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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阶段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时代背景下,建筑幕墙作为建筑物的不承重外围护结构,它设计的质量,构建的好坏直

接决定着建筑物整体工程的成功与否,但是现阶段我国建筑行业在建筑幕墙的设计施工中,因为相应技术和智力支持水平不够,

而导致了一些问题的长期存在,本文提出的建筑幕墙信息建模方法和技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 建筑幕墙；三维表面重建；幕墙面分割技术；bim 技术；虚拟自动装配 

 

1 幕墙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1 幕墙信息化背景 

在我国建筑幕墙行业的发展初期,国内的相关产业项

目建设通常是由国企,混资,外企来开展进行,同时在建筑

幕墙行业的发展初期也是大量模仿国外产品的设计和产出,

到后期建筑幕墙行业出现井喷状态,才有了对建筑幕墙技

术创新的飞跃式局面,根据相关资料表明,我国在 21 世纪

初期,在建筑幕墙的使用和生产上已然位居世界榜首,而且

在今后的十年时间下,我国的建筑幕墙产量仍旧会保持世

界首位,并且发展速度,发展规模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具体

数据如下： 

我国 2001 年~2010 年的建筑幕墙生产数量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当年

产量
1600 2200 3036 4064 5298 5732 6200 6700 7500 8300

累积

产量
10402 12602 15638 19702 25000 30732 36932 43632 51132 59432

 

全国 2003 年~2012 年,建筑幕墙行业与 

建筑装饰行业的产值比较表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建筑装饰行

业总产值
8500 10030 11800 14000 16500 17800 19900 22800 25900 29000

幕墙总产值 300 350 400 500 720 864 1100 1500 2000 2300

幕墙总产值

占建筑装饰

行业总产值

的比列

3.53 3.49 3.39 3.57 4.36 4.85 5.53 6.58 7.72 7.93

 

1.2 建筑幕墙信息化的研究意义 

我国近十年来建筑幕墙行业将会持续呈现井喷状态,

我国建筑幕墙的使用和生产数量还会得到逐年的增加,所

以在这一行业的蓬勃发展背景下,更多的商人和企业公司,

寻求到这一行业所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近几年来纷纷

在本公司开设了建筑幕墙设计,生产的业务,虽然建筑幕

墙行业的蓬勃发展是我国经济水平提高的侧面表现,但是

过多的建筑幕墙业务产生,势必导致供给大于需求,导致

建筑幕墙行业的恶性竞争大量产生,这一系列现状所蕴含

的隐患不可估计,如何在激烈的建筑幕墙行业中突出自我

公司,并且获得可观的效益?是现阶段各个新建筑幕墙企

业所面临的必要问题之一,同时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也在

困扰着一切建筑幕墙企业。同时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建筑幕

墙行业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这看似好的发展状态却也

带来了部分不利影响,大量建筑幕墙企业所需要面临和解

决的问题不断产生,例如：在大量建筑幕墙的生产和使用

工作中,各个参与方并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导

致建筑的设计和施工环节并不能及时进行,在信息的传输

和回复中,因为相关技术的不完善,导致这一系列问题产

生,建筑幕墙工作量的不断增加,企业对于相关工作人员

的限定工期也不断紧缩,使得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建筑

幕墙的质量得不到保障等,虽然我国的建筑幕墙行业处于

蓬勃发展状态,但是建筑幕墙相应的辅助设计系统却存在

着严重的缺陷与不足,二维建筑图形的承载,描述信息的

方式,因为自身的特性和能力不足的限制,而导致大部分

建筑信息不能得到描述和承载,而且随着建筑工作难度的

增加,二维建筑图形已然不能再满足现阶段建筑工作的需

要,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提升和改变,那么会长期桎梏

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后期所研发的建筑幕墙设计,将图

形和数字完美结合,能够直观地带给建筑师和相关工作人

员三维立体化建筑模型,并且一切建筑工作和建筑物的相

关数据和信息,都可以直观清楚的附属于模型中,并且可

以起到实时观察的作用。 

2 建筑幕墙信息建模总体方案 

2.1 常用建筑幕墙介绍 

建筑幕墙的种类多样,按照具体的建构模式和特点可以

具体的分为框支撑和点支撑两种方式,而这俩种不同支撑方

式的建筑幕墙又可以细化地分为以下几种：构建式建筑幕墙,

点支式建筑幕墙,单元式建筑幕墙,同时因为建筑幕墙的内

部体系构成不同,建筑幕墙的预应力体系也分为多种(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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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张拉杆体系,预应力张拉索体系,预应力张拉索或杆混合

体系等),同样因为建筑幕墙内部构造体系的不同,其所具备

的独特性也会不同,但普遍性特点可以概述为通透性强,美

观大方,具有其他构建的装饰功能,架构合理便于理解和使

用。 

2.2 建筑幕墙信息建模总体架构 

2.2.1 构建思路 

构建建筑幕墙信息建模,主要是为了适应现代建筑幕

墙行业以及整个建筑行业的发展需求,与时代发展同轨,

伴随着我国近十年来的建筑幕墙行业蓬勃发展,建筑物的

规模,高度,复杂程度也不断增加,这一系列客观条件,使

得建筑信息和工程信息数量急剧增加,原有的建筑幕墙信

息管理系统,无论是在信息的管控,还是在信息的展现,传

递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与不足,依然无法满足现代建筑

行业的发展需求,所以现阶段的主要核心就是彻底改变原

来传统的建筑幕墙信息管理,展现系统,构建实时有效的

建筑幕墙信息建模,每一个建筑幕墙项目的开展与运行涉

及到的参与方众多,当多方人士参与其中时,因为信息管

理和展现系统能力的不足,而导致参与各方之间不能进行

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和传输,对信息的使用效率也大大降

低,所以对于全新的建筑幕墙信息建模框架,应该从数据

层构建,功能模块,建筑信息模型三个方面展开细致,严谨

的分析与研究。 

2.2.2 建筑幕墙信息建模框架 

根据上述我们所提到的相关方法,我们可以将整个建筑

幕墙的信息框架分为以下三个部分：数据层,功能模块层,

建筑信息模型层,数据层主要由建筑信息数据库而构建,功

能模块层大致的分为俩大模块,再细致地分为 6 个不等构建

模板(虚拟装配,进度管理,材料清单,成本概算,体块拉伸,

墙面分割),建筑信息模型层由设计信息模型和施工信息模

型两大部分组成,俩大模型板块相互联系。 

2.2.3 建筑幕墙信息建模流程 

建筑幕墙信息建模首先要录入建筑物每层的建筑平面

图,然后根据建筑企业建筑施工方案设计的楼层高度和层数

为依据,而构建整个房屋建筑的三维立体模型,同时在建筑

幕墙信息建模中引入人工智能系统,有人工智能系统来权衡

建筑幕墙面的分割利弊,建筑幕墙分割后相应的构件标准件,

这些东西的规格,数量以及标准,要由辅助设计系统进行统

计和安排。 

无论是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人民物质

生活水平提高从而对居住环境需求提升,都从侧面客观地推

动了我国建筑幕墙行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在建筑幕墙行业的

蓬勃发展状态下,所伴随产生的一些问题在当下并没有得到

有效的处理和解决,本人收集相关资料并进行一段时间的实

地考察,对建筑幕墙进行信息建模的相关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对此提出一些相关的解决方法(三维表面重建方法,建筑幕

墙面的多项式分割,虚拟装配),希望可以得到相关建筑企业

的借鉴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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