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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 BIM 建模标准的定义、属性、基本规定、信息传递、构件编码、

建模要求、模型精细度、模型存储和交付等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南的应用必不可少，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GB/T 51212-2016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 51269-2017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GB/T 51301-2018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GB/T 51235-2017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231-2016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 DB21/T 2572-2019 

《预制混凝土构件产品标识标准》 T/BIAS 3-2019 

《建筑信息模型储存标准》 GB/T 51447-2021 

3 术语和定义 

3.1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

过程和结果总称，简称模型。 

3.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assembled building with concrete structure ） 

建筑的结构系统由混凝土部件（预制构件）构成的装配式建筑。 

3.3 预制混凝土构件（precast concrete component） 

在工厂或现场预先生产制作的混凝土构件，简称预制构件。 

3.4 模型精细度（level of model definition） 

建筑信息模型中所容纳的模型单元丰富程度的衡量指标。 

3.5 几何表达精度（level of geometric detail） 

模型单元在视觉呈现时，几何表达真实性和精确性的衡量指标。 

3.6 信息深度（level of information detail） 

模型单元承载属性信息详细程度的衡量指标。 

4 总则 

4.1 为贯彻执行国家、省、市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落实大连市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有关工作要求，

提高装配式建筑项目信息应用效率和收益，特制定此指南。 

4.2 本指南适用于大连市范围内应用 BIM 技术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包含全生命周期内装配式建

筑预制构件模型的建立、应用、存储和交付。 

4.3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在策划、设计、生产、施工阶段的 BIM 技术应用除应符合本指南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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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规定 

5.1 一般规定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应做好各阶段间 BIM 信息和应用的有效衔接，满足 BIM 数据

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传递性，各阶段信息及数据建立统一数据协同平台、采用统一编码和规则、共享

模型数据，信息及数据应满足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等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项目 BIM 建模除应满足上述相应的技术要求外，还应满足信息化管理要求以及

竣工验收成果和资料归档要求。 

5.2 模型的存储和维护 

预制构件模型的存储和维护更新应符合各专业和不同软件的数据交互要求，保证模型数据有效传递

和交换。 

预制构件模型的建立、修改和使用应利用前一阶段或前置任务的模型数据，交付成果应符合后续阶

段或后置任务创建模型所需要的相关数据要求，支持各阶段、各项任务和各应用方获取、更新和管理信

息。 

各参与单位所负责的 BIM 模型应按规定要求及时维护和更新，确保 BIM 模型和相关成果的有效

性。 

5.3 部品部件编码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编码应符合唯一性、合理性、可扩充性、简明性、适用性与规范性要求。  

6 装配式 BIM 应用流程 

6.1 一般要求 

6.1.1 装配式的设计阶段，必须颠覆传统建筑工程的设计思维，采用基于 BIM 的信息化技术前置，

考虑到预制构件后续生产、运输、施工等环节中的工艺设备要求，以全专业、全过程一体化的思维模式

来进行装配式建筑设计。 

6.1.2 装配式建筑的方案设计应统筹考虑建筑功能、外观、构件生产、施工等方面的内容。 

6.1.3 应用基于 BIM 技术的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主要分为方案策划、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深化设计四个阶段。 

6.1.4 生产阶段 BIM 模型应以设计阶段 BIM 模型为初始数据来源，并应结合施工需求进行模型深

化。 

6.1.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生产阶段 BIM 技术应用范围应包含预制构件、装配式模板与其他标准化

部品部件。 

6.1.6 施工阶段应结合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措施、施工组织及施工工艺进行模型深化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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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应用基于 BIM 技术的信息化管理平台（以下简称“ BIM 平台”），可通过建立统一的三维

可视化数据模型进行各专业的协同设计和出图管理。BIM 平台应支持不同阶段、不同参与方共同对模型

进行深化调整与协调，有效提高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 

6.2 方案策划 

6.2.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项目在方案策划过程中，应利用 BIM 技术的便捷性、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开

展方案比选等工作，协助高效地确定 优建筑方案。应充分发挥 BIM 技术优势，统筹考虑建筑主体结构、

外围护、设备与管线等部件之间的尺寸协调。 

6.2.2 装配式建筑的核心是集成，落脚点为标准化部件部品，设计过程中应采用模数协调和模块组

合的设计方法，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基本原则，尽量在减少所选用的标准化部件部品种类(图 1)的基

础上来实现装配式建筑 BIM 设计。 

6.2.3 设计中应尽量减少构件种类，尽量做到标准化、统一化，尽可能节约成本，提高生产与后期

供货速度。在设计中尽量考虑叠合板的模数，楼板设计尺寸应尽量采用标准规格预制底板的模数的整数

倍，以减少叠合板种类。在预制楼梯设计中，考虑预制楼梯的尺寸，楼梯段移交标准、面层做法、踏步

高度及宽度等。同时需考虑预制构件重量及尺寸，方便后期运输吊装等工作。 

 
图1 

6.3 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阶段，应采用 BIM 技术对方案阶段所建立的 BIM 三维模型进一步深化，统一采用 BIM

平台对接各专业设计软件的设计结果，确定部件部品的尺寸和规格。应联合各专业的技术要点进行协同

设计，结合规范确定建筑底部现浇加强区的层数，优化预制构件种类，充分考虑机电专业管线预留预埋，

进行专项评估，制定合理的技术措施（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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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6.4 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设计阶段，主要利用 BIM 技术完成细化预制构件及其连接、各专业间的碰撞协调、预制率、

