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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民航局等 １３ 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推动智能

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ꎬ 加快推进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建筑信息模

型 (ＢＩＭ) 技术在设计、 施工和运营维护全过程的集成应用ꎬ 实现全寿命周期数据

共享和信息化管理ꎬ 推动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 工业化、 智能化升级ꎬ 促进建

设管理现代化转型ꎬ 特制定本标准ꎮ

受民航局机场司委托ꎬ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牵头组成

编写组ꎬ 在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框架下ꎬ 同步编制 «民用

运输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运维应用

标准ꎮ 编写过程中ꎬ 编写组深入研究ꎬ 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和应用经验ꎬ 认真

总结和吸收民用运输机场工程 ＢＩＭ 应用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ꎬ 充分考虑标准间的相

互衔接与配合ꎬ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ꎬ 经多次专家论证审查定稿ꎮ 上述五部标

准共同组成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标准体系重要部分ꎮ

本标准以设计应用交付成果为基础ꎬ 规定了 ＢＩＭ 施工应用的实施流程、 应用方

法及管理要求ꎬ 并提出了向运维阶段交付的要求ꎮ 本标准采用统一的机场工程对象

分类和编码原则ꎬ 引进通用数据环境 (ＣＤＥ) 等与国际标准接轨ꎬ 对 ＢＩＭ 施工应用

推广具有指导作用ꎮ

本标准共分为 １５ 章及 ２ 个附录ꎬ 主要内容包括总则、 术语和缩略语、 基本规

定、 应用准备、 通用数据环境、 施工模型、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 施工模拟 ＢＩＭ 应

用、 进度管理 ＢＩＭ 应用、 质量管理 ＢＩＭ 应用、 安全管理 ＢＩＭ 应用、 成本管理 ＢＩＭ

应用、 装配式建筑 ＢＩＭ 应用、 拓展 ＢＩＭ 应用、 竣工成果交付等ꎮ

本标准第 １ 章由冯兴学编写ꎬ 第 ２ 章由杨海斌、 班孝林编写ꎬ 第 ３ 章由朱方海、

刘琦娟编写ꎬ 第 ４ 章由杨海斌、 叶建伟编写ꎬ 第 ５ 章由朱方海、 张赣编写ꎬ 第 ６ 章

由冯兴学、 方速昌编写ꎬ 第 ７ 章由曾峰、 邢泽敬编写ꎬ 第 ８ 章由王根叶、 邢泽敬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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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ꎬ 第 ９ 章由张赣、 邓双黔编写ꎬ 第 １０ 章由班孝林、 许晓星编写ꎬ 第 １１ 章由冯兴

学、 曾峰编写ꎬ 第 １２ 章由刘琦娟、 黄镇雄编写ꎬ 第 １３ 章由朱方海、 黄镇雄编写ꎬ

第 １４ 章由李雪晖、 王根叶编写ꎬ 第 １５ 章由曹昭贤、 王珍编写ꎬ 附录 Ａ 由杨海斌、

叶建伟、 邓双黔编写ꎬ 附录 Ｂ 由李雪晖、 曹昭贤、 王珍编写ꎮ

本标准为首次编制ꎬ 请各有关单位在标准使用过程中ꎬ 将发现的问题和修改意

见、 建议及时函告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 (联系人: 马磊ꎻ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东南工作区ꎻ 电话: ０２０－３６０６３１２１ꎻ

电子邮箱: ｍａｌｅｉ＠ ｇｄａｉｒｐｏｒｔ ｃｏｍ)ꎬ 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 (联系人: 黄镇雄ꎻ

地址: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鄂州花湖机场南工作区ꎻ 电话: ０７１１－３６８８１５６ꎻ 电子邮

箱: ｈｕａｎｇｚｈｅｎｘｉｏｎｇ＠ ｈｕｂｌａｉｒｐｏｒｔ ｃｏｍ)ꎬ 以及民航工程建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２ 号住总地产大厦ꎻ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２２３４２ꎬ 电子

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牵头主编单位: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

主编单位: 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

深圳市机场 (集团) 有限公司扩建工程指挥部

参编单位: 民航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指挥部

呼和浩特新机场项目建设现场指挥部

牵头主编: 冯兴学

主　 　 编: 朱方海　 杨海斌

参编人员: 李雪晖　 叶建伟　 曹昭贤　 张　 赣　 班孝林　 刘琦娟　 黄镇雄

许晓星　 王根叶　 王　 珍　 邢泽敬　 曾　 峰　 邓双黔　 方速昌

主　 　 审: 盛黎明

参审人员: 王国俭　 王晓鸿　 高利佳　 韩乙锋　 张　 彪　 龙礼文　 张飞林

许立三　 刘济瑀　 王　 帅　 彭爱兰　 郑　 斐　 周　 鑫　 屠潇宇

吴　 敏　 吴川辉　 陈建峰　 刘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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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保障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建设质量ꎬ 提升工程建设和管理、 资产运营和维护的信息化水

平ꎬ 规范和引导建筑信息模型在施工阶段的应用ꎬ 特制定本标准ꎮ

１ ０ ２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民用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运输机场的民用部分)ꎮ

１ ０ ３　 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施工应用ꎬ 包括建筑信息模型的创建、 管理、 应用和交付等行为ꎮ

１ ０ ４　 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施工应用ꎬ 除应符合本标准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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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缩略语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深化设计模型 ｄｅｔａｉ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ｄｅｌ

在施工图设计模型基础上ꎬ 通过增加或细化模型单元等方式创建的建筑信息模型ꎮ

【条文说明】 深化设计模型是为进一步细化和优化设计意图、 产品选用、 招投标采购、 指导施工

和安装等建立的模型ꎮ

２ １ ２　 施工用例模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ｓｅｃａｓｅ ｍｏｄｅｌ

满足施工工艺、 现场进度、 成本、 质量、 安全等施工技术和管理要求的建筑信息模型ꎮ

【条文说明】 施工用例模型是由深化设计模型 (或模型的一部分) 及施工建造活动过程中需要或

产生的相关数据集成ꎬ 不同应用点以相互独立的用例模型的方式创建和使用ꎬ 包括施工组织管

理模型、 安全管理模型、 质量管理模型、 进度管理模型、 成本管理模型等ꎮ

２ １ ３　 竣工模型 ａｓ￣ｂｕｉｌｔ ｍｏｄｅｌ

与工程竣工验收需求对应ꎬ 集合竣工图所有信息和材料、 设备等过程维护信息的最终模型ꎬ

是设计模型及施工过程信息维护的集成ꎮ

【条文说明】 竣工模型是满足竣工验收和资产移交等要求的模型ꎬ 是在深化设计模型的基础上ꎬ

对模型信息进行增加、 筛选或调整 (细化、 合并)ꎮ

２ １ ４　 施工信息模型 ＢＩＭ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在施工阶段创建和应用的建筑信息模型ꎬ 简称施工模型ꎮ

２ １ ５　 模型单元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ｉｔ

建筑信息模型中承载建筑信息的实体及其相关属性的集合ꎬ 是工程对象的数字化表达ꎮ

[来源: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２０１８)ꎬ ２ ０ ８]

２ １ ６　 通用数据环境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服务于特定项目或资产ꎬ 通过管理流程收集、 管理和派发模型单元的约定数据源ꎮ

【条文说明】 “通用数据环境” 是国际上通用的概念ꎬ 英文对应词的缩略形式为 ＣＤＥꎮ ＢＩＭ 的技

术特点要求多方共享同一数据源ꎬ 因此 ＣＤＥ 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单一可信数据源 (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ｒｕｔｈꎬ ＳＳＯＴ)ꎬ 以避免多方信息传递过程中ꎬ 出现信息不对称、 版本混乱、 流程不规范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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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ꎮ ＣＤＥ 是在协同平台基础上ꎬ 整合数据内容和规则ꎬ 作为项目或资产的数据源ꎮ 在 ＩＳＯ １９６５０

系列标准中ꎬ ＣＤＥ 作为术语提出ꎬ 其原文是 “ａｇｒｅ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ｙ ｇｉｖ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

ａｓｓｅｔꎬ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ꎬ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本标准参照该定义ꎮ

２ １ ７　 元数据 ｍｅｔａ ｄａｔａ

描述数据的数据ꎬ 是关于数据的组织、 数据域及其关系的信息ꎮ

[来源: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框架与管理机制» (ＭＨ / Ｔ ５０５４—２０２１)ꎬ ２ ０ ５]

２ １ ８　 数字沙盘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ａｎｄ ｔａｂｌｅ

利用传统沙盘的空间形态ꎬ 结合数字多媒体互动投影技术、 裸眼 ３Ｄ 视觉技术以及数字视觉

场景技术而打造的沉浸式互动空间ꎮ

２ ２　 缩略语

ＢＩＭ ———建筑信息模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ＦＣ ———工业基础类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ＩＤ———标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Ｉ———应用程序接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ＷＩＰ———在制品 (Ｗｏｒｋ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ｐｐ———应用程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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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施工应用的目标和范围ꎬ 应根据项目特点、 应用需求等确定ꎮ

【条文说明】 施工阶段 ＢＩＭ 应用目标和应用范围需要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和条件确定ꎮ 项目特点、

合约要求、 复杂程度、 运维需求和工程项目参与方 ＢＩＭ 应用水平可作为重点考量条件ꎮ

３ ０ ２　 ＢＩＭ 施工应用应由机场建设方统筹管理ꎬ 深化设计方、 施工方、 设施设备供应商共同实

施ꎬ 设计方、 监理方、 运维方宜参与协同并提出需求ꎮ 各参与方可委托 ＢＩＭ 咨询方承担相关

工作ꎮ

３ ０ ３　 ＢＩＭ 施工应用应以输入条件为基础ꎬ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用准备的输入条件应符合本标准第 ４ 章的规定ꎻ

２　 应用准备的成果应支撑施工模型的创建与应用ꎬ 并指导通用数据环境的建设和使用ꎻ

３　 通用数据环境应接收施工模型创建的成果ꎬ 以形成单一可信数据源供各参与方协同使

用ꎬ 输出信息支撑 ＢＩＭ 应用和交付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施工应用过程包括应用准备、 通用数据环境建立、 施工模型创建、 应用及成果

交付等内容ꎬ 如图 ３ １ 所示ꎮ

图 ３ １　 ＢＩＭ 施工应用全过程关系图

３ ０ ４　 ＢＩＭ 施工应用全过程中ꎬ 各参与方应在通用数据环境下采用统一规则ꎬ 保障信息共享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ꎮ

１　 应采用通用的信息分类规则进行信息语义识别ꎮ ＢＩＭ 信息分类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工

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０—２０２３) 的规定ꎬ 使用其他信息分类时ꎬ 应注明依据的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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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名称和标准编号ꎮ

２　 宜使用通用的数据架构和格式进行数据交换ꎬ 同时兼顾运维阶段的数据接收要求ꎬ 当无

特殊约定时ꎬ 可采用 ＩＦＣꎮ

３　 应建立通用的信息交付和管理规则ꎬ 以规范信息生产和应用ꎮ

【条文说明】 鉴于 ＢＩＭ 信息应用场景的多样性ꎬ 可能需要使用其他分类方案ꎮ 当使用其他分类方

案时ꎬ 应列明分类方案所依据的标准名称和标准编号ꎮ 机场 ＢＩＭ 实施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多种多

样ꎬ 因此需要规定通用的数据架构和格式以解决数据交换的问题ꎮ 行业内存在多种解决方案ꎬ

为保证国际通用性ꎬ 本标准采纳 «建筑和设施管理行业共享数据的工业基础分类 第 １ 部分 数据

模式» ( ＩＳＯ １６７３９－１: ２０１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ｏｎ Ｃｌａｓｓｅｓ ( ＩＦＣ)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Ｐａｒｔ １: Ｄａｔａ ｓｃｈｅｍａ)ꎬ 即将 ＩＦＣ 作为无特殊约定时的优选数据

架构ꎮ ＩＦＣ 的有关信息可在建筑智慧国际联盟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ＭＡＲ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的官方网站上进行

检索ꎮ

３ ０ ５　 ＢＩＭ 施工应用全过程应充分保证信息安全ꎬ 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国家和行业信息安全

相关标准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建筑信息化过程中ꎬ 会产生大量的工程设计和施工数据ꎬ 包括地理信息、 工程组成

和特征、 产品规格等ꎮ 由于民用运输机场是重要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ꎬ 事关公共安全ꎬ 很多信

息都应作为敏感信息进行充分保护ꎮ 此外ꎬ ＢＩＭ 应用过程中的敏感信息管理可参考 «建筑物和

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 包括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 及使用建筑信息模型中的信息管理 第

５ 部分 敏感信息管理» ( ＩＳＯ １９６５０－５: ２０２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ＢＩＭ)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 Ｐａｒｔ ５: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ｉｎｄ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ꎮ

３ ０ ６　 ＢＩＭ 施工应用全过程应与工程进度、 成本、 质量、 安全等工程管理结合开展ꎬ 应在工程

管理关键决策时使用 ＢＩＭ 辅助分析ꎮ

３ ０ ７　 宜开展绿色施工、 智慧工地等技术融合创新应用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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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应用准备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ＢＩＭ 施工应用准备应以设计阶段成果作为基础输入条件ꎬ 当设计阶段无 ＢＩＭ 成果时ꎬ 建

设方应另行组织模型创建工作ꎮ

４ １ ２　 输入条件内容还应包括各参与方提供的信息交换需求、 数据资源、 实施资源等 (除设计

阶段成果外)ꎬ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信息交换需求宜集成体现各参与方的组织信息需求、 资产信息需求和项目信息需求ꎬ 应

符合施工阶段项目目标和管理要求ꎬ 并考虑运维阶段的需求ꎻ

２　 数据资源应匹配交换信息需求ꎬ 并具备在通用数据环境中共享的可行性ꎬ 修改要求应参

考本标准第 ５ 章的规定ꎻ

３　 应说明为本项目配置的人力资源和 ＩＴ 资源ꎮ

４ １ ３　 ＢＩＭ 施工应用准备应包含施工 ＢＩＭ 采购、 数据准备和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制定等

内容ꎮ

４ ２　 施工 ＢＩＭ 采购

４ ２ １　 施工 ＢＩＭ 采购应基于工程全过程管理的要求进行ꎮ

４ ２ ２　 在施工 ＢＩＭ 采购前ꎬ 建设方应确定组织信息需求、 资产信息需求和项目信息需求:

１　 根据行政管理方、 建设方、 运维方和机场使用方的需求确定组织信息需求ꎻ

２　 根据建设方和运维方对资产管理的需求确定资产信息需求ꎻ

３　 根据项目实施目标和管理模式确定项目信息需求ꎮ

４ ２ ３　 在组织信息需求、 资产信息需求和项目信息需求的基础上ꎬ 建设方应根据 ＢＩＭ 实施目

标、 项目资源和管理模式ꎬ 提出交换信息需求ꎮ

【条文说明】 参考 ＩＳＯ １９６５０－１: ２０１８ «建筑物和土木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 包括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 及使用建筑信息模型中的信息管理 第 １ 部分 概念和原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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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ＢＩＭ)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Ｐａｒｔ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第

５ 章定义: 组织信息需求 (ＯＩＲ) 指与组织目标相关需求ꎬ 如参与单位、 人员与职责分工等ꎻ 项

目信息需求 ( ＰＩＲ) 指与设计、 建造资产相关需求ꎬ 如构件数量、 指标等ꎻ 资产信息需求

(ＡＩＲ) 指与资产维护相关需求ꎬ 如检修间隔ꎻ 交换信息需求 (ＥＩＲ) 指约定的信息交换相关需

求ꎬ 如资源库、 协同平台等ꎮ

４ ２ ４　 施工 ＢＩＭ 采购文件主要内容应包含:

１　 项目概述ꎻ

２　 ＢＩＭ 应用目标、 范围、 原则ꎻ

３　 各参与方的 ＢＩＭ 职责、 ＢＩＭ 组织和人力资源能力要求ꎻ

４　 ＢＩＭ 的工作内容及交付节点要求ꎻ

５　 信息交换需求、 成果交付要求以及版本管理规定ꎻ

６　 通用数据环境和各参与方 ＩＴ 环境要求ꎻ

７　 ＢＩＭ 质量管理要求ꎻ

８　 ＢＩＭ 实施风险防范和保障措施要求

９　 ＢＩＭ 实施和验收要求ꎻ

１０　 知识产权要求ꎮ

４ ３　 数据准备

４ ３ １　 建设方应根据交换信息需求对数据资源、 项目管理数据进行收集、 识别、 复核和

整理ꎮ

４ ３ ２　 数据资源应包括设计阶段 ＢＩＭ 模型、 设计图纸和文档、 现状资产数据、 标准规范数据

等ꎬ 宜根据需求进行结构化处理:

１　 应识别并复核设计阶段 ＢＩＭ 模型的数据表达方式、 分类和编码规则、 数据架构和格式、

属性信息及其计量单位ꎻ

２　 应根据交换信息需求从设计图纸和文档提取必要的数据ꎻ

３　 应识别现状资产数据表达方式、 分类和编码规则、 数据架构和格式ꎬ 属性信息及其计量

单位ꎻ

４　 应识别各项标准规范中的相关数据ꎮ

【条文说明】 设计图纸和文档、 标准规范数据属于非结构化数据ꎮ 为更好地对施工阶段的项目数

据进行组织和管理ꎬ 应对关键数据、 语义、 规则、 关系等信息进行提取、 转换和加载ꎬ 成为具

有数据关系的结构化数据ꎬ 以利于计算机理解与执行ꎮ

—７—

４　 应用准备



４ ３ ３　 项目管理数据应包括施工阶段项目组织结构、 各参与方职责、 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

施工方案等ꎮ

４ ４　 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

４ ４ １　 ＢＩＭ 施工应用前ꎬ 应根据项目 ＢＩＭ 整体策划和施工 ＢＩＭ 采购文件要求编制实施细则ꎬ 明

确 ＢＩＭ 施工应用各参与方职责ꎮ

４ ４ ２　 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应结合 ＢＩＭ 应用目标和范围、 项目特点及重难点等因素制定ꎬ 并

应与项目施工组织和管理协调一致ꎮ

４ ４ ３　 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技术内容应符合表 ４ ４ ３ 的要求ꎮ

表 ４ ４ ３　 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技术内容

大类

序号
类目列项

小类

序号
主要内容列项

１ 项目概述

１ １ 项目名称、 地址、 类型

１ ２ 项目简介

１ ３ 项目当前各参与方及联系方式

１ ４ 项目工程关键节点计划

２ ＢＩＭ 应用目标、 范围

２ １ ＢＩＭ 应用总体目标

２ ２ ＢＩＭ 应用范围

２ ３ ＢＩＭ 应用点列表及其重要性等级

２ ４ ＢＩＭ 实施关键节点

３ ＢＩＭ 实施组织架构和职责

３ １ 组织架构

３ ２ 各参与方职责ａ

３ ３ 各参与方人力资源配置要求

４ ＢＩＭ 实施计划与流程

４ １ ＢＩＭ 实施进度计划和详细交付节点

４ ２ 各参与方之间 ＢＩＭ 实施流程和方式

４ ３ ＢＩＭ 信息生产流程和方式

５ 交换信息需求

５ １ 各应用点信息交换内容、 功能、 交付物、 交付格式

５ ２ 各应用点对应的模型深度

５ ３ 各应用点的关联文档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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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类

序号
类目列项

小类

序号
主要内容列项

６ ＢＩＭ 实施和验收标准注ｂ

６ １ 模型定位规则

６ ２ 项目模型架构分解

６ ３ 模型单元命名规则

６ ４ 文件夹结构、 文件夹和文件命名规则

６ ５ 分类和编码规则

６ ５ 数据格式

６ ６ 参照的标准

７ 通用数据环境规则

７ １ 流程管理、 数据管理、 组织管理的元数据

７ ２ 数据状态协同规则

７ ３ 版本管理和档案管理规则

７ ４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

７ ５ 各参与方 ＩＴ 环境

８ 质量管理规则
８ １ ＢＩＭ 信息质量保障措施

８ ２ ＢＩＭ 交付物质量控制措施

９ ＢＩＭ 实施风险防范和保障措施

９ １ 信息安全措施

９ ２ 风险控制措施

９ ３ 沟通和培训措施

　 　 ａ　 各参与方职责应以 ＢＩＭ 施工应用责任矩阵表形式表达ꎬ 并符合本标准第 ４ ４ ４ 条的规定ꎮ

ｂ　 在满足本标准第 ４ ２ ４ 条规定的实施和验收要求基础上ꎬ 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建设项目 ＢＩＭ 实施和验收相关的数据标

准、 应用标准、 管理标准等ꎬ 且应作为实施细则的附件同时生效ꎮ

４ ４ ４　 ＢＩＭ 施工应用责任矩阵表应根据合同、 ＢＩＭ 实施进度计划、 关键交付节点、 各参与方之

间 ＢＩＭ 实施流程和方式、 参与方 ＢＩＭ 能力等制定ꎬ 宜符合表 ４ ４ ４ 的要求ꎮ

表 ４ ４ ４　 ＢＩＭ 施工应用责任矩阵

工作内容 建设方
设计阶段

设计方

深化

设计方
施工方 监理方

设施设备

供应商
运维方

ＢＩＭ
咨询方

设计 ＢＩＭ 模型交底 ○ ★▲ △ △ △ △ □ △

施工 ＢＩＭ 招标文件编制 ★▲ △ □ □ □ □ △ ▲

数据准备 ★ △ △ △ □ △ △ ▲

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编制 ★▲ □ △ △ □ △ △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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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作内容 建设方
设计阶段

设计方

深化

设计方
施工方 监理方

设施设备

供应商
运维方

ＢＩＭ
咨询方

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审核 ★▲ □ □ □ □ □ ▲

深化设计模型创建 ○ ★▲ △ ▲ △

深化设计模型审查 ★ △ □ ▲

施工用例模型创建 ○ △ ★▲ △ △

施工用例模型审查 ○ ★▲ □ △

通用数据环境建设 ★▲ △ △ △ △ △ □ ▲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 ○ □ ★▲ △ □ △ △

深化设计应用成果验收 ★▲ △ □ □ □ □ □ △

施工管理 ＢＩＭ 应用 ○ △ ★▲ ○ △ △

验收施工 ＢＩＭ 应用成果 ★▲ □ △ □ □ □ ▲

竣工模型创建 ○ △ ▲ ★▲ △ ▲ △ △

竣工模型审查 ★▲ ▲ △ △ ▲ △ ▲ ▲

竣工 ＢＩＭ 成果交付 ○ △ ▲ ★▲ △ △ □ △

竣工模型验收 ★▲ □ □ □ □ □ △ ▲

　 　 注: １　 ★表示负责责任ꎬ ▲表示执行责任ꎬ △表示配合责任ꎬ ○表示监督责任ꎬ □表示知晓责任ꎮ

２　 ＢＩＭ 咨询由建设方委托ꎬ 其他参与方亦可委托第三方承担其工作内容ꎬ 但责任不应转移ꎮ

【条文说明】 责任矩阵是项目各参与方的工作任务分工ꎮ 本条参照项目管理中国际通行的 ＲＡＣＩ

表示法ꎮ 表 ４ ４ ４ 将工作责任划分为执行、 负责、 配合、 监督及知晓不同层次: 执行指承担该工

作内容的具体实施和操作ꎬ 相当于 “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ꎻ 负责指对该工作内容成果负有批准职

能ꎬ 并对成果负责ꎬ 相当于 “Ａ”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ꎻ 配合指具有该工作内容有关的支撑能力ꎬ 可提

供咨询或成果ꎬ 类似于 “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ｅｄ)ꎻ 监督指对该工作内容的操作过程具有监视督导责任ꎬ

是基于工程实践对 ＲＡＣＩ 的拓展ꎻ 知晓指对工作内容和结果具有知悉的权利ꎬ 相当于 “ Ｉ” ( Ｉｎ￣

ｆｏｒｍｅｄ)ꎬ 以便为其他工作内容提供条件ꎬ 也有利于控制信息传播范围ꎮ 在具体项目实施中ꎬ 表

４ ４ ４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化或调整ꎮ

表 ４ ４ ４ “注 ２” 明确了 ＢＩＭ 工作操作人转移的情况下如何使用本表规则ꎮ 实践中很多参与

方不具备足够的 ＢＩＭ 能力ꎬ 因此允许委托专业化的 ＢＩＭ 咨询团队代为行使职责ꎮ

４ ４ ５　 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过程应结合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配置 ＢＩＭ 实施管理岗位ꎬ 相关岗

位宜参考表 ４ ４ ５ 设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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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４ ５　 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管理岗位列表

岗位 职责

ＢＩＭ 项目经理
ＢＩＭ 工作实施进度、 质量监督、 检查ꎻ 落实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的要求ꎻ 监督落实

ＢＩＭ 实施流程ꎬ 确定管控指标

ＢＩＭ 技术负责人
负责搜集、 整理 ＢＩＭ 技术支持的各项资料ꎬ 并提出技术实施路线ꎻ 制订 ＢＩＭ 实施方案并

监督和组织 ＢＩＭ 成员开展相关工作ꎻ ＢＩＭ 成果收集整理及相关信息文件等知识产权保密

ＢＩＭ 应用工程师 负责施工过程中质量、 进度、 造价、 安全方面 ＢＩＭ 应用实施的统筹与组织

专业 ＢＩＭ 工程师
负责建筑、 结构、 机电、 装饰、 幕墙、 景观、 民航等专业内深化设计模型创建、 修改

工作

　 　 注: 以上岗位设置主要面向施工方ꎬ 监理方可参考此表配置ꎮ

４ ４ ６　 ＢＩＭ 施工应用的模型深度规则宜基于数据模板制定ꎬ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数据模板应依据项目、 功能系统、 构件或产品三个层级分别列举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

和属性信息需求ꎻ

２　 数据模板主要内容应包含模型单元名称、 ＩＤ、 分类和编码、 几何信息需求、 几何表达精

度、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字段ꎬ 样式参考附录 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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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通用数据环境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通用数据环境应根据 ＢＩＭ 整体策划及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要求ꎬ 由建设方建立或

指定ꎮ

【条文说明】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中未给出通用数据环

境的定义及要求ꎬ 统一标准各分册要求项目建立通用数据环境作为 ＢＩＭ 应用的支撑并补充了项

目各阶段对通用数据环境的要求ꎮ

５ １ ２　 通用数据环境应依托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实现ꎬ 平台主要功能包括流程管理、 数据管理、

组织管理模块:

１　 流程管理模块应支持各参与方依据各自的职能进行数据生产、 共享、 出版和使用ꎻ

２　 数据管理模块应保障数据能够被准确地组织、 识别、 获取和使用ꎻ

３　 组织管理模块应支持对通用数据环境的使用空间、 数据传播和数据保护进行配置ꎮ

【条文说明】 通用数据环境是在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基础上ꎬ 整合了数据内容和规则ꎬ 作为项目或

资产的数据源ꎮ 工程项目实施中ꎬ 宜使用应用程序接口 (ＡＰＩ) 将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和业务平

台进行数据对接ꎮ

５ １ ３　 通用数据环境的各项规则、 资源和平台应在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中进行制定和规划ꎮ

【条文说明】 流程管理模块应根据 ＢＩＭ 实施组织架构和职责、 ＢＩＭ 实施流程和方式、 ＢＩＭ 实施风

险防范和保障措施建立ꎻ 数据管理模块应根据交换信息需求、 ＢＩＭ 实施和验收标准建立ꎻ 组织

管理模块应根据 ＢＩＭ 实施组织架构和职责、 质量管理规则建立ꎮ 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和通用数

据环境的对应关系如图 ５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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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　 实施细则和通用数据环境的对应关系

５ １ ４　 流程管理、 数据管理、 组织管理应与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的调整同步进行ꎮ

５ １ ５　 通用数据环境应满足施工模型、 文档、 数据和资源库存储和管理的要求ꎬ 作为唯一可信

数据源使用ꎮ

５ １ ６　 通用数据环境宜具备远程访问和使用的功能ꎮ

５ １ ７　 通用数据环境应具备保障数据物理安全和访问安全的功能ꎮ

５ １ ８　 通用数据环境应具备对元数据进行赋予、 修改、 管理和检测的功能ꎮ

５ １ ９　 各参与方应在 ＢＩＭ 实施前对通用数据环境进行部署和测试ꎮ

５ ２　 流程管理

５ ２ １　 通用数据环境的流程管理应与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规定的流程对应ꎬ 并应根据各参与方

的职责对 ＢＩＭ 实施的输入条件、 操作行为、 输出成果进行约束和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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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２　 流程管理相关元数据的规则宜符合表 ５ ２ ２ 的规定ꎮ

表 ５ ２ ２　 流程管理相关元数据的规则

元数据类别 规则 内容举例

组织职能 与参与方名称保持一致
建设方、 设计方、 总承包方、 分包方、

监理方、 ＢＩＭ 咨询方

流程节点职责 与节点执行人职责一致 负责、 执行、 配合、 监督、 知晓

流程进度 表明当前节点处理进度状态 进行中、 完成、 过期、 延期、 取消

流程执行管理 表明当前节点处置结果 通过、 有条件通过、 拒绝、 退回

　 　 注: 单个元数据及元数据组合内均不应含有空格ꎮ

５ ２ ３　 流程管理模块应具备对流程执行情况的监控和统计的功能ꎮ

５ ３　 数据管理

５ ３ １　 通用数据环境的数据管理应服务于数据存储、 检索、 识别、 组织和传输过程ꎬ 并符合下

列要求:

１　 应能够根据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对所有级别的模型单元进行管理ꎻ

２　 对结构化数据应能够按条目进行数据提取ꎬ 对非结构化数据应能够按文件进行数据

提取ꎮ

５ ３ ２　 数据管理应支撑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的交换信息需求和 ＢＩＭ 验收标准的执行ꎮ

５ ３ ３　 数据管理相关元数据的规则应符合表 ５ ３ ３ 的规定ꎮ

表 ５ ３ ３　 数据管理相关元数据的规则

元数据类别 规则 内容举例

模型数据架构和格式 应与模型数据架构和格式保持一致 ＩＦＣ４、 ＩＦＣ２×３

电子文件格式 应与文件后缀名相同 ｉｆｃ、 ｉｆｃＸＭＬ、 ｉｆｃＺＩＰ

版本管理规则

应以英文大写字母 “Ｖ” 开头ꎬ 后紧接数字

版本号ꎬ 若为当前最新版本ꎬ 应在数字

版本号后紧接大写字母 “Ｎ”
Ｖ１ ０、 Ｖ３ １、 Ｖ２ 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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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元数据类别 规则 内容举例

数据来源

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

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６ ２ ３ 条

第 ５ 款的规定

ＯＷ、 ＧＣ、 ＳＣ

模型单元状态 应划分为在制品、 共享、 出版、 存档四种有效性状态
ＷＩＰ、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ｄ

数据追溯 应包含模型单元的标识、 创建和管理信息

ＩＤ、 分类、 编码、 创建者、
批准者、 创建日期、

修改日期

　 　 注: 单个元数据及元数据组合内均不应含有空格ꎮ

５ ３ ４　 数据管理应支持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中约定的通用模型数据架构和格式ꎬ 宜支持各参与

