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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Y@:应用的土木工程小组

协同毕业设计实践 !

刘方成!何杰!郑辉!蒋斯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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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Y@:的多专业协作便利性为小组协同毕业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结合小组毕业设计模式和Y@:技术!从

大型综合课题的选择$任务分解$多专业协同到组内成员任务分工协作!进行全过程创新实践!探索 Y@:技术在毕业设

计中应用的可行性' 研究发现!由于Y@:技术需要建筑设计各方面高度的协调能力!能最大限度提高毕业设计小组成

员的协同工作效率!使得真实复杂工程项目在毕业设计中实现成为可能!使得毕业设计的综合$协同更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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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毕业设计是大学阶段最重要的专业综合实践

教学环节( 传统的毕业设计虽然大多也是分组进

行的#但同组之内各成员的设计任务是类似而不

是分块#学生之间的协作不是完成任务的刚性需

求#更多的是少数人做%多数人看甚至抄袭的模

式#学生并没有真正得到综合实践训练#更谈不上

对学生协同工作精神和能力的训练( 这已经是传

统的以小组形式进行毕业设计的顽疾#亟待改革

研究(

建筑信息模型"YL'J%'/F@/]&OT9U'&/ :&%7J'/F

以下简称 Y@:$是被 Dh\I=W<d首次提出的#其

核心思想是强调多个软件的协作#从二维到三维

甚至是到 / 维#从独立到相互协作( Y@:的多专

业协作要求与分小组进行毕业设计的理念初衷具

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北美%北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Y@:技术及

其理念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在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Y@:最开始在国家的大型项目上得到运

用及推广#紧接着开始向个人项目扩散&!'

( 近年

来#我国也在逐步开展 Y@:标准以及软件的研

究#但总体上还处于 Y@:标准的制定阶段#推广

应用有待完善&"'

( 在Y@:教育方面的迟滞#更是

Y@:应用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4

1'

( 目前#只有

少部分高校开了Y@:相关的专业课程#大部分还

只是选修课#更多的高校还未引进 Y@:技术#学

生不知道何为 Y@:%如何应用( 如何在高校推进

Y@:技术的教育%研究#是一项全新的课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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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合小组化毕业设计模式和 Y@:技术

基础#从大型综合课题的选择%任务分解%多专业

协同到组内成员任务分工协作#进行全过程创新

实践#旨在探索Y@:技术在毕业设计中应用的可

行性#为高校毕业设计教学改革和普及 Y@:教育

提供参考(

!5毕业设计课题选择

传统的毕业设计课题限于课时和学生的精

力#往往只是小型体量工程项目的某一个环节#如

某一榀框架的结构设计%某一栋建筑的施工组织

设计等( 学生接触的只是专业的一部分#缺少从

整体层面对工程项目的认知( 基于 Y@:技术#在

课题选择时自由度就很大#并且可以选择大型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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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的工程项目#甚至是实际正在进行的综合体

项目( 本次毕业设计时长 !" 周#根据实际情况#

小组选择了三个不同的综合项目(

项目一!某商业综合体项目

本工程建设 !栋高层住宅楼%配套商业%物业

管理用房以及区内配套道路广场%停车场%绿化%

室外供电%给排水等附属工程#工程占地面积

! "3+(+2T

"

#地下室面积 " 23!(1#T

"

#总建筑面积

!* ))3T

"

(地下室层高 *("T#局部 *(3T#首层%二

层商铺部分层高为 *(+T%3(*T#住宅入户大堂层

高为 *(!#T#住宅标准层层高均为 )(#T#建筑物檐

口高度为 2$($#T#屋顶电梯机房顶高度为 +*(#T#

建筑室内外高差 #(!E#()T( 本工程处于南方夏

季高温%冬季雨雪地区#冬季工程基础施工时#必

须采取可靠的防雨雪措施确保基坑开挖的安全%

质量和进度#夏季主体结构施工时应注意高温季

节防暑降温(

项目二!某城市立交桥项目

该项目是将,Y@:

j智能化管理-用于施工管

理#通过使用Y@:建模及信息化智能管理技术全

程对项目进行信息化管理(

项目三!某城市广场项目

)个不同的项目#可以给学生不同工程类型

的综合训练#通过毕业设计实践实现,大土木-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5基于Y@:的专业分工与任务安排

