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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制图表达，保证模型表达统一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高模型数据传递效率，方便建筑工程各

参与方对工程设计信息识别与应用，推动河北省建筑信息模型设

计深度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及工业建筑

工程建筑信息模型设计。

1.0.3 建筑工程建筑信息模型设计统一制图表达，除应符合本标

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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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BIM正向设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design

在三维环境里进行设计，利用三维模型和其中信息，自动生

成所需要的图档，模型数据信息完整一致，并可后续传递的过程。

2.0.2 制图表达 graphic expression

为表达设计意图，采用建筑信息模型表述设计内容、呈现交

付物的工作。

2.0.3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component
放置在建筑特定位置，并赋予几何与非几何信息的实体化元

素。简称模型构件。

2.0.4 几何信息 geometric information

建筑模型内外空间形状、大小及位置的数据信息统称。

2.0.5 几何表达精度 form tolerances

模型构件与所表达的实际建（构）筑物或构配件在形式差别

上的允许偏差。

2.0.6 非几何信息 non-geometric information

建筑模型内外空间，除几何信息之外的其他特征数据信息的

统称。

2.0.7 非几何表达细度 non-geometric representation of fineness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所包含的非几何信息的详细程度。

2.0.8 装配式建筑 assembled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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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主要

部分采用预制部品部件集成的建筑。

2.0.9 视图表达 the view expressed

基于建筑信息模型的各类信息可视化页面的表达方式。

2.0.10 模型工程计量 model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根据建筑信息模型对工程量做出统计，并以相应的计量单位

表达。

2.0.11 协同平台 collaboration platform

多专业使用并协同工作的软硬件环境。

2.0.12 设计节点交付物 design node deliverables

在设计节点，专业间及专业内互相提资，其过程中相互提交

的模型数据、条件图纸、表格及说明等。

2.0.13 合同交付物 contract deliverables

设计方按照与建设方签订的设计合同或专项约定提交的建筑

信息模型和设计图纸及说明等。

2.0.14 特定交付物 specific deliverables

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规定要求交付的用于审查、备案、报建

等目的的建筑信息模型和设计图纸及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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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表达适用于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期的各

阶段，并应满足各阶段应用要求，且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河北省

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3.0.2 建筑信息模型所包含的制图信息可被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

周期各阶段共享和使用，应具备连续性、追溯性及扩展性。

【条文说明：制图信息应包含项目基本信息及工程项目构件

所包含的非几何信息（详见附录Ｂ），项目基本信息应包括项目

基本情况、主要需求特征、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立项许可信息。】

3.0.3 建筑信息模型视图表达样式应符合国家相关现行制图标

准，特殊情况下，可采用基于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实体来表达，但

应满足：

1 应能准确表达设计意图；

2 应能完整表达设计各阶段的内容；

3 应能保证在工程项目各阶段间交互和应用。

3.0.4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表达应满足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各阶段工

程计量的要求。

3.0.5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物的表达应能利用多种表达方式体

现模型信息，且各类表达方式应与信息模型之间具有关联关系。

3.0.6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表达创建、使用和管理应采取一定的技

术措施保证信息表达的准确性，宜在同一数据格式标准建筑信息

模型软件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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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信息模型表达及传递

4.1一般规定

4.1.1 建筑信息模型表达和传递应满足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各阶段

的应用需求和制图要求，并应以模型构件作为基本对象，同时应

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4.1.2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的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应符合建筑工

程设计不同阶段、不同专业的制图要求，且模型构件信息数据可

根据需求进行添加、迭代或删除。

4.1.3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的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具有相关性，

应在模型构件信息中建立参数关系，对于无法建立参数关系或者

当二者出现不一致时，应以非几何信息为准。

4.1.4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应能够通过构件的编号和颜色识别出其

所表达的工程对象。

4.1.5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表达可包括预制的混凝土、钢结构、

木结构部品部件等内容.其表达除应符合本规范 4.2节、4.3节、4.4

节的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规范 4.5节的有关规定。

4.1.6 建筑信息模型在设计各阶段不同参与方传递的过程中，应

事先明确模型信息数据的内容、格式和交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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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模型构件几何表达

4.2.1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应划分为 G1、G2、G3和

G4四个等级，应符合表 4.2.1-1、4.2.1-2的规定。

表 4.2.1-1 建筑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模型构件几何

表达精度
模型要求

G1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G2
满足空间占位、基本形状及总体尺寸（面积、高度、体积）等

粗略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G3
满足主要几何特征及主要尺寸、安装尺寸等关键尺寸信息的几

何表达精度

G4

满足详细几何特征及精确尺寸，应表现必要的细部特征及内部

组成，构件应包含在项目后续阶段如施工算量、产品管理、制

造加工等应用中需要使用的详细信息

【条文说明：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是一种评估几

何描述近似度的手段，其主要作用在于能够建立工程参与方之间

衡量体系的基本共识。几何表达精度四个等级示例见表

4.2.1-1。】

表 4.2.1-2 几何表达精度四个等级示例

模型构

件几何

表达精

度

模型要求
示例 1

（管件）

示例 2（设

备）
示例 3（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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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

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G2

满足空间占位、基本形状

及总体尺寸（面积、高度、

体积）等粗略识别需求的

几何表达精度

G3

满足主要几何特征及主要

尺寸、安装尺寸等关键尺

寸信息的几何表达精度

G4

满足详细几何特征及精确

尺寸，应表现必要的细部

特征及内部组成，构件应

包含在项目后续阶段如施

工算量、产品管理、制造

加工等应用中需要使用的

详细信息

4.2.2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

要求。

【条文说明： 本条文给出常见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要

求，是为了进一步说明 4.2.1 条和 4.2.2 条的要求，实际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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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采用和拓展。

4.2.3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各阶段选取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概念设计阶段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不宜低于 G1等级；

2 方案设计阶段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不宜低于 G1等级；

3 初设设计阶段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不宜低于 G2等级；

4 施工图设计阶段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不应低于 G3等级。

5 施工深化设计阶段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不应低于G4等级。

【条文说明：几何表达精度等级根据设计阶段选取，以保障

不同阶段的使用需求。例如某项目的防排烟系统设备部分在初设

阶段选取 G2，以保障拟建项目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在施工图阶段

选取 G3，以保障准确施工。】

4.2.4 常见模型构件几何精度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的要求，表中

未列出的模型构件几何精度可自定义，并应在建筑信息模型执行

计划中写明。



9

4.3 模型构件非几何信息表达

4.3.1 模型构件非几何信息表达应满足建筑工程项目各阶段、各

专业的制图需求。

4.3.2 模型构件非几何信息应具有唯一性、可扩展性、可延续性，

宜满足建筑信息模型协同平台的要求。

4.3.3 模型构件的非几何信息细度应划分为 N1、N2、N3和 N4

四个等级，等级要求应符合表 4.3.3的规定。

表 4.3.3 模型构件非几何信息细度等级

模型构件

非几何表

达细度

模型要求

N1 宜包含模型单元的身份描述、项目信息、组织角色等信息

N2
宜包含和补充 N1 等级信息，增加实体系统关系、组成及材质，

性能或属性等信息

N3 宜包含和补充 N2 等级信息，增加生产信息、安装信息

N4 宜包含和补充 N3 等级信息，增加资产信息、维护信息

4.3.4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的非几何表达细度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要求。

【条文说明：依据不同设计阶段，模型应划分相应的信息精

度等级。建筑信息模型在设计阶段划分为概念设计阶段、方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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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和施工深化设计阶段，

建筑信息模型数据由上一阶段向下一阶段传递，上一阶段的有效

信息应无损保留。】

4.3.5 常见模型构件非几何精度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的要求，表

中未列出的模型构件非几何精度可自定义，并应在建筑信息模型

执行计划中写明。

4.4 模型构件编号规则及颜色表达

4.4.1 建筑信息模型在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期应用中，同一模型

构件的编号应前后保持一致，且应简明，易于辨识、记忆和检索，

并符合工程命名习惯。

4.4.2 各专业模型构件的编号应符合国家、河北省现行有关标准

和规范的规定，应由汉字、英文字符、数字、下划线“_”和连字

符“-”组合，禁止使用英文词汇，各字符与符号之间禁止使用空

格。

4.4.3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应按专业、构件类别、子类别（说明）

分类统一编号，应由“_”连接，格式宜为（专业/多专业代号）_

（模型构件类别）_（一级子类）_（二级子类）_（描述），如：

A_幕墙_玻璃_明框_多腔密封; P_蝶阀_对夹式_手柄传动_偏心。

【条文说明：模型构件编号规则说明：

1 专业/多专业代号：用于标识模型构件的所属专业，多专业

模型构件专业编号间应采用连字符“-”隔开。



11

2 模型构件类别：建筑信息模型构件附有主要特征的类别名

称，如砌块墙、幕墙、防火门；结构柱、结构梁；闸阀、蝶阀等。

3 一级子类：建筑信息模型构件细分类别，如幕墙类别的玻

璃幕墙、石材幕墙；蝶阀类别的的对夹式蝶阀、偏心式蝶阀等。

4 二级子类：建筑信息模型构件进一步细分类别，如玻璃幕

墙子类的明框和隐框；对夹式蝶阀子类的手柄传动和蜗轮传动等。

5 描述：必要的补充说明，也可当作（三级子类）使用。】

4.4.4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专业名称代号设置应符合现行河北省工

程建设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DB13（J）/T 284中

相关规定。

4.4.5 模型构件颜色应根据其所属专业或系统分类设置，同一模

型构件的颜色表达应保持前后一致，附属模型构件的颜色宜与所

属专业或系统的颜色保持一致。

4.4.6 各专业或系统模型构件之间颜色设置应差别显著，便于视

觉区分。

4.4.7 各专业或系统模型构件应根据模型交付成果的用途突显或

淡显相应的模型构件。

4.4.8 建筑、结构专业模型构件颜色表达宜满足表 4.4.8的规定。

表 4.4.8 建筑、结构模型构件配色

类别 工程对象
颜色

R,G,B 颜色样例

建筑

主体

柱（框架柱、构造柱） 215,215,215

梁（主次梁、圈梁） 215,21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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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工程对象
颜色