方模型创建时使用的原生数据架构和格式ꎮ

【条文说明】 模型数据应能在不同软件平台间进行传递ꎬ 进行数据传递前应明确目标软件和硬件

系统的要求和限制ꎬ 以确保交换传递过程中数据完整性ꎮ

５ ３ ５　 数据管理应支持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中约定的所有电子文件格式ꎬ 当无特定约定时ꎬ 应

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９ １ ４ 条的规定ꎮ

５ ３ ６　 数据管理应支持模型单元及关联文件的索引关系和表达方式ꎬ 并应保障索引链接在施工

阶段持续有效ꎮ

５ ３ ７　 数据管理应支持对文件和数据的版本管理ꎬ 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符合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中约定的相关规则ꎻ

２　 应持续保持当前共享的数据为最新版本ꎬ 宜支持历史版本恢复功能ꎮ

５ ３ ８　 电子文件夹的设置应符合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的相关约定ꎬ 当无特定约定时ꎬ 文件夹主

字段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一级文件夹宜为项目名称ꎻ

２　 二级文件夹宜划分为项目数据资源、 资源库、 深化设计模型、 深化设计应用、 施工应

用、 竣工验收、 成果移交ꎻ

３　 除成果移交外ꎬ 三级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 (成果移交除外) 宜根据工程单项、 子项、 系

统、 专业或数据性质进行区分ꎻ

４　 成果移交的三级文件夹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９ ３ ７ 条中关于二级文件夹名称的规定ꎬ ＢＩＭ 成果的四级文件夹宜按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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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ꎮ

５　 电子文件夹的组织归档宜符合表 ５ ３ ８ 的要求ꎮ

表 ５ ３ ８　 数据管理相关元数据的规则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备注

ＤＲ０ 项目数据资源

ＤＲ０１ 前期阶段成果

ＤＲ０２ 方案设计成果

ＤＲ０３ 初步设计成果

ＤＲ０４ 施工图设计成果

ＤＲ０５ 项目管理文件

⋮

ＤＲ０４１ 模型

ＤＲ０４２ 关联文件

ＤＲ０５１ 工程管理
含合同、 工程进度

计划、 投资计划

ＤＲ０５２ＢＩＭ 管理
含项目 ＢＩＭ 招标

文件、 实施细则

ＤＲ０５３ 其他文件

⋮ ⋮

ＤＲ１ 资源库

ＤＲ１１ 数据字典

ＤＲ１２ 数据模板

⋮

ＤＲ２ 深化设计模型

ＤＲ２１ 整合模型

ＤＲ２２ 飞行区工程

ＤＲ２３ 航站楼工程

⋮

ＤＲ２２１ 模型

ＤＲ２２２ 关联文件 含工程变更

ＤＲ２２３ 模型审核报告

ＤＲ２３１ 模型

ＤＲ２３２ 关联文件 含工程变更

ＤＲ２３３ 模型审核报告

⋮ ⋮

—６１—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２—２０２３)



续表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备注

ＤＲ３ 专项工程

深化设计应用

ＤＲ３１ 场道工程

ＤＲ３２ 空管工程

ＤＲ３３ 目视助航设施工程

ＤＲ３４ 航站楼、 货运站的

工艺流程及民航专业

弱电系统工程

ＤＲ３５ 供油工程

ＤＲ３６ 建筑工程

ＤＲ３７ 市政配套工程

ＤＲ３１１ 深化设计模型

ＤＲ３１２ 关联文件

ＤＲ３１３ 应用成果

ＤＲ４ 施工应用

ＤＲ４１ 施工模拟应用

ＤＲ４２ 进度管理应用

ＤＲ４３ 成本管理应用

ＤＲ４４ 质量管理应用

ＤＲ４５ 安全管理应用

ＤＲ４６ 装配式应用

⋮

ＤＲ４１１ 深化设计模型

ＤＲ４１２ 关联文件

ＤＲ４１３ 应用成果

⋮ ⋮

ＤＲ５ 竣工验收

ＤＲ５１ 竣工模型

ＤＲ５２ 验收资料

ＤＲ５１１ 竣工模型

ＤＲ５１２ 关联文件

ＤＲ５１３ 应用成果

ＤＲ５２１ 竣工验收与备案文件

ＤＲ５２２ 行业验收文件

ＤＲ５２３ 竣工决算文件

ＤＲ６ 成果移交

ＤＲ６０ 目录

ＤＲ６１ 工程前期文件

ＤＲ６１１ 机场选址文件

ＤＲ６１２ 预可行性研究文件

ＤＲ６１３ 可行性研究文件

ＤＲ６１４ 总体规划文件

ＤＲ６１５ 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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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备注

ＤＲ６ 成果移交

ＤＲ６２ 工程管理文件

ＤＲ６３ 监理文件　

ＤＲ６４ 设计文件　

ＤＲ６５ 施工文件　

ＤＲ６６ 竣工图　

　 　 ＤＲ６７ 竣工验收文件

ＤＲ６２１ 工程质量文件

ＤＲ６２２ 工程进度文件

ＤＲ６２３ 工程造价文件

ＤＲ６２４ 工程变更文件

ＤＲ６２５ 工程安全文件

ＤＲ６２６ 竣工移交文件

ＤＲ６２７ 其他文件　 　

ＤＲ６３１ 监理管理文件

ＤＲ６３２ 进度控制文件

ＤＲ６３３ 质量控制文件

ＤＲ６３４ 造价控制文件

ＤＲ６３５ 工期管理文件

ＤＲ６３６ 监理验收文件

ＤＲ６４１ 方案设计

ＤＲ６４２ 初步设计

　 ＤＲ６４３ 施工图设计

ＤＲ６４４ 深化设计

ＤＲ６４５ 其他文件

ＤＲ６５１ 施工管理文件

ＤＲ６５２ 施工技术文件

ＤＲ６５３ 进度造价文件

ＤＲ６５４ 施工物资文件

ＤＲ６５５ 施工试验文件

ＤＲ６５６ 施工记录文件

ＤＲ６５７ 施工检测文件

各专业工程竣工图

依据专业工程

从 ＤＲ６６１ 开始

依次进行编号

ＤＲ６７１ 竣工验收与备案文件

ＤＲ６７２ 行业验收文件

ＤＲ６７３ 竣工决算文件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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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备注

ＤＲ６ 成果移交

ＤＲ６８ 工程声像文件

ＤＲ６９ ＢＩＭ 成果

ＤＲ６８１ 照片

ＤＲ６８２ 光盘

ＤＲ６８３ 录像带、 录音带

ＤＲ６８４ 其他载体声像文件

ＤＲ６９１ 设计模型及应用成果

ＤＲ６９２ 施工模型及应用成果

ＤＲ６９３ 竣工模型及应用成果

ＤＲ６９４ 轻量化竣工模型　 　

ＤＲ６９５ 竣工模型各级模型单元的

属性信息表

ＤＲ６９６ 竣工模型的建筑信息模型

执行计划

ＤＲ６９７ 竣工模型的建筑指标表

ＤＲ６９８ 竣工模型的工程量清单

ＤＲ６９９ 隐蔽工程扫描模型

５ ３ １０　 应使用模型单元状态元数据标记模型单元的有效性ꎬ 使用模型单元的信息前应复核状

态ꎬ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制品 (ＷＩＰ) 数据不应作为有效数据使用ꎻ

２　 共享 (Ｓｈａｒｅｄ) 数据应作为临时信息交换ꎬ 可被指定的参与方用于指定的用途ꎻ

３　 出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数据应作为正式交付物ꎬ 可被指定的参与方使用ꎻ

４　 存档 (Ａｒｃｈｉｖｅｄ) 数据应作为正式交付物ꎬ 可被指定的参与方读取ꎮ

５ ３ １１　 通用数据环境中的数据应可监控其中的数据创建和修改ꎬ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模型单元均应具备唯一的标识 (ＩＤ)ꎻ

２　 模型单元应记录创建、 管理、 更新和被访问元数据ꎮ

５ ４　 组织管理

５ ４ １　 通用数据环境的组织管理应支持各参与方根据职责和权限ꎬ 对通用数据环境资源分级

使用ꎮ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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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２　 通用数据环境宜提供 ＡＰＩꎬ 与各参与方内部工作的数据环境进行对接ꎮ

５ ４ ３　 组织管理模块宜保障各参与方在通用数据环境中具有不同层次的使用空间:

１　 各参与方宜拥有相互独立的使用空间和可共享的空间ꎻ

２　 在特定各参与方之间宜具备建立指定数据共享通道的功能ꎮ

５ ５　 模型资源库

５ ５ １　 模型资源库主要包含数据字典、 模板库、 规则库、 知识库ꎬ 可根据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

则进行部署和配置ꎮ

５ ５ ２　 模板库宜包括数据模板、 应用模板ꎬ 应统一制作、 管理ꎬ 按权限管理分发ꎮ

【条文说明】 数据模板包括建模所需项目模板文件、 工作空间、 单元库、 构件库等ꎮ 应用模板包

括模型应用所需标准化设置文件和应用指南ꎮ

５ ５ ３　 规则库和知识库应根据项目质量需求建立ꎬ 可采用非结构化数据形式公布ꎬ 当采用结构

化规则库或知识库时ꎬ 可结合流程管理使用ꎮ

５ ６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

５ ６ １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

２０２０) 第 ７ ４ 节相关要求ꎮ

５ ６ ２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的硬件配置及网络架构应满足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所约定的各项工

作要求ꎮ

５ ６ ３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应支持多设备多终端的 ＢＩＭ 模型浏览ꎻ

２　 应兼容不同格式的建筑信息模型ꎻ

３　 应具备完善的权限管理体系ꎻ

４　 应满足深化设计流程及版本、 质量管理需求ꎻ

５　 应实现与其他系统数据接口集成ꎻ

６　 应建立安全通道访问机制ꎻ

７　 宜支持模型数据提取、 复核和应用ꎻ

８　 宜支持模型合规性检查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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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工模型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施工模型应依据数据准备的成果和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ꎬ 按阶段、 专业或区域创建和

管理ꎮ

６ １ ２　 施工模型包括深化设计模型、 施工用例模型和竣工模型ꎬ 其相互关系如图 ６ １ ２ 所示ꎮ

施工模型创建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深化设计模型应在施工图设计模型基础上创建和应用ꎻ

２　 施工用例模型应基于深化设计模型的全部或局部通过补充相关信息形成ꎬ 以满足施工组

织、 进度、 安全、 质量、 成本等管理应用的要求ꎻ

３　 竣工模型宜兼顾运维模型的需求ꎮ

图 ６ １ ２　 深化设计模型、 施工用例模型和竣工模型关系

【条文说明】 本条从信息模型的建立机制方面对模型要求进行规定ꎮ

６ １ ３　 施工 ＢＩＭ 应用前ꎬ 应根据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ꎬ 对施工模型进行审查ꎮ

６ １ ４　 深化设计模型的创建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根据各专业要求ꎬ 在施工图设计模型基础上进行细化和补充ꎮ

２　 考虑工程质量、 成本、 进度、 安全以及施工工艺的影响因素ꎻ

３　 补充构件编码和建造信息ꎬ 并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０—２０２３) 的有关规定ꎮ

【条文说明】 建造信息主要包括构件编码、 计量信息 (如配筋信息等)、 检验批信息等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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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５　 施工用例模型的创建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符合对应施工应用的交换信息需求ꎬ 充分考虑施工组织、 工艺、 现场情况、 施工管理

等特点ꎬ 在深化设计模型基础上补充建设资源和建设过程等信息ꎻ

２　 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和属性信息深度应根据不同应用的需求进行创建ꎻ

３　 用于施工方案模拟的用例模型ꎬ 应表示施工过程中的活动顺序、 相互影响、 紧前紧后关

系、 施工资源及措施等施工管理信息ꎻ

４　 用于施工场地规划的用例模型ꎬ 应动态表达施工过程中的场地地形、 周边环境、 既有构

筑物、 临时设施等ꎻ

５　 用于质量管理的施工用例模型ꎬ 应根据确定的工艺工法ꎬ 按质量验收评定标准要求完成

模型的拆分或组合ꎬ 以满足施工阶段质量管理的细度要求ꎻ

６　 用于安全管理的施工用例模型ꎬ 应满足施工工序、 操作方法及易发生险情环节等虚拟展

示要求ꎻ

７　 用于进度管理的施工用例模型ꎬ 应按照进度计划中工作面的划分进行拆分或组合ꎮ

６ １ ６　 施工模型交付或应用前ꎬ 应对模型质量进行控制ꎬ 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深化设计模型和施工用例模型应进行碰撞检测ꎻ

２　 施工用例模型应复核模型与施工现场的一致性ꎻ

３　 竣工模型应复核与建设成果的一致性ꎮ

６ ２　 模型架构

６ ２ １　 施工模型生产和管理应以模型单元作为基本操作对象ꎬ 模型单元分级应符合 «民用运输

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４ １ 节的规定ꎮ

６ ２ ２　 施工模型的模型架构宜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０—

２０２３) 的要求ꎬ 且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项目级模型单元宜采用表 Ａ ０ ５ 的大类和中类的架构ꎻ

２　 功能系统级模型单元宜采用表 Ａ ０ ５ 的小类和细类的架构ꎻ

３　 表达产品宜采用表 Ａ ０ ６ 的细类ꎬ 当需要表达构件级模型单元时ꎬ 宜采用表 Ａ ０ ３ 的

细类ꎮ

６ ２ ３　 施工用例模型的模型架构宜符合应用需求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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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模型深度

６ ３ １　 施工模型的模型深度应由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组成ꎬ 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 属性信息

深度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６ ３ 节的

规定ꎮ

６ ３ ２　 深化设计模型和竣工模型的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应符合附录 Ｂ 的要求ꎮ

６ ３ ３　 施工模型的几何信息表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空间定位标明定位基点ꎬ 施工模型的模型坐标应与项目工程坐标一致ꎬ 施工用例模型的

模型坐标宜按 ＢＩＭ 施工应用需求设置ꎻ

２　 空间占位符合施工阶段 ＢＩＭ 应用需求ꎮ

６ ３ ４　 施工模型的属性信息表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设计模型属性信息的基础上ꎬ 完善施工阶段属性信息ꎻ

２　 满足施工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的属性信息深度要求ꎻ

３　 以属性信息表的形式进行表达ꎬ 属性信息表在数据模板的基础上增补属性值信息ꎬ 数据

模板应符合本标准第 ４ ４ ６ 条的规定ꎮ

６ ３ ５　 施工模型单元属性信息表达内容可参考表 ６ ３ ５ꎮ

表 ６ ３ ５　 施工模型单元属性信息表内容参考

属性分类 属性组 属性名称

项目信息

项目标识 项目名称、 编号、 简称等

项目类别及等级 按民航专业工程和非民航专业工程划分项目的类别及建设等级等

建设参与方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等

身份信息
基本描述 名称、 编号、 类型、 工程说明等

编码信息 编码、 编码执行标准等

定位信息

项目内部定位 所属的建筑、 楼层、 房间、 编号

坐标定位 可按照平面坐标系统、 地理坐标系统、 投影坐标系统分项描述

占位尺寸 长度、 宽度、 高度、 厚度、 精度等

系统信息
系统分类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 编号、 编码及关联关系类型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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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性分类 属性组 属性名称

技术信息

构造尺寸 长度、 宽度、 高度、 厚度、 精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系统 /设备构成 主要系统 /设备的名称、 材质、 尺寸等属性

