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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桃園市政府推動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應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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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趨勢與技術應用

桃園市政府

王副市長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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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李仲昀 主任秘書

淺談導入建築資訊建模BIM應用

契約問題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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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主任秘書 李仲昀

BIM技術應用與公共工程管理之整合實務

淺談契約問題與因應對策

桃園市政府推動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應用研討會

(平面圖)

土地權屬

地形高程

(橫斷面圖)

「二維圖說」溝通與設計

(縱斷面圖)

工程整合需求

 設計人員
 審查人員
 地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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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數位建築雜誌

專家觀點

桃園市副市長王明德

業主需建立正確觀念，才能有

效落實BIM技術

 分工細化的優勢在於品質與效率提升，缺點在於介

面同時也會增加。

 若是介面增加所帶來的壞處，大於分工細化的好處

時，生產力就會下降，這就是臺灣現在的情況。

BIM is an enabling technology

引用來源: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eai.com.tw/

20



Enable to  communicate -政策和技術的溝通-

跨域整合機制

視覺化呈現設計空間

資料回饋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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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in Evolution

演化中有革新

BIM應用的藍圖

理想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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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行原則
以功能導向探討契約原則與工作執行重點

依管理目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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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個『產品』、一項『活動』、一套『系統』

BIM如何解釋

需要相應的組織、程序與方法

初步設計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施工文件 施工階段招標文件

設
計
影
響
／
效
益

時間／期程

成本及效能之控制能力1

2 變更設計成本

4

3 傳統設計程序

IPD（BIM）整合程序

1

2

3
4

越發展，能力越下降

越發展，成本越高

較晚發展完整成果

提前發展完整成果

成本vs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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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認知誤差、縮短檢討時間

BIM模型為基礎的流程有如親臨
現場、達到有效溝通

對於營建管理的優勢

參
實務應用
以現階段傳統發包基礎探討模型應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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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管理

解決未來施工性問題

引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011/965857/

程序 VS 實質

設計品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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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階段工作里程為前提，完成分階段工程設計作業

分項設計發展設計品質管理

案例、永和運動中心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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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運動中心

案例、永和運動中心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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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運動中心

案例、永和運動中心設計發展

案例、永和運動中心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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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永和運動中心設計發展

哪一個是虛
哪一個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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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和【模擬】的差異

類 別 目 標 發 展 程 度 定 義

D1 概念發展
以符號或量體形式概略表達一模型元件所在之空間範圍或體積，可滿足

設計概念之示意需求。

D2 配置規劃
以簡略形體或通用元件搭配一模型元件之類型、主要尺寸、位置及座向

等資訊，可滿足量體規劃及空間配置之檢核。

D3 設計檢核
以可正確識別之類型、規格之模型元件，搭配精確之尺寸、位置及座向

等資訊，可表達應用該工項之設計內容。

D4 量價分析
以建模邏輯與選用方法（軟體功能），表達該工項元件個別分布與推估

總量之比例與邏輯，以呈現量化估算之成果，可作為契約計量之基準。

設計應用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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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模

空間

動線

量體

配置

基設模型概念

案例一：空間量體與動線（攀岩場）

 抱石場：高度4.5公尺，寬度至少30公尺。

 速度、難度場：高度12公尺，寬度各約12公尺。

 符合國際比賽場地標準。

永和運動中心的攀岩場規劃需求

參
考
國
際
比
賽
案
例
實
景

 所在區位需考量彈性配置：比
賽區、裁判區、觀眾區、隔離
暖身區之可能性。

 間接控制之高度及面積龐大，
影響建築結構方案。

 地方團體關注重點，定案與否
影響後續發展。

岩版設施雖非主體結構（屬附掛性質），因影響整體配置，
為基本設計發展重點項目，必須優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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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管道

6950

2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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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難度賽各區域參考配置圖

觀眾區

管制區

選手隔離
暖身區

選手專用
活動式廁所

難度賽場
比賽區

案例一：空間量體與動線（攀岩場）

空間配置方案示意圖

補充：3D模擬配置圖

案例一：空間量體與動線（攀岩場）

3D模擬配置圖

完工實景

模擬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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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林國民運動中心

案例二：空間面積與需求檢核

模型空間屬性資料應用與需求面積報表產出

需求面積審查

案例二：空間面積與需求檢核一、基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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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設外觀模擬一、基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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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三：景觀模輔助民眾溝通

