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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７〕 １９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推进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指导意见的通

知» (建质函 〔２０１５〕 １５９ 号)、 «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新时代

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 (民航发 〔２０１８〕 １２０ 号) 以及 «民航局关于印发机场新

技术名录指南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度) 的通知» (民航发 〔２０１８〕 ８２ 号) 的部署ꎬ 落实

国家民航局关于建立平安机场、 绿色机场、 智慧机场、 人文机场标杆体系的要求ꎬ

推动建筑信息模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 ＢＩＭ) 在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建设

中的应用ꎬ 全面提高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建设、 设计、 施工、 运维等单位的 ＢＩＭ 应用

能力ꎬ 规范 ＢＩＭ 应用环境ꎬ 发挥 ＢＩＭ 在 “四型机场” 建设中的应用价值ꎬ 编制组经

过深入调查研究ꎬ 充分借鉴国内外 ＢＩＭ 标准、 指引、 导则、 指南等编制和应用经

验ꎬ 在总结民用运输机场工程 ＢＩＭ 应用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完成了本标

准的编写工作ꎮ

本标准共分十章两个附录ꎬ 包括总则、 术语和代号、 基本规定、 模型架构、 命

名规则、 模型要求、 准备要求、 建设过程应用、 成果移交、 运维阶段应用等ꎮ

冯兴学、 杨磊、 凌语珍、 马磊参与了本标准第 １、 ２、 ８ 章编写ꎬ 朱玉梅、 梁进、

钱江、 刘星佐参与了第 ２、 ３、 ７ 章编写ꎬ 魏来参与了第 ２、 ４、 ６、 ９ 章编写ꎬ 陈刚、

李洪华参与了第 ４ 章及附录 Ａ 编写ꎬ 高庆吉、 戴轩参与了第 ６、 ８、 １０ 章及附录 Ｂ

编写ꎬ 张海东、 葛惟江参与了第 ５、 ８ 章编写ꎬ 高翔、 李钦、 胡培婷、 闫广煜、 陆

杨、 王健宇、 李毅、 杨淞博参与了第 ８ 章编写ꎬ 杨海斌、 班孝林参与了第 ８、 １０ 章

编写ꎬ 吴玉婷、 刘鸣秋参与了第 ９ 章编写ꎮ

本标准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ꎮ 本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

修改或补充之处ꎬ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送至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

指挥部 (联系人: 凌语珍、 马磊ꎬ 通信地址: 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东南工作区横二

路ꎬ 邮编: ５１０４７０ꎬ 电话: ０２０－３６０６３１５１、 １８６２００８２７１６、 １３６００４９３７１７ꎬ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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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保障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建设质量ꎬ 提升工程建设和管理、 资产运营和维护的信息化水

平ꎬ 规范和引导建筑信息模型的应用ꎬ 特制定本标准ꎮ

【条文说明】 建筑信息模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 简称 ＢＩＭ) 是以数字化三维模型为基

本表达载体ꎬ 集成充分的建筑信息ꎬ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业务处理的过程和体系ꎮ 近年来大

规模的实践表明ꎬ ＢＩＭ 对于工程质量以及各项管理业务水平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ꎮ ＢＩＭ 应用具

有明显的多方协同特征ꎬ 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规则和标准ꎬ 以保障多方协同中信息沟通的有效

性和正确性ꎮ

１ ０ ２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民用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运输机场的民用部分)ꎮ

【条文说明】 民用运输机场是机场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 ＢＩＭ 应用较为通用和全面深入的领

域ꎮ 其他类型机场如军用机场或军用机场的通用机场部分ꎬ 由于工程之间差异较大ꎬ 或要求比

较特殊ꎬ 因此不在本标准适用范围之内ꎬ 但是可参照本标准执行或另行规定ꎮ

１ ０ ３　 本标准适用于工程建设过程、 竣工移交、 运营和维护过程中的建筑信息模型的准备、 建

立、 应用、 移交和管理ꎮ

【条文说明】 本标准是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应用的统一标准ꎬ 因此涵盖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全生命期

中的各阶段、 全过程的 ＢＩＭ 应用行为ꎮ

１ ０ ４　 本标准为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标准体系的统一框架和规则ꎬ 专业分册标准均应符

合本标准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民用运输机场关于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标准全部完成后是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ꎬ 由统

一标准和专业分册标准组成ꎮ 本标准作为统一标准ꎬ 对民用运输机场全生命期中的 ＢＩＭ 应用进

行了基本原则和体系性的构建ꎬ 因此ꎬ 本标准对其他各专业分册标准的技术内容和实施要求均

具有约束力ꎮ

１ ０ ５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ꎬ 除应符合本标准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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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缩略语

２ １　 术　 语

２ １ １　 ＢＩＭ 模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包含建筑全生命期或部分阶段的几何信息及属性信息ꎬ 并具备数据共享、 传递和协同功能

的数字化模型ꎬ 简称模型ꎮ

【条文说明】 基于 ＢＩＭ 的理论ꎬ 含有信息的模型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是各项业务处理过程的基

础ꎬ 与 ＢＩＭ 的另一个观念ꎬ 即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不同ꎬ “ＢＩＭ 模型” 一般特指比较具

体的数字化工程信息模型ꎬ 而后者重在过程和体系ꎮ

２ １ ２　 ＢＩＭ 实施参与方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ｉｎ ＢＩ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执行 ＢＩＭ 操作、 应用、 管理或基于 ＢＩＭ 进行有关业务的工程参与组织或单位ꎬ 简称参与方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的实施往往不是单方操作ꎬ 而是多方共同参与和业务协同的过程ꎬ 在这个过程

中ꎬ 业务各方职责不尽相同ꎬ 但是都具有一定的利益相关性ꎬ 因此都是 ＢＩＭ 实施参与方ꎮ

２ １ ３　 工程对象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

构成建筑工程的建筑物、 系统、 设施、 设备、 构件、 零件等物理实体的集合ꎮ

【条文说明】 “工程对象” 是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 的基础术语ꎬ 用途

广泛ꎬ 因此本标准原文引用ꎮ

２ １ ４　 模型单元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ｉｔ

建筑信息模型中承载建筑信息的实体及其相关属性的集合ꎬ 是工程对象的数字化表述ꎮ

【条文说明】 “模型单元” 是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 的基础术语ꎬ 用途

广泛ꎬ 因此本标准原文引用ꎮ 对于 ２ １ ３ 条的 “工程对象” 与本条的 “模型单元” 之间的关系ꎬ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 的条文说明如下:

基于建筑信息模型的建筑描述方式与传统的图示表达差异很大ꎮ 根据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

技术的特点ꎬ 将建筑物或构筑物认知为功能空间和产品 (部品) 的组合ꎬ 这种模式在国际上也

是共识ꎬ 体现在 ＩＦＣ 架构当中ꎮ ＩＦＣ 即为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ｅｓꎬ 其相关的国际标准为 ＩＳＯ

１６７３９ꎮ 功能空间和产品 (部品) 在物理世界中体现为 “工程对象”ꎬ 映射在建筑信息模型数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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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境中体现为 “模型单元”ꎮ 同时ꎬ 模型单元体现了模型的单元化架构组织ꎬ 即由项目级、 功

能级、 构件级和零件级单元嵌套组成ꎬ 而不是各类模型散乱的堆砌ꎮ 模型单元在实体和属性两

个维度上体现描述能力ꎬ 例如一扇窗户ꎬ 窗户本身即为实体ꎬ 其相应的几何尺寸、 材质、 价格

等等均为属性ꎮ

２ １ ５　 几何信息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反映建筑信息模型几何形体或图形信息的统称ꎮ

２ １ ６　 属性信息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反映建筑信息模型除几何信息之外的其他特征信息的统称ꎮ

２ １ ７　 ＢＩＭ 成果　 ＢＩ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ＢＩＭ 模型及其形成和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集合、 交付物或有关文件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模型及其形成和应用过程中ꎬ 为完成交付ꎬ 最终体现为某种类型的结果ꎬ 当前

的技术条件下ꎬ 多表述为电子文件和纸质文档ꎮ

２ １ ８　 模型深度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模型单元及其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的详细程度ꎮ

【条文说明】 模型深度是对模型单元详细程度和丰富程度的综合衡量ꎬ 往往分解为两个维度的指

标ꎬ 即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的深度组合表述ꎮ

２ １ ９　 几何表达精度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ａｉｌ

模型单元在视觉呈现时ꎬ 几何信息表达真实性和精确性的衡量指标ꎮ

【条文说明】 几何信息表达与视觉呈现有直接关系ꎬ 既可以示意表达ꎬ 也可以近似真实地精细表

示ꎬ 因此有必要进行级别分划ꎬ 以便适用于不同需求ꎮ

２ １ １０　 信息深度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ａｉｌ

模型单元承载属性信息详细程度的衡量指标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大量的数据是以属性信息进行定义的ꎬ 并且随着工程的进展不断地充实和丰

富ꎬ 因此有必要进行分级ꎬ 以满足不同场景的需要ꎮ

２ １ １１　 ＢＩＭ 工作实施角色　 ＢＩＭ ｗｏｒｋ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ｏｎ ｒｏｌｅ

ＢＩＭ 实施参与方设置的执行 ＢＩＭ 操作、 应用、 管理或基于 ＢＩＭ 进行有关业务的岗位ꎮ

２ １ １２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　 ＢＩＭ￣ｂａｓ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基于 ＢＩＭ 及相关数据的收集、 组织和共享ꎬ 能够同时为多个 ＢＩＭ 工作实施角色提供信息互

操作功能的信息技术集成环境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是 ＢＩＭ 实施的基本保障之一ꎬ 为了使信息能够在多参与方以及参

—３—

２　 术语和缩略语



与方内部多人员之间顺畅流转ꎬ 并且能够保障信息分发的一致性ꎬ 因此需要采用适当的信息技

术手段ꎬ 在信息源可靠的前提下ꎬ 充分保障信息共享的有效性ꎮ

２ １ １３　 原生文件格式　 ｎａｔｉｖｅ ｆｉｌｅ ｆｏｒｍａｔ

在特定软件环境中生成ꎬ 并能够最大化利用软件功能进行处理和储存的文件格式ꎮ

【条文说明】 原生文件格式往往指某款软件最佳工作格式ꎬ 例如 Ａｕｔｏｄｅｓｋ Ｒｅｖｉｔꎬ 其原生文件格式

为 ＲＶＴ 文件或者 ＲＦＡ 文件ꎮ 原生文件格式往往具有一定的商业性ꎬ 因此共享能力可能受限制ꎬ

从而不利于数据流转ꎮ 但是对原生文件格式的存档ꎬ 有利于提供电子档案的可利用性ꎮ

２ １ １４　 指定文件格式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ｆｉｌｅ ｆｏｒｍａｔ

为了满足管理需要而规定的具有使用广泛性或便利性的特定文件格式ꎮ

【条文说明】 存档文件作为一种公共档案ꎬ 有必要将部分类别的文件以管理者指定的文件格式进

行保存ꎬ 在公平、 公正、 公开的前提下ꎬ 有利于提高档案文件使用上的广泛性或便利性ꎮ 但应

当注意的是ꎬ 不带有商业利益的公开格式往往不像原生文件格式那样能够充分编辑ꎬ 因此ꎬ 本

标准规定原生文件格式和指定文件格式需同时交付ꎮ

２ １ １５　 元数据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描述电子文件背景、 内容、 结构或过程的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ꎮ

