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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前BIM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广泛应用,在机场工程设计中如何发挥BIM技术的优势,保

障机场工程设计能够有效引领机场建设的全过程,成为了机场工程项目设计必须要关注的工作。为此,

机场工程项目设计团队应当积极选择新的设计管理模式,通过汲取“一模到底”管理模式的经验,提高项

目设计质量与效果,并且加强与项目实施各环节的信息传递与交流,为打造高质量、现代化的项目设计管

理体系提供重要保障。为此,本文分析了机场工程项目设计的特点与方案,并且提出了项目设计前期的保

障管理工作以及采用“一模到底”管理模式的要点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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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maturity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how to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BIM technology in airport engineering design and ensure that airport engineering design can 

effectively lead the entire process of airport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work that airport engineering project 

design must pay attention to. For this reason, the airport engineering project design team should actively choose 

a new design management mode,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project design by learn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the first mock examination to the end" management mode, and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exchange with all aspects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building a 

high-quality and modern project design management system.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cheme of airport engineering project design, and puts forward the guarantee management work in the early 

stage of project design and the key points of adopting the "the first mock examination to the end" management 

mod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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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机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技术需求不断提升的背景

下,加强对机场工程项目的设计管理工作,成为了保障机场工程

项目能够顺利展开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在当前BIM技术在机场设

计领域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机场工程项目设计团队应当充分发

挥BIM技术的应用价值,以确保能够通过深化管理连接机场工

程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的全过程当中,以确保能够有效提高

设计效率、减少变更成本,为保障机场工程的顺利施工打好坚

实的基础。 

1 机场工程项目设计的特点与管理方案 

1.1机场工程项目设计的特点 

机场工程项目作为一项规模庞大、技术需求复杂的工程,

其对于设计工作的能力要求相对较高,其中以下特点会对工程

的设计效果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首先,机场工程项目设计体量

相对较大,而且涉及到复杂的工程数据,所以设计团队必须要具

备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保障设计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其次,机场

工程设计实施难度高,全周期参与方众多,从设计、施工到运维

必须要确保各阶段、各单位都能够协同合作满足工程建设的需

求,而多方协同模式很容易影响信息传递效率,还会导致设计流

程较为复杂,而且还存在垂直向和水平向的工序交叉多等情况；

与此同时,机场工程设计存在设计流程繁琐、时间紧迫的特点,

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在深化设计工作上存在时间上的交叉、重

叠和反复,而且许多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要经过设计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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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才能顺利执行,甚至工程施工过程中还面临着复杂的工程

