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4  模型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BIM 模型应由元素、子模型、整体模

型构成。 

4.1.2  BIM 模型的数据应以建筑对象或建筑产品为基础进行

组织。  

4.1.3  BIM 模型应包含项目应用点所必需的几何数据和非几何

数据。 

4.1.4  应根据项目应用点建立项目 BIM 模型元素库、材质库、

注释库以及制图基础环境。 

4.1.5  应根据项目特点和应用点对一体化设计中需要协同的数

据进行命名和编码。 

4.1.6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BIM 子模型应按单体、专业、楼层、

构件类别进行区分。 

4.1.7  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深化设计等设计阶

段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BIM 模型可包含不同深度的模型元素、子

模型或整体模型。 

4.1.8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一体化设计中的设计图、深化设计图、

构件质量要求、设计指标文件应与模型构件关联。 

4.1.9  预制构件模型应包括预制构件的连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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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BIM 模型中的元素应反映预制构件与生产模具之间的

关系。 

4.1.11  当模型以工程视图、表格等文件格式为交付物时，宜采

用 BIM 模型导出。 

4.2  元素库、材质库、注释库 

4.2.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BIM 模型元素库应保存模型元素设计

施工属性的参数、模型构件间关系、模型构件属性间关系。 

4.2.2  BIM 元素库可按下列步骤建立： 

1  编制参数化元素建立标准流程； 

2  创建参数化元素模板； 

3  进行分类管理、发布、调用。 

4.2.3  元素和元素信息应能在 BIM 元素库进行搜索查找。 

4.2.4  BIM 元素库参数化样板可按下列步骤建立： 

1  按照本标准 4.4 对参数化元素编码； 

2  建立跨阶段传递的参数信息； 

3  制定参数化样板编制规则；针对元素族类型建立标准的样

板制作内容、流程及添加参数项、三维和二维出图显示设置等； 

4  创建各类参数化样板文件； 

5  保存到元素库。 

4.2.5  通过 BIM 元素库参数化样板创建的 BIM 模型应能直接生

成二维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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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材质库建立应包括材质参数设置、材质表面填充图案设

置、材质截面填充图案设置、贴图设置等。 

4.2.7  材质参数设置应根据国家建筑材质基本信息、设计规范、

制图规范等对材质进行设置。材质参数设置应包括材质标识设置、

二维制图设置、外观显示设置、物理参数设置、热工参数设置等。 

4.2.8  材质截面填充图例图案应根据国家制图规范进行设置，

并应建立 BIM 模型构件贴图库。 

4.2.9  应根据国家制图标准建立注释库，包括符号、标记和图

框、文字、线型。 

4.3  建模制图基础环境 

4.3.1  应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设置下列 BIM 建模制图环境： 

1  地理（地点）位置、坐标设置、方位（位置）设置； 

2  度量单位； 

3  线型图案、线宽、线样式； 

4  填充样式； 

5  对象样式； 

6  文字、尺寸与标记样式：文字样式、尺寸标注样式、标高、

剖面标记、索引标记。 

4.3.2  标准样板文件应包括各类别样板文件、各类型视图样板、

项目浏览器结构、图纸出图视图等内容。 

4.3.3  样板文件类别可分为通用制图样板、通用专业设计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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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应用样板、预制构件加工详图图样板等。 

4.3.4  视图样板类型应包括预制构件拆分图样板、预制构件视

图样板。视图样板应包括视图比例、详细程度、模型可见性、过

滤器、规程、颜色方案等的设置。 

4.3.5  应根据样板文件特点设置项目浏览器视图，项目浏览器

视图设置应包括各专业视图、图例、设计说明、明细表、图纸设

置等。 

4.3.6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设计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生成以下图纸： 

1  建筑专业：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大样图； 

2  结构专业：结构平面布置图、预制构件平面布置图、构件

详图（构造详图、配筋图、水电预埋图）、节点详图、临时支撑平

面布置图； 

3  设备专业：平面图、大样图。 

4.4  命名和分类编码 

4.4.1  文件命名和信息编码应保持前后一致。 

4.4.2  文件命名应符合系统性、兼容性、可扩展性、完整性、

简化性的原则。 

4.4.3  文件命名规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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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使用英文字母、数字、连字符； 

2  按照项目名称、专业、实施阶段对文件命名； 

3  采用目录树的结构。 

4.4.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信息的分类方法和编码原则应符合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GB/T7027 的规定。 

4.4.5  计算机软件宜通过信息分类编码对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模

型元素和信息进行识别。 

4.4.6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设计施工一体化过程中，从“元素”“建

筑产品”“行为”“属性”方面对预制构件信息进行分类编码，其

分类编码按附录 A、B、C、D 的规定执行。 

4.4.7  单个分类表内的分类对象宜按层级分为一级类目“大

类”、二级类目“中类”、三级类目“小类”、四级类目“细类”。 

4.4.8  编码应符合图 4.4.8 所示结构，各级代码应采用 2 位阿拉

伯数字表示。 



6 

 

                                                     