装配率统计及施工图设计等。建筑专业在平面布局、立面造型、楼梯、阳台、飘窗、卫生间等布置时，

应考虑模数和尺寸的统一（图 4）。外围护结构建筑设计，应尽可能实现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

化。应用 BIM 模型自动生成结构模板图、预制构件配筋图、平面布置图、部件部品组装图及连接节点

图等。利用 BIM 模型，将各个构件在模型中直观清晰地表达清楚（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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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6.5 深化设计 

6.5.1 深化设计是对接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和生产阶段的重点环节，深化设计的质量直接影响装配

式建筑后续生产、施工阶段的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在深化设计阶段，应接力施工图设计 BIM 模型，

进一步对标准化部件部品 BIM 模型几何造型需求、连接需求、生产工艺需求和施工安装需求等参数进

行详细调整，同时进一步通过 BIM 平台的碰撞检查功能对所有部件部品进行碰撞检查及避让处理。预

制叠合板厚度较薄，单独埋设吊环，锚固长度长且容易出现吊环脱出的情况。可利用叠合板桁架筋节点

代替原专用预埋吊环，保证吊点位置受力满足吊装要求（图 6、图 7）。依据设计的管线位置，应在叠

合板相应位置预留洞口，且洞口尺寸应略大于管线轮廓尺寸，深化设计应调整叠合板内钢筋排布，在洞

口处做相应的加强措施，保证构件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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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6.5.2 对于预制混凝土构件，应在 BIM 模型上补充吊装、安装等辅助预埋件的建模，并进行相应

的短暂工况设计验算，同时还应通过 BIM 平台获取各专业提资条件，完成机电、内装等预留条件对应

的预留洞口设计等。同时，BIM 建筑模型，应能够完成详细的装配率统计，完成预制构件的构造图和节

点详图（图 8），应能够达到满足生产要求的精细程度，可用于直接指导工厂精益生产加工。完整的装

配式建筑设计阶段 BIM 技术的应用内容见表 1。 

大
连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7 
 

                                                         
                            a）                                                                                        b） 

                                                                              图 8 

表 1 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 BIM 技术的应用内容 

序号 阶段 应用项 

1 

方案策划 

方案BIM模型构建 

2 建筑性能模拟分析 

3 设计方案比选 

4 项目各项指标分析 

5 

初步设计 

各专业模型构建 

6 建筑、结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检查 

7 面积明细表统计 

8 设计概算 

9 

施工图设计 

各专业模型施工图深化 

10 建筑与结构BIM模型对应检测 

11 机电管线综合检测优化 

12 二维制图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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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深化设计 

各专业模型深化 

14 模型拆分方案确定 

15 预制构件设计 

16 构件设计验算 

 

6.6 生产阶段 

6.6.1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 BIM 模型应根据项目实际需求深化下列内容： 

1）预埋连接件； 

2）机电管线及线盒； 

3）混凝土的连接方式、位置和形式； 

4）固定支撑的预留孔洞及预埋件； 

5）内装、保温等一体化。 

6.6.2 模型深化时，预埋件及预留孔洞应避开主要受力钢筋部位（图 9），不同种类预埋件应避免

碰撞。 

 

                              a )                                                             b) 

图 9 

6.6.3 模型应包含预制构件加工图、配件表、预制构件工程量等信息。 

6.7 施工阶段 

6.7.1 施工阶段应通过模型对构件运输、装车进行施工编排，分类规划运输过程。根据预制构件大

小对运载车辆型号进行选择，从而进行预制构件的进场模拟，来判断现场条件是否满足预制构件运输及

装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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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装配式构件模型应正确反映构件出筋、预留孔洞及其他设计要求或施工措施所需要的机电点

位、洞口。 

6.7.3 连接部位应按设计要求及施工工艺特点，创建定位零件、支撑零件、防漏浆措施组件等模型，

并注明安装及拆除要求等关键信息。 

6.7.4利用 BIM模型进行吊装模拟和管理，根据预制构件尺寸及重量并结合施工现场工作面和空间、

堆场布置、塔吊的起重能力和作业安全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塔吊或者汽车吊以及吊装方案。 

6.7.5 在施工过程中应将施工操作规范、施工工艺等融入施工作业模型，进一步完善项目的 BIM

模型，使得模型所对应的施工图能够切实满足施工作业相关需求。 

6.8 装配式 BIM 整体应用流程 

 
图 10 

 

6.9 装配式 BIM 信息传递 

6.9.1 设计中，应将设计模型按照一定的规则，将组成建筑的构件进行拆分；将每个拆分后的构件

通过 BIM 软件深化设计成加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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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生产中，应通过搭建基于 BIM技术的管理架构和信息化平台，将深化设计 BIM 团队和工程设

计各专业人员进行对接，同时 BIM团队也可以直接向材料供应和加工班组落实构件相关信息。 

6.9.3 造价计算中，应在拥有 BIM 深化模型后对应导出实际工程量，在模型构件中将构件属性类别

对应造价软件的构件类别，依据类别分类并进行工程量清单统计，工程量清单可根据模型的实时修改对

应 新工程量，作为造价人员及生产厂家可靠的数据信息。 

6.9.4 施工中，BIM 团队和施工人员应进行对接，让施工现场理解设计意图的同时合理安排预制构

件的存储场所和运输路线，使生产、运输、装配一体化协同管理。 

 

 

7 预制构件分类和编码 

7.1 模型使用要求 

7.1.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BIM 应用单位包括建设、设计、构件加工、运输、施工、监理等单位，