R,G,B 颜色样例

板 215,215,215

剪力墙 215,215,215

楼梯/踏步 244,244,244

坡道 244,244,244

装修地坪 207,211,205

装修吊顶 186,205,174

卫生洁具 255,255,255

厨房厨具 255,255,255

卫生间隔板 183,217,177

砖墙 221,200,163

屋顶保温层 182,96,134

外墙保温层 182,96,134

石材、铝板、其他挂

板
49,130,172

玻璃幕墙 49,130,172

玻璃隔断 49,130,172

门

装饰门 255,171,0

检修门 255,171,0

保温门 255,171,0

防盗门 255,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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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工程对象
颜色

R,G,B 颜色样例

卷帘门 255,171,0

人防门 255,171,0

防火门 255,171,0

设备
电梯/扶手电梯 144,144,144

机械停车位 144,144,144

栏杆
栏杆 207,208,207

栏板 207,208,207

窗

防火窗 2,106,82

外窗 2,106,82

内窗 2,106,82

防盗窗 2,106,82

百叶窗 2,106,82

4.4.9 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电气、智能化和动力系统的颜色设

置应符合河北省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DB13（J）

/T 284中相关规定。

4.4.10 本标准中未规定的模型构件颜色可由项目实施方或参与

方自行定义设置，但应在建筑信息模型执行规划或计划中进行说

明定义的方法，保证颜色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4.5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表达

4.5.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表达应体现专业集成设计因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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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品部件之间的连接或组装关系。

4.5.2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应按不同设

计阶段划分，并满足现行有关工程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1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宜达到 G3或 G4级，用于加

工制造的模型构件应达到 G4级，采用生产成品时应达到 G2或

G3。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附表 D的要求。

2装配式部品部件设计至加工阶段的 G/N对照关系应符合附表 F

的要求。

4.5.3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非几何信息内容应根据自

身设计要求在设计和生产阶段进行说明，宜包括以下内容：

1部品部件的用途、性能及连接方法。

2预埋件的性能、种类和规格，并对影响加工及施工质量的部品

部件属性进行说明。模型构件的非几何信息细度等级内容应符合

表 4.5.3的要求，其表达细度应符合表 E的要求。

【条文说明：影响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加工以及施工质量的

项目应包括吊钉和吊环的规格、强度、数量，保温板的体积、材

质，保温板拉结件的强度、数量、材质，部品部件临时支撑预埋

件的强度、数量、材质。】

表 4.5.3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非几何信息细度等级

等级 英文名 代号 等级要求

1级信

息细度

Level 1 of

information
N1

宜包含装配式部品部件模型单元的身

份描述、项目信息、组织角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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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

2 级信

息细度

Level 2 of

information

detail

N2

宜包含和补充 N1 等级信息，增加装配

式部品部件专业集成关系、组成、材

质、连接构件、性能或属性等信息

宜包含装饰装修以及部品部件之间的

连接关系（连接方式、做法及要求）

3级信

息细度

Level 3 of

information

detail

N3

宜包含和补充 N2 等级信息，增加部品

部件模型单元中所含的埋件、吊件、

孔洞以及线盒等各种基本元素定位基

点。

宜包含部品部件生产信息、安装信息

以及模型颜色设置说明

4级信

息细度

Level 4 of

information

detail

N4
宜包含和补充 N3 等级信息，增加资产

信息

4.5.4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模型的视图应包含三维视图、平面视

图、立面视图、剖面视图，其中各视图所包含的信息应满足部品

部件加工需求，可根据工程实际需要添加相应视图。

4.5.5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编号规则及颜色表达

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命名和编号宜方便生产并符合施

工习惯，应在满足本规范 4.4.3条的基础上添加建筑体系，且描述

内容（三级子类）应包含部品部件的位置信息及自动编号，编号

格式为：（专业/多专业代号）_（建筑体系）_（模型构件类别）

_（一级子类）_（二级子类）_（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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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1 建筑体系包含：板材建筑、盒式建筑、骨架

板材建筑、升板和升层建筑等。

2 模型构件编号规则示例：A_盒式建筑_预制外墙_混凝土_

非承重墙_23号楼 8层 001。】

2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表达应充分考虑电子化交付和彩

色表达方式，其中模型预埋件、吊点、支承点和共用吊点支承点

应能被迅速识别，颜色设置应在相关视图中说明。

4.6 建筑信息模型数据传递

4.6.1 建筑信息模型的数据传递应包括不同设计阶段之间、不同

专业之间、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的传递。

4.6.2 建筑信息模型传递的过程应保证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

【条文说明：数据传递不同于模型交付，模型交付的重点是

对前一个工作阶段的总结，可依据约定交付轻量化模型，数据传

递的重点是尽量使各阶段产生的数据不丢失，并能够为一下个阶

段所使用。】

4.6.3 同一工程项目中，使用多种软件协同应用时，应考虑不同

软件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换能力。各专业宜采用同平台设计软件，

应统一软件版本。若采用不同平台的设计软件，各软件之间应具

备数据兼容性，数据传递时应满足各方要求。

【条文说明： BIM 设计中可能会用到：建模软件、轻量化软

件、性能分析软件、协同平台软件和各种本地化插件，使用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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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软件的兼容性和数据传递的完整性。】

4.6.4 工程项目各参与方，应建有满足项目需求的资源库，包括

材质库、构件库及自定义库。各种资源库应按照统一的标准建立

和管理，保证其对各参与方的通用性。

【条文说明： 为方便、快捷、准确的建立信息模型，应构建

模型构件及自定义的资源库。自定义库是以构件库为基础的构件

集合，应按需求构建。厂商提供的构件应符合建模深度标准，并

满足主流建模软件的使用。构件库宜划分为通用构件库和专业构

件库，应有统一的目录树，以方便管理和查找。】

4.6.5 各阶段深化设计应以上游模型为基础，各专业协调一致落

实、完善模型数据，以利于数据传递。

4.6.6 部件加工生产应从建筑信息模型中获取数据，应在上游模

型基础上完成预制构件模型，并应包含准确的预制加工信息。模

型数据格式应兼容数控加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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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视图表达

5.1 一般规定

5.1.1 基于不同软件平台的图纸视图表达可分为三维视图表达与

二维视图表达，三维视图表达应与二维视图表达相结合，共同表

达设计意图。

【条文说明：建筑工程信息模型技术，并不是代表着要用三

维模型表达完全替换原来的二维图纸表达，项目中的所有构件如

果完全用三维表达，会造成设计信息的冗繁，延长模型设计周期。

例如建筑的屋面，模型可建至结构板，而上面的建筑构造，如防

水层、保温层、面层等可以通过二维的绘制方式来表达。】

5.1.2 模型制图应基于模型，图纸的发布内容应与模型成果保持

一致。

【条文说明：模型制图是基于模型对建筑工程信息模型视图

表达内容的深化、加工和处理。在模型制图时，应尽可能从模型

中提取表达内容，辅助的注释性内容应尽可能与建筑工程信息模

型构件的信息形成关联。】

5.2 文字、线型、线宽、填充、标注、符号

5.2.1 制图采用的文字、线型、线宽、填充、标注、符号等，应

符合国家相关制图标准。

【条文说明：模型制图标准应符合已经发布的建筑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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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模型制图标准。对于已有制图标准的设计单位，应在国家标

准基础上深化企业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制图标准，同时宜保证传统

二维制图标准的延续性。】

5.2.2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制图文字可参考以下尺寸：

文字高度（毫米）

标绘全尺寸
用途

1.8 A3 和 A4 尺寸图纸上使用的一般文字、尺寸、注释

2.5 一般文字、尺寸注释

3.5
小标题

一般文字、尺寸、注释

5.0 正常标题、图纸编号

7.0 主要标题

【条文说明：表中未列出的文字尺寸可自定义，并应在建筑

信息模型执行计划中写明。】

5.2.3 线型、线宽、投影线和填充区域、视图模板以及所有发布

输出内容的图形显示，模型构件的外观显示在项目中必须保持一

致。

【条文说明：对于线型、线宽、投影线和填充区域以及视图

模板，建模人员将需参考软件特定附录，并可充分区分剖视图和

剖面图组件以及优先级组件。】

5.2.4 应提供默认尺寸标注样式，尺寸标注样式在不同项目文件

中应保持一致。

5.2.5 应对三维模型构件进行符号化表达，符号宜可从项目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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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资源文件夹中获得。

5.3 视图编号与命名

5.3.1 建筑信息模型视图命名宜由项目代码、专业代码、视图编

号、视图名称、描述依次组成，以连字符“-”隔开，并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项目代码应符合企业工程项目编码相关规定；