设计参数 系统性能、 产品设计性能

技术要求 材料要求、 施工要求、 安装要求等

生产信息

产品通用基础数据
应符合 «建筑产品信息系统基础数据规范»

(ＪＧＪ / Ｔ ２３６) 的规定

产品专用基础数据
应符合 «建筑产品信息系统基础数据规范»

(ＪＧＪ / Ｔ ２３６) 的规定

资产信息 资产登记
资产类别、 资产属性、 设备编码、 组成设备、 采购信息、

使用信息等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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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民用运输机场项目民航专业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配套工程等的深化设计宜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民航专业工程包含机场场道工程、 机场目视助航工程、 航站楼和货运站的工艺流程

及民航专业弱电系统工程、 民航空管工程、 航空供油工程ꎬ 本条参考 «关于进一步明确民航建

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和质量监督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 (民航发 〔２０１１〕 ３４ 号) 中关于民航专业

工程的定义ꎮ

７ １ ２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宜包含下列内容:

１　 关键节点深化设计和优化ꎻ

２　 工程施工的可行性验证ꎻ

３　 现场变更ꎻ

４　 产品选用ꎻ

５　 计量计价ꎮ

７ １ ３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应基于深化设计模型ꎬ 根据 ＢＩＭ 实施细则开展ꎮ

７ １ ４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的输出成果应包括深化设计模型、 碰撞检查分析报告、 深化设计图

纸、 工程量统计表ꎬ 其中深化设计图纸和工程量统计表均应基于深化设计模型输出ꎮ

７ １ ５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成果通过各参与方共同审查后ꎬ 应作为有效的项目文件发布并指导

施工ꎮ

【条文说明】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成果对项目设计、 范围、 成本、 质量标准等形成影响的ꎬ 应进行

变更ꎬ 并在获得各参与方认可后ꎬ 形成合规文件ꎬ 作为项目竣工资料的一部分进行归档ꎮ 参与

方包含建设方、 设计方、 咨询方、 监理方ꎬ 咨询方可包含造价咨询与 ＢＩＭ 咨询ꎮ

７ １ ６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成果宜基于通用数据环境进行发布和管理ꎮ

７ １ ７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流程如图 ７ １ ７ 所示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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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 ７　 深化设计 ＢＩＭ 应用典型流程图

７ ２　 民航专业工程

７ ２ １　 机场场道工程深化设计中的道面工程预埋件布置、 排水工程管井定位、 排水沟钢筋深化

设计、 涵隧工程机电设备布置、 人行道格栅板布置、 消防管线综合排布、 围界布置、 监控系统

和电子警察系统设备选型等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工程中传力杆、 拉杆等预埋件布置应根据施工规范、 施工

工艺进行深化设计ꎬ 对与灯坑发生碰撞的传力杆、 拉杆进行调整ꎬ 综合考虑传力杆、 拉杆的高

程因素ꎬ 明确预埋件的位置ꎮ

排水工程中检查井、 连接井、 集水井、 进水口等管井的定位应有利于行人和车辆通行以及

后期维修ꎮ

排水沟钢筋深化设计宜对异形钢筋形状进行深化ꎬ 综合考虑钢筋的布置方式、 位置ꎬ 宜利

用排水沟钢筋深化设计模型导出钢筋配料表ꎬ 钢筋配料表包括钢筋的规格、 数量、 下料尺寸等

信息ꎮ

涵隧工程中机电设备空间布置宜综合考虑设备操作及检修空间等因素ꎮ

人行道格栅板布置宜进行预铺设ꎬ 研究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ꎬ 检查连接位置的正确

性、 表面平整度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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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管线综合排布宜综合考虑管线尺寸与间距要求、 施工安装与检修空间等因素ꎬ 避免因

返工延误工期、 浪费材料ꎮ

围界宜根据带高程的线进行布置ꎬ 输出围界布置图ꎮ

监控系统和电子警察系统设备宜根据厂家提供信息进行深化ꎬ 完成设备选型和布置ꎮ

７ ２ ２　 机场目视助航工程深化设计中的灯具、 标记牌基础、 目视坡度进近指示器、 供电管线综

合排布、 灯光变电站设备选型与布置等宜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灯具安装应基于厂家提供资料进行深化设计ꎬ 重点深化飞行区内各类灯具及标记牌

的安装位置、 几何尺寸、 构型及光强ꎮ

标记牌基础制作及安装宜深化标记牌的牌面信息ꎮ

目视坡度进近指示器宜利用三维可视化技术调整定位及仰角ꎮ

供电管线综合排布宜考虑管线尺寸、 种类、 支架尺寸、 规范对管线的间距要求、 其他专业

的预留洞口等ꎬ 同类型管线集中排布应合理布置支架ꎬ 考虑施工安装、 检修、 操作空间等因素ꎮ

灯光变电站设备宜根据厂家提供信息进行深化ꎬ 并进行空间布局优化ꎬ 综合考虑房间内的

空间布局、 设备间距及操作空间、 各类线缆的布线方式等ꎮ

７ ２ ３　 航站楼、 货运站的工艺流程及民航专业弱电系统工程深化设计中的设备选型与点位确

认、 机柜布置、 设备预埋件设计、 弱电管线综合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离港控制系统、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通信系统、 时钟系统、 行李系

统和登机桥宜根据设备厂家提供信息进行深化ꎬ 并完成空间布局优化和点位确认ꎮ

机房机柜选型宜根据初步设计方案及厂家提供信息进行空间布局优化ꎬ 综合考虑机房空间

布局、 机柜朝向与接线端口、 设备间距及操作空间等ꎮ

登机桥、 安检工艺、 货运站工艺及行李工艺等设备的预埋件设计宜确定预埋件的安装形式、

安装位置和安装要求ꎬ 保证现场安装的定位准确ꎮ

弱电管线综合应考虑管线尺寸、 种类、 支架尺寸、 规范对管线的间距要求等ꎮ 同类型管线

集中排布应合理布置支架ꎬ 考虑施工安装、 检修、 操作空间等因素ꎮ

７ ２ ４　 民航空管工程深化设计中的通信管线综合排布、 通信管井深度优化和定位、 空管设备布

置等宜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空管工程管线综合排布应综合考虑桥架、 线管尺寸与间距ꎬ 以及冷凝水重力管道流

向ꎬ 通信管网工程管线综合排布宜对管井进行精准开孔ꎮ

通信管井宜优化深度和布置ꎬ 管井定位宜有利于行人与车辆通行以及后期维护ꎮ

空管工程设备布置应综合考虑设备与桥架、 风管、 水管等保持安全间距及维护空间ꎬ 机柜

内部设备宜根据厂商深化方案进行优化ꎬ 综合考虑设备排布ꎬ 便于后期安装及维护ꎮ

７ ２ ５　 航空供油工程深化设计中的工艺与市政管道排布、 安全距离分析ꎬ 钢制罐体排板、 预埋

件设计ꎬ 机坪紧急停泵及监控布置等宜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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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工艺与市政管道排布宜综合考虑管道尺寸与间距要求ꎬ 以及阀门操作与检修空间ꎬ

保证雨水、 污水等重力管道流向合理ꎬ 机坪工艺管道与机场设施保持安全间距ꎮ

库 (站) 总图深化设计中的安全距离分析应前置ꎬ 对库 (站) 内部和外部构建筑物的安全

距离进行检查ꎬ 优化总平面布置及管道排布ꎮ

油罐区深化设计中的钢制罐体排板宜在模型中进行钢板切割ꎬ 创建最优排板方案ꎬ 精准预

制钢板ꎮ

油罐区深化设计中的预埋件设计宜确定预埋件的安装形式、 安装位置和安装要求ꎬ 保证现

场安装的定位合理、 数量准确、 整齐美观ꎮ

机坪紧急停泵及监控布置宜辅助全场站坪设备进行综合排布ꎬ 模拟监控视角ꎬ 优化布置方

案ꎬ 输出带坐标的深化设计图纸ꎮ

７ ３　 建筑工程

７ ３ １　 现浇混凝土深化设计中的细部节点深化、 空间竖向净高优化、 预留预埋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细部节点深化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合理性检查ꎬ 优化结构梁柱复杂节点钢筋、 预应

力复杂节点钢筋等细部构造ꎮ

空间竖向净高优化工作宜前置ꎬ 应用 ＢＩＭ 技术对出入口、 楼梯间、 电梯厅、 中庭走道等空

间进行净高检查和优化ꎮ

预留预埋宜根据机电、 钢结构、 幕墙等其他专业的提资需求ꎬ 应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孔洞预留、

埋件预埋深化ꎮ

７ ３ ２　 砌体结构深化设计宜依据相关建筑施工规范、 工程设计文件及施工方案等文件ꎬ 结合机

电管线综合优化后的结果ꎬ 应用 ＢＩＭ 技术综合分析优化填充墙砌体排布以及构造柱、 圈梁、 过

梁等二次结构构造布置ꎮ

７ ３ ３　 钢结构深化设计中的施工工艺设计和连接节点设计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钢结构施工工艺应综合考虑钢结构采购、 构件制作、 构件运输和现场安装等技术要

求ꎬ 工艺评审阶段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施工工况模拟ꎮ

钢结构连接节点深化应综合考虑节点形式及节点受力特性ꎮ

７ ３ ４　 机电工程深化设计中的设备安装深化、 管线综合、 支吊架设计及荷载验算、 机电末端和

预留预埋定位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设备安装深化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对设备空间布置、 操作及检修空间等进行可视化漫游

检查ꎬ 为设备尺寸、 组合等选择提供支持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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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综合 ＢＩＭ 应用应考虑管线尺寸、 种类、 支架尺寸、 规范对管线的间距要求、 净高控制

要求等ꎮ 同类型管线集中排布应合理布置支架ꎬ 考虑施工安装、 检修、 操作空间等因素ꎮ

宜采用三维可视化、 漫游、 ＶＲ 等方式来指导管线综合排布的合理性ꎮ

支吊架设计及荷载验算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开展支吊架连接节点、 生根固定点及整体受力分析

验算ꎬ 确保支吊架强度及刚度满足安全要求ꎮ

机电末端和预留预埋定位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确定机电末端和预留预埋的安装形式、 安装位置

和安装要求ꎮ

７ ３ ５　 幕墙工程深化设计中的幕墙单元优化、 节点设计、 预留孔洞、 幕墙预埋件设计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幕墙节点设计 ＢＩＭ 应用宜结合可视化功能进行合理性检查ꎬ 优化与结构构件的搭

接、 细部节点等ꎬ 形成问题报告及优化建议等成果文件ꎮ

对于异形幕墙ꎬ 宜针对曲面构件及龙骨、 横梁等的安装节点利用深化幕墙模型结合现场施

工空间坐标系进行空间定位ꎬ 导出定位放线数据ꎮ

幕墙预留孔洞设计 ＢＩＭ 应用中应核查幕墙节点、 幕墙埋件位置、 幕墙预留洞口位置等与其

他专业的空间关系ꎬ 避免发生碰撞ꎮ

幕墙预埋件设计 ＢＩＭ 应用应通过 ＢＩＭ 模型出具预埋件图纸ꎬ 确定预埋件尺寸、 定位等细节ꎬ

避免现场加工制作及定位不准确导致的材料浪费ꎮ

７ ３ ６　 智能化工程深化设计中的专业协调、 管线综合、 参数复核、 支吊架设计、 智能化末端和

预留预埋定位等工作ꎬ 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７ ３ ７　 装饰工程深化设计中的天花、 地面、 墙面的板块排布ꎬ 以及末端点位定位、 安装节点深

化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天花、 地面、 墙面的板块排布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ꎬ 检查、 优化板块排布方案ꎮ

末端点位定位应以原设计意图为基础ꎬ 协同装饰工程及机电工程模型ꎬ 解决末端点位冲突ꎬ

优化末端点位密集区域ꎮ

安装节点深化应综合考虑节点形式及安装空间ꎮ

７ ４ 市政配套工程

７ ４ １　 道路工程深化设计中的盲道设计、 传力杆和拉杆布置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盲道设计 ＢＩＭ 应用宜综合考虑人行道上的井盖、 标志牌、 路灯、 车止石等的布置ꎬ

分析盲道路线的畅通性、 提示盲道布置的合理性ꎻ

混凝土路面的传力杆和拉杆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根据施工组织进行布置ꎮ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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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２　 交通设施深化设计中的路灯、 信号灯系统设备、 监控系统设备和电子警察系统设备的选

型和布置ꎬ 以及基础及埋件设计、 车流分析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路灯、 信号灯系统设备、 监控系统设备和电子警察系统设备宜根据厂家提供信息进

行深化ꎬ 并应用 ＢＩＭ 技术合理布置ꎮ

基础和埋件设计宜根据选定的设备进行深化ꎮ

车流分析宜基于交通设施和道路的深化设计模型ꎬ 分析标识、 标线和信号灯类等的设置合

理性ꎮ

７ ４ ３　 地下管网深化设计中的管线综合、 管井定位与深度优化、 井内机电布置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地下管网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管线综合排布ꎬ 综合考虑管线尺寸与间距要求ꎬ 保证

雨水、 废水等重力管道的流ꎮ

管井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优化深度和布置ꎬ 管井定位宜有利于行人与车辆通行以及后期维护ꎮ

井内机电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深化设计ꎬ 考虑施工安装与检修空间ꎬ 合理布置支架、 爬梯、

管路附件等ꎬ 论证井内电缆在支架上的合理敷设ꎮ

７ ４ ４　 桥梁工程深化设计中的排水防水系统设计、 伸缩缝布置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排水防水系统宜根据施工现场地形应用 ＢＩＭ 技术对水的流向进行优化ꎮ

伸缩缝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根据施工组织进行布置ꎮ

７ ４ ５　 综合管廊深化设计中的机电设备选型与布置、 预留预埋件设计、 管线综合排布等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机电设备选型宜根据厂家提供信息进行深化ꎬ 综合考虑设备安装、 检修空间ꎬ 应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合理布置ꎮ

预留预埋件设计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精确定位ꎮ

管线综合排布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ꎬ 综合考虑管线尺寸与间距要求、 支架尺寸、 施工安装与检

修空间等因素ꎮ

７ ４ ６　 景观绿化深化设计中的园建选型与布置、 植株选型与布置、 景观机电管线综合排布等应

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地面铺装和小品等园建的选型与布置、 植株的选型与布置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ꎬ 制作效

果图和视频进行方案论证、 比选ꎮ

景观机电管线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综合排布ꎬ 分析喷头布置的合理性ꎬ 应考虑植株种植时

下方挖坑深度与地下管线安装碰撞问题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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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施工模拟 ＢＩＭ 应用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项目中的施工组织模拟、 施工方案模拟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８ １ ２　 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 新设备、 新材料的项目ꎬ 或施工难度大、 危险性较高的分部分项

工程ꎬ 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施工组织或施工工艺模拟ꎮ

８ １ ３　 不停航施工的相关施工组织及方案ꎬ 宜采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施工模拟ꎮ

８ ２　 施工组织模拟

８ ２ １　 施工组织模拟 ＢＩＭ 技术应用主要包括场地布置、 辅助资源配置等ꎮ

８ ２ ２　 场地布置模拟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对场地道路、 施工设施、 各功能分区进行设计及优化ꎬ 对

现场物流、 人流进行平面规划ꎮ

【条文说明】 对于施工场地条件不佳、 现场作业单位多、 综合协调工作量大的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ꎬ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运用 ＢＩＭ 技术ꎬ 对施工总平面布置进行规划模拟ꎬ 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大型

施工机械设施 (如塔吊、 施工升降机、 混凝土泵等)、 现场物流运输、 现场人流ꎬ 以提高施工现

场的安全性与场地布置的合理性ꎮ

８ ２ ３　 辅助资源配置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将各工作的劳动力、 施工设备、 施工材料等资源配置情况

