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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 〈２０２０年度浙江
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及相关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 （第二

批）的通知》 （浙建设函 〔２０２０〕443号） 的要求，标准编制

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结合浙江省的实际情

况，

参考有关国家标准、国内外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为 ６章和 ４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
语、基本规定、模型要求、模型应用、实施组织与协同和附

录等。

本标准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主编单位负责

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绍

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

２８８号，邮编：３１２０００，邮箱：ｗｌｇ@ｓｘｃｔｔｎｅｔ），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绍兴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绍兴市城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绍兴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中心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晟越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绍兴市智慧快速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智慧城市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数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 （绍兴）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毛节程　施可成　李　慧　方维炯　吕　田
黄国平　陈晓红　宋森华　宣晓鑫　沈国红
任　明　闵玉辉　洪云一　龚叶锋　沈宙彪
赵溢峰　孙广雨　张佳良　沈鑫涛　沈建华
董高钟　杨海涛　沈马可　祝　超　尉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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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贯彻执行国家技术经济政策，支撑市政工程建设领域
信息化实施，统一市政道路信息模型应用基本要求，提高信息应

用效率和效益，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新建、改 （扩）建的市政道路工程

项目及其全生命期内信息模型的创建、使用和管理。

１０３　市政道路信息模型的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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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市政道路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ｒｏａｄ
城市中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

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

２０２　市政道路信息模型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ｒｏａ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在市政道路、桥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工程项目全生命期

内，对其物理特征、功能特性及管理要素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

此规划、设计、施工、运维、拆除或改 （扩）建的过程和结果

的总称。简称模型。

２０３　市政道路信息模型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ｒｏａｄ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在市政道路、桥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工程项目全生命期

内，对模型信息进行提取、检查、分析、更改等过程。简称模型

应用。

２０４　市政道路信息模型交付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ｒｏａｄ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根据市政道路、桥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工程项目的应用需

求，将项目各阶段的模型传递给需求方的行为。简称模型交付。

２０５　交付物　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ｌｅ
基于市政道路信息模型交付的成果。

２０６　模型单元　ｍｏｄｅｌｕｎｉｔ
承载信息的实体及其相关属性的集合，是工程对象的数字化

表述。

２０７　模型精细度　ｌｅｖｅｌｏｆｍｏｄｅ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模型中所容纳的模型单元丰富程度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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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　几何表达精度　ｌｅｖｅｌ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ｅｔａｉｌ
模型单元在视觉呈现时，几何表达真实性和精确性的衡量

指标。

２０９　信息深度　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ａｉｌ
模型单元承载属性信息详细程度的衡量指标。

２０１０　全生命期　ｆｕｌｌ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从建筑物的规划、设计、施工、运维到拆除或改 （扩）建

的整个过程。

３



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模型应用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应用目标和技术路
线，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架构和管理组织。

３０２　模型应用宜贯穿市政道路全生命期，也可根据工程实际
情况在某些阶段或环节内应用。

３０３　模型应在工程项目规划设计阶段创建，并应在工程项目
全生命期各阶段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共享和应用，协调一致。

３０４　模型创建与应用宜采用符合市政道路工程特征、满足市
政道路工程特定需求的软件，不同软件之间模型整合和数据共享

应便利。

４



４　模型要求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模型信息应具有开放性、可继承性、可扩展性。
４１２　通过不同途径获取的同一模型信息应具有唯一性；模型
信息的转换和传递应保证完整性；采用不同方式表达的模型信息

应具有一致性。

４１３　模型的存储与传递宜采用通用格式，也可采用相关方约
定的格式。市政道路信息模型的存储与传递格式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准》ＧＢ／Ｔ５１４４７的规定。
４１４　模型及其组成单元应在工程项目全生命期内被唯一识别。

４２　模型创建

４２１　模型宜采用集成方式统一创建，也可采用分工协作方式
按专业或任务分别创建。

４２２　模型应采用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
模型原点坐标应与项目工程坐标一致。

４２３　模型应采用统一的单位和度量制，数值精度要求应精确
到毫米。

４２４　各阶段模型的创建应在前一阶段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
４２５　工程发生变更时，应修改模型中相关模型单元及关联信
息，并应记录工程及模型的变更信息。

４３　模型内容

４３１　模型单元应根据项目阶段、专业特点、应用需求进行拆
分，各模型应相互独立并满足后续阶段应用。

５



４３２　模型单元应分级建立，并应符合表４３２的规定。

表４３２　模型单元的分级

分级 用途

项目级模型单元 承载项目、子项目或局部道路桥梁、隧道信息

功能级模型单元 承载完整功能的模块或空间信息

构件级模型单元 承载单一的构配件或产品信息

零件级模型单元 承载从属于构配件或产品的组成零件或安装零件信息

４３３　模型单元应根据工程对象进行系统分类，分类应符合本
标准附录Ａ的规定。
４３４　模型单元应具有统一的编码和命名，编码原则宜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６９的规
定。模型单元命名应从项目自身特点和实用角度出发，具有完整

性和可读性，并宜符合本标准附录Ｂ的规定。
４３５　模型精细度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４３５的规定。

表４３５　模型精细度等级划分

等级 包含的最小模型单元

１０级模型精细度 （ＬＯＤ１０） 项目级模型单元

２０级模型精细度 （ＬＯＤ２０） 功能级模型单元

３０级模型精细度 （ＬＯＤ３０） 构件级模型单元

４０级模型精细度 （ＬＯＤ４０） 零件级模型单元

４３６　模型单元的精细度等级应符合本标准附录Ｃ的规定。
４３７　模型单元应包含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并应分别满足几
何表达精度等级与信息深度等级的划分规定。

４３８　几何表达精度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４３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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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８　几何表达精度等级划分要求

等级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１级几何表达精度 （Ｇ１）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２级几何表达精度 （Ｇ２）
满足空间占位、主要颜色等粗略识别需求的儿何表达

精度

３级几何表达精度 （Ｇ３）
满足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细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

精度

４级几何表达精度 （Ｇ４）
满足高精度渲染展示、产品管理制造设备等高精度识

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４３９　信息深度等级划分应符合表４３９的规定。

表４３９　信息深度等级划分要求

等级 等级要求

１级信息深度 （Ｎ１）
应包含模型单元的身份描述、项目信息、组织角色等

信息

２级信息深度 （Ｎ２）
应包含和补充Ｎｌ等级信息，增加实体系统关系、组成
及材质，性能或属性等信息

３级信息深度 （Ｎ３） 应包含和补充Ｎ２等级信息，增加生产信息、安装信息

４级信息深度 （Ｎ４） 应包含和补充Ｎ３等级信息，增加资产信息、维护信息

４３１０　各阶段模型精细度等级与信息深度关系应符合表４３１０
的规定。

表４３１０　各阶段模型精细度等级

阶段 模型精细度 几何表达精度 信息深度

方案可研阶段 ＬＯＤ１０ Ｇ１ Ｎ１

初步设计阶段 ＬＯＤ２０ Ｇ２ Ｎ１／Ｎ２

施工图设计阶段 ＬＯＤ３０ Ｇ３ Ｎ２

施工阶段 ＬＯＤ３０／ＬＯＤ４０ Ｇ３／Ｇ４ Ｎ３

运维阶段 ＬＯＤ４０ Ｇ４ 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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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１　模型单元的几何表达精度与信息深度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Ｄ的规定。