各相关方宜基于统一的 BIM 模型，建立协同工作规定，保证 BIM 模型中需共享的数据在设计各环节之

间交换和应用，并在协同工作平台上协同工作、共享模型数据。 

7.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BIM 模型应用单位应根据 BIM 应用目标和范围选用具备相应功能的 BIM

软件，宜具备模型输入及输出、模型浏览或漫游、模型信息处理、相应的专业应用功能和应用成果处理

及输出功能。 

7.1.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BIM 模型应用单位宜遵循本指南，根据本单位的管理要求和流程，制定

本单位的实施应用指南、BIM 模型标准、预制混凝土构件库等。 

7.1.4 装配式建筑构件的信息模型编码扩充和增加时，本指南中已规定的构件编码应保持不变。 

7.1.5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 BIM 模型分类与编码应体现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特点，常规部分采用《建

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51269-2017。 

7.2 构件分类和编码 

7.2.1 构件分类 

分类对象宜按层级依次为一级类目“大类”、二级类目“中类”、三级类目“小类”、四级类目“细

类”。 

7.2.2 构件编码 

编码结构应包括表代码、大类代码、中类代码、小类代码和细类代码，各级代码应采用 2 位阿拉伯

数字表示。 

7.2.3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模型编码（详见附录 A1）。 

7.2.4 装配式机电构件模型编码（详见附录 A2）。 

8 预制构件建模要求 

8.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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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BIM 模型至少应在初步设计阶段开始创建，并确保延续性。 

8.1.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BIM 模型深度应按不同的阶段划分。 

8.1.3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BIM 模型创建除应符合《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T 51212-2016

要求外，尚应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创建预制构件、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标准化户型、全装修、机电一

体化以及幕墙等模型。 

8.1.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BIM 模型应包括含场地 BIM 模型，且应标识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相关信

息。场地 BIM 模型应表达下列内容； 

1）建筑地上及地下用地范围； 

2）建筑单体； 

3）消防车道、临时车道； 

4）材料堆场、塔吊、施工电梯等场地布置； 

5）建筑功能； 

6）采用的装配式技术； 

7）其他应包含的信息。 

8.1.5 预制构件模型的创建宜采用参数化设计，参数化预制构件应包含: 

1）预制构件几何定义、关联的资料和规则； 

2）预制构件模型应在颜色使用上与主体现浇部分进行区分，详见表 2； 

表 2 预制构件模型主要内容 

专业 模型元素 几何信息 非几何信息 

预制构件 
梁、板、柱、墙、凸窗、阳台、

楼梯、女儿墙等预制构件 

几何尺寸（长、宽、高、直径）和

定位（轴线、标准） 
编号、颜色、功能、材质、样式、

类型、材料强度等信息 

机电构件 
风管、水管、桥架、设备、支吊

架、附件、管件等 

几何尺寸（长、宽、高、直径）和

定位（轴线、标准） 

机电系统、编号、颜色、功能、

材质、类型等信息 

预埋件 
预埋件、预埋管、预埋螺栓，以

及预留孔洞等 

几何尺寸（长、宽、高、直径）和

定位（轴线、标准） 
系统、编号、颜色、功能、材质、

类型等信息 

通用节点 
构成节点的钢筋、混凝土，以及

型钢、预埋件等 

几何尺寸（长、宽、高、直径）及

排布 

编号、颜色、材料、钢筋信息（等

级、规格）、型钢信息、节点区

预埋信息、节点连接信息 

8.2 建模应用内容 

8.2.1 可视化展示 

BIM 建模应发挥可视化的优势，对项目模型进行形象化展示，方便各方更好地了解项目。 

可以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展示预制构件的组合关系、分布、种类及数量； 

2）展示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的形式、分布、种类、数量以及与主体建筑的相应关系； 

3）展示标准化户型的分布、种类及数量； 

4）展示全装修、机电一体化与预制构件的相应关系； 

5）展示幕墙的形式、与主体建筑及预制构件之间的相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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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碰撞检查和设计优化： 

1）土建和机电间的碰撞检查：利用 BIM 模型进行空间冲突与分析，有利于解决各专业细部冲

突。设备之间的碰撞、设备与梁的碰撞，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可提早进行设计调整，减少施工变更。

下面以风管与桥架为例，进行模型碰撞检查，在“碰撞检查”菜单中勾选要进行碰撞的构件，点击

确认进行碰撞检测（图 11）。确认后出现碰撞报告，点击“+”，会看到碰撞构件 ID号，单击桥

架（图 12），单击左下角“显示”，软件会自动跳转至桥架界面，碰撞位置的桥架会高亮显示，

然后就会发现碰撞点，并且可以进行调整。 

 
图 11 

 
图 12 

2）主体和内装间的碰撞检查：下面以建筑窗户与内装吊顶高度为例检查碰撞，如图 13 所示，

吊顶的高度既要考虑窗户的高度又要结合管线的高度，所以需要做二级吊顶来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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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3）预制构件、预留预埋套管与预制构件和现浇部分间的碰撞检查。 

8.2.3 模型生成和导出图纸： 

1）应基于 BIM 模型直接生成和导出二维图纸和材料清单。二维图纸应基于 BIM 模型的视图

和表格加工而成。材料清单应基于 BIM 模型导出，且应包含：项目简述、模型工程量清单、模型

单元量及编码。 

2）BIM 模型生成的图纸，应满足国家对二维图纸的交付要求。 

8.2.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专项计算宜根据模型输出相关计算表格（图 14），包括以下内容： 

