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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基础

《交通运输部都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智慧交通发展行动计
划(2017-2020年)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第三批绿色公路建设典型示
范工程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公路BIM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建设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公路水运工程BIM技术应用
的指导意见》

《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

交通运输部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指
导意见

2017.01.22

2017.05.05

2017.09.11

2019.07.25

2020.08.06

2018.03.05

➢ 背景



一、背景与基础

建模及信息传

递标准

构建协同平台

基础框架

平台的具体功

能开发

工程应用及平

台完善

协同工作平
台推广

标准

应用

实施

平台

推广

B        +              I               +     M

(Bridge） +  （Information） + （Model)



一、背景与基础

正向、协同建模（M）

1、主桥BIM正向设计

2、主引桥协同快速化建模

3、标准构件库集成

信息模型应用(BIM)

1、信息模型在制造阶段应用

2、信息模型在施工阶段应用

3、信息模型在运维阶段应用

信息模型集成（IM)

1、桥梁BIM模型标准

2、模型传递技术

3、信息模型平台设计与开发



一、背景与基础

信息协同机制



一、背景与基础

徐秀丽教授

李雪红教授

吴军华副教授 周佶教授李枝军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土木学院桥梁BIM研究中心，由土木学院、交通学院、计算机学院多

位教授组成，拥有CATIA、AUTODESK等BIM软硬件系统。



一、背景与基础

课题10余项

成果
及形式

论文

其它

软著

课题

论文6篇

大创、互联网+、挑战杯

《基于BIM技术钢筋下料优化研究及应用》
《基于BIM技术的全预制混凝土梁桥施工进度动态预测及应用》

申请软件著作权多项

《浦仪跨江大桥BIM技术集成与应用》
《装配式桥梁工业化智能制造与安装关键技术研究》

《基于高速公路工程品质工程创建的设计阶段BIM技术应用标准化研究》



汇报内容

背景与基础一

二 BIM技术应用

BIM教学与实训四

信息协同平台开发三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浦仪公路西段跨江大桥，为主跨500m的全钢结构双塔斜拉桥，索塔采用

独柱型钢塔，主梁采用分离式钢箱梁，主桥桥面总宽54.4米。

➢ 依托工程概况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桥梁BIM设

计业务研究

基于深度学习有限

元的钢结构桥梁智

能设计系统研究

桥梁BIM模型标

准及构件库研究

设计阶段

（BIM正向设计）
加工阶段 建造阶段 运营阶段

BIM全生命期

1、建模标准；

2、BIM模型；

3、工程图；

……

1、迭代优化设计；

2、知识库及智能化设

计；

……

1、施工图深化设计

应用；

2、数字化下料应用

；

3、模型数控编程应

用；

4、三维扫描点云的

自动识别匹配检查

验收系统；

1、模型交付精度、

编码、包含信息；

2、参数化构件库；

……

1 、 正 向 设 计 的

BIM模型完善为施

工精度BIM模型信

息传递框架研究；

2、 形 成基 于BIM

技术的施工项目信

息综合管控平台；

1、建管养数据一

体化；

2、养护信息分类

与编码；

3、养护检查、病

害管理；

……

➢ 主要研究内容

1.大型桥梁BIM正向设计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传统设计+BIM翻模

先二维设计，再翻模，信息丢失

对于相似构件，重复劳动多

传统二维图纸，再利用较难

 BIM正向设计

直接三维模型设计，图纸关联模型

参数化模型、批量化图纸

参数化标准构件库，可应用于其他项目

准确性

提高效率

再利用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浦仪公路西段跨江大桥为国内首个采用BIM正向设计的大跨径桥梁

CATIA软件
以CATIA为基础软件平台，进行模型搭建、

非几何信息添加、施工图生成等。

BIM正向
设计手段

BIM模型
精度

骨架+模板

BIM建模
方法

结构详细模型

工程量统计

……

BIM模型
构件分类

构件分类

构件命名规则

模型文件命名

……

BIM模型
工程图

图纸与模型关联

出图规范

出图标准

……

参数化设计

实例化

装配设计

……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BIM建模方法

采用自上而下的“骨架+模板” 的三维建模方法，以

桥梁总体布置骨架为主导，以构件设计模板为核心，结合

参数化功能，对桥梁进行三维设计。

参数设计表

链接Excel表格

桥梁总体骨架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钢箱梁拆分自上而下，钢箱梁建
模自下而上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钢箱梁