与进度计划模拟相关联ꎬ 辅助施工组织资源的调配和管控ꎮ

８ ３　 施工方案模拟

８ ３ １　 施工方案模拟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对施工方案中难以直观表达、 技术存疑的内容进行辅助

验证ꎮ

８ ３ ２　 对于局部空间狭小、 涉及专业和施工队伍多、 安装工序有严格要求的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ꎬ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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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专业、 不同系统、 不同构件的施工顺序进行优化ꎬ 使施工工序合理化ꎮ

８ ３ ３　 施工工艺复杂的、 质量控制要求高的施工标准节点、 重要样板、 关键位置的局部节点做

法应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ꎬ 通过透视、 剖面、 动画等不同角度和方法ꎬ 展示节点做法和质量管控要点ꎬ

提升工程建造质量ꎮ

８ ４　 不停航施工模拟

８ ４ １　 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辅助形成不停航施工方案ꎬ 主要包括平面布置、 进度计划、 资源配置、

重要工序模拟ꎮ

８ ４ ２　 应使用不停航施工用例模型对不停航施工相关的平面布置、 人员和车辆进出路线进行

模拟ꎮ

８ ４ ３　 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形成不停航施工进度计划ꎬ 并对不停航施工整个周期进行进度模拟

推演ꎮ

８ ４ ４　 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对不停航施工相关的人员、 机械、 材料进行数量统计ꎮ

８ ４ ５　 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对不停航施工相关的重要区域、 重要工序进行工艺施工及工序交叉

模拟ꎮ

８ ４ ６　 宜使用不停航施工用例模型的综合环境对车辆故障处理、 航空器提前降落等特情险情ꎬ

计划遮盖的标志标线、 关闭的助航灯光等目视助航设施ꎬ 施工机械对其净空影响进行综合模拟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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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进度管理 ＢＩＭ 应用

９ １　 一般规定

９ １ １　 施工进度管理中的进度计划编制和进度控制等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９ １ ２　 进度计划编制 ＢＩＭ 应用应根据项目特点和进度控制需求进行ꎮ

９ １ ３　 进度控制 ＢＩＭ 应用应对实际进度的原始数据进行收集、 整理、 统计和分析ꎬ 并将实际进

度信息附加或关联到进度管理模型ꎮ

９ １ ４　 施工进度管理 ＢＩＭ 应用交付成果ꎬ 宜包括进度计划、 进度管理用例模型、 任务节点工程

量统计表、 进度审批文件以及进度优化与模拟成果、 进度分析和预警报告、 进度计划纠偏文

档等ꎮ

９ １ ５　 进度管理 ＢＩＭ 应用流程宜参考图 ９ １ ３ꎮ

图 ９ １ ３　 进度管理 ＢＩＭ 应用流程图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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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　 进度计划编制

９ ２ １　 进度计划编制中的工作结构分解、 计划拟定、 进度对应的工程量统计、 资源配置、 进度

计划优化、 进度计划审查、 形象进度可视化等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９ ２ ２　 工作分解结构应根据项目的整体工程、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工序

依次分解ꎬ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工作分解结构中的检验批应与模型或信息相关联ꎻ

２　 工作分解结构宜达到支持制订进度计划的详细程度ꎬ 并包括任务间关联关系ꎮ

９ ２ ３　 创建进度管理用例模型时ꎬ 应根据工作分解结构对深化设计模型进行拆分或合并处理ꎬ

并将进度计划与模型关联ꎮ

９ ２ ４　 在进度计划编制 ＢＩＭ 技术应用中ꎬ 宜利用进度管理用例模型对施工情况复杂节点进行施

工工序、 人工、 材料、 机械、 成本等主要资源进行模拟分析ꎬ 指导进度计划编制ꎮ

９ ２ ５　 在进度计划优化 ＢＩＭ 技术应用中ꎬ 宜利用进度管理用例模型对关键任务节点的工程量进

行统计ꎬ 结合人工、 材料、 机械、 成本等因素对进度计划进行优化ꎮ

【条文说明】 对施工工期紧张、 各专业工序间关联程度大、 协调要求高的工程应利用 ＢＩＭ 技术ꎬ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利用 ＢＩＭ 模型和模拟软件ꎬ 结合模型展示、 时间、 成本因素ꎬ 通过进度模

拟ꎬ 观察建造进度ꎬ 对施工进度计划和实际施工完成情况、 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进行模拟和对

比分析ꎮ

９ ３　 进度控制

９ ３ １　 施工进度控制中进度展示、 进度分析、 进度预警、 进度纠偏等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９ ３ ２　 在施工进度展示 ＢＩＭ 技术应用中ꎬ 宜基于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动态展示计划进度及实际进

度信息ꎮ

【条文说明】 可结合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将进度计划与进度管理用例模型进行关联ꎬ 动态展示进度

计划的工作分解结构、 工序及工序间的衔接关系、 人员和机械、 材料配备等模拟情况ꎮ

可将实际进度数据通过自动或人工采集方式输入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ꎬ 并与进度管理用例模

型进行关联ꎬ 动态展示实际进度的完成工程量等情况ꎮ

可将施工现场视频监控信号接入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并与模型关联ꎬ 通过 ＢＩＭ 模型关联展示

现场实时画面信息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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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３ ３　 在施工进度分析 ＢＩＭ 技术应用中ꎬ 宜结合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对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的偏

差进行分析ꎮ

【条文说明】 可将动态实际完成工程量数据通过自动或人工采集方式输入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ꎬ 与

实际进度和 ＢＩＭ 模型关联ꎬ 形成计划模型与实际完成模型对比ꎬ 直观动态展示实际施工进度ꎮ

可根据实际进度信息 (包括模型构建或区块或进度项对应施工的实际开始时间、 实际结束

时间、 过程实际完成工程量、 过程实际完成比等) 与计划进度信息 (包括模型构建或区块或进

度项对应的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结束时间、 计划工程量等) 对比分析ꎬ 形成报告文件ꎮ

可依托通用数据环境在实际进度信息基础上ꎬ 匹配工序、 工种、 设备、 材料等类别信息动

态形成实际工效报表或关联 ＢＩＭ 模型展示ꎬ 为进度工效管理提供决策依据ꎮ

９ ３ ４　 在施工进度预警 ＢＩＭ 技术应用中ꎬ 宜结合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对工期进行预测和预警

提醒ꎮ

【条文说明】 可根据实际进度信息的历史数据与计划进度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ꎬ 形成预计工期、

预计完工时间等ꎬ 并与计划结束时间或工期节点形成对比ꎬ 做出逾期预警ꎮ 预计逾期和实际逾

期信息可与 ＢＩＭ 模型关联ꎬ 逾期原因可在 ＢＩＭ 模型标注ꎮ 同时逾期信息还可利用 ＢＩＭ 协同工作

平台、 Ａｐｐ、 电子邮箱、 短信、 微信等途径发送消息提醒或形成预警报告ꎬ 为进度管控提供决策

支持ꎮ

９ ３ ５　 在施工进度纠偏 ＢＩＭ 技术应用中ꎬ 宜结合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对纠偏进度计划进行验证、

分析、 调整ꎬ 确保满足进度控制要求ꎮ

【条文说明】 对出现进度预警的工期计划进行分析和调整后ꎬ 可将调整结果与 ＢＩＭ 模型关联ꎬ 通

过模拟验证调整措施是否可行ꎬ 用验证后可行的措施对实际进度进行纠偏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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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质量管理 ＢＩＭ 应用

１０ １　 一般规定

１０ １ １　 施工质量管理中的质量过程管控、 施工质量验收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１０ １ ２　 施工质量管理应结合质量管理用例模型ꎬ 根据质量验收标准编制质量验收计划ꎬ 开展

质量验收工作ꎮ

１０ １ ３　 质量管理用例模型应存储建筑构件、 设备信息ꎬ 宜结合先进测量技术及工具对施工作

业产品进行追踪、 记录、 分析ꎮ

１０ １ ４　 质量管理用例模型应基于深化设计模型附加或关联质量相关信息ꎮ

【条文说明】 质量相关信息包括作业班组、 施工装备信息、 材料信息 (运输、 加工情况、 产地、

试验检测报告)、 过程检查、 工序工艺、 施工时间、 施工部位、 巡检抽测、 验收评定等信息ꎮ

１０ １ ５　 施工质量管理 ＢＩＭ 应用交付成果ꎬ 主要包括质量管理用例模型、 相关联的质量验收报

告、 质量问题分析及整改报告ꎮ

１０ ２　 质量过程管控

１０ ２ １　 质量过程管控的 ＢＩＭ 应用主要包括质量验收计划确定、 质量问题分析、 质量问题处理、

质量管理相关资料形成ꎮ

１０ ２ ２　 确定质量验收计划时ꎬ 宜利用模型针对整个工程项目确定质量验收计划ꎬ 并将质量验

收检查点附加或关联到相关模型元素上ꎬ 也可使用质量管理用例模型对质量管控要点进行展示

和模拟ꎮ

１０ ２ ３　 质量问题分析时ꎬ 宜利用模型按部位、 时间、 施工人员等对质量信息和问题进行汇总

和展示ꎮ

１０ ２ ４　 质量问题处理时ꎬ 宜将质量问题处理信息附加或关联到相关模型元素上ꎮ

１０ ２ ５　 在编制质量管理相关资料时ꎬ 应使用质量管理用例模型进行质量整改和不合格产品记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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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ꎬ 并自动形成台账、 分析报告和解决方案ꎬ 对后续的施工进行预警、 预防ꎮ

１０ ３　 施工质量验收

１０ ３ １　 施工质量管理中的质量验收管理及相关验收报告形成可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１０ ３ ２　 质量验收管理 ＢＩＭ 应用主要包括构件验收、 工序验收、 工程质量验收ꎮ

１０ ３ ３　 质量验收前ꎬ 宜将质量验收信息附加或关联到相关模型元素上ꎮ

１０ ３ ４　 质量验收时ꎬ 宜使用质量管理用例模型对各专业工程检查频率确定检测的位置和数量

实施ꎮ 应使用质量管理用例模型进行快速查询、 浏览、 显示质量问题ꎬ 处置信息及验收评定内

容ꎬ 生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报告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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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安全管理 ＢＩＭ 应用

１１ １　 一般规定

１１ １ １　 施工安全管理中危险源辨识和风险预警、 人员安全管理、 安全检查应结合安全管理用

例模型按区域开展ꎮ

１１ １ ２　 安全管理用例模型应基于深化设计模型附加或关联安全相关信息ꎮ

【条文说明】 安全相关信息包括安全生产 / 防护设施、 安全检查、 风险源等信息ꎮ

１１ １ ３　 施工安全管理宜结合安全管理用例模型ꎬ 根据安全管理要求编制施工安全策划方案ꎬ

开展安全检查工作ꎮ

１１ ２　 危险源辨识和风险预警

１１ ２ １　 危险源辨识和风险预警策划ꎬ 宜基于深化设计模型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程编制ꎬ 创

建安全管理用例模型ꎬ 生成危险源辨识报告、 风险预警建议等ꎬ 并持续优化和完善ꎮ

１１ ２ ２　 危险源辨识和风险预警 ＢＩＭ 应用的交付成果ꎬ 主要包括安全管理用例模型、 危险源辨

识报告、 安全警示、 警告标识、 施工安全交底文件ꎮ

１１ ２ ３　 危险源辨识和风险预警 ＢＩＭ 应用流程宜参考图 １２ ２ ３ꎮ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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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２ ３　 危险源辨识和风险预警 ＢＩＭ 应用流程图

１１ ３　 人员安全管理

１１ ３ １　 人员安全教育、 个人安全防护应用应结合安全管理用例模型ꎬ 按区域、 时间对安全信

息进行展示ꎮ

１１ ３ ２　 宜结合 ＢＩＭ 和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技术对管理人员和现场作业人员进行交底ꎬ 开展

安全教育培训ꎮ

１１ ３ ３　 人员安全管理 ＢＩＭ 应用流程宜参考图 １２ ３ ３ꎮ

图 １２ ３ ３　 人员安全管理 ＢＩＭ 应用流程图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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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人员安全教育宜在 ＶＲ 场景中加入交互ꎬ 增加常规安全交底项如焊接、 带电作业、

高空作业等的操作轨迹、 流程及工艺要点ꎮ

１１ ４　 安全检查

１１ ４ １　 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宜基于安全管理用例模型ꎬ 结合施工安全管理规程ꎬ 进行实施过

程监控及动态管理、 安全隐患分析等ꎮ

【条文说明】 安全检查宜结合安全管理用例模型设定危险轨迹或危险区域ꎬ 发现人的不安全行为

或物的不安全状态ꎮ 人员的定位可通过安全帽、 安全带等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结合位置系统或视

频数据与用例模型融合获取其定位信息ꎮ

１１ ４ ２　 安全检查宜采用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基于安全管理用例模型实现安全管理人员对现场安

全检查的管理ꎮ

【条文说明】 在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上搭建安全管理模块ꎬ 使用安全管理用例模型记录的安全检查

问题、 制定的相应整改措施能够在该模块上对问题和相应的安全信息进行汇总展示ꎮ

１１ ４ ３　 安全检查 ＢＩＭ 应用的交付成果ꎬ 主要包括安全管理用例模型、 安全巡查记录、 安全整

改单ꎮ

１１ ４ ４　 安全检查 ＢＩＭ 应用流程宜参考图 １２ ４ ４ꎮ

图 １２ ４ ４　 安全检查 ＢＩＭ 应用流程图

【条文说明】 安全管理用例模型宜根据施工安全管理的需求ꎬ 选择合适的模型精度进行 ＢＩＭ 应

用ꎬ 辅助施工过程的安全管理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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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成本管理 ＢＩＭ 应用

１２ １　 一般规定

１２ １ １　 施工成本管理中的施工图预算编制、 变更管理、 计量支付、 成本控制等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１２ １ ２　 变更管理宜利用 ＢＩＭ 技术辅助开展变更方案对比、 变更资料管理等ꎮ

【条文说明】 变更管理过程中ꎬ 可借助 ＢＩＭ 模型对比不同版本间的工程量ꎬ 配合原投标报价情

况ꎬ 快速比较不同方案对投资的影响情况ꎮ 同时ꎬ 可在变更部位关联变更相关资料ꎬ 包括变更

决策资料、 变更图纸、 变更结果等内容ꎬ 可在 ＢＩＭ 模型上直观呈现变更情况、 检查变更图纸与

变更模型的一致性ꎮ 变更文件应作为项目竣工资料归档ꎮ

１２ ２　 施工图预算编制

１２ ２ １　 施工图预算过程中编制工程量清单时可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１２ ２ ２　 施工图预算可直接采用施工图设计模型ꎬ 模型应提前考虑工程量统计要求ꎮ

【条文说明】 工程实施过程中ꎬ 部分项目设计阶段未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ꎬ 则在施工阶段前期需要根据

设计图纸重新创建 ＢＩＭ 模型ꎮ 从设计阶段开始使用 ＢＩＭ 技术ꎬ 设计完成后即可形成全专业的

ＢＩＭ 成果ꎮ 对于模型精度达标的专业ꎬ 则可直接用于编制工程量清单ꎻ 对于精度未达标的专业ꎬ

则需要根据 ＢＩＭ 应用需求调整后使用ꎮ

在开展施工图预算 ＢＩＭ 应用前ꎬ 需要在制定 ＢＩＭ 工作流程、 标准和规范时ꎬ 充分考虑造价

管理对 ＢＩＭ 模型的要求 (除考虑模型深度等要求外ꎬ 还应考虑现行工程量统计相关统计要求)ꎬ

规范模型创建人员的建模习惯ꎬ 科学地进行构件的定义和分类ꎬ 避免下游复用 ＢＩＭ 模型时ꎬ 产

生大量的模型调整工作ꎮ

１２ ２ ３　 工程量清单编制时ꎬ 宜直接从 ＢＩＭ 模型中统计工程量ꎬ 或导入其他 ＢＩＭ 算量软件统计

工程量ꎮ

【条文说明】 编制工程量清单时ꎬ 可利用 ＢＩＭ 软件的统计功能ꎬ 从 ＢＩＭ 模型中统计需要的长度、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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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 面积等所需工程量ꎻ 也可将 ＢＩＭ 模型导入 ＢＩＭ 算量软件ꎬ 进行工程量统计ꎮ