变更问题,这些都影响了工程的质量和协调效果。 

由此可见,机场工程项目设计工作相对来说非常复杂,设计

团队既需要保障设计方案的科学合理,同时也需要加强对设

计全过程的管理,通过与各方协调保障设计工作能够与后续

的施工、竣工等工作实现有效衔接,以此满足打造高质量项目

的需求。 

1.2机场工程项目设计管理方案 

为了能够满足机场工程设计管理的需求,在保障设计效率

和质量的同时还能确保项目顺利实施,项目设计团队通常会采

用以下几种方案进行设计管理工作： 

首先是完全正向设计,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设计模式,该模式

注重设计团队中建筑、结构、设备等设计各专业能够在同一模

型上的协同作业。在利用该模式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建筑设计专

业首先要创建基础建筑模型,而其他专业则需要在此基础上进

行深化设计,并从模型中导出平面图纸,进而为施工方和业主提

供个集成了全专业信息的综合模型。不过该模式落实难度相对

较大,必须要求所有专业领域的设计师都具备三维设计的能力,

同时还需要确保各专业能够高效、协同设计,一旦出现某一专业

滞后则很容易影响设计效率和质量。 

伴随式正向设计也是较为常见的设计管理模式,相对于完

全正向设计,该模式并没有真正实现基于模型的设计出图,而且

BIM模型仅能解决一些基础的结构问题,无法有效指导各专业之

间的协同设计,因此很难为后续施工提供有效的规避难题的方

案。在设计方案应用的过程中,施工单位必须要重新搭建模型进

行施工排布,因此很容易导致设计和施工存在脱节问题。 

由于完全正向设计和伴随式正向设计的局限性,部分工程

目前会采用分专业分方式的模式进行设计管理,该模式会根据

设计部门的实际情况,对建筑、结构等主要专业进行BIM三维设

计,并通过BIM平台进行协同设计,解决设计过程中面临的矛盾

和冲突。在主要专业设计结束后,图纸则会由BIM模型直接导出,

而其他非主要专业则会采用正向出土的方式,其余图纸则可以

通过CAD及其他软件进行二次绘图。这种分专业分方式的正向

设计既满足了正向设计的基本要求,又考虑到了设计部门在

资源和实践方面的限制,以确保既能够保障设计质量,同时也

能提高设计效率、减少设计和工程的冲突,满足项目顺利实施的

需求。[1] 

2 项目设计前期的保障管理工作 

在对机场工程项目设计前期的保障管理工作应当做好以下

几点：首先需要统一项目机电,毕竟机场项目相对比较特殊,而

且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部门会分别使用平面及球面坐标系,导

致设计基点存在一定偏差。因此,设计部门需要采用BIM技术,

将不同坐标系进行转换,并经过反复实验研究,实现基点对正,

以保障模型单体和各专业的精确整合。 

其次则需要统一项目模板,由于机场项目参与单位较多,项

目应当制定统一的BIM建模样板文件,以规范各单位的BIM建模

行为,以确保既能够提高建模出图效率,还可以有效提升专业模

型的整合效率。 

最后则需要搭建BIM平台,设计部门需要根据项目特点,定

制并部署基于BIM的工程项目管理平台,该平台需要融合GIS、

BIM、云计算等技术,为工程建设参与各方提供轻量化模型整合、

模型版本管理、问题发布等数字化协同和管理服务,以此保障项

目的顺利进行。[2] 

3 采用全过程正向设计“一模到底”设计管理模式

的要点 

3.1“一模到底”管理模式的落实原则 

在采用全过程正向设计“一模到底”设计管理模式的过程

中,必须要确保设计、施工、监理、业主等各方在全流程中实现

高效率协同合作以及信息传递,并且要坚持以下原则满足设计

管理工作的需求。 

首先,设计管理工作必须要保障全过程管理原则,确保设

计、施工、监理、业主四方在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充分利用BIM

展开管理工作,以确保能够充分发挥BIM技术的信息集成、共享

管理的优势,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为项目设计工作的展

开以及与其他部门的协调提供保障。 

其次则是要坚持“一模到底”的原则,也就是在整个项目周

期内,BIM模型应当贯穿设计与施工的全过程,而为了保障模型

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各阶段也需要明确唯一的责任方进行模型

维护。例如在设计阶段,模型维护的责任完全由设计方承担,确

保设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而在模型移交至施工方后,维护

责任随之转移,此时设计方需要退出模型修改工作,以避免信息

混乱和责任不清的问题。[3] 

除此之外,所有涉及方案都需要以确认出图的二维图纸与

变更单为最终依据,虽然BIM模型可以作为施工前的检验工具发

现设计方案存在的潜在问题,不过BIM模型并非设计方案的正式

表达。所以,在设计方案落实之前,施工单位必须要对二维图纸

和变更单进行复核,确保施工目标与设计完全一致。 

3.2设计模型向施工交付的管理要点 

目前我国项目设计模型交付方式大多为一次性全单体、全

专业打包式交付,不过这种模式会导致设计与施工的工作面临

割裂的情况,而且还会造成后续设计图纸变化频繁,必须要通过

大量变更单来处理,并不能满足全过程正向设计需求,而且也不

利于模型的维护,设计工作也难以在模型上持续进行。 

为了满足这一问题,部分工程采用了更加灵活的“一次性交

付,分批锁版”模式,该模式将设计模型拆分为多个专业模型,

例如混凝土结构模型、机电模型、甲供设备模型、钢结构模型、

建筑模型等,并根据设计进度将这些模型被分为四批进行交付。

在交付的过程中,每一批最终版本的图纸相对应的专业模型会

先行交付并锁定版本,而模型的维护工作也由设计方转向施工

方。这种分批交付的方式,既能够保障模型的维护工作可以顺利

进行,也能确保设计工作可以始终在模型上进行,贯穿整个设计

过程,以此满足全过程正向设计的需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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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项目设计管理工作程序 

