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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思考

本文对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安装工程造价课程进行了SWOT分析，利用混合式教学手
段将课程思政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优化改革，学生的成绩和综合素质都得到了提高，对爱岗敬
业、遵纪守法的价值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仅业务水平和实践能力逐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也有了整体提高。虽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课程教学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课程的
课时不足，安装工程造价所涉及的小专业众多，学习需要大量的课时，在巨大信息量的环境下
很难保证课程思政元素的全面渗透融入；二是安装工程造价的专业性较强，而目前造价专业的
学生所遇到的问题较多，一旦学校的生源增大，在校教师与企业专家就很难细致及时地帮助所
有学生解决专业问题。

因此针对上述问题，安装工程造价的思政改革亟须扩大开发教学资源，建立更加完善的网
络课程，为学生提供详细的线上资料、平台答疑、行业趋势动态等，把“思政教学”彻底融入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

五、结语

安装工程造价课程的特色与创新是通过运用SWOT分析和混合式教学模式来制定出能将思
政与专业课教学融会贯通的方法，解决核心专业课教学中的重点问题，帮助学生理解思政内容
的难点问题，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混合式教学实现了课堂的灵活互动，实时掌握教学反
馈。“双导师制”的分组教学将理论与实训的教学模式推向更真实合理化，在此环境下的专业
课程导入思政德育元素并没有出现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两张皮”的现象，反之做到了思政元
素“如盐在水”“润物细无声”的状态。

在信息化时代教学背景下，高校普遍倡导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但是如何将高校的专业课
程与思政课程相结合是教学中的痛点及难点。通过思政建设、教学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与
优化，教师不但能做好课程学习的引导者，还能做到思想的引导者，实现“德技并修、德技并
重”，强化对学生思想的指导和监督。研究发现将SWOT混合式教学运用于教和学两个方面，
不仅有利于构建和谐融洽的“课政关系”，培养学生对德育与技能的兴趣，提升课堂教学效
果，也有利于每一位学生茁壮成长、创新成才，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具备专业素质和职业
道德的学生，为行业的发展培养具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才。

注：本文系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度教育改革提升项目“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

下‘建筑工程预算’课程优化建设研究”（编号：JZY2020B18）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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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用地改造因素

工业的发展为城市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并产生相当的客、货运量，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主要交
通路线时，必须考虑由此带来的流向、流量等影响。城市新工业的布点和原工业布局的调整，都将为
城市交通运输走向带来变动。增加工业用地规模，可以提升产能和工作岗位，为城市经济增长和就业
带来利好，同时可以吸纳人口良性流入，为城市带来活力，为高校学生实习、就业提供平台，赋予产
学研新可能。

在住房建设中，工业用地转性属于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城市的发展，老企业的厂区逐渐被商品
房“包围”，考虑到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和环境保护等因素，需要搬迁这些企业。在规划搬迁后所腾空
的地块时，可使用BIM技术配合GIS，建立旧城区布局数量模型，帮助决策者分析、规划。

（二）出行方式选择因素

城市半数以上人群的出行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上班通勤便捷度成为居住者考量工作及居住地
点的重要因素。广西境内多为夏热冬暖地区，日平均温度≥25℃的天数约为100～200天，居民习惯
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出行工具。地铁的修建缓解了城区部分上班族对通勤时间的焦虑，但目前地铁网
里程辐射面有限，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居住地远离城市公共交通便利区域，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共
享机动车的出现，可以解决居民上下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故建筑规划选址时需考虑公共交通便
利度对人群通勤情况的影响。

（三）营建模式因素

保障性住房的选址通常相对偏远，附近公共交通设施和配套尚不完善，无法保证被保障对象的
就业、出行和生活便利，这势必导致群众不愿入住保障性住房小区，或在入住后弃住，降低保障性住
房使用率。除此之外，户型设计和装修效果等方面也可能达不到入住人的心理预期；申请者不能灵活
选择住房所在区位，只能被动等待分配的结果，这些因素降低了居住者的满意度和幸福感。集中新建
保障性住房的模式虽降低了入住者租金开支，但又造成出行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的增加，由此可见这
种营建模式已逐渐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