1）竖向构件数量、体积； 

2）水平构件数量、面积； 

3）墙体长度和面积，非砌筑、免抹灰长度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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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8.3 构件拆分规定 

表 3 构件拆分表 

序号 拆分专业 拆分方式 

1 结构专业 
按分区、按楼号、按单个楼层或一组楼层、按结构构件（如剪力墙、

梁、板、柱、楼梯等） 

2 建筑专业 
按建筑分区、按楼号、按楼层、按施工缝、按建筑构件（如外墙、内

墙、门窗等） 

3 机电专业 按防火分区、按楼层、按系统 

 

8.4 视图表达 

8.4.1 预制构件模型的视图应包含三维视图、平面视图、立面视图、剖面视图，其中平面视图宜包

括各专业设计平面、构件吊点和支承点平面、构件模具平面、构件预埋件平面和构件连接平面等。 

8.4.2 二维视图应由三维模型（图 15）直接生成，可根据工程应用需求增补必要的注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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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8.4.3 预制构件的表达应充分考虑电子化交付和彩色表达方式，其中模型预埋件、吊点、支承点和

共用吊点支承点应能被迅速识别，颜色设置应在相关平面视图中说明。 

8.4.4 符号、图例、字体、标注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定义部分应说明代表含义。 

8.4.5 视图命名表达  

项目浏览器中的视图名称，而非图纸中显示的视图标题可参见表 4: 

表 4 视图命名表参考 

视图类型 名称 说明 

平面 D1 地下一层平面 

平面详图 2#卫生间 2#卫生间平面详图 

剖面 1-1 1-1 剖面图 

剖面详图 S1 1#楼梯剖面图 

立面 SF 南立面 

节点详图 P-01 1 号节点详图 

8.5 命名要求 

8.5.1 预制构件模型的参数命名应能反映其表征的具体内容，易于辨识，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根据参数类别进行分组； 

2）数据参数可扩展； 

3）模型和参数具有联动性。  

8.5.2 视图命名宜按照专业类别和用途划分，主要由专业代码、视图名称、视图编号依次组成。 

8.5.3 预制构件模型的命名应方便检索和识别，应包含构件类型和主要特征信息，相同类别的建筑

构配件、设备设施、材料的命名应采用一种命名方式。 

8.5.4 预制构件模型交付物电子文件的命名宜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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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宜包含构件简述、专业简称和补充的描述信息； 

2）宜使用汉字、英文字符、数字和连字符“-”的组合； 

3）同类型构件宜使用统一的文件命名格式，且始终保持不变。 

8.5.5 模型命名规则 

提交模型需要有各专业整合模型。项目整体模型命名规则：<阶段>—<日期>.后缀。 

PD -20210606.rvt 表示初步设计阶段 2021 年 6 月 6日的整体模型。按专业和楼号划分的模型命名

统一规则：<阶段>—<专业>—<日期>.后缀。PD-A-20210606.rvt 表示初步设计阶段 2021 年 6 月 6 日的

建筑模型。 

阶段包括方案策划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生产阶段、施工阶段，各阶段代码如表

5 所示： 

表 5 阶段代码表 

序号 阶段名称 代码 

1 方案策划阶段 SD 

2 初步设计阶段 PD 

3 施工图设计阶段 CD 

4 生产阶段 PS 

5 施工阶段 CS 

专业包括总图、建筑、结构、暖通、动力、给排水、强电、弱电、室内装饰、景观等，各专业代码

详见表 6； 

表 6 专业代码表 

序号 专业 代码 

1 总图 G 

2 通用 C 

3 建筑 A 

4 结构 S 

5 给排水 P 

6 暖通 M 

7 动力 D 

8 强电 E 

9 弱电 T 

10 室内装饰 I 

11 景观 L 

12 其它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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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构件命名 

1）土建专业构件：为便于项目统一实施管理，应制定模型构件命名方式。构件命名，在软件

中通过“属性”“编辑类型”进行设置（图 16），不要求每个构件的命名唯一，但构件特性应在

命名中加以体现见表 7； 

表 7 预制构件代号 

构件分类 构件代码 

预制墙板 PCQ 

预制柱 PCZ 

预制梁 PCL 

预制楼板 PCB 

预制楼梯 PCLT 

预制阳台板 PCYTB 

预制女儿墙 PCNEQ 

预制空调板 PCKTB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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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气专业构件包括：桥架、配电箱、照明、插座、弱电系统等。构件命名，桥架命名：专

业代码-设备类型，例如 E-强电桥架。配电箱命名：专业代码-电气设备-配电箱种类-明/暗，例如

E-电气设备-动力配电箱-明。照明灯具命名：专业代码-照明设备-灯具种类-瓦数-敷设方式，例如

E-照明设备-LED 灯带-10W-嵌入。开关命名：专业代码-照明开关-开关种类-敷设方式，例如 E-照

明开关-单联开关-暗装。插座命名：专业代码-电气装置-插座种类-备注，例如 E-电气装置-单相

二三极暗插座-防潮。 

3）暖通及给排水专业构件包括：风管、风管管件、风管附件、水管、水管管件、水管附件、

机械设备等。构件命名：风管命名：专业代码-系统类型，例如 M-新风系统。水管命名：专业代码

-系统类型，例如 M-采暖供水系统。管件命名：专业代码-系统类型-构件名称，例如 M-采暖供水系

统-弯头。机械设备命名：专业代码-系统类型-设备名称，例如 M-采暖系统-分集水器。 

8.6 项目浏览器组织 

BIM 软件的项目浏览器把 BIM 中的视图和对象组织到一起。使用“浏览器组织”命令，在模板中

制定以下规则（图 17）。按“族与类型”对视图文件夹进行分组，并按“相关标高”升序排列。 

 
图 17 

8.7 色彩规定 

为了方便项目参与方协同工作时易于理解模型的组成，通过对不同专业的模型赋予不同的颜色，有

利于直观快速识别模型。建模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构件使用红色进行标记（详见附录 B）。 