箱体

顶板

母板、加劲及附

属构造

中底板

内斜底板

外斜底板

内腹板

外腹板

横隔板

中间联系横梁

横梁顶板

横梁底板

横梁腹板

横梁隔板

挑臂

挑臂顶板

挑臂底板

挑臂隔板

 钢箱梁BIM模型精度、构件分类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U肋模板 横隔板模板板肋模板 锚箱模板

箱体模板 钢箱梁模板 中间横梁模板

 参数化模板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钢箱梁实例化 钢锚箱实例化

 实例化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塔底钢混结合段

钢混结合段箱室划分大样

锚固螺杆实例化

钢混结合段参数化建模

 复杂结构——钢混结合段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钢塔分解表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钢塔柱

塔体节段

外壁板1

母板、加劲

及附属构造

外壁板2

……

中腹板1

中腹板2

……

横隔板

横隔板1
母板、加劲

及附属构造
横隔板2

……

 钢塔BIM模型精度、构件分类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参数化模板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钢锚梁BIM设计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装配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二维工程图纸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 桥梁BIM设计业务研究

工可基础
资料

工可阶段 方案模型
多方案比
选论证

使用性能评估
受力性能评估
通航论证评估

……

桥梁模型
图纸

工程估算

交付
归档

初步设计
基础资料

初设阶段
初步设计
模型

分析计算

主要结构受力
抗风设计计算
抗震设计计算

……

桥梁模型
图纸

工程概算

交付
归档

施工图基
础资料

施设阶段
施工图设
计模型

详细分析
计算

详细结构受力
抗风设计计算
抗震设计计算

……

桥梁模型
图纸

工程预算

交付
归档

信息
传递

信息
传递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骨架线参数化分析

2.引桥快速建模方法

基于CATIA平台“骨架+模板”的建模思路，将复

杂的三维模型由决定其尺寸形状的少量关键几何
图形和大量重复的相似几何图形分离，前者为整
个三维模型的“骨架”，后者为“骨架”上填
充的“模板”。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桥墩构件

参数表

构件库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钢筋建模

1、创建钢筋类
2、输入钢筋IFC信息
3、输入钢筋图片
4、输入预应力钢筋路径
5、输入钢筋实例化UDF

完成钢筋碰撞检查、算量工作。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信息传承与模型编码添加

根据江苏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规则

和铁路路基EBS编码结构，对路基工程、路

面工程、桥涵工程、隧道工程等分别编制了

详细的EBS编码规则。

EBS编码基本结构划分为9个分区，分别表示

工程位置、左右幅（侧）、工程分类、工程

类型、结构组成、部件类型、部件实例、构

件类型、构件实例。通过该编码可以基本了

解各构件的位置、分类以及类型等信息，便

于信息交互。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IFCPROJECT

IFCELEMENTASSEM

BLY

IFCBUILDING

IFC编码

模型结构树

19-04.00.00

江苏省标准

19-04.02.00

19-04.02.03

19-04.02.03.01

对接美国NBIMS标准与江苏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规则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建模阶段EBS拆分

左幅37号墩（未考虑模型传递）：1个EBS编码 左幅37号墩（考虑模型传递）：10个EBS编码

考虑一般情况下施工、运维阶段的模型需求，我们选取合理的精细度进行模型拆分，避免出现后期重复建模的情况。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建模成果

• 浦仪跨江公路，引桥结构形式均为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
• 其中八卦洲引桥1611.117m，共16联，西引桥810.42m，东引桥329.58m。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IFC定制

