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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外观

构建BIM项目级管理平台，实践医院项目三维协同设计
Build Project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BIM, 

Practice Three-dimensional Cooperating-design of Hospital

撰文   许峻  金洋昊  杨丽水  彭铸  尹译东  昆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建筑方案创作室

         （本项目荣获2010年“创新杯”BIM设计大赛——最佳BIM工程设计三等奖）

摘  要

关键词

从设计技术的角度出发，探讨了BIM技术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及特殊医疗用房装修工程设计中的

具体运用，同时结合建筑项目特点提出构建相应的BIM项目级管理平台，可以为今后具体的应用并结合BIM标

准形成新的设计理论、过程、方法及技术手段提供借鉴。

建筑信息模型（BIM） 标准  项目级管理平台  Revit  三维协同设计

1  项目概况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综合楼项

目，位于昆明市金碧路中段。项目主要功能包括住院部、

手术部、中心供应、配液中心、设备用房。1层为中庭大

厅，2层为 ICU病区，3层为手术区，3层上设有一设备层，

4~20层为各科室病房。地下一层为中心供应和配液中心，

地下2、3层是地下停车库，其中地下3层为核六级一等医疗

救护人防工程。本项目1~8层为裙房，且设有一个通高3层

的中庭，9~20层为标准层。总建筑面积87 042.9m2，共设

有28间手术室，总床位数1 250，是整个云南省乃至西南地

区面积最大的单体医疗建筑 。

在住院综合楼项目建筑单体设计的早期，设计团队按

照传统的设计流程，先从城市设计入手，进行总体环境布

局和建筑体量的反复推敲、医院功能分区的严格划分、各

种复杂流线的合理组织、多角度外观的比选。通过大量手

绘、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Autodesk 3ds Max）

来实现设计研究、思考和表达。设计交付时，由于表达详

尽、制图完整，一度施工图成果备受赞扬。然而在后续的

施工指导过程中却遇到了困难。在经过大量的工地处理工

作后，设计人员和参与项目的人员都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

个事实：基于传统的二维对象cad技术所绘制的图纸虽然

能够表达设计意图，但当把它和复杂的建筑实物进行对比

住院综合楼建筑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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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或是用来进行复杂建筑的现场施工时，它的表达会有

