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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比传统建造模式，装配式建筑具有污染少、

工期短、成本低等优势，符合未来绿色建筑的发展

趋势。结合ＢＩＭ技术应用现状及优势，实现建筑预
制构件在全产业链中的信息传递和共享是装配式

建筑的必然结果。但目前在装配式建筑建造过程

中，由于上下游衔接不畅、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

预制构件生产和配备不合理、返工率较高等问题，

阻碍其市场发展，而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分类与

编码体系是打通预制构件全产业链信息流、实现预

制构件信息在全产业链中高效流通、传递和共享的

关键载体。因此，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分类与编码

体系是装配式建筑能够迅速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

目前，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基于本国建筑业

建立了配套的、成熟的建筑分类与编码体系，如Ｕｎ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Ｉ、ＯｍｎｉＣｌａｓｓ、ＩＳＯ１２００６等。而我国起步较晚，
为推动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制定了一些建

筑产品分类与编码标准，如《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

型分类与编码标准》、《建筑产品分类与编码》等，也

有一部分省市关于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分类与编

码做了一些研究和探索，但大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如有的研究只提出了编码规则，并未提出配套的分

类方法，不能使预制构件的分类与编码进行配套使

用，且编码结构中采用字母与数字的组合，或者编

码层级过多，编码体系显得过于复杂，在使用中容

易出错，不能有效地打通预制构件全产业链信息

流，实现信息的高效流通与共享。

因此，本文将在国内外建筑分类与编码标准及

国内现有规范的基础上，对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

分类与编码体系及其应用方案进行研究，并结合案

例分析其可行性及可推广性，为未来同类型项目的

应用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基于ＢＩＭ的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分类与
编码体系建立

　　编码是对某一项事物统一观点、统一认识和信息
交换的一种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信息命名、

描述不一造成的误解与损失，信息编码直接关系到

信息处理、传递和检索的自动化效率与水平［１４］。

１１　ＢＩＭ预制构件库分类方法选择
目前，从分类结构而言，其分类方法一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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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分类法、面分类法和混合分类法［５］：

（１）线分类法：又称为层级分类法，依据对象的
某项特征划分类目，对划分出的每个类目再进行细

化，构建具有若干层级的层次关系，形成具有隶属

关系树状结构分类体系；

（２）面分类法：是一种网状结构的分类方法，一
般依据对象的若干特征在不同的分类段中划分类

目，各类目之间相互平行，由各分类段组合起来而

形成复合类目的分类体系；

（３）混合分类法：是指对象分类时，不仅使用线
分类法而且还使用面分类法，一般会有主次之分，

以一种分类方法为主，以另一种分类方法为辅。

三类分类法各有侧重（其对比分析如表 １所
示），在应用实施过程中，一般根据项目特点、分析

角度、分类目的等不同，选择合适的方法对预制构

件进行分类。

表１　三类分类法对比分析

分类方法 优点 缺点

线分类

方法

层次性好，能很好地反映类目之间的层次关系；

符合人工处理信息的思维习惯，也适合计算机处理信息。

结构弹性差，分类结构不易改动；

当分类层级较多时，代码较长，效率较低，影响数据处

理速度。

面分类

方法

可变动性强，一个“面”内类目发生改变，不会影响其他“面”；

适应性强，可按需进行“面”组合，形成复核类目；

可扩充性强，易于增加和修改“面”内的类目；

灵活性强，便于计算机处理信息。

代码容量不能充分利用，容易出现实际应用类目不多

的情况；

类目之间组配的灵活度高，手工处理信息比较困难。

混合分类

方法

集成线、面分类法的各自有点，即层次性好、分类科学、独立性高；

弥补各自的不足，互相补充，较为常用。

／

表２　装配式住宅混凝土结构—预制构件主要面分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主体结构 预制混凝土梁 框架梁、连梁、非框架梁、基础梁、墙梁、挑梁、过梁

