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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行业,基于BIM建筑空间管理理念来设计的管理系统,一般会从系统的构架、配置以及功

能三个层次来展开分析和设计工作。在设计工作完成之后,会借助案例来实现对设计功能的演示,借助

BIM建筑空间管理系统,可以非常便捷的提升设计工作的效率。因此,本文对此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更

好地促进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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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物使用过程中,空间管理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借助设计工作的

有效开展,能够不断提升建筑物的使用

效果,使建筑物内各个空间以及分布的

设施都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在设计工

作开展过程中,按照传统的设计理念和

方法已经很难适应当前的需要,因此BIM

建筑空间管理系统和相关技术应运而生,

这种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幅减轻设计人员

的工作压力,对于提升设计质量和促进

建筑物运营管理人员更好地展开空间管

理,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 BIM建筑空间管理系统的开

发要求 

BIM建筑空间管理系统,是借助信

息技术和设计人员的专业技术来开展

的一项管理活动,在管理过程中,会应

用专业的管理技术、管理理念和方法,

最大限度的将建筑物运营过程中的人、

财、物以及空间应用起来。建筑空间在

正常使用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有形的

资产,也会承载很多无形的事物,借助

合理的设计和管理,能够不断提高建筑

物内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为组织创造

更高的价值,因需要借助BIM空间管理

系统来集成,使系统能够发挥出最大的

功效。在系统开发和建设过程中,需要

满足以下要求： 

1.1空间资源的3D可视化 

空间资源的3D可视化是BIM建筑空

间管理系统所具备的最大优势,借助这

项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人们将建筑物

内部和外部的空间信息直观展示出来,

并且可以借助系统所构建出的模型,对

每一部分空间的细节进行全面观察。而

且在展示细节的过程中,还能按照不同

用途,使用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分,这使得

BIM建筑空间管理系统具有非常强的可

视性,能够满足人们了解建筑物内部空

间结构的需要。 

1.2具备信息处理能力 

在BIM建筑空间系统开发过程中,系

统必须要具备强大的信息处理功能,因

为系统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会涉及很多

具体的参数,而且在不断补充和完善管

理活动的过程中,还需要结合相关数据

来做好空间分析,因此离开了强大的信

息处理功能,BIM系统将无法发挥出自身

的功效。 

1.3满足管理活动有效开展的需要 

BIM建筑空间管理活动在开展过程

中,会涉及到建筑空间的改造优化等各

种问题,因此管理系统必须要满足管理

活动有效开展的需要,将管理所涉及的

各种因素集成在管理系统中,以此来实

现对空间信息的实时有效管控,不断提

升管理效率。 

1.4具备精准定位功能 

在BIM建筑空间管理系统工作过程

中,建筑空间内的每一部分目前的使用

情况管理系统都需要精确掌握,这就要

求管理系统具备精准定位的功能,要结

合管理需要将所有空间的位置信息等内

容及时上传到系统之中,并借助3D动画

的形式反馈给用户,这其中还涉及监控

设施、传感设施以及消防设施等的安排

等问题,需要在设计的过程中高度重视。 

2 基于BIM建筑空间管理理念

的系统设计 

2.1框架设计 

框架设计是建筑空间管理系统设计

的重要内容,目前在设计过程中,将框架

设计分为：感知层框架设计、数据层框

架设计、服务层感知设计和应用层感知

设计四个层次。 

在感知层,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借助

专用设备来收集建筑空间的基础数据,

这涉及到监控设备、传感设备以及定位

设备等多种专用设备。 

在数据层,设计的主要内容是相关

信息的存储空间和数据库建设。 

在服务层,设计的主要内容是提供

通用服务和满足用户需要的接口服务,

以此来方便用户使用和便于管理在应用

层,设计的焦点集中在管理系统核心功

能的设计和应用上。 

在设计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系统

的核心模块：可视化管理模块、数据处

理模块、空间管理模块和定位模块,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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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块分别从管理系统的可视化操作以

及数据分析的需要和有效的空间管理流

程设计以及精准定位四个角度展开设计,

使BIM建筑空间管理理念借助系统得到

全面应用。 

2.2基础配置 

在系统框架结构设计工作完成之后,

基础配置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基础

配置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将侧重点集中

在建立标准规范的交互逻辑上,对各个

空间进行标准的分类和面积分摊,并对

不同区域的空间进行编码,以此来实现

对建筑空间各个部位的精准有效管理,

编码要按照国家统一的规范来展开编码,

借助设计活动的有效开展,可以借助管

理系统及时发现各个部位存在的问题。 

3 管理系统功能实现需要注意

的原则 

3.1可视化原则 

BIM建筑空间管理系统最大的优势

就是能够借助3D技术实现对建筑空间内

部的可视化管理,使用者可以借助系统

对建筑空间的任意部位进行全面监管,

对于建筑空间内部各个部位的详细信息

都有系统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借助管

理软件强大的功能,实现对建筑物内部

消防、供水、供电以及给排水系统的可

视化管控 

3.2数据处理原则 

在系统开发过程中,要结合管理系

统正常工作的要求,设计数据处理的相

关模块,要确保监控设施、传感设施所传

递的动态数据,能够借助专业数据处理

软件的分析,在管理系统中形成动态的

画面,方便建筑物运营管理人员的实施

监管,以停车场管理为例,要借助停车场

内分布的监控设施,实时传递数据,并进

行数据处理,在系统中形成动态的停车

位管理画面,这能够更好地辅助管理人

员开展停车场管理活动,同时借助数据

处理功能还可以快速形成统一规范的报

表,提升管理活动的效率。 

3.3集成处理原则 

BIM建筑空间管理系统在设计工作

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集成处理原则,要

借助系统实现对空间内各个部位的全面

管控,要授予系统管理人员充足的权限,

使建筑物使用者在改造空间的过程中,

能够直接将数据上报到管理系统中,并

借助系统强大的分析和处理功能,使系

统中的信息与空间实际使用情况保持高

度一致。 

3.4精准定位原则 

BIM建筑空间设计对精准定位也有

很高的要求,因为系统使用过程中,需要

对建筑物内各个部位进行有效管控,所

以精准定位是一切工作开展的基础,为

了使精准定位原则得到有效应用,系统

开发者在开发系统的过程中,要认真做

好监控设备、传感设备的配备和安装,

同时也要借助定位功能,实现对建筑物

内各个部位空间结构的实时管控,要借

助管理系统对每一个部位进行命名,保

证每个部位都处于监控之下,随着当前

建筑物对电力设施需求的不断加剧,建

筑物内部的消防安全形势也必须要引起

人们的重视,因此,对BIM建筑空间管理

系统的精准定位原则有着很高的要求,

要求管理系统在发现建筑物内部存在火

灾隐患时,系统要第一时间将发生火灾

隐患的部位确定出来,只有做到了这一

点,才能更好的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精

准定位原则在应用的过程中,还要注意

与消防、监控等结合起来,借助管理系统

强大的预警功能,不断提高建筑空间管

理系统使用者的使用体验。 

4 结束语 

基于BIM的建筑空间管理系统,在设

计与开发等问题上,要从框架设计、功能

设计以及基础配置等层面来展开全面的

分析和研究,力求借助可视化原则、数据

处理原则、集成原则和精准定位原则的

应用,使管理系统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在

管理系统设计过程中,要格外注意借助

系统来全面提升建筑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降低空间的闲置率,借助强大的数据处

理功能来实现对紧急情况的快速响应,

使BIM建筑空间管理系统真正发挥出最

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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