸中的各个面的设计图都是先通过CAD来进行设计，
之后，利用3DMax来完成效果图。为了把最终的设计效果和细节向客户进行展示，设计师先利用CAD来设计立面、剖面图等，之后，利用
3DMax来构建三维模型，然后完成相应灯光的铺设，最后，利用软件来对效果图进行有效的展现。由于3DMax软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
此，在实际建模过程中，设计师对其无法进行全面的掌握，为了使该种现象得到有效的改善，企业需要安排相关人员来进行一定的辅助，从

而使企业的成本显著的增加[1]。除此之外，利用3DMax构建完成的模型无法对相关信息进行有效的集成，特别是对材料价格、工艺等信息无
法进行有效集成，其只能利用动画的形式来对效果进行展示，但是在业务进行过程中，无法进行价值数据的提供。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知，该企业主要面临的问题有以下几种：

（一）设计工具缺乏统一性

在给客户设计方案时，设计师通常为CAD以及3DMax为主，利用该工具设计的模型缺乏重要的数据价值，且无法对公司的集中资源优
势进行充分的展现，这样不仅会对企业经营战略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会对家装进度产生直接的阻碍作用。

（二）设计资源缺乏集中性

设计师自身的专业水平对设计方案具有直接的影响，该企业在设计成果的管控方面缺乏有效性，这样不仅使得优秀成果无法被最大化

的使用和借鉴，而且使企业知识资产无法被有效的形成，从而对企业的规模化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2]。

为了使该问题得到有效的改善，需要对BIM技术进行有效的使用，就战略发展层面而言，在BIM技术基础上，对家装设计系统进行有效
的构建，对三维家装进行统一化的设计，从而使统一报价管理得以实现，这样不仅能够使完善的企业知识库得以有效构建完成，而且使一

体化的家装设计管理系统得以实现。

三、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一）三维家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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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维模型的基础上来完成家装设计，这样能够使三维设计向一体化展示进行转变得以实现，从而不仅能够使设计问题得到有效的解

决，使快速设计的目的得以实现，而且能够使客户的视觉感受得到有效的满足[3]。除此之外，将企业的实际需求考虑其中，在设计效率显著

提高的目的下，对三维家装设计软件进行必要的研究。

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入手：

1. 项目信息管理
项目在系统执行中的开始为项目信息管理，每位设计师被分配到的项目内容称之为项目信息，利用BIM平台能够对该信息进行统一化的

管理，在三维系统之中，其能够为项目提供多样化的功能，如存储、导入等，项目文件的进入可以通过三维设计系统的方式完成，也可以

利用BIM平台，先对项目进行合理化的选择，之后，进入设计系统之中，最后，对设计进行有效的操作。
2. 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以设计师提供设计工具的形式存在，当客户对订单进行有效确认之后，设计师先从资源库中对先关资源进行有效的调取，之

后，在对其进行合理化的设计，如水电设计、户型建模等。

3. 客户信息管理
商务经理需要对客户信息进行有效的维护，并将客户划分成已经签约和尚未签约两种，根据客户所处阶段的不同，对其进行差异化的

管理，但大体流程需保持一致性，即商务经理跟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和接触，并对其进行必要的评估，之后，在客户喜好得到满足的基础

上，为其进行设计师的推荐，当设计师确定以后，对相关的方案进行合理化的设计。

（二）BIM设计管理和资源管理
BIM设计管理指的是权限、流程以及审批等管理，但是其需要在设计方案资源库等构件完成的基础下进行，BIM设计管理和资源管理主

要包括以下方面：

1. BIM设计管理功能需求
其又由以下方面构成：

（1）权限管理
将权限管理实施到人员账号之中，为其设置差异化的权限，同时，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功能，如角色权限、操作日志等[4]。

（2）系统登录
在当前用户登录角色的基础上，对相关联的数据进行有效的抽取。

（3）消息预警
其主要在用户之间进行应用，使信息的推送和提醒具有明显的及时性，使用户查看消息更加的便捷化。

（4）流程管理
其主要是在数据操作时，对数据具有一定的定义和控制作用，从而使数据流向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2. 建材产品族库的构建
家装造价中的主要部分之一为装饰材料，为了使装饰材料的调用有效完成，需要在Revit的基础上，对家装建材库进行全面的构建，从

而为设计系统的调用提供便利性。

3. 企业施工定额库的构建
在Revit的基础上，对三维模型进行有效的构建，其能够为建筑装饰提供定额，并且，能够让附带定额属性出现在三维模型之中，同时，

能够对工程量进行自动化的统计，除此之外，对于特殊制造工艺而言，其能够对定额进行有效的绑定，从而为工程量的计算提供便捷性。

4. 施工工艺标准库的构建
标准库是产品工艺选择的主要来源，对其标准进行必要的研究，并对工艺检索功能进行有效的研发，从而为设计师对所需工艺快速选择

完成提供保障，另外，对工艺入库功能进行全新的研发，从而能够对入库施工工艺的完整性进行检验。

5. 设计方案库的构建
在设计方案模板的创建流程中，在规则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对设计信息进行有效的填写，使设计方案的创建得以完成，基本信息需要包