类型扩展 扩充扩展 属性扩展

配置需自动添加的

Extension
配置文件上传服务端

编辑导出ifc格式的对照文件

定义Package

在3DEXPERIENCE平台上通过改写特定的系统标准文件实现指定

的类型和属性定制化显示，实现用户信息识别和传递的标准化，即定

制IFC。选择Speicialize Data Model进行IFC扩展包的定制。在新建的

扩展包中添加IFC类型和属性,并通过达索服务器进行平配置。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3. BIM标准研究

◆ 为确保桥梁设计过程中，参与各方所交付的桥
梁信息模型建模精度及附加信息的科学合理、
满足实际工程需求，特制定本标准。

◆ 本标准适用于桥梁设计至施工阶段信息模型的
数据建立、传递和解析，解决各专业的协同和
参与方的协作。

◆ 为各个专业团队制定规则化的BIM建模与交付

的工作方法，确保各方在整个项目中产出高质
量的、形式统一的、符合交付要求的建筑信息
模型，确保数字化BIM文档结构的准确性，从

而实现高效的数据共享，保证多个专业团队在
BIM环境中进行协同作业。

BIM模型

接收方

术语

总则 术语

1  总则

2  术语

3  一般规定

4  BIM模型要求

5  模型精度要求

6  模型粒度要求

7  交付规定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1  总则

2  术语

3  一般规定

4  BIM模型要求

5  模型精度要求

6  模型粒度要求

7  交付规定

3.1 本规则规定了施工图设计阶段、建设期需建模与交付的内容，包括：

模型构件分类、模型拆分、模型色彩规定、模型交付物命名规则、文件夹结构

与命名和交付规定。

3.2 BIM模型的交付应综合利用协同、管理、共享等技术方法，为实现桥

梁工程建设的安全、质量、进度等目标提供技术保障。

3.3 桥梁工程BIM模型的信息应包含两种类型：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

3.4 BIM模型的信息由输入方保证所输入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3.5 在建模过程中，创建的BIM模型应充分考虑到BIM模型在工程全生命

周期内各阶段、各专业间的传递与应用。

3.6 桥梁工程BIM模型的信息粒度与模型精度可不完全一致，应以模型信

息作为优先采取的有效信息。

➢ BIM标准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1  总则

2  术语

3  一般规定

4  BIM模型要求

5  模型精度要求

6  模型粒度要求

7  交付规定

4.1 总体要求

4.2 BIM模型拆分

4.3 模型构件规定

4.4 模型命名规则

4.5 模型颜色规定

➢ BIM标准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1  总则

2  术语

3  一般规定

4  BIM模型要求

5  模型精度要求

6  模型粒度要求

7  交付规定

➢ BIM标准研究 编码体系共划分为9个分区，分别表示工程位置、左右幅（侧）．工程分

类、工程类型、结构组成、部件类型、部件实例、构件类型、构件实例
。其中第1，7，9区为数字型编码，其他区为字母型编码。通过该编码可
以基本了解各构件的位置、分类以及类型等信息，便于信息交互。

4.1 总体要求

4.2 BIM模型拆分

4.3 模型构件规定

4.4 模型命名规则

4.5 模型颜色规定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1  总则

2  术语

3  一般规定

4  BIM模型要求

5  模型精度要求

6  模型粒度要求

7  交付规定

➢ BIM标准研究

模型单元种类 划分原则

项目级模型单元
桥梁工程项目、子项目或局部工程的基

本信息描述

功能级模型单元
桥梁工程中专业组合模型、单专业模型、

完整功能模块的信息描述

构件级模型单元
桥梁工程中单一的构件或产品的详细信

息描述

零件级模型单元
满足加工制造、安装等要求，从属于桥
梁工程构配件或产品的组成零件的详细

信息描述

模型单元划分原则表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1  总则

2  术语

3  一般规定

4  BIM模型要求

5  模型精度要求

6  模型粒度要求

7  交付规定

➢ BIM标准研究
桥梁工程信息模型中的几何信息粒度宜分解至最底层，并采用结构化方式进行存储。

桥梁工程信息模型中的非几何信息宜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分解，部分数据可采用非结

