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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M——建筑行业信息化革命性技术

1.1. BIM 技术开启建筑信息化第二次革命 

BIM 技术属建筑信息化领域革命性技术，拉开建筑信息化第二次革命，从 CAD 时代

迈入 BIM 时代。BIM 技术强调三维、整体性、协同性，是 CAD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

必然趋势。其以更先进的理念和模式，推动建筑信息化领域变革。 

1.1.1. BIM 技术拉开建筑信息化第二次革命序幕 

建筑信息化第一次革命是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软

件出现，结束了“手绘图纸”时代，设计师开始甩掉图板，通过绘图软件进行作图设

计。目前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出现，拉开建

筑信息化第二次革命的序幕，建筑信息化从 CAD 时代进入 BIM 时代。并且 BIM 技

术不仅运用在设计环节，而且可贯穿建筑全生命周期，提高建筑领域不同环节的信

息化程度。 

图 1：BIM 技术推动建筑信息化领域第二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

甩图板

第二次革命

二维到三维
部分到整体

手绘 BIMCAD

1.1.2. BIM 技术是建筑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方向 

CAD 时代中众多专业软件出现，帮助人们在不同细分领域提升工作效率，比如

Autodesk CAD 软件进行图纸设计、MagiCAD 软件进行机电设计、Tekla 软件进行结

构设计等。但不同软件各自工作，随着专业软件种类越来越多，工作流线交错越复

杂，重复工作量也越大，不同模型之间经常出现错漏碰缺，设计变更也难以避免。

此时需要统一的协同平台将各工作流线归一管理，进一步提升整体效率。BIM 技术

则能够提供协同工作平台，构建唯一的 BIM 模型，不同软件可通过 BIM 实现协同

工作，让工作流线有序简洁，综合信息共享，实现所见即所得的效果。可以说 BIM

技术是建筑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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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BIM 时代协同性强，效率提升 

CAD时代 BIM时代

1.1.3. BIM 技术并非简单地从二维到三维转变，而是理念和模式的转变 

CAD 时代的软件通常可以单独运作，而 BIM 需要一组软件才能整体解决问题，比

如机电与建筑结构的碰撞测试除需要广联达 BIM 审图软件外，至少还需要

MagiCAD、Tekla 的模型数据。CAD 仅仅是改变的生产工具，让人们在图板上作图

改为在计算机中作图，仅仅将图纸数字化，而 BIM 则是将设计三维化、系统化，得

到的不仅是图纸，而是整个建筑信息模型（如果有需要，可通过具体工具生成局部

区域的二维图纸）。BIM 由于其系统性和全面性，往往需要不同岗位的人员进行协

同配合，比如一个标准的 BIM 模型至少需要建筑设计师、结构设计师、机电设计等

多人协作，而 CAD 则仅一个岗位人员就能完成对应图纸设计。另外 CAD 得到的结

果通常是静态的、平面的，而 BIM 得到的结果通常是动态的，立体的。通过种种对

比可知，CAD 时代往 BIM 时代转变并非是简单的二维往三维转变，而且在理念和

模式上得到明显的改变。 

图 3：BIM和 CAD 差异对比情况 

CAD BIM

基本上一个软件就可以
解决问题

只改变了生产的工具，
没有改变生产的内容

更多地表现为个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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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IM 产品可分为 BIM 基础软件、工具软件和平台软件三类 