含以下信息，如方案的名称，方案的简述等。

四、基于BIM技术的家装设计系统设计

（一）系统逻辑架构设计

该系统的关系层次主要是以下几种：数据层、业务逻辑层、表示层，企业总部部署集中系统由工作流以及权限管理等构成，具体如图1
所示。

（二）系统物理拓扑设计

该系统为B/S+C/S的应用系统，分别在客户端以及WEB服务器上进行部署，系统由企业总部端和各分公司以及门店客户端等两个关系层
次构成，B/S集中管理平台主要在企业总部端进行部署，也就是BIM设计管理平台，其包含工作流、权限管理等，C/S架构的三维家装设计系
统主要部署在门店客户端，移动端应用主要部署在移动端之中，由流程审批、移动应用对方案的查看等构成[5]。

在BIM技术的基础上，在集团总部中对家装设计系统进行合理化的部署，网络资源由应用服务器、防火墙、交换机等构成，各分公司以
及门店利用Internet网络来对集团网络进行访问，从而使设计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得以实现，当总部和分公司用户在进行服务器访问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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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能够为数据业务安全提供保障作用。物理拓扑图如图2所示。

图1 基于BIM技术的家装设计系统逻辑架构

图2 系统物理拓扑

（三）接口设计

该系统作为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的部分之一，所以，系统需要为良好接口设计的提供奠定基础，接口设计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就A企业
而言，主要是针对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造价管理系统等，为了使数据集成接口技术得以实现，需要将XML数据格式应用其中，在系统构架
中，针对数据层的集成来进行接口设计，同时，需要用统一的标准来完成数据库的管理，如标准族库、业务应用库等，部分数据库能够对

企业中现存的IT信息化数据库进行有效的使用，本系统的接口主要对报价数据以及BIM管理平台的集成进行考量[6]。

在BIM技术的基础上所设计的家装设计系统，其接口包含两部分，即发送XML消息、接收XML应答，在XML的基础上，接口程序完成
分析和处理等操作[7]。由于处理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引发的动作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别，如图3所示。

三维设计系统 BIM管理平台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造价管理系统 物资管理系统

图3 接口设计关系

（四）关键技术

设计中使用的关键技术包括以下两种：第一，Revit族加密技术，BIM系列软件之一为Revit，其能够使设计师设计的建筑质量显著的提
升，BIM软件不仅能够将建筑以及结构等知识进行有效的整合，而且其市场占有率相对较高；第二，利用权限控制管理平台，在WEB端的
管理平台，能够对三维设计系统进行全面且无缝的集成，并且将混合式结构系统引入其中，这样能够使管理平台向三维设计系统转换得以

实现[8]。

五、基于BIM技术的家装设计系统实施

（一）组织人员准备

在项目管理原则得到遵守的前提下，对实施小组进行有效的组建，该项目小组中人员职位需要相对完善，不仅需要具有工程师、培训

师，而且需要有档案员以及质量控制员，同时，需要对相应的岗位职责进行有效制定，另外，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完整的培训和考核，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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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划的有效开展提供保障。

（二）系统环境准备

在项目规格要求的前提下，系统管理员需要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如采购硬件、营造环境等，相关人员需要对其进行全面有效的确认，从

而为环境安全的准确性提供保障。当系统想要得到应用时，需要满足相关的运行条件：

1. 对硬件以及网络环境进行有效且必要的部署。
2. 保证服务器以及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的到位性。
3. 使系统初始化工作得以完成。
4. 对系统进行验收，在需求文档的基础上，对系统进行合理化的研发和更新，并且需要进行试运行，通常试运行的时间选取一个月相

对适应，之后，让系统投入到使用之中。

（三）基础数据准备

系统基础数据初始化工作相对比较复杂，不仅包括相关人员的信息，而且好包含材料的编码以及材料价格库等，相关录入人员和业务部

门进行有效配合，共同来完成基础数据录入工作，其不仅是系统实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能够为项目的有效开展提供保障。

（四）系统切换上线

系统切换从两个角度进行切入，即数据备份和切换方式，来对系统所经历的全部流程进行合理化的描述，具体主要为：

1. 系统备份
当原有系统数据备份完成之后，才能让系统进行正式的投入使用，数据库和应用备份是重点，这样不仅能够使数据丢失问题得到有效

的解决，而且能够将切换引起的快速回退现象得到有效的改善，从而为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2. 切换方式
在谁定的切换时间和切换步骤之下，系统来进行切换处理，在系统切换之前，需要对运行环境以及数据进行再次确认，当不存在任何误

差之后，系统胡正式的投入到工作运行状态之中。切换通常由以下几个阶段来构成，即切换执行阶段、绿灯测试阶段、正式投入阶段。

3. 上线支持
上线支持指的是当系统处于上线状态之中，相关人员需要对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查询，从而为系统运行中的风险预测工作的顺利

开展奠定基础。

六、结语

通过本文的论述可知，当该系统在A企业中上线运行时，其不仅能够使设计师的工作效率得到明显的提升，而且能够使企业的设计资源
得到有效的积累，从而使管理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但是，仍然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开发，使其能够对企业的业务发展和需求进行

适应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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