相应的盲点，非常不全面。

医疗工程项目具有功能流线复杂、涉及多专业的设计

协同和多种类的外延配合的特点，从项目方案设计直到建

成以及最后投入使用，各阶段都需要综合的设计控制和解

决方案。随着项目的不断进展，建筑信息的量还会不断加

大。基于既要处理好复杂的设备管线、又要方便多专业良

好沟通的目的，设计团队在住院综合楼ICU、手术准备区的

二次装修工程阶段介入了基于Autodesk Revit 系列平台的

BIM技术。

2  BIM技术的应用

“高标准、高质量”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综合

楼的设计追求，在4年的从设计到建造的过程中，设计团队

历经全身心的投入、多种设计方法的尝试和设计成果的思

考，上下求索不遗余力，只为给推进建设项目从设计到建

造直至使用全过程的良性运作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

BIM技术的出现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设计解决方案，例如

工程设计中经常用到的专业之间的协同设计、科学分析、

物料统计、碰撞检查、空间关系的完美表现、平立剖图纸

的协调一致等，以尽最大可能保证设计的质量，提高设计

效率，减少施工中的错漏碰缺。

结合工作室BIM标准，设计团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实

验总结，在项目中运用BIM的理论、过程、方法及技术手段

具体如下。

2.1 场地设计 

首先进行场地设计，利用AutodCAD Civil 3D，使用项

目基地的勘测数据创建地形曲面。将Revit Architecture中

的体量建筑信息模型导入AutoCAD Civil 3D，直接利用设

计师所提供的公用设施连接点、基底区域、建筑物入口等

设计信息，进行场地设计，创建道路、绿化和景观构筑物

等。不仅可以让设计团队在真实的环境中更好地了解项目

本身，还可以通过web发布技术使业主也加入进来，Revit 

系列软件的可视化功能让项目相关人员更全面地了解了项

目在竣工后的外观和性能。

2.2 模型组建

根据管理的流程对工程设计进行合理的拆分, 把住院

综合楼单体项目拆分为外部布局、内部布局、结构布置和

地下室四个主要的工程部分，把ICU、手术准备区的二次

装修工程项目拆分为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和设备设计等三

个主要部分。不同专业的设计师基于工作集分别运用Revit 

Architecture、Revit Structure、Revit Mep组建建筑、结

构、水、暖、电等专业模型。

2.3 空间设计

Revit创建好的房间图元，定义颜色方案，能直观地显

示出各功能空间之间的关系、布局等信息。利用明细表功能

可以快速得到房间的标高、面积、体积以及数量等数据，提

高设计人员之间以及同业主之间的技术指标交流。通过国际

通用的gbxml格式可以实现与其他分析软件譬如Ecotect，

Green building studio的数据交换，实现可持续设计。

2.4 详细工程设计

ICU位于住院综合楼2层，设置3间单人病房、1间负压

病房、1间双人病房、1间四人病房，加上ICU大厅设开放式

病床10张，共有病床20张。同层设置ICU卫生通过及医护

办公区。ICU病房及大厅净级别按十万级设计。住院综合楼

2层同时设置净化手术部医护人员卫生通过及办公区。医护

人员经换鞋、更衣、二次更鞋后由内部专用楼梯进入3层净

化手术部。卫生通过及办公区为非净化区。

依据上述功能要求，住院综合楼ICU、手术准备区的二

ICU、手术准备区建筑信息模型 Revit Architecture中的BIM多专业设计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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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装修工程经由设计团队探讨并结合工程要求，合理拆分

为楼地面工程、墙体工程、顶棚工程、门窗工程、家具布

置和机电工程。这样可以灵活满足工程设计中实时修改、

添加、变更等设计要求。

楼地面工程

楼地面工程中结合材料属性设置了实木地板、水晶地

砖、PVC走边分色线和PVC地材。依据不同的BIM族文件设

置对应相关的工程属性，并进行模型的组建。

在工程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团队可以对于关键的设计细

部，利用剖面工具定位，由讨论、草图、工程图集等形式加

深理解。BIM平台良好的可视化功能使得设计人员、施工人

员、业主等参与方可以加入到工程探讨中讲明自己的想法，

理解各方的进展使得楼地面工程的细部设计得以深化。

墙体工程

墙体工程是工程量最大的，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有

很多时候建成的实物和设计图纸的要求差别巨大。项目中

对于如何利用BIM技术实现净化区墙面的工程设计也费了很

大的功夫。

Revit平台上的BIM多专业设计协同 Revit Architecture 中的BIM 3D Sketch Tools

Revit平台中的BIM工程设计拆分Revit平台中的BIM Space Planning

Revit Architecture中的楼地面工程

Revit Architecture中的楼地面工程（细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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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配合的墙体在单体设计时可以利用BIM平台的族

文件进行合理的定义，以达到工程设计要求。ICU、手术准

备区的墙体中除了土建配合的墙体外，还有大量的轻钢龙

骨隔墙需要表达。隔墙由多种材料组成，并且构造相对复

杂。如何通过BIM技术表达清楚设计要求，又做到以后对墙

体的材料算量能正确地进行统计？这使设计团队一度陷入

了困难的局面。把墙体的各个细部逐一表达？那会占据相

当大的工作量和人力、物力资源，计算机的设置要求也不

能满足。但是如果不能完整地表达墙体关系和构造细部，

也就起不到设计控制和施工指导的要求，就又回到了以前

二维CAD图纸所出现的问题。通过一定的实验，在计算机

和软件能提供的技术实现的前提下，设计团队利用BIM的数

据链接和设计选项功能，搭建了基于设计控制、设计图纸

文档和施工指导的精细模型，另外又通过属性简化生成了

可以在后期实现材料算量的简化模型。利用设计选项可以

做到相应的转化，并可以结合工程设计灵活进行调整。

在细部讨论中，BIM实时渲染的可视化技术给予了设计

师对材料的直观感受，也方便了设计师和材料厂商的沟通。

Revit Architecture中的墙体工程 Revit Architecture中的墙体工程（细部讨论）

Revit Architecture中的墙体工程（细部讨论）
Revit Architecture中的墙体工程（现场记录）

Revit Architecture中的顶棚工程

Revit Architecture中的顶棚工程（细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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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 Architecture中的门窗工程（细部讨论）