8.8 线型规定 

8.8.1 线宽规定 

图线的基本线宽，宜按照图纸比例及图纸性质从 1.4mm、1.0mm、0.7mm、0.5mm 线宽系列中选取，

应根据复杂程度与比例大小，先选定基本线宽，再选用相应的线宽组（详见附录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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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建筑专业/结构专业线型规定（详见附录 C2）。 

8.8.3 电气专业线型规定（详见附录 C3）。 

8.8.4 给排水及暖通线型规定（详见附录 C4、C5）。 

 

9 模型精细度 

9.1 一般规定 

9.1.1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 BIM 模型精细度应按不同的阶段划分。  

9.1.2 装配式建筑工程信息模型的各专业模型精细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制构配件模型单元的几何表达精度应满足建筑构配件的加工需求；  

2）预制构配件模型单元应体现出各专业的集成设计结果； 

3）模型精细度应满足现行有关工程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9.1.3 装配式预制构件模型单元的建立、传输、交付和解读应包含下列内容：  

1）模型单元的系统分类；  

2）模型单元的几何表达精度；  

3）模型单元的信息深度和属性名称分类；  

4）模型单元属性的属性值；  

5）属性值的数据来源。 

9.2 模型精细度等级划分 

9.2.1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工程信息模型精度等级的划分见表 8、图 18。 

表 8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工程信息模型精度等级划分表 

等级 英文名字 简称 包含的 小模型单元 模型单元用途 

100级 

精细度 

Level of 

Development 100 
LOD1.0 项目级模型单元  

承载项目、 子项目或局部

建筑工程信息 

200级 

精细度 

Level of 

Development 200 
LOD2.0 功能级模型单元 

承载完整功能的模块或空

间信息 

300级 

精细度 

Level of 

Development 300 
LOD3.0 构件级模型单元 

承载单一的构配件或产品

信息  

400级 

精细度 

Level of 

Development 400 
LOD4.0 零件级模型单元  

承载从属于构配件或产品

的组成零件或安装零件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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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9.2.2预制构配件模型单元的精细度应达到 LOD3.0或 LOD4.0，其加工模型的精细度应达到 LOD4.0。 

9.2.3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模型单元宜表明直接关联关系，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构件级模型单元宜表明直接的连接关系； 

2）零件级模型单元宜表明直接的从属关系。 

9.2.4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模型几何表达精度等级的划分见表 9、图 19。 

表 9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模型几何表达精度等级划分表 

等级 英文名 简称 备注 

1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1 of geometric 

detail 
G1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别要求的几

何表达精度 

2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2of geometric 

detail 
G2 

满足空间占位、主要颜色等粗略识别

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3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3 of geometric 

detail 
G3 

满足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细识别

需求的几何精度 

4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4 of geometric 

detail 
G4 

满足高精度渲染展示、产品管理、制

造加工准备等高精度识别需求的几何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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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9.2.5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模型信息粒度等级的划分见表 10。 

表 10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模型信息粒度等级划分表 

等级 英文名 简称 等级要求 

1级信息粒度 
Level 1 of information 

detail 
N1 

宜包含模型单元的身份描述、项目信

息、组织角色等信息 

2级信息粒度 
Level 2 of information 

detail 
N2 

宜包含和补充N1等级信息，增加实体

系统关系、组成及材质，性能或属性

等信息 

3级信息粒度 
Level 3 of information 

detail 
N3 

宜包含和补充N2等级信息，增加生产

信息、安装信息 

4级信息粒度 
Level 4 of information 

detail 
N4 

宜包含和补充N3等级信息，增加资产

信息和维护信息 

9.2.6 装配式建筑工程预制构件模型精细度应符合下表要求，表中未列出的构件模型单元模型精细

度可自定义。土建构件模型深度见表 11，机电模型深度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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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土建模型深度对照表 

建模深度  LOD1.0  LOD2.0  LOD3.0  LOD4.0 

预制混凝土墙 

包括墙体物理属

性（长度，厚度，

高度及表面颜色） 

增加材质信息，含粗略面

层划分 

预制墙体区分外墙和内墙，

预制构件空间定位，预留孔

洞尺寸及定位，区分墙体各

构造层的信息，包括编号、

材料以及防水、防火、保温、

隔声性能等。 

添加运输进场信息、安

装操作单位，规格型

号，施工工艺，材质，

生产厂家，施工起始

日，工程量，养护维护

说明。 

预制混凝土梁 
物理属性，梁长宽

高，表面材质颜色 

类型属性，表示详细轮

廓，材质，二维填充表示 

预制梁的尺寸及定位信息。

梁构件的位置、方向和截面

尺寸。构件上的预埋件及预

留孔洞的位置及尺寸。构件

及零件的属性。材料信息，

梁标识，附带节点详图 

预制混凝土板 
物理属性，板长宽

高，表面材质颜色 

类型属性，材质，二维填

充表示 

预制板的尺寸及定位信息。

构件的位置。构件上的预埋

件及预留孔洞的位置及尺

寸。构件连接节点、现场分

段连接节点及其连接板的

位置和尺寸。构件及零件的

属性。材料信息，板标识，

附带节点详图 

预制混凝土柱 
物理属性，柱长宽

高，表面材质颜色 

类型属性，表示详细轮

廓，材质，二维填充表示 

预制柱的尺寸及定位信息。

构件的位置。构件上的预埋

件的位置及尺寸。构件连接

节点、现场分段连接节点及

其连接板的位置和尺寸。构

件及零件的属性。材料信

息，柱标识，附带节点详图 

 