（四）就业岗位与环境因素

202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4%左右，人口红利的优势在缩小，人口老龄化趋势
所带来的问题凸显。在建筑选址时，通过应用BIM技术，可以对比匹配周边环境，模拟可视的配套路
网交通建设、教育和医疗资源，直观地展示周边工作岗位需求企业分布等，降低上班族就业能力与就
业期望的失配感，降低城市建设规划中空间失配发生的可能性。

二、建筑选址数量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上述分析表明，影响建筑选址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用地性质转换、出行方式、营建模式、就业机

BIM技术和数量模型在建筑选址中的应用
文_赵  聪（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团队负责人，讲师，硕士） 

住房选址不当是影响居民生活幸福感较突出的问题。应用BIM技术辅助选址，可直观反映平面
图中无法显示的空间实际状态。本文以柳州市为例，分析影响保障性住房选址的因素，构建保障性
住房的选址数据模型，寻求利用BIM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建筑绿色宜居。

一、建筑选址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等政策利好的背景下，城市外来
务工人员持续增加，如何让中低收入人群安居乐业，是广西住房保障工作尤其是选址规划工作的一
个重要内容。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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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满意度Ser(y)=1，α、β、γ、θ影响因素最优值为1，参考课题组成员调查发现当前市内最
低售价为3988.05元/平方米；

根据：Ser(y)=[H×Ct(y)b1×Q(y)b2×P(y)b3]×α×β×γ×θ；
则：[H×29201×37960.0035×4175.60.004 ]×1×1×1×1=1；
H=1/3106。
选址数量模型：
Ser(y)=[1/3106]×[Ct(y)1×Q(y)0.0035×P(y)0.004]×α×β×γ×θ
同时，小区周围提供的物资采买、教育资源、卫生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服务，也是较为重要

的因素。但在建筑选址中，仅依靠经验、辅助选址数据模型分析，前期调研工作比较庞大，问卷
设计对结果也有导向性。如果能借助BIM技术，以三维模型实现建筑周围配套设施的展示，工作成
效会翻倍提高。

三、BIM技术在规划选址中的应用

数量模型的选址研究，可以为规划提供理性参考。但原有的平面图纸不能体现实际建造效
果、智能管理方式、绿色建造科技等方面。在数字建筑管理的当下，将BIM技术这一建筑行业中代
表性的信息技术应用于选址研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ZBQ综合服务楼位于百灵路以东，桔乡路以北，属于自贸区围网以外空地，规划用地面积约
25785平方米，设计为一栋21层办公主楼及四层裙房。地下一层为机动车停车库与非机动车停车
库，局部设置地下二层。课题组以ZBQ综合服务楼项目展开用BIM技术选址的相关研究，基于选址
规划中的多专业三维模型呈现、方案精度提升、安全疏散、施工场地规划等方面进行BIM技术的支
持应用研究。

（一）组建项目BIM技术项目部

项目建设前期，因项目结构复杂、施工周期紧张、管线和设备复杂、社会关注度高，项目组
决定应用BIM技术进行前期选址规划和施工管理，并制定了“BIM中心负责人”+“BIM项目负责
人”双带头制度的组织框架，依据项目建设管理需求，组建各工作组进行分工。具体分工及组织
结构如图1所示。

（二）BIM设计方案实现多专业模型三维表达

普通规划、设计方案是通过2D效果展示，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储备和足够的空间想象能才能解
读平面、立体、剖面的表达。BIM技术的可视化工程，可以将二维的设计图，用三维形式呈现。

项目应用Revit软件创建BSQ项目的BIM建筑模型（如图2），建模过程中需要确保建筑物高度
和构件厚度的精准，天花板厚度和垂直标高等数值都必须要正确地导入BIM模型中，并以此为项目

