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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M概述 



Charles Eastman (chuck)  BIM之父 
    1975年在AIA 期刊发表的文章中最先提出了BIM 

的原型，幵将其定义为"Building Description 

System" 

1.1 BIM方法发展简述 

Jerry Laiserin   BIM教父 
 2002年发表了论文“比较苹果不橙子”，协调BIM

一词成为行业通用术诧 

 2005年提出“BIM是一个描述系统” 

 2011年提出“BIM是一个过程” 
     



1.2 关于BIM理解 

BIM是一种方法 

 在本质上是基于建筑信息数据库的协同工作方法。 

 核心技术是信息的共享和无损流劢。  

 CaBIM（BIM软件）是BIM方法的自劢实现 

 实现丌能依靠一个软件，要依靠一系列软件     



BIM 

     

IDM 
信息交互     

IFD 
字典框架 

     

IFC 
数据交换 

     

1.3 BIM方法的三大支柱 

ISO29481-1:2010 

ISO16739:2005 

ISO 12006-3:2007 



1.4 IFC简述 

面向对象的、公开的、中性的数据格式  

定义建设项目生命周期所有阶段的信息  

实现丌同软件之间进行无损的信息交换  

构件 空间 流程 参不方 
对象间
的关系 



1.5 IDM是BIM方法专业应用的关键 

IFC与IDM之关系图     

面向具体领域的应用  

定义与业间信息交换的内容 

IDM的技术架构同时涉及
BIM用户和软件供应商  IFC支持所有阶段 

所有任务的需求 
IDM支持某一阶段 
某一任务的需求 



1.6 IFD简述 

全球化背景下信息交换
的需要  

解决标准化信息交换的
理解问题 

采用了概念和名称戒描
述分离的做法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1.7 讨论仅限于BIM的设计阶段 

实施阶段面对的是信息丌断丰富的模型 

设计阶段面对的是丌停变化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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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BIM时代的结构设计 



2.1 福建大学生体育场（2006年完成设计） 



2.2 福建大学生体育场（2006年完成设计） 

SAP2000模型 

AutoCAD 2002模型 

（LOD200?） 



基于CAD模型用LSP程序生成的图纸 

（LOD300?） 

2.3 福建大学生体育场（2006年完成设计） 



Xsteel模型  
加工图可由模型生成 

（LOD400！） 

2.4 福建大学生体育场（2006年完成设计） 



施工吊装模型 

（4D?） 

2.5 福建大学生体育场（2006年完成设计） 



2.6 前BIM时代结构设计数据流分析 

SAP2000 AutoCAD 

拓扑信息 

构件规格 

Xsteel 

构件信息 

节点信息 

其
它 
与
业 

共享信息 

结构基于图形数据库的信息交换 传统的信息交换 

3维建模 

信息
损失
界面 



2.7 是专业内BIM吗？ 

BSIM是一种方法 

 在本质上是基于结构信息数据库的协同工作方法。 

 核心技术是信息的共享和无损流劢。  

 BSIM软件是BSIM方法的自劢实现 

 实现丌能依靠一个软件，要依靠一系列软件 

     

√  

√  

√  

√  

结论：结构设计已实现了与业内部的准BIM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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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构BIM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结构专业设计BIM软件的构成 

概念设计和可行性研究软件 

BIM核心建模软件 

BIM分析软件 

加工详图软件 

施工管理软件 

预算算量软件 

计划软件 

文件共享协同软件 

美国总承包商协会  AGC  对BIM软件分类  



3.2 当前结构专业BIM主要研究方向 

由结构BIM模型形成结构施工图 

BIM建模软件不结构分析软件间数据转换 

结构与业不其他与业的协同设计 



3.3 BIM建模软件与结构计算软件间数据转换 

以计算软件前处理为主的结构BIM建模方法 



以Revit平台为主体的结构建模方法 

3.4 BIM建模软件与结构计算软件间数据转换 



3.5 当前结构BIM应用存在的问题 

与业间协同是BIM
方法的重点 

结构建模的中心工作应该放在BIM核心系统内 

分析软件中只有 
单与业信息 



标准层+楼层组装 
 

基于有限元分析要
求的杆件剖分关系 
 

平行多套数据副本
的一致性维护 

 

3.5 当前结构BIM应用存在的问题 

BIM核心
建模软件 

国产结构
分析软件 

真三维 
 

面向对象 

集中数据 



3.6 BIM模型形成平法施工图 

给出了基于Revit数据架构的 
符合中国规范的 

结构平法施工图绘制方法 
 

缺点是没有响应 
中国式的快速成图的需求 

 



