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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技术的绿色建筑工程施工效率提升研究
张建亮

山东威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山东 潍坊 261041

摘要：我国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经历了黄金十年，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国民经济体

系中的支柱性产业。但是，建筑行业近些年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被严重破

坏。这种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维系，而是需要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形成绿色经济循环体系，

绿色建筑成为了我国建筑行业的重点发展内容。在这一过程中，通过 BIM 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绿色建筑工程施

工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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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主要指的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依托于

三维建筑物模型的建设，融合传统图纸及设计元素，

实现对时间、成本、环境等多维度信息的有机整合。

并融合工程项目的各个参建主体，提高各参建主体的

现场沟通协作效率，以提高现场的管理质量及效率。

还可针对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进行动态模拟及全面分

析，预测工程项目的物料需求，帮助施工企业解决在

施工时有可能会发生的各种风险问题，从根源上控制

错误及返工
[1]
。

1 BIM 技术与绿色建筑概述

BIM 技术主要指的是可以用在工程项目设计、建造、

管理工作的数字化管理模型和三维工具，依托于对建

筑信息及模型的整合，可以在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

运维阶段进行信息的共享和实时传递，确保各个工程

项目参建主体可以做出正确决策，对于提高工程项目

的进度、成本、安全、质量管理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

现实作用。

绿色建筑则主要指的是基于双碳目标之下，以减

少建筑工程项目能源损耗作为主线，以避免对环境带

来污染和破坏作为重点，依托于绿色施工技术、材料、

设备的合理运用，确保工程项目的建设绿色化、环保

化和低碳化。

2 BIM 技术在绿色建筑设计阶段的应用

将 BIM 技术运用在绿色建筑的设计这一阶段，主

要是依托于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和可视化展示功能，

确保设计方案设计的科学合理，对工程项目的能源使

用情况进行系统化评估，确保设计决策制定的有效性。

具体来说，设计阶段的 BIM 技术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2.1 能源效率分析

依托于能源效率分析，可以搭建 BIM 模型，掌握

工程项目施工时的能源投入情况，依托于对建筑物的

朝向调整以及现场的合理规划布局，加强对自然光的

合理使用，提高整体的热能使用效率。并减少对人工

照明系统和暖通空调系统的运用，减少工程项目的能

源损耗，助力设计工作人员选择最科学合理的设计方

案，保障工程项目的热效率得到提高。另外，还可以

针对工程项目的能源流动展开分析，掌握工程项目的

热量、空气和湿度情况。通过这样的现场模拟方法，

除了可以对设计元素进行全方位优化之外，还可以显

著降低工程项目的运营成本，使得居住者的舒适度得

到全方位提升
[2]
。

2.2 水源管理优化

水资源管理优化主要指的是依托于 BIM 技术本身

具有的建模数据分析功能，针对工程项目的水资源使

用总量进行预测，降低水资源的损耗，确保水资源利

用可以达到最高效率，并进行可持续性水管理。依托

于 BIM 技术，设计工作人员可以对工程项目的给排水

系统建设是否科学合理进行模拟，明确工程项目供水、

排水、废水、雨水收集设计方案。通过对雨水的有效



《建筑与设计》 ISSN 3058-8928 2025年第一卷 第1期

- 29 -

收集及合理使用，建设灌溉系统和废水回收系统，实

现了给水排水设备的精确布局和合理优化，进一步减

少工程项目的水资源损耗。且对建筑物的水流动和消