４４　模型交付

４４１　模型交付物应满足相应阶段的数据格式、模型精细度、
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模型信息深度及应用需求。

４４２　模型交付前，应对模型信息的有效性、正确性、协调性
和一致性进行检查。

４４３　当模型单元的几何信息与属性信息不一致时，应优先采
信属性信息。

８



５　模型应用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模型应用所使用的基础数据宜基于模型信息，应用所产
生的数据应及时关联至模型。

５１２　全生命期模型应用内容宜符合表５１２－１的规定，各阶
段模型应用应根据项目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并宜符合表

５１２－２的规定。

表５１２－１　全生命期模型应用内容

应用点 应用内容

场地仿真分析

建立场地模型，分析项目所处环境场地的高程、坡度、地质情

况、土地权属等影响因素，以及方案与红线、绿线、河道蓝线、

高压黄线、周边建筑物、轨道交通等因素的空间关系

设计方案比选
创建设计方案模型并结合场地模型，在可视化三维场景下展现

设计方案，并进行沟通、讨论与决策，选出最佳设计方案

虚拟仿真漫游

使用设计模型模拟三维空间关系和场景，通过漫游、动画和ＶＲ
等形式提供身临其境的视觉、空间感受，及时发现问题，优化

设计

管线搬迁模拟
创建现状管线模型与设计管线模型，分阶段模拟管线搬迁过程，

优化管线搬迁方案

道路翻交模拟
创建道路翻交模型，分阶段模拟施工过程中的道路保通过程，

优化道路翻交方案

建 （构）筑物

搬迁模拟

创建现状建 （构）筑物模型，分阶段模拟建 （构）筑物搬迁过

程，优化建 （构）筑物搬迁方案

管线综合及

碰撞检查

建立各类管线模型，并检查各类管线之间、管线与结构物之间

的碰撞问题，避免空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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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１２－１

应用点 应用内容

交通标志

标线仿真

创建交通标志标线仿真模型，模拟交通场景，优化标志标线

设计

工程量复核

根据市政道路项目分项表，创建符合工程量统计要求的市政道

路项目信息模型，并统计生成土建、机电、管线等工程量数据，

与其他计算方式对比复核

施工方案模拟

对于工期长、施工复杂的施工方案以及局部复杂的施工节点，

在施工图设计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深化，附加建造过程、施工顺

序、施工工艺等信息，进行施工过程的可视化模拟，检查施工

方案的可行性，并进行分析和优化

预制构件加工
创建预制构件模型，以进行预制构件的深化设计、建造进度管

理、质量管理等应用

设备管理

创建设备管理模型，进行设备二维码、车辆门禁、进出场管理、

设备清单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应用，实现机械设备、监测设

备等设备的可视化展示与远程管理应用，优化设备管理

施工进度管理

将施工进度计划整合入模型，创建进度管理模型，进行施工进

度计划模拟，优化施工进度计划，并将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跟

踪对比，控制并优化项目进度

施工质量管理
创建质量管理模型，汇总和展示的质量信息和质量问题，实现

多方协同、可追溯质量管理，提高质量管理效率

施工安全管理
创建安全管理模型，汇总和展示的安全信息和问题，实现多方

协同、可追溯安全管理，提高安全管理效率

竣工验收和交付

创建竣工验收和交付模型，依据竣工图、竣工验收资料调整模

型，添加或关联工程档案资料和竣工验收资料信息，便于进行

竣工信息查询或提取，实现竣工资料集中交付

资产管理
创建资产管理模型，将资产信息统一纳入信息模型运维管理平

台，对资产进行信息化管理

应急管理
创建应急管理模型，进行常规的应急事件模拟应对，制定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

养护管理
创建养护管理模型，进行养护的计划、方案、记录、查询、提

醒等管理应用

维保管理
将设施设备系统及其他智能化系统和模型结合，利用 ＢＩＭ运维
管理平台进行信息化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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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２－２　各阶段模型应用选择对照表

应用点

阶段

Ⅰ规划
方案阶段

Ⅱ初步
设计阶段

Ⅲ施工图
设计阶段

Ⅳ施工
阶段

Ⅴ运维
阶段

场地仿真分析 ● ● — — —

设计方案比选 ● ● — — —

虚拟仿真漫游 — ● ● — —

管线搬迁模拟 — ● — — —

道路翻交模拟 — ● — — —

建 （构）筑物搬迁模拟 — ● — — —

管线综合及碰撞检查 — ● ● — —

交通标志标线仿真 — ● ● — —

工程量复核 — ● ● ● —

施工方案模拟 — — — ● —

预制构件加工 — — — ● —

设备管理 — — — ● —

施工进度管理 — — — ● —

施工质量管理 — — — ● —

施工安全管理 — — — ● —

竣工验收和交付 — — — ● —

资产管理 — — — — ●

应急管理 — — — — ●

养护管理 — — — — ●

维保管理 — — — — ●

　　注：● 表示可适用于该阶段　— 表示不适用于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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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规划方案阶段

Ⅰ　场地仿真分析

５２１　场地仿真分析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地勘报告、工程水文资料、现有规划文件、建设地块信息；
２　电子版地形图；
３　原始地形点云数据、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
４　地下设施数据；
５　正射卫星图、无人机倾斜摄影模型。

５２２　场地仿真分析的工作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数据建模，建模内容宜包括周边环境模型、

地下管线模型、构筑物主体轮廓模型和主要的附属设施模型；

３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４　场地现状仿真模型应进行整合，并应标注项目构筑物主

体、出入口、地面建筑部分与红线、绿线、河道蓝线、高压黄

线、周边重要建筑物、轨道交通等因素的距离；

５　场地仿真分析应生成场地分析报告，并宜以通用格式生
成场地现状仿真视频。

５２３　场地现状仿真的成果宜包括场地现状仿真模型、场地分
析报告、场地现状仿真视频等内容。

Ⅱ　设计方案比选

５２４　设计方案比选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电子版地形图；
２　方案图纸、周边环境图纸、勘探图纸、管线图纸。

５２５　设计方案比选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数据建模，建模内容应包括周边环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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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计方案模型；