预制混凝土柱 框架柱、构造边缘构件、约束边缘构件、新增类目

预制混凝土楼板 桁架叠合板单向板、桁架叠合板双向板中板、桁架叠合板双向板边板、桁架叠合板双向板整板、ＰＫ板
连续板、ＰＫ板简支板、预制双Ｔ板、预制挂板、预应力混凝土倒双Ｔ板

预制混凝土墙板 钢筋混凝土板、蒸压加气混凝土板、轻集料混凝土条板、预制混凝土剪力墙板、预制混凝土外挂墙板、

预制混凝土围护墙板

预制混凝土屋面板 ／
二次结构 预制外墙挂板 新增类目

预制混凝土楼梯 梁式单跑楼梯、梁式双跑楼梯、梁式三跑楼梯、梁式剪刀楼梯、梁式螺旋楼梯、板式单跑楼梯、板式双

跑楼梯、板式三跑楼梯、板式剪刀楼梯、板式螺旋楼梯

预制阳台 叠合板式阳台、叠合梁式阳台、全预制板式阳台、全预制梁式阳台等

预制空调板 ／
预制混凝土凸窗 预制混凝土凸窗

预制女儿墙 平直端女儿墙、转角女儿墙

基于上述分析，ＢＩＭ预制构件库设计构件的分
类采主要采用混合分类法，即以面分类法为主，线

分类法为辅。将分类对象没有隶属关系的特征或

属性按不同的分类面展开，每个面位置固定，不同的

面中类目之间不重复，不交叉，但存在个别面的类目

使用线分类法的情况，即该面中的类目有隶属关系。

１２　ＢＩＭ预制构件库分类清单建立
考虑到预制构件的特征和属性极其复杂，基于

上述选择的混合分类方法，考虑预制构件主要信息

因素，以装配式住宅混凝土结构为例，按构件类型

进行分类，得到ＢＩＭ预制构件库分类清单，如表２。
１３　ＢＩＭ预制构件编码体系设计
１３１　设计原理

本文以Ｏｍｎｉｃｌａｓｓ、《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
标准》、国内现行的装配式建筑图集信息等标准、规

范及信息化技术为基本设计原理进行装配式建筑

预制构件编码体系的设计。

１３２　设计原则
在设计原理的基础上，以构件编码的唯一性、

通用性、可操作性、可扩展性、可与计算机系统相连

接性等为设计原则，同时，结合拟建装配式建筑预

制构件特点及应用目标，对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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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与编码体系进行设计［６７］。其中：

１）唯一性：指一个编码对应唯一的一个预制构
件，一一对应；

２）通用性：指编码体系包括构件的基本属性，
便于在各阶段、各部门进行共享；

３）可操作性：指编码体系的设计具有便于管
理、便于实施等特征；

４）可扩展性：指在实际项目使用时，可根据项
目特点及管理需求，在编码结构基础上进行编码层

次的增加；

可与计算机系统相连接性：指构件编码在构件

信息共享流通过程中，可考虑与协同管理平台、运

维管理系统等计算机系统相连接。

１３３　设计思路
在上述设计原理和设计原则的基础上，对装配

式建筑预制构件编码结构进行合理的设计，综合运

用编码的唯一性及ＢＩＭ技术的优势，对装配式预制
构件生产和施工等各阶段信息进行管理，实现预制

构件信息在全产业链中的高效流通、传递和共享，

以提高预制构件生产质量和效率，减少返工，实现

装配式建筑的价值。

１３４　编码结构
结合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分类及编码设计原

则和思路，以及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类型、名称、尺

寸等项目数据经验，通用的装配式预制构件分类代

码采用３层代码，第一层采用２位数字型代码，第二
层采用３位数字型代码，第三层采用４位数字（长度
ｃｍ）４位数字（宽度 ｃｍ）４位数字（高度 ｃｍ）型
代码，每层代码间应用“—”连接。具体结构如下：