2 专业代码、视图编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

设计交付标准》GB/T51301中的有关规定；

3 视图名称应简要表达视图内容特征；

4 描述字段可自定义，也可省略。

【条文说明：项目编号和项目中的单体编号是由设计企业根

据企业工程项目代码规则确定。例如 9576-001-A-03-首层平面图,

表示某中学教学楼，项目编号为 9576，单体编号为 001，专业为

建筑专业，视图编号为 03 号图纸，视图名称为首层平面图。】

5.3.2 视图编号应按视图分类和顺序编号，每个视图分类可根据

实际需求扩充。

【条文说明：视图编号宜参照表 5.3.2 的顺序连续编制，编

号体现单元化表达特点，将模型构件按种类从大到小依次表达，

1~4 系图纸可分别表达传统意义上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

详图。5 系图纸用来表达构建级模型构件，考虑到构建级模型构

件数量较多，因此根据工程情况，所有的编号均可扩充为 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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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视图编号

视图编号 视图名称

000~029 图纸目录、设计说明

030~059 原理图、系统图、三维视图

060~099 勘察测绘图、总图、防火分区示意图、人防分区示意图

100~199 平面图（项目级、功能级模型构件）

200~299 立面图（项目级、功能级模型构件）

300~399 剖面图（项目级、功能级模型构件）

400~499 大比例模型视图（功能级模型构件或局部）

5000~5099 建筑外围护系统模型视图（构件级模型构件）

5100~5199 其他建筑构件系统模型视图（构件级模型构件）

5200~5299 给水排水系统模型视图（构件级模型构件）

5300~5399 暖通空调系统模型视图（构件级模型构件）

5400~5499 电气系统模型视图（构件级模型构件）

5500~5599 智能化系统模型视图（构件级模型构件）

5600~5699 动力系统模型视图（构件级模型构件）

600~699 建筑指标表、模型工程量清单等表格

700~799 项目需求书、建筑信息模型执行计划、工程建设审批等文档

800~899 （自定义）

900~999 （自定义）

5.4 视图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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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建筑信息模型视图表达分为表格表达、叙述性说明文档表

达、模型视图表达、自定义表达、辅助表达。各视图表达应符合

以下规定：

1 模型几何信息及必要尺寸和注释信息采用模型视图表达。

2 模型非几何信息采用表格表达。

3 叙述性文字说明采用文档表达。

4 设计原理、设计架构、系统组成关系采用自定义表达。

5 其它外部图形、多媒体、数据采用辅助表达。

5.4.2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应由模型视图、表格、叙述性文字说明、

自定义图、辅助表达组合而成，模型视图表达及其可表达的图应

符合表 5.4.2 的规定，且应满足《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50001》中的相关规定。

表 5.4.2

类别

代码
视图表达分类 视图表达 可表达的图

A
表格、叙述性

文字说明表达

表格表达
图纸目录、做法表、门

窗表、设备表

叙述性文字说明 设计说明、设计计算书

B

模型视图表达

正投影、镜像投影、剖

面图

平面图、立面图、剖面

图、详图

C
轴测图、透视图、局部

三维图

组合图、装配图、安装

图、详图

D 标高投影图 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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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自定义表达 自定义图 原理图、系统图

F 辅助表达
局部补充视图、点云数

据、图像、多媒体

剖透视图、方案展示、

场景漫游、点云模型、

设计效果图等

注: 1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可根据需求对表 5.4.2中视图进行

自由组合；

2 B、C、D类视图及表达的图纸应由三维模型直接生成；

3 A、E、F类视图及表达的图纸可独立绘制或进行文字叙

述，并与设计内容一致。

5.4.3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采用表格方式可表达模型属性信息表、

建筑指标表、模型工程量清单等，所表达的内容应与建筑信息模

型相对应。

5.4.4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叙述性文字说明可表达项目需求书、设

计说明、设计计算书、产品规格书、安装说明等，文字所表达的

内容应与建筑信息模型相对应。

5.4.5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自定义表达应结合建筑信息模型特点充

分发挥其优势，可放宽制图标准，并以三维模型和关系数据作为

协助说明，但应满足以下几点：

1 应能准确表达设计意图；

2 应能完整表达设计各阶段的内容；

3 表达的内容与建筑信息模型应一一对应。

5.4.6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辅助表达方式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在同一模型视图中无法清晰准确表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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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重叠关系时，宜补充局部模型透视图；

2 设计效果、产品外观等采用图像嵌入模型视图或表格表达；

3 激光扫描成果采用外部链接点云表达；

4 方案展示、场景漫游、操作演示等内容采用链接多媒体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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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维模型工程计量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信息模型构件的深度应能满足概算、施工图预算等不

同设计阶段的计量要求。

6.1.2 建筑信息模型应能实现信息、数据的共享，数据格式应能

满足常规算量软件的要求。

6.1.3 建筑信息模型的几何信息及非几何信息应完整和准确，应

能满足计量需求。

6.2 模型构件工程计量要求

6.2.1 模型构件的相对关系及扣减规则应满足工程计量要求，宜

通过建模软件或符合国家、河北省工程计量规则的算量软件设定。

6.2.2 模型的轴网、标高及模型构件的几何信息、非几何信息应

能被常规算量软件识别，且应满足工程计量要求。

6.2.3 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应分别以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模

型为基础出具工程量，模型构件应能满足相关软件出具工程量要

求。

6.2.4 从模型构件中获取的工程量信息应满足规范及合同约定的

计量规则要求。

6.2.5 模型构件出具的工程量应与模型构件具有关联性，模型构

件的变更删减等变动应能与工程量数据联动，保证工程计量的动

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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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各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应与计划、实际进度关联，结合

工程量及相应价格信息实现概预算阶段的投资需求计划、物资需

求计划、多算对比等商务应用，并形成附带信息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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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付物

7.1 一般规定

7.1.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内容应与设计内容保持一致，应按

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深化设计五

阶段交付，且交付物应具有可传递性和延续性。

7.1.2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物的表达形式和交付内容应符合合

同约定的要求及现行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的规定。

7.1.3 交付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交付方式提交交付

物，并保证交付物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7.2 交付物

7.2.1 建筑信息模型交付物按阶段分为：节点交付物、特定交付

物和合同交付物。

7.2.2 交付物的表达形式应有模型数据或轻量化模型数据、设计

图纸、信息表格和文字说明等。

7.2.3 多方参与的设计交付，应统一数据格式，在约定的数据平

台进行交付。

7.2.4 设计节点交付物的内容应包含：上下游专业间相互提资或

专业内校审过程中的模型、图纸、表格、说明等。

7.2.5 特定交付物应具备行政审批、管理以及施工图设计审查等

所需的相关信息。

7.2.6 合同交付物，应明确规定内容、格式以及模型的使用权限

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交付的图纸和信息表格应与模型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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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由建筑信息模型生成。

7.2.7 建筑信息模型应依据合同约定交付，对不同设计阶段的模

型，均应满足该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深度要求。

7.2.8 建筑信息模型产生的概算计量数据如由设计单位完成，应

与建筑信息模型同时验收，并一同作为交付物交付。如由造价单

位完成，可与建筑信息模型分阶段验收，但计量数据和信息应与

建筑信息模型保持关联。



29

附录A 常用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A.0.1 场地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宜符合表 A.0.1 的

规定
表 A.0.1 场地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模型

构件

几何表

达精度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现状

场地

G1

等高距宜为 5.0m

若项目周边现状场地中有铁路、地铁、变电站、水处理厂

等基础设施时，可采用二维图形表示

除非可视化需求，场地及其周边的水体、绿地等景观可以

二维区域表达

G2

等高距宜为 2.0m

若项目周边现状场地中有铁路、地铁、变电站、水处理厂

等基础设施及水体、绿地等景观时，宜采用简单几何形体

表示

G3

等高距宜为 1.0m

若项目周边现状场地中有铁路、地铁、变电站、水处理厂

等基础设施及水体、绿地等景观时，宜采用简单几何形体

表示

G4

等高距宜为 0.5m

若项目周边现状场地中有铁路、地铁、变电站、水处理厂

等基础设施及水体、绿地等景观时，宜采用高精度几何形

体表示

设计

场地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场地范围，等高距宜为 3.0m

除非可视化需要外，水体、绿地等景观可以二维区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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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应建立三维模型，等高距宜为 1.0m

水体、绿地、道路等景观，宜采用简单几何形体表示，图

元几何最小尺寸不小于 300.0m 时应以体量化图元表示，

并在剖切视图或三维视图中观察到与现状场地的填挖关

系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等高距宜为 0.5m

水体、绿地、小品、道路等景观，宜采用简单几何形体表

示，图元几何最小尺寸不小于 300.0m 时应以体量化图元

表示，项目设计的景观设施构筑物宜建模

应在剖切视图中观察到与现状场地的填挖关系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等高距宜为 0.1m

水体、绿地、小品、道路铺装等景观，宜采用简单几何形

体表示，项目设计的景观设施构筑物宜建模

应在剖切视图或三维视图中观察到与现状场地的填挖关

系

现状

建筑

和设

施

G1 宜以基本几何体量表示

G2 图元几何最小尺寸不小于 10.0m 时应以体量化图元表示

G3 图元几何最小尺寸不小于 5.0m 时应以体量化图元表示

G4 应采用高精度几何形体表示

新

（改）

建建

筑和

设施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图元几何最小尺寸不小于 10.0m 时应以体量化图元表示

G3 图元几何最小尺寸不小于 5.0m 时应以体量化图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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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图元几何最小尺寸不小于 1.0m 时应以体量化图元表示

道路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宽度、坡度、走向等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表示大致的尺寸、形状、位置和方向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表示精确的尺寸、形状、位置和方向

应表达路面、沿街设施、照明及绿化设施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表示精确的尺寸、形状、位置和方向