３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４　设计方案比选模型应进行整合，并宜根据设计方案生成

模拟视频。

５２６　设计方案比选的成果宜包括设计方案模型、设计方案漫
游视频等内容。

５３　初步设计阶段

Ⅰ　虚拟仿真漫游

５３１　虚拟仿真漫游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内容宜包括整合后的各
专业模型。

５３２　虚拟仿真漫游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项目实际场景情况赋予模型相应的材质；
３　应以通用格式生成虚拟仿真漫游视频。

５３３　虚拟仿真漫游的成果应包括虚拟漫游仿真视频，各专业
模型等内容。

Ⅱ　管线搬迁模拟

５３４　管线搬迁模拟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电子版地形图；
２　管线搬迁方案平面图、断面图，地下管线探测成果图，

障碍物成果图，架空管线探测成果图，管线搬迁地区周边地块平

面图、地形图，管线搬迁地块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相关图纸；

３　地下管线探测成果报告、障碍物成果报告、架空管线探
查成果报告；

４　规划方案阶段交付模型；
５　方案图纸和施工进度计划。

５３５　管线搬迁模拟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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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数据建模，建立的模型应包括现有管线、

各施工阶段的管线模型和地下构筑物主体轮廓模型，并宜建立周

边环境地表模型；

３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４　管线搬迁模拟模型应进行整合，并宜根据施工进度计划

生成模拟视频。

５３６　管线搬迁模拟的成果应包括管线搬迁模型与模拟视频等
内容。

Ⅲ　道路翻交模拟

５３７　道路翻交模拟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电子版地形图；
２　道路翻交方案平面图、周边地块平面图；
３　规划方案阶段交付模型；
４　方案图纸和施工进度计划。

５３８　道路翻交模拟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数据建模，建立的模型应包括施工阶段施

工围挡模型、道路现状模型、各阶段道路翻交模型，并宜包括周

边建 （构）筑物模型；

３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４　道路翻交模拟模型应进行整合，并宜根据施工进度计划

生成模拟视频。

５３９　道路翻交模拟的成果宜包括道路翻交模型与模拟视频等
内容。

Ⅳ　建 （构）筑物搬迁模拟

５３１０　建 （构）筑物搬迁模拟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电子版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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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建 （构）筑物搬迁方案平面图、断面图，周边地块平面

图、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相关图纸；

３　规划方案阶段交付模型；
４　方案图纸和施工进度计划。

５３１１　建 （构）筑物搬迁模拟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数据建模，建立的模型应包括施工阶段施

工围挡模型和现有建 （构）筑物模型；

３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４　建 （构）筑物搬迁模拟模型应进行整合，并宜根据施工

进度计划生成模拟视频。

５３１２　建 （构）筑物搬迁模拟的成果宜包括建 （构）筑物搬

迁模型与模拟视频等内容。

Ⅴ　管线综合及碰撞检查

５３１３　管线综合及碰撞检查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地下构筑物部分土建设计图纸；
２　市政管线设计图纸；
３　既有市政管线物探图纸。

５３１４　管线综合及碰撞检查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数据建模，建立的模型应包括各地下构筑

物模型和各专业市政管线模型，并宜包括地上建 （构）筑物轮

廓模型；

３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４　管线综合模型应进行整合，并应进行碰撞检查，生成碰

撞检查报告；

５　宜根据管线碰撞检查报告优化模型，并宜通过模型生成
管线综合优化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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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５　管线综合及碰撞检查的成果宜包括管线综合与碰撞检查
模型、碰撞检查报告、管线优化平面图纸等内容。

５４　施工图设计阶段

Ⅰ　交通标志标线仿真

５４１　交通标志标线仿真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场地现状模型；
２　设计道路模型；
３　交通标志标线设计图纸。

５４２　交通标志标线仿真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数据建模，建立的模型应包括标志标线模型；
３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４　应将标志标线模型、设计道路模型、场地现状模型进行

整合，并宜生成漫游仿真视频。

５４３　交通标志标线仿真的成果宜包括标志标线整合仿真模型、
漫游仿真视频等内容。

Ⅱ　工程量复核

５４４　工程量复核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对应阶段的交付模型；
２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

５４５　工程量复核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数据，调整土建、

管线等模型的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

３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４　宜从算量模型中生成符合工程要求的工程量清单。

５４６　工程量复核的成果宜包括符合要求的ＢＩＭ工程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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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施工阶段

Ⅰ　施工方案模拟

５５１　施工方案模拟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施工方案；
２　施工图纸；
３　施工图深化模型。

５５２　施工方案模拟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资料调整施工图深化模型，创建施工方案

模型；

３　应根据收集的资料建立相关施工设施设备模型，并整合
至施工方案模型；

４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５　宜将模型导入ＢＩＭ模拟软件，对施工方案可行性进行检查；
６　宜根据施工方案模型生成模拟视频，视频应能够阐明施

工方案，展现施工方案的工艺细节。

５５３　施工方案模拟的成果宜包括重要和复杂节点施工方案模
型、施工模拟视频。

Ⅱ　预制构件加工

５５４　预制构件加工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预制构件施工图等设计资料；
２　预制构件厂的加工信息。

５５５　预制构件加工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资料对预制构件进行深化设计建模，模型

宜包括配筋、连接套筒、预埋件信息；

３　宜通过模型信息对预制构件加工进行协同管理，并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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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加工进程与现场建造过程协同；

４　预制构件生产和安装过程监控，宜采用二维码身份牌的
方式；

５　二维码身份牌信息应来源于模型，宜通过移动端扫描二
维码的方式，将质量问题与预制构件精确关联定位。

５５６　预制构件加工的成果宜包括预制构件深化设计模型、预
制构件建造进度清单和质量管理清单等内容。

Ⅲ　设备管理

５５７　设备管理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各机电专业安装计划；
２　各机电专业施工图纸；
３　土建施工图设计模型或深化设计模型。

５５８　设备管理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资料在施工图设计模型或深化设计模型的

基础上调整，调整的内容宜包括增加设备模型、创建设备管理模

型、添加并关联设备报表；

３　宜通过可视化方式，对设备位置及相关信息进行展示与管
理，并宜对设备进出场、检验检测、维修保养等信息进行记录；

４　宜根据设备实时管理情况，更新设备管理模型。
５５９　设备管理的成果宜包括设备管理模型、设备报表、设备
进出场记录等内容。

Ⅳ　施工进度管理

５５１０　施工进度模拟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施工作业模型；
２　施工组织方案、进度计划；

５５１１　施工进度模拟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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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宜将模型导入 ＢＩＭ模拟软件，并宜补充相关施工设施设

备模型；

３　应根据收集的资料建立施工进度模型、拆分施工段、关
联施工进度参数、建立包含时间信息的模型；

４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校验内容应包括模
型和施工进度计划的完整性、匹配度和准确性；