顶棚工程

顶棚工程是在结合了墙体工程的设计方法上，把工程

拆分为吊顶顶板、边龙骨、覆面及横撑龙骨、承载龙骨及

吊杆、窗帘盒及输液系统，此外还包括灯具。

门窗工程

门窗工程在工程设计中工作量是最大的，利用BIM技术

可以科学地实现门窗的统计和设计信息的完整表达。构件

和材料的实时显示帮助建筑师从外立面到内装修进行门窗

工程的设计控制，通过模型和表格的信息关联可以快速准

确地指导施工和材料采购，避免门窗的二次设计。三维门

窗数据可以完整交付到供货商手中进行加工，减少信息传

递过程中的误差。

家具布置

类似于门窗工程，结合ICU、手术准备区的二次装修

工程设计要求，设计团队定义了细致丰富的家具族库。结

合设计调研和功能流线要求，先草拟出大致的家具布置方

案。结合家具设备制造商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和业主的使用

要求等，对整理后的资料分类归类，依次创建出家具的各

个族文件。随着设计深度的增加，在族文件的属性中可以

Revit Architecture中的家具布置

Revit MEP中的MEP模型

Revit MEP中的MEP模型

Revit Architecture中 家具布置（细部讨论）Revit MEP中的MEP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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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添加厂家信息、产品用途、价格等信息，作为以后物

业管理、设备采购、施工安装模拟等技术手段的基础。

机电设计

由于医院的管道系统繁多复杂，在以往的绘图中，很

难做到精细的管理和及时的协调，以至于后期给施工方带

来一系列施工问题。例如：与结构梁、柱等的碰撞问题，

管线之间的交叉碰撞问题，管件实施安装的空间问题等

等。这些问题在二维的图纸信息中是难以表达和解决的。

通过BIM技术的运用，有机地结合了MEP各专业的设计，

做到了有效控制，并在三维的建筑模型中，实时地反映了

各个专业的设计过程，在设计中发现问题后，及时解决问

题，有效合理指导后期的施工，减少了设计工程师大量现

场处理问题所耗费的时间及精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各管线系统的相关材料通过BIM技术能合理准确地进行统

计。在各专业协调处理后，对三维的MEP模型进行实时调整变

更，材料、管线的统计也会随之关联调整，便于采购和安装。

2.5 管线综合及碰撞检测

整个设计过程中，借助Navisworks，在各个设计阶段

可以对BIM模型的结构构件、设备管线信息进行整合和相

应的碰撞检测，大大提高了设计团队管线综合技术的解决

能力，并极大地避免了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管线碰撞问

题。进入到施工阶段，通过BIM模型里面管线的空间定位来

指导施工，保证相应的施工质量和进度。

3  构建BIM项目级管理平台

昆明院建筑方案创作室从2007年开始尝试使用BIM技

术，工作室BIM历程见图示。在实践BIM的过程中，我们

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要构建BIM项目级管理平台，

这是因为市场环境需要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要求与之相

适应的管理平台，具体为：1）企业级管理平台到项目级

管理平台：未来的优秀设计机构将会把管理的重心转向企

业的核心活动——项目管理，实现真正的精细化管理，提

高产品质量及核心竞争。２）二维CAD标准到三维BIM标

准：设计技术的更新也将促使企业在原有二维CAD设计标

准上，重新建立企业自己的三维BIM标准，实现对设计质

量的管控。3）二维协同设计平台到三维协同设计平台：

由于BIM技术表现出的强大优势，以及软件的日趋成熟，

三维协同技术将在不久成为一种普遍技术，必然要求设计

机构对已形成的协同平台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生产力的要

Navisworks中的BIM碰撞检测、模型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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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企业管理、技术管理、项目管理引入了新的竞争点、

发展面，它们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纵观全球最新

的设计发展趋势，未来的中国设计企业必将走向设计的全

过程整合；高质高效的设计流程；服务范围的延伸 这

样的变革，将给大型设计机构带来确立领先地位的机会，

也将给小型设计企业带来进入优秀设计企业行列的契机。

4  结语

对建筑学的历史审视和未来走向，第一个问题是“如

何建造”，这是很多设计师在已知和未知领域努力探索的

目标，这个论题非常广博，涉及多个领域，跨越过去的历

史经验、现代的积累和未来的改变；另一个重要问题是

“如何更好、更合理地建造”，即可以通过计算机辅助设

工作室BIM历程—技术 工作室BIM历程—管理

计，使建筑师能全过程参与到建造过程中，使建筑综合性

能达到最优。当建筑师真正地把信息技术融入了创作的每

一个方面，就可以使设计和建造实现无缝连接。计算机技

术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建筑师的创作可以在

信息模型中被生成、评估，以及直接被建造。在这个过程

中，技术不再是象征和审美的直接对象，而成为设 计思

维的一部分。如果建筑师所设计的建筑被视为一个生命体

的话，整个建筑生命周期都应该被创造它的人有责任地看

管、记录，甚至交流 。当然，这有待于计算机技术进

一步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可以预见，随着BIM技术的发

展，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都有望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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