应表达路面、路基、沿街设施、排水、支挡、防护、照明

及绿化设施

A.0.2 建筑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宜符合表

A.0.2 的规定

表 A.0.2 建筑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模型

构件

几何表

达精度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外墙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体量化建模表示空间占位

外墙定位基线宜与墙体核心层外表面重合，如有保温层，

宜与保温层外表面重合

G3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应表示安装构件

外墙定位基线应与墙体核心层外表面重合，无核心层的

外墙体，定位基线应与墙体表面重合，有保温层的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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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定位基线应与保温层外表面重合

G4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应按照实际尺寸建模安装构件

外墙定位基线应与墙体核心层外表面重合，无核心层的

外墙体，定位基线应与墙体内表面重合，有保温层的外

墙体定位基线应与保温层外表面重合

当砌体垂直灰缝大于 30mm，采用 C20 细石混凝土灌实时，

应区分砌体与细石混凝土

内墙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体量化建模表示空间占位

内墙定位基线宜与墙体核心层表面重合，如有隔音层，

宜与隔音层外表面重合

G3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应表示安装构件

内墙定位基线应与墙体核心层外表面重合，无核心层的

墙体，定位基线应与墙体内表面重合，有隔音层的内墙

体定位基线应与隔音层外表面重合

G4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应按照实际尺寸建模安装构件

内墙定位基线应与墙体核心层外表面重合，无核心层的

内墙体定位基线应与墙体内表面重合，有隔音层的外墙

体定位基线应与隔音层外表面重合

建筑

柱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体量化建模表示空间占位

建筑柱定位基线宜与柱核心层表面重合，如有保温层，

宜与保温层外表面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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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应表示安装构件

建筑柱定位基线应与柱体核心层外表面重合，无核心层

的建筑柱，定位基线应与建筑柱内表面重合，有保温的

建筑柱定位基线与保温层外表面重合

G4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宜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应按照实际尺寸建模安装构件

建筑柱定位基线应与柱体核心层外表面重合，无核心层

的建筑柱，定位基线应与建筑柱内表面重合，有保温的

建筑柱定位基线与保温层外表面重合

门窗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表示门窗洞口尺寸及空间占位

应表示框材、嵌板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门窗洞口尺寸及空间占位

应表示框材、嵌板、主要安装构件

门窗、百叶框材和断面图元几何最小尺寸不小于 10.0m

时应以体量化图元表示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门窗洞口尺寸及空间占位

应表示框材、嵌板、主要安装构件、密封材料

门窗、百叶框材、主要安装构件和断面图元几何最小尺

寸不小于 10.0m 时应以体量化图元表示

屋顶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平屋面建模可不考虑屋面坡度，且结构构造层顶面与屋

面标高线宜重合

坡屋面与异形屋面应按设计形状和坡度建模，主要结构

支座顶标高与屋面标高线宜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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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输入屋面各构造层的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20mm时，

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平屋面建模宜考虑屋面坡度

坡屋面与异形屋面应按设计形状和坡度建模，主要结构

支座顶标高与屋面标高线宜重合

屋面主要构件宜建模，图元几何容差为 20mm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输入屋面各构造层的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10mm时，

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楼板的核心层和其它构造层可按独立楼板类型分别建模

平屋面建模应考虑屋面坡度

坡屋面与异形屋面应按设计形状和坡度建模，主要结构

支座顶标高与屋面标高线宜重合

宜按照实际尺寸建模安装构件

屋面主要构件宜建模，图元几何容差为 10mm

楼面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除非设计要求，无坡度楼板顶面与设计标高应重合，有

坡度楼板根据设计意图建模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输入屋面各构造层的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20mm时，

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楼板的核心层和其它构造层可按独立楼板类型分别建模

主要的无坡度楼板建筑完成面应与标高线重合, 有坡度

楼板应根据设计意图建模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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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型”属性中区分建筑楼板和结构楼板

应输入楼板各构造层的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10mm时，

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楼板的核心层和其它构造层可按独立楼板类型分别建模

无坡度楼板建筑完成面应与标高线重合, 有坡度楼板应

根据设计意图建模

地面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地面完成面与地面标高线宜重合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输入地面各构造层的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20mm时，

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地面的核心层和其它构造层可按独立楼板类型分别建模

建模应符合地面坡度变化

平地面完成面与地面标高线宜重合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输入地面各构造层的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10mm时，

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地面的核心层和其它构造层可按独立楼板类型分别建模

建模应符合地面坡度变化

平地面完成面与地面标高线宜重合

幕墙

系统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宜表示嵌板，并按照设计意图划分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表示嵌板、主要支撑构件，并按照设计意图划分

内嵌的门窗和相应的风口宜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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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墙竖梃和横撑断面图元几何容差应为 10mm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表示嵌板、主要支撑构件、支撑构件配件、安装构件、

密封材料

内嵌的门窗应明确表示

幕墙竖梃和横断面图元几何容差应为 5mm

顶棚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表示嵌板、主要支撑构件

人孔、百叶等应明确表示

幕墙竖梃和横撑面图元几何细度应为 10mm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宜表示嵌板、主要支撑构件、支撑构件配件、安装构件、

密封材料

应明确表示人孔、百叶等

楼梯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宜建立踏步、梯段、平台板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输入构造层次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按

照精确厚度建模

应建立踏步、梯段、平台板、梯梁、梯柱、栏杆、扶手，

精确表示踏步、梯段、平台板尺寸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建立踏步、梯段、平台板、梯梁、梯柱、栏杆、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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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表示其尺寸

应输入构造层次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应按

照实际厚度建模

运输

系统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可采用生产商提供的成品设备信息模型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建立主要构配件三维模型

可采用生产商提供的成品设备信息模型

坡道、

台阶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输入构造层次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按

照精确厚度建模

应精确表示踏步、坡道、栏杆、扶手外轮廓尺寸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精确表示踏步、坡道、栏杆、扶手，精确表示其尺寸，

并应输入构造层次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应

按照精确厚度建模

防滑条和安装构件应按照实际尺寸建模

散水

与明

沟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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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按照精确厚度建模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应按照精确厚度建模

栏杆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按照实际尺寸、构造建模

应按实际尺寸建模扶手、护栏、支撑构件、安装构件、

密封材料

雨蓬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应表示雨蓬板、主要支撑构件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按照实际尺寸建模雨蓬板、主要支撑构件、支撑构件

配件、安装构件、密封材料

压顶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应体量化建模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输入各构造层的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

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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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应输入各构造层的信息，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应

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变形

缝

G1 宜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体量化建模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图元几何细度宜为 10mm

G4 应按照实际尺寸建模需生产加工的构件

室内

构造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应体量化建模表示空间占位

宜表达基层、面板、嵌板

G3
应表达基层、面层、嵌板，并按照设计意图划分、主要

支撑构件、主龙骨

G4

应表达基层、面层、嵌板，宜表达板块分格、主要支撑

构件、龙骨

安装构件应按照实际规格尺寸、坡度、保温厚度建模

装饰

设备、

灯具、

家具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应体量化建模表示空间占位，图元几何细度为 50mm

G3 应建模，图元几何细度宜为 20mm

G4 宜采用高精度扫描成果表达

设备 G1 ——————



40

安装

孔洞
G2 应建模反应出孔洞的大致位置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反应出孔洞、预埋件的精确位置，图元几何细度宜为

10mm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反应出孔洞、预埋件的精确位置，图元几何细度宜为

5mm

各类

设备

基础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应表示空间占位、位置和方向

主要构配件应建模，图元几何细度宜为 300mm

G3
应表示精确的尺寸、形状、位置和方向

主要安装构件、预埋件应建模，图元几何细度宜为 30mm

G4
应表示实际尺寸与位置

主要安装构件、预埋件应按实际尺寸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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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结构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表 A.0.3 的

规定

表 A.0.3 结构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模型

构件

几何表

达精度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地

基、

基础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表示安装构架

应区分带形基础、独立基础、满堂基础、桩基、设备基础等

基础形式

箱式满堂基础和框架式设备基础应区分柱、梁、墙、底板、

顶板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带形基础、独立基础、满堂基础、桩基、设备基础等

基础形式

箱式满堂基础和框架式设备基础应区分柱、梁、墙、底板、

顶板

应按实际尺寸建立安装构件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结构

墙、

柱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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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表示安装构架

依附于柱上的牛腿和升板的柱帽应按被依附的柱类型建模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墙肢、短肢剪力墙（墙肢截面的最大长度与厚度之比

小于或等于 6倍的剪力墙）、边缘构件

应区分矩形柱、异形柱、暗柱

依附于柱上的牛腿和升板的柱帽应按被依附的柱类型建模

应按实际尺寸建立安装构件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梁

G1 ——————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表示安装构件

应区分基础梁、主次梁、圈梁、过梁、有梁板（包括主、次

梁与板）

构造层厚度不小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基础梁、主次梁、圈梁、过梁、有梁板（包括主、次

梁与板）

应按实际尺寸建立安装构件

构造层厚度不小 1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板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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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表示安装构件

应区分有梁板、无梁板、平板、拱板

构造层厚度不小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有梁板、无梁板、平、拱板

应按实际尺寸建立安装构件

构造层厚度不小 1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配筋

G1 ——————

G2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3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受力钢筋、构造钢筋、附加钢筋

钢结

构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按实际尺寸建立安装构件、预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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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给水排水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表

A.0.4 的规定

表 A.0.4 给水排水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模型

构件

几何表

达精度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设备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体量化建模表示空间占位及外轮廓