２ ２　 缩略语

ＢＩＭ———建筑信息模型

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

ＩＴ———信息技术

—４—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实施应由机场建设单位主导ꎬ 勘察、 设计、 施工、 监理、 运维等单位

共同参与实施ꎮ

【条文说明】 机场建设单位和其他参与单位均可委托 ＢＩＭ 咨询单位进行技术服务ꎮ

３ ０ ２　 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实施参与方应根据本标准进行项目 ＢＩＭ 应用和管理ꎮ

３ ０ ３　 民用运输机场建设项目的标准、 导则或指南等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项目内编制的 ＢＩＭ 实施相关文件ꎬ 应符合本标准 (包括分册) 的规定ꎮ

３ ０ ４　 应对项目的 ＢＩＭ 实施进行整体策划ꎬ 并编制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ꎬ 由 ＢＩＭ 实施参与方

共同执行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整体策划应适用于项目的各阶段ꎬ 并根据各阶段 ＢＩＭ 应用要求编制相应的实施

细则ꎮ

３ ０ ５　 应根据项目类型、 规模、 复杂程度、 合同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项目 ＢＩＭ 应用的目标、 范

围和深度等ꎮ

３ ０ ６　 应确保项目 ＢＩＭ 应用在准备、 建设过程、 成果移交、 运维管理过程中ꎬ 其组织管理、 人

力资源、 ＩＴ 环境等满足各阶段相应的要求ꎮ

３ ０ ７　 应充分考虑 ＢＩＭ 模型在项目建设过程各阶段间的有效衔接ꎬ 确保前一阶段 ＢＩＭ 工作对后

续 ＢＩＭ 工作的支持ꎬ 确保项目整体 ＢＩＭ 数据的完整、 准确、 及时传递ꎮ

３ ０ ８　 宜使用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进行 ＢＩＭ 实施管理ꎬ 并应保证项目 ＢＩＭ 数据的安全可控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作为 ＢＩＭ 实施的重要支持工具ꎬ 尤其对于大型复杂多参与方项目

是必要的ꎮ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可自行编写开发软件ꎬ 也可采购软件成品或利用 ＢＩＭ 软件自身

功能ꎮ

３ ０ ９　 各参与单位所负责的 ＢＩＭ 模型ꎬ 应按规定节点或时间周期进行维护和更新ꎬ 以确保 ＢＩＭ

模型和相关 ＢＩＭ 成果的有效性ꎮ

３ ０ １０　 项目 ＢＩＭ 实施中ꎬ 宜采用全过程 ＢＩＭ 应用ꎬ 贯穿项目的准备、 建设过程、 成果移交、

运维管理ꎬ 在应用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ꎬ 可采用分阶段 ＢＩＭ 应用ꎮ

３ ０ １１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建设过程中ꎬ 宜使用 ＢＩＭ 对质量、 进度、 成本、 安全等进行综合

管控ꎮ

—５—

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２　 民用运输机场宜使用运维 ＢＩＭ 模型支持生产运行与资产维护及其信息系统建设ꎮ

—６—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４　 模型架构

４ １　 模型单元分级

４ １ １　 民用运输机场项目 ＢＩＭ 模型架构应清晰明确ꎬ 与工程建设成果体系和系统划分保持

一致ꎮ

【条文说明】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与编码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２６９) 中将建筑工程中涉及的对象划分为

四个大的部分ꎬ 包括建设资源、 建设进程、 建设成果和建设属性ꎮ 本标准从工程建设成果和模

型系统分类的维度对民用运输机场项目 ＢＩＭ 模型架构进行分解ꎮ

４ １ ２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分类与编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与编码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２６９) 的规定ꎬ 在专业分册中对未包含的部分进行扩展和补充ꎮ

４ １ ３　 民用运输机场项目 ＢＩＭ 模型应以模型单元作为基本组成对象ꎬ 模型单元应符合 «建筑信

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１ ４　 模型单元的分级应符合表 ４ １ ４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 ４　 模型单元的分级

模型单元分级 模型单元解释

项目级 承载项目、 子项目或项目局部信息

功能系统级 承载完整的功能模块或空间信息

构件级 承载单一的构配件或产品信息

零件级 承载从属于构配件或产品的组成零件或安装零件信息

【条文说明】 本标准引用了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 中 “模型单元” 的概

念ꎮ 民用运输机场项目 ＢＩＭ 模型也是由模型单元组成的ꎬ 是项目全生命期的基本操作对象ꎮ

４ １ ５　 同一民用运输机场工程项目所包含的模型单元应分级建立ꎬ 可嵌套设置ꎬ 应能够根据项

目各阶段应用需求进行合理组织ꎮ

【条文说明】 在不同项目阶段中ꎬ 应用需求多种多样ꎬ 且多数需求并不需要全部模型单元来提供

信息ꎬ 因此模型单元应能够拆分或重新组合ꎬ 从而形成更加高效的信息集合以满足应用需求ꎮ

—７—

４　 模型架构



４ ２　 模型单元组织

４ ２ １　 项目级模型单元中单项工程与子项工程的分类方法宜符合附录 Ａ 的规定ꎮ

４ ２ ２　 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模型中普通民用和一般工业建筑功能级模型单元的划分应符合 «建筑

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３　 民航专业弱电工程系统的功能级模型单元的划分应符合表 ４ ２ ４ 的规定ꎮ

表 ４ ２ ４　 民航专业弱电工程系统的功能级模型单元的划分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信息集成系统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离港控制系统

泊位引导系统

安检信息管理系统

标识引导系统

行李处理系统

行李工艺设备

行李设备监控系统

行李控制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值机引导系统

登机门显示系统

旅客问讯系统

网络交换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安全防范系统

门禁系统

入侵探测报警及围界安防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道口安全管理系统

电子巡更系统

主时钟系统

内部通信系统

呼叫中心 (含电话自动问讯系统)
　 　 注: 上表中未列出的民航专业工程系统ꎬ 可以根据项目特点补充ꎬ 必要时二级系统下可继续向下分三级系统ꎮ

—８—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４ ２ ４　 构件级模型单元的分类应符合功能级模型单元的分类ꎬ 零件级模型单元应从属于相应构

件级模型单元ꎮ

—９—

４　 模型架构



５　 命名规则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模型单元、 电子文件夹及电子文件的命名应使用通用及民航专业术语ꎮ

５ １ ２　 模型单元、 电子文件夹及电子文件的命名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使用汉字、 英文字符、 数字、 半角下划线 “＿ ” 和半角连字符 “－” 的组合ꎻ

２　 字段内部组合宜使用半角连字符 “－”ꎬ 字段之间宜使用半角下划线 “＿ ” 分隔ꎻ

３　 各字符之间、 符号之间、 字符与符号之间均不宜留空格ꎮ

【条文说明】 本节主要对模型单元、 电子文件及文件夹的命名加以规范ꎬ 目的是让模型使用人员

能快速的识别模型信息ꎮ 关于模型的分类和编码标准在专业分册标准中进行规定ꎮ

５ ２　 模型单元命名

５ ２ １　 同一项目中ꎬ 表达相同工程对象的模型单元命名应具有一致性ꎮ

５ ２ ２　 模型单元命名应能体现项目名称、 实施阶段、 模型单元的系统分类、 模型单元名称等信

息ꎬ 宜根据项目应用需求添加自定义字段信息ꎮ

５ ２ ３　 项目级模型单元命名应由项目名称或编号、 子项目名称或编号、 项目实施阶段和描述字

段依次组成 (参见图 ５ ２ ３)ꎬ 并符合以下规定:

项目名称 － 子项目名称 － 二级子项目名称 ＿ 项目阶段 ＿ 描述

图 ５ ２ ３

１　 项目名称应采用英文字母缩写ꎬ 项目编号应采用数字编码ꎬ 均应在项目中统一制定ꎻ

２　 子项目名称宜使用中文简称或英文字母缩写编码ꎬ 应在项目中统一制定ꎬ 若无子项目ꎬ

子项目名称字段应省略ꎻ

３　 项目阶段宜采用中文简称或英文字母缩写ꎬ 项目阶段包含项目建设阶段和运维阶段ꎮ 项

目建设阶段的划分应符合本标准第 ８ ３ １、 ８ ４ １、 ８ ５ １ 条的规定ꎻ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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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描述字段可自定义ꎬ 也可省略ꎮ

【条文说明】 命名举例: ××机场－航站区工程－航站楼工程＿ 初步设计＿ 土建模型 Ｖ２ ０ 版ꎮ 其中

“××机场” 为项目名称ꎬ “航站区工程” 为子项目名称ꎬ “航站楼工程” 为二级子项目名称ꎬ “初

步设计” 为设计阶段ꎬ “土建模型 Ｖ２ ０ 版” 为自定义的描述字段ꎮ

５ ２ ４　 功能级模型单元命名宜在继承项目级模型单元命名中项目字段信息的基础上ꎬ 增加模型

单元名称和相应的描述字段组成 (参见图 ５ ２ ４)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项目字段信息 ＿ 模型单元名称 ＿ 项目阶段 ＿ 描述

图 ５ ２ ４

１　 项目字段信息包含项目名称或编号、 子项目名称或编号ꎮ 通用的功能级模型单元可省略

项目级模型单元命名字段ꎻ

２　 模型单元名称应采用工程对象的名称ꎮ 描述系统的模型单元应采用系统分类的名称ꎬ 系

统分类应符合本标准第 ４ ２ ４ 条及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 的有关规定ꎻ

３　 描述字段可自定义ꎬ 也可省略ꎮ

【条文说明】 命名举例: ××机场—航站区工程—航站楼工程＿ 给排水系统＿ 施工图设计＿ 给排水模

型ꎮ 其中 “××机场—航站区工程—航站楼工程” 为项目字段信息ꎬ “给排水系统” 为模型单元

名称ꎬ “施工图设计” 为项目阶段ꎬ “给排水模型” 为自定义的描述字段ꎮ

５ ２ ５　 构件级模型单元的命名宜在继承项目级模型单元命名中项目字段信息的基础上增加系统

分类、 模型单元名称和描述字段组成 (参见图 ５ ２ ４)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项目字段信息 ＿ 功能或系统分类 ＿ 模型单元名称 ＿ 描述