汐止國民運動中心

案例三：景觀模輔助民眾溝通

對於毗鄰住戶提出有關景觀影響及視覺衝
突疑義，建立可視化3D模型與民眾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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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層平面

(三)基設圖面產出一、基本設計

長向剖面

短向剖面

(三)基設圖面產出一、基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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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法規樣版(以REVIT說明)

(四)建築執照申請及審查

明細表資訊核對

登入E-CHECKING
系統

IFC檔案上傳

檢測模型

檢測結果

檢測結束上傳

線上檢核流程

建照E-che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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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干涉分析

設計圖
紙產出

特殊
工項數量計算

設計成
果檢核

二、細部設計 主要應用項目

建築模型

景觀模型

機電模型

結構 teklaifcrvt

建築＋裝修

建築模型

景觀模型

機電模型

結構 teklaifcrvt

建築＋裝修

建築模型

景觀模型

機電模型

結構 teklaifcrvt

建築＋裝修

建築模型

景觀模型

機電模型

結構 teklaifcrvt

建築＋裝修

建築模型

景觀模型

機電模型

結構 teklaifcrvt

建築＋裝修 結構框架

結構板牆

Tekla模型

內裝修

外裝修

(二)細設模型概念二、細部設計

40



B1F建築平面圖 1F結構平面圖 1F廁所詳圖

BIM剖圖 BIM3D視圖

雙層版空間不足，無法配置排水管線

傳統圖面問題
設計雙層版為隔絕廁所之排水管有滲漏影響地下一層高壓變電室

案例一：建築裝修設計發展

步驟一：發展可視化3D立體模型

以3D立體模型為基礎，邀集各專業單位，
包括建築、結構、機電、空調及使用需求
者進行空間配置與活動動線進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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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細化主要家具及設備配置與尺寸

取決於使用者需求的櫥櫃設備，運用BIM輔助確認

案例一：建築裝修設計發展

步驟三：手術室MOCK UP實體尺寸模型

案例一：建築裝修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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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設模型(深化基設模型)≒施工模型 室內裝修 汐止綜合球場

細設

 細設模型(深化基設模型)≒施工模型 室內裝修 樹林游泳池

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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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綜合球場

細設

 細設模型(深化基設模型)≒施工模型 室內裝修

地下三層

地上五層主體建築

板橋國民運動中心設計成果

機電系統

系統分類 色碼RGB 色票

動力系統 50.125.200

弱電系統 255.255.000

消防系統 255.000.000

給水系統 000.255.255

排水系統 255.102.000

空調系統 102.204.000

(三) BIM管線設備昇位圖及平面圖二、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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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滅火設備、消防採水設備昇位圖

泡沫滅火設備、消防採水設備平面圖

案例二、管線設備昇位圖及平面圖

細設模型(深化設備管線模型)≒施工模型

機電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案例三、建築與管線設備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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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機電界面（ SEM ）案例-游泳池管線 vs 1F大廳天花板

2F游泳池

1F大廳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案例三、建築與管線設備整合應用

1F游泳池管線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案例三、建築與管線設備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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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游泳池機房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案例三、建築與管線設備整合應用

視覺模擬-游泳池機房

47



成果：
• 展現結構與設備結合的美
• 維持空間高度
• 維修容易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案例三、建築與管線設備整合應用

手法：管線外露整齊排列+色彩計畫

JUST DO IT…

 建築工程：配置圖、平面圖、立面圖、剖面圖、排水配置圖、天花板、門
窗詳圖、裝修表。

 結構工程：結構詳圖。

 設備工程：水、電、空調、消防、電信、機械、儀控等設備詳圖。

一、細部設計應備圖文資料
探討課題-以BIM成果取代細部設計圖說程度

細部設計

圖量總張數 圖量張數 佔百分比
A0裝修表、

A7輕隔間平面圖、

A9地坪平面圖、

A11櫥櫃平面圖與明細表、

A13防撞設施平面圖

(詳下兩頁圖目錄之螢光標示)

2.結構 92張 0張 0%
3.機電 796張 0張 0%
4.空調 231張 0張 0%

專業分項
BIM產出

備註

1.建築 446張 136張 30%

二、前期BIM產製圖說概況

新北市立聯合醫院三重急重症大樓

(四) BIM圖說產出比例分析二、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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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張數 BIM張數 BIM比例 送審張數 BIM張數 BIM比例 送審張數 BIM張數 BIM比例
A0 15 6 40% 14 6 43% 14 6 43%
A1 16 13 81% 13 8 62% 8 5 63%
A2 35 35 100% 28 28 100% 24 24 100%
A3 4 4 100% 6 4 67% 4 4 100%
A4 51 24 47% 45 7 16% 33 9 27%
A5 24 12 50% 24 10 42% 12 4 33%
A6 27 11 41% 23 7 30% 23 6 26%
A7 15 6 40% 16 5 31% 13 6 46%
A8 20 11 55% 16 8 50% 17 6 35%
A9 16 10 63% 14 0 0% 17 0 0%

