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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说明 

1.1 编制目的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是以建筑工

程项目的各项相关信息数据作为基础，建立起三维的建筑模型，通过

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是对工程项目设施实体

和功能特性的数字化表达。BIM技术通过对建筑的数据化、信息化模

型整合，在项目策划、运行和维护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进行共享和传

递，使工程技术人员对各种建筑信息作出正确理解和高效应对，为设

计团队以及包括建筑、运营单位在内的各方建设主体提供协同工作的

基础，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和缩短工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

了使 BIM 技术在我司大范围推广的工作顺利进行，提升我司的行业

竞争力，特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科技金融中心二期工程项目 BIM

应用策划书。 

1.2 编制依据 

中建三安装科【2014】20号文件 

深化设计指导手册，第二版(2.0版) 

1.3 工程概况 

工

程

概

况 

工程名称 
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科技金

融中心二期工程项目 
邮编 510000 

工程地

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以南、神舟路

以东 

建筑面积

m2 
15.16 万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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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造

价 
0.75 亿 合同模式 综合单价 

高度 m/层

数 
150/34 

创优目

标 

确保省优，争

创国优 

合同开工

日期 
2021.11.25 

合同竣工日

期 
2023.9.25 

总建筑面积 151609.27m2，建筑用地面积 46788m2，最高建筑高度为

150m，其中 C 塔 34层、D 塔 32层，建筑类别为公共建筑，建筑功能为

商业、办公。 

施

工

范

围 

二期全部机电预留预埋工程、防雷接地工程；其中室内给排水工程、室

内电气工程、室内智能化工程的施工范围为 C塔、E1 塔楼及对应地下室
P 轴以南。（其中生活水泵、潜污泵、柴发、计算机网络主材有总包提

供） 

工

程

特

点 

1.合总包单位确保省优，争创国优，质量要求较高； 

2.本工程智能化、消防、机电管线密集，空间狭小，综合排布难度大。 

3.本工程涉及材料、设备品种多，标准要求高，资源组织难度大 

4.本工程智能化系统、UPS 配电系统、精密空调系统调试难度大 

相

关

单

位

名

录 

业主单位名称 广州尚龙置业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 王魏 职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 

监理单位名称 广州珠江监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 叶佳新 职位 项目总监 
联系电

话 
13631369776 

设计单位名称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给排水设计

师 
岑 职位 设计总监 

联系电

话 
13826277727 

给排水设计

师 
陈 职位 设计师 

联系电

话 
13726719653 

总包单位名称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 陈中辉 职位 项目经理 
联系电

话 
17688887220 

管

理

人

员 

项目经理 何平辉 
商务负责

人 
陶沁虹 技术负责人 胡启权 

安全负责人 徐彦恒 
生产负责

人 
胡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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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IM 应用范围及深度分析 