图 4.4.8  编码结构 

4.4.9  编码的运算符号宜采用“+”“/”“<”“>”符号表示，并

符合下列要求。 

1  “+”用于将同一表格或不同表格中的编码联合在一起，

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编码含义的集合； 

2  “/”用于将单个表格中的编码联合在一起，定义一个表

内的连续编码段落，以表示适合对象的分类区间； 

3  “<”“>”用于将同一表格或不同表格中的编码联合在一

起，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编码对象的从属或主次关系，开口背

对是开口正对编码所表示对象的一部分。 

4.4.10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宜根据各阶段需求完善信息编码。 

4.5  建筑模型信息深度 

4.5.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预制混凝土构件的属性信息应按表

4.5.1 的内容进行划分。 

表 4.5.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预制混凝土构件的属性信息 

大  类 中  类 大  类 中  类 

位置特征 

行政区划 

物理特征 

数量属性 

制造和生产位置 形状属性 

楼内位置 一维尺寸 

时间和资金特征 时间和计划 二维尺寸 

表代码 大类代码 中类代码 小类代码 细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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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特征 

制造商 质量 

产品 

性能特征 

强度属性 

运输 
声学属性 

安装 

4.5.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预制混凝土产品应包括预制构件信息

和元件信息，预制构件和元件应符合表 4.5.2 的要求。 

表 4.5.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预制构件和元件 

组  件 元  件 

预制柱 混凝土、钢筋、套筒、吊装预埋件、脱模预埋件、临时支撑预埋件 

预制梁 混凝土、钢筋、吊装预埋件、脱模预埋件 

预制墙 

混凝土、钢筋、套筒、吊装预埋件、脱模预埋件、临时支撑预埋件 

临时加固件、给水管材、配电箱、开关、插座、保温材料、电缆电

线敷设器材 

预制楼板 混凝土、钢筋、脱模预埋件、吊装预埋件 

预制楼梯 混凝土、钢筋、吊装预埋件、脱模预埋件 

预制阳台 混凝土、钢筋、吊装预埋件、脱模预埋件、栏杆预埋件、排水管 

4.5.3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模型应随着项目发展阶段逐步增加元

素信息。 

4.5.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预制构件模型信息深度应分别符合表

4.5.4-1～4.5.4-6 的规定。 

表 4.5.4-1  预制柱模型信息深度 

元  素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 深化设计阶段 

柱 ▲● ▲● ▲● 

钢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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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柱-柱节点 — ▲●■ ▲●■ 

预埋件 

套筒 — △○◇☆ ▲●◆★ 

吊装预埋件 — △○◇☆ ▲●◆★ 

脱模预埋件 — △○◇☆ ▲●◆★ 

防雷接地预埋件 — △○◇☆ ▲●◆★ 

临时支撑预埋件 — △○◇☆ ▲●◆★ 

预留孔洞 注浆/出浆孔 — △○◇ ▲●◆ 

其他    

注：△表示可包含尺寸和形状信息信息，▲表示应包含该信息； 

□表示可包含装配方法（节点做法、装配方向）信息，■表示应包含该

信息； 

○表示可包含位置特征信息，●表示应包含该信息； 

◇表示可包含数量信息，◆表示应包含该信息； 

☆表示可包含产品信息，★表示应包含该信息； 

示可包含安装程序信息，▼表示应包含该信息。 

 

 

表 4.5.4-2  预制梁模型信息深度 

元  素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 深化设计阶段 

梁 ▲● ▲● ▲● 

钢筋 △○◇ ▲●◆ ▲●◆ 

预埋件 
吊装预埋件 — △○◇☆ ▲●◆★ 

脱模预埋件 — △○◇☆ ▲●◆★ 

节点 梁柱节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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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梁节点 — ▲●■ ▲●■ 

键槽  — ▲●■ 

预留孔洞 
拉模对穿孔 — △○◇ ▲●◆ 

管线通孔 — △○◇ ▲●◆ 

其他    

表 4.5.4-3  预制墙模型信息深度 

元  素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 深化设计阶段 

墙 ▲● ▲● ▲● 

钢筋 △○◇ ▲●◆ ▲●◆ 

节点 墙-墙节点 — ▲●■ ▲●■ 

预埋件 
套筒 — △○◇☆ ▲●◆★ 

吊装预埋件 — △○◇☆ ▲●◆★ 

预埋件 

脱模预埋件 — △○◇☆ ▲●◆★ 

临时支撑 

预埋件 
— △○◇☆ ▲●◆★ 

预留孔洞 
拉模对穿孔 — △○◇ ▲●◆ 

注浆/出浆孔 — △○◇ ▲●◆ 

 

续表 

元  素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 深化设计阶段 

设备 

供水管件 — △○◇☆ ▲●◆★ 

配电箱 — △○◇☆ ▲●◆★ 

开关 — △○◇☆ ▲●◆★ 

插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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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 — △○◇☆ ▲●★ 

保温材料  — ▲●◆★ 

临时加固件  — ▲●◆★ 

其他    

表 4.5.4-4  预制楼板模型信息深度 

元  素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 深化设计阶段 

板 ▲● ▲● ▲● 

钢筋 △○◇ ▲●◆ ▲●◆ 

预埋件 
脱模预埋件 — △○◇☆ ▲●◆★ 

吊装预埋件 — △○◇☆ ▲●◆★ 

节点 
墙-板节点 — ▲●■ ▲●■ 

梁-板节点 — ▲●■ ▲●■ 

设备 
供水管件 — △○◇☆ ▲●◆★ 

预埋线盒 — △○◇☆ ▲●◆★ 

粗糙面  — ▲● 

其他    

表 4.5.4-5  预制楼梯模型信息深度 

元  素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 深化设计阶段 

梯段 ▲● ▲● ▲● 

钢筋 △○◇ ▲●◆ ▲●◆ 

预埋件 

吊装预埋件 — △○◇☆ ▲●◆★ 

脱模预埋件 — △○◇☆ ▲●◆★ 

连接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