５　宜根据施工进度模型生成模拟视频。
５５１２　施工进度模拟的成果宜包括工程进度模型、施工进度模
拟视频等内容。

Ⅴ　施工质量管理

５５１３　施工质量管理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施工作业模型；
２　质量管理方案、计划。

５５１４　施工质量管理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数据修改、完善作业模型，生成施工质量

配置模型；

３　宜通过可视化模拟，生成施工工艺流程模拟视频；
４　宜根据施工质量管理情况，更新施工质量配置模型。

５５１５　施工质量管理的成果宜包括施工质量配置模型、施工质
量分析报告等内容。

Ⅵ　施工安全管理

５５１６　施工安全管理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施工作业模型；
２　安全管理方案、计划。

５５１７　施工安全管理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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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数据修改、完善作业模型，生成施工安全

设施配置模型；

３　宜通过模型的可视化模拟，生成工艺流程、危险源识别
模拟视频；

４　宜根据现场施工安全管理情况，更新施工安全设施配置
模型。

５５１８　施工安全管理的成果宜包括施工安全设施配置模型、施
工安全分析报告。

Ⅶ　竣工验收和交付

５５１９　竣工验收和交付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施工图深化模型；
２　施工作业模型；
３　设计变更资料；
４　竣工图；
５　工程实体图像；
６　各类专项模型和模拟成果。

５５２０　竣工验收和交付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应根据收集的数据，建立竣工验收和交付模型，并应关

联工程档案资料和竣工验收文件资料信息；

３　模型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５５２１　竣工验收和交付的成果应包括竣工验收和交付模型、竣
工图及各类竣工验收文件资料。

５６　运维阶段

Ⅰ　资产管理

５６１　资产管理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０２



１　竣工模型；
２　资产编码、资产分类、资产价值、资产所属空间信息等

属性数据。

５６２　资产管理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模型的资产信息应能被完整提取；
３　应使用数据库储存资产信息，并应将设备资产编码与设

备模型实现关联；

４　应根据模型对资产信息开展统计、分析、编辑和发布等
工作。

５６３　资产管理的成果宜包括资产管理模型，以及资产统计、
分类、分析、发布等信息。

Ⅱ　应急管理

５６４　应急管理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事件脚本和预案脚本相关的模型数据；
２　与应急管理相关的事件脚本和预案脚本、路线信息、发

生位置、处理应急事件相关的设备信息等数据。

５６５　应急管理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模型中应急管理涉及的设施设备属性信息应能被完整

提取；

３　应使用数据库储存应急事件处置信息，并应通过设备编
码与设备模型实现关联；

４　宜通过模型模拟各类突发事件，制定不同应急预案，并
宜以多媒体形式将模拟过程输出为图片或视频；

５　宜定期通过模型进行模拟演练和相关点位核查；
６　宜结合模型，统计、分析常规监测数据和应急事件。

５６６　应急管理的成果宜包括各项设备的点位、状态、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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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模型，以及应急方案、图像、视频等内容。

Ⅲ　养护管理

５６７　养护管理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竣工模型；
２　养护计划、养护方案等数据。

５６８　养护管理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模型中道路、桥梁养护所需构件信息应能被完整提取；
３　应使用数据库储存设备养护信息，并通过设备编码与设

备模型实现关联；

４　宜通过模型实现设施维护可视化提醒，定期对构件进行
养护、维修和替换；

５　宜根据模型对道路、桥梁设计养护工作方案，并宜通过
模型实现计划安排的可视化展示。

５６９　养护管理的成果宜包括养护构件信息。

Ⅳ　维保管理

５６１０　维保管理需准备的数据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竣工模型；
２　设施设备台账数据；
３　其他智能化系统的管理数据。

５６１１　维保管理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集的数据应完整、准确，并应通过校验；
２　模型中维保管理涉及的设施设备属性信息应能被完整

提取；

３　应使用数据库用于储存维保管理信息，并通过设备编码
与设备模型实现关联；

４　宜基于维保管理模型，编制设施设备的维保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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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宜基于模型开展设施设备的远程可视化巡检，并宜将巡
检记录与资料更新到模型数据库；

６　宜基于模型确定问题设施设备及其位置，并辅助问题原
因分析。

５６１２　维保管理的成果宜包括维保管理计划、日常巡检记录、
维护保养记录以及问题处理记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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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实施组织与协同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项目管理各参与方应协同工作，模型应用宜建立统一协
同的工作平台。

６１２　ＢＩＭ协同实施方案应满足项目建设、城市管理、运维管
理的组织架构要求。

６１３　ＢＩＭ实施应有一个牵头方，并应制定统一的交付规则、
深度要求。

６２　实施组织

６２１　实施 ＢＩＭ的相关企业应完成以下工作：
１　模型应用的目标应服务于市政道路项目的管理目标，并

宜通过项目合同或项目技术实施方案等方式约定；

２　应结合企业或项目信息化战略确立 ＢＩＭ实施目标和应用
方法；

３　宜将 ＢＩＭ相关软件系统与企业管理系统相结合。
６２２　实施 ＢＩＭ的工程项目，其项目参建方应建立支持数据共
享、协同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并结合项目参建方职责确定权限控

制、版本控制及一致性控制机制。

６２３　ＢＩＭ实施组织包含的内容，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建

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统一应用标准》ＤＢ３３／Ｔ１１５４的规定。

６３　协同管理

６３１　协同工作应基于信息模型的数据管理，支持各个阶段、
各项任务和各相关方获取、更新、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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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　市政道路项目协同管理宜包含项目团队、交付物、时间
计划、实施流程等内容。

６３３　协同工作流程的制定应包括各实施节点的参与方、操作
内容、输入输出要求以及完成所需时间。

６３４　项目各阶段的协同工作内容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建

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统一应用标准》ＤＢ３３／Ｔ１１５４的规定。

６４　协同平台

６４１　模型创建与应用宜在统一的协同平台上进行信息提资的
条件下实施。

６４２　所有项目资料应上传至协同平台，并设定合理的交付规
则与文件夹体系。

６４３　协同平台的项目管理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协同平台应满足工程项目实施的基本管理要求，并明确

划分应用流程的节点和阶段；

２　应包含项目组织架构、交付物、时间计划及实施流程等
协同管理因素；

３　应设置各参与人员的角色权限；
４　应反映项目实施节点、任务流传状态、验收条件间的动

态关系。

６４４　协同平台应满足项目各阶段模型应用、文件存储和共享
管理需求，可整合或传递不同阶段、不同软件的应用成果。

６４５　协同平台的文件管理应具备版本管理功能。
６４６　协同平台的数据管理应保证数据安全。
６４７　协同平台实施应建立基于项目协同平台的项目资源维护
制度和相关方的沟通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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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模型单元系统分类