图１　编码结构图

说明：第一层代码代表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

构件类型代码；

第二层代码代表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构件

名称代码；

第三层代码代表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构件

尺寸代表；

在实际项目使用过程中可结合项目实际需求

在不违背原编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增加或者细化，

如在项目群建设管理中可增加项目编码，在预制构

件信息管理要求特别清晰的情况下可增加承载力

或特殊构造处理编码等。

１３５　编码规则
（１）第一层代码从“００”至“９９”按顺序排列，不

足位用“０”补齐；
（２）第二层代码从“０００”至“９９９”按顺序排列，

不足位用“０”补齐；
（３）第三层代码从“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至“９

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不足位用“０”补齐。

２　基于 ＢＩＭ 的装配式预制构件编码应用
方案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分类
与编码体系在全产业链（设计、生产、运输、仓储、施

工、运维等阶段）中应用方案介绍如下：

在设计阶段，运用 ＢＩＭ技术创建预制构件库
ＢＩＭ信息模型，并编制拟建项目的预制构件分类及
编码标准，并上传至ＢＩＭ协同管理平台共享。

在生产阶段，生产商通过 ＢＩＭ协同平台中分享
的预制构件库了解各构件的基础属性信息，进行批

量生产，在构件生产过程中埋设 ＲＦＩＤ芯片，并通过
Ｒｅｖｉｔ添加构件编号、项目信息、生产信息、性能指标
等信息，并将ＢＩＭ构件库及ＲＦＩＤ信息库进行同步，
为每一个预制构件赋予了唯一的身份标签［８］。

在运输及仓储阶段，运输商将预制构件从生厂

商运输到施工现场，根据要求利用手持扫码设备添

加构件必要的运输、堆放及吊装信息，同时挂接构

件对应的质量合格文件，实现构件信息与 ＲＦＩＤ信
息的同步，通过 ＢＩＭ协同管理平台供各参建方共
享，以便对预制构件的采购信息及物料管理。

在施工阶段会产生大量的预制构件施工信息，

如施工工艺、吊装信息等，施工商通过 Ｒｅｖｉｔ软件对
预制构件施工信息进行添加，并对构件进行编码，

实现编码信息与ＲＦＩＤ构件信息库的同步。
在运维阶段，运营商主要将必要的安全质量监

测信息及二次维护信息添加在构件 ＢＩＭ模型上，同
时与ＲＦＩＤ信息库进行同步更新，通过预制构件编
码查询其运营维护信息。

综上，在各个阶段，通过信息的录入，并结合施

工阶段录入的预制构件编码，实现编码信息与预制

构件 ＢＩＭ模型信息及 ＲＦＩＤ信息库的同步，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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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装配式住宅混凝土结构—预制构件编码及其类目名称