项目部对本项目机电安装要求分析后，决定从 BIM技术的可视化、

协调性、模拟性、优化性和可出图性五大特点进行 BIM深度应用。 

序号 应用特点 应用项 应用说明 

1 可视化 模型绘制 
将项目所有机电管线绘制完成，为其他 BIM

深度应用做好准备工作。 

2 
模拟性 

协调性 
管线排布 

利用协同深化设计平台实现多专业实时协

同 综 合 管 线 排 布 ， 运 用 revit 及

navisworks 的碰撞检测功能辅助管线综

合。 

3 模拟性 支架设计 

B1 层管线非常密集，BIM 技术运用于管道

支架设计计算可在此进行重点探索运用，

达到出管道支架设计图、受力分析计算书、

三维技术交底、支吊架预制等目标。 

4 模拟性 BIM 与调试 
探索基于 Solidworks中有限元分析功能对
全过程调试项目技术研究。 

5 协调性 
信息化 

协同平台 

设计院搭建信息化协同平台，实现 BIM 模

型及图纸共享，完善审核机制。 

6 

模拟性 

协调性 
优化性 

预制加工 

协同应用 

针对项目综合支架、消防泵房提高安装精

度，节约工期及成本。 

7 协调性 
BIM 辅助进度

计划管理 

利用 Naviswork 及 Revit 等 BIM 软件，辅

助进度计划制定与管理，并形成总结说明

供参考。 

8 
模拟性 
协调性 

优化性 

BIM 辅助工序

与交底管理 

计划在大型设备吊装、多层管线安装等重
难点工艺上进行施工方案模拟，运用二维

码、BIM 上墙等进行可视化交底。 

9 可出图性 BIM 出图 

利用 REVIT 出图便捷性，计划对本项目综

合图、平面图、剖面图、机房大样图等完成

出图及报审。 

2.BIM实施组织机构及职责 

项目部成立 BIM小组，经理部技术部全程参与协同，并配备负责

人和专业 BIM 工程师，制定适用于本项目的 BIM 实施细则及建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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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制定 BIM工作计划，使各参建人员如期完成各项工作。 

2.1 组织机构 

序号 姓名 职位 工作分工 备注 

1 何平辉 项目经理 项目统筹管理  

2 胡启权 建造总监兼技术 项目生产及技术管理  

3 罗嘉伦 BIM 工程师 项目 BIM管理  

4 王杰 给排水工程师兼

BIM 

给排水专业负责、协助

BIM 

 

5 徐彦恒 给排水工程师 给排水专业负责  

6 陈志勇 电气工程师 电气专业负责  

7 黄纪澎 智能化工程师 智能化专业负责  

8 陶沁虹 商务负责人 商务管理  

9 刘延波 物资负责人 物资管理  

2.2 人员工作安排 

项目 BIM深化由项目技术总工牵头，项目 BIM专业工程师负责，

专业工长配合专业 BIM深化。 

岗位 姓名 职责 

项目经理 何平辉 负责项目 BIM工作统筹管理 

项目技术总监 胡启权 
统筹管理项目部技术层面所有事

务，进行项目深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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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工程师 罗佳伦 
建立模型，并协助 BIM应用，进

行项目深化工作 

BIM 工程师 王杰 
建立模型，并协助 BIM应用，进

行项目深化工作 

3.项目 BIM计划与目标 

施工过程中，在深化设计、施工工艺、工程进度、场地管理等方

面充分使用 BIM可视化、协调、模拟、优化、出图的优势，并将合同

信息、进度信息集成于 BIM管理平台，将 BIM技术应用与设计、运维

的全生命周期，并在施工阶段通过 BIM 管理应用平台实现以下目标。 

3.1 基本目标 

 精细化建模，指导复杂部位施工，排布美观，降本增效。 

 利用 BIM运算分析功能进行二次设计校核及设备选型。 

 利用 BIM进行综合支吊架型钢选型校核、支吊架预制加工。 

 提高项目团队 BIM 整体水平，成为集设计、施工、运维一体化高

质量 BIM应用团队。 

3.2 升级目标 

1.探索预制技术应用，对复杂部位，如管井、机房等，实施预制

装配式施工技术，提高安装精度，节约工期，降低成本，以“降本增

效”为终极目标，完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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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开展BIM与调试应用结合，利用 solidworks等相关软件，

实现深化设计与调试成果应用深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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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 BIM深化设计 

4.1 制图图例 

机电系统名称 RGB 颜色图例 

给排水系
统 

中水系统 0-63-63 

给水系统 0-127-0 

消防系统 
消防水系统 255-0-0 

消防排烟系统 204-204-0 

通风与空

调系统 

冷冻水供水系统 0-63-127 

冷冻水回水系统 0-127-191 

冷凝水系统 0-127-127 

新风、送风系统 0-127-255 

 电气系统 

动力桥架 0-255-0 

照明桥架 0-191-63 

消防强电桥架 127-0-63 

消防弱电线槽 191-63-63 

智能化桥架 191-63-191 

4.2 深化设计工作内容 

4.2.1建筑主体部分 

细化标注尺寸，如平面管线的平面位置、标高、间距，立管及其

他所有需定位的机电设施的尺寸、距相应建筑墙体、梁、柱的距离要

求等。 

4.2.2各机电专业系统部分 

深化系统设计，如详细标明各种管线的规格、材料、连接方式，

阀门、灯具、风机盘管、风机的技术规格及应用部位等。 

完善系统原理图中的细节部分，使原理图更加明确，工艺流程更

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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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管线综合部分 