Ａ０１　道路专业系统分类应符合表Ａ０１的规定。

表Ａ０１　道路专业系统分类

专业 构件大类 模型单元 基本信息

道路

场地

场地位置 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坐标点位

场地地质 颜色、类型、厚度、性质

管线布置 类型、尺寸、材质、埋深

场地周边

环境
类型、尺寸、材质、位置

路面

沥青车行

道路面

路面功能、层位、材质 （沥青、水泥等）、长

度、宽度、横坡、标高、压实度、设计弯沉

混凝土车

行道路面

路面功能、层位、材质 （沥青、水泥等）、长

度、宽度、横坡、标高、压实度、设计弯沉

车行道平石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车行道侧石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路基

路基
长度、宽度、标高、空间位置 （层位）、材

质、横坡、压实度

路肩
长度、宽度、标高、空间位置 （层位）、材

质、横坡、压实度

边坡

类型 （边坡、护坡道、边坡平台、碎落台、

护坡）、长度、宽度、标高、空间位置、材

质、坡度

挡土墙

类型 （重力式、衡重式、悬臂式、扶壁式、

柱板式、锚杆式、锚碇板式、石笼、抛石）

长度、宽度、标高、空间位置、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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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　道路专业系统分类

专业 构件大类 模型单元 基本信息

道路

人行道部件

及其构件

人行道面层
路面功能、层位、材质 （沥青、水泥等）、长

度、宽度、横坡、标高。

缘石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树池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台阶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无障碍通道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附属设施

设施铭牌 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警示标识 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指示、

导向标识
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栏杆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防撞墙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隔离墩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挡车器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涵洞进、

出水口铺砌
类型、尺寸、长度、标高、空间位置、材质

涵洞翼墙 类型、尺寸、标高、空间位置、材质

涵洞护坡 类型、尺寸、标高、空间位置、材质

涵洞挡水墙 类型、尺寸、标高、空间位置、材质

涵洞沉沙井 类型、尺寸、标高、空间位置、材质

排水设施

边沟或排

水沟或截

水沟

类型、尺寸、标高、空间位置、材质

检查井或

雨水口
类型、尺寸、标高、空间位置、材质

雨篦子 类型、尺寸、标高、空间位置、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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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　道路专业系统分类

专业 构件大类 模型单元 基本信息

道路

井盖

雨水检查

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污水检查

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给水检查

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燃气检查

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热力检查

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通信检查

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照明检查

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广播电视

检查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交通信号

检查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公共视频监控

检查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电力检查

井盖
类型、形式、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照明设施

照明灯具 灯具型号、构造、照明参数

灯杆及其

基础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照明控制箱

（柜）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手孔井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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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２　桥梁专业系统分类应符合表Ａ０２的规定。

表Ａ０２　桥梁专业系统分类

专业 构件大类 模型单元 基本信息

桥梁

桥面系

桥面铺装 铺装材质、铺装厚

伸缩装置 材质、伸缩量、横桥向长度、预埋件参数

排水设施 尺寸、长度、空间位置、材质、坡度

人行道
路面功能、层位、材质、长度、宽度、横坡、

标高

上部结构

梁桥－主梁 材质、型号、尺寸

梁桥－横向
联系

材质、梁宽、梁高、梁长、配筋

梁桥－防落
梁装置

材质、板厚、长、宽

拱桥－主拱圈 材质、截面尺寸、跨径

拱桥－拱上
构造

材质、截面尺寸、跨径

拱桥－刚架
拱片

材质、截面尺寸、跨径

拱桥－横向
联系

材质、直径、长度

拱桥－立柱 材质、长、宽、高、配筋

拱桥－吊杆 材质、直径、长度

拱桥－系杆 材质、直径、长度

悬索桥－
加劲梁

材质、截面尺寸、跨径

悬索桥－
索塔

材质、截面尺寸

悬索桥－
索鞍

材质、尺寸

９２



续表Ａ０２　桥梁专业系统分类

专业 构件大类 模型单元 基本信息

桥梁 上部结构

悬索桥－
主缆

材质、截面尺寸

悬索桥－
索夹

材质、型号、尺寸

悬索桥－
吊索及

钢护筒

材质、截面尺寸

悬索桥－
锚杆

材质、截面尺寸

斜拉桥－
斜拉索

材质、截面尺寸

斜拉桥－
锚具

材质、型号、钢束股数、锚固边距、锚固

中距

斜拉桥－
拉索护套

材质、截面尺寸

斜拉桥－
减震装置

材质、型号、尺寸

斜拉桥－
主梁

材质、型号、尺寸

斜拉桥－
索塔

材质、截面尺寸

人行天桥－
主梁

材质、型号、尺寸

人行天桥－
横向联系

材质、梁宽、梁高、梁长、配筋

人行天桥－
外部装饰板

类型、尺寸、材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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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２　桥梁专业系统分类
专业 构件大类 模型单元 基本信息

桥梁

下部结构

台帽 材质、长、宽、高、配筋

盖梁 材质、长、宽、高、配筋

桥墩 材质、长、宽、高、倒角参数、配筋

桥台 材质、长、宽、高、配筋

墩台基础 材质、长、宽、高、配筋

支座
总体厚、宽、长；橡胶材质；钢板材质、厚、

宽、长

翼墙、耳墙 材质、尺寸、配筋

锥坡、护坡 材质、尺寸、配筋

拱桥－拱脚 材质、尺寸、配筋

悬索桥－
锚碇

材质、尺寸、配筋

悬索桥－
索塔基础

材质、尺寸、配筋

悬索桥－
散索鞍

材质、尺寸、配筋

附属设施

栏杆 材质、构造参数、高度

防撞护栏 材质、构造参数、高度

声屏障、

灯光装饰
类型、颜色、尺寸、材质、位置

桥头搭板 材质、尺寸

标志牌

板面类型 （警告禁令、指示、指路、旅游区、

道路作业区、辅助、告示）、颜色、形状、边

框和衬边、字符、尺寸、图形、位置、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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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３　隧道专业系统分类应符合表Ａ０３的规定。

表Ａ０３　隧道专业系统分类

专业 构件大类 模型单元 基本信息

隧道

土建结构

洞口 材质、尺寸、配筋

洞门 材质、尺寸、配筋

衬砌 类型、尺寸、配筋

路面 材质、尺寸

检修道 材质、尺寸

排水设施 类型、型号、材质

吊顶及

预埋件
类型、型号、材质

内装饰 材质、尺寸、配筋

盾构隧道－
管片衬砌

材质、尺寸

高压断

路器柜
型号、尺寸、位置

机电设施

高压互感器与

避雷器柜
型号、尺寸、位置

高压计量柜 型号、尺寸、位置

高压隔离开关

和负荷开关
型号、尺寸、位置

３５ｋＶ电力
变压器

型号、尺寸、位置

箱式变电站 型号、尺寸、位置

电力电

容器柜
型号、尺寸、位置

低压开关柜 型号、尺寸、位置

配电箱、

插座箱、

控制箱

型号、尺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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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３　隧道专业系统分类
专业 构件大类 模型单元 基本信息