BIM 产品按照功能可分为基础软件、工具软件、平台软件三大类。BIM 基础软件是

指可用于建立能为多个 BIM 应用软件所用的 BIM 数据的软件，其包括建筑设计软

件、结构设计软件、设备设计（MEP）软件等，常见产品为 Revit、ArchiCAD；BIM

工具软件是指利用 BIM 基础软件提供的 BIM 数据，开展各种工作的应用软件，主

要包括能耗分析软件、日照分析软件、生成二维图纸的软件等，常见产品为 Ecotect、

广联达 BIM 算量；BIM 平台软件是指能对各类 BIM 基础软件及 BIM 工具软件产生

的 BIM 数据进行有效管理，以便支持建筑全生命周期 BIM 数据的共享应用的软件，

其主要包括 BIM 共享平台等，常见产品为 BIM 360、Delta Server。 

表 1：BIM 产品分类 

软件定义 基本功能 常见产品 

BIM基础软件 
可用于建立能为多个 BIM 应用软件所用

的 BIM 数据的软件 

建筑设计软件、结构

设计软件、设备设计

（MEP）软件等 

Revit、ArchiCAD 

BIM工具软件 
利用 BIM 基础软件提供的 BIM 数据，开

展各种工作的应用软件 

能耗分析软件、日照

分析软件等 

Ecotect、广联达 BIM 算

量、广联达模板脚手架、

广联达工地场布 

BIM平台软件 

能对各类 BIM 基础软件及工具软件产生

的数据进行有效管理，以便支持建筑全

生命周期 BIM 数据的共享应用的软件 

BIM 共享平台 
BIM 360、Delta Server、

广联达 BIM 5D 

1.3. BIM 技术核心特征：可视化优、协调性强、模拟性高、连贯性好 

1.3.1. 特征一：可视化优，所见即所得 

CAD 设计图通常是二维形式，在设计以及施工环节往往需要通过想象的方式将二维

结构转变为三维结构，虽然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实践可以达到较好的转换效果，但即

使是经验丰富的人员也容易犯错误。而 BIM 技术在可视化方面可达到所见即所得的

效果，可以将整个设计环境良好呈现，即便是隐蔽部分和重叠部分也能很好的展示

出来，在施工环节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错误和返工。 

图 4：BIM 技术可实现“所见即所得” 

BIM中的管线设计图CAD中的管线设计图 施工现场管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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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特征二：协调性强，实现不同模块之间交互 

BIM 技术的协同性强，可以实现不同 BIM 数据之间的强交互。BIM 碰撞测试功能

是 BIM 技术协调性强的良好体现。在具体设计过程中，建筑的机电设计和结构设计

分别是由机电设计师和结构设计师来完成，各自庞大工作量下难免导致相互矛盾的

结果出现，但如果是在施工过程中才发现，不仅存在修改图纸和工程返工等拖延工

期的行为出现，而且浪费人力物力，增加工程成本。BIM 技术碰撞测试可以在施工

前进行各类碰撞测试，比如机电设计与结构设计之间的碰撞测试，机电设计不同模

块之间的碰撞测试等，从而将设计环节的错误提前暴露，起到优化设计，提高施工

施工效率的效果。 

图 5：碰撞测试是 BIM 协同性强的良好体现 

风管与消防

水管碰撞
排水管与

梁碰撞

机电设计与结构设计碰撞测试 机电设计间的碰撞测试

发
现
问
题

解
决
方
案

1.3.3. 特征三：模拟性高，方案筛选、施工模拟等功能极大提升工作效率 

BIM 模式掌握建筑物所有的信息数据，可从不同方面进行模拟，从而找到最佳设计

方案以及施工方案等。最常见设计环节的模拟功能包括太阳辐射分析、风环境分析、

日照分析、能耗分析、人员疏散模拟、可视度分析等。通过各类模拟可以得到建筑

最佳朝向、门窗位臵及规模设计、楼梯及应急通道最佳架构设计等数据，从而优化

设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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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BIM 模型在设计环节各类模拟功能 

施工环节通过 BIM 技术关于场地布臵模拟、施工方案模拟等能避免问题的产生。比

如在设计环节场地布臵模拟可提前识别机械装臵在后期可能出现的碰撞问题，减少

不必要的返工。 

图 7：BIM 模型用于施工方案优化示意图 

施工
方案
模拟

机械
布置
与钢
结构
碰撞

提前
发现
问题



[Table_PageTop]

1.3.4. 特征四：连贯性好，不同阶段信息数据可紧密联系 

1.3.4.1. BIM 技术贯穿建筑行业全生命周期和融合多岗位人员 

BIM 可贯穿建筑全生命周期，实现贯穿规划、概念设计、细节设计、分析、出图、

预制、施工、运营维护、拆除或翻新等所有环节；实现不同角色人员工作协同，比

如绘图员、结构工程师、设备工程师、供应商、总承包商、施工出图、分包商、物

业管理、业主/开发商等。让建筑生命周期内实现数据信息积累、共享，充分提高建

筑行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图 8：BIM 技术横贯建筑行业全生命周期 图 9：BIM 技术可实现不同角色人员协同工作

图 10：建筑全生命周期不同环节可运用不同 BIM 软件 

设计 招投标 施工 运维

建筑分析类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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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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