图 ５ ２ ５

１　 项目字段信息包含项目名称或编号、 子项目名称或编号ꎮ 通用的构件级模型单元可省略

项目级模型单元命名字段ꎻ

２　 系统分类应继承功能级模型单元的分类信息ꎬ 同时属于多个系统的ꎬ 应全部列出ꎬ 并应

以连字符 “－” 隔开ꎬ 通用的模型单元可省略此字段ꎻ

３　 模型单元名称应采用工程对象的名称ꎬ 当需要为多个同一类型模型单元进行编号时ꎬ 可

在此字段内增加序号ꎬ 序号依照正整数依次编排ꎻ

４　 描述字段可自定义ꎬ 也可省略ꎮ

５ ２ ６　 零件级模型单元命名宜由模型单元名称和描述字段依次组成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模型单元名称采用工程对象的名称ꎬ 当需要为多个同一类型模型单元进行编号时ꎬ 可在

此字段内增加序号ꎬ 序号依照正整数依次编排ꎻ

—１１—

５　 命名规则



２　 描述字段可自定义ꎬ 也可省略ꎮ

５ ３　 电子文件夹和文件命名

５ ３ １　 电子文件夹的名称由顺序码、 项目简称、 分区或系统、 项目阶段、 文件夹类型和描述组

成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顺序码宜采用文件夹管理的编码ꎬ 可自定义ꎻ

２　 项目简称宜采用识别项目的简要称号ꎬ 可采用英文或拼音ꎮ 项目简称不宜空缺ꎻ

３　 分区或系统应简述项目子项、 局部或系统ꎬ 应使用汉字、 英文字符、 数字的组合ꎻ

４　 项目阶段的划分应符合本标准 ８ ３ １、 ８ ４ １、 ８ ５ １ 条的规定ꎻ

５　 文件夹类型宜符合表 ５ ３ １ 的规定ꎻ

６　 用于进一步说明文件夹特征的描述信息可自定义ꎬ 本字段可省略ꎮ

表 ５ ３ １　 文件夹类型

文件夹类型 文件夹类型 (英文) 内含文件主要适用范围

工作中 Ｗｏｒｋ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可简写为 ＷＩＰ) 仍在设计中的设计文件

共享 Ｓｈａｒｅｄ 专业设计完成的文件ꎬ 但仅限于工程参与方内部协同

出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已经设计完成的文件ꎬ 用于工程参与方之间的协同

存档 Ａｒｃｈｉｖｅｄ 设计阶段交付完成后的文件

外部参考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来源于工程参与方外部的参考性文件

资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应用在项目中的资源库中的文件

５ ３ ２　 电子文件的命名应包含模型单元简述、 专业字段和版本号字段ꎮ

５ ３ ３　 模型单元简述字段应体现模型单元所描述的工程对象主要特征ꎮ

５ ３ ４　 专业字段的专业代码应符合表 ５ ３ ４ 规定ꎬ 当涉及多专业时可并列所涉及的专业ꎮ

表 ５ ３ ４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中文简称

设备工艺 ＥＱ 工艺

标识 ＳＥ 标识

场道 ＡＥ 场道

岩土 ＧＥ 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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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中文简称

道桥 Ｒ 道桥

航管 ＡＴＣ 航管

通信 ＴＥ 通信

助航灯光 Ｎ 灯光

供油 ＡＦ 供油

规划 ＰＬ 规

总图 Ｇ 总

建筑 Ａ 建

结构 Ｓ 结

给排水 Ｐ 水

暖通 Ｍ 暖

电气 Ｅ 电

弱电 (智能化) Ｔ 通

动力 ＥＰ 动

消防 Ｆ 消

勘察 Ｖ 勘

园林景观 Ｌ 景

室内装饰 Ｉ 室内

绿色节能 ＧＲ 绿建

环境工程 ＥＥ 环

地理信息 ＧＩＳ 地

经济 ＥＣ 经

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 ＢＩＭ

其他专业 Ｘ 其他

　 　 注: 上表中未列出的专业代码及子专业代码ꎬ 可以根据项目特点补充ꎮ

５ ３ ５　 同一设计阶段或面向同一应用需求多次交付时ꎬ 文件夹和文件版本应在标识中添加版本

号ꎬ 版本号由英文字母 Ａ~Ｚ 依次表示ꎮ

—３１—

５　 命名规则



６　 模型要求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ＢＩＭ 模型创建应考虑 ＢＩＭ 模型在项目全生命期各阶段、 各专业的应用ꎮ

６ １ ２　 ＢＩＭ 模型精细度应依据各阶段、 各专业的应用需求ꎬ 满足几何和信息深度等级的要求ꎬ

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ꎮ

６ １ ３　 ＢＩＭ 模型创建过程中ꎬ 应考虑 ＢＩＭ 模型数据格式、 模型创建的软件及版本ꎬ 保证模型数

据在各专业、 各阶段及各参与方之间的转换与传递过程中完整与准确ꎮ

６ ２　 模型创建

６ ２ １　 同一民用运输机场工程 ＢＩＭ 模型创建应使用机场专用坐标系ꎬ 并应说明与国家大地坐标

系或地方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关系ꎮ

６ ２ ２　 模型创建宜采用统一的度量单位和公制单位ꎬ 当采用非统一度量单位时ꎬ 应表示使用的

度量单位ꎮ

６ ２ ３　 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模型应包含下列内容:

１　 模型单元的系统分类ꎻ

２　 模型单元的关联关系ꎻ

３　 模型单元几何信息及表达精度ꎻ

４　 模型单元的属性信息深度ꎻ

５　 模型单元属性值的数据来源ꎬ 并符合表 ６ ２ ３ 的要求ꎮ

表 ６ ２ ３　 属性值数据来源分类

数据来源 英文简称英文简称

业主 Ｏｗｎｅｒｓ 业主 ＯＷ

规划 Ｐｌａｎｅｒｓ 规划 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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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英文简称英文简称

设计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ｓ 设计 ＤＳ

勘察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ｓ 勘察 ＩＶ

审批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ｓ 审批 ＣＭ

生产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生产 ＭＦ

总承包 Ｇｅｒ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总包 ＧＣ

分包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分包 ＳＣ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项 管 ＰＭ

资产管理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资管 ＡＭ

软件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 软件 ＳＷ

６ ３　 模型深度要求

６ ３ １　 ＢＩＭ 模型深度应由模型单元的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组成ꎮ

６ ３ ２　 ＢＩＭ 模型深度等级表达方式为: 专业 ＢＩＭ 模型深度等级 ＝ [Ｇｎꎬ Ｎｎ]ꎬ 其中 Ｇｎ 是该专

业的几何信息深度等级ꎬ Ｎｎ 是该专业的属性信息深度等级ꎬ ｎ 的取值区间为 [１ ０ ~ ４ ０]ꎬ ＢＩＭ

模型深度等级可按需要选择不同专业 ＢＩＭ 模型深度等级进行组合ꎬ ＢＩＭ 模型深度等级 ＝ {专业

ＢＩＭ 模型深度等级}ꎮ

６ ３ ３　 模型单元的几何信息符合以下规定:

１　 模型单元的几何信息表达应包含空间定位、 空间占位和几何表达精度ꎻ

２　 在满足设计深度和应用需求的基础上ꎬ 宜选择较低的几何表达精度ꎻ

３　 不同的模型单元可选择不同的几何表达精度ꎻ

４　 几何表达精度划分为 Ｇ１、 Ｇ２、 Ｇ３、 Ｇ４ 四个等级ꎬ 应符合表 ６ ３ ３ 的规定ꎮ

表 ６ ３ ３　 几何信息表达精度划分

几何信息深度等级 (Ｇｎ)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Ｇ１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Ｇ２ 满足占位空间、 主要颜色等粗略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Ｇ３ 满足建造安装需要、 采购等精细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Ｇ４ 满足高精度渲染展示、 产品管理、 制造加工准备等高精度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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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４　 模型单元的属性信息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选取适宜的信息深度体现模型单元属性信息ꎻ

２　 属性信息应分类设置ꎬ 并应符合表 ６ ３ ４－１ 的要求ꎬ 表中未列出的属性信息可自定义ꎻ

表 ６ ３ ４－１　 模型单元属性信息表

属性分类 属性组 属性名称

项目信息

项目标识 项目名称、 编号、 简称等

建设说明 地点、 阶段、 自然条件、 建设依据、 坐标、 采用的坐标体系、 高程基准等

项目类别级等级 按民航专业工程和非民航专业工程划分项目的类别及建设等级等ꎮ

设计说明 各类设计说明

技术经济指标 各类项目指标

建设单位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等

建设参与方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等

身份信息
基本描述 名称、 编号、 类型、 工程说明

编码信息 编码、 编码执行标准等

定位信息

项目内部定位 所属的地块、 子项目工程或建筑、 楼层、 房间、 机器编号、 编码

坐标定位 可按照平面坐标系统或地理坐标系统或投影坐标系统分项描述

占位尺寸 长度、 宽度、 高度、 厚度、 深度等

系统信息
系统分类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 编号、 编码以及关联关系类型

技术信息

构造尺寸 长度、 宽度、 高度、 厚度、 深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组件构成 主要组件名称、 材质、 尺寸等属性

设计参数 系统性能、 产品设计性能

技术要求 材料要求、 施工要求、 安装要求等

生产信息

产品通用基础数据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产品信息系统基础数据规范» (ＪＧＪ / Ｔ ２３６) 的规定

产品专用基础数据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产品信息系统基础数据规范» (ＪＧＪ / Ｔ ２３６) 的规定

资产信息
资产登记 资产类别、 编码、 名称、 采购信息、 使用信息等

资产管理 资产折旧、 转移、 变更等

维护信息

巡检信息 巡检计划、 时间、 记录等

维修信息 维修资产、 维修人员、 时间、 记录等

维护预测 状态监测、 故障诊断、 故障预测等

备件备品 入库、 出库、 调拨等信息

３　 属性信息应包括中文字段名称、 编码、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计量单位、 值域、 约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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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ꎮ 交付表达时ꎬ 宜至少包括中文字段名称、 计量单位ꎻ

４　 属性信息应根据项目不同实施阶段的需求补充完善ꎻ

５　 属性信息深度等级的划分为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四个等级ꎬ 应符合表 ６ ３ ４－２ 的规定ꎮ

表 ６ ３ ４－２　 属性信息深度等级划分

属性信息深度等级 (Ｎｎ) 属性信息深度要求

Ｎ１ 宜包含模型单元的身份描述、 项目信息、 组织角色等信息

Ｎ２ 宜包含和补充 Ｎ１ 等级信息ꎬ 增加实体系统关系ꎬ 组成及材质ꎬ 性能或属性信息

Ｎ３ 宜包含和补充 Ｎ２ 等级信息ꎬ 增加生产信息和安装信息

Ｎ４ 宜包含和补充 Ｎ３ 等级信息ꎬ 增加资产信息和维护信息

６ ３ ５　 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和属性信息深度应根据不同应用的需求选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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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准备要求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为顺利推进 ＢＩＭ 在民用运输机场工程中的应用、 管理与协调ꎬ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 ＢＩＭ 应