隧道 机电设施

综合微机

保护装置
型号、尺寸、位置

直流电源、

ＵＰＳ电源、
ＥＰＳ电源

型号、尺寸、位置

自备发电

设备
型号、尺寸、位置

防雷接地

设施
型号、尺寸、位置

隧道灯具 型号、位置

洞外路灯 型号、位置

轴流风机 型号、尺寸、位置

射流风机 型号、尺寸、位置

离心风机 型号、尺寸、位置

火灾报警

设施
型号、尺寸、位置

消防栓及

灭火器
型号、尺寸、位置

水喷雾灭

火设施
型号、尺寸、位置

气体灭火

设施
型号、尺寸、位置

电光标志 型号、尺寸、位置

消防水池 型号、尺寸、位置

水泵 型号、尺寸、位置

给水管 型号、尺寸、位置

水泵接合器 型号、尺寸、位置

电动机 型号、尺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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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３　隧道专业系统分类

专业 构件大类 模型单元 基本信息

隧道

机电设施

阀门 型号、尺寸、位置

亮度检测器 型号、位置

能见度

检测器
型号、位置

ＣＯ检测器 型号、位置

视频交通事

件检测器
型号、位置

地图板 型号、位置

本地控制器 型号、位置

交通控制和

诱导设施
型号、位置

监控室设备

及系统
型号、位置

风速风向

检测器
型号、位置

车辆检测器 型号、位置

闭路电视

监控系统
型号、位置

大屏幕投影

系统
型号、位置

紧急电话

及广播
型号、位置

横通道门 型号、尺寸、位置

通信设施 型号、位置

附属设施

电缆沟 材质、尺寸、位置

设备洞室 尺寸、位置

洞口限高门架 材质、尺寸、位置

洞口绿化 类型、尺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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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３　隧道专业系统分类
专业 构件大类 模型单元 基本信息

隧道 附属设施

消音设施 类型、尺寸、位置

减光设施 类型、尺寸、位置

洞口雕塑、

隧道铭牌
类型、尺寸、位置

房屋设施 类型、尺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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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模型文件与模型单元命名规则

Ｂ１　模型文件命名规则

Ｂ１１　模型文件命名宜采用 “专业＿单位工程＿模型内容＿提
交时间”的形式，并宜符合表Ｂ１１的规定。

表Ｂ１１　模型文件命名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道路

桥梁

隧道

单位工程

地面道路

高架道路
时间

高架主线

立交匝道
时间

隧道主线

工作井
时间

　　注：高架匝道如无特殊要求可将高架主线合并在一个模型中。

Ｂ２　模型单元命名规则

Ｂ２１　模型单元命名宜采用 “构件大类＿构件类型＿构件描
述”的形式，以下划线作为连接符；构件描述可从附录 Ａ中的
“基本信息”中选取能够反映模型单元特性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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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Ｃ　模型精细度等级

Ｃ０１　道路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应符合表Ｃ０１的规定。

表Ｃ０１　道路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数据等级要求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场地

场地地形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３０

场地地质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３０

管线布置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场地周边环境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３０

路面

沥青车行道路面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混凝土车行道路面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车行道平石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车行道侧石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路基

路基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路肩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边坡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挡土墙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人行道

部件及

其构件

人行道面层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缘石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树池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台阶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无障碍通道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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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０１　道路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数据等级要求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附属

设施

设施铭牌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警示标识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指示、导向标识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栏杆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防撞墙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隔离墩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挡车器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涵洞进、出水口铺砌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涵洞翼墙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涵洞护坡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涵洞挡水墙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涵洞沉沙井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排水

设施

边沟或排水沟或截水沟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检查井或雨水口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雨篦子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井盖

雨水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污水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给水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燃气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热力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通信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照明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广播电视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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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０１　道路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数据等级要求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井盖

交通信号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公共视频监控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电力检查井盖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照明

设施

照明灯具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灯杆及其基础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照明控制箱 （柜）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手孔井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Ｃ０２　桥梁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应符合表Ｃ０２的规定。

表Ｃ０２　桥梁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数据等级要求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桥面系

桥面铺装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伸缩装置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排水设施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人行道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上部

结构

梁桥－主梁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梁桥－横向联系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梁桥－防落梁装置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拱桥－主拱圈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拱桥－拱上构造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拱桥－刚架拱片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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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０２　桥梁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数据等级要求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上部

结构

拱桥－横向联系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拱桥－立柱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拱桥－吊杆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拱桥－系杆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悬索桥－加劲梁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悬索桥－索塔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悬索桥－索鞍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悬索桥－主缆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悬索桥－索夹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悬索桥－吊索及钢护筒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悬索桥－锚杆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斜拉桥－斜拉索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斜拉桥－锚具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斜拉桥－拉索护套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斜拉桥－减震装置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斜拉桥－主梁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斜拉桥－索塔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人行天桥－主梁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人行天桥－横向联系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人行天桥－外部装饰板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下部

结构

台帽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盖梁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桥墩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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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０２　桥梁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数据等级要求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下部

结构

桥台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墩台基础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支座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翼墙、耳墙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锥坡、护坡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拱桥－拱脚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悬索桥－锚碇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悬索桥－索塔基础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悬索桥－散索鞍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附属

设施

栏杆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防撞护栏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声屏障、灯光装饰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桥头搭板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标志牌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Ｃ０３　隧道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应符合表Ｃ０３的规定。

表Ｃ０３　隧道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数据等级要求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土建

结构

洞口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洞门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衬砌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１４



表Ｃ０３　隧道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数据等级要求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土建

结构

路面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检修道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排水设施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吊顶及预埋件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内装饰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盾构隧道－管片衬砌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机电

设施

高压断路器柜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高压互感器与避雷器柜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高压计量柜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高压隔离开关和负荷开关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３５ｋＶ电力变压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箱式变电站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电力电容器柜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低压开关柜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配电箱、插座箱、控制箱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综合微机保护装置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直流电源、ＵＰＳ电源、
ＥＰＳ电源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自备发电设备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防雷接地设施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隧道灯具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洞外路灯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轴流风机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射流风机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２４



续表Ｃ０３　隧道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数据等级要求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机电

设施

离心风机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火灾报警设施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消防栓及灭火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水喷雾灭火设施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气体灭火设施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电光标志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消防水池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水泵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给水管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水泵接合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电动机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阀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亮度检测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能见度检测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ＣＯ检测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视频交通事件检测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地图板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本地控制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交通控制和诱导设施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监控室设备及系统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风速风向检测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车辆检测器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３４



