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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行业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使工程设计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智能化建筑工程是当前建

筑行业发展中的重要形式,其对建筑技术的要求更高,内部结构更加复杂,如果仍然采用传统的设计方式,

将容易出现设计缺陷。随着BIM技术的出现,建筑智能化设计的问题被逐渐攻克。基于此,本文主要对

BIM技术在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中的特点以及智能化建筑设计问题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究BIM技

术的应用策略,为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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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intelligent engineering design of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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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made the technical means of 

engineering design increasingly advanced. Intelligent building engineer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of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telligent engineering requires higher building technology 

and more complex internal structures. If traditional design methods are still used, design defects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With the emergence of BIM technology, the problem of intelligent design in buildings has gradually 

been overcome.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M technology in intelligent building 

engineering design and the problems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design. Based on this, i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BIM technology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intelligent building engineer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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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使人们对居住要求进一步提升。智能化

建筑顺应时代的潮流应运而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舒适、安全

的居住环境,还利用科技化手段,提供生活上的便捷,受到人们

的广泛欢迎。但是在全面推广的过程中仍然面临一定的困难,

由于经验不足,在智能化建筑的设计施工中容易因为各种因素

的影响,导致智能化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

作用。因此需要尝试对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的优化,尝试利用

BIM技术手段形成模拟性、可视性、综合性的设计模式,对智能

化建筑设计形成模型,提升建筑设计效率和质量。 

1 BIM技术在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中的特点 

1.1模拟性 

BIM技术在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中的应用,模拟性也是其中

一项非常重要的优势。BIM技术能够将建筑设计进行等比例缩小,

保留建筑结构的整体布局特点,并利用三维立体模型进行展示,

能够将项目工程中的各项细节更立体化的表达出来[1]。不仅可

以将建筑的框架通过形象化的模型进行表达,还能对施工中的

节能效果、光线条件等进行模拟,并构建成三维立体化的建筑模

式。能够为后期建筑工程施工方案的策划以及流程设定提供更

科学的参考,避免后续施工出现操作失误的问题。 

1.2可视性 

BIM技术在建筑项目设计中的应用可以将传统图纸设计中

的线条形成三维立体的设计模型。建筑设计的三维模型可以实

现对建筑中各项结构细节的模拟,并形成可视化的空间展示形

式,为施工单位、业主以及监理单位等提供更直观的设计方案展

示。相对于传统二维图纸的设计方式来说,这种可视化的设计方

式更形象。即使非专业人员,也能够了解设计的详细方案,大大

提升后期建筑施工的沟通效率和设计质量。 

1.3综合性 

BIM技术在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各个环节的应用中,可以对

各个施工项目内容和施工工种等进行综合性协调,保证各个工

程环节的良好衔接,以及施工工程的有序开展。同时建筑施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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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涉及到的工程量比较大,工程单位多,在施工中难以避免会形

成冲突等问题。需要在设计环节做好规划,结合项目施工中的不

同环节以及不同施工单位间的需要等提前做好综合管理。BIM

技术在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中的应用,能够实现全面信息的采

集与分析,针对不同的工程内容和工程参与单位做好综合施工

设计,避免出现遗漏或者“撞车”等情况。比如,在建筑工程施

工中需要兼顾质量、进度以及造价等多方面的问题,容易出现侧

重一项,导致另外两项出现失误的情况,BIM技术的应用,能够提

前对综合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做好各项管理目标的平衡,提升建

筑工程施工质量[2]。 

2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的问题 

2.1设计缺乏规划性 

建筑智能化工程的建设中,容易受工程进度以及技术等方

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建筑施工受到限制。因此在建筑设计阶段,

需要结合建筑专业特点和建筑需求,从综合功能方面进行考量,

提升建筑的功能性。当前智能化建筑中的功能比较丰富,包括办

公自动化、服务功能、电子控制器等。部分建筑智能化工程施

工中为了更好的宣传智能化优势,在设计中只从商业化方面考

量,片面扩大智能化功能。将各项智能化功能都融入到建筑设计

中,导致设计缺乏规划性,大量的使用智能化技术手段,使部分

功能限制,同时加大后期施工难度。 

2.2工程设计反复更改 

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下,建筑设计中不断吸收新的技术形式

和技术理念,在智能化建筑设计中不断追求创新,并将创新作为

设计和开发的噱头。但是很多创新的技术模式尚未经过大量的

设计实验,在工程设计中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后期的施工中

需要反复变动,而且建筑工程本身具有进度和造价方面的限制。

在诸多条件的影响下,导致工程整体质量受到影响。而且智能化

技术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此外,传统设计中无法对整个工程形成

直观的展示,部分隐蔽位置的施工更容易出现问题,需要多次变

更设计。 

2.3走线规划混乱 

智能化建筑工程中涉及到的子系统数量比较多,同时不同

子系统间的功能差异比较大。这些系统共用统一的机房,各种线

路的走向多变。因此在总包设计中不同线路管理单位的需求和

规划形成各自为政的情况,导致设计工作管理混乱。针对这种情

况需要结合不同子工程内容的需求以及各项设备的位置等进行

科学规划[3]。但是从智能化建筑的实际设计情况来看,未考虑不

同子系统以及设施的共同规划模式,在线路的走线中比较混乱,

导致后续施工以及维护都存在较大的难度。 

2.4后期检修难度大 

当前的建筑结构中,建筑的空间越来越大,建筑中需要利用

一些联动阀门。设计中只考虑美观以及施工便利性等问题,未考

虑后续的建筑维护,导致阀门等位置设置在高空,在后续的检

查、维修等工作开展中都形成巨大的不便。需要搭建脚手架以

及工作平台等进行维护,而且年检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些都是建筑设计中需要重视和改进的问题,避免影响后续的