用前应进行 ＢＩＭ 准备工作ꎬ 包括开展 ＢＩＭ 相关工作的策划、 筹备、 费用预算等ꎮ

７ １ ２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 ＢＩＭ 相关工作策划内容包括: ＢＩＭ 工作目标、 实施范围、 实施阶段、

实施标准、 实施内容、 实施组织方式、 人员要求、 软硬件要求等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相关工作策划中实施标准、 实施内容除遵循行业及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外ꎬ 宜结

合项目的工作目标、 实施范围定义项目级实施标准ꎬ 以满足项目的要求ꎮ

７ ２　 组织要求

７ ２ １　 应根据项目 ＢＩＭ 工作策划ꎬ 明确 ＢＩＭ 工作实施角色ꎮ ＢＩＭ 实施角色可根据民用运输机场

工程中分工划分为建设方 ＢＩＭ 管理、 设计 ＢＩＭ、 施工 ＢＩＭ、 监理 ＢＩＭ、 运维 ＢＩＭ 等不同角色ꎮ

【条文说明】 建设方和其他各方均可聘请 ＢＩＭ 咨询ꎬ 承担各自角色相应的任务ꎮ

７ ２ ２　 ＢＩＭ 实施角色应明确各角色的责任与义务ꎮ 各实施角色应责任划分明确ꎬ 边界清晰ꎮ

７ ２ ３　 ＢＩＭ 实施角色间应预留 ＢＩＭ 数据沟通接口ꎬ 明确 ＢＩＭ 数据输入、 输出流程与关系ꎮ

７ ２ ４　 ＢＩＭ 实施角色内应具备 ＢＩＭ 信息的协调、 共享工作机制和能力ꎮ

７ ２ ５　 ＢＩＭ 实施角色分工宜参考表 ７ ２ ５ 的规定ꎮ

表 ７ ２ ５　 ＢＩＭ 实施角色分工

工作内容 ＢＩＭ 管理角色 设计 ＢＩＭ 角色 施工 ＢＩＭ 角色 监理 ＢＩＭ 角色 运维 ＢＩＭ 角色

ＢＩＭ 资源准备 ▲

设计 ＢＩＭ 行为 △ ▲ △

施工 ＢＩＭ 行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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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ＢＩＭ 管理角色 设计 ＢＩＭ 角色 施工 ＢＩＭ 角色 监理 ＢＩＭ 角色 运维 ＢＩＭ 角色

ＢＩＭ 成果交付 △ ▲ △ △

运维 ＢＩＭ 行为 △ ▲
　 　 注: ▲主要执行　 △配合 / 监督执行ꎮ

７ ３　 人力资源要求

７ ３ １　 ＢＩＭ 各参与方应设置完备的 ＢＩＭ 岗位ꎬ 满足沟通、 协调、 实施的要求ꎮ

７ ３ ２　 ＢＩＭ 各方参与人员应具备 ＢＩＭ 专业知识ꎬ 应能够独立完成 ＢＩＭ 相关工作ꎮ

７ ３ ３　 ＢＩＭ 各方参与人员应具备工程相关专业能力ꎬ 应能够独立完成相关专业工作ꎮ

７ ４　 ＩＴ 环境要求

７ ４ １　 完成 ＢＩＭ 实施工作ꎬ 应准备 ＢＩＭ 工作所需要的 ＩＴ 环境ꎮ ＩＴ 环境包括必要的 ＢＩＭ 软件、

ＧＩＳ 软件和满足相关软件运行要求的硬件、 采集现场信息的硬件以及网络环境、 平台环境等ꎮ ＩＴ

环境类型可参考表 ７ ４ １ꎮ

表 ７ ４ １　 ＩＴ 环境类型

ＩＴ 环境类型 功能描述

ＢＩＭ 软件系统
用于完成 ＢＩＭ 工作的系列软件ꎬ 包括模型创建软件、 模型检查软件、

分析软件、 管理软件等

ＧＩＳ 软件系统 用于创建机场 ＧＩＳ 信息的软件

工作站 满足 ＢＩＭ 及 ＧＩＳ 软件运行要求的计算机硬件及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

移动端设备
用于在移动端访问、 查询、 展示 ＢＩＭ 数据的移动设备及相关 Ａｐｐ 软件ꎬ

如手机、 平板电脑等设备

服务器 用于满足 ＢＩＭ 数据存储的计算机硬件及操作系统、 数据库等基础软件

网络环境 满足 ＢＩＭ 数据传输、 工作协同的协同因特网络环境、 局域网络环境及相关设备

其他硬件 用于连接 ＢＩＭ 与现场数据的放线机器人、 无人机、 激光扫描等硬件设备

ＢＩＭ 管理平台 用于协同、 管理 ＢＩＭ 过程数据的管理系统

ＢＩＭ 运维平台 基于 ＢＩＭ 完成运维管理的 ＢＩＭ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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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２　 在准备阶段应统一 ＢＩＭ 软件、 ＧＩＳ 软件ꎬ 定义统一数据交换接口ꎬ 使各 ＢＩＭ 实施角色的

ＢＩＭ 数据与信息格式一致ꎬ 保障 ＢＩＭ 数据在各参与方之间顺利交换ꎮ

７ ４ ３　 ＢＩＭ 实施数据应进行统一存储管理ꎬ 应具备满足存储和安全要求的数据存储环境ꎮ

７ ４ ４　 ＩＴ 环境中各类硬件宜根据 ＢＩＭ 策划要求ꎬ 逐步配备和完善ꎮ

７ ４ ５　 为达到 ＢＩＭ 综合管控目标ꎬ 宜部署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并做好平台维护工作ꎮ ＢＩＭ 协同工

作平台应发挥 ＢＩＭ 信息在质量、 进度、 成本、 安全等方面的管理价值ꎮ

７ ４ ６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应满足 ＢＩＭ 模型的数据动态加载浏览ꎬ ＢＩＭ 模型信息的提取、 存储、

共享和使用要求ꎮ 可具备下列功能:

１　 模型及其他格式文档输入、 输出ꎻ

２　 模型浏览或漫游ꎻ

３　 模型信息处理ꎻ

４　 相关的专业应用ꎻ

５　 应用成果处理和输出ꎻ

６　 支持开放的数据交换标准ꎻ

７　 模型数据查询及分发管理ꎻ

８　 模型与信息的分析能力ꎻ

９　 与其他系统数据集成接口能力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应根据建设方自身管理需要ꎬ 在满足技术可行性和成本合理性的

前提下ꎬ 合理规划平台相应功能ꎮ

７ ４ ７　 ＢＩＭ 实施组织宜基于平台开展项目 ＢＩＭ 实施工作ꎮ

７ ４ ８　 ＢＩＭ 在运维阶段宜根据民用运输机场运维要求ꎬ 部署 ＢＩＭ 运维管理平台ꎮ ＢＩＭ 运维管理

平台应能够接收、 继承建设阶段的 ＢＩＭ 交付数据ꎮ

７ ４ ９　 ＩＴ 环境应满足数据安全的物理环境、 网络环境和通信环境要求ꎮ

７ ４ １０　 应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ꎬ 对管理人员或移动终端操作人员执行的日常管理操作建立

操作规程ꎮ

【条文说明】 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人员的权限、 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等相关内容ꎮ

７ ５　 项目级 ＢＩＭ 实施细则编制要求

７ ５ １　 民用运输机场项目 ＢＩＭ 实施前应结合项目的质量、 进度、 成本、 安全等管理需求ꎬ 制定

项目级 ＢＩＭ 实施细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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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２　 项目级 ＢＩＭ 实施细则可结合民用运输机场工程的特点ꎬ 重点规范 ＢＩＭ 数据、 工作流程、

ＢＩＭ 创建要求、 ＢＩＭ 信息规范要求、 ＢＩＭ 交付要求、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要求、 ＢＩＭ 考核指标等具

体内容ꎮ

【条文说明】 实施细则的定义见本标准 ３ １ ４ 条ꎮ 各 ＢＩＭ 实施角色均应以项目级 ＢＩＭ 实施细则为

依据ꎬ 完成 ＢＩＭ 实施工作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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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建设过程应用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机场建设过程中ꎬ 应根据各个阶段、 各项任务的需要创建、 使用和管理模型ꎬ 并根据工

程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模型应用方式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模型的应用包括创建、 使用和管理ꎮ 机场工程涉及专业众多ꎬ 管理难度较高ꎬ

ＢＩＭ 的应用可采用全过程综合应用或者专业任务单项应用两种方式ꎮ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ꎬ 模型

应根据相应规定为本工程及后续工作提供充分信息ꎮ

８ １ ２　 模型应用前ꎬ 宜结合 ＢＩＭ 应用对建设工程各个阶段、 各专业或任务的工作流程进行调整

和优化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应用会改变原有机场工程各个阶段的工作流程和生产方式ꎬ 因此有必要根据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的特点和管理方式ꎬ 对专业的工作流程、 接口等进行调整与优化ꎮ

８ １ ３　 在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前ꎬ 应编制相应阶段的 ＢＩＭ 应用实施方案ꎮ

８ １ ４　 ＢＩＭ 应用实施方案应包括 ＢＩＭ 实施的目标、 组织架构、 权责分工、 协同方法、 进度计

划、 软硬件环境、 ＢＩＭ 应用点、 模型深度要求、 ＢＩＭ 交付成果和保障措施等ꎮ

８ １ ５　 各阶段中模型的创建和使用应利用前一阶段的 ＢＩＭ 成果ꎬ 所交付的 ＢＩＭ 成果应符合项目

ＢＩＭ 整体策划和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方案中对交付成果的要求ꎮ

【条文说明】 每一阶段模型的创建应符合模型传递性的要求ꎬ 既充分利用上一阶段的模型和数

据ꎬ 也为后续阶段模型和数据的应用提供支撑ꎮ 通常由建设单位组织各参与方进行 ＢＩＭ 模型创

建和成果交付ꎮ

８ １ ６　 在机场建设过程中应实现协同工作、 数据共享ꎮ

【条文说明】 在 ＢＩＭ 应用过程中ꎬ 应搭建 ＢＩＭ 协同工作所需要的 ＩＴ 环境ꎬ 以实现各参与方协同

工作、 数据共享ꎮ 宜搭建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实现协同工作ꎮ

８ １ ７　 在机场建设过程中ꎬ 模型的创建和使用宜与完成相关专业工作或任务同步进行ꎬ 且宜与

管理系统协同实施ꎮ

【条文说明】 模型的创建和使用通常随着工程的进展分阶段进行ꎬ 从 ＢＩＭ 应用的角度ꎬ 宜随着工

程的推进ꎬ 同时创建、 使用和管理 ＢＩＭ 模型ꎬ 实现 ＢＩＭ 对相关任务的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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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１ ８　 进行 ＢＩＭ 综合管控时ꎬ 应确保所使用的 ＢＩＭ 模型和信息完整、 准确、 有效ꎮ

