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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创展中心是一个参数化生成的异形建

筑，其难点是如何在低造价的控制下保证项目的

完成度。经过与奥雅纳（Arup）结构工程师的讨

论，我们决定在设计中引入BIM，随后的深化设

计和造价问题都在不断调整BIM模型的基础上进

行解决。此次实践对于BIM的应用从方案设计一

直延续到建造实施，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

得思考。

BIM需提高与参数化设计软件数据交换的便捷性

BIM平台的参数化思想主要体现在建筑构

件的参数化和建造信息的集成化上。在BIM平台

上，三维信息、二维信息和构件的物理属性信

息是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改变三维模型的任何

部分，二维技术图纸和构件物理属性清单都会

自动更新，这也是BIM相较于传统设计方式的优

势所在。在关于参数化设计的应用上，以笔者

熟悉的Revit为例，目前只能使用有限的几个参

数化设计操作，远不及其他参数化设计常用的

技法平台，如Rhinoscript、Matlab、C++等编

程软件。因此，笔者倾向于将基于Revit的BIM

平台称为参数化设计的技术平台[1]。

建 筑 师 前 期 常 用 的 几 种 软 件 ， 如

Sketchup、Autocad、犀牛（Rhino），其与

Revit的数据交换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在本项目

中，犀牛三维形体表皮导入Revit形成表皮控制

体量，却不能直接在Revit里编辑，一旦三维形

体有改变，所有的深化工作都要重新做。笔者认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途径：一是Revit需要加

强其参数化设计建模的能力；二是增加Revit的

开放性，提高软件之间的语言交互，使得软件之

间的对接更加便捷。

BIM需增强各专业融合并提升集成化数据表达水平

B I M 平 台 对 于 建 筑 师 来 说 ， 其 优 势 是 达

成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集 成 设 计 ， 并 将 建 造 问 题 在

电 脑 里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模 拟 ， 真 正 实 现 三 维 设

计 。 相 应 地 ， 这 种 集 成 设 计 模 式 和 表 达 方 式

对 建 筑 师 的 专 业 性 也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不 仅

要 严 格 遵 循 施 工 图 表 达 的 规 范 ， 更 要 对 构 造

细 节 、 设 计 品 质 以 及 项 目 管 理 等 具 有 全 方 位

的 把 控 能 力 。 B I M 平 台 会 促 成 以 项 目 为 核 心

的 集 成 化 设 计 团 队 ， 而 集 成 化 的 水 准 会 直 接

影响到项目的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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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Rev i t平台在专业协同配合上尚有