从 ＢＩＭ 模型提取数据进行工程量统计的ꎬ 首先由于不同项目对 ＢＩＭ 模型深度要求不尽相同ꎬ

ＢＩＭ 模型的出量率也略有差异ꎬ 区分为从三维构件中提取工程量或利用二维图纸辅助出量ꎻ 其

次 ＢＩＭ 模型应根据计量规则对构件拆分、 扣减关系、 搭接关系进行处理ꎬ 并参照计量规范ꎬ 添

加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项目特征等信息ꎮ 导入其他 ＢＩＭ 算量软件进行工程量统计的ꎬ 应根据

不同软件的具体需求ꎬ 对模型进行调整ꎬ 并对转换结果进行复核ꎮ

利用 ＢＩＭ 模型统计工程量时ꎬ 应注意不同建模软件中工程量数值的具体含义ꎮ

１２ ２ ４　 施工图预算模型应考虑模型拆分、 几何建模规则、 属性信息深度ꎮ

【条文说明】 由于业务逻辑上不一致ꎬ 设计单位对 ＢＩＭ 模型结构的拆分往往是基于设计视角进行

的ꎬ 部分 ＢＩＭ 模型结构的拆分无法满足造价管理或工程量清单编制的需要ꎮ 若开展 ＢＩＭ 造价管

理的应用ꎬ 需要在模型结构上充分考虑造价管理拆分需求ꎮ 模型拆分应考虑标段拆分和构件专

业拆分ꎮ 其中按施工标段拆分是指施工图预算阶段的模型拆分结果ꎬ 可以辅助明确招标阶段的

标段划分和交界面衔接ꎮ 按模型构件拆分是指施工图预算阶段的模型拆分结果要保证不同专业

施工图中构件不重复且能够兼顾清单计价规范专业拆分ꎮ 在建模前需要制定各专业有交界面的

构件定义其专业归属ꎮ 如精装图也表达机电的照明、 末端、 点位ꎬ 需要在要各专业有交界面的

构件定义表中明确其归属专业ꎬ 便于模型复核ꎬ 避免重复ꎮ

ＢＩＭ 模型精度与 ＢＩＭ 应用的深浅息息相关ꎬ 若采用 ＢＩＭ 技术辅助开展造价管理工作ꎬ 对

ＢＩＭ 模型的精度要求更为严格ꎮ 模型精度要求包括两个维度: 一是模型几何表达精度要求ꎬ 对

ＢＩＭ 模型的搭接关系、 扣减关系、 建模方式需要提出具体要求ꎻ 二是属性信息深度要求ꎬ 需要

对属性字段的格式、 填写位置进行规范化、 标准化ꎬ 为开展数据管理奠定基础ꎮ

ＢＩＭ 模型属性应能够用于区分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与位置信息ꎮ 例如ꎬ 混凝土结构类构件

属性信息应包含结构材质 (混凝土强度等级)、 抗渗等级ꎬ 位置信息应包括楼层、 标高、 部位

(地上、 地下)ꎻ 钢结构类构件属性信息应包括结构材质 (钢材等级)、 防火要求、 防腐要求ꎮ 可

通过模型构件上的属性信息与工程量清单相匹配ꎮ

１２ ２ ５　 编制计价文件时ꎬ 清单工程量计算结果导入计价软件中ꎬ 参考国家发布计价依据、 企

业定额ꎬ 计算工程价格ꎬ 输出招标工程量清单ꎮ

１２ ２ ６　 施工图预算 ＢＩＭ 应用交付成果宜包括各专业施工图预算 ＢＩＭ 模型、 招标工程量清单、

招标控制价、 投标报价等ꎮ

１２ ２ ７　 施工图预算 ＢＩＭ 应用流程宜参考图 １２ ２ ７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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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２ ７　 施工图预算 ＢＩＭ 应用流程图

１２ ３　 计量支付

１２ ３ １　 施工计量支付过程中的工程量统计宜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１２ ３ ２　 计量支付 ＢＩＭ 应用过程中ꎬ 项目各参与方应基于同一 ＢＩＭ 模型与统计规则ꎬ 开展工程

量申报、 审核、 审定工作ꎮ

１２ ３ ３　 计量支付 ＢＩＭ 应用软件宜包含下列功能:

１　 根据项目施工情况、 质量验评数据等ꎬ 借助 ＢＩＭ 模型实现工程量统计汇总ꎻ

２　 具有一套完整的计量支付表单ꎮ

【条文说明】 计量支付模块可集成在通用数据环境中ꎬ 根据工程实施情况ꎬ 通过 ＢＩＭ 模型统计工

程量ꎬ 结合合同工程量清单单价ꎬ 形成计量支付资料ꎮ

１２ ４　 成本控制

１２ ４ １　 施工阶段成本计划编制、 施工产值统计、 资金计划编制、 成本分析等可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ꎮ

【条文说明】 施工产值统计宜通过 ＢＩＭ 模型反馈现场施工结果ꎬ 实时统计施工产值ꎮ 在资金计划

编制环节ꎬ 宜基于计量支付统计情况ꎬ 按年度、 季度、 月度生成不同周期资金计划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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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４ ２　 成本计划编制宜基于进度管理用例模型ꎬ 按照年度、 季度、 月度生成不同周期成本控

制计划ꎮ

１２ ４ ３　 成本分析 ＢＩＭ 应用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将深化设计模型与进度计划关联ꎬ 根据计划进度统计预期施工工程量ꎬ 结合各项工作内

容需要消耗的人工、 材料、 机械ꎬ 编制人、 机、 料调配预案ꎻ

２　 对现场人员出勤情况、 材料购买及出库情况、 机械设备使用情况进行统计ꎬ 按照维度进

行整理ꎬ 并将实际成本信息与深化设计模型进行关联ꎻ

３　 按照时间周期、 构件、 分包合同等维度统计成本信息ꎬ 输出目标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对

比ꎬ 提前设置预警值ꎬ 实现成本预警ꎻ

４　 根据对比分析结果ꎬ 对实际成本超出预算和目标的部位进行分析、 检查和纠偏ꎮ

【条文说明】 在成本分析过程中ꎬ 在编制完成成本计划后ꎬ 需要根据项目实施情况ꎬ 对项目进行

成本预警、 成本纠偏ꎮ 在成本预警环节ꎬ 宜对超出预算和目标的成本项目进行预警ꎮ 预警宜通

过可视化模型进行提示ꎬ 或将信息推送至责任人ꎮ 在成本纠偏环节开展三算对比分析ꎬ 宜按照

时间、 模型、 成本科目、 合同规划等不同维度输出预算收入、 目标成本、 实际成本、 实际收入

的对比分析统计结果ꎮ

１２ ４ ４　 成本控制 ＢＩＭ 应用交付成果宜包括成本控制计划、 成本动态核算表、 成本分析报表、

成本管理用例模型等ꎮ

１２ ４ ５　 成本控制 ＢＩＭ 应用流程宜参考图 １２ ４ ５ꎮ

图 １２ ４ ５　 成本控制 ＢＩＭ 应用典型流程图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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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装配式建筑 ＢＩＭ 应用

１３ １　 一般规定

１３ １ １　 装配式建筑宜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ꎬ 建立构件全过程追踪体系ꎬ 实现预制构件可追溯、 流程

规范化ꎮ

【条文说明】 构件全过程追踪体系包含设计、 生产、 验收、 运输、 堆放、 安装信息的全过程

追踪ꎮ

１３ １ ２　 预制构件应进行编码ꎬ 构件编码主要包括构件类型、 几何信息、 材料属性、 装配位置

和工序等信息ꎮ

１３ ２　 构件生产阶段

１３ ２ １　 预制构件生产模型应在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模型的基础上ꎬ 添加模具、 生产工艺、 养

护、 堆放等所需信息ꎮ

１３ ２ ２　 预制构件宜使用预制构件生产模型进行数控加工ꎮ

１３ ２ ３　 预制构件生产交付成果ꎬ 主要包括预制构件生产模型、 生产批次清单、 工序清单、 零

构件模型、 加工图、 安装图、 材料物流清单、 工艺文件、 造价清单ꎮ

１３ ３　 运输及安装阶段

１３ ３ １　 预制构件运输宜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ꎬ 进行构件装卸、 堆放的模拟检验ꎬ 并考虑运输时的包

装和保护措施ꎮ

【条文说明】 运输阶段宜通过构件全过程追踪系统ꎬ 实时跟踪验收、 运输、 堆放等过程信息ꎬ 包

含构件的装车时间、 车牌号、 构件编码、 计划到场时间、 包装情况、 装卸步骤、 堆放次序等ꎮ

１３ ３ ２　 预制构件运输宜使用信息化标识ꎬ 通过二维码或射频识别等技术进行数字化管理和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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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ꎮ

１３ ３ ３　 装配式建筑的构件安装宜采用 ＢＩＭ 技术ꎬ 对施工重难点工艺进行分析ꎬ 确定安装模拟

的内容ꎮ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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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拓展 ＢＩＭ 应用

１４ １　 一般规定

１４ １ １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项目施工中绿色施工管理、 智慧工地管理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１４ １ ２　 施工管理过程宜基于 ＢＩＭ 模型结合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 移动互联及人工智能等

技术创建智慧工地管理平台ꎮ

１４ ２　 绿色施工

１４ ２ １　 绿色施工管理中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节能与能源利用、 环境

保护等宜应用 ＢＩＭ 技术ꎮ

１４ ２ ２　 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宜通过总平面布置用例模型动态管理ꎬ 利用 ＢＩＭ 技术事先依照施

工进程对现场进行布置ꎬ 节省临时用地ꎬ 提高场地利用率ꎮ

１４ ２ ３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宜通过 ＢＩＭ 深化设计、 优化协调减少冲突碰撞ꎬ 减少原材浪费ꎬ

提高材料或构件的重复利用率ꎮ

１４ ２ ４　 节能与能源利用宜通过 ＢＩＭ 技术的日照模拟、 三维建模可视化功能ꎬ 控制建筑朝向ꎬ

减少建筑形体的凹凸或错落ꎬ 尽量降低体形系数ꎬ 减少能源浪费ꎮ

１４ ２ ５　 环境保护宜基于 ＢＩＭ 模型及平台利用物联网技术ꎬ 进行噪声、 扬尘、 二氧化碳、 污水

排放等环境监测与管理ꎬ 减少碳的排放ꎮ

１４ ３　 智慧工地

１４ ３ １　 施工管理过程中的数字化施工、 人员管理、 车辆管理、 现场质量巡检、 数字沙盘等宜

基于智慧工地管理平台ꎬ 进行智慧工地应用ꎮ

【条文说明】 智慧工地是指运用信息化手段ꎬ 通过三维平台对工程项目进行精确设计和施工模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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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ꎬ 围绕施工过程管理ꎬ 建立互联协同、 智能生产、 科学管理的施工项目信息化生态圈ꎬ 并将

此数据在虚拟现实环境下与物联网采集到的工程信息进行数据分析ꎬ 提供过程趋势预测及专家

预案ꎬ 实现工程施工可视化智能管理ꎬ 以提高工程管理信息化和绿色建造水平ꎮ

１４ ３ ２　 数字化施工管理宜采用定位技术ꎬ 在施工机械上安装传感器ꎬ 并将深化设计模型上传

至智慧工地管理平台ꎬ 对施工机械进行定位控制和自动引导ꎮ

１４ ３ ３　 人员管理宜采用 Ａｐｐ 定位方式在施工现场范围内进行人脸识别打卡ꎬ 采用安全帽定位

方式在 ＢＩＭ 模型中精确定位人员位置ꎮ

１４ ３ ４　 车辆管理宜采用定位、 视频监控等技术对施工区车辆、 司机等进行全方位、 全时段监

控ꎬ 通过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实时查看车辆位置、 速度ꎮ

１４ ３ ５　 现场巡检宜通过高精度定位 ＰＡＤ 可登录平台进行平台功能的各种操作ꎬ 将现场检查结

果、 拍摄记录连接至深化设计模型进行质量管理ꎮ

１４ ３ ６　 数字沙盘可通过无人机扫描 ＤＥＭ、 影像数据及数字化施工系统提供的高精度施工数据ꎬ

利用 ＢＩＭ 技术创建三维模型ꎬ 通过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动态模拟ꎮ

【条文说明】 鉴于民航专业特殊性ꎬ 机场工程无人机扫描多应用于新建机场或结合不停航施工情

况下的场景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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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竣工成果交付

１５ １　 一般规定

１５ １ １　 竣工 ＢＩＭ 成果验收应作为工程验收的一部分与工程实体验收同步进行ꎮ

１５ １ ２　 竣工验收宜基于通用数据环境开展ꎮ

１５ １ ３　 竣工模型和数据宜作为运维阶段 ＢＩＭ 应用的基础ꎮ

１５ ２　 竣工 ＢＩＭ 成果验收

１５ ２ １　 竣工 ＢＩＭ 成果交付前应组织各参与方验收ꎮ

１５ ２ ２　 竣工 ＢＩＭ 成果验收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

２０２０) 的有关规定ꎮ

１５ ２ ３　 竣工验收成果主要包括竣工模型、 施工管理资料、 施工技术资料、 进度造价文件、 施

工物资出场质量证明及进场检测资料、 施工记录资料、 施工试验记录及检测资料、 竣工质量验

收资料、 竣工验收资料ꎮ

１５ ２ ４　 竣工模型应与工程实体保持一致ꎮ

１５ ３　 竣工 ＢＩＭ 成果交付

１５ ３ １　 ＢＩＭ 竣工成果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

２０２０) 的有关规定ꎮ

１５ ３ ２　 施工过程中应及时提交阶段性 ＢＩＭ 模型及应用成果ꎬ 并满足下列规定:

１　 提交阶段性 ＢＩＭ 模型及应用成果文件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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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中成果移交的有关规定ꎻ

２　 提交阶段性 ＢＩＭ 模型及应用成果宜参考表 １５ ３ ３ꎮ

１５ ３ ３　 竣工 ＢＩＭ 成果交付宜参考表 １５ ３ ３ꎬ 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

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附录 Ｂ 中有关规定ꎮ

表 １５ ３ ３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竣工 ＢＩＭ 成果交付文件

类

别

应用

类别

应用点

代号
应用点 竣工 ＢＩＭ 成果文件 成果类型

１

项目

规划

及方案

比选

Ａ１ 规划符合性文件

Ａ２
机场总平面

规划分析

Ａ３ 征地拆迁分析

Ａ４ 噪声影响分析

Ａ５ 陆侧交通系统分析

与城市及临近机场关系图 文档、 图纸

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机场本期规划总平面图 文档、 图纸

机场远期规划总平面图 文档、 图纸

机场土地使用规划控制图 文档、 图纸

机场土地使用规划分析模型 文档、 图纸

征地拆迁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征地拆迁面积表 文档

机场环境噪声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模型

机场环境噪声影响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机场噪声影响分析图 图片、 文档

机场陆侧综合交通研究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机场场址区域综合交通现状 文档、 图片、 视频