８ ２　 应用

８ ２ １　 机场建设过程中各阶段 ＢＩＭ 应用按表 ８ ２ １ 选用ꎮ

表 ８ ２ １　 机场工程建设过程 ＢＩＭ 应用

类
别

应用
类别

应用点
代号

应用点

前期阶段 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新建
机场
选址

(预)
可行性
研究

总
体
规
划

方
案
设
计

初
步
设
计

施工图
设计

施
工
准
备

深
化
设
计

施
工
实
施

竣
工
移
交

１

项目
规划及
方案
比选

Ａ１ 规划符合性分析 △ △ △ — — — — — — —

Ａ２ 机场总平面规划分析 ○ △ △— — — — — — —

Ａ３ 征地拆迁分析 △ △ — — — — — — — —

Ａ４ 噪音影响分析 ○ △ — — — — — — — —

Ａ５ 陆侧交通系统分析 ○ △ △ — — — — — — —

２ 遮挡
分析

Ａ６ 仪表着陆系统临界
敏感区范围分析

○ △ — — — — — — — —

Ａ７ 导航台站场地分析 ○ △ — — — — — — — —

Ａ８ 塔台通视分析 ○ ▲ ○ ▲ ▲ ▲ — — — —

Ａ９ 进近灯光面障碍物
排查分析

○ △ — — — — — — — —

Ａ１０ 机场场址净空
可视化分析

○ ▲ — — — — — — — —

３
设计
方案
分析

Ａ１１ 飞行区模拟仿真 ○ ○ △ △ △ △ — — — —

Ａ１２ 航站楼方案对比分析 ○ ○ ○ ▲ — — — — — —

Ａ１３ 捷运系统及行李隧道
工程可视性分析

○ ○ ○ ○ ▲ ▲ — — — —

Ａ１４ 陆侧交通系统车流模拟 ○ ○ ○ △ — — — — — —

Ａ１５ 行李运输流线仿真模拟 ○ ○ ○ △ — — — — — —

Ａ１６ 旅客服务系统可视性分析 ○ ○ ○ ○ △ — — — — —

４ 人流
分析

Ａ１７ 人流动线分析 ○ ○ ○ ○ △ — — — — —

Ａ１８ 疏散模拟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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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应用
类别

应用点
代号

应用点

前期阶段 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新建
机场
选址

(预)
可行性
研究

总
体
规
划

方
案
设
计

初
步
设
计

施工图
设计

施
工
准
备

深
化
设
计

施
工
实
施

竣
工
移
交

５
场地
设计
分析

Ａ１９ 三维地质分析 ○ ○ ○ ○ ▲ ▲ — — — —

Ａ２０ 地势、 土方、 排水分析 ○ △ ○ ○ ▲ ▲ — — — —

６ 碰撞
检查

Ａ２１ 行李系统碰撞检查 ○ ○ ○ ○ ▲ ▲ — ▲ — —

Ａ２２ 全专业碰撞检查 ○ ○ ○ ○ ▲ ▲ — ▲ — —

Ａ２３ 通行限高及距离碰撞检查 ○ ○ ○ ○ ▲ ▲ — ▲ — —

７ 管线
综合

Ａ２４ 干线路由管线综合 ○ ○ ○ ○ ▲ — — — — —

Ａ２５ 全专业路由管线综合 ○ ○ ○ ○ ○ ▲ — ▲ — —

８
工程
经济
分析

Ａ２６ 辅助投资估算 ○ △ — — — — — — — —

Ａ２７ 工程量统计 ○ ○ ○ ○ △ △ △ — △ —

９ 工程
管理

Ａ２８ 进度管理 ○ ○ ○ ○ △ △ ▲ △ ▲ —

Ａ２９ 质量管理 ○ ○ ○ ○ △ △ — △ ▲ —

Ａ３０ 安全管理 ○ ○ ○ ○ ○ ○ ▲ — ▲ —

Ａ３１ 变更管理 ○ ○ ○ ○ ○ ○ △ △ △ —

Ａ３２ 竣工移交 ○ ○ ○ ○ ○ ○ ○ ○ ○ ▲

１０ 施工
模拟

Ａ３３ 不停航施工模拟 ○ ○ ○ ○ ○ ○ ▲ — — —

Ａ３４ 行李系统施工模拟 ○ ○ ○ ○ ○ ○ ▲ — — —

Ａ３５ 施工总平面布置 ○ ○ ○ ○ ○ ○ ▲ — ▲ —

Ａ３６ 关键施工方案模拟 ○ ○ ○ ○ ○ ○ ▲ — ▲ —

１１ 深化
设计

Ａ３７ 行李系统深化设计 ○ ○ ○ ○ ○ ○ ○ ▲ — —

Ａ３８ 民航弱电深化设计 ○ ○ ○ ○ ○ ○ ○ ▲ — —

Ａ３９ 专业设备深化设计 ○ ○ ○ ○ ○ ○ ○ ▲ — —
　 　 注: １ 表中▲表示该阶段应选用ꎬ △表示该阶段宜选用ꎬ ○表示该阶段可不选用ꎬ —表示可根据前序阶段成果按需选用ꎮ

　 　 ２ 本表未尽应用参见相关规范ꎮ

８ ２ ２　 机场建设过程中各阶段应用成果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Ｂ 选用ꎮ

８ ３　 前期阶段

８ ３ １　 前期阶段一般包括新建机场选址、 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 总体规划等阶段ꎬ 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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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ＢＩＭ 应用应根据其任务目标确定ꎮ

８ ３ ２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对机场建设与城市规划、 机场跑道构型、 机场主要功能分区布局及场区

道路交通规划进行空间分析ꎮ

【条文说明】 空间分析包括: 规划符合性分析、 机场总平面规划分析、 征地拆迁分析等ꎮ

规划符合性分析: 利用 ＢＩＭ 模型分析机场建设工程与周边环境建 (构) 筑物、 路网、 轨道

交通等位置关系ꎬ 实现机场建设与城市发展规划协同ꎬ 符合区域交通体系布局ꎻ

机场总平面规划分析: 结合场地、 空域条件分析ꎬ 确定机场跑道构型、 主要功能分区布局

及场区道路交通规划ꎻ

征地拆迁分析: 通过大比例地形图及遥感正投影像收集机场征地范围用地规划、 建 (构)

筑物产权单位、 建设年代、 建筑面积、 城市人口分布等信息ꎬ 利用 ＧＩＳ 属性数据管理、 分析功

能ꎬ 实现对机场建设方案需要拆迁的建 (构) 筑物的数量、 面积、 产权单位和拆迁成本等分析ꎮ

８ ３ ３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对机场周边环境进行噪声影响分析ꎮ

【条文说明】 噪声影响分析: 利用 ＢＩＭ 模型和噪音影响分析软件输出的数据集成ꎬ 在三维场景中

展示噪声影响范围ꎬ 统计分析机场噪音影响区域内的建筑、 人员等信息ꎬ 并绘制噪声影响分

布图ꎮ

８ ３ ４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仪表着陆系统临界敏感区范围分析、 导航台站场地分析、 进近灯光

面障碍物分析ꎬ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塔台通视分析、 机场场址净空可视化分析ꎮ

【条文说明】 仪表着陆系统临界敏感区范围分析: 结合总平面规划ꎬ 分析研究航空器、 车辆等物

体可能对仪表着陆系统空间信号造成干扰的敏感区域ꎻ

导航台站场地分析: 结合总平面规划及台站周边地形、 地貌、 地物数据分析不同半径下超

出基准面的障碍物高度ꎬ 合理确定台站选址ꎻ

塔台通视分析: 当机场管制范围内新建、 改建和扩建等原因改变塔台运行的位置和高度论

证条件时ꎬ 进行塔台通视分析以保证航空器运行安全与效率ꎻ

进近灯光面障碍物分析: 防止超障的现象发生ꎬ 开展灯光面范围内障碍物排查ꎻ

机场场址净空可视化分析: 利用 ＢＩＭ 模型结合国际民航组织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１４ 中进近

面、 过渡面、 内水平面、 锥形面等障碍物限制面的定义ꎬ 基于 ＢＩＭ 与 ＧＩＳ 的机场选址净空可视

化研究ꎬ 实现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面三维可视化ꎬ 为机场选址提供净空判断的依据ꎬ 并进行净

空优化分析ꎮ

８ ３ ５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场地地势、 土方、 排水分析ꎮ

【条文说明】 地势、 土方、 排水分析: 在场地模型中集成拟建场地地形数据ꎬ 分析场地地形、 地

貌以及扩建场地现状情况ꎬ 利用 ＢＩＭ 数据集成与管理平台集成设计方案ꎬ 结合场地模型ꎬ 优化

场地竖向设计方案ꎬ 合理调整土石方工程量ꎬ 节省投资ꎮ

８ ３ ６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辅助投资估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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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辅助投资估算: 利用 ＢＩＭ 模型信息统计功能ꎬ 在前期阶段运用数据指标等方法获得

较为准确的机场建设工程量及投资估算ꎬ 同时对不同方案的对比ꎬ 快速得出成本的变动情况ꎬ

权衡出不同方案的造价优劣ꎬ 为项目决策提供重要而准确的依据ꎮ

８ ３ ７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飞行区模拟仿真ꎮ

【条文说明】 总体规划阶段飞行区模拟仿真主要用于模拟航空器滑行路线、 滑行距离及航空器之

间相互干扰造成的延误情形ꎬ 以达到验证地面运行效率及航空业务量预测准确性的目的ꎮ

８ ３ ８　 前期阶段宜根据各阶段需求进行交付ꎬ 交付物包括 ＢＩＭ 模型、 相关应用成果、 图纸、 文

件等ꎮ

８ ４　 设计阶段

８ ４ １　 设计阶段包括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ꎬ 各阶段 ＢＩＭ 应用应根据其任务目标

确定ꎮ

８ ４ ２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航站楼方案对比分析、 捷运系统及行李隧道工程可视性分析ꎮ

【条文说明】 捷运系统及行李隧道工程可视性分析: 对航站区及飞行区的捷运系统及地下行李隧

道进行 ＢＩＭ 建模分析ꎬ 对轨道选线及隧道埋深方案进行验证ꎬ 对现状地下构筑物及管线进行碰

撞检查ꎬ 找到最优设计方案ꎮ

８ ４ ３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飞行区模拟仿真、 陆侧交通系统车流模拟、 行李运输流线仿真模

拟、 旅客服务系统可视性分析ꎮ

【条文说明】 设计阶段飞行区模拟仿真: 对机位入位及顶推进行模拟验证ꎬ 通过模拟飞行器运行

确定滑行道口增补面ꎬ 利用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面模型控制机场周边建 (构) 筑物建设高度ꎬ

