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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BIM的应用实践
——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地下城市综合体项目为例
■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核心看点：在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地下城市综合体项目中，BIM团队从方案

设计阶段即开始介入，与项目设计团队和施工团队协作，开展全过程BIM应用；

协调业主、多家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共同推进项目进展，确保施工进度。数字化

技术和BIM技术贯穿整个项目周期，包含方案论证、设计优化、可视化设计、专业

协同设计、碰撞检查、管线综合等。本文对项目的创新点进行总结，以期为未来行

业探索BIM全过程应用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三大建效果图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三大建效果图

项目概况及重难点
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地下城市综合体项目位于北京市

通州区城市绿心西北部起步区市民文化休闲组团，总建
筑面积为25.5万平方米，其中，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的共
享综合服务面积约14.5万平方米，车库面积为9.2万平方

米，各类公共机房占地0.8万平方米，地面层的部分出入

口、竖井等地面设施占地1万平方米，最大单层面积达到

14万平方米。项目规划设计初期即秉承建筑环境充分融

合的理念，景观上延续并融入绿心公园景观，与地面绿心

的三大建筑（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无缝衔接，传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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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入自然环境。项目功能涵盖游客服务、纪念品销
售、教育培训、展览展示、文化创意、亲子娱乐、体育健身等
多种配套服务功能，形成对三大公共建筑功能的有效补
充，满足市民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活需求。

该项目的重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央共
享空间区域需要三大建筑与共享空间的各方设计和施工
单位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由于参与方众多，协调各项目之
间的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二是地下城市综合体建筑
内部高大空间较多，业主要求搭建恒温、恒湿的全空调系
统，BIM团队需与建筑、机电、内装等各专业协同，精细布
置空调点位和设备管线，既要保证室内空间的美观，又要
保障项目的实际使用效果。三是超大单层面积的地下建
筑空间交错复杂、结构形式多样，局部区域如中央大厅正
交拱穹顶，需要进行专项设计。

全过程BIM应用

设计阶段BIM应用
制订标准体系，保障模型数据传递
在项目启动阶段，BIM咨询团队综合参考国家与地

方的相关规范，并融合委托方的企业标准，制定了一套定
制化的BIM执行标准。这套标准不仅包含了具体的实施
流程、模型精度的详细要求和模型审核的重点注意事项，

还提供了统一的项目工作模板，确保了建模工作的明确
界定、目标精度的追求、视觉呈现的一致性以及所需软硬
件资源的充分配备。此外，项目涉及的所有参建方必须使
用统一的汇报和图纸模板，并且严格遵循新建标准开展
工作，从而保障项目数据传递的无缝对接和整体合作的
效率。

“BIM设计”结合“BIM验证”，实现“价值BIM”

BIM团队采取后置BIM与正向BIM结合实施，根据项
目不同区域的复杂程度，采用不同的BIM应用策略。针对
大部分区域使用后置BIM，对于一些复杂区域如中央大厅
和设备机房，则采用正向设计，利用BIM软件进行出图，提
高设计品质，充分发挥BIM的价值，避免BIM的短板，实现
真正的“价值BIM”。

建筑性能分析，提高项目品质
利用BIM模型对下沉广场及商业区域进行延期蔓延

数值模拟，以确定下沉广场的面积及辐射范围，为人员疏
散、灭火救援等提供便利条件。

选用k-ε双方程湍流模型对中央大厅区域进行空

气流动仿真模拟，主要分析其是否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的规范要求，检验气流组织是否合理，尤其是在供暖、

通风与空调工程下的气流组织是否满足热环境参数设计
要求。模拟区域长约45米、宽约45米，送风温度为16摄氏
度，室内设计温度为27摄氏度。

精准定位深化出图，指导现场机电预留预埋
通过运用BIM模型，对穿越结构构件区域的机电管

线进行了模拟排布，这一过程能够在施工前预测并消除
管线与主体结构可能发生的冲突。凭借模拟得到的精确
数据，精准确定了穿墙套管的位置，并据此制作了一套二

地下城市综合体土建模型

地下城市综合体机电模型

下沉广场烟气模拟模型 烟气蔓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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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施工图纸。这些图纸作为现场机电预留预埋工作的重

要参考，保障了安装工作的精确性和高效率。

支吊架排布模拟，提升现场施工精度

为了确保设计方案在施工阶段的顺利实施，避免由

于支吊架安装问题导致无法按照设计模型进行施工，该

项目采取了前置处理策略。将支吊架的排布和安装问题

提前至设计阶段，与净高和管线排布问题协同优化。通过

这种综合优化方法，能够确保设计方案的可实施性，从而

减少现场调整，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

增效工具开发，智能化BIM设计

针对该项目开发了一系列辅助建模、模型细化、环境

设置等增效工具，其中包括快速批量创建视图和工作集，

设置各专业的快速检查视图，自动设置各类构件标高，快

速创建结构柱和梁，自动检查并修改管道和风管类型，以
及快速添加轴流风机和隔热层。

施工阶段BIM应用
穹顶专项优化，提高项目质量

中央大厅是国内地下空间跨度最大、高度最高的大
跨度井格交叉拱形混凝土结构，最大跨度为44米，最大高
度为16米，穹顶承载植被水土，每平方米承重达2—3吨。

为了保障项目质量，针对穹顶区域展开了专项优化，将立
面拱高的三阶自由曲线优化为二阶圆弧，同时搭建了中
央大厅正交圆拱深化模型。利用模型对结构模型的三维
空间坐标进行定位，将梁柱根部的三维空间坐标点提供
给现场施工人员，实现了每一根弧形梁的落点定位，保障
了正交圆拱的施工精度，保障了项目质量。

提效工具功能界面 模版深化图纸

 图纸移交给现场施工人员—模板预制加工—现场模板施工

中央大厅模拟区域及风口示意图 中央大厅物理模型 人行高度1.5米速度平面分布 人行高度1.5米温度平面分布

模型预留预埋  预留预埋出图  模型支吊架排布 现场支吊架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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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化设计，辅助项目施工

利用参数化软件对模板进行分割，导出模板深化图

纸，生成模板编号和尺寸报表，输入数控机床进行模板的

定型加工。再将生成的模板深化图纸下发到工人手中，有

效保障了梁体尺寸和弧度的流畅精准，确保了清水混凝

土的施工效果。

运维阶段BIM应用
模型信息编码，开展数字交付

在项目运维阶段的准备工作中，BIM模型构件被添

加了模型竣工信息，包括建筑信息、区域信息、楼层信息和

房间信息四大类空间信息，以及动力类、照明类、智能类、

网络类、监测类、测量类、开关类和储藏类八大类设备信

息。根据设计图纸统计出各专业设备构件计376种，并与

物业公司沟通，编制了11层20位数字的编码，确保了项目

运维的顺利开展。

智慧平台运维，实现对建筑的实时监测与控制

使用智慧平台对地下综合体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

将“建筑总体态势”“设备运行状态”“机房设备监管”“消
防报警”等信息反馈到智慧平台。管理人员收到信息后实
时响应，推送信息至现场人员，及时解决问题，实现了对
建筑的实时检测与控制。

总结与展望
北京城市副中心地下综合体项目全程过程BIM应用

实践，充分体现了数字化技术结合BIM技术在项目全生
命周期中的价值，高标准的模型信息实现了设计阶段向
施工阶段再到运维阶段的有效传递。未来，将继续在项目
中努力开展BIM全生命周期实践，挖掘BIM价值，探索新
技术与BIM技术的结合应用，不断助力建筑行业数字化
高质量发展。

智慧平台运维

设备编码结构图 运维编码录入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