预制混凝土楼梯  几何形状  类型属性，材质 

预制楼梯的尺寸及定位信

息。构件的位置。构件上的

预埋件的位置、尺寸、种类

及大样。构件连接节点、现

场分段连接节点及其连接

板的位置和尺寸。构件及零

件的属性。材料信息，楼梯

标识，附带节点详图 

 

表 12 机电模型深度对照表 

建模深度 LOD1.0 LOD2.0 LOD3.0 LOD4.0 

给排

水   

管道 不表示 
所有管道的基本尺寸位

置 

给排水所有管道尺寸、定位

信息，如管径、埋设深度或

敷设标高、管道坡度等。深

化路由，给排水管道深化尺

寸、深化定位信息。 添加材料进场日期，操

作单位与安装日期，运

输进场信息、安装操作

单位，规格型号，施工

工艺，材质，生产厂家，

施工起始日期，工程

量，保养维护说明，生

产批次 

阀门 不表示 绘制统一的阀门 
按阀门的分类绘制，基本尺

寸，位置 

附件 不表示 
统一形状大概尺寸（近似

形状）、位置 

按类别绘制，基本尺寸，位

置 

暖通

风道

系统 

风管 不表示 
管道的基本尺寸、定位，

及风口位置 

管道尺寸、定位信息，风道

末端（风口）的大概尺寸、

位置。固定支架的位置及尺

寸。深化路由，管道的系统

类型、连接方式、安装部位、

安装要求、施工工艺等安装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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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件 不表示 
绘制管道上的管件（近似

形状） 

绘制管道上的管件。管件的

系统类型、连接方式、安装

部位、安装要求、施工工艺

等安装信息 

 附件 不表示 
绘制管道上的附件（近似

形状） 

绘制管道上的附件。管件的

系统类型、连接方式、安装

部位、安装要求、施工工艺

等安装信息 

 

暖通

水管

道系

统 

暖通水管

道 
不表示 管道的基本尺寸、定位 

按着系统绘制管道，管线有

准确的标高，管径尺寸。添

加保温，坡度，深化路由，

暖通水管道深化尺寸、深化

定位信息，如管径、埋设深

度或敷设标高、管道坡度。 

管件 不表示 
绘制管道上的管件（近似

形状） 

深化路由，绘制管道上的管

件。管件的系统类型、连接

方式、安装部位、安装要求、

施工工艺等安装信息。 

附件 不表示 
绘制管道上的附件（近似

形状） 

绘制管道上的附件，添加连

接件。添加系统类型、连接

方式、安装部位、安装要求、

施工工艺等安装信息 

电气 桥架 不建模 不表示 

所有桥架（线槽）的基本尺

寸、位置。深化各桥架路由、

桥架配件、固定支架的系统

类型、连接方式、安装部位、

安装要求、施工工艺等安装

信息 

注：本表中装配式预制构件模型精细度标准为 低要求，实施过程中应以实际需求建模。 

 

9.2.7 不同阶段的 BIM 模型深度 

1）设计交付分为概念/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深化设计四个阶段，模型深度分别对应

LOD1.0、LOD2.0、LOD3.0、LOD4.0。 

2）在各设计交付阶段，模型深度应满足对应阶段工程项目的使用需求。 

3）在各设计交付阶段，模型应满足对应阶段工程建设经济指标的计量要求。概念/方案设计阶段的

模型应支持投资估算，初步设计阶段的模型应支持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阶段的模型应支持施工图预算、

工程量清单与招标控制。 

 

10 模型存储和交付 

10.1 模型存储  

10.1.1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信息模型应定期检查更新，保证模型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并避免

数据和信息的丢失。 

10.1.2 模型数据的存储宜采用通用格式，也可采用通用软件的存储格式，但均应满足数据互用的

要求。 

10.1.3 模型数据在满足使用需求的前提下，应对 BIM 模型做轻量化处理。 

10.1.4 模型数据的存储宜采用高效的方法和介质，并应满足数据安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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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模型交付 

10.2.1 预制构件模型交付物应满足使用需求且应充分表达专业交付信息集合。施工模型应满足项

目各相关方协同工作的需要，支持各专业和各相关方获取、更新、管理信息。 

10.2.2 当以第三方数据交换格式作为交付物时，应保障信息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对于用不同软件

