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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建筑信息模型 ( Bu ilding Inform ation M ode ling, 简称 BIM )的提出对于整个建筑行业的信息化及其应用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并且将影响建筑行业各个环节和专业之间的信息集成和协作。目前, B IM 在中国建筑业的应用

已经起步, 急需对 B IM 进行标准化研究,方便建筑业各相关产业链环节共享和应用 B IM。本文中提出一个中国建

筑信息模型标准 ( Chinese Build ing Inform ation M ode ling Standa rd,简称 CBIMS)框架, 并对 CBIMS的组成及各部分相

关内容进行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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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建筑信息模型 ( Building Informa tion M odeling,

简称 BIM )技术创建并利用数字模型对项目进行设

计、建造和运营管理
[ 1]

, 将各种建筑信息组织成一

个整体,贯穿于建筑全生命周期过程。B IM在中国

的全面应用将为建筑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使

设计乃至整个工程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B IM将

直接促使建筑行业各领域的变革和发展; 它将使建

筑行业的思维模式及习惯方法产生深刻变化;使设

计、建造和运营的过程产生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行

业规则。目前, B IM在中国建筑业的应用已经起步,

急需对 B IM进行标准化研究,方便建筑业各相关产

业链环节共享和应用 BIM。本文针对中国 BIM标

准框架进行研究。

目前,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对 B IM标准的相关

研究已经开始。 1997年 1月, IA I( Industry A lliance

for Interoperability)组织发布了 IFC ( Industry Founda�

t ion C lasses)信息模型的第一个完整版本
[ 2]
。经过十

余年的努力, IFC信息模型的覆盖范围、应用领域、模

型框架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并已经被 ISO标准化组织

接受。 IFC标准是面向对象的三维建筑产品数据标

准,其在建筑规划、建筑设计、工程施工、电子政务等

领域获得广泛应用。美国基于 IFC标准制定了 B IM

应用标准 # # # NB IM S ( National Build ing Information

M odel Standard)
[ 3�5]
。NB IM S是一个完整的 B IM指导

性和规范性的标准,它规定了基于 IFC数据格式的建

筑信息模型在不同行业之间信息交互的要求,实现信

息化促进商业进程的目的。日本建设领域信息化的

标准为 CALS /EC ( Continuous Acqu isition and L ifecy�

c le Support /E lectron ic Commerce)标准,日本在制定标

准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包括: 建立建设领域信息化

框架、研制相应的标准、开发相应的系统、进行示范应

用、进行实际应用。日本建设领域信息化框架的主要

内容包括工程项目信息的网络发布、电子招投标、电

子签约、设计和施工信息的电子提交、工程信息在使

用和维护阶段的再利用、工程项目业绩数据库应用

等。相应的标准研制和系统开发基本已经完成, 并投

入使用,原先制定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如期实现。B IM

标准的建立不仅实现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带来了

显著的经济效益。

我国也针对 B IM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

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2007年, 中国建筑标准设

计研究院提出了 JG /T198- 2007标准, 其非等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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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国际上的 IFC标准 ( ∃工业基础类 IFC平台规

范 % )
[ 6]
。该标准规定了建筑对象数字化定义的一

般要求,资源层, 核心层及交互层。它适用于建筑

物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内以及各阶段之间的信息

交换和共享, 包括建筑设计、施工、管理等。水利、

交通和电信等建设领域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可参考

该标准。2008年,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起草了工业基础类平台规

范 (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 )
[ 7]
。此标准等同采用

IFC,在技术内容上与其完全保持一致, 仅为了将其

转化为国家标准, 并根据我国国家标准的制定要

求,在编写格式上作了一些改动。香港房屋署 BIM

应用推动有力且较深入, 招标文件中明确要求用

B IM提交文挡,配套研究也很深入,已经编制房屋署

内部 BIM标准 (尚未对外发布 )。

B IM的成功应用需要一套整个建筑产业各相关

方统一遵循的标准框架体系。为此, 我们在已有工

作基础上经过研究, 参考 NB IM S, 结合调研提出一

个中国建筑信息模型标准框架 ( Chinese Bu ilding In�

fo rmationM ode ling S tandard,简称 CB IMS)。

2� CBIM S总览

2. 1� CBIM S的概念与定位

通过调研和研究,我们认为 B IM在中国的有效

应用与推广,依赖于三项重要的推动力,分别是:

( 1) BIM平台软件的开发

功能强大和符合应用习惯的软件工具组成一

个统一的符合建筑产业规则应用平台,这是 B IM应

用成功的前提和动力。

( 2) BIM数字化资源的建立

在数字环境下建造建筑物体, 数字构件是最重

要的部件和基础资源,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应当与

实体建筑完全一致,才易于选用。

( 3) BIM应用环境的改善

B IM应用成功还取决于硬件环境的改善及应用

者的认同和认可,以及完善的培训和考评条件。

这三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 以及建筑业各相

关方在全生命周期的相互交流和全面沟通不可能

靠各企业、用户的自发行为, 而是需要在在标准化

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即在中国建筑行业标准和规范

图 1� CBIM S在中国建筑信息化中所处的位置

图 2� CBIM S的体系结构

的范畴内建立符合中国建筑行业特征的数字化标

准。图 1说明了 CB IM S在中国建筑信息化中所处

的位置。

2. 2� CBIM S体系结构

CBIM S标准体系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

容,如图 2所示:

( 1)技术规范

即信息交换规范, 包括引用现有国家和国际的

标准和建设中国的标准体系。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

建筑业信息分类体系与术语标准;中国建筑领域的

数据交换标准;中国建筑信息化流程规则标准。

( 2)解决方案

主要针对中国 B IM数字化资源问题,应用支持

B IM的软件制作符合 ∃CB IM S框架研究 # # # 技术规

范%中的要求的 B IM数字构件资源。

( 3)应用指导

主要是协助用户理解和应用 CB IM S, 并利用技

术规范来制作构件,并用我们提出的 CB IM S标准构

件来搭建和使用 B IM模型。

3� CBIM S技术规范

参考 NB IMS标准, 完整的 B IM信息交换有三个

方面,分别为数据存储格式;资料库的规范; 在具体

交换过程中的交换需求和规则 (如图 3所示 )。

CB IM S技术规范应当包括的内容应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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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BIM S技术规范 (参考 [ 3�4] )

( 1)数据交换

即交换格式,是如何共享信息的问题。

( 2)信息分类

即引用的信息库、术语体系。是共享什么信息

问题。

( 3)流程规则

即建筑生命周期某一阶段某一专业需要从整

体 B IM中获取和提交信息的规则, 是如何具体交换

信息的问题。

3. 1� 数据交换

在数据交换格式方面,我们围绕国际协同联盟

( IA I)的面向建筑对象的工业基础类 ( IFC )作为主

要的数据模型标准, 同时提出了其它私有的文件和

它的兼容要求,以促成建筑业中不同专业以及同一

专业中的不同软件可以共享同一的数据源, 从而达

到数据的共享及交互。 IFC标准已经被 ISO组织接

纳为 ISO标准 ( ISO /PAS 16739, 可出版应用版本 )。

IFC将在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内促进信息交流、生产

力、交期、成本及质量等方面的发展。它的任务是

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和设备管理行业的发展提

供信息共享和程序改进方面的支持和协作。目标

是基于现有建筑和设备管理行业的信息, 对建筑基

础类进行定义。我们可以采用它作为主要的文件

交换方式。

3. 2� 信息分类

建立和制定现代建筑信息分类体系, 是一项系

统工程,它需要借鉴和利用已有的分类体系成果,

需要很多部门和组织的参与。为了保证体系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必须在制定建筑分类体系的过程中

采取科学的方法。以下从框架和内容两个方面分

析我国建筑信息体系开发时应采用的方法。

( 1)体系框架

国际标准组织 ( ISO )为各国建立自己的建筑信

息分类体系制定了一个国际标准: IS0 /DIS12006- 2

框架,它定义和规定了建筑信息分类体系的基本概

念和框架。它不是一个分类体系,但是一个按建筑

信息面分法生成分类体系的模板,为各国根据自己

国情制定相应分类体系而又能互相沟通提供了条

件,也已经成为了英国 UN ICLASS、美国 OCCS( Omn�
iC lass Construction C lassification System )分类体系的

基础。以这个框架为基础, 可以确保所建立的体系

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 同时也有利于各个国家或地

区之间的体系相互进行映射和转换。我们认为我

国也应以此框架为基础制定建筑信息分类体系。

( 2)分类内容来源

信息分类的具体内容来源于传统的建筑信息

分类体系,是对传统体系的改造和重组。建立现代

建筑信息分类体系不是凭空创造,而是要充分利用

现有分类系统的分类思想和成果。吸收利用传统

体系的另一个用途在于可以保证新体系的可用性,

尤其是对于那些己有体系的使用者。

建立我国建筑信息分类体系的可利用资源主

要是国内己有的分类体系, 如定额体系、建筑文献

分类体系、建筑产品目录等。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

道我国己有体系存在很多问题, 利用这些体系必须

要做很多工作。

3. 3� 流程规则

在使用交换规则和关联方面,一些协议正在制

定和完善中, ISO制定了 TC 59 /SC 13标准,它包括

面向对象的信息交换框架、过程管理、建筑信息模

型 -信息传递手册, 以及 B IM指导, 挪威正在进行

信息传递指南 ( IDM )项目, 而这个项目的方法也被

美国 NB IM S委员会采纳。我国也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来制订常用的流程规则。