"(!5项目阶段划分

一般的工程项目进展阶段可划分为设计阶

段%施工阶段%造价预算阶段(

"("5Y@:专业分工

!$基于Y@:的设计阶段

一是土建初步建模( 创建能满足建筑设计需

求的模型( 主要是绘制施工图#直接在 678'U中

绘制#其方法类似于 ?D=#在绘图过程中#可应用

基于678'U的插件#使用插件中自带的族库以简

化绘制的过程(

二是土建深化建模( 创建能满足结构设计需

求的模型( 通过C:\建立土建结构模型#导出各

建筑部件的三维设计尺寸和体积数据#为概预算%

Y@:审图%模板脚手架%Y@:*=等提供资料#资料

的准确程度同建模的精确性成正比(

三是机电建模( 应用 :9F'.9% 将各个楼层的

给排水%空调%风管等各种专业设备建模#然后将

各个楼层各个专业的管线综合#形成三维数值

模型(

四是Y@:审图( 将建好的土建模型和机电

模型导入 Y@:审图软件#将两种模型合并#在审

图软件中查看各个楼层里面的真实情景( 应用

Y@:审图自带的漫游功能#既能让审图者有种身

临其境的感觉#同时又能自动生成碰撞报告( 在

检查出的碰撞中#一键返回建模软件进行修改#以

减少成本#节约施工工期#减少返工次数(

"$基于Y@:的施工阶段

一是施工网络计划建模( 利用梦龙网络计

划#创建网络计划技术管理模型#用于施工模拟及

实时控制(

二是施工现场布置建模( 应用建设项目临建

规划设计三维软件#通过绘制或导入 ?D=图纸%

C?b文件快速建立模型#按照规范完成规划的方

案优化#快速生成直观%美观的三维施工场地布置

数值模型#并自动生成临水%临电方案及临建工

程量(

三是施工过程管理建模( 应用广联达

Y@:*=建立施工过程管理模型#通过Y@:*=模型

集成进度%预算%资源%施工组织等关键信息#对施

工过程进行模拟#及时为施工过程中的技术%生

产%商务等环节提供准确的形象进度%物资消耗%

过程计量%成本核算等核心数据#提升沟通和决策

效率(

四是碰撞分析( 通过导入多个专业的三维模

型进入Y@:审图#利用Y@:技术检查多个专业的

碰撞#为实际解决问题提供信息参考#在第一时间

尽量减少现场的管线碰撞和返工现象#以最实际的

方式体现降本增效#践行绿色施工的理念(

)$工程造价阶段的Y@:技术应用

该阶段主要应用CCH%C?b%CS@%CYS这 3款

软件直接导入C:\%6WQ@\%:9F'.

4

?D=等软件的

三维模型#建立图形算量模型#提高造价计算效率(

"()5任务安排

根据项目不同阶段的任务需求#将任务具体

分配到每一位学生#每个人的任务是属于项目整

体的一部分#一旦不能完成#将影响整个项目的实

施#因此#学生必须按时%按质完成#不能偷懒#更

不能袖手旁观( 同时#每个人在三个项目中的任

务不同#使得其能够得到不同任务阶段的实训(

在整个任务实施过程中#学生既有分工#又必须协

作#而且还需相互学习%交流( 当学生在不同的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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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变换任务时#为提高学习效率#必须向在前一

项目中承担该任务的同学请教( 任务分配及时间

安排如表 !所示(

表 !5任务分配及时间安排

项目过程
周次

! " ) 3 * 1 2 + $ !# !! !"

Y@:知识准备 全体成员

项目一实施阶段

土建建模 生DY

机电建模 生?

Y@:审图 生DY?

施工网络计划建模 生=

施工现场布置建模 生W

施工过程管理建模 生_

碰撞分析 生=W_

造价预算 生CP

资料整理 全体成员

项目二实施阶段

桥梁Y@:模型搭建 生?=

航拍建模 生W_

施工模拟 生CP

工程量与资金统计 生DY

资料整理 全体成员

项目三实施阶段

Y@:方案设计 生W_

特殊设计优化 生CP

Y@:疏散模拟 生DY

Y@:沉浸式展示 生?=

资料整理 全体成员

)5设计成果与成效

基于Y@:技术#毕业设计小组顺利完成了三

个项目的设计#形成了从土建机电施工图#到施工

平面布置%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模拟#以及造价预

算%运营测试甚至沉浸式展示的一系列成果资料(

极大地突破了传统毕业设计所涵盖的范畴#让学

生更加真实%系统%全面地接触%体验实际工程项

目的建设内容%建设过程( 形成的部分成果如图

!E图 +所示(

图 !5项目一678'U模型 )=图 图 "5项目一C:\土建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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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项目一碰撞分析结果

图 35项目二桥梁O78'U模型图

图 *5项目一航拍场地模型图

图 15项目二形象进度管理图

图 25项目三火灾疏散模拟图

图 +5项目三Q6模拟图

学生的毕业设计成果参加全国高校 Y@:毕

业设计作品大赛#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学生也因此

获得了进入大型设计院就业的机会(

35结论

!$Y@:技术对多专业%多任务协同工作的必

然要求#以及 Y@:所提供的协同平台#完全契合

了小组毕业设计模式对分工协作的初衷要求#将

两者进行结合#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促进

其承担任务%参与合作%积极交流#从而避免传统

小组毕业设计模式带来的弊端(

"$基于Y@:技术的毕业设计#突破了传统毕

业设计的选题限制#能让学生在大型综合性项目

中更加真实%系统%全面地接触%体验工程项目的

建设内容%建设过程#实践教学效果贴合时代

需求(

)$基于Y@:技术的小组毕业设计模式是高

校推进 Y@:教育的重要环节#应予以特别重视#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将来可作为毕业设计的主要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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