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建筑与发展·

21

BIM技术在大学生活动服务中心项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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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BIM技术在建筑工程行业快速推广发展,BIM技术在建筑生命全周期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许多

开工建设项目已经将BIM技术应用作为工程建设的强制性要求。以大学生服务中心项目为例，运用BIM技术，在项目

建筑施工过程中现场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化，提高建筑水平，为以后BIM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提

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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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建筑业已经成为我国国

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技

术的发展，也为建筑业这一传统行业注入新的血液和活

力，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运而生，被认为是继

CAD之后建筑业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其价值日益凸

显并逐渐被认知，在建筑工程行业中已快速发展应用。*

大学生活动服务中心项目位于泰安高新区凤天路以

东、北天门大街以南，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校区内。总建

筑面积为15351m2，场地东西长240m，南北长140m，建

筑高度23.9m。剧场建筑面积3000m2，体育馆建筑面积

2900m2，办公区建筑面积6500m2[1]。

地上三层，基础形式为独立基础，主体结构为框架

剪力墙结构；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框架剪力墙结构抗震

等级为二级，大跨度框架结构抗震等级为一级，耐火等

级为一级，屋面防水等级为I级，屋面形式为钢筋混凝土

屋面以及钢网架屋面。大学生活动服务中心是集办公、

剧院、体育馆多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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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管理

根据风险管控等级将施工现场分为办公区、木工加工

区、钢筋加工区、材料堆放区、施工现场5个区域，利用

BIM施工策划软件对施工场地进行预先规划设计，将施工

现场合理规划，根据上级要去对现场综合排布，十板两图

优化布置，达到文明工地要求。保证施工的有序进行[2]。

利用无人机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及质量检查评估，

将航拍与BIM模型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拍摄航线获取每个

时段的人材机布置情况及形象进度，指导总平面管理。

与施工模拟对比分析，助力项目实时掌控和调整施工部

署，获得整个项目的建造影像资料。

塔吊防碰撞模拟

大学生活动服务中心项目造型复杂，现场多台塔机

的作业半径交叉重叠，塔身与塔臂旋转半径彼此影响较

大，利用BIM技术模拟安置塔机保证塔机的垂直距离与

水平距离都在安全范围内，并辅助编制群塔作业防碰撞

专项方案，分析水平方向低位塔吊起重臂与高位塔吊塔

身、在建筑物之间防碰撞、低位塔吊的起重臂与高位塔

吊起重钢丝绳之间的碰撞、起重臂与下垂的钢丝绳同待

建结构及脚手架等防碰撞等，防止塔机的交叉碰撞，如

图2所示，同时利用BIM模板设计软件对施工现场外墙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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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及承重架体进行优化设计，依据软件出具的相关数

据进行施工，保证施工安全[3]。

通过危险源辨识，发现5个区域为危险性较大的分项

工程，支模高度在10m-23m之间，面积在210m2-1100m2

不等，高大模板工程特点是立杆易失稳，容易发生垮塌

事件；项目部组织有关人员针对该区域单独编制施工方

案，利用BIM模板脚手架设计软件创建三维模型，如图3

所示，配合安全计算软件编制了专项施工方案，并出具

安全计算书，从架体形式、架体排布，杆件型号，木方

及模板规格都做了详细的验算，保证施工方案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方案审核无误后交由专家评审组进行评审。

工程涉及网架屋面，覆盖面积共计2700m2，网架总

重约160余吨，跨度较大、施工工艺较为复杂，不宜整体

吊装，以高空整体散装代替吊装，避免吊装过程中出现

安全事故。

通过BIM技术及时分解施工步骤，实现各分项工程

的有序施工，让一线施工作业人员更加直观的了解网架

构造及施工工艺[4]。同时对施工班组交底时更为形象、直

观。通过碰撞检查提前发现问题，以便在施工前及时进

行调整，提高施工效率，降低资源浪费，节约了成本，

通过BIM技术与施工管理相结合，建立 模型，如图4

所示，工厂根据 模型预制构件，为每个预制构件编

制相应的ID编号，任意一个预制构件位置和材质、型号

均与BIM模型对应 ，钢网架任意构件位置变化，均可以

在BIM模型属性中进行修改。

同时针对预埋件定位，构件统计和加工信息等相关

技术指标做到量化统计，依据BIM模型生成用量清单用于

构件的加工，减少了材料损耗，提高了工程质量，促进

了工程进度。

本工程体量大，造型复杂，异型构件较多，工艺繁

琐，造型层叠多,复杂节点比较普遍，框架梁、板跨度、

高度均过大，会场区域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特别是

型钢混凝土结构中的弧形梁的模板支设和钢筋绑扎难度

大，技术管控较难，但是工程全过程采用BIM技术管控，

现场模拟施工，利用BIM技术进行可视化技术交底，如图

5所示。让一线工人更加直观的看到构件的造型以及施工

技术要求，保证了工程量。

科技创新已成为各行各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建筑

业这个传统行业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建筑信息化，

继续挖掘BIM的价值，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四大阶段全面运

用。未来在传统建造模式前提下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打

造更高效益、更高安全、更高品质、更高效率、更环保

的项目，实现智慧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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