构化方式进行存储。对于一些无法通过模型进行表达的信息，可使用二维图形、文字、

文档、影像等进行补充，并附加到桥梁工程信息模型中，如经济、工程量等。



二、BIM应用研究——设计阶段

1  总则

2  术语

3  一般规定

4  BIM模型要求

5  模型精度要求

6  模型粒度要求

7  交付规定

➢ BIM标准研究



二、BIM应用研究——加工阶段

➢ 参数化BIM模型的传递

设计阶段的参数化BIM模型向加工厂的传递：

⚫ 采用BIM正向设计，设计中设置了大量参数，为传递至加工厂提供了前提；

⚫ 国内外在设计模型传递至加工厂的研究较少；

⚫ 设计过程中与加工厂沟通，BIM模型考虑了加工工艺，与加工厂共同完成了模型优化；

主要解决的问题：

⚫ 相对于传统翻模设计，BIM模型正向设计，保证了模型传递的准确性和唯一性；

⚫ 加工厂提前介入，参数化模型减少了施工图深化周期；

⚫ 板单元点云扫描和虚拟预拼装，优化了检验方法；

4. 加工阶段应用



二、BIM应用研究——加工阶段

➢ 施工图深化设计应用

依据设计文件利用传统绘图软件（AutoCAD）

绘制深化施工图。

⚫ 技术准备周期长；

⚫ 工作量大；

⚫ 近似处理偏差大；

⚫ 错误率高且后期调整困难。

采用BIM技术深化施工图。

⚫ 直观可视；

⚫ 参数化；

⚫ 图纸和模型具备同步性；

⚫ 板件展平；

⚫ 智能套料。



二、BIM应用研究——加工阶段

 设计可变参数和制造可变参数集成的正向模型

参数化集成的正向模型整体图 壁板局部差异图

大尺寸板件分块模型

➢ 施工图深化设计应用



二、BIM应用研究——加工阶段

传统方式和正向设计板单元图对比图

 集成的BIM正向设计模型绘制深化设计图

空间曲面展开模板 板件实际下料与理论对比

制造单位获取可编辑的参数化模型后，基于评

定后的制造工艺，对模型中预设的制造参数重新赋

值，得到更新后板单元图和板件下料图。

基于CATIA的曲面展开功能进行二次开发，

可以有效快速精确获取空间异形板件的平面展开

图。

➢ 施工图深化设计应用



二、BIM应用研究——加工阶段

 预套料工作

 正式套料工作

基于BIM模型自动生

成的板件下料图

套料软件

项目板材清单

生成板件NC代码

机床加工

➢ 数字化下料应用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施工模拟

目前阶段，很多施工模拟仅仅是为了展示项目的施工过程。本课题根据机械图纸，建立工程中的

机械设备，进行机械仿真。

机械仿真3D Max模拟

5. 施工阶段应用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机械仿真

通过建立施工机械模型，

可以进行施工过程动态的模

拟仿真。机械仿真的实现依

靠桥梁构件模型、施工机械

模型等共同工作，建立起施

工机械模型和桥梁模型构件

之间的关联，进行实际机械

操作和动作仿真。

桥面吊机

浮吊船

运输船

塔吊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机械仿真

机械运动规划

塔吊控制器可以定义吊臂

的旋转半径、吊具的水平移动

距离、下降的高度以及旋转角

度，根据运输船的位置来调整

吊臂的位置及角度实现精准对

位。同时，可以通过路径设置

定义运输船的运动轨迹和运动

速度。

塔吊控制 运动路径

速度控制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钢塔T1节段吊装

承台支架 T1节段

T1节段钢塔吊装前承台施工过程中安装定位架，绑扎承台钢筋，锚杆精确定位，设置预埋锚杆，设置

塔座预埋钢筋，分层浇筑承台混凝土。绑扎塔座钢筋，浇筑塔座混凝土。将塔座混凝土顶面进行凿毛处

理。利用800t起重船将T1节段吊装到相应的位置上，通过定位工装限位。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边跨存梁吊装

西塔边跨吊装 东塔边跨吊装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钢塔T1节段吊装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钢塔定位

钢塔节段间通过场内预拼标记和四角导向装置进行定位，采用高强螺栓连接，增加了拼装的精准性。

定位装置
钢塔吊装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主桥钢箱梁吊装

箱梁吊装 环缝码板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53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合拢段吊装