续表Ｃ０３　隧道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数据等级要求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机电

设施

大屏幕投影系统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紧急电话及广播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横通道门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通信设施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附属

设施

电缆沟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设备洞室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洞口限高门架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洞口绿化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消音设施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减光设施 —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洞口雕塑、隧道铭牌 — —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房屋设施 ＬＯＤ１０ ＬＯＤ２０ ＬＯＤ３０ ＬＯＤ４０ ＬＯＤ４０

４４



附录Ｄ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

Ｄ１　道　　路

Ｄ１１　道路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应符合表Ｄ１１的规定。

表Ｄ１１　道路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场地

场地地形 Ｎ１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３－Ｎ４

场地地质 Ｎ１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３－Ｎ４

管线布置 Ｎ１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３－Ｎ４

场地周边环境 Ｎ１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３－Ｎ４

路面

沥青车行道路面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混凝土车行道路面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车行道平石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车行道侧石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路基

路基 Ｎ１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３－Ｎ４

路肩 Ｎ１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３－Ｎ４

边坡 Ｎ１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３－Ｎ４

挡土墙 —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３－Ｎ４

人行道

部件及

其构件

人行道面层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缘石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树池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台阶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无障碍通道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５４



续表Ｄ１１　道路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附属

设施

设施铭牌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警示标识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指示、导向标识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栏杆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防撞墙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隔离墩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挡车器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涵洞进、出水口铺砌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涵洞翼墙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涵洞护坡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涵洞挡水墙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涵洞沉沙井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排水

设施

边沟或排水沟或截水沟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检查井或雨水口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雨篦子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井盖

雨水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污水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给水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燃气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热力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通信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照明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广播电视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６４



续表Ｄ１１　道路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井盖

交通信号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公共视频监控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电力检查井盖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照明

设施

照明灯具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灯杆及其基础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照明控制箱 （柜）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手孔井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Ｄ２　桥　　梁

Ｄ２１　桥梁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应符合表Ｄ２１的规定。

表Ｄ２１　桥梁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桥面系

桥面铺装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伸缩装置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排水设施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人行道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上部

结构

梁桥－主梁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梁桥－横向联系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梁桥－防落梁装置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拱桥－主拱圈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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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Ｄ２１　桥梁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上部

结构

拱桥－拱上构造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拱桥－刚架拱片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拱桥－横向联系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拱桥－立柱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拱桥－吊杆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拱桥－系杆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悬索桥－加劲梁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悬索桥－索塔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悬索桥－索鞍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悬索桥－主缆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悬索桥－索夹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悬索桥－吊索及钢护筒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悬索桥－锚杆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斜拉桥－斜拉索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斜拉桥－锚具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斜拉桥－拉索护套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斜拉桥－减震装置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斜拉桥－主梁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斜拉桥－索塔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人行天桥－主梁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人行天桥－横向联系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人行天桥－外部装饰板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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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Ｄ２１　桥梁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下部

结构

台帽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盖梁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桥墩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桥台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墩台基础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支座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翼墙、耳墙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锥坡、护坡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拱桥－拱脚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悬索桥－锚碇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悬索桥－索塔基础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悬索桥－散索鞍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附属

设施

栏杆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防撞护栏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声屏障、灯光装饰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桥头搭板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标志牌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Ｄ３　隧　　道

Ｄ３１　隧道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应符合表Ｄ３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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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Ｄ３１　隧道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土建

结构

洞口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洞门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衬砌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路面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检修道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排水设施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吊顶及预埋件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内装饰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盾构隧道－管片衬砌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机电

设施

高压断路器柜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高压互感器与避雷器柜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高压计量柜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高压隔离开关和负荷开关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３５ｋＶ电力变压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箱式变电站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电力电容器柜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低压开关柜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配电箱、插座箱、控制箱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综合微机保护装置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直流电源、ＵＰＳ电源、
ＥＰＳ电源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自备发电设备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防雷接地设施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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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Ｄ３１　隧道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机电

设施

隧道灯具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洞外路灯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轴流风机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射流风机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离心风机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火灾报警设施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消防栓及灭火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水喷雾灭火设施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气体灭火设施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电光标志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消防水池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水泵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给水管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水泵接合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电动机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阀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亮度检测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能见度检测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ＣＯ检测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视频交通事件检测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地图板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本地控制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交通控制和诱导设施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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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Ｄ３１　隧道专业模型精细度等级

构件

大类
模型单元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

规划方

案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施工图

设计

阶段

施工

阶段

运维

阶段

机电

设施

监控室设备及系统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风速风向检测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车辆检测器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大屏幕投影系统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紧急电话及广播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横通道门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通信设施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附属

设施

电缆沟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设备洞室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洞口限高门架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洞口绿化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消音设施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减光设施 —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洞口雕塑、隧道铭牌 — —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房屋设施 Ｇ１－Ｎ１ Ｇ２－Ｎ２ Ｇ３－Ｎ３ Ｇ４－Ｎ４ Ｇ４－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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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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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１２
《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准》ＧＢ／Ｔ５１４４７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５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６９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０１
《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应用统一标准》ＤＢ３３／Ｔ１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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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建设工程 ＢＩＭ应用是为了提高建设工程中专业工作任务
的质量和效率，并辅助优化决策。当前各工程项目 ＢＩＭ应用中
往往出现ＢＩＭ应用成果与现场实际脱节的情况，ＢＩＭ应用无法真
正落地。市政道路工程的 ＢＩＭ应用有其自身的专业特点，与民
用建筑有较大的区别，需要专门的应用标准提供模型应用要求。

本标准遵循国家 ＢＩＭ标准的原则和规定，是浙江省 ＢＩＭ标准体
系的组成部分，以现行浙江省标准 《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应用
统一标准》ＤＢ３３／Ｔ１１５４为母标准，结合市政道路工程的自身需
求编制，是ＢＩＭ技术在市政道路工程领域的具体应用。
１０２　本条规定了标准适用范围为市政道路工程。这里所指的
市政道路，包括了城市中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

件的道路、桥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基于全生命期 ＢＩＭ技术
应用的需求，本标准内容也涵盖了市政道路工程的新建和改

（扩）建需求，以及在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运营期的应用。其

他形式建设的市政交通设施工程，也可以参考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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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市政道路定义，参考了国务院颁布的 《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中关于城市道路的定义。该条例于１９９６年６月４日发布，
最新修订为２０１９年。其内涵对象范围除了狭义上的道路以外，
还包括市政桥梁、隧道和附属设施。

２０１０　本标准应用阶段包括市政道路的全生命期，全生命期的
范围和划分描述，考虑了市政道路工程的特点。

０６



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市政道路工程 ＢＩＭ应用是为了提高工程各阶段专业工作
任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建筑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共享。ＢＩＭ模型
应用的应用目标和技术路线选择，需要尽量考虑工程项目全生命

