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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多专业、多团队之间的协同合作。传统的建筑设计管理方

式存在着沟通不畅、信息失真等问题，无法满足现代建筑设计的需要。而 BIM 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建筑设计管理方

式，可以实现多专业、多团队之间的协同设计和管理工作，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基于此，本文从建筑设

计协调管理的现状出发，分析了 BIM技术在建筑设计协同管理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提高建筑设计的效率，进而促进建

筑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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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rchitectural	 desig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requiring	 synergy	between	multiple	 specialties	and	 team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management	 has	 problems	 such	as	 poo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distortion,	which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BIM	 technology,	

as	a	 new	 type	of	 building	design	management	method,	 can	 realize	 the	 collaborative	design	and	

management	work	between	multi-disciplines	and	multi-teams,	which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th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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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建筑行业的发展速度惊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建筑设计的方法和工具也在不断演变。传统的二维绘图和文

字描述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建筑设计的复杂性需求。BIM 技术的出现，使设计师能够通过三维模型进行设计、分析和优化，从而提高了设

计效率和质量。同时，BIM 技术也为各专业、各团队之间的协同设计和沟通提供了一个平台。然而，尽管 BIM 技术的优势明显，但在

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许多挑战。例如，BIM 模型的创建和维护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不同专业之间的数据交换和协调需要专门的技能和

工具；而且，BIM 技术的应用还受到行业标准和法规的限制。因此，如何克服这些挑战，充分发挥 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协同管理中的潜

力，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建筑设计协同管理的现状

建筑设计协同管理是指在建筑项目的设计、施工和管理过程

中，通过协同平台和流程，使各专业团队能够有效地进行信息共

享、沟通和协调，实现项目的高效管理和优质实施。然而，当前

建筑设计协同管理面临着一些问题，制约了其发展和应用效果。

其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统一平台

当前，建筑设计协同管理缺乏统一平台，导致协作效率低

下，设计方案难以统一管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各专

业团队往往采用不同的设计软件和工具，增加了协作的难度和成

本。同时，由于缺乏统一平台，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沟通不

畅、协调困难等问题，导致项目进度和质量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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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乏标准化流程