２
遮挡

分析

Ａ６
仪表着陆系统临界

敏感区范围分析

Ａ７ 导航台场地分析

Ａ８ 塔台通视分析

Ａ９
进近灯光面

障碍物排查分析

Ａ１０
机场场址净空

可视化分析

仪表着陆系统临界敏感区范围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导航台站场地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塔台管制位置和高度技术论证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塔台通视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灯光面障碍物排查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净空图 图片、 视频

净空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３
设计

方案

分析

Ａ１１ 飞行区模拟仿真

Ａ１２
航站楼方案

对比分析

飞行区模拟仿真研究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航站楼主体方案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主要构型节点方案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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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应用

类别

应用点

代号
应用点 竣工 ＢＩＭ 成果文件 成果类型

３
设计

方案

分析

Ａ１３
捷运系统及

行李隧道工程

可视性分析

Ａ１４
陆侧交通系统

车流模拟

Ａ１５
行李运输流线

仿真模拟

Ａ１６
旅客服务系统

可视性分析

捷运系统及行李隧道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捷运系统及行李隧道模型可视性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车流模拟仿真动画 文档、 视频、 图片

车流模拟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行李运输流线可视性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标识系统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航显、 时钟、 值机引导系统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安检闸机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４
人流

分析

Ａ１７ 人流动线分析

Ａ１８ 疏散模拟

到港、 出发、 中转流程动画 视频、 图片

疏散模拟动画 视频、 图片

疏散模拟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５
场地

设计

分析

Ａ１９

Ａ２０

三维地质分析

土方分析

地势分析

排水分析

三维地质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土方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土方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地势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地势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排水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排水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６
碰撞

检测

Ａ２１ 行李系统碰撞检查 行李系统区域碰撞检查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Ａ２２ 全专业碰撞检查 碰撞检查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Ａ２３
通行限高及

距离碰撞检查
通行限高及距离碰撞检查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７
管线

综合

Ａ２４ 干线路由管线综合

Ａ２５
全专业路由

管线综合

管线综合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管线综合图 ＤＷＧ 文件、 图纸

管线综合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管线综合图 ＤＷＧ 文件、 图纸

８
工程

经济

分析

Ａ２６ 辅助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分析表 文档

Ａ２７ 工程量统计 主要工程量清单 文档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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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应用

类别

应用点

代号
应用点 竣工 ＢＩＭ 成果文件 成果类型

９
工程

管理

Ａ２８ 进度管理

Ａ２９ 质量管理

Ａ３０ 安全管理

Ａ３１ 变更管理

Ａ３２ 竣工移交

施工 ＢＩＭ 实施方案 文档

进度计划模拟动画 视频

施工工艺模拟 文档、 视频

实施进度与计划进度模型比对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ＢＩＭ 应用分析模型及报告 模型、 文档、 ＩＦＣ 模型

样板文件 模型

现场质量管控分析报告 文档

质量交底方案 文档、 视频

质量问题闭环销项分析报告 文档

ＢＩＭ 应用分析模型及报告 模型、 文档、 ＩＦＣ 模型

安全风险源分析报告 文档

安全交底方案 文档、 视频

变更统计分析报告 文档

关联变更并完成修改的模型 模型、 文档、 ＩＦＣ 文件

变更模型工程量统计报告 模型、 文档、 ＩＦＣ 文件

竣工验收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关联到模型中的竣工验收合格后的

验收信息和资料
文档、 视频

过程审核文件 文档

管理流程文件 文档

施工节点验收文件 模型、 视频、 文档

１０
施工

模拟

Ａ３３ 不停航施工方案

Ａ３４ 行李系统施工模拟

Ａ３５ 施工总平面布置

不停航施工方案模拟动画 视频

不停航施工方案相关施工工艺模拟动画 视频

行李系统施工方案模拟动画 视频

行李系统施工方案相关施工工艺模拟动画 视频

施工总平面布置方案模型 (按阶段、
功能分区等)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施工总平面布置方案漫游动画 视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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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应用

类别

应用点

代号
应用点 竣工 ＢＩＭ 成果文件 成果类型

１１
深化

设计

Ａ３７
民航专业工程

深化设计

Ａ３８ 建筑工程深化设计

Ａ３９ 市政工程深化设计

场道工程、 民航空管工程、 目视助航设施

工程等深化设计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场道工程、 民航空管工程、 目视助航设施

工程等深化设计模型导出图纸
ＤＷＧ 文件、 图纸

建筑、 结构、 幕墙、 电气等深化设计模型 ＤＷＧ 文件、 图纸

建筑、 结构、 幕墙、 电气等深化模型

导出图纸
ＤＷＧ 文件、 图纸

道路、 桥梁、 综合管廊、 景观绿化等

深化设计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道路、 桥梁、 综合管廊、 景观绿化等

深化模型导出图纸
ＤＷＦ 文件、 图纸

１２ 其他 — — — —

１５ ３ ４　 ＢＩＭ 成果文件命名、 标识及交付成果格式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
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有关规定ꎮ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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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数据模板样式

表 Ａ ０ １　 施工阶段模型数据模板详细样式 １

模型单元名称 高压成套配电柜

ＩＤ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１ 分类和编码 １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２ 分类和编码 ２

几何信息

几何信息需求 长、 宽、 高 几何表达精度

属性信息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基本描述 设备名称 —

编码信息 构件编码 —

坐标定位

坐标 Ｘ ｍ

坐标 Ｙ ｍ

坐标 Ｚ ｍ

区域定位

建筑名称 —

楼层 —

房间名称 —

系统分类
系统名称 —

系统图编号 —

品牌信息

品牌 —

型号 —

质量 ｋｇ

占位尺寸

长 ｍｍ

宽 ｍｍ

高 ｍｍ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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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设计参数

额定工作电压 ｋＶ

额定绝缘电压 Ｖ

额定工作电流 Ａ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Ａ

额定工作频率 —

防护等级 —

生产信息

制造商 —

产地 —

出厂日期 —

安装日期 —

质保日期 —

表 Ａ ０ ２　 施工阶段模型数据模板详细样式 ２

模型单元名称 电力电缆

ＩＤ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１ 分类和编码 １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２ 分类和编码 ２

几何信息

几何信息需求 长、 外径 几何表达精度

属性信息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基本描述 设备名称 —

编码信息 构件编码 —

坐标定位

坐标 Ｘ ｍ

坐标 Ｙ ｍ

坐标 Ｚ ｍ

区域定位
建筑名称 —

楼层 /区域 —

系统分类 系统名称 —

—５５—

附录 Ａ　 数据模板样式



续表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品牌信息

品牌 —

型号 —

质量 ｋｇ

设计参数

额定电压 ｋＶ

标称截面 ｍｍ２

外径 ｍｍ

护套材质 —

芯数 —

线芯材质 —

生产信息

制造商 —

产地 —

出厂日期 —

安装日期 —

表 Ａ ０ ３　 施工阶段模型数据模板详细样式 ３

模型单元名称 母线槽

ＩＤ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１ 分类和编码 １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２ 分类和编码 ２

几何信息

几何信息需求 长、 宽、 高 几何表达精度

属性信息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基本描述 设备名称 —

编码信息 构件编码 —

坐标定位

坐标 Ｘ ｍ

坐标 Ｙ ｍ

坐标 Ｚ ｍ

区域定位

建筑名称 —

楼层 —

房间名称 —

系统分类 系统名称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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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品牌信息

品牌 —

型号 —

质量 ｋｇ

材质 —

占位尺寸 长 ｍｍ

设计参数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Ａ

绝缘电阻 Ω

防护等级 —

生产信息

制造商 —

产地 —

出厂日期 —

安装日期 —

表 Ａ ０ ４　 施工阶段模型数据模板详细样式 ４

模型单元名称 幕墙面板

ＩＤ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１ 分类和编码 １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２ 分类和编码 ２

几何信息

几何信息需求 长、 宽、 高 几何表达精度

属性信息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基本描述 构件名称 —

编码信息 构件编码 —

坐标定位

坐标 Ｘ ｍ

坐标 Ｙ ｍ

坐标 Ｚ ｍ

区域定位

建筑名称 —

楼层 /区域 —

安装编号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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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系统分类 系统名称 —

品牌信息

品牌 —

型号 —

材料 —

质量 ｋｇ

占位尺寸

长 ｍｍ

宽 ｍｍ

高 ｍｍ

设计参数

面积 ｍ２

截面最大应力 Ｎ / ｍｍ２

刚度 ｍｍ

挠度 ｍｍ

传热系数 —

遮阳系数 —

透光折减系数 —

生产信息

制造商 —

产地 —

出厂日期 —

安装日期 —

质保日期 —

表 Ａ ０ ５　 施工阶段模型数据模板详细样式 ５

模型单元名称 跑道入口灯

ＩＤ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１ 分类和编码 １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２ 分类和编码 ２

几何信息

几何信息需求 长、 宽、 高 几何表达精度

属性信息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基本描述 设备名称 —

编码信息 构件编码 —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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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坐标定位

坐标 Ｘ ｍ

坐标 Ｙ ｍ

坐标 Ｚ ｍ

区域定位
跑道名称 —

区域 —

系统分类
系统名称 —

系统图编号 —

品牌信息

品牌 —

型号 —

质量 ｋｇ

占位尺寸

长 ｍｍ

宽 ｍｍ

高 ｍｍ

设计参数

输入电压 Ｖ

功率 Ｗ

光效 ｌｍ / Ｗ

显色指数 —

照射面积 ｍ２

跑道类别 —

设置间距 ｍ

防护等级 —

生产信息

制造商 —

产地 —

出厂日期 —

安装日期 —

质保日期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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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民

航
专

业
工

程
深

化
设

计
模

型
和

竣
工

模
型

深
度

要
求

表
Ｂ

０
１　

民
航
专
业
工
程
深
化
设
计
模
型
和
竣
工
模
型
深
度
要
求
表

单
位

工
程

模
型

单
元

深
化

设
计

模
型

竣
工

模
型

几
何

信
息

属
性

信
息

几
何

信
息

属
性

信
息

目
视

助
航

设
施

工
程

进
近

灯
、

跑
道

入
口

灯
、

跑
道

末
端

灯
、

跑
道

中
线

灯
、

跑
道

边
灯

、
滑

行
道

中
线

灯
、

滑
行

道
边

灯
、

目
视

进
近

坡
度

指
示

灯
等

灯
具

隔
离

变
压

器
、

发
电

机
、

高
低

压
开

关
柜

、
一

次
灯

光
电

缆
、

二
次

灯
光

电
缆

等
供

电
电

缆
及

设
备

灯
光

监
控

设
备

、
单

灯
监

控
设

备
、

高
级

地
面

引
导

设
备

、
ＦＯ

Ｄ
探

测
设

备
等

监
控

设
备

管
井

、
管

道
、

管
件

、
阀

门
、

仪
表

、
支

吊

架
等

高
杆

灯
、

机
位

标
记

牌
、

４０
０

Ｈ
ｚ
电

源
、

泊
位

引
导

装
置

、
机

坪
监

控
装

置
等

站
坪

照
明

设
备

灯
具

、
管

线
、

设
备

的
安

装

位
置

、
几

何

尺
寸

、
基

础

尺
寸

等
ꎮ

１
灯

具
构

型
、

发
光

颜
色

、
光

强
信

息
等

ꎻ
２

设
备

厂
家

、
型

号
、

编
号

、
技

术
参

数
等

ꎻ
３

管
线

规
格

型
号

、
材

料
和

材
质

信
息

等
ꎻ

４
系

统
类

型
、

连
接

方
式

、
安

装
部

位
、

安
装

要
求

、
施

工
工

艺
等

安
装

信
息

ꎻ
５

大
型

设
备

应
具

有
相

应
的

荷
载

信
息

ꎮ

灯
具

、
管

线
、

设

备
的

安
装

位
置

、
几

何
尺

寸
、

基
础

尺
寸

等
ꎮ

１
灯

具
构

型
、

发
光

颜
色

、
光

强
信

息
等

ꎻ
２

设
备

厂
家

、
型

号
、

编
号

、
技

术
参

数
等

ꎻ
３

管
线

规
格

型
号

、
材

料
和

材
质

信
息

ꎻ
４

系
统

类
型

、
连

接
方

式
、

安
装

部
位

、
安

装
要

求
、

施
工

工
艺

等
安

装
信

息
ꎻ

５
大

型
设

备
应

具
有

相
应

的
荷

载
信

息
ꎻ

６
灯

具
、

设
备

及
管

线
安

装
工

序
、

安
装

时

间
、

负
责

人
等

ꎻ
７

灯
具

、
设

备
和

管
线

施
工

细
节

和
过

程
及

其
施

工
信

息
、

安
装

信
息

、
连

接
信

息
等

ꎻ
８

灯
具

、
设

备
ꎻ

９
管

线
等

采
购

信
息

ꎬ
包

括
供

应
商

、
计

量

单
位

、
数

量
(如

长
度

、
体

积
等

)、
采

购
价

格
等

ꎮ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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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单
位

工
程

模
型

单
元

深
化

设
计

模
型

竣
工

模
型

几
何

信
息

属
性

信
息

几
何

信
息

属
性

信
息

场
道

工
程

桩
体

、
挡

土
墙

、
锚

杆
、

锚
索

、
砌

体
、

防
护

底
基

层
、

基
层

、
面

层
、

传
力

杆
、

道
面

补
强

筋
、

嵌
缝

板

标
志

标
线

、
标

志
牌

、
信

号
灯

涵
沟

、
盖

板
、

管
道

基
础

、
管

道
支

座
、

管
道

、
排

水
泵

站
、

管
井

、
进

出
水

口
、

垫
层

、
底

板
、

墙
体

、
顶

板
、

立
柱

、
梁

、
涵

隧
铺

装
、

结
构

防
水

、
排

水
沟

、
人

行
道

铺
设

、
栏

杆
、

搭
板

、
机

电
设

备
、

管
道

、
管

件
、

阀
门

、
仪

表
、

沟
槽

围
界

基
础

、
围

栏
、

线
缆

、
监

控
设

备

１
桩

体
、

挡

土
墙

、
砌

体
、

防
护

等
位

置
、

标
高

、
几

何

尺
寸

及
排

布
ꎻ

２
传

力
杆

、
道

面
补

强
筋

、
嵌

缝
板

、
管

道
、

机
电

设

备
等

安
装

位

置
、

几
何

尺

寸
、

基
础

尺

寸
等

ꎮ

１
挡

土
墙

、
防

护
、

锚
杆

、
传

力
杆

、
道

面
补

强
筋

、
嵌

缝
板

等
厂

家
、

型
号

、
编

号
、

技
术

参
数

、
材

料
、

材
质

等

信
息

ꎻ
２

系
统

类
型

、
连

接
方

式
、

安
装

部
位

、
安

装
要

求
、

施

工
工

艺
等

安
装

信
息

ꎻ
３

大
型

设
备

应
具

有
相

应
的

荷
载

信
息

ꎮ

１
桩

体
、

挡
土

墙
、

砌
体

、
防

护
等

位

置
、

标
高

、
几

何

尺
寸

及
排

布
ꎻ

２
锚

杆
、

传
力

杆
、

道
面

补
强

筋
、

嵌

缝
板

、
管

道
等

安

装
位

置
、

几
何

尺

寸
、

基
础

尺
寸

等
ꎮ

１
挡

土
墙

、
防

护
、

锚
杆

、
传

力
杆

、
道

面

补
强

筋
、

嵌
缝

板
等

厂
家

、
型

号
、

编
号

、
技

术
参

数
、

材
料

、
材

质
等

信
息

ꎻ
２

系
统

类
型

、
连

接
方

式
、

安
装

部
位

、
安

装
要

求
、

施
工

工
艺

等
安

装
信

息
ꎻ

３
大

型
设

备
应

具
有

相
应

的
荷

载
信

息
ꎻ

４
锚

杆
、

传
力

杆
、

管
道

安
装

工
序

、
安

装

时
间

、
负

责
人

等
施

工
信

息
ꎻ

５
锚

杆
、

传
力

杆
、

管
道

等
采

购
信

息
ꎬ

包

括
供

应
商

、
计

量
单

位
、

数
量

(如
长

度
、

体
积

等
)、

采
购

价
格

等
ꎮ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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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单
位