使用效果。 

3 BIM技术在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中应用策略 

BIM技术在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中的应用,可以利用该技术

的可视化、协同化以及综合化等优势,保证建筑设计规划的合理

性。通过BIM技术的应用,能够将建筑结构设计更清晰的展现出

来,有利于后期的施工讨论,达到更好的设计效果。 

3.1设计可视化,保证规划合理性 

智能化建筑设计中通过BIM技术的应用,可以利用该技术的

可视化优势,对设计进行立体化展示。传统施工图纸都是采用二

维平面绘制剖面的形式,很多细节难以通过图纸进行准确表达。

比如,地基支护施工以及应力设计中,其中的施工细节无法利用

二维平面展示。BIM技术的应用,则能够通过输入数据的方式构

建三维立体模型,形成立体化的结构形态。传统设计图在地基的

设计中大部分都是从数据的精细化方面为施工提供保证,难以

对施工设计的细节进行详细描绘。BIM技术可以利用模拟性和可

视性功能,设置一个建筑模型。项目人员利用设计面板、信息库

以及立体显像装置等,通过对工程各个位置的参数设定以及型

号选择,保证对工程的1:1还原,更有利于设计控制,有效节约设

计时间。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工作开始前,设计人员可以根据用

户对建筑的需求以及智能化系统构建的标准化要求等,将二维

设计图纸形成三维立体化的模式。建筑方、施工方、业主以及

监理方等能够根据具体的建筑模型,对建筑内外部的结构标准

进行判断,保证建筑项目建设的准确性、高效性[4]。 

3.2设计协同化,保证设计的科学性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工作开展中,要结合智能化建筑的特

点,形成协同设计模式。BIM技术的立体化设计模式相对于传统

的平面设计来说,能够结合建筑不同的位置特点,利用网络技术

完成设计工作。并利用智能化技术手段,在各专业和系统间形成

良好的协同效果。首先,在智能化建筑的设计中,注重子系统的

协同设计模式。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中的子系统组合数量比较

多,可以通过系统分类的方式,将这些系统归为几个大类,包括

信息系统、安防系统、会议系统、监控系统以及机房体系。不

同系统的功能不同,但是使用的主机系统相同。因此不同子系统

的人员在系统设计中可以利用可视化功能,促进不同系统间的

协作。此外,智能化工程设计中还需要建筑不同工程技术专业的

协同设计,建筑项目工程设计人员以链接文件为基础,完成对工

程设计图纸的沟通。比如,统一建筑项目施工设计的专业人员需

要结合不同的点位和高度进行设计沟通。针对工程项目设计中

心模型,进行信息资源共享,从不同专业角度对设计内容进行协

调交流,针对设计不合理的位置及时更改、补充。BIM设计的更

改便捷,只需要更改对应的参数值就可以获得新的结构模型,能

够保证设计的科学性,避免后期出现返工的问题。 

3.3设计综合化,降低后期维护难度 

BIM技术在智能化建筑工程设计中的应用,三维碰撞是最基

础的测试功能,也是立体化设计优势的直观展现。利用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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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将建筑设计的各项参数输入到设备中,构建三维立体模型,

观察各项施工设施、管线等是否存在碰撞的情况,并将检测结果

生成报告。了解碰撞的结构,分析解决办法,促进建筑工程设计

的不断优化,降低建筑设计失误,以及工程施工后的成本浪费。

此外,还可以保证建筑内部智能化管线在空间布局的合理性,以

及需要穿墙位置孔洞预留的科学性。此外,BIM技术还可以应用

到竣工后的维护管理中。BIM系统可以通过虚拟模型的构建,实

现对建筑后期的智慧管理。通过物联网技术手段将建筑的各项

系统与运维平台链接,并形成虚拟的实景模型,使各个系统的运

行情况都能够实时反映在BIM智慧管理平台上,包括各台设备、

管道以及仪表的实时运行情况。并通过数据的采集、传输等形

成数据库,有利于系统的自动报警、精准定位和远程控制管理,

为后期运维管理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4 结语 

综上所述,BIM技术在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中的应用,相对

于传统平面设计来说,具有可视性、模拟性以及综合协调性等优

势,能够将建筑设计形成立体模型的方式,更好的完成建筑设计

工作。结合当前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现状以及其中存在问题,

探究更科学的设计方案,合理应用BIM技术,从而为建筑智能化

工程的设计以及后期的施工工作开展提供有效的参考。并且保

证建筑设计的合理性,以及建筑结构与管线设计走向的科学性,

能够避免后期施工以及维修中出现返工或者维修难度大等问题,

从而为建筑智能化工程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徐建宁.BIM技术的装配式建筑智能化工程管理系统设

计研究[J].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22(11):108-110. 

[2]梁启泛,陈兆艳.BIM技术在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中应用

[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21(4):493. 

[3]郭宇辉,郭鑫,郭蕊.论述BIM技术在新时代建筑智能化建

设工程中的设计应用[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21(43):34-36. 

[4]鲍雄晓.BIM技术在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中应用浅述[J].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21(8):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