焊缝焊接

八卦洲侧桥面吊机前移起吊合拢段，起吊完成后首先实现与浦口侧梁段焊接，另一侧内外腹板位置焊接
8mm厚钢板和20槽钢。

合拢段吊装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施工进度管理

根据WBS分解结构施工工艺划分 在Delmia中进行工序划分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桥梁四维模型

通过工序分解和流程规划将时间信息和逻辑关系添加至桥梁三维模型上，在Delmia中自动分析整合形成整
个工程的甘特图，即为桥梁的四维模型。

流程规划 四维模型



二、BIM应用研究——施工阶段

➢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进度可视化

通过施工进度模拟可以确

定施工流程的可行性，定义、

模拟和审查整个分配约束过程，

以确定潜在的设计问题。执行

施工流程分析，可以真正为施

工进度安排提供可视化的参考。



汇报内容

背景与基础一

二 BIM技术应用

BIM教学与实训四

信息协同平台开发三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项目管理面临的挑战

⚫ 桥梁数量多，服役时间长—— 管养任务重

⚫ 海量数据由人工处理 —— 工作效率低

⚫ 过程数据分散碎片化管理 —— 信息不对称

⚫ 数据关联性强，环环相扣 —— 影响现场实施

目标——高效、快速的实现数据交互

流转错综复杂的工作方式 基于互联网的工作模式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具体表现

视频监控

仅仅用于日常安保工作，没
有充分挖掘图像信息的价值

模型应用

建立精度不足，无法与
智能设备对接应用。

宣传展示

模型的建立未得到深化应
用，仅用作展示成果。

运维系统大多基于二维
地图，而BIM模型可以
承载更多数据。

信息载体

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高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设计工具

CAD 工具

建筑设计

工程项目管理

Aveva

Bentley

Intergraph

AutoCAD

CATIA

成本为核心

进度为龙头

…

ProE

XMpLant导入

STEP, SAT, DGN, …

IFC 导入

Web Service

…

数据整合

问题追踪

设计变更

文档数据管理

图纸会审

多专业3D审核

碰撞检查

进度管理

空间布局

数字化应用、实施

业主数字
化资产

业主运维辅助

施工仿真

质量安全
管理

施工过程
监控

(结构模型，平台数据，文档)

3D 模型

文档
图纸

WBS= 工作分解结
构

问题

平台资产

浦仪

参建方

工作系统

任务系统

主数据

主数据

⚫ 数据基础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预制加工

制造编码

运营养护

类型 清单 预警

管养编码

设计阶段

模型EBS编码

精细建模 构件拆分

编码映射关联

⚫ 总体思路 以BIM模型，WBS编码，标准化表格为基础，搭建协同管理平台

施工阶段

施工WBS编码

监控指令 监测数据

智能预警 可视化

施
工
监
控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 平台特点

 以模型为中心

 数据结构化

结构化数据传统管理方式

⚫ 合理的系统架构设计，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

⚫ 合理规划数据的流通，提高数据交互的效率

⚫ 针对需求的管理功能开发与优化，提高管理效率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传统BIM软件需要安装客户端程序，才可以查看BIM模型的完整信息，使得BIM项目中各参与方的沟通效率较低。

开发实现WEB端的模型可视化，在浏览器上浏览模型，查看信息，高效便捷的使用BIM数据，进而和各阶段信息集成。

达索客户端：3D模型创建，模型修改编辑，

导出模型/IFC

WEB端：基于WebGL技术实现Web交互，无需任何浏

览器插件支持；支持多终端（PC，手机）访问 BIM 模型

1.模型轻量化与云展示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BIM软件建立好的模型一般情况下精细度较高，如果模型数据量过大，可能无法满足在WEB端快速查看