建模精度宜为 10—50mm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形状外观、内部构造

应精确表示连接管线、阀门、管件、附属设备、基座等安

装构件

应粗略表示主要设备内部构造的形状

建模精度宜为 5~10mm 建模精度宜为 5—10mm

管线

G1 ——————

G2 ——————

G3 应准确表示管线空间定位及占位信息

G4

应按照管线实际定位及规格尺寸建模

应精确表示管线连接方式

宜按照管线实际安装尺寸进行分段或分节

如有防火层或保温层，应建模精确表示管线防火层或保温

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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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

附件

（管

件、阀

件、仪

器仪

表及

支吊

架）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表示管道附件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表示管道附件形状外观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道附件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道附件形状外观

应按照阀件实际定位、规格尺寸及连接形式建模

应按照仪表实际定位、表盘尺寸及连接形式建模

应精确建模表示管道支、吊架的定位、尺寸及安装附件

水池、

水箱、

阀门

井、化

粪池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表示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表示形状外观、内部构造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形状外观、内部构造

应精确表示管线连接方式

应精确表示连接管线、阀门、管件、附属设备、基座等安

装构件

卫浴

装置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表示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表示形状外观、内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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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应建模精确表示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形状外观、内部构造

应精确表示管线连接方式

应精确表示连接管线、阀门、管件、附属设备、基座等安

装构件

A.0.5 暖通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表

A.0.5 的规定

表 A.0.5 暖通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单元
几何表

达精度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设备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体量化建模表示空间占位及外轮廓

建模精度宜为 10—50mm

G4

应准确表示设备尺寸及位置

应粗略表示主要设备内部构造的形状

宜表达其连接管路、阀门、管件、附属设备或基座等安装

构件

建模精度宜为 5—10mm

管路

（风
G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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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

G3 应准确表示管路空间定位及占位信息

G4
应按照管路实际定位及规格尺寸建模

宜按照管路实际安装尺寸进行分段或分节

管道附

件（管

件、阀

件、仪

器仪表

及支吊

架）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粗略表示阀门、阀件的空间定位及占位信息

应粗略表示仪器、仪表的空间定位及占位信息

G4

应按照管件实际定位和规格尺寸建模

应按照阀件实际定位、规格尺寸及连接形式建模

应按照仪表实际定位、表盘尺寸及连接形式建模

应建模表示管道支、吊架的定位、尺寸及安装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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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电气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表

A.0.6 的规定

表 A.0.6 电气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模型构

件

几何

表达

精度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照明系

统设

备、配

电系统

设备

（如供

配电、

低压配

电、自

备应急

电源设

备等）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形状外观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形状外观、内部构造

应建模精确表示相关连接构件、安装构件等

电缆 G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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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架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规格、结构形式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规格、结构形式

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连接构件、支吊架等

如有防火层或保温层，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防火层或保

温层厚度

电气线

路敷设

配管线

及管道

（电

线、电

缆配线

使用

等）

G1 ——————

G2 ——————

G3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线、管道空间占位尺寸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线、管道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线、管道连接构件、支吊架等

如有防火层或保温层，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防火层或保

温层厚度

接闪

带、接

地测试

点、等

电位端

子箱等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表示空间占位尺寸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形状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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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智能化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表

A.0.7 的规定

表 A.0.7 智能化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模型

构件

几何表

达精度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智能

化系

统设

备、火

灾自

动报

警系

统设

备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形状外观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形状外观、内部构造

应建模精确表示相关连接构件、安装构件等

电缆

桥架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规格、结构形式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规格、结构形式

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连接构件、支吊架等

如有防火层或保温层，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防火层或保

温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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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

线路

敷设

配管

线及

管道

（电

线、电

缆配

线使

用等）

G1 ——————

G2 ——————

G3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线、管道空间占位尺寸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线、管道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线、管道连接构件、支吊架等

如有防火层或保温层，应建模精确表示电缆桥架防火层或保

温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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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动力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表

A.0.8 的规定

表 A.0.8 动力专业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模型

构件

几何表

达精度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设备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形状外观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设备形状外观、内部构造

应建模精确表示相关连接构件、安装构件等

管道

及管

道附

件

G1 ——————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线、管道空间占位尺寸

G4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线、管道空间占位尺寸

应建模精确表示管线、管道连接构件、支吊架等

如有防火层或保温层，应建模精确表示管道及管道附件防火

层或保温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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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常用建筑信息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B.0.1 场地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宜符合表 B.0.1

的规定

表 B.0.1 场地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模型构

件

非几何

表达细

度

非几何表达细度要求

现状场

地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设计场

地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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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现状建

筑和设

施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新（改）

建建筑

和设施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道路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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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B.0.2 建筑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宜符合表

B.0.2 的规定

表 B.0.2 建筑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模型

构件

非几何

表达细

度

非几何表达细度要求

外墙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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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墙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建筑

柱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门窗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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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屋顶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楼面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地面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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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幕墙

系统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顶棚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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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楼梯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运输

系统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坡道、

台阶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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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散水

与明

沟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栏杆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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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

雨蓬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压顶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变形

缝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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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室内

构造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装饰

设备、

灯具、

家具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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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安装

孔洞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各类

设备

基础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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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结构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应符合表 B.0.3

的规定

表 B.0.3 结构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模型

构件

非几何

表达细

度

非几何表达细度要求

地基、

基础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结构

墙、柱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65

N4 ——————

梁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板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配筋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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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钢结

构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B.0.4 给排水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应符合表

B.0.5 的规定

表 B.0.4 给排水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模型

构件

非几何

表达细

度

非几何表达细度要求

设备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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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宽度、高度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管道

N1

名称、缩写、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管径、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管径、壁厚、坡度、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保温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管道

附件

（管

件、

阀

件、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型号、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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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仪表

及支

吊架

等）

N3

管径、型号、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水

池、

水

箱、

阀门

井、

化粪

池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宽度、高度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卫浴

装置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宽度、高度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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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

B.0.5 暖通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应符合表

B.0.5 的规定

表 B.0.5 暖通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模型

单元

非几何

表达细

度

非几何表达细度要求

设备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宽度、高度、型号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型号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管线

（风

管、水

管）

N1

名称、缩写、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宽度、高度、管径、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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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长度、宽度、高度、管径、壁厚、坡度、标高等主要方向

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保温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管道

附件

（管

件、阀

件、仪

器仪

表及

支吊

架等）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型号、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管径、型号、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构筑

物（水

暖井、

冷却

塔、燃

气炉

等）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宽度、高度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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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

B.0.6 电气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应符合表

B.0.6 的规定

表 B.0.6 电气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模型

单元

非几何

表达细

度

非几何表达细度要求

照明

系统

设备、

配电

系统

设备

（如

供配

电、低

压配

电、自

备应

急电

源设

备等）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宽度、高度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电缆

桥架
N1

名称、缩写、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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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宽度、高度、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宽度、高度、坡度、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防火包裹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电气

线路

敷设

配管

线及

管道

（电

线、电

缆配

线使

用等）

N1

名称、缩写、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管径、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管径、壁厚、坡度、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防火包裹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接闪

带、接

地测

试点、

等电

位端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型号、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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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箱

等
N3

长度、型号、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防火包裹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B.0.7 智能化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应符合表

B.0.7 的规定

表 B.0.7 智能化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模型

构件

非几何

表达细

度

非几何表达细度要求

智能

化系

统设

备、火

灾自

动报

警系

统设

备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型号、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型号、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防火包裹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电缆

桥架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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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型号、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型号、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防火包裹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电气

线路

敷设

配管

线及

管道

（电

线、电

缆配

线使

用等）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型号、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型号、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防火包裹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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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 动力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应符合表

B.0.8 的规定

表 B.0.8 动力专业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模型

构件

非几何

表达细

度

非几何表达细度要求

设备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型号、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型号、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防火包裹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管道

及管

道附

件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其编号、编码

长度、型号、标高等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N3

长度、型号、标高等主要方向上的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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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要求、防火包裹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N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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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模型构件G/N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表C.0.1 总图专业模型构件G/N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

计

方案设

计

初步设

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

化设计

地 形

（现状）
—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道 路

（现状）

道路铺面 G1/N1 G1/N1 G1/N2 G3/N3 G4/N4

道路路缘

与排水沟

— — G2/N2 G3/N3 G4/N4

道路附件 — — G1/N2 G3/N3 G4/N4

道路照明 — — G1/N2 G3/N3 G4/N4

车辆收费

系统

— — G1/N2 G3/N3 G4/N4

停 车

场（现

状）

停车场路

面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停车场路

肩和排水

沟

— — G1/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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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附

件
— — G1/N2 G3/N3 G4/N4

停车场照

明

— — G1/N2 G3/N3 G4/N4

外部停车

控制设备
— — G1/N2 G2/N3 G4/N4

建 筑

物（现

状）

建筑物及

与建筑物

配套的附

属设施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道 路

（新建）

道路铺面 Gl/N1 G1/N1 G2/N2 G3/N3 G4/N4

道路路缘

与排水沟

— G1/N1 G2/N2 G3/N3 G4/N4

道路附件 — — G2/N2 G3/N3 G4/N4

道路照明 — — G2/N2 G3/N3 G4/N4

车辆收费

系统

— — G1/N2 G3/N3 G4/N4

停车场

（新建）

停车场路

面
G1/N1 G1/N1 G1/N2 G3/N3 G4/N4

停车场路

肩和排水

沟

— — G1/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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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附