不足之处，例如在本项目中建筑专业使用

Revit Architecture，结构专业使用Revit 

Structure，在链接结构专业的Revit文件

后，会遇到很多二维画面显示问题，不方

便修改。最终，这一问题在Revi t2014里

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Autodesk公司推出

Revit2013版本后，除了分专业Revit版本

（即Revit建筑、Revit结构、Revit机电）

之外，后来又发布了Revit2014 版本，即一

体化的Revit——将建筑、结构、机电都融

合在一个软件里。相信随着使用者的不断

反馈，软件公司依此来调整和完善软件的

功能，会使各专业之间的集成化设计程度

越来越高。

在万科创展中心项目里，Rev i t在集

成 化 设 计 中 主 要 发 挥 了 以 下 三 个 方 面 的

作用：

（1）模拟建筑室内空间效果

万 科 创 展 中 心 基 于 项 目 预 算 和 内 装

展 示 厂 房 性 质 的 特 点 ， 建 筑 的 钢 结 构 构

件 和 水 电 的 管 道 都 要 求 露 明 ， 业 主 对 于

室 内 空 间 如 何 表 现 工 业 建 筑 的 结 构 美 学

特 别 关 注 ， 因 此 在 软 件 里 模 拟 室 内 空 间

的 效 果 以 保 证 设 计 质 量 就 非 常 重 要 。 对

比 R e v i t 模 拟 的 室 内 效 果 和 最 终 建 筑 完

成 后 的 效 果 （ 图 1 ） ， 可 以 看 出 模 拟 与

建 成 效 果 基 本 没 有 差 异 。 而 通 过 研 究 金

属 网 格 的 疏 密 程 度 ， 推 敲 理 想 的 楼 梯 栏

板 形 式 ， 也 达 到 了 建 筑 师 和 业 主 的 预 期

（ 图 2 ） 。

（2）推敲建筑节点的构造尺寸

建筑师直接利用BIM软件与其他专业进

行沟通，给各专业之间的协同带来了极大的

便利。比如与结构专业在三维模型上讨论结

构体系，与水专业配合进行屋顶雨水管的三

维排布，随着三维模型的深化，得以确定建

筑大样的构造尺寸，从而推进施工图设计的

进程（图3）。

（3）集成化数据的二维图纸表达

传统的CAD平台，大量的设计工作是绘

制平立剖大样等二维图纸，遇到复杂造型的

项目，非常容易出错。Revit可以自动生成

平立剖面，并互相联动，省掉了一些核对工

图1 室内透视模拟和施工完成照片对比（摄影：姚力）

图2 室内楼梯形式推敲（摄影：姚力） 图3 模型分析确定构造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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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减少了失误（图4）。此外，可以根据

设计院的绘图标准对样板文件进行设置，通

过Revit直接打印出图，非常便捷（图5）。

BIM需增强在协同配合与施工控制的三维信

息表达

BIM平台在施工配合甚至建筑的全生命

周期中都可以作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生命体来

维护，这就需要加强专业之间的协作，并最

终贯彻到施工人员的层面。实际情况中，很

多施工问题都是由于对设计图纸的错误理解

造成的。

本项目进入施工配合阶段后，虽然已经

在BIM模型上预见了施工配合的难度，但是

几乎每次去现场还是有层出不穷的问题等着

建筑师去解决。万科创展中心的结构为复杂

的钢结构，幕墙如何实现复杂的扭曲面并达

到设计要求的视觉效果？建筑设计的控制尺

寸能否满足雨水沟和幕墙龙骨以及钢结构三

方的要求？局部雨水沟为变截面，并有不同

的三维标高，落水管如何三维定位安装？针

对以上各种问题，通过BIM平台基本可以完

成各方面的沟通。

（1）与幕墙专业的配合

幕墙三维模型导入Revit，再验证其与结

构构件、建筑构件、排水管道是否有矛盾，

发现问题后可以及时地在三维模型里模拟修

改效果，保证最终的实施效果（图6）。

（2）与钢结构厂家的配合

Revit模型包含了以构件为单位的大量

信息，包括几何信息、材料性能、构件属

性，模型里的钢结构构件均符合行业标准，

与钢结构厂家设计软件的数据交流也不存在

任何问题，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钢结构加工需

要的图纸（图7）。

（3）与施工队的配合

传统模式下，施工人员根据二维图纸施

工即可，复杂项目经常有二维图纸反映不到

的问题，假如没有三维模型，读懂图都成问

题。Revit模型比图纸更形象，以落水管三维

定位的示意为例，它可以让现场施工人员很

快地领会设计意图（图8）。

由 此 笔 者 想 到 ， R e v i t 软 件 应 当 加

强 三 维 施 工 图 绘 制 能 力 ， 例 如 B e n t l e y 

Architecture可以绘制轴测施工图大样，这

样一张图纸可以代替传统几张的二维图纸的

信息量，并能清楚交代节点构造，施工人员

也更容易理解。

结语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下，BIM不仅仅是设

计师的一个适用工具，更代表了一种在三

维信息模型平台下新的工作方式。因此，

BIM需要优化客户的体验，增加软件的开放

性和兼容性，尤其是要应对不断发展的参

数化设计要求，使得建筑行业内不同使用

者能便捷地进行数据交换。随着BIM的普

及，设计师对BIM的认识也会越来越理性，

我们需要不断思考BIM在建筑数字化、工业

化时代里的角色和作用，这样BIM才能脱离

社会上对其表面的热捧或者抱怨，才能更

好地在建筑设计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体

现更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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