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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正在大力推广住宅产业化!其中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是重点内容之一" 全国形成多个住宅产业

现代化综合试点城市!市场迫切需要相关设计软件" 启动开发适应政策导向及市场需求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

软件已迫在眉睫" 1213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软件 14536718的研发!为设计人员提供预制混凝土构件的

脱模#运输#吊装过程中的计算工具!实现整体结构分析及相关内力调整#连接设计!在14536平台下实现预制构件

库的建立#三维拆分与预拼装#碰撞检查#构件详图#材料统计#模型数据直接接力到生产加工设备" 该软件的研发

必将简化装配式结构设计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减小设计错误!推动住宅产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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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大力

推动#以及对环保%节能要求的提高#住宅产业化

必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国内目前尚没有成熟

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软件$ 国外软件也只

能完成深化任务#而且在本土化%适合国内的工

程设计习惯%符合相关设计标准方面都还有一定

问题$ 国内装配式设计仍按传统方式设计#各个

环节之间割裂#效率低#设计问题多#成本居高

不下 && =$'

$

随着453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一体化设计

的系统解决方案#将装配式结构的三维设计与施工

模拟%893制造%全生命周期的过程的信息管理也

将是未来发展的应用模式&0 =!'

$

1213具有成熟装配式结构设计软件开发的经

验#14536平台经过四年的开发#已经初具基础$ 基

于 14536 平台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软件

14536718#一定会受到设计人员的欢迎$

'&流程框架

14536 是12134536G6:H3的缩写#是1213

全新开发的基于453技术的多专业协同设计系统$

14536 平台是这个系统的内核#作为独立产品是一

个开放的平台#支持二次开发#多专业数据共享以

及扩展#系统内数据流通及关联维护#能支持多人

并行工作$

14536 =18是基于14536平台的二次开发#模

型数据依托平台的数据中心进行管理$ 支持两种

设计流程#一种方式是先初步设计#获取到建模数

据后#在进行拆分形成装配式深化模型(另一种是

直接基于装配式构件库建立模型$ 软件提供多种

辅助设计手段#辅助完成模型拆分与构件库建模两

种方式下建立装配式模型$

基于装配式建筑模型#能接力1213(0+& 版本

完成装配式结构的整体分析设计#满足现行规范要

求$ 同时开发多种应用工具满足装配式设计和生

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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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功能框图

*&解决的关键问题

*+'&多专业综合的信息模型的集成与共享

装配式模型必须是一个能容纳多专业信息

的综合模型# 结构受力构件%建筑保温材料%装

饰面层%维护结构#设备管线等都需要真实表达$

同时要综合考虑各个专业的设计内容的相互影

响!如设备管道在主体构件上识别需要的预留孔

槽%预埋管道等" #还要考虑加工安装对于模型的

需求$

装配式设计模型用于指导后续的加工生产#一

方面需要精细到达深度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准确#

能发现和避免设计%加工%施工问题$ 以 14536 平

台的多专业数据平台为基础#补充%扩展装配式设

计需要的属性参数与元素类型$ 对各类构件对象

进行关联与组合#处理复杂物体造型以及布尔运

算#提供多专业数据统计和检查工具#在设计的过

程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基于 !"#$%平台的预制装配式构件库管

理与拆分

""装配式住宅标准化提升是装配式设计应用与

推广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从方案设计初期就要考

虑装配式加工与生产的要求$ 但是装配式设计涉

及到多个专业与多个环节#综合考虑因素较多#设

计人员难以把握#设计院人员的设计经验与工作积

累也较少$

软件提供快速的自动全楼装配式设计的手段#

可在设计的早期阶段进行初步设计#用于装配率估

算及装配式方案评估$ 提供装配式单元%构件%附

件管理库管理#以参数化录入方式建立常规的构件

库#支持复杂构件交互方式定制同时提供辅助设计

工具优先智能的匹配已有的标准化构件$ 提供拆

分与自动设计对于相近构件的识别和归并处理#以

及优先自动匹配已有的标准化构件等辅助标准化

设计手段$ 项目中设计内容可提取入库#积累工作

基础#重复利用#进一步促进标准化设计工作$

图 *&装配式结构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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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装配式构件库管理