件
— — G1/N2 G3/N3 G4/N4

停车场照

明
— — G1/N2 G3/N3 G4/N4

外部停车

控制设备
— — G1/N2 G2/N3 G4/N4

广场
—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人行道
人行道 — G1/N1 G2/N2 G3/N3 G4/N4

人行道附

属设施
— — G2/N2 G3/N3 G4/N4

室外活

动区 —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园林景

观（新

建）

种植灌溉 — G1/N1 G2/N2 G3/N3 G4/N4

草坪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植物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种植配件 — — G2/N2 G3/N3 G4/N4

景观照明 — — G2/N2 G3/N3 G4/N4

园林景观

附属物
— — G2/N2 G3/N3 N4/N4

场地附 消防栓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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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设施 排水口 — — G2/N2 G3/N3 G4/N4

室外喷泉 — — G2/N2 G3/N3 G4/N4

围墙和大

门
— — G2/N2 G3/N3 G4/N4

室外家具 — — G2/N2 G3/N3 G4/N4

室外标志

牌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旗杆 — — G2/N2 G3/N3 G4/N4

覆盖与遮

蔽
— — G2/N2 G3/N3 G4/N4

外部气体

照明
— — G2/N2 G3/N3 G4/N4

现场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挡土墙 — G1/N1 G2/N2 G3/N3 G4/N4

场地桥梁 — G1/N1 G2/N2 G3/N3 G4/N4

现场检查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场地特制

品
— — G2/N2 G3/N3 G4/N4

管道 — — G2/N2 G3/N3 G4/N4

管道管配

件和连接
— — G2/N2 G3/N3 G4/N4



81

件

阀门 — — G 2/N2 G 3/N3 G4/N4

仪表 — — G2/N2 G3/N3 G4/N4

构筑物 — — G2/N2 G3/N3 G4/N4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设备接口 — — G2/N2 G3/N3 G4/N4

室外消防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安装附件 — — G2/N2 G3/N3 G4/N4

表C.0.2 建筑专业模型构件G/N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

计

方案设

计

初步设

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

化设计

建筑外

墙

基层/面

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保温层 —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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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内

墙

基层/面

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保温层 —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2/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4/N4

建筑柱

基层/面

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门窗

框材/嵌

板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通风百叶

/观察窗
— — G1/N2 G3/N3 G4/N4

把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屋顶 基层/面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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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保温层 — — G1/N2 G3/N3 G4/N4

防水层 — — G1/N2 G3/N3 G4/N4

保护层 — — G1/N2 G3/N3 G4/N4

檐口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楼地面

基层/面

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保温层 — — G1/N2 G3/N3 G4/N4

防水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幕墙

嵌板 G1 G1 G2/N2 G3/N3 G4/N4

主要支撑

构件
— — G1/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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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构件

配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顶棚

板材 — — G2/N2 G4/N3 G4/N4

主要支撑

构件
— — G2/N2 G3/N3 G4/N4

支撑构件

配件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楼梯

梯段/平

台/梁
— G1/N1 G1/N2 G3/N3 G4/N4

栏杆/栏

板
— G1/N1 G1/N2 G3/N3 G4/N4

防滑条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4/N4

运输系 主要设备 — G1/N1 G1/N2 G3/N3 G4/N4



85

统 附属配件 — — G1/N2 G2/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4/N4

坡道/台

阶

基层/面

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栏杆/栏

板
G1/N1 G1/N1 G1/N2 G3/N3 G4/N4

防滑条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散水与

明沟

基层/面

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栏杆 扶手 G1/N1 G1/N1 G2/N2 G4/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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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板/护

栏
G1/N1 G1/N1 G3/N2 G4/N3 G4/N4

主要支撑

构件
— — G1/N2 G3/N3 G4/N4

支撑构件

配件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雨棚

基层/面

层/板材
G1/N1 G1/N1 G2/N2 G4/N3 G4/N4

主要支撑

构件
— — G1/N2 G3/N3 G4/N4

支撑构件

配件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阳台、露

台

基层/面

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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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4/N4

压顶

基层/面

层
— —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4/N4

变形缝

填充物 — — G1/N2 G2/N3 G3/N4

盖缝板 — — G1/N2 G3/N3 G3/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3/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3/N4

室内构

造

基层/面

层/嵌板
— — G2/N2 G3/N3 G4/N4

支撑构件

/龙骨
— — G1/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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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装饰物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4/N4

家具

家居 — — G1/N2 G2/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室内绿

化与内

庭

绿植/水

景
— — G1/N2 G2/N3 G4/N4

陈设/装

饰物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设备安

装孔洞

孔洞 — — G1/N2 G3/N3 G4/N4

保护层 — — G1/N2 G3/N3 G4/N4

预埋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各类设

备基础

基层/面

层
— — G1/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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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地下防

水构造

防水层 — — G1/N2 G3/N3 G4/N4

保护层 — —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表C.0.3 结构专业模型构件G/N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

计

方案设

计

初步设

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

化设计

地基、基

础

独立基础 — G1/N1 G2/N2 G3/N3 G4/N4

条形基础 — G1/N1 G2/N2 G3/N3 G4/N4

筏板基础 — G1/N1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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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础 — G1/N1 G2/N2 G3/N3 G4/N4

防水板 — G1/N1 G2/N2 G3/N3 G4/N4

承台 — G1/N1 G2/N2 G3/N3 G4/N4

锚杆 — G1/N1 G2/N2 G3/N3 G3/N4

挡土墙 — G1/N1 G2/N2 G3/N3 G4/N4

配筋 — — G3/N2 G4/N3 G4/N4

钢筋混

凝土结

构

混凝土梁 — — G2/N2 G3/N3 G4/N4

混凝土板 — G2/N1 G3/N2 G4/N3 G4/N4

混凝土柱 — G2/N1 G3/N2 G4/N3 G4/N4

混凝土墙 — G2/N1 G3/N2 G4/N3 G4/N4

配筋 — — G3/N2 G4/N3 G4/N4

楼梯、坡

道
— — G3/N2 G4/N3 G4/N4

节点 — — G3/N2 G4/N3 G4/N4

钢结构 钢梁 — — G2/N2 G3/N3 G4/N4

钢柱 — G2/N1 G3/N2 G4/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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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骨梁 — — G2/N2 G3/N3 G4/N4

钢骨柱 — G2/N1 G3/N2 G4/N3 G4/N4

钢结构杆

件
— — G3/N2 G4/N3 G4/N4

钢模条 — — G3/N2 G4/N3 G4/N4

拉索 — — G3/N2 G4/N3 G4/N4

钢梯 — — G3/N2 G4/N3 G4/N4

楼承板 — G2/N1 G3/N2 G4/N3 G4/N4

钢支撑 — — G3/N2 G4/N3 G4/N4

节点 — — G3/N2 G4/N3 G4/N4

木结构 — G1/N1 G2/N1 G3/N2 G4/N3 G4/N4

砌体结

构
— G1/N1 G2/N1 G3/N2 G4/N3 G4/N4

表C.0.4 给排水专业模型构件G/N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

计

方案设

计

初步设

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图

深化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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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设

备/设施

水箱 — — G2/N2 G3/N3 G3/N4

加压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给水设

施（水表

井等）

— — G2/N2 G3/N3 G3/N4

加热储

热设备/

设施

热水器 — — G2/N2 G3/N3 G3/N4

换热器 — — G2/N2 G3/N3 G3/N4

太阳能

集热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热水机

组

— — G2/N2 G3/N3 G3/N4

热泵机

组

— — G2/N2 G3/N3 G3/N4

加热储

热设施

（检查

井等）

— — G2/N2 G3/N3 G3/N4

排水设

备/设施

提升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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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油设

施

— — G2/N2 G3/N3 G3/N4

排水设

施（检查

井等）

— — G2/N2 G3/N3 G3/N4

水处理

设备/设

施

软化水

设备

— — G2/N2 G3/N3 G3/N4

过滤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膜处理

设备

— — G2/N2 G3/N3 G3/N4

地下水

有毒物

质去除

设备

— — G2/N2 G3/N3 G3/N4

消毒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消防设

备/设施

消防水

泵

— — G2/N2 G3/N3 G3/N4

高位消

防水箱

— — G2/N2 G3/N3 G3/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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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压泵 — — G2/N2 G3/N3 G3/N4

消防增

压稳压

给水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消防水

泵接合

器

— — G2/N2 G3/N3 G3/N4

消火栓 — — G2/N2 G3/N3 G3/N4

喷头 — — G2/N2 G3/N3 G3/N4

报警阀

组

— — G2/N2 G3/N3 G3/N4

水流指

示器

— — G2/N2 G3/N3 G3/N4

试水装

置

— — G2/N2 G3/N3 G3/N4

减压孔

板

— — G2/N2 G3/N3 G3/N4

大空间

智能型

主动喷

— — G2/N2 G3/N3 G3/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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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灭火

装置

固定消

防炮

— — G2/N2 G3/N3 G3/N4

细水雾

灭火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气体灭

火设备

— — G2/N2 G3/N3 G3/N4

泡沫灭

火设备

— — G2/N2 G3/N3 G3/N4

消防器

材

— — G2/N2 G3/N3 G3/N4

消防水

池

— — G2/N2 G3/N3 G3/N4

消防设

施（阀门

井等）

— — G2/N2 G3/N3 G3/N4

管道和

管道附

件

管道及

管件

— — G2/N2 G3/N3 G3/N4

阀门 — — G2/N2 G3/N3 G3/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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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 — — G2/N2 G3/N3 G3/N4