A10 16 11 69% 12 8 67% 11 5 45%
A11 30 0 0% 17 5 29% 15 3 20%
A12 44 0 0% 43 7 16%

建築小計 313 143 46% 228 96 42% 234 85 36%

L 31 29 94% 32 29 91% 30 25 83%
LS 1 0 0% 1 0 0%
LD 21 0 0% 19 0 0% 11 0 0%

景觀小計 52 29 56% 52 29 56% 42 25 60%

S0 1 0 0% 2 0 0% 2 0 0%
S1 46 0 0% 15 0 0% 15 0 0%
S2 17 0 0% 13 10 77% 9 7 78%
S3 7 0 0% 12 12 100% 18 18 100%
S4 35 0 0% 40 0 0%
S5 24 0 0% 2 0 0% 9 0 0%
S6 6 0 0% 4 0 0%
S7 27 0 0% 7 0 0% 4 0 0%
S8 2 0 0% 2 0 0% 2 0 0%
S9 3 0 0% 9 0 0% 9 0 0%

S11 1 0 0%
結構小計 127 0 0% 104 22 21% 112 25 22%

E0 2 0 0% 2 0 0% 2 0 0%
E1 15 0 0% 12 0 0% 12 0 0%
E2 27 22 81% 19 19 100% 14 14 100%
E3 2 0 0% 3 0 0% 4 1 25%

WE0 1 0 0% 2 0 0% 1 0 0%
WE1 2 0 0% 2 0 0% 2 0 0%
WE2 11 11 100% 9 9 100% 7 7 100%
BA0 2 0 0% 2 0 0% 2 0 0%
BA1 7 0 0% 6 0 0% 6 0 0%
BA2 11 0 0% 9 0 0% 7 7 100%
WP0 1 0 0% 2 0 0% 1 0 0%
WP1 3 0 0% 2 0 0% 3 0 0%
WP2 11 11 100% 9 9 100% 6 6 100%
WP3 3 0 0% 6 0 0% 3 0 0%
DP0 2 0 0% 2 0 0% 2 0 0%
DP1 2 0 0% 2 0 0% 1 0 0%
DP2 12 12 100% 10 10 100% 8 8 100%
DP3 3 0 0% 2 0 0% 2 0 0%
F0 4 0 0% 4 0 0% 16 7 44%
F1 5 0 0% 6 0 0%
F2 14 14 100% 11 11 100%
AC 51 23 45% 44 18 41% 35 18 51%

機電小計 191 93 49% 166 76 46% 134 68 51%

建築+景觀+結構 492 172 35% 384 147 38% 388 135 35%
機電 191 93 49% 166 76 46% 134 68 51%
總計 683 265 39% 550 223 41% 522 203 39%