验证地面运行效率及航空业务量预测准确性等ꎻ

陆侧交通系统车流模拟: 对高峰小时车流情况进行模拟ꎬ 着重考虑出发、 到达车道边及路

面情况进行模拟ꎬ 检验设计参数ꎬ 进一步优化设计ꎮ 并针对不同方向出发、 到达的车流情况进

行模拟ꎬ 找到道路交织点ꎬ 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ꎻ

旅客服务系统可视性分析: 针对机场航站区内的旅客服务系统ꎬ 如标识、 航显、 离港、 值

机引导等系统ꎬ 应进行仿真模拟ꎬ 并与整体设计进行碰撞检查和管线综合设计优化ꎬ 在确保功

能的同时也确保建筑整体效果ꎬ 并以旅客实际视角在全楼中模拟ꎬ 确保在任何地点都能看到有

可能去往方向的明显提示ꎮ

８ ４ ４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对旅客出发、 到达、 中转等不同流程及交通换乘旅客流线进行人流动线

分析ꎬ 对高峰期、 大面积旅客滞留、 突发紧急情况下的人流组织进行疏散模拟ꎮ

【条文说明】 人流动线分析: 对出发、 到达、 中转等不同流程下各个汇聚停留地的人流动线进行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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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ꎬ 设计过程中应充分使用人流动线模拟应用ꎬ 比对不同方案的合理性和优缺点ꎮ

８ ４ ５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结合 ＧＩＳ 创建地质环境、 地表现状模型ꎬ 分析确定竖向设计方案、 土石

方工程量及排水布局设计方案ꎮ

８ ４ ６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碰撞检查ꎮ

【条文说明】 碰撞检查包括行李系统碰撞检查、 通行限高及距离碰撞检查等ꎮ

８ ４ ７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管线综合ꎮ

【条文说明】 在初步设计阶段ꎬ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干线路由管线综合ꎮ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ꎬ 应

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全专业路由管线综合ꎬ 全专业路由指民用运输机场工程范围内涉及的机电专

业系统及民航专业弱电工程系统干管及支管路由ꎮ

８ ４ ８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项目工程量统计ꎮ

８ ４ ９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项目设计质量管理和进度管理ꎮ

８ ４ １０　 ＢＩＭ 模型交付包括设计阶段的交付和面向应用的交付ꎮ 交付应包含交付准备、 交付物和

交付协同等方面的内容ꎮ

８ ４ １１　 设计阶段的交付物包括 ＢＩＭ 模型、 相关应用成果、 图纸、 文件等ꎮ

８ ４ １２　 设计阶段成果交付应由建设单位组织ꎬ 并满足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 等标准的要求ꎮ

８ ５　 施工阶段

８ ５ １　 施工阶段一般包括施工准备、 深化设计、 施工实施、 竣工验收等阶段ꎬ 各阶段 ＢＩＭ 应用

应根据其任务目标确定ꎮ

８ ５ ２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不停航施工模拟、 行李系统施工模拟、 施工总平面布置、 关键施工

方案模拟ꎮ

【条文说明】 不停航施工方案模拟包含: 影响航空器起降、 滑行和停放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ꎬ 影

响跑道和滑行道标志和灯光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ꎬ 影响导航设施正常工作的情况和所采取的措

施等ꎻ

行李系统施工模拟包含: 钢平台安装、 机械设备安装、 电气安装、 系统调试等ꎮ

８ ５ ３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行李系统深化设计、 民航弱电深化设计、 专业设备深化设计ꎮ

【条文说明】 行李系统深化设计包含: 输送机、 值机岛、 分拣机、 水平分流器及垂直分流器的安

装深化设计等ꎻ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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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弱电深化设计包含: 航班动态显示系统、 离港计算机管理系统、 时钟系统、 广播系统、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设备自动化系统的施工深化设计等ꎻ

专业设备深化设计包含: 航空器地面服务设备、 目视助航相关设备、 其他地面服务设备的设

计等ꎮ

８ ５ ４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进度管理、 质量管理、 安全管理ꎮ

８ ５ ５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变更管理ꎮ

８ ５ ６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全专业路由管线综合ꎮ

８ ５ ７　 宜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工程量统计ꎮ

８ ５ ８　 竣工验收阶段 ＢＩＭ 成果交付过程中ꎬ 交付的竣工模型宜关联竣工验收合格后形成的竣工

验收信息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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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成果移交

９ １　 一般规定

９ １ １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的竣工验收过程中ꎬ ＢＩＭ 成果应与其他验收文件同时进行移交ꎬ 并应

为工程资产运营和维护、 工程文件归档和保管提供支持ꎮ

【条文说明】 民用运输机场竣工移交是民用运输机场由建设阶段向使用阶段转移的过程ꎬ 工程文

件的收集和整理是重要环节ꎮ ＢＩＭ 成果作为建设过程中对工程描述和管理的重要资料ꎬ 需与其

他必要文件共同为档案管理和运维使用提供充分的支撑ꎮ

９ １ ２　 竣工移交的 ＢＩＭ 成果形式可包括数据库、 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ꎬ 纸质文件应由可输出打

印型电子文件制成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成果最佳交付方式是数据库ꎬ 能够充分为协同工作提供数据支持ꎮ 但在当前技

术条件下ꎬ 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仍是常规的交付方式ꎬ 因此允许以上述三种方式作为 ＢＩＭ 成果

交付主要形式ꎮ

９ １ ３　 ＢＩＭ 成果之间应根据相关性建立关联关系ꎬ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各成果应提供关联访问的入口ꎻ

２　 电子文件超链接应保持有效ꎬ 且访问目标为单一对象ꎻ

３　 能够双向关联访问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成果之间的关联性体现 ＢＩＭ 本身的技术特点ꎮ 技术上看ꎬ ＢＩＭ 是一种信息化处

理方式ꎬ 其前提是工程数据和资料能够有效的结构化和关联化ꎬ 从而体现信息之间的关联性ꎮ

９ １ ４　 用于归档的 ＢＩＭ 成果电子文件等格式宜符合表 ９ １ ４ 的规定ꎮ

表 ９ １ ４　 用于归档的 ＢＩＭ 成果电子文件格式

文件类别 指定文件格式

模型文件 原生文件和 ＩＦＣ (或其他开放格式)

文字文本文件 ＷＰＳ 或 ＤＯＣ 和 ＰＤＦ

表格文本文件 ＥＴ 或 ＸＬＳ 和 ＰＤＦ

图像文件 ＪＰＥＧ 或 ＰＮＧ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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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件类别 指定文件格式

图形文件 ＤＷＦ 或 ＰＤＦ

视频文件 ＡＶＩ 或 ＭＰＥＧ４ 或 ｅｘｅ (封装)

音频文件 ＷＡＶ 或 ＭＰ３

数据库文件 ＳＱＬ 或 ＤＤＬ 或 ＤＢＦ 或 ＭＤＢ 或 ＯＲＡ

地理信息数据文件 ＤＸＦ 或 ＳＨＰ 或 ＳＤＢ

激光扫描文件 ＡＳＣ 或 ＴＸＴ

　 　 注: 当指定文件格式与原生文件格式相同时ꎬ 可不重复交付ꎮ

【条文说明】 由于 ＢＩＭ 所涉及多种技术手段ꎬ 所使用的软件种类多样ꎬ 因此 ＢＩＭ 成果文件格式难

以全部罗列ꎮ 为了使存档的文件保留编辑的可能性ꎬ 因此本标准规定提交原生文件格式ꎮ 但原

生格式对于相应软件依赖度较高ꎬ 因此对于部分文件类别指定一些通用性较强的格式进行收集

和整理ꎬ 有利于在非编辑需求下进行简单的业务处理ꎮ

９ １ ５　 提交原生文件格式时ꎬ 应记录足够的技术环境元数据ꎬ 详细说明电子文件的使用环境和

条件ꎮ

【条文说明】 原生文件格式一般需要特定的软件才能达到最佳工作状态ꎬ 因此将软件的技术环境

元数据详细说明ꎬ 例如软件名称、 版本等保存下来ꎬ 有利于原生文件的有效使用ꎮ

９ １ ６　 ＢＩＭ 模型应以电子文件或数据库的方式移交ꎬ 并具有完全的访问权限ꎮ

９ １ ７　 除模型外的 ＢＩＭ 成果ꎬ 应同时保存文件的电子版本及其输出的纸质版本ꎬ 并在内容、 格

式、 相关说明及描述上保持一致ꎬ 且二者之间应建立关联ꎮ

９ １ ８　 竣工移交的 ＢＩＭ 成果文件进行电子档案管理时ꎬ 应符合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３２８)、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ＧＢ / Ｔ １８８９４)、 «建设电子档案元数据标

准» (ＣＪＪ / Ｔ １８７) 和 «建设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ＣＪＪ / Ｔ １１７) 的有关规定ꎮ

【条文说明】 档案管理的业务规则由相应的各级标准进行规定ꎬ 本标准与上述标准共同形成完成

的电子文件存档所需的全部规则ꎮ

９ ２　 成果内容

９ ２ １　 ＢＩＭ 成果及其他验收文件的类别及内容应符合表 ９ ２ １ 的规定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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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２ １　 ＢＩＭ 成果及其他验收文件的类别及内容

文件类别代号 文件类别 文件内容代号 文件内容

１ 工程前期
文件

００１ 机场选址文件

００２ 预可行性研究文件

００３ 可行性研究文件

００４ 总体规划文件

００５ 其他文件

２ 工程管理
文件

００１ 工程质量文件

００２ 工程进度文件

００３ 工程造价文件

００４ 工程变更文件

００５ 工程安全文件

００６ 竣工移交文件

００７ 其他文件

３ 监理文件

００１ 监理管理文件

００２ 进度控制文件

００３ 质量控制文件

００４ 造价控制文件

００５ 工期管理文件

００６ 监理验收文件

４ 设计文件

００１ 方案设计

００２ 初步设计

００３ 施工图设计

００４ 其他文件

５ 施工文件

００１ 施工管理文件

００２ 施工技术文件

００３ 进度造价文件

００４ 施工物资文件

００５ 施工记录文件

００６ 施工试验文件

００７ 施工检测文件

６ 竣工图 依据专业工程从 ００１ 开始依次进行编号 各专业工程竣工图

７ 竣工验收
文件

００１ 竣工验收与备案文件

００２ 行业验收文件

００３ 竣工决算文件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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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件类别代号 文件类别 文件内容代号 文件内容

８ 工程声像
文件

００１ 照片

００２ 光盘

００３ 录音带、 录像带

００４ 其他载体声像文件

９ ＢＩＭ 成果

００１ 设计 ＢＩＭ 模型及应用成果

００２ 施工 ＢＩＭ 模型及应用成果

００３ 竣工 ＢＩＭ 模型及应用成果

００４ 轻量化竣工 ＢＩＭ 模型

００５ 竣工 ＢＩＭ 模型各级模型单元的 «属性
信息表»

００６ 竣工 ＢＩＭ 模型的 «建筑信息模型执行计划»

００７ 竣工 ＢＩＭ 模型的 «建筑指标表»

００８ 竣工 ＢＩＭ 模型的 «工程量清单»