创建的施工模型，宜应用开放或兼容数据交换格式，进行模型数据转换，实现各施工模型的合模或集成。

在模型转换和传递过程中，应保证完整性，不应发生信息丢失或失真。 

10.2.3 预制构件模型交付除了信息模型和工程图纸外，还宜包括工程量清单、加工制作视频、安

装视频等文件。交付物中的图纸、表格、文档和动画等应利用 BIM 模型直接生成。利用 BIM 建模软件

导出不同类别专业构件明细表，应基于 BIM 构件模型采用三维动画模拟构件制作和安装过程，检查构

件精度和 终效果，以上成果均应基于实际创建 BIM 构件模型及建筑物生成。 

10.2.4 模型数据交付前，应进行正确性、一致性和合理性检查，并宜满足下列要求： 

1）模型数据已经过审核、清理。浏览检查，保证模型反映工程实际。拓扑检查，检查模型中

不同模型元素之间相互关系。标准检查，检查模型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规定。信息核实，复核模型

相关定义信息，并保证模型信息准确、可靠。 

2）模型数据是 新版本。模型应包括信息所有权的状态、信息的创建者与更新者、创建和更

新的时间。若发生设计变更，应修改施工图模型相关模型元素及关联信息，并记录工程及模型的变

更信息。 

3）模型数据内容和格式符合项目的数据互用协议；项目施工模型应采用全比例尺和统一的坐

标系、原点、度量单位，各相关方应根据 BIM 应用目标和范围选用具备相应功能的 BIM 软件，保

证施工模型中需共享的数据在施工各环节之间交换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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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构件分类表 

表 A1 混凝土构件分类编码 

类目编码 类目名称 

30-01.10.00 预制混凝土制品及构件 

30-01.10.10 预制混凝土柱 

30-01.10.10.01 预制混凝土柱（框架） 

30-01.10.10.02 预制混凝土柱（构造边缘构件） 

30-01.10.10.03 预制混凝土柱（约束边缘构件） 

30-01.10.20 预制混凝土梁 

30-01.10.20.01 预制混凝土梁（框架梁） 

30-01.10.20.02 预制混凝土梁（连梁） 

30-01.10.20.03 预制混凝土梁（非框架梁） 

30-01.10.20.04 预制混凝土梁（基础梁） 

30-01.10.20.05 预制混凝土梁 

30-01.10.20.06 预制混凝土梁（挑梁） 

30-01.10.20.07 预制混凝土梁（过梁） 

30-01.10.30 预制混凝土板 

30-01.10.30.01 预制混凝土板（桁架叠合板单向板） 

30-01.10.30.02 预制混凝土板（桁架叠合板双向板中板） 

30-01.10.30.03 预制混凝土板（桁架叠合板双向板边板） 

30-01.10.30.04 预制混凝土板（桁架叠合板双向板整间板） 

30-01.10.30.05 预制混凝土板（PK连续板） 

30-01.10.30.06 预制混凝土板（PK简支板） 

30-01.10.40 预制混凝土墙板 

30-01.10.40.01 钢筋混凝土内墙板 

30-01.10.40.02 蒸压加气混凝土内墙板 

30-01.10.40.03 轻集料混凝土内隔墙条板 

30-01.10.40.04 预制混凝土剪力墙板 

表A1（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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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混凝土构件分类编码（续） 

类目编码 类目名称 

30-01.10.40.05 预制混凝土外挂墙板 

30-01.10.40.06 预制灰渣混凝土空心隔墙板 

30-01.10.40.07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轻质隔墙条板 

30-01.10.40.08 夹心复合墙板 

30-01.10.50 预制混凝土屋面板 

30-01.10.60 预制混凝土楼梯 

30-01.10.60.01 预制混凝土楼梯（梁式单跑） 

30-01.10.60.02 预制混凝土楼梯（梁式双跑） 

30-01.10.60.03 预制混凝土楼梯（梁式三跑） 

30-01.10.60.04 预制混凝土楼梯（梁式剪刀） 

30-01.10.60.05 预制混凝土楼梯（梁式螺旋） 

30-01.10.60.06 预制混凝土楼梯（板式单跑） 

30-01.10.60.07 预制混凝土楼梯（板式双跑） 

30-01.10.60.08 预制混凝土楼梯（板式三跑） 

30-01.10.60.09 预制混凝土楼梯（板式剪刀） 

30-01.10.60.10 预制混凝土楼梯（板式螺旋） 

30-01.10.70 预制混凝土阳台 

30-01.10.70.01 预制混凝土阳台（叠合板式） 

30-01.10.70.02 预制混凝土阳台（叠合梁式） 

30-01.10.70.03 预制混凝土阳台（全预制板式） 

30-01.10.70.04 预制混凝土阳台（全预制梁式） 

30-01.10.80 预制混凝土空调板 

30-01.10.90 预制混凝土女儿墙 

30-01.10.90.01 预制混凝土女儿墙（平直端） 

30-01.10.90.02 预制混凝土女儿墙（转角） 

表A1（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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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机电构件分类编码 

类目编码 类目名称 

14-30.00.00 供热通风与空调 

14-30.10.00 冷热源设备 

14-30.20.00 液体输送设备 

14-30.20.03 水管 

14-30.20.03.03 冷水管 

14-30.20.03.06 热水管 

14-30.20.03.09 冷媒管道 

14-30.20.03.12 冷凝水管 

14-30.20.06 分歧管 

14-30.20.09 套管 

14-30.20.15 水泵 

14-30.30.00 空气处理设备 

14-30.30.03 空调机组 

14-30.30.06 风机盘管 

14-30.40.00 空气输送设备 

14-30.40.03 风管 

14-30.40.03.03 矩形风管 

14-30.40.03.06 圆形风管 

14-30.40.03.09 软风管 

14-30.40.06 风管管件 

14-30.40.06.03 风管弯管 

14-30.40.06.06 风管连接件 

14-30.40.06.09 风管三通 

14-30.40.06.12 风管四通 

14-30.40.06.15 风管堵头 

14-30.40.09 风管附件 

表A2（第1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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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机电构件分类编码（续） 