永和運動中心 汐止運動中心 樹林運動中心圖系列

現階段BIM圖紙化比例

1.各系統
建築：36-46%
景觀：56-60%
結構： 0-22%
機電：46-49%

2.大分類
建築：35-38%
機電：46-49%

3.整體：39-41%

永和、汐止及樹林國民運動中心

提高圖說產出比例

案例四、設計圖說細緻度發展

項次 項目 單位 可參考 實際 說明 產出軟體
一 建築工程
(一) 基礎工程
1 連續壁 M2 指完成範圍不含鋼筋、端版 revit
2 安全支撐 式 結構設計，非施工規劃。 revit
3 土方挖填方 M3 不計算鬆方、及實際開挖角度 revit
4 安全監測設備 式 設備數量，不含監測間接費用 revit
(二) 主體結構工程
1 鋼筋 M3 不含工作筋、加筋、定尺規劃 Tekla程式化產出
2 模板 M2 不扣除交接重疊、及開口邊緣 Tekla程式化產出
3 混凝土(模板成型) M3 不扣除鋼筋、及內含設備及管線 Tekla程式化產出
4 混凝土(鋼承版成型) M3
4 鋼構 T 實際執行階段由「可參考」細化成「實際數量」 Tekla
(三) 建築裝修工程
1 外牆裝修工程-粉刷打底貼面材系統 M2 以設計外觀之表面積計算 revit
2 外牆裝修工程-乾式板牆系統 M2 以設計外觀之表面積計算 revit
3 外牆裝修工程-帷幕牆系統 M2 以設計外觀之表面積計算 revit
4 隔間牆工程 M2 不扣除開口、樑板、地板高低差 revit
5 門窗工程 樘 revit
6 天花 M2 不扣除開口、造型天花平面計， revit
7 地坪工程 M2 不計算高低差、設備傢俱安裝處 revit
(四) 升降設備工程 座 revit
(五) 泳池區設備工程 座 不含機電設備、及附屬設備 revit
(六) 陸上運動區設施工程 座 單座設施 revit
(七) 景觀工程
1 喬木 棵 revit
2 灌木、草坪 M2 不扣設備景觀設備及構造體 revit
3 景觀設備、構造體 個、座 revit
二 機電工程
1 重要設備 個、座 revit
2 管線(2"以上) m 未考量施工 revit
三 空調工程
1 重要設備 個、座 revit
2 管線(2"以上) 座 未考量施工 revit

二、細部設計 (五) 數量應用發展

計數 VS 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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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加工及數量計算

鋼筋邏輯

案例六、鋼筋計量應用

類 別 目 標 發 展 程 度 定 義

D1 概念發展
以符號或量體形式概略表達一模型元件所在之空間範圍或體積，可滿足

設計概念之示意需求。

D2 配置規劃
以簡略形體或通用元件搭配一模型元件之類型、主要尺寸、位置及座向

等資訊，可滿足量體規劃及空間配置之檢核。

D3 設計檢核
以可正確識別之類型、規格之模型元件，搭配精確之尺寸、位置及座向

等資訊，可表達應用該工項之設計內容。

D4 量價分析
以建模邏輯與選用方法（軟體功能），表達該工項元件個別分布與推估

總量之比例與邏輯，以呈現量化估算之成果，可作為契約計量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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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管理

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角材 15 x 32 x 
1850 8 43 344

角材 8 x 25 x 
1850 5 20 100

角材 5 x 9 x 
2400 1 10 10

30MM 雙軸四
腳盤輪 1 59 59

總計 513

施工材料 案例、木作爆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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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廠商

鋼筋

混凝土

帷幕

隔間…

業 主

監造單位

外部關係內部化

圖說/規範/明細表

施工性檢核

施工圖 施工計畫

材料送審

驗廠 廠驗



圖
面
整
合(

建
築
、
結
構
、
水
電)



構
件
詳
圖



數
量
檢
核



機
具
、
物
料
動
員



假
設
工
程



時
程
規
劃



工
廠
登
記



生
產
設
備



物
料
管
理



材
料
抽
驗(

配
比
、
鋼
筋)



生
產
查
驗(

模
厚
、
銲
道)

計畫管理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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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 施工圖

施工

計畫
抽查驗

品質管理的核心作業

類別 目標 發展程度定義

C1 施工計畫

依分項施工品質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施工之界面（衝突）檢討、工項配置及工序

排程等合理化過程，並納入該分施工計畫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項作

業之審查效率與管理品質。

C2 施工底圖

依分項施工品質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施工部位之準確表達、具體要求等施工控制

條件，並納入該分項施工圖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項作業之審查效率

與管理品質。

C3 物料管制

依分項施工材料生產與計量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材料管理

有關之檔案、截圖、動畫、表單或資訊等，呈現建模邏輯之材料相對數

量、構件、視圖或清單等，並納入該分項材料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

項材料之生產管制與計量效率。

C4 工程查驗
視分項作業之施工品質管理目的及效果，以3D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構成元件的配置效果，具空間尺度之相對關

係並納入品質抽查驗作業，輔助提昇分項施工品質管理效率與品質。

施工應用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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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說

依設計圖說建置之模型

運用模型產製施工圖，協助現場施工

案例一：施工底圖繪製

磅單640.447噸，差異為1.651噸，數量誤差皆在0.25%以內

案例二：鋼構施工圖（加工及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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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廣場V型柱_基礎錨定、加工、焊接及吊裝精準度要求高。

挑戰
性

V型柱施工吊裝

錨定端高程與一層
裝修完成面檢討

V型柱錨定端與柱筋接頭
BIM TAKLA模擬
減少重置成本

案例三：界面施工性檢核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

斜向帷幕牆_共有9種TYPE及11種尺寸，
角度丈量需分割精準，以縮短備料期程

斜面金屬遮陽板

帷幕玻璃

挑戰
性

帷幕斜角玻璃裁切
角度控制於5＇之內

案例四：施工材料與計畫管理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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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五：鋼筋施工圖（現地檢核）