期的需求，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完善。一般来说，建设期由

工程项目建设方主导，各参建单位协同工作是比较高效的方法；

同时也要考虑运营单位的需求，相关阶段的应用成果可以由运营

单位协同验收。

３０２　市政道路项目的全生命期包括规划方案和工程可行性研
究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施工阶段、运维阶段

以及拆除阶段。与之相应，各阶段所建立的模型分别为规划方案

模型、初步设计模型、施工图设计模型、施工模型、运维模型以

及拆除模型。

３０３　设计阶段开始创建的模型，能够保存并传递最全面的工
程信息，所以作此要求；如果是早期项目改建等无足够条件的情

况，也可在其他阶段根据图纸翻模。

３０４　市政道路项目是一种线性工程，几何要素包括平曲线、
纵曲线、横断面等，还有桥梁、隧道的各类特殊构件；总体特点

是体量大、形体复杂、精度要求高、受周边环境影响大；因此需

要选择能够处理大体量模型、复杂线形的软件，并能够与各类其

他软件 （如航拍数据处理）很好的整合模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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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模型要求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２　市政道路信息模型应用应符合 “通用数据环境” （Ｃｏｍ
ｍｏｎＤａｔ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ＤＥ）的要求，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
性和唯一性。ＣＤＥ是ＩＳＯ１９６５０系列标准中的术语，定义为 “任

何给定项目或资产的商定信息源，用于通过托管流程收集、管理

和传递模型单元”。标准涉及工程项目全周期，依托通用数据环

境管理，有利于各方信息传递与流程管理。

４１３　市政道路信息模型的存储与传递采用通用格式，是为了
便于信息传递共享，也可根据应用需求采用相关方约定的格式。

４２　模型创建

４２２　模型原点坐标采用道路中心线与起始里程的交点，符合
市政工程特点，并便于使用。模型坐标系和高程的选择，考虑了

浙江省市政设计的通用起始条件。

４２３　数值精度根据不同专业要求，保留２位或３位小数。

４３　模型内容

４３１　道路桥梁工程作为长距离线性工程，往往有多个标段，
因此建议根据施工标段及专业分类进行拆分：全线模型按单位工

程 （施工标段）进行拆分，各单位工程 （施工标段）模型按专

业进行拆分。

４３６　模型精细度基本等级划分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信息

模型设计交付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０１。
最小模型单元是根据道路桥梁工程的应用需求而分解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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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小种类的模型单元。模型精细度是 ＢＩＭ模型中所容纳的模
型单元丰富程度，简称ＬＯＤ。模型包含的最小模型单元由模型精
细度等级衡量。

４３７　附录Ｃ按照模型单元系统分类和项目阶段规定模型精细
度等级的最低等级要求。附录Ｃ仅规定常用的模型单元类型，其
他模型单元的模型精细度等级可根据实际需求补充拓展。

４３８　由于模型单元的信息无法完全通过几何方式表达，需要
同时结合非几何的属性信息表达。几何信息的详细程度使用几何

表达精度等级表示，属性信息的详细程度使用信息深度等级

表示。

４３９　几何表达精度等级的划分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信息

模型设计交付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０，用Ｇｘ表示。
４３１０　模型信息深度等级的划分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信息

模型设计交付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０１，用Ｎｘ表示。
４３１１　几何表达精度与信息深度相配合，共同表示模型单元所
承载的信息的详细程度。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

交付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０１，对模型单元的几何表达精度等级与信
息深度等级进行组合规定，称作 “模型单元交付深度”。附录 Ｄ
按照模型单元系统分类和项目阶段规定几何表达精度和信息深度

的最低等级要求。附录Ｄ仅规定常用的模型单元类型，其他模型
单元的几何表达精度等级和信息深度等级可根据实际需求，参照

此补充拓展。

４４　模型交付

４４１　模型交付物要求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

交付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０１中的相关规定。
交付成果内容的要求见本标准第５章 “模型应用”具体各项

应用中对成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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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模型应用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２　本标准规定的应用为目前本行业运用相对成熟的应用点。
部分应用适用于多个阶段，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至其他阶段。随

着ＢＩＭ技术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模型应用将不断补充和完善。
由于目前拆除阶段尚无成熟的ＢＩＭ应用，因此表５１２中暂

不增加相应的应用内容。

由于市政道路工程涉及专业多，情况复杂，可根据项目及相

关单位的实际情况选择应用，并制定相应的应用程度等级，本标

准根据各阶段目前较成熟且比较有价值的应用，给出了推荐性的

规定。

５２　规划方案阶段

５２１　电子版地形图一般需要包含周边地形、建筑、轨道交通
等信息 （电子版地形图为可选数据）；点云数据一般需要转化为

三维重建网格数据 （如ＳＴＬ或ＯＢＪ格式），才能进行进一步分析
处理；地下设施数据包含场地既有管网、周边主干管网、地铁设

施、综合管廊、涵洞等数据；地貌数据包含高压线、河道等地

貌。周边环境图纸包括周边建 （构）筑物相关图纸、周边地块

平面图和地形图。

５２２　场地仿真分析建议使用三维可视化交互界面，使人员能
自由查看场地仿真结果。

５３　初步设计阶段

５３２　虚拟仿真漫游可使用三维可视化平台进行在线模型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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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　电子版地形图包含周边地形、建筑、道路等信息模型
（电子版地形图为可选数据）。

５３７　电子版地形图包含周边地形、建筑、道路等信息模型
（电子版地形图为可选数据）。

５３１０　电子版地形图包含周边地形、建筑、道路等信息模型
（电子版地形图为可选数据）。

５３１２　建 （构）筑物搬迁模拟可利用建 （构）筑物模型计算

搬迁面积、影响人口数量等指标。

５５　施工阶段

５５１６　根据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２０２１修订
版）及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安全管理方案、计划应包括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检查、安

全投入、应急救援预案。

５５１８　施工安全分析报告可包括现场安全风险等级、风险管控
建议等内容。

５６　运维阶段

５６１０　其他智能化系统包括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路面健康
监测系统、智能交通系统等系统。

５６１２　问题处理记录包括监测异常数据 （如倾斜、沉降、应

力）超限的预警发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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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实施组织与协同

６２　实施组织

６２１　考虑到市政道路项目之间的差异性，一般很难通过标准
规定具体某一个项目的合同实施细节及交付成果。因此，为针对

具体项目实施规划 （方案）的目标制定、规划、管理、人员安

排、交付物的规定及质量验收体系等内容，可通过书面的形式予

以规定，以确保项目履行过程的有序且满足项目管理的目标。建

议在项目实施前评估项目实施团队是否具备模型应用实施的能

力，且建立项目明确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划分，确定各参与人员的

工作范围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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