建筑设计协同管理缺乏标准化流程，导致流程混乱，难以保

证设计质量。由于缺乏标准化的流程和规范，各专业团队在协同

过程中往往存在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导致设计方案出现偏差、漏

洞和质量问题。同时，由于缺乏标准化流程，项目进度难以控

制，容易出现延误和变更等问题 [1]。

（三）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

建筑设计协同管理中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导致输出成果质

量难以保证。由于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机制和标准，各专业团队

在协同过程中往往存在质量意识淡薄、质量控制不严格等问题，

导致设计方案存在缺陷、漏洞和质量问题。同时，由于缺乏有效

的质量控制，项目成本和风险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2]。

二、BIM技术在建筑设计协同管理中的应用

（一）基于BIM技术的建筑设计协同管理平台构建

1. 架构设计

采用基于云计算的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 架构模

式，实现软件即时服务，方便用户随时随地访问平台。采用主流

的 BIM 技术和工具， 如 Autodesk Revit、Bentley Microstation

等，同时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提高平台的性能

和扩展性 [3]。该平台采用 SaaS 架构模式，具有低成本、高效率、

易维护等优势，同时能够实现跨平台、跨设备的无缝衔接，方便

用户进行访问和使用。

2. 功能模块

基于 BIM 技术的建筑设计协同管理平台的功能模块主要包

括：项目概况、模型管理、协同设计、冲突检测与解决、文档管

理、系统设置等。这些模块相互独立，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

同实现建筑设计协同管理平台的各项功能。

（1）项目概况模块

项目概况模块主要提供项目的整体信息展示和管理功能。其

中，项目信息用于展示项目的名称、编号、地理位置、设计单位

等信息，方便用户快速了解项目概况；项目进度用于展示项目的

进度计划和实际进度情况，帮助用户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项

目文档用以提供项目文档的分类展示和查询功能，方便用户查找

和浏览项目文档 [4,5]。

（2）模型管理模块

模型管理模块主要提供 BIM 模型的创建、修改、导入导出等

功能。其中，模型创建用以支持创建建筑、结构、机电等不同专业

的 BIM 模型，同时提供模型精度的控制功能；模型修改用以提供

BIM 模型的参数化和智能化修改功能，支持对模型进行几何形状、

物理属性等各方面的修改；模型导入导出用以支持导入和导出多种

文件格式的 BIM 模型，如 IFC、FBX、DWG 等，方便用户进行数

据共享和交换；模型版本控制则是实现 BIM 模型的版本控制和历

史记录功能，方便用户回溯和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 [6]。

（3）协同设计模块

协同设计模块主要提供多用户之间的协同设计和协作功能，

它可以实现在线讨论、任务分配与提醒、版本对比与合并等多个

功能。具体来讲，在线讨论可以方便用户之间进行实时沟通和交

流；任务分配与提醒可以确保项目各项任务按时完成 [7]；版本对比

和合并功能可以方便用户进行协作和管理；协同标注功能可以支

持多人同时进行标注和修改，提高协同设计效率；设计审核功能

可以方便用户对设计进行质量控制和审核，可以责任到人，防止

后期扯皮 [8]；设计变更管理功能则可以实现设计变更的申请、审

核、批准等流程化管理，确保设计变更的规范性和可控性 [9,10,11]。

（4）冲突检测与解决模块

冲突检测与解决模块是建筑设计协同管理平台的核心部分之

一，主要功能是检测和解决在设计过程中出现的冲突。通过自动

化和手动手段，该模块能够识别和解决不同设计专业之间的协调

问题，提高设计效率，减少错误和返工 [12,13]。

该模块可以进行设计过程中的冲突检测、冲突分析、冲突解

决建议和冲突解决跟踪。具体如下。

表1：冲突检测与解决模块功能

模块功能 具体功能

冲突检测

通过分析 BIM 模型中的数据和信息，检测不同专业之间

的设计冲突。例如，建筑设计与结构设计的冲突、机电

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冲突等。

冲突分析

对检测到的冲突进行详细分析，包括冲突的性质、影响

范围、严重程度等。同时，结合设计规范、工程经验等

因素，对冲突进行评估。

冲突解决建议

根据冲突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例

如，调整设计方案、优化工程布局、改变材料或设备选

型等。

冲突解决跟踪

记录冲突解决的过程和结果，对解决方案的实施情况进

行实时跟踪和监控。如果需要，可以生成报告或通知相

关人员。

（二）优化设计流程

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协同管理中的应用，为设计流程的优化

提供了强大的支持。首先，BIM 技术将建筑设计过程中产生的所有

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模型中，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

使得各个专业和团队之间的协作更加高效，减少了信息传递过程中

的失真和误解。通过自动化的设计和分析工具，也大大提高设计师

的工作效率。例如，通过 BIM 软件的参数化设计功能，设计师可

以快速调整建筑设计的形状、大小和结构等参数，而且这些更改会

立即反映在模型中。此外，BIM 技术还可以进行能源分析、光照分

析、结构分析等，帮助设计师在早期阶段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依

托海量数据库，借助碰撞检查，可以让设计师在实际建造之前对建

筑设计进行全面的检查和优化，这也有助于减少设计错误，提高设

计质量。同时，BIM 技术可以整合建筑、结构、机电、暖通等各个

专业的人员在一个统一的设计平台上进行协作，各个专业的设计师

可以在同一个模型上进行工作，避免了传统设计流程中由于信息传

递不畅造成的设计冲突和误解 [14]。此外，BIM 技术可以将建筑设

计的过程分为概念设计、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多个阶段，每个

阶段都有明确的设计目标和输入输出关系。这使得建筑设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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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清晰，有助于提高设计的连贯性和效率。而且，BIM 技术为项

目团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沟通平台。通过 BIM 模型，项目团队的

各个成员可以方便地进行交流和协作，避免了传统沟通方式中可能

出现的误解和冲突 [15,16]。

（三）实现设计可视化

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协同管理中，可以实现设计可视化，

从而提高设计的准确性和效率 [17]。通过创建三维模型，BIM 技

术可以将建筑设计以三维的形式呈现出来。设计师可以通过观察

三维模型，对建筑设计的外观、空间布局、结构等进行全面的了

解 [18]。三维模型也可以为项目团队提供更加直观的交流和协作平

台。其次 BIM 技术可以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将三维模型转化为虚

拟的建筑环境。设计师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身临其境地感受

建筑设计的空间感和质感，更好地评估设计方案的可视化效果。

同时，BIM 技术可以结合渲染技术，对三维模型进行渲染处理，

生成精美的建筑效果图。渲染技术可以模拟自然光线、阴影等效

果，使效果图更加逼真，从而更好地展现建筑设计的视觉效果。

此外，BIM 技术可以结合动画技术，将三维模型转化为动态的建

筑展示 [19]。设计师可以通过动画展示，将建筑设计的特点和亮点

呈现出来，同时还可以展示建筑设计的施工过程和运营效果。这

有助于提高业主对建筑设计方案的认知和理解 [20]。

三、结语

总之，基于 BIM 的建筑设计协同管理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未来，要进一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同时要通过引入先进的

算法和模型分析工具，提高数字化程度，实现更加精细化的设计

和优化。此外，也要加强数据整合与分析，强化跨专业协作，推

动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实践应用，相信

建筑设计的效率和质量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也将助力建筑行业

迎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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