机场工程项目设计管理工作程序是一个高度协同、精细化

管理的过程,在设计管理的过程中,各方应当通过严谨、高效的

工作程序,确保项目从设计到施工一直到投入使用的全过程能

够顺利执行。 

首先是协同设计阶段的执行,该阶段要求各专业设计团队

在专业的信息化协同设计平台上展开同步设计,每当结构专业

进行设计改动并保存后,模型会在平台自动更新,而建筑、机电

等其他专业设计队伍则可以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设计。这种

协同设计模式打破了传统设计的局限性,确保各专业能够互相

看到设计模型和方案的变动,进而提高设计效率和准确性。 

而在设计审查阶段,设计队伍则需要基于模型进行正向设

计,并及时更新模型,确保最终模型和最终版图纸保持一致。在

完成设计之后,设计部门则需要进行内部检查审核,确认是否符

合项目命名规则、材质要求等规范内容,以此保障设计质量。 

在设计审查结束后,而且设计团队认为某专业设计可以锁

版时,则需要将模型上传至BIM平台,并通知施工单位、甲方进行

同步审查,分析设计方案是否能够满足施工需求、是否存在冲突,

一旦出现问题则可以立即同时设计团队在平台进行修改,一直

到满足审核需求即可投入到施工当中。 

在正式最终模型审核通过后,则需要将模型通过多种渠道

移交给业主,并且由业主移交至施工单位。在移交过程中,各方

需分别签收移交单,保障移交工作的可追溯性。而且在BIM协

同平台中,提资方需删除对应模型链接,接收方重新上传至对

应分组内,并设置内部负责人,以确保模型移交后责任主体的

转变。[5] 

在施工单位接收模型之后,则需要在设计模型基础上进行

模型深化设计。深化成果需经过监理单位、设计部门、BIM咨询、

业主单位的审核并签字确认,而确认后的成果可用于指导现场

施工,确保施工质量和进度。 

在施工深化阶段,任何模型修改和变更都应当以BIM工作联

系单形式进行沟通。例如单纯对模型的更改可以以BIM变更的方

式与设计方进行沟通,而需要修改图纸则需要以正式变更单的

方式与各方协调,施工单位则需要负责落实模型维护、修改等工

作,以此保障模型修改和维护责任主体的唯一性。 

在设备模型建立与维护阶段,设备厂家需要负责建立设备

模型,并添加整机模型及零部件上附着的属性信息,这些信息能

够为运维阶段数字资产提供重要的模型基础。与此同时,设备厂

家还应当预留预埋信息,并负责BIM模型的维护和更新,同时还

需要配合所在标段总承包方,将设备模型与其他单体土建及机

电BIM模型进行整合。 

对于相对后期施工的机电、精装等专业,设计管理工作需要

参考最新的土建及机电模型进行对应的设计出图。所以施工和

涉及单位需要将与现场情况一致的施工、设备模型反向提资给

设计单位,提资频率需要一周上传一次,以确保全过程的正向设

计管理模式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并且可以显著降低信息差、提高

设计质量。 

4 结语 

总的来说,在对机场工程项目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可以采用

BIM技术配合“一模到底”模式进行管理,以确保能够满足从设

计到施工再到运行维护的全流程深度合作,以及全方位信息共

享。该管理模式不仅能够有效控制设计变更成本,同时还能缩减

周期,以确保能够充分发挥BIM技术的优势。为此,机场工程项目

设计团队应当将“一模到底”管理模式渗透到机场工程设计全

过程当中,为提高项目设计质量、提高工程整体效率打好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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