完善局部断面、立面及平面的管线汇总工作，确定各种管线的标

高、位置及交叉时的解决方法，制作机电综合协调图、综合机电土建

配合图，如：机电预留预埋图、支架大样图、吊顶综合平面布置图等。 

4.2.4细部做法部分 

完善各大样的深化设计，如机房、管道井的布置、卫生洁具的具

体定位等，确保建筑层高要求等。 

4.2.5深化设计图应达到的标准 

按照所提供的图纸进行深化设计，确保依照原设计意图进行，保

持原设计风格不变。 

发现原设计不足，并给与补充，提出合理化修改意见，对建筑结

构进行适应性调整。 

图纸尺寸标注详细，明确简洁。 

做法表达清楚，与各专业的图纸协调，保证建成后达到使用标准

和要求。 

机电专业平面与系统相对应，各种管线关系表达明确。 

对施工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进行技术交底，确保正确

施工。 

4.2.6各图纸出图流程 

深化图纸报审工作已经与业主单位进行了详细的沟通，达成了基

本公式。深化图纸报审流程如下。 

深化图报审流程：我司初步完成机电管线深化工—业主单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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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标高需求—针对业主标高要求进行调整—把无法满足业主初步

标高区域与业主、顾问、设计进行讨论，给出修改意见—业主给出终

板标高—按要求重新调整深化设计—报审终版标高图与机电管线图。 

4.3 模型内容及要求 

模型内容 模型信息 备注 

给排水专业 

1、大型设备 

2、水管道（给排

水管道，消防水管

道） 

3、水管管件（弯

头、三通等） 

4、水管附件（阀

门、过滤器、清扫

口等） 

5、计量仪表 

几何

信息 

1、设备有基本形状，有准确长宽

高尺寸 

2、消防水管 DN≥50，其他管道

至末端 

3、管道有准确的标高。有需要的

管道系统应显示坡度 

专业施工图

设计，专业

设备材料工

程量统计 
非几

何信

息 

1、水管附件有近似形状 

2、管道需增加保温层 

3、技术信息 

暖通专业 

1、大型设备 

2、暖通风管道 

3、暖通水管道 

4、风管管件（风

管连接件，三通、

四通、过渡件等） 

5、风管附件（阀

门、消声器、静压

箱等） 

6、风道末端（风

口） 

7、水管管件（弯

头、三通等） 

8、水管附件（阀

几何

信息 

1、设备有基本形状，占位体积 

2、设备基础需有准确的长宽高尺

寸 

3、水管 DN≥20 

4、管道有准确的标高。有需要的

管道系统应显示坡度 

4、风管附件有近似形状 

5、水管附件有近似形状 

6、管道需增加保温层 

专业施工图

设计，专业

设备材料工

程量统计 

非几

何信

息 

技术信息（材料和材质信息，施

工方式，设备采购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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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内容 模型信息 备注 

门、过滤器等） 

电气专业 

1、大型设备/电箱 

2、电气桥架、线

槽、母线等 

3、照明设备，灯

具 

4、开关/插座 

5、报警设备 

几何

信息 

1、设备有基本形状，有准确长宽

高尺寸 

2、桥架等有准确标高 

3、照明，灯具有示意位置 

4、开关插座有示意位置 

5、报警设备有示意位置 

专业施工图

设计，专业

设备材料工

程量统计 
非几

何信

息 

技术信息（材料和材质信息，施

工方式，设备采购信息等） 

支吊架、设备基础 

几何

信息 

1、支吊架有基本形状，有准确长

宽高尺寸，连接板形式 

2、设备基础需有准确的长宽尺寸 

 