的需求，影响用户体验。因此，需要研究BIM模型的轻量化。

模型轻量化

模型引擎选用飞渡科技。支持原厂平台的API方式以及插件方式（ Revit，CATIA、bently等）

量化指标 跨江大桥

部件数量 2.2万

图元数量 35000万+1.2G

飞渡 3秒加载+60帧

3DMax/Navisworks 6分钟加载+10帧

国产软件 3分钟加载+5桢

针对“跨平台、快速浏览大模型、按需瓦片级加载”等需求，实现了BIM模型基于GIS的展示

，同时模型上搭载了各个阶段的结构化数据，作为未来的业务综合平台。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以模型为中心，无损传递构件树、编码等数据

Web端模型展示
• 加载轻量化的BIM模型，地图；
• 旋转剖切，距离测量，点测量，路径漫游等；
• 点击构件树跳转到对应构件；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正向设计模型全生命周期传递

考虑到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模型精度需求，在Catia中采用多种导出方法，得到符合需求的不同精

度模型

设计阶段：管理钢塔板件 设计阶段：管理钢塔节段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标注功能：高亮显示单个构件，设置模型透明度
查看数据：施工、管养阶段信息；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弹窗查看单个构件的构造信息；
方便管理者快速、全面地了解异形构件的结构情况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2.图纸管理

图纸文件划分

根据施工图图纸，提取了673个独立的PDF图纸。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图纸编码

考虑到存在一个构件对应多个图纸文件，一个图纸文件对应多个构件的情况，数据库采用
“多对多”结构。

为了在平台上结构化地管理图纸文件，对图纸文件进行编码，并整理图纸信息录入数据库。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根据编码建立图纸结构树，在平台上查看不同阶段的具体图纸，同时可以查看图纸信息（如版本号、图纸描
述、页数、设计者等）。

平台图纸查看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在平台的模型界面，点击构件即可快速查看相应的图纸文件及设计信息。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主桥图纸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3.流程自定义

为满足工程项目管理的个性化需求，缩短工作时间，针对传统管理系统任务繁重、效率低下的

现状，对业务进行流程梳理、规划，通过工作流引擎实现业务流程中的逻辑处理。

变更申请 申请审核 技术评估 设计变更 变更审核 变更报告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 在不同工作模式下，定义工作节点、任务。

• 用户可以自定义不同工作节点与流程，自由绑定

每个任务结点的信息和审核人。

完成平台图纸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特点：高度可配置，高效率调节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施工WBS 结构EBS编码

4.施工信息管理

通过“WBS - EBS”映射关系 ，实现设计-施工阶段的信息传递。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项目施工阶段包含了8千条WBS编码，每一条WBS编码都关联了质量、进度、安全数据。
总共与6700个模型构件建立了映射关系。

“WBS - EBS”映射表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WBS

拆分

结构
EBS

编码

进度管理

质量管理

安全管理

施工监控

变更管理

运营EBS编码

管养期建设期

养护EBS编码

后期与养护阶段EBS编码建立映射关系：

• 满足了不同流程体系，不同信息的挂接需求；

• 丰富构件信息，实现模型传递；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基于模型，查看对应的WBS施工数据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施工质量管理

基于移动端APP，依据安全质量管理标准化流程，实现安全质量管理过程留痕，可追踪、可追溯。确保安全责
任到人、隐患及时处理、质量得到可靠保证。

偏差值设置

高亮显示偏差情况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 根据WBS结构树，查看具体施工工序的质量管理信息（如开工报告、工序报验、质量隐患）；

• 基于前面的“WBS - EBS”映射关系 ，可以查找具体工序对应的模型构件。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施工进度管理

平台施工进度管理部分，将在Project中编制的施工进度计划导入到平台，方便查看、调整进度。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工程进度的可视化显示

基于模型进度的分析

 各独立施工单元

桩基

承台

桥墩
……

 各工序的时间分析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结束时间

实际开始时间
实际结束时间

……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施工现场情况

• 移动端上传施工现场的图片、视频等资料，Web

端可以同步查看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每一个构件都关联了实际工作中的监控文件（监控指令、审核表等）。

监控文件管理5.施工监控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根据结构树查看监控指令，查看不同阶段的具体文件。