过滤器 — — G2/N2 G3/N3 G3/N4

旋流防

止器

—
—

G2/N2 G3/N3 G3/N4

吸水喇

叭口

— — G2/N2 G3/N3 G3/N4

波纹补

偿器

— — G2/N2 G3/N3 G3/N4

可曲挠

橡胶接

头

— — G2/N2 G3/N3 G3/N4

金属软

管

— — G2/N2 G3/N3 G3/N4

存水弯 — — G2/N2 G3/N3 G3/N4

清扫口 — — G2/N2 G3/N3 G3/N4

检查口 — — G2/N2 G3/N3 G3/N4

通气帽 — — G2/N2 G3/N3 G3/N4

雨水斗 — — G2/N2 G3/N3 G3/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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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 — — G2/N2 G3/N3 G3/N4

支吊架 — — G3/N3 G3/N4

保温材

料

— — G3/N3 G4/N4

卫浴装

置
— — — G2/N2 G3/N3 G3/N4

表 C.0.5 暖通专业模型构件 G/N 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

计

方案设

计

初步设

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图

深化设

计

冷热源

设备/设

施

冷水机

组

— —
G2/N2 G3/N3 G4/N4

溴化锂

吸收式

机组

— —
G2/N2 G3/N3 G4/N4

换热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热泵
— —

G2/N2 G3/N3 G4/N4

锅炉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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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式

热水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蓄热蓄

冷装置

— —
G2/N2 G3/N3 G4/N4

水系统

设备/设

施

冷却塔
— —

G2/N2 G3/N3 G4/N4

水泵
— —

G2/N2 G3/N3 G4/N4

膨胀水

箱

— —
G2/N2 G3/N3 G4/N4

自动补

水定压

装置

— — G2/N2 G3/N3 G4/N4

软化水

器

— —
G2/N2 G3/N3 G4/N4

集分水

器

— — G2/N2 G3/N3 G4/N4

供暖设

备/设施

散热器 — — G2/N2 G3/N3 G4/N4

暖风机 — — G2/N2 G3/N3 G4/N4

热空气

幕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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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除

尘及防

排烟设

备/设施

风机
— —

G2/N2 G3/N3 G4/N4

换气扇 — — G2/N2 G3/N3 G4/N4

风幕 — — G2/N2 G3/N3 G4/N4

除尘器 — — G2/N2 G3/N3 G4/N4

空气调

节设备/

设施

组合式

空调机

组

— — G2/N2 G3/N3 G4/N4

新风热

交换器

— — G2/N2 G3/N3 G4/N4

新风处

理机组

— — G2/N2 G3/N3 G4/N4

风机盘

管

— — G2/N2 G3/N3 G4/N4

变风量

末端

— — G2/N2 G3/N3 G4/N4

多联式

空调机

组

— — G2/N2 G3/N3 G4/N4

房间空

调器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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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式

空调机

— — G2/N2 G3/N3 G4/N4

冷冻除

湿机组

— — G2/N2 G3/N3 G4/N4

加湿器 — — G2/N2 G3/N3 G4/N4

空气净

化装置

— — G2/N2 G3/N3 G4/N4

管路及

管路附

件

管道及

管件

— — G2/N2 G3/N3 G4/N4

风管及

风管管

件

— — G2/N2 G3/N3 G4/N4

阀门 — — G2/N2 G3/N3 G4/N4

集气罐 — — G2/N2 G3/N3 G4/N4

热量表 — — G2/N2 G3/N3 G4/N4

消声器 — — G2/N2 G3/N3 G4/N4

补偿器 — — G2/N2 G3/N3 G4/N4

仪表 — — G2/N2 G3/N3 G4/N4



101

支吊架 — — G2/N2 G3/N3 G4/N4

设备隔

振

— — G2/N2 G3/N3 G4/N4

保温材

料

— — — G2/N3 G3/N4

风道末

端
风口 — — G2/N2 G3/N3 G4/N4

表 C.0.6 电气专业模型构件 G/N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

计

施工图深

化设计

供配电

配变电所

布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10（6）kV

配电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配电变压

器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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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配电

装置
— — G2/N2 G3/N3 G4/N4

电力电容

器装置
— — G2/N2 G3/N3 G4/N4

直流屏、信

号屏
— — G2/N2 G3/N3 G4/N4

自备应急

电源

自备应急

柴油发电

机组

— G2/N1 G3/N2 G4/N3 G4/N4

应急电源

装置（EPS）
— — G2/N2 G3/N3 G4/N4

不间断电

源装置

（UPS）

— — G2/N2 G3/N3 G4/N4

低压配电

低压电器 — — G2/N2 G3/N3 G4/N4

低压配电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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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低压配电

系统的电

机防护

— — — G3/N3 G4/N4

成套控制

装置
— — — G3/N3 G4/N4

电气系统

器件
— — — G3/N3 G4/N4

照明灯具 — — G2/N2 G3/N3 G4/N4

照明供电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照明配电

线路
— — G2/N2 G3/N3 G4/N4

照明控制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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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照明控制

线路
— — G2/N2 G3/N3 G4/N4

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

散指示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消防应急

照明线路
— — G2/N2 G3/N3 G4/N4

建筑物防

雷、接地和

特殊场所

的安全防

护

防雷接闪

器
— — G2/N2 G3/N3 G4/N4

防雷引下

线
— — — — —

接地网 — — — — —

防雷击电

磁脉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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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电力

设备接地

及等电位

联结

— — G2/N2 G3/N3 G4/N4

配电线路

及线路敷

设

线槽布线 — — G2/N2 G3/N3 G4/N4

电缆桥架

布线
— — G2/N2 G3/N3 G4/N4

封闭式母

线布线
— — G2/N2 G3/N3 G4/N4

电线、电缆

配线管材

≧D50

— — G2/N2 G3/N3 G4/N4

电线、电缆

配线管材

≦D50

— — — G3/N3 G4/N4

电缆电线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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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器材

支吊架

表 C.0.7 智能化专业模型构件 G/N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

计

施工深化

设计

信息设施

系统

通信接入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电话交换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信息网络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综合布线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室内移动

通信覆盖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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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通信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有线电视

及卫星电

视接收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广播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会议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信息导入

及发布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时钟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建筑设备

管理系统

建筑设备

监控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建筑能效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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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系统

设备

火灾自动

报警控制

系统

火灾报警

控制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消防专用

电话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消防应急

广播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

散指示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消防电源

监控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电气火灾

自动报警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防火门监

控系统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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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

系统

安全防范

综合管理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人侵报警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视频安防

监控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出入口控

制系统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电子巡查

管理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访客对讲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停车库

（场）管理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应急联动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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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备

设备

智能化系

统线路及

敷设器材

智能化系

统线路
— — G2/N2 G3/N3 G4/N4

电缆桥架 — — G2/N2 G3/N3 G4/N4

电线、电缆

配线管材

≧D50

— — — G3/N3 G4/N4

电线、电缆

配线管材

＜D50

— — — — —

电缆电线

敷设器材

支吊架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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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系

统器件
— — — N2 N3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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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8 动力专业模型构件 G/N 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

计

施工图深

化设计

锅炉

燃气锅炉 — G2/N1 G3/N2 G4/N3 G4/N4

燃油锅炉 — G2/N1 G3/N2 G4/N3 G4/N4

燃煤锅炉 — G2/N1 G3/N2 G4/N3 G4/N4

余热锅炉 — G2/N1 G3/N2 G4/N3 G4/N4

导热油炉

（有机载

体炉）

— G2/N1 G3/N2 G4/N3 G4/N4

燃气热水

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汽轮机及

辅助设备

汽轮机 — G2/N1 G3/N2 G4/N3 G4/N4

凝汽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润滑油装

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减温减压

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冷却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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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真空装

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起重机 — G2/N1 G3/N2 G4/N3 G4/N4

锅炉燃烧

与烟风设

备

燃烧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鼓风机 — G2/N1 G3/N2 G4/N3 G4/N4

引风机 — G2/N1 G3/N2 G4/N3 G4/N4

空气预热

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省煤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除尘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烟囱 G1/N1 G2/N1 G3/N2 G4/N3 G4/N4

脱硫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脱硝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给水与水

处理设备

补水泵 — — G2/N2 G3/N3 G4/N4

水箱 — G2/N1 G2/N2 G3/N3 G4/N4

软水器 — — G2/N2 G3/N3 G4/N4

加药装置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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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氧器 — — G2/N2 G3/N3 G4/N4

补水定压

装置
— — G2/N2 G3/N3 G4/N4

水表 — — G2/N2 G3/N3 G4/N4

排污扩容

器
— — G2/N2 G3/N3 G4/N4

热水和蒸

汽输配设

备

换热器 — — G2/N2 G3/N3 G4/N4

分集水器 — — G2/N2 G3/N3 G4/N4

水过滤器 — — G2/N2 G3/N3 G4/N4

循环水泵 — — G2/N2 G3/N3 G4/N4

凝结水泵 — — G2/N2 G3/N3 G4/N4

疏水箱 — — G2/N2 G3/N3 G4/N4

疏水扩容

器
— — G2/N2 G3/N3 G4/N4

疏水泵 — — G2/N2 G3/N3 G4/N4

供煤设备

给煤机 — N1 G2/N2 G3/N3 G4/N4

磨煤机 — N1 G2/N2 G3/N3 G4/N4

原煤仓 — N1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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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粉仓 — N1 G2/N2 G3/N3 G4/N4