4� CBIM S解决方案

制作符合 CB IM S标准的数字化建筑构件资源,

不同的 BIM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每个构件

资源可以具有不同的尺寸、形状、材质设置或其他

参数变量,需要符合 CB IM S技术规范中对数字构件

的要求。例如 Autodesk R ev it可以使用族编辑器创

建各种需要的构件资源。

CBIM S技术规范中目前制订了以下标准构件:

梁、柱、结构件、墙、幕墙、屋顶、板、片、门、窗、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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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段、坡道、坡道段、扶手。这些构件基本满足了

建筑设计阶段的需求。对于建筑生命周期中的其

它阶段所需要的构件, CBIM S尚未进行定义。但

CB IMS是一个可扩展的体系, 在未来的研究过程

中,可以对标准构件进行扩充直至覆盖建筑的全部

领域。

标准构件中的 !标准∀至少包含 3方面含义:

( 1)构件是在 CBIM S中已定义的 (如家具中的

书桌尚没有在 CB IM S中定义, 因此不属于标准构

件 ) ;

( 2)应当包含 CB IM S为该类构件定义的全部

属性;

( 3)构件在应用时应当兼容已颁布的国家强制

性制图标准。

数字化的标准构件是指一种存储在计算机中

的可重用数字资源, 这些资源依据上述要求进行制

作,含有适当程度的信息以满足虚拟建筑在各处理

流程中的需求,并且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用户可以

自行进行信息扩充。

CB IM S为构件定义了三个级别的属性: 强制、

可选和自定义。一般地, 强制以及可选等级的属性

应当满足从设计、建造到运营管理等不同设计阶段

的普遍要求。对于用户的特殊需求, CB IM S预留了

自定义级别属性,用户可以按实际情况自行添加。

为了确保不同软件之间数据交互的一致性,

CB IMS要求 BIM软件在应用时必须能够读入 /读出

强制以及可选等级的全部构件属性。对于用户自

定义属性的交互性, 由各 B IM 软件自行协调解决。

CB IMS在修订时会依据用户的反馈意见吸收部分

自定义属性为强制或可选属性。

使用构件进行建筑建模后导出施工图时应当

符合已颁布的国家制图标准, 如: ∃总图制图标准

( GB /T 50103 - 2001) %、∃建筑制图标准 ( GB /T

50104- 2001)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 GB /T

50001- 20001)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

定建质 [ 2008) 216号 %、∃给水排水制图标准 GB /T

50106- 2001%、∃供热工程制图标准 C JJ/T 78 -

97%、∃暖通空调制图标准 GB /T 50114- 2001%等。

建筑构件的属性应当涵盖如下已颁布的国家设计

规范, 以利于对建筑性能进行分析, 如: ∃建筑采光

设计标准 GB /T 50033- 2001%、∃建筑隔声评价标准

GB J 121- 8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T 50378#

2006%、∃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暖居住建筑部

分 ) JGJ 26- 95%、∃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 JG J 134- 2001%、∃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 JGJ 75- 2003%等。在对构件进行三维

造型设计时,我们参考了如下较具有权威性的建筑

资料图集,如: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建筑构

造通用图集%、∃建筑设计资料集%等。

5� CBIM S应用指导

5. 1� 构件制作

根据已有的技术规范中制定的标准构件: 梁、

柱、结构件、墙、幕墙、屋顶、板、片、门、窗、楼梯、楼

梯段、坡道、坡道段、扶手, 制定构件的制作教程。

构件族的制作过程大概流程如图 4所示:

图 4� 数字化构件制作流程示意图

5. 2� 模型应用

符合 CB IM S的建筑信息模型可以进行符合中

国现有规范的各种分析和应用。在我国节能设计

和日照要求现今已经成为了强制性的设计标准。

传统的二维建筑图纸很难提供建筑能量分析所需

要的全面的信息,往往需要设计人员重复输入设计

的数据,效率低,容易出错。符合 CB IM S的建筑信

息模型可以进行根据流程规则导入 /出符合中国现

有规范的各种建筑物理性能分析的信息模型 (包括

几何以及建筑属性信息 )。

6� 结论

本文结合中国 B IM研究现状提出了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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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信息模型标准 ( CBIM S)框架, 并对其组成及

各部分相关内容进行详细的介绍。通过对国内部

分 B IM研究和应用领域专家调研形成共识: 中国

B IM标准的研究是极其重要和迫切的,其内容应当

是一个开放的综合体系, 它将是 B IM全面推广的重

要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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