会、居住成本支出等方面。在建立保障性住房的选址模型时，应综合参考这些问题提供的量化数据。
（一）数量模型构建的设定条件

在选址模型构建之初，需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匹配住房政策定量分析的奥斯（Ohls）住房过滤
模型中的设定条件，因地因情进行调整修改，使模型符合当地现状。学者在前序研究中，按照家庭总
收入水平不同，将其收入划分为：高群体、中上群体、中群体、中低群体和低群体，共五个等级。

1.用函数关系来表达模型为：Ser(y)=H×Ct(y)
式中：
Ser(y)—y等级下，住房提供的配套服务水平；
Ct(y) —y等级下，住房的建造成本；
H—比值，为已知量。
2.研究以广西为例，在此函数关系的基础上考虑房屋的居住面积、影响选址的因素、价格因

素，调整后建立的模型为：
Ser(y)=[H×Ct(y)a1×Q(y)a2×P(y)a3]×α×β×γ×θ
式中：
Q(y)—y等级下，保障性住房最低建造成本；
P(y)—y等级下，商品房最低销售价格；
α—出行因素，0＜α≤1；
β—就业因素，0＜β≤1；
γ—配套因素，0＜γ≤1；
θ—30%家庭月收入与每月支付租金或还款额的比值，0＜θ≤1；
a1、a2、a3是赋值参数。
（二）城市适用参数的确定

a1、a2、a3的赋值需结合城市规模及经济发展情况确定。根据课题组成员提供的本市研究数
据，柳州市作为全国中等城市，居民对住宅面积因素的敏感度小于等于价格因素。根据学者宋博通
研究给定的范围，取a1=1，取a2=0.0035，取a3=0.004。

H的测定。数据显示，该市目前大概人口数量为3.36人/每户，以中低收入等级人群为对象选
取住房需求最低面积。此情况下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约8平方米，那么家庭对住房的刚需面积为：
8×3.36=26.72平方米。参考经济适用住房所在主要区平均地价约为1280元/平方米，框架结构的建
筑安装成本约为1640元/平方米。交易税费和房地产开发税费约占成本的30%，利润率按10%计算，
则柳州市一套经济适用房价格为：

26.72×[（1280+1640）×（1+30%）]×（1+10%）=1,111,572.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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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创建和分析。结合周边规划道路、环境和已
有建筑，实现项目多角度全方位展示的建造效
果（如图6）。在疫情管控时期，相比使用传
统图纸讨论规划和设计方案中遇到的问题，
BIM模型的可视化特点，可更直观地对问题进
行展示和分析，并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集合多
专业人员协同讨论建造重点和难点，减少大量
人员碰面聚集讨论，减低疫情管控难度和风
险，节约管理成本。

通过施工现场三维布置、漫游展示、可视
化技术交底、5D协同平台等应用，可以在前期
控制临建工程量、优化施工场地布局、规划合
理施工线路。同时可以在可视化状态下快捷地
进行质量安全检查，并能够利用BIM 5D平台，
时时监测物资的使用和储备情况。

（四）BIM技术在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BIM技术可以针对施工工艺、节点等问题
进行真实情况模拟，方便技术人员与作业工人
进行交流和技术讲解。通过虚拟漫游的逃生演
示（如图7），可以提升员工安全意识。通过
虚拟施工，可以更好地观测项目进度，解决施

                                                         图5  项目BIM碰撞检查效果

图6  BIM施工场地规划模型

              图4  项目BIM机电模型    

各参与方提供建筑空间参照。
ZBQ综合服务楼项目中，通过创建BIM结构模型（如图3），确保结构基础、结构梁柱以及横

纵向钢结构的精确位置，便于设计的精确评估与论证。
项目应用MagiCAD for Revit平台完成机电专业建模（如图4），涵盖给排水、消防、通风空

调专业，基于模型应用BIM技术进行管线碰撞检查（如图5），减少后期施工中的专业管线碰撞问
题，以便减少返工，节约工期。同时可以通过进行净高分析，为节约空间和建造成本带来可能。 