类目编码 类目名称 

14-30.40.09.03 风阀 

14-30.40.09.06 导流叶片 

14-30.40.09.09 风管检查门 

14-30.40.09.12 风管仪表 

14-30.40.09.15 消声器 

14-30.40.12 风口 

14-30.40.12.03 送风口 

14-30.40.12.06 回风口 

14-30.40.12.09 排风口 

14-30.50.03 支吊架 

14-30.50.03.05 固定支架 

14-30.50.03.10 活动支架 

14-30.50.03.15 导向支架 

14-30.50.06 水箱 

14-30.50.09 过滤器 

14-30.50.12 分水器 

14-30.50.15 集水器 

14-30.50.18 冷却塔 

14-30.50.21 蓄热装置 

14-40.00.00 给水排水 

14-40.10.00 供水系统 

14-40.10.03 供水管道 

14-40.10.12 供水设备 

14-40.10.12.03 供水水箱 

14-40.10.12.06 供水水泵 

14-40.10.15 卫浴装置 

表A2（第2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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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机电构件分类编码（续） 

类目编码 类目名称 

14-40.20.00 排水系统 

14-40.20.03 排水管道 

14-40.20.03 排水装置 

14-40.30.00 水消防系统 

14-40.30.03 消火栓系统 

14-40.30.03.06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4-40.30.03.09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14-40.30.03.12 水喷雾灭火系统 

14-40.30.03.15 细水雾灭火系统 

14-40.30.03.18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 

14-40.30.03.21 消防管件 

14-40.30.03.24 消防管道附件 

14-40.30.03.27 消防设备 

14-40.40.00 工业管道系统 

14-40.50.00 水管管件 

14-40.50.03 弯头 

14-40.50.06 三通 

14-40.50.09 四通 

14-40.50.12 过渡件 

14-40.50.15 接头 

14-40.50.18 法兰 

14-40.60.00 水管附件 

14-40.60.03 阀门 

14-40.60.06 仪表 

14-40.60.09 过滤器 

14-40.60.12 存水弯 

表A2（第3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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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机电构件分类编码（续） 

类目编码 类目名称 

14-40.60.15 清扫口 

14-40.60.18 通气帽 

14-40.60.21 套管 

14-50.00.00 电气 

14-50.10.00 发电设备 

14-50.10.03 照明 

14-50.10.06 动力 

14-50.10.09 配电组件 

14-50.10.09.03 配电箱 

14-50.10.09.06 插座 

14-50.020.00 建筑智能化系统 

表A2（第4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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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BIM 建模色彩表 

 

附表 B1 建筑专业/结构专业 BIM 建模色彩 

内容 
BIM颜

色 
RGB 内容 

BIM颜

色 
RGB 

预制墙板  127,127,127 预制阳台板  127,127,127 

预制柱  255,255,0 预制女儿墙  127,127,127 

预制梁  0,255,255 预制空调板  127,127,127 

 预制楼板  0,255,0    

 预制楼梯  127,127,127    

 

附表 B2 机电专业 BIM 建模色彩 

内容 
BIM颜

色 
RGB 内容 

BIM颜

色 
RGB 

市政给水管  0,255,0 空调送风管  0,0,255 

变频给水管  0,153,0 空调回风管  255.0.255 

热水管  0,0,255 空调排风管  0,255,0 

中水管  0,76,0 通风排风管  255,255,0 

污水管  0,0,0 通风补风管  0,255,255 

废水管  91,91,91 排风兼排烟风管  127,0,0 

通气管  255,255,255 送风兼补风管  127,0,255 

压力废水管  91,91,91 新风管  127,191,255 

重力流雨水  127,0,0 排油烟管  204,204,204 

压力流雨水  127,0,0 消防排烟管  255,191,0 

消火栓给水管  255,0,0 消防补风管  153,0,153 

喷淋给水管  255,127,127 消防加压风管  255,0,0 

凝结水  0,0,153    

冷却循环供水管  0,153,153 电力A1  255,0,0 

冷却循环回水管  0,255,255 电力A2  153,0,0 

制冷供水管  255,0,255 电力B1  255,255,0 

制冷回水管  153,0,153 电力B2  153,153,0 

冷冻水供水管A  255,255,0 电力C1  0,255,0 

冷冻水回水管A  255,255,0 电力C2  0,127,0 

冷冻水供水管B  153,153,0 电力混合桥架  91,91,91 

表B2（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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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 机电专业 BIM 建模色彩（续） 

内容 
BIM颜

色 
RGB 内容 

BIM颜

色 
RGB 

冷冻水回水管B  153,153,0 照明桥架  0,0,255 

冷热水供水管  127,0,255 消防报警桥架  127,0,0 

冷热水回水管  76,0,153 弱电桥架  255,191,0 

水循环管  255,191,0 综合布线桥架  255,191,0 

多联机冷媒管  204,0,102 广播桥架  255,191,0 

供油管  255,127,0    

回油管  204,102,0    

燃气管  255.255.127    

高温烟气道  204,204,204    

通大气/放散管道  102,102,204    

冷冻水回水管B  255,127,0    

表B2（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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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线宽线型表 

 

附图 C1  线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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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C2 建筑专业/结构专业线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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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C3 电气专业线型表 

 
 

附图 C4 暖通专业线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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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C5 给排水专业线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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