耗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第一时间发现建筑物是否存在

泄漏和浪费风险，制定出相应的设计管理措施，以为

后续工程项目的顺利施工建设奠定基础。

2.3 材料选择优化

依托于 BIM 技术，可以利用其三维可视化功能，

保障工程项目施工阶段使用的各类材料更加环保，提

高其材料的综合利用率，降低运维成本的同时，也可

以避免出现材料能源的损耗问题。例如，通过 BIM 技

术，可对建筑材料使用之后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评

估，明确材料使用之后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消耗情

况、回收可能性以及再利用空间。并对材料使用数量

进行精确计算，有效规避材料的过度使用以及大量购

买所引发的资源浪费。还可针对材料供应链展开全面

优化，确保材料使用的可持续性，让工程项目的施工

建设契合可持续发展目标，降低对周边环境带来的负

面影响，使得工程项目的建设水平得到提升，既可以

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也可以获得更高的环境效益
[3]
。

2.4 场地布置环境分析

场地风环境分析对于绿色建筑后续的施工建设有

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也会对未来建筑物的使用、

通风效率、能源损耗以及居住舒适度带来直接影响。

为此，通过科学合理的风向设计，可以使得建筑物的

自然通风效率达到最大，进一步缓解人在居住时对空

调以及热能的依赖度，使得建筑物的能源损耗得到全

面下降，让室内空间变得更为宜人。还可以减少建筑

物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达到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具体来说，依托于 BIM 技术进行风场环境模拟

设计，可以通过三维模型，从多维度对建筑物进行观

察及分析，明确其物理性能，在满足功能特性的条件

下，实现对环境的动态模拟，保障决策制定得最为科

学合理。在利用 BIM 技术进行环境模拟时，首先需要

对施工现场的风向、风速等气象数据进行全面收集，

数据的来源可以是气象站，也可以是现场的风环境测

试。有关工作人员可以依托于 BIM 软件中本身具有的

工具及算法，通过对施工现场流体动力学 CFD 的计算，

对建筑物等周围风环境及流动情况进行模拟，明确风

在建筑布局和当前已有结构之下，流动路径是否达到

理想目标，速度分布是否科学合理。结合模拟的最终

结果，实现对方案的动态调整，保障风向设计的最优

化。举例来说，通过对建筑物的朝向、布局等进行调

整，可以让风穿过建筑物，除了可以改善建筑物的自

然通风水平，还可以规避由于风力过大所引发的建筑

结构压力，使得建筑物的能源效率得到提升，未来居

住者在使用建筑物时也会更为舒适。

3.BIM 技术在绿色建筑施工阶段的应用

3.1 土方工程施工

在进行绿色建筑物施工时，土方工程施工与建筑

节地、用地保护工作内容息息相关，若是在施工现场

进行大面积的挖土和填方，可能会对原有的地形地貌

带来严重破坏和影响，地下水资源和周边自然环境也

会受到破坏。为此，需要结合工程项目的绿色建筑施

工需求，实现对土方工程方案的全方位优化。在搜集

工程项目建设基础数据的条件下，依托于 BIM 技术进

行现场的集成整理，形成 3D 模型，并利用 Revit 软件

中的地形表面功能，实现 CAD 文件向三维模型的自动

化转变，对工程项目的原始地貌环境进行再现，并结

合工程现场的坐标位置，对其定位进行动态纠正，以

为后续的工程项目土方开发奠定基础，强化数据准备。

并结合工程项目的施工设计图纸，确定工程项目的±0

标高，为工程项目的开挖深度提供相应的参考和比较

数据。在传统的建筑工程项目土方工程量计算中，其

计算方法较为简单，过程太过烦琐，精准度无法达到

理想要求。同时，不具有可视化功能，而依托于 BIM

模型，则可以获得工程项目土方开发的高程值，使得

工程项目的土方量计算过程更为精简，计算效率也会

得到全面提高。依托于 BIM 技术进行土方工程量的计

算，可以利用三角网法、方网格法，并通过 Revit 软

件本身具有的地坪功能，对工程项目的土方开挖过程

进行动态模拟，实现对地形参数的随时设计，对挖方

量、填方量和挖填方净值进行精准计算。若是工程项

目的基坑局部地下室有着继续开发的需求，则可以通

过放坡开发的方法，依托于 BIM 技术建设开挖模型，

对局部土方开发总量进行精准计算，避免在工程项目

施工时存在土方开挖的超挖以及欠挖问题
[4]
。

3.2 主体工程施工

绿色建筑的主体工程一般施工周期较久，需要耗

费大量的资源。为此，如何保障材料的节约性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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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也会对施工现场的环境保护提出更高的标