（三）BIM技术在场地规划中的应用

ZBQ综合服务楼项目中，通过应用BIM三维场地布置软件，完成施工场地内生活区、办公
区、施工作业区的规划。同时可以针对基础阶段、主体阶段、装修阶段进行分阶段的场地规划模

图1  BIM项目管理组织结构图

图2  项目BIM土建模型                                                                            图3  项目BIM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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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可以提供全专业全方位的ZBQ综合服务楼模型，赋能规划师通过可视化模型与其他
经验不足的设计师、管理者，甚至是准居住者共同研究讨论选址、户型设计、采光、通风、装
修、交通网、商业配套等问题，并对建筑选址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多方案比对、调
整，选择最优方案。

同时，利用BIM技术进行智能建造，可以更好地服务智慧城市建设，紧跟数字管理时代的需求。

四、结论

文章通过调研、分析，归纳影响建筑选址的重要因素，在学者们相关选址研究的基础上，构
建了包含当下主要影响因素的建筑选址数量模型，利用建筑选址数量模型进行数据运算，分析、
验证影响选址的因素，以此验证前序归纳的研究。以ZBQ综合服务楼为研究实例，通过与传统二
维选址、设计效果的对比分析，总结了BIM技术利用中可视化、三维表达、数据汇集、精细展示
等优势，助力智慧建造，凸显BIM技术在建筑选址规划中的重要作用。

注：本文系自治区2020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基于BIM技术的绿色

智能保障性住房选址的应用研究”（2020KY35026）研究成果；广西职业教育第二批专业发展研

究基地“广西职业教育工程造价专业及专业群发展研究基地”研究成果。

图8   BIM三维视觉呈现

工场地内临时建筑搭建和拆除的问题，展示人员作业高峰期施工场地管理状态，这对设计方案的
呈现和自身优势的凸显有重大作用。

（五）BIM技术使方案精确降低返工率

传统的规划设计，对于技术人员的经验和能力依赖度较高，对数据精准度和信息变更的反应
速度不能满足当下数字建筑和智慧城市建设的需要。利用BIM技术建立的模型数据岛，可为各专
业设计人员提供数据交互服务，实现各管理、参建单位的数据共享，提高管理效率，增强规划、
设计与施工的一致性。

ZBQ综合服务楼项目体量大、功能多，各种管线错综分布，传统模式下的平面图纸难以发现
和及时处理上述问题，施工时会因出现管线碰撞，需要修改图纸，造成工期延误，成本增加。利
用BIM技术，在设计阶段可以建立三维模型，并将多专业模型进行整合，完成建设项目设计数据
全汇聚，发现二维平面图纸无法有效预判的管线碰撞问题，并通过室内漫游，让各方技术、设计
人员可以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减少因平面精度低造成的矛盾，降低施工阶段返工的概率，缩短
工期，节约成本。

（六）BIM设计方案拥有更立体的视觉呈现

住房肩负让人群安居乐业的重任，传统方案设计者需要将出行、用地性质、就业、配套等因
素思虑周全。即使有了研究影响因素的选址模型，传统的平面设计与规划也常存在各专业协调欠
佳、信息处理不及时的问题，最终呈现的设计方案容易与现场条件以及客户需求不一致，增加设
计耗费的成本。基于BIM模型，技术人员可以对ZBQ综合服务楼进行不同选址的场地环境对比，
将想法和规划变得直观、可视（如图8）。BIM技术凭借三维多视角的模型优势，规划方和施工方
可以浏览到该项目建筑规划空间的各个角落，有效减少双方因想象产生的误差和心理落差，提高
沟通效率，易于达成共识。

图7  BIM技术逃生演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