００９ 隐蔽工程扫描模型

【条文说明】 设计、 施工和竣工 ＢＩＭ 模型均需分别存档ꎬ 这三类模型分别代表了设计要求、 施工

措施、 最终建设成果ꎬ 都应作为技术文件需存档备查ꎬ 其中竣工 ＢＩＭ 模型还需为运维提供支持ꎮ

９ ２ ２　 竣工 ＢＩＭ 模型应与工程实际建设成果保持一致ꎬ 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　 功能系统之间分划明确ꎬ 各系统内部组成完整ꎬ 路由清晰ꎻ

２　 土建工程的构件级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不宜低于 Ｇ２ꎬ 信息深度不应低于 Ｎ３ꎻ

３　 土建设备、 工艺设备、 民航专业工程的设施设备的构件级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不宜低

于 Ｇ３ꎬ 信息深度不应低于 Ｎ３ꎬ 且应与最终安装的产品一致ꎮ

９ ２ ３　 竣工 ＢＩＭ 模型宜编制 «属性信息表»ꎬ 其中的民航专业工程的设施设备应编制 «民航设

施设备属性信息表»ꎬ 并应与信息模型一同交付ꎮ

【条文说明】 «属性信息表» 记载了工程对象的绝大部分信息ꎬ 是对工程对象最明确的说明文件ꎬ

因此也是竣工移交的重点文件ꎮ 美国专门为此制定了 ＣＯＢｉｅ 标准ꎬ 英国标准也进行了采纳ꎮ «建

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 中对此进行了转化ꎬ 合并至 «属性信息表»ꎬ 本标准

符合国标的规定ꎬ 但考虑到当前的 ＢＩＭ 应用水平ꎬ 因此对专业设备加强了规定ꎮ

９ ２ ４　 «属性信息表» 表内属性值宜标记数据来源ꎬ 数据来源符合本标准 ６ ２ ３ 条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属性信息表» 中属性条目的属性值来源十分重要ꎬ 代表着该属性值的意义ꎬ 例如

设计方赋予的属性值ꎬ 代表着设计要求ꎻ 而生产方赋予的属性值ꎬ 代表着最终产品的性能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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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３　 成果收集与整理

９ ３ １　 成果收集与整理宜基于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完成ꎮ

９ ３ ２　 工程各阶段应齐全、 完整地收集 ＢＩＭ 成果和其他验收文件ꎬ 并满足下列规定:

１　 ＢＩＭ 模型所包含的电子文件应保持链接有效ꎬ 文件夹类型应为 “存档”ꎻ

２　 ＢＩＭ 模型的应用成果应注明所使用的应用软件及其版本ꎮ

９ ３ ３　 各工程文件应采集元数据并编制识别标签ꎬ 识别标签的内容应符合表 ９ ３ ２ 的规定ꎮ

表 ９ ３ ２　 识别标签的内容

序号 标签类 常见标签内容举例

１ 文档编号 档案编号、 管理编号

２ 文档说明 文档全称、 文档类型、 保密级别

３ 责任人 提交责任人、 审定责任人、 接收责任人、 存档责任人

４ 主题词或关键词
项目地点、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工程对象、 工程阶段、

产品名称、 生产厂家、 内容摘要、 信息分类和编码

５ 版本号 —

６ 成果移交时间 —

７ 成果存放地点 —

【条文说明】 识别标签有助于对文件进行快速识别ꎬ 因此规范的识别标签对文件搜索、 档案索引

具有重要意义ꎮ

９ ３ ４　 纸质文件宜增加识别标签页ꎬ 置于文档首页ꎬ 并宜以二维码方式记录识别标签所有

内容ꎮ

【条文说明】 二维码是当前使用较为成熟的技术ꎬ 对设备终端也没有特殊要求ꎬ 当前大多数移动

终端ꎬ 例如手机、 平板电脑、 手持扫描设备等ꎬ 均能够识别二维码ꎮ 识别标签若通过二维码进

行记录ꎬ 将有利于把纸质文件与电子版形成关联ꎮ

９ ３ ５　 竣工移交的 ＢＩＭ 成果应以各级目录、 电子文件层级、 关联关系、 版本管理等方式进行组

织和管理ꎮ

９ ３ ６　 ＢＩＭ 成果应编制总目录和子目录ꎬ 总目录按单项工程进行编制ꎬ 子目录可按子项工程、

专业或系统、 楼层标高、 施工标段等分级进行编制ꎮ

９ ３ ７　 ＢＩＭ 成果电子文件归档时ꎬ 应基于文件夹的方式进行存放ꎬ 一级文件夹名称应与项目名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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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相同ꎬ 二级文件夹名称应符合表 ９ ３ ７ 的规定:

表 ９ ３ ７　 二级文件夹名称

二级文件夹序号 二级文件夹名称

１０ 目录

２１ 工程前期文件

３２ 工程管理文件

４３ 监理文件

５４ 设计文件

６５ 施工文件

７６ 竣工图

８７ 竣工验收文件

９８ 工程声像文件

１０９ ＢＩＭ 成果

【条文说明】 多数文件夹是以树状结构进行组织的ꎬ 因此明确文件夹层次关系有助于迅速定位存

档文件ꎮ 本条主要对二级文件夹名称进行规定ꎬ 并增加了目录ꎬ 以符合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ꎮ

为了不影响其他子项的排序ꎬ 目录文件夹名称前置数字码设定为 ０ꎮ 应注意ꎬ 二级文件夹的顺序

不能改变ꎬ 因此文件夹名称的前置数字码不能省略ꎮ

９ ３ ８　 ＢＩＭ 模型应与对应的建设成果或建设资源或建设行为建立关联关系ꎬ 属性信息表和模型

说明应与对应的模型单元建立关联关系ꎮ

【条文说明】 为了建立文件系统与工程实际之间的对应关联关系ꎬ 首先需要 ＢＩＭ 模型能够充分反

映工程实际情况ꎬ 并形成孪生状态和关联ꎬ 其次需要属性信息表、 模型说明这些文件能够与模

型建立关联关系ꎬ 从而实现成果文件与工程实际之间的指向性ꎮ

９ ３ ９　 补充描述模型单元的电子文件应根据内容与对应的 ＢＩＭ 模型建立有效关联ꎮ

９ ３ １０　 ＢＩＭ 成果和其他验收文件进行在线归档时ꎬ 系统应能自动生成电子档案的档号ꎮ

９ ３ １１　 电子档案的档号编制规则ꎬ 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使用英文字符、 数字、 半角下划线 “＿ ” 和半角连字符 “－” 的组合ꎻ

２　 档号中左边为上位代码ꎬ 右边为下位代码ꎬ 连写时上、 下位代码之间宜使用半角下划线

“＿ ” 分隔ꎬ 同一位代码中不同级位的类别之间宜用半角连字符 “－”ꎻ

３　 各字符之间、 符号之间、 字符与符号之间均不宜留空格ꎮ

９ ３ １２　 电子档案的档号由项目编号、 类别号、 电子文件命名字段组成 (见图 ９ ３ １２－１)ꎬ 并符

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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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 类别号 ＿ 电子文件命名

图 ９ ３ １２－１

１　 项目编号应符合本标准第 ５ 章的规定ꎻ

２　 类别号由文件类别代号和文件内容代号两部分组成 (见图 ９ ３ １２－２)ꎬ 并应符合本标准

表 ９ ２ １ 的规定ꎻ

文件类别代号 － 文件内容代号

图 ９ ３ １２－２

３　 电子文件命名应符合本标准第 ５ 章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例如ꎬ 某机场初步设计文件的电子档案的命名可为 “２０１２１＿ ４－００２＿ ××机场－航站区

工程－航站楼工程＿ 初步设计＿ 土建模型 Ｖ２ ０ 版”ꎬ 其中 “２０１２１” 为项目编号ꎬ “４” 为表 ９ ２ １

中对应的设计文件ꎬ “００２” 为表 ９ ２ １ 中对应的初步设计文件ꎬ “××机场－航站区工程－航站楼

工程＿ 初步设计＿ 土建模型 Ｖ２ ０ 版” 为电子文件命名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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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运维阶段应用

一般规定

１０ １ １　 运维阶段 ＢＩＭ 应用应为生产运行、 资产维护管理提供工程信息数据基础ꎬ 并为机场改

扩建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ꎮ

１０ １ ２　 运维阶段 ＢＩＭ 应用应符合民用运输机场工程 ＢＩＭ 准备要求ꎬ 宜由具备 ＢＩＭ 能力的专职

或兼职的团队负责ꎮ

１０ １ ３　 运维阶段 ＢＩＭ 应用的数据基础应源于 ＢＩＭ 竣工移交成果ꎬ 按照运维阶段 ＢＩＭ 应用要求

获取各类 ＢＩＭ 应用信息ꎬ 并根据运维需求及时更新与修正ꎮ

１０ １ ４　 运维管理方宜从项目准备阶段开始参与建筑信息模型的建立与维护ꎬ 并对运维阶段 ＢＩＭ

模型的几何信息精度及属性信息深度提出具体要求ꎬ 以满足运维应用点要求ꎮ

１０ １ ５　 运维阶段 ＢＩＭ 应用宜建立 ＢＩＭ 运维平台ꎮ

１０ １ ６　 ＢＩＭ 运维平台应满足 ＢＩＭ 应用的数据生成、 更新、 存储、 传递和使用要求ꎬ 可提供建

筑维护信息的查询与提醒ꎬ 并保证数据安全ꎮ

１０ １ ７　 ＢＩＭ 运维平台与机场其他信息系统数据接口应具备规范性和开放性ꎮ 宜通过信息共享、

更新推送或定制化服务方式为运维阶段的应用提供支持ꎮ

１０ ２　 运维阶段应用

１０ ２ １　 运维阶段 ＢＩＭ 应用划分为楼宇区域、 飞行区区域、 综合区域三个区域ꎬ 每个区域的应

用点包括如下内容:

１　 楼宇区域: 航站楼运控指挥、 旅客位置确定、 行李状态追踪、 消防设施管理、 治安状况

监察、 航班信息集成管理、 安检信息集成管理、 交通流线及标识引导、 公共广播管理、 内部通

讯系统管理、 用房租赁等内容ꎻ

２　 飞行区运控指挥、 助航灯光管控、 泊位引导管控、 通信导航管控、 气象跟踪分析、 场道

健康监控、 飞行区安全监控等内容ꎻ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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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机场公共交通管控、 公共空间预约、 水电气暖煤等综合能源设备设施管理、 基础设施全