带式输送

机
— N1 G2/N2 G3/N3 G4/N4

供燃气设

备

调压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燃气过滤

器
— — G2/N2 G3/N3 G4/N4

电加热器 — — G2/N2 G3/N3 G4/N4

燃气流量

计
— — G2/N2 G3/N3 G4/N4

燃气表 — — G2/N2 G3/N3 G4/N4

供油设备

燃油过滤

器
— — G2/N2 G3/N3 G4/N4

油加热器 — — G2/N2 G3/N3 G4/N4

油流量计 — — G2/N2 G3/N3 G4/N4

储油箱 — — G2/N2 G3/N3 G4/N4

供油泵 — — G2/N2 G3/N3 G4/N4

注油泵 — — G2/N2 G3/N3 G4/N4

膨胀罐 — — G2/N2 G3/N3 G4/N4

储存罐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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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油罐 — — G2/N2 G3/N3 G4/N4

高纯气体

制备设备

气体流量

计
— — G2/N2 G3/N3 G4/N4

冷却器 — — G2/N2 G3/N3 G4/N4

干燥器 — — G2/N2 G3/N3 G4/N4

过滤器 — — G2/N2 G3/N3 G4/N4

气水分离

器
— — G2/N2 G3/N3 G4/N4

分解炉 — — G2/N2 G3/N3 G4/N4

储罐 — — G2/N2 G3/N3 G4/N4

空气压缩

机
— — G2/N2 G3/N3 G4/N4

除油过滤

器
— — G2/N2 G3/N3 G4/N4

气体供应

设备

高压气瓶 — — G2/N2 G3/N3 G4/N4

减压装置 — — G2/N2 G3/N3 G4/N4

汇流总管 — — G2/N2 G3/N3 G4/N4

低温液体

储罐
— — G2/N2 G3/N3 G4/N4

汽化器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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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管道

设备

真空泵 — — G2/N2 G3/N3 G4/N4

真空罐 — — G2/N2 G3/N3 G4/N4

油水分离

器
— — G2/N2 G3/N3 G4/N4

消声器 — — G2/N2 G3/N3 G4/N4

管路及管

路附件

管道 — — G3/N2 G4/N3 G4/N4

阀门 — — G2/N2 G3/N3 G4/N4

热量表 — — G2/N2 G3/N3 G4/N4

补偿器 — — G2/N2 G3/N3 G4/N4

仪表 — — G2/N2 G3/N3 G4/N4

管道支撑

件
— — G2/N2 G3/N3 G4/N4

阻火器 — — G2/N2 G3/N3 G4/N4

设备隔振 — — G2/N2 G3/N3 G4/N4

其他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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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几何表

达精度

D.0.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宜

符合表 D.0.1 的规定

表 D.0.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几何表达精度

模型

构件

几何表

达精度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预制

墙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达

G2
应体量化建模表示空间占位

墙体定位基线宜与墙体保温层外表面重合

G3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应表示安装、连接构件，预留洞口

应区分预制墙类型（实心剪力墙、空心墙、叠合剪力墙

等）

应表示连接钢筋、后浇带位置

墙体定位基线宜与墙体保温层外表面重合

G4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应按实际尺寸建立预埋件，预留洞口，安装、连接构件

应按实际尺寸标示吊点、支撑点以及安装定位标志

应区分预制墙类型（实心剪力墙、空心墙、叠合剪力墙

等）

按实际尺寸表示后浇带位置以及连接钢筋位置

预制

梁
G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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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表示安装构件、洞口位置

应区分预制梁类型（空心梁、实心梁、叠合梁等）

应区分基础梁、主次梁、圈梁、过梁、有梁板（包括主、

次梁与板）

构造层厚度不小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基础梁、主次梁、圈梁、过梁、有梁板（包括主、

次梁与板）

应区分预制梁类型（空心梁、实心梁、叠合梁等）

应按实际尺寸建立预埋件，安装、连接构件

应按实际尺寸标示吊点、支撑点以及安装定位标志

构造层厚度不小 1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预制

柱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宜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预制柱类型（空心柱、实心柱等）

应表示安装、连接构件

依附于柱上的牛腿和升板的柱帽应按被依附的柱类型建

模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墙肢、短肢剪力墙（墙肢截面的最大长度与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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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小于或等于 6倍的剪力墙）、边缘构件

依附于柱上的牛腿和升板的柱帽应按被依附的柱类型建

模

应按实际尺寸建立预埋件，安装、连接构件

应按实际尺寸标示吊点、支撑点以及安装定位标志

应区分预制柱类型（空心柱、实心柱等）

构造层厚度不小于 1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应详细说明柱涉及的构造措施

预制

板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表示安装、连接构件

应区分预制板类型（空心板、实心板、叠合板、阳台等）

构造层厚度不小 2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预制板类型（空心板、实心板、叠合板、阳台等）

应按实际尺寸建立安装、连接构件

构造层厚度不小 10mm 时，应按照实际厚度建模

应按实际尺寸标示吊点、支撑点以及安装定位标志

应详细说明楼梯涉及的构造措施

预制

楼梯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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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楼梯类型（梁板式、板式楼梯）

应体现安装构件、连接构件位置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区分楼梯类型（梁板式、板式楼梯）

应按实际尺寸建模预埋件、安装构件、连接构件

应详细说明楼梯涉及的构造措施

其他

预制

构件

G1 宜以二维图形表示

G2 应建立三维模型，体量化表示空间占位

G3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体现预制构件独有特点

应体现安装构件、连接构件位置

G4

应建立三维模型，精确表示空间占位

应体现预制构件独有特点

应按实际尺寸建模预埋件、安装构件、连接构件

应按实际尺寸标示吊点、支撑点以及安装定位标志

如有构造措施，应详细说明该构件涉及的构造措施

注：该表仅为装配式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几何信息表达精度的基本要

求，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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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非几何

表达细度

E.0.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宜符合表 E.0.1 的规定

表 E.0.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非几何表达细度

模型

构件

非几何表

达细度
非几何表达细度要求

预制

墙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预制墙体连接构件及各专业集成关系

预制墙装饰装修以及部品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连接

方式、做法及要求）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预制墙中所含的埋件、吊件、孔洞以及线盒等各种基

本元素定位基点信息。

N4
产品名称、型号、重量、生产日期、生产单位、编码

和合格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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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

梁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预制梁连接构件及各专业集成关系

预制梁装饰装修以及部品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连接

方式、做法及要求）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预制梁中所含的埋件、吊件、孔洞以及线盒等各种基

本元素定位基点信息。

N4
产品名称、型号、重量、生产日期、生产单位、编码

和合格章

预制

柱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预制柱连接构件及各专业集成关系

预制柱装饰装修以及部品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连接

方式、做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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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预制柱中所含的埋件、吊件、孔洞以及线盒等各种基

本元素定位基点信息。

N4
产品名称、型号、重量、生产日期、生产单位、编码

和合格章

预制

板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预制板连接构件及各专业集成关系

预制板装饰装修以及部品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连接

方式、做法及要求）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预制板中所含的埋件、吊件、孔洞以及线盒等各种基

本元素定位基点信息。

N4
产品名称、型号、重量、生产日期、生产单位、编码

和合格章

预制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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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预制楼梯连接构件及各专业集成关系

预制楼梯装饰装修以及部品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连

接方式、做法及要求）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预制楼梯中所含的埋件、吊件、孔洞以及线盒等各种

基本元素定位基点信息。

N4
产品名称、型号、重量、生产日期、生产单位、编码

和合格章

其他

预制

构件

N1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及编号、编码

N2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编号、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预制构件连接构件及各专业集成关系

预制构件装饰装修以及部品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连

接方式、做法及要求）

N3
长度、宽度、高度、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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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产品设计性能

材料要求、施工要求、安装要求等

预制构件中所含的埋件、吊件、孔洞以及线盒等各种

基本元素定位基点信息。

N4
产品名称、型号、重量、生产日期、生产单位、编码

和合格章

注：该表仅为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模型构件非几何信息细度表达的基

本要求，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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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G/N与设计阶段

对照表

表 F.0.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 G/N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

设计

方案

设计

初步

设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图深

化设计

预

制

墙

基层/面层 G1 G1/N1 G2/N2 G3/N3 G4/N4

保温层 —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连接构件 — — G1/N1 G3/N3 G4/N4

预埋件 — — — G4/N4 G4/N4

安装构件 — — G1/N1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1 G2/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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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制

梁

基层/面层 G1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连接构件 — — G1/N1 G3/N3 G4/N4

预埋件 — — — G4/N4 G4/N4

安装构件 — — G1/N1 G3/N3 G4/N4

预

制

柱

基层/面层 G1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连接构件 — — G1/N1 G3/N3 G4/N4

预埋件 — — — G4/N4 G4/N4

安装构件 — — G1/N1 G3/N3 G4/N4

预

制

板

基层/面层 G1 G1/N1 G2/N2 G3/N3 G4/N4

防水层 —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

层
— — G1/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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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筋 — — G1/N2 G3/N3 G4/N4

连接构件 — — G1/N1 G3/N3 G4/N4

预埋件 — — — G4/N4 G4/N4

安装构件 — — G1/N1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1 G2/N3 G4/N4

预

制

楼

梯

梯段/平台

/梁
— G1/N1 G1/N2 G3/N3 G4/N4

栏杆/栏板 — G1/N1 G1/N2 G3/N3 G4/N4

防滑条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连接构件 — — G1/N2 G3/N3 G4/N4

预埋件 — — — G4/N4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4/N4

注：1.其他预制构件可根据施工与生产需要拓展对照内容。

2.以上规范仅为装配式部品部件各设计阶段对应几何精度与信息

深度的基本要求，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内容或提高相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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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

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