类目编码 小类 细类 备注 类目编码 小类 细类 备注

１ 预制混凝土柱 － － ５ 预制混凝土屋面板 － －

１月１日 － 框柱 － ５月１日 － － －

１月２日 － 构造边缘构件 ６ 预制混凝土楼梯 － －

１月３日 － 约束边缘构件 ６月１日 － 梁式单跑楼梯

２ 预制混凝土梁 － － ６月２日 － 梁式双跑楼梯

２月１日 － 框架梁 － ６月３日 － 梁式三跑楼梯 －

２月２日 － 连梁 ６月４日 － 梁式剪刀楼梯

２月３日 － 非框架梁 ６月５日 － 梁式螺旋楼梯

２月４日 － 基础梁 ６月６日 － 板式单跑楼梯

２月５日 － 墙梁 ６月７日 － 板式双跑楼梯

２月６日 － 挑梁 ６月８日 － 板式三跑楼梯

２月７日 － 过梁 ６月９日 － 板式剪刀楼梯

３ 预制混凝土楼板 － － ６月１０日 － 板式螺旋楼梯

３月１日 － 桁架叠合板单向板 － ７ 预制混凝土阳台 － －

３月２日 － 桁架叠合板双向板中板 ７月１日 － 叠合板式阳台

３月３日 － 桁架叠合板双向板边板 ７月２日 － 叠合梁式阳台

３月４日 － 桁架叠合板双向板整板 ７月３日 － 全预制板式阳台

３月５日 － ＰＫ板连续板 ７月４日 － 全预制梁式阳台

３月６日 － ＰＫ板简支板 ８ 预制混凝土空调板 － －

３月７日 － 预制双Ｔ板 － ９ 预制混凝土女儿墙 － －

３月８日 － 预制挂板 ９月１日 － 平直端女儿墙

３月９日 － 预应力混凝土倒双Ｔ板 － ９月２日 － 转角女儿墙

４ 预制混凝土墙板 － － １０ 预制混凝土凸窗 － －

４月１日 － 钢筋混凝土板 内隔墙 １０月１日 － 预制混凝土凸窗

４月２日 －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 内隔墙

４月３日 － 轻集料混凝土条板 内隔墙

４月４日 － 预制混凝土剪力墙板 －

４月５日 － 预制混凝土外挂墙板

４月６日 － 预制混凝土围护墙板 －

ＢＩＭ协同平台实现各阶段信息在全产业链中的信息
流通与共享，有助于在竣工交付及运维阶段以编码

为载体对各预制构件进行统计、查询与维护管理。

３　案例应用分析

３１　项目概况
临港产业区“先租后售”园区公共租赁住房三

期项目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临港重装备产业区内，项

目西临Ｅ６路，东侧为 Ｅ６２路，南邻正茂路，北邻潇
湘路。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 １０１５４０ｍ２，拟建总建
筑面积为２５８８５４０６ｍ２，其中地上为１８８３２１５ｍ２，
地下为７０５３２５６ｍ２，项目建筑装配率不小于４０％，
构件总数为３８２１０个，８大类型，项目目前正在施工

阶段。

３２　项目应用方案及效果分析
设计阶段，构建了８种 ＢＩＭ预制构件库，制定

了本项目构件分类与编码标准，并上传至信息平台

供其他参与方参考使用。

图２　预制构件统计与ＢＩＭ预制构件库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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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预制构件分类与编码标准示例

图４　通过编码检索查看预制构件信息

生产阶段，生产商对预制构件进行批量生产，

埋设ＲＦＩＤ芯片，将编码信息和ＢＩＭ构件库及 ＲＦＩＤ
信息库进行同步，并添加生产、性能指标等信息。

图７　以编码为载体进行预制构件信息管理示例

在运输和堆放过程中，运输商对运输及堆放信

息进行添加，如图５所示，施工阶段，承建方通过预
制构件编码录入及 Ｒｅｖｉｔ添加施工信息，实现与
ＲＦＩＤ构件信息库的同步。在 ＢＩＭ协同管理平台上
通过编码搜索看查看预制构件各阶段的完整信息。

图５　运输及堆放阶段编码信息添加

图６　预制构件编码信息示例

在项目竣工交付阶段及运营管理阶段，借助

ＢＩＭ协同平台通过预制构件编码对各个构件的相关
信息进行统计，并导出Ｅｘｃｅｌ清单，便于预制构件施
工管理及运营维护管理。

本项目通过对 ＢＩＭＲＦＩＤ技术、编码体系及
ＢＩＭ协同管理平台的综合应用，有效实现了构件信
息在全产业链中的流通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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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综上，本文在研究ＢＩＭ预制构件库建立及国内
外建筑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的基础上，对装配式建

筑预制构件的分类与编码体系进行了设计，并进一

步提出了基于 ＢＩＭ技术的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编
码体系在项目建设各阶段的应用方案，利用 ＢＩＭ
ＲＦＩＤ技术实现了预制构件编码信息的流通与共享，
最后结合案例对预制构件编码体系及应用方案的

应用过程及预制构件信息管理效果进行分析，论证

了预制构件编码体系及应用方案的可行性，为未来

同类型项目的应用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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