准及要求。在绿色建筑的主体工程中，其主要以钢筋

混凝土模板工程为主，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各个

施工环节的全方位优化。例如，可以通过 BIM 技术中

的脚手架模板设计软件，对工程项目的主体结构类型

展开研究和分析，并在系统中创建梁柱、墙板模板，

对模板的数量、种类、位置、流程、预埋、节点处理、

衔接方法等进行全方位的优化，对工程量进行导出处

理，以表格的方式，为后续工程项目的施工提供参考

和借鉴。并依托于 BIM 技术进行施工过程的动态仿真，

以可视化模型的方式，明确各个主体专业之间存在什

么样的逻辑关系，以细节模型图的方式展开施工现场

的技术交底。为确保模板工程项目的施工可以节省材

料及能源，需要利用 BIM 技术进行配模设计，展开下

料的精准计算。首先，可以通过系统对参数进行各主

体之间的共享，确定工程项目的下料参数，其中主要

以模板厚度、宽度和长度信息为主。随后在系统中创

建族，对参数进行设计，并将已经建设完成的族直接

导入到模板项目中去，对原有组进行替换处理，以实

现模板下料模型的有效创建。随后，对模板下料明细

表进行导出，结合工程项目的建设尺寸和数量要求，

组织施工现场施工。另外，在进行钢筋工程施工时，

也需要通过 BIM 技术建设三维模型，获得钢筋排列图

和组合加工表，保障下料的精准有效，降低资源损耗。

若是绿色建筑物形体较为复杂，则其安装过程会存在

较多难点，很容易引发施工现场的操作失误，导致施

工现场频繁返工。为此，可以依托于 BIM 技术，提前

展开绿色建筑复杂形体的设计，并进行施工工艺的技

术模拟，对其中较为复杂的形体数据展开有机整合，

获得工程项目的最优化方案。并利用三维模型针对工

程项目的网格展开独立单元设计，对预拼装施工进行

模拟，既可以减少材料的使用总量，也可以降低工程

项目的时间成本投入
[5]
。

3.3 机电工程施工

伴随着绿色建筑物功能的越发丰富，其管线系统

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会对工程项目的机电施工提出更

高的标准及要求，数据量信息太过庞大，导致各参建

主体之间协调沟通不够顺畅，材料资源损耗过多，甚

至会引发严重的碰撞问题，无法保证施工现场管理工

作的精细化和标准化。传统的二维图纸设计方法只能

进行平面位置的碰撞，若是想要进行立体空间碰撞存

在着较多困难，同时无法对间距进行判断，无法实现

软碰撞，导致工程项目的施工频繁出现返工。而依托

于 BIM 技术，可以提升机电工程的现场施工效率。有

关工作人员可以结合工程项目的设计材料建设三维模

型，对工程项目的排水、电气、暖通工程专业布置情

况进行可视化展现，从传统的二维图纸设计方式向三

维模型进行过渡。并依托于 BIM 模型中的软件碰撞功

能，进行机电工程的管线碰撞检测。在工程项目施工

之前，及时发现管线和管线是否会存在碰撞问题，也

可以结合工程项目的施工数据进行管线之间的距离检

测、净高分析，明确在管线设计上是否存在高度、方

向的冲突，从根源上解决机电工程存在的软碰撞问题。

并输出碰撞检测报告，展现在有关工作人员面前。结

合管线的综合排布避让原则，对方案进行提前优化和

全方位调整，确保管线布置得科学合理，外形设计足

够美观，便于系统的后续运维及检修，也可以节省工

程项目的材料投入。除了可以进行机电工程的管线优

化之外，还可以依托于 BIM 技术，进行支吊架的布置

以及现场校核。在传统的支吊架安装工作中，管理过

程太过随意，凌乱不堪，同时会占用大量的空间，视

觉效果相对较差，导致材料被严重浪费。而依托于 BIM

技术，可以利用三维模型，通过与 fuzor 软件的融合

运用，做好施工现场的三维模拟及漫游，通过插件来

进行支吊架的规划布置，明确支吊架的设计情况是否

达到设计要求。

4 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着近些年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

展，建筑行业的日益进步，人们也开始对建筑提出更

高的标准及要求，更加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之下，绿色建筑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如何

在保证工程项目顺利施工建设的同时节省资源、达到

环境保护目标、控制污染，成为工程项目的管理问题。

为此，可以将 BIM 技术运用在绿色建筑的施工管理工

作中，实现工程项目策划、设计、施工、运维的一体

化管理，强化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以提升施工

现场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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