工
程

模
型

单
元

深
化

设
计

模
型

竣
工

模
型

几
何

信
息

属
性

信
息

几
何

信
息

属
性

信
息

空
管

工
程

主
(备

)
用

集
成

塔
台

系
统

数
据

转
发

服
务

器
、

交
换

机
、

ＫＶ
Ｍ

一
体

机
等

设
备

ꎬ
多

点
相

关
监

视
工

程
中

央
处

理
站

、
维

护
监

控
站

、
接

收
站

、
天

线
及

立
杆

、
避

雷
针

等
设

备
ꎬ

ＤＶ
ＯＲ

及
ＤＭ

Ｅ
导

航
台

工
程

多
普

勒
全

向
信

标
设

备
、

测
距

仪
设

备
、

ＤＶ
ＯＲ

天
线

阵
、

ＤＶ
ＯＲ

监
控

天
线

、
测

距
仪

天
线

等
设

备

仪
表

着
陆

系
统

航
向

信
标

设
备

、
航

向
天

线
、

航
向

天
线

近
场

监
控

天
线

、
远

场
监

控
天

线
、

宽
度

监
控

天
线

、
内

指
点

标
设

备
、

内
指

点
标

天
线

、
下

滑
信

标
设

备
、

下
滑

天
线

、
下

滑
天

线
近

场
监

控
天

线
、

测
距

仪
设

备
、

测
距

仪
天

线
等

设
备

气
象

信
息

系
统

气
象

卫
星

云
图

接
收

处
理

广
播

系
统

设
备

、
天

气
图

自
动

填
绘

与
分

析
系

统
设

备
等

ꎬ
天

气
雷

达
工

程
的

多
普

勒
天

气
雷

达
等

设
备

ꎬ
ＳＤ

Ｈ
环

网
工

程
智

能
光

网
络

传
输

系
统

设
备

、
综

合
业

务
接

入
系

统
设

备
、

环
网

通
信

光
缆

布
线

设
备

等
ꎬ

主
(备

)
用

内
话

系
统

席
位

电
源

、
核

心
接

口
板

、
无

线
接

口
板

等
设

备
ꎬ

主
(备

)
自

动
转

报
系

统
服

务
器

、
智

能
异

步
线

路
切

换
器

、
交

换
机

、
智

能
程

控
通

信
单

元
等

设
备

记
录

仪
系

统
监

听
单

元
、

交
换

机
等

设
备

ꎬ
甚

高
频

遥
控

台
工

程
四

信
道

发
信

机
柜

、
甚

高
频

接
收

机
、

八
信

道
收

信
机

柜
等

设
备

时
钟

系
统

双
面

数
字

子
钟

、
单

面
数

字
子

钟
、

监
控

管
理

终
端

、
交

换
机

等
设

备
ꎬ

航
行

情
报

动
态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服
务

器
、

航
行

情
报

终
端

等
设

备

１
工

艺
设

备
、

仪
表

仪
器

、
服

务
器

、
显

示
设

备
、

存
储

设
备

、
柜

台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

金
属

槽
盒

、
桥

架
设

备
支

架
、

线
缆

的
位

置
及

尺
寸

ꎻ
２

影
响

结
构

构
件

承
载

力
或

钢
筋

配
置

的
管

线
、

孔
洞

等
的

位
置

及
尺

寸
ꎮ

１
设

备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等

产
品

信
息

ꎬ
包

括
材

料
、

技
术

参
数

、
生

产
厂

家
、

出
厂

编
号

等
ꎻ

２
网

络
终

端
的

ＩＰ
地

址
ꎮ

１
工

艺
设

备
、

仪
器

仪
表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
金

属
槽

盒
、

桥
架

设
备

支
架

、
线

缆
的

位
置

及
尺

寸
ꎻ

２
影

响
结

构
构

件
承

载
力

或
钢

筋
配

置
的

管
线

、
孔

洞
等

的
位

置
及

尺
寸

ꎮ

１
设

备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等

产
品

信
息

ꎬ
包

括
材

料
参

数
、

技
术

参
数

、
生

产
厂

家
、

出
厂

编
号

等
ꎻ

２
网

络
终

端
的

ＩＰ
地

址
ꎻ

３
设

备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等

采
购

信
息

ꎬ
包

括
供

应
商

、
计

量
单

位
、

数
量

(如
长

度
、

体
积

等
)、

采
购

价
格

等
ꎻ

４
设

备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及

线
路

安
装

工
序

、
安

装
时

间
、

负
责

人
等

施
工

信
息

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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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单
位

工
程

模
型

单
元

深
化

设
计

模
型

竣
工

模
型

几
何

信
息

属
性

信
息

几
何

信
息

属
性

信
息

航
站

楼
、

货
运

站
的

工
艺

流
程

及
民

航
专

业
弱

电
系

统
工

程

服
务

器
、

交
换

机
、

显
示

屏
、

中
间

件
、

存
储

设
备

、
值

机
柜

台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机
柜

、
智

能
化

系
统

末
端

设
备

(时
钟

、
监

控

摄
像

头
)、

固
定

支
架

、
机

械
设

备
(安

检
设

备
、

扫
描

设
备

等
)、

线
缆

１
机

械
设

备
、

仪
表

仪
器

、
服

务
器

、
显

示
设

备
、

存
储

设

备
、

柜
台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

金
属

槽

盒
、

桥
架

设
备

支
架

、
线

缆
的

位
置

及
尺

寸
ꎻ

２
影

响
结

构

构
件

承
载

力
或

钢
筋

配
置

的
管

线
、

孔
洞

等
的

位
置

及
尺

寸
ꎮ

１
各

类
设

备
、

桥
架

、
线

缆

配
件

的
规

格
型

号
、

材
料

和

材
质

、
技

术
参

数
等

产
品

信
息

ꎻ
２

网
络

终
端

的
ＩＰ

地
址

ꎻ
３

大
型

设
备

应
具

有
相

应
的

荷
载

信
息

ꎮ

１
各

类
设

备
、

仪

器
仪

表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

金
属

槽
盒

、
桥

架
设

备

支
架

、
线

缆
的

位

置
及

尺
寸

ꎻ
２

影
响

结
构

构
件

承
载

力
或

钢
筋

配

置
的

管
线

、
孔

洞

等
的

位
置

及
尺

寸
ꎮ

１
各

类
设

备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的

规
格

型

号
、

材
料

和
材

质
、

技
术

参
数

等
产

品
信

息
ꎻ

２
网

络
终

端
的

ＩＰ
地

址
ꎻ

３
大

型
设

备
应

具
有

相
应

的
荷

载
信

息
ꎻ

４
设

备
及

线
路

安
装

工
序

、
安

装
时

间
、

负

责
人

等
施

工
信

息
ꎻ

５
机

械
设

备
、

桥
架

、
桥

架
配

件
等

采
购

信

息
ꎬ

包
括

供
应

商
、

计
量

单
位

、
数

量
(如

长
度

、
体

积
等

)、
采

购
价

格
等

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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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单
位

工
程

模
型

单
元

深
化

设
计

模
型

竣
工

模
型

几
何

信
息

属
性

信
息

几
何

信
息

属
性

信
息

供
油

工
程

内
浮

顶
锥

底
油

罐
、

不
锈

钢
双

盘
全

接
液

式
内

浮
盘

、
浮

动
吸

油
管

、
密

闭
取

样
器

、
储

罐
液

下
自

动
取

样
撬

、
质

量
检

查
桶

、
大

拉
杆

横
向

波
纹

补
偿

器
、

立
式

高
架

锥
底

油
罐

、
卧

式
污

油
罐

、
综

合
检

测
罐

、
回

收
罐

、
浮

动
出

油
装

置
等

油
罐

及
附

件

地
井

阀
、

加
油

栓
隔

断
阀

、
低

点
放

水
阀

、
井

体
井

盖
、

钢
筋

砼
阀

井
、

阀
门

井
井

圈
井

盖
等

机
坪

加
油

设
施

伺
服

液
位

计
、

油
罐

平
均

温
度

计
、

罐
边

显
示

器
、

液
位

计
数

据
采

集
器

、
高

精
度

压
力

变
送

器
、

音
叉

液
位

开
关

、
浮

球
液

位
开

关
、

防
爆

紧
停

按
钮

、
可

燃
气

体
探

测
器

、
气

象
监

测
仪

、
防

爆
接

线
箱

、
分

控
模

块
、

现
场

设
备

箱
、

终
止

端
、

分
支

器
、

温
度

变
送

器
、

压
力

变
送

器
、

差
压

变
送

器
、

浮
液

位
开

关
、

容
积

式
流

量
计

等
自

控
设

备

网
络

机
柜

、
２４

口
光

纤
配

线
架

、
安

防
主

交
换

机
、

视
频

监
控

服
务

器
、

数
字

硬
盘

录
像

机
、

存
储

硬
盘

、
视

频
监

控
操

作
站

、
ＬＥ

Ｄ
拼

接
屏

、
区

域
型

消
防

报
警

控
制

器
、

短
路

隔
离

器
、

车
牌

识
别

控
制

器
等

通
信

设
备

管
道

、
管

件
、

阀
门

、
仪

表

油
罐

及
附

件
、

机
坪

加
油

设
施

、
自

控
设

备
、

通
信

设
备

等
安

装
位

置
、

尺
寸

ꎮ

１
罐

及
附

件
、

机
坪

加
油

设
施

、
自

控
设

备
、

通
信

设
备

等
设

备
厂

家
、

型
号

、
编

号
、

技
术

参
数

等
ꎻ

２
管

线
规

格
型

号
、

材
料

和
材

质
信

息
ꎻ

３
系

统
类

型
、

连
接

方
式

、
安

装
部

位
、

安
装

要
求

、
施

工
工

艺
等

安
装

信
息

ꎻ
４

大
型

设
备

应
具

有
相

应
的

荷
载

信
息

ꎮ

油
罐

及
附

件
、

机
坪

加
油

设
施

、
自

控
设

备
、

通
信

设
备

等
安

装
位

置
、

尺
寸

ꎮ

１
罐

及
附

件
、

机
坪

加
油

设
施

、
自

控
设

备
、

通
信

设
备

等
设

备
厂

家
、

型
号

、
编

号
、

技
术

参
数

等
ꎻ

２
管

线
规

格
型

号
、

材
料

和
材

质
信

息
ꎻ

３
系

统
类

型
、

连
接

方
式

、
安

装
部

位
、

安
装

要
求

、
施

工
工

艺
等

安
装

信
息

ꎻ
４

大
型

设
备

应
具

有
相

应
的

荷
载

信
息

ꎻ
５

罐
及

附
件

、
机

坪
加

油
设

施
、

自
控

设
备

、
通

信
设

备
及

管
线

安
装

工
序

、
安

装
时

间
、

负
责

人
等

施
工

信
息

ꎻ
６

罐
及

附
件

、
机

坪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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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２—２０２３)



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ꎻ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ꎻ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ꎻ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 “应

按的规定执行”ꎮ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参照”ꎮ

—５６—

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应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应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建筑产品信息系统基础数据规范» (ＪＧＪ / Ｔ ２３６)

[２]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２０１８)

[３]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２３５—２０１７)

[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５]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６]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０—２０２３)

—６６—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２—２０２３)



民用机场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出版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１) ９８ ００

２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０８０４) ６０ ００

３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４ ＭＨ / Ｔ ５００５—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５) ５５ ００

５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６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０４７４) ５５ ００

７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２４) ６０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０５００) ５５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０３) ５５ ００

１１ ＭＨ / Ｔ ５０１２—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目视助航设施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１０４４) ４５ ００

１２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１３ ＭＨ / Ｔ ５０１７—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５１０) ３０ ００

１４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１６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１７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８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０６６２) ５９ ００

１９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２０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２１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２２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２３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２４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２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２６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２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８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０４８６) ４０ ００

２９ ＭＨ / Ｔ ５０３７—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 (０６４３) ３５ ００

３０ ＭＨ / Ｔ ５０３８—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公共广播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６９) ３５ ００

３１ ＭＨ / Ｔ ５０３９—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１) ３５ ００

３２ ＭＨ / Ｔ ５０４０—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时钟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０) ２２ ００

３３ ＭＨ / Ｔ ５０４１—２０１９ 机场环氧沥青道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２７) ２８ ００

３４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０７５５) ３５ ００

３５ ＭＨ / Ｔ ５０４３—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指南 (０７７９) ５６ ００

３６ ＭＨ / Ｔ ５０４４—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体系 (０７８４) ２０ ００

３７ ＭＨ / Ｔ ５０４５—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９８) ２０ ００

３８ ＭＨ / Ｔ ５０４６—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与运营筹备总进度综合管控指南 (０８６７) ５０ ００

３９ ＭＨ / Ｔ ５０４７—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 (０８８３) ２０ ００

４０ ＭＨ / Ｔ ５０４９—２０２０ 四型机场建设导则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７) ２０ ００

４１ ＭＨ / Ｔ ５０５０—２０２１
民用运输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沥青隔离层技术指南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２)
２０ ００

４２ ＭＨ / Ｔ ５０５２—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规范与交互技术指南 (０９８５) ５８ ００

４３ ＭＨ / Ｔ ５０５３—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基础设施技术指南 (１０００) ２０ ００

４４ ＭＨ / Ｔ ５０５４—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框架与管理机制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７) １９ ００

４５ ＭＨ / Ｔ ５０５５—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架构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９) １９ ００

４６ ＭＨ / Ｔ ５０５６—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质量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５) １９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４７ ＭＨ / Ｔ ５０５７—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安全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８) １９ ００

４８ ＭＨ / Ｔ ５０５８—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服务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６) １９ ００

４９ ＭＨ / Ｔ ５０５９—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公共信息标识系统设置规范 (１０７２) ５０ ００

５０ ＭＨ / Ｔ ５０６０—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填海工程技术规范 (１０９６) ５５ ００

５１ ＭＨ / Ｔ ５０６１—２０２２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１１００) ３０ ００

５２ ＭＨ / Ｔ ５０６２—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遮蔽原则应用指南 (１１３３) ２８ ００

５３ ＭＨ / Ｔ ５０６３—２０２３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指南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２５) ２６ ００

５４ ＭＨ / Ｔ ５０６４—２０２３ 飞机地锚设计与维护技术指南 (１１３２) ３８ ００

５５ ＭＨ / Ｔ ５０６５—２０２３ 通用机场选址技术指南 (１２３５) ５８ ００

５６ ＭＨ / Ｔ ５０６６—２０２３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共享 (１２１３) ２８ ００

５７ ＭＨ / Ｔ ５０６７—２０２３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治理技术 (１２１４) ２８ ００

５８ ＭＨ / Ｔ ５０６９—２０２３ 绿色机场评价导则 (１２３１) ４８ ００

５９ ＭＨ / Ｔ ５０７０—２０２３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１２２５) 　  ００

６０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１２２４) 　  ００

６１ ＭＨ / Ｔ ５０７２—２０２３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１２２３) 　  ００

６２ ＭＨ / Ｔ ５０７３—２０２３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运维应用标准 (１２２２) 　  ００

６３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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