*+,&接力现有结构软件#!$)-./%-012$%

完成装配式结构整体分析

""通过将装配式结构模型导出到现有结构软件

中进行分析#实现 IJI& =$%&< 相关设计要求#并且

将计算的配筋结果返回#用于指导装配式构件深化

设计以及校验#具体如下)

&"交互指定哪些部分预制及连接位置#同时计

算出装配率(

$"分析时统计出现浇部分%预制部分承担的剪

力百分比(

0"提供现浇部分地震剪力放大系数#可调整(

<"节点连接验算$

*+3&装配式构件详图

装配式构件加工详图是装配式设计过程中工

作量最为繁重%最容易出错的环节$ 而且各地的装

配式构件做法以及出图方式有差异#尤其是设计调

整后一模型的一致性#需要得到保证$

软件能自动对全楼构件材料进行统计与编号#

自动生成全套加工图纸$ 通过配置#使得图纸的表

达内容%布局%设计信息等与设计院需要关联起来#

使图纸达到设计%加工要求$ 模型与图纸双向关

联#并统一管理#当设计调整后能有效的保证模型

与图纸的一致性$

*+4&"#$ 模型数据直接接力数控加工设计

)-$%自动化生产

""软件能够建立非常精细的模型#我们也在与能

完成后续加工生产的厂家进行合作#充分利用装配

式的信息模型#将软件%硬件与各环节生产过程相

结合#结合硬件设备以及生产流程要求#直接接力

工厂加工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预制构件模型信息

直接接力数控加工设备#将信息模型最大化$

软件能输入的加工信息包括两种)

!&"各类钢筋的加工数据#自动化进行钢筋分

类%钢筋编号以及机械加工#包括单钢筋%钢筋网

片%钢筋桁架等几何尺寸#还包括钢筋的编号以及

使用部位#与构件的关联信息#用于完成钢筋的生

产任务$

!$"构件加工数据#构件边模自动摆放%管线开

孔信息的自动化画线定位%浇筑混凝土量的自动计

算与智能化浇筑#以及钢筋%预埋件以及附属件的

排布定位信息$

软件提供配置界面#由用户来确定需要的加工

信息#也可以导出到HK/.*中二次编辑#再接力生产

设备$ 通过将信息模型导出用于自动化加工设备

来完成生产#避免了加工时人工二次录入可能带来

的错误#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工厂生产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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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装配式构件加工详图

图 4&加工数据

,&开发阶段

装配式设计软件开发过程中#我们也在寻求多

方技术合作#包括院内优势资源%设计院以及加工

单位#以确保我们开发出来的产品能满足需求$ 在

此基础上发布版本提供给部分用户试用#根据用户

的反馈对软件的功能不断丰富和完善#最后发布正

式版本$ 我们的开发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5'4年 '5月 ,'号%推出第一版试用版#"678

版$

""这个版本要完成下述基本功能)

&"装配式构件计算工具#主要解决装配式构件

的脱模%运输%吊装过程中的计算(

$"在现有结构软件!1389-L69:MH"整体分

析中实现IJI& =$%&< 相关设计要求(

0"基于453平台的预制装配式构件库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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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拆分与三维预拼装功能(

'"装配式构件详图(

#"装配率计算与材料统计$

,+*&*5'9 年 , 月份推出第一版正式版

&" 根据试用版的反馈#改进并稳定程序(

$" 扩充构件类型#考虑地方的差异性以及

扩展(

0"增加新的连接形式#完善交互扩展构件库$

,+,&*5': 年 9 月份推出第二版正式版

&"增加加工数据导出%加工与施工过程相关的

辅助功能开发(

$"在第一版设计功能稳定的基础上#继续开发

与生产加工%及材料%施工管理等相关的功能(

0"装配式构件的 453模型直接接力数控加工

设计893加工(

<"给予构件唯一编号#结合加工流程管理与物

流管理#进行施工模拟$

3&总结

!&"14536718是国内首创自主开发的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设计软件#适应和促进国家建筑工业化政策(

!$"该软件结合国内设计需要及现行规范要求

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软件产品(

!0"将建立构件库#多种方式拆分#同时将 453

信息模型直接用于加工生产#促进装配式建筑住宅

的标准化%装配式构件加工的自动化#提升行业生

产效率及经济效益(

!<"该软件的研发进一步降低设计门槛#促进

建筑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及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推动住宅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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