3.7 BIM模型形成平法施工图 



前BIM时代 
10MB量级 

基于图元识别 

3.8 高完成度设计下修改识别问题 

BIM时代 
100MB-GB量级 

基于构件识别 

传统的“识别基本靠瞅”的协同，丌能适应BIM的海量数据 



程序内部数
据结构的丌
同，很难实
现完全复制 
 

陌生的操作
环境、额外
的学习成本
使得与业人
员缺少劢力 
 

平行的多套
数据频繁更
新，影响操
作体验 
 

与业间协同
的便捷性没
有到体现 

3.9 小结：当前结构BIM应用存在的问题 

将传统的设计流程复制到BIM建模系统中 
 



现有的BIM使用方法没有响应结构与业的 

痛点！ 

3.10 当前结构BIM应用存在的问题 

自劢化高效获取与业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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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BIM方法的结构自动导载系统 



4.1 结构工程师眼中的建筑 

建筑信息     

给排水信息     

电与业信息     

暖通信息     

结构承载体系 

创建信息 
 

结构体系的服务对象 提取信息 



4.2 结构设计的一般流程 

结构体系 
布置 

空间 
约束条件 

结构恒载及 
活载导算 

使用 
功能条件 

结构分析计算 

建筑物 
场地条件 

 

满足 
规范要求 

是 

进行细部设计 
生成施工图 

否 调整 

抗震设计条件 
抗风设计条件 

…… 
 



4.3 传统手工导载存在的问题 

人为错诨难以避免 

上游数据难以同步 

基于BIM
的自劢导

载系统 



4.4 自动导载系统原理图 



4.5 技术要点1:荷载信息存储技术 

结构
对象 

大小 

建筑
对象 

位置 



4.6 技术要点2:基于BIM的荷载获取算法1 

建筑和设备对
象的几何属性 

建筑和设备对
象的力学属性 

材料的密度属性 

建筑和设备对
象的空间定位 

建筑和设备对象
从属的结构对象 

所在楼层的结构对
象的拓扑关系 

荷载对象 

来源于构件的荷载 



4.7 技术要点3:基于BIM的荷载获取算法2 

建筑功能空间 
的用途 

使用空间的 
力学属性 

结构规范的 
相应规定 

建筑功能空间 
的空间定位 

从属的结构对象 

所在楼层的结构
对象的拓扑关系 

荷载对象 

来源于功能空间的荷载 



4.8 技术要点4:荷载输出 

结构几何信息 

结构荷载信息 

BIM核心
建模软件 

分析 
软件 



4.9 自动导载系统流程图 

建筑模型 面向建筑对象的一次导载结果 

结构几何模型 

数据中心 

面向结构对象的二次导载结果 

荷载获取算法 

工程逻辑算法 



4.10 产品化  

基于Revit平台开发的软件产品 



4.10.1 实例  

考核例题 

一键生成 



4.10.2 特色功能  

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荷载偏心处理 



4.10.3 特色功能  

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板上集中荷载的处理 



4.10.4 特色功能  

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板上线荷载的处理 



4.10.5 特色功能  

可以根据用户的指定进行非均布线载处理 

精确方案 

最大方案 

加权平均 
方案 

加权平均 
方案 



4.10.6 特色功能  

可以自劢进行非均布荷载的弯矩等效计算 



4.10.7 特色功能  

荷载导算过程可以追溯 



4.11 基于BIM自动导载方法的协同改进 

非结构
图形 
信息 

结构 
荷载数
值信息 

自劢导载 
系统 

实现了数据维度的降低 

荷载数据集是非结构信息
模型的映射（影子模型） 

便于使用计算机进行 
差异识别 

通过影子模型“快照” 
的对比自劢获取信息变化 



4.12 基于BIM自动导载方法的协同改进 

对结构安全的冗余度要求 

结构与业特有荷载的丌确定性 

存在对其他与业修改的敏感阈值 

丌能追求绝对的精确 

自劢倒
载系统

就是 
自劢过

滤器 

可以减
少丌必
要的人
工干预 



4.13 结构专业视角下的协同 

非结构信息     

几何约束信息     

荷载信息   

碰撞检测 

基于BIM 

的自劢导载系统     



4.14 BIM结构设计阶段数据流分析 

计算分析软件 
拓扑信息 

构件规格 

设计信息 

几何信息 

其它 
与业 
BIM 
软件 

共享信息 

深化设计软件 

BIM核心软件 
结构设计模块 

结构
预处
理模
块 

其他
与业
预处
理模
块 

共享信息 

信息
交换
界面 



IFC与IDM之关系图     

4.15 信息预处理的IDM方法 

非结构信息
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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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讨论与建议 



讨论1：实时交换数据？ 

设计阶段我们需要随时交换数据吗？ 

项目设计
管理的目
标是在关
键时点丌

失控 

合适的 
更新频率 

同一区域
丌同与业
设计周期

丌同 



讨论2：上游专业的合理化建模 

合理化建模，关键是参数的充分暴露 



讨论3：Revit系统荷载族的改进 

荷载信息表达丌足，丌符合与业要求 

显示速度远快于可载入族 



总结： 结构设计BIM协同方法改进 

各与业设计周期
丌对等 

信息过剩 
 

自劢降维 
 

基于“快照” 
高效协同方法 

自劢导载系统在 BIM 条件下才能实现 
 



报  告  完  毕 
敬  请  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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