非几

何信

息 

材料和材质信息，施工方式，采

购信息等 

4.4 软件标准 

统一使用 Revit 2018及其他 BIM软件，若软件有更新，再做补

充调整。 

5.BIM实施管理 

5.1 管线综合布置原则 

管线综合布置应满足以下原则： 

1.满足深化设计施工规范，机电管线综合不能违背各专业系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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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原意，保证个系统使用功能。同时应满足业主对建筑空间的要求。 

2.合理利用空间，机电管线的布置应该在满足使用功能、路径合

理、方便施工的原则下尽可能集中布置，系统主管线集中布置在公共

区域（如走廊）。 

3.满足施工和维护空间要求，充分考虑系统调试、检测和维修的

要求，合理确定各种设备、管线、阀门和开关等的位置和距离，避免

发生碰撞。 

4.满足装修需求，机电综合管线布置应充分考虑机电系统安装后

能满足各区域的净空要求，无吊顶区域管线排布整齐、合理、美观。 

5.保证结构安全，机电管线需要穿梁、穿一次结构墙体时，需充

分与结构设计师沟通，绝对保证结构安全。 

5.2 管线综合布置过程 

在进行一个项目的 BIM模型建立及管线综合之前，首先确定工程

项目的深化设计 BIM应用工作内容及进度计划，明确深化设计的前提

条件、所需人员、组织结构，明确如何查找项目相关图纸，如何处理

图纸信息。根据管理方的要求，结合项目特点和项目施工计划及深化

设计进度计划，制定 BIM进度计划，并根据计划配置人员。 

BIM 模型建立的流程： 

深化设计与 BIM模型同步完成，BIM建模团队应先进行干管的模

型建立，同时进行管线综合（建议管线综合由一人进行管综调整），

主干管线综合完成后再由各建模工程师进行支线模型的绘制，绘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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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支线再加入到干线综合里进行二次综合深化，深化过程中应满足管

线综合的基本原则。 

1.BIM建模团队进行各专业主管线绘制； 

2.绘制好后由一个 BIM工程师(推荐)进行主管线的综合排布； 

3.BIM建模团队进行各专业支管线绘制； 

4.支线加入后进行二次综合排布； 

5.对综合完成的 BIM模型进行碰撞检测以及查漏补缺工作，调整

完成后进行报审，并对业主、顾问、设计院等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及

时修正，直至报审通过。 

6.BIM交流与探讨 

BIM 交流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经理部与项目之间的交流，计划每半个月一次面对

面的交流，把近期的 BIM 进展情况和其中的困难点在会上讨论解决。 

第二个层面是项目内部的 BIM 交流，每周进行一次内部交流会。

结合项目施工进度，探讨包括 BIM进展的时间节点，生产方面对 BIM

的要求，配合生产完成细化部位的交底。 

7. BIM 运维过程中的应用 

7.1 运维管理可视化 

在调试、预防和故障检修时,运维管理人员往往需要定位建筑构

件(包括设备、材料和装饰等)在空间上的作用。运用竣工三维 BIM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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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可以确定机电、暖通、给排水和强弱电等建筑设备在建筑物中的位

置。 

7.2 应急管理决策 

利用 BIM 模型来现场模拟突发事件,评估突发事件导致的损失,

并且对响应计划进行讨论和实验。 

7.3 空间信息查询 

利用 BIM技术对三维建筑模型中的区域、区域内的空间、房间以

及构件信息的查询。查询结果以标识标明或表格数据输出。 

7.4 设施维护计划 

由用户制定维护计划,当到达时间节点后,系统自动提醒用户启

动检测。 

7.5 设备报修管理 

用户可在线填写保修单,系统可自动提醒责任部门启动维修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