寿命周期管理等内容ꎮ

１０ ２ ２　 各应用点的应用程度应符合表 １０ ２ ２ 的规定ꎮ

表 １０ ２ ２　 运维阶段 ＢＩＭ 应用程度

序号 涉及区域 应用点代号 应用点 应用程度

１ 楼宇区域

Ｂ１ 航站楼运控指挥 △

Ｂ２ 行包状态追踪 △

Ｂ３ 旅客位置确定 △

Ｂ４ 消防设施管理 △

Ｂ５ 治安状况监察 △

Ｂ７ 航班信息集成管理 △

Ｂ８ 安检信息集成管理 △

Ｂ９ 交通流线及标识引导 △

Ｂ１０ 公共广播管理 △

Ｂ１１ 内部通讯系统管理 △

Ｂ１２ 用房租赁 ▲

Ｂ１３ 其他 ○

２ 飞行区区域

Ｂ１４ 飞行区运控指挥 △

Ｂ１５ 助航灯光管控 ▲

Ｂ１６ 泊位引导设施管控 △

Ｂ１７ 通信导航设施管控 △

Ｂ１８ 气象跟踪分析 △

Ｂ１９ 场道健康监控 △

Ｂ２０ 飞行区安全监控 △

Ｂ２１ 其他 ○

３ 综合区域

Ｂ２２ 机场公共交通管控 △

Ｂ２２ 公共空间预约 ▲

Ｂ２３ 水电气暖煤等综合能源设备设施管理 ▲

Ｂ２４ 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管理 ▲

Ｂ２６ 其他 ○

　 　 注: 表中 “▲” 表示该阶段应具备ꎬ “△” 表示该阶段宜具备ꎬ “○” 表示该阶段可不选用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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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项目级模型单元的组织

表 Ａ　 按单项工程子项工程组织项目级模型单元

单项工程 子项工程 (单位工程) 二级子项工程 (子单位工程)

航站区工程

航站楼工程 (不含工艺流程) 主楼、 指廊等

楼前停车及综合交通设施工程 停车楼、 综合交通中心

高架桥工程

室外工程 室外环境、 室外安装

货运区工程

货运库 (楼) (不含工艺流程)

仓库
保税仓库、 扣留仓库、 快件仓库、

代理仓库、 特种物品库

附属用房
地磅房、 办公楼、 门卫、 变电站、 供水泵房、

消防泵房、 雨水泵房、 污水泵房、
制冷换热站、 熏蒸间

室外工程 室外环境、 室外安装

机务维修区

机库工程

外场工作间及航材仓库

机务维修车间

机务特种车库

附属用房 变电站、 消防泵房、 制冷站、 办公楼、 门卫

室外工程室外环境、 室外安装

生产辅助设施及
行政后勤设施

航空食品及机上供应品设施
航食车间、 附属用房 (动力中心、 制冷站、
锅炉房、 燃气调压站、 变电站、 给水泵房、

污水泵房)

地面服务设施
办公用房、 特种车库、 车辆维修用房、

维修车间、 附属用房等

机场旅客过夜用房

行政办公和生活设施、 后勤保障设施 办公用房、 宿舍、 食堂、 服务用房

驻场单位用房
公安、 保安、 安检、 武警、 海关、

边防等办公用房

室外工程 室外环境、 室外安装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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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按单项工程子项工程组织项目级模型单元

单项工程 子项工程 (单位工程) 二级子项工程 (子单位工程)

消防救援工程

消防站

消防水源 消防泵站、 消防水池、 消防管线

救援 (急救) 中心

室外工程 室外环境、 室外安装

民
航
专
业
工
程

场道工程

目视助航工程

航站楼货运站
的工艺流程及
民航专业弱电

系统工程

民航空管工程

土石方与地基处理工程

防护及支挡工程

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工程

服务车道、 巡场路路面工程

排水工程

桥梁工程

涵隧工程 (含管沟 /廊)

消防管网工程

围界及监控系统工程

机场助航灯光及其监控系统工程

飞行区标记牌和标志工程

助航灯光变电站

飞行区供电工程

泊位引导系统及目视助航辅助设施工程

航站楼、 货运站工艺流程

民航专业弱电系统工程

航管楼、 塔台工程

通信工程

导航工程

行李工艺设备

登机桥活动端

货运站工艺设备

安检工艺设备

桥载设备 (飞机 ４００ Ｈｚ 电源、
飞机地面空调)

地空通信设施

平面通信设施

仪表着陆系统

无方向信标台

多普勒全向信标台

测距仪台

卫星导航地面设施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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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项工程 子项工程 (单位工程) 二级子项工程 (子单位工程)

民
航
专
业
工
程

民航空管工程

供油工程

监视工程

航空气象工程

航行情报工程

航空加油站、 机坪输油管线系统工程

机场油库、 中转油库工程 (不含土建工程)

场外输油管线工程、 卸油站工程 (不含
码头水工工程和铁路专用线工程)

飞行区内地面设备加油站工程

监视雷达站

二次监视雷达站

机场场面监视雷达站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设备系统

多点定位系统

气象探测设施

气象资料处理及产品制作系统

气象业务用房

机
场
公
用
设
施
工
程

供电工程

供水工程

雨水工程

污水工程

污物处理工程

供冷、 供热
工程

燃气工程

机场通信设施

中心变电站 (开关站)

场内供电网络

室外工程

供水站

场内供水管网

室外工程

雨水泵站

雨水管网

室外工程

污水处理厂

污水管网

室外工程

垃圾转运站

室外工程

供冷供热工程

场内供冷供热管网

室外工程

调压站

燃气管网

室外工程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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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项工程 子项工程 (单位工程) 二级子项工程 (子单位工程)

其
他

充电桩工程

防吹篱工程

绿化工程

专用设备及
特种车辆工程

　 　 注: １ 本表的编制参考了 «民用机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民用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

验评定标准»、 «民航建设工程概算编制办法» 等民航专业标准规范中关于机场工程划分的相关内容ꎮ

２ 本表仅列举了机场工程中的通用的项目级模型单元供机场 ＢＩＭ 项目参考使用ꎬ 其中未包含项目可根据需求补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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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机场工程建设过程 ＢＩＭ 应用成果

表 Ｂ　 机场工程建设过程 ＢＩＭ 应用成果表

类
别

应用
类别

应用点
代号

应用点 应用成果

１
项目规
划及方
案比选

Ａ１ 规划符合性分析 与城市及临近机场关系图、 分析模型

Ａ２ 机场总平面规划分析
机场本期规划总平面图、 远期规划总平面图、

机场土地使用规划控制图、 分析模型

Ａ３ 征地拆迁分析 征地拆迁模型、 征地拆迁面积表

Ａ４ 噪音影响分析
机场环境噪声分析模型、 机场环境噪音影响分析报告、

噪音影响分析图

Ａ５ 陆侧交通系统分析 机场陆侧综合交通研究报告、 机场场址区域综合交通现状

２ 遮挡
分析

Ａ６ 仪表着陆系统临界敏感区
范围分析

仪表着陆系统临界敏感区范围分析模型

Ａ７ 导航台站场地分析 导航台站场址分析模型

Ａ８ 塔台通视分析 塔台管制位置和高度技术论证报告、 塔台通视分析模型

Ａ９ 进近灯光面障碍物排查分析 灯光面障碍物排查分析模型

Ａ１０ 机场场址净空可视化分析 净空图、 分析模型

３
设计
方案
分析

Ａ１１ 飞行区模拟仿真 飞行区模拟仿真研究报告

Ａ１２ 航站楼方案对比分析 航站楼主体方案模型、 主要构型节点方案模型

Ａ１３ 捷运系统及行李隧道工程
可视性分析

捷运系统及行李隧道模型、 捷运系统及
行李隧道模型可视性分析报告

Ａ１４ 陆侧交通系统车流模拟 车流模拟仿真动画、 车流模拟分析报告

Ａ１５ 行李运输流线仿真模拟 行李运输流线可视性分析报告

Ａ１６ 旅客服务系统可视性分析
标识系统模型ꎬ 航显、 时钟、 值机引导系统、

安检闸机模型

４ 人流
分析

Ａ１７ 人流动线分析 到港、 出发、 中转流程动画

Ａ１８ 疏散模拟 疏散模拟动画、 疏散模拟分析报告

５
场地
设计
分析

Ａ１９ 三维地质分析 三维地质模型

Ａ２０ 土方、 地势、 排水分析 土方、 地势、 排水分析模型及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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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应用
类别

应用点
代号

应用点 应用成果

６ 碰撞
检查

Ａ２１ 行李系统碰撞检查 行李系统区域碰撞检查报告

Ａ２２ 全专业碰撞检查 碰撞检查报告

Ａ２３ 通行净空及距离碰撞检查 通行净空及距离碰撞检查报告

７ 管线
综合

Ａ２４ 干线路由管线综合 管线综合模型、 管线综合图

Ａ２５ 全专业路由管线综合 管线综合模型、 管线综合图

８
工程
经济
分析

Ａ２６ 辅助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分析表

Ａ２７ 工程量统计 主要工程量清单

９ 工程
管理

Ａ２８ 进度管理
进度计划模拟动画、 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模型比对

分析报告

Ａ２９ 质量管理
现场质量管控分析报告、 质量交底方案、

质量问题闭环销项分析报告

Ａ３０ 安全管理
安全风险源分析报告、 安全交底方案、

安全问题闭环销项分析报告

Ａ３１ 变更管理 变更统计分析报告、 关联变更并完成修改的模型

Ａ３２ 竣工移交
竣工验收模型、 关联到模型中的竣工验收

合格后的验收信息和资料

１０ 施工
模拟

Ａ３３ 不停航施工方案
不停航施工方案模拟动画、 不停航施工方案

相关施工工艺模拟动画

Ａ３４ 行李系统施工模拟
行李系统施工方案模拟动画、 行李系统施工方案

相关施工工艺模拟动画

Ａ３５ 施工总平面布置
施工总平面布置方案模型 (按阶段、 功能分区等)、

施工总平面布置方案漫游动画

Ａ３６ 关键施工方案模拟 关键施工方案模拟动画、 关键施工工艺模拟动画

１１ 深化
设计

Ａ３７ 行李系统深化设计 行李系统深化设计模型、 行李系统深化设计模型导出图纸

Ａ３８ 民航弱电深化设计 民航弱电深化设计模型、 民航弱电深化设计模型导出图纸

Ａ３９ 专业设备深化设计 专业设备深化设计模型、 专业设备深化设计模型导出图纸

１２ 其他 其他应用点

—３４—

附录 Ｂ　 机场工程建设过程 ＢＩＭ 应用成果



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ꎻ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ꎻ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ꎻ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ꎻ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ꎻ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ꎻ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执行” 或 “应符合的规定”ꎮ

—４４—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应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应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

[２]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与编码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２６９)

[３]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 (ＪＧＪ / Ｔ ４４８)

[４]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３２８)

[５]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ＧＢ / Ｔ １８８９４)

[６] «建设电子档案元数据标准» (ＣＪＪ / Ｔ １８７)

[７] «建设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ＣＪＪ / Ｔ １１７)

—５４—

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机场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出版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２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３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０４７４) ５５ ００

４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２４) ６０ ００

５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６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０５００) ５５ ００

７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０３) ５５ ００

８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１７—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５１０) ３０ ００

１１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１２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１３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１４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０６６２) ５９ ００

１６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１７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１８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１９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２０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２１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２２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２３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２４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０４８６) ４０ ００

２６ ＭＨ / Ｔ ５０３８—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公共广播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６９) ３５ ００

２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９—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１) ３５ ００

２８ ＭＨ / Ｔ ５０４０—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时钟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０) ２２ ００

２９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