平台查看监控指令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点击模型，查看不同阶段的具体文件。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监控报警 当施工过程中监测到的实际数据超出安全范围时，平台会发出监控预警，
及时通知项目管理者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 钢桥管养信息不对称
超载, 16.60%

碰撞, 15%

腐蚀、疲劳等其他

原因, 17.40%
设计失误, 4.30%

施工原因, 23.40%

地震.水害原因, 

23.30%

运营期人为因

素及管养不足

因素, 49%设计及施工, 

27.70%

不可抗力, 

23.30%

收集的447座桥梁垮塌案例 中国184座有公开资料标明确定事故成因的
桥梁垮塌事故

6.养护阶段管理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 建管养数据一体化
结构解析和构件编码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Web端任务制定
APP端任务接收

• 巡检任务管理
• 经常性检查管理
• 定期检查管理
• 特殊检查管理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病害维修对策

病害评定标度

病害图片

城市桥梁常见病害结构树 表89 桥梁工程特性(部分)

病害管理



三、信息协同平台开发

• 病害与具体构件关联，精准定位；
• 模型界面，点击构件查看病害检查及现场情况。



汇报内容

背景与基础一

二 BIM技术应用

BIM教学与实训四

信息协同平台开发三



四、BIM教学与实训

南京市江北沿江互通立交工程

江北沿江互通立交及相关辅道、及匝道工程设置于江北沿江，项目全长

13.17Km。项目采用单环组合式全互通方案，地上3层。

道路等级：主路城市快速路（兼顾公路功能）辅路为城市主干路。

设计速度：主路80km/h；互通匝道50km/h。

设计荷载：城—A、公路I级。

设计车道数：主路双向六车道，匝道单向双车道。

八条匝道、江北沿江高等级公路桥和仙新路高架桥。

项目名称

技术标准

工程规模

设计内容

基
于B

IM

技
术
的
江
北
沿
江
互
通

毕业设计：基于BIM技术的江北沿江互通立交工程协同设计及模型应用



工程地点

南京仙新路过江通道工程距离上游的

南京长江二桥6.2km，距离下游的南京长

江四桥4.3km。项目南岸起自科创路交叉

处，向北沿仙新路跨越栖霞大道、恒广路

、恒通大道及新港大道后，跨越长江，江

北侧跨越疏港大道、化工大道后接入省道

S501，跨越江北沿江高等级公路及滁河后

接地，项目全长13.17km。

项目位置

基
于B

IM

技
术
的
江
北
沿
江
互
通

立
交
工
程
协
同
设
计
及
模
型
应
用



四、BIM教学与实训

团队分工
负责人 设计内容 全长（m） 联数 设计计算及图纸 BIM协同建模及模型应用

林航 A匝道 1072.353 14 A4联：3×26 A匝道骨架线、团队成果总结

朱逸辰 B匝道 220.788 3 B2联：3×27.5 B匝道骨架线、整体骨架线装配

张益赫 C匝道 1136.374 12 C6联：3×22 C匝道骨架线、团队成果总结

王海杰 D匝道 242.849 3 D2联：3×25.5 D匝道骨架线、主梁截面截面参数化建模

李也芃 E匝道 1056.672 14 E5联：3×28.6 E匝道骨架线、整体效果漫游

宋晨辉 F匝道 210 2 F2联：4×30 F匝道骨架线、整体骨架线装配

李云杰 G匝道 274 4 G1联：3×21 G匝道骨架线、匝道主梁截面参数化建模

付朝辉 H匝道 496.595 5 H3联：4×30 H匝道骨架线、整体效果漫游

朱澄 东西向南北
沿江段

1062.5 10 第10联：
50.5+75+50.5

东西向江北沿江段骨架线

曹文强 南北向仙新
路段主线

850.5 9 第5联：32+53+32 南北向仙新路段主线骨架线、主线主梁参
数化截面建模



团队分工



四、BIM教学与实训

东西向主线

设计概况 截面拟定 计算模型 荷载工况 计算结果 配筋配束 设计验算 BIM建模



四、BIM教学与实训



感谢！

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联系方式：

lizhijun@njtech.edu.cn

手机：13913879737

mailto:lizhijun@nj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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