案例六：4D工進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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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將設備吊高至2F

STEP2：戰車輪安裝並固定在設備上 STEP3：將設備推拉至定位

播放板運動線模擬

案例七、設備進場模擬

模型與現場施工核對(施工自主檢查)

辦公室 辦公室 現場

BIM人員 工程師(多人操作) 工程師

雲端儲存、運算

Ａutodesk 360GLUE

瀏覽查詢註解
操作界面簡單
檔案相容性−建模軟體同一廠商格式瀏覽軟體
PC、NB、PAD可操作
雲端運算儲存

PC、NB PC、NB iPAD

提供3D模型
獲得專業知識
回饋正確模型 取得3D模型

回饋專業知識

自主檢查
回饋現場資料

案例八：雲端瀏覽、查詢、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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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界面研商會議 桌機端使用

案例八：雲端瀏覽、查詢、檢核

現場檢核

案例九：施工成果驗證

58



類別 目標 發展程度定義

C1 施工計畫

依分項施工品質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施工之界面（衝突）檢討、工項配置及工序

排程等合理化過程，並納入該分施工計畫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項作

業之審查效率與管理品質。

C2 施工底圖

依分項施工品質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施工部位之準確表達、具體要求等施工控制

條件，並納入該分項施工圖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項作業之審查效率

與管理品質。

C3 物料管制

依分項施工材料生產與計量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材料管理

有關之檔案、截圖、動畫、表單或資訊等，呈現建模邏輯之材料相對數

量、構件、視圖或清單等，並納入該分項材料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

項材料之生產管制與計量效率。

C4 工程查驗
視分項作業之施工品質管理目的及效果，以3D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構成元件的配置效果，具空間尺度之相對關

係並納入品質抽查驗作業，輔助提昇分項施工品質管理效率與品質。

引自 : Prof. Nashwan Dawoof

英國的政策目標

循序
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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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 Prof. Nashwan Dawoof

檢視階段目標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模的過程與效果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資訊的內容和品質

Building Information Managemant

資訊的管理與應用

管理應用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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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BIM Standard-United States®  V3 (NBIMS-US™ 2015年7月22日)

規劃

100

200

100

200

100

設計

200

200

300

300

100

施工

400

200

300

400

300

營運

500

300

500

300

300

LOD
溝通語言

工程各細項
於各階段發
展的資訊程
度不盡相同

引自：臺大土木工程資訊管理與模擬研究中心

模型細緻度描述 貳、執行原則

元件深化架構 貳、執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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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資訊隨工程里程發展逐步深化

基本設計階段

竣工階段以附加資料方式補充元件深化

(二)元件資訊累積四、竣工交付

作業模式

運作

資料

系統

界面

四、竣工交付 (一)資訊及營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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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一：營運雛型系統

案例二：累積相關外部檔案

資料 文件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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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建築物內勞務與服務，以延續建築物
壽命與使用的基本需求外，更應藉由營運
管理增加收入，以提升不動產與土地的價
值。

物業（營運）管理

 物業管理是與建築物使用有關的管理服
務，目的在於使建築物使用者享用安全、
健康、舒適、清潔、環保、便利及良好
生活機能的生活空間。

 服務項目包括：
• 警衛保全
• 行政秘書
• 清潔勞務
• 設備設施類如電力、空調、升降機、

給排水、安全系統等維護、修理、
保養等三大類工作。

91

行為模式

運作

資料

系統

界面

(四)管理標的及方法的辨識四、竣工交付

CMMS
Computerise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CMS
Central Monitoring System 

3DDS
3D Display System

3D Model / IFC DATA

monitoring system
Fire Fighting System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Electrical System
Water supply system
….

Equipment 
Information Data

Maintenance
Management Data

3D Based Facility Management
Gateway User Interface

Equipment Object Code
(GUID)

Modbus 
Communications 
Protocol

3D Display Syetem
Platform

maintenance
Management Platform

Smart Building
Platform

Data Link Code
Performance 
Report

Equipment
Control

3D Object
Allocation

Object 
Property

COBIEs

G
atew

ay U
ser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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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目 標 發 展 程 度 定 義

M1 資訊交付

以「元件深化表」呈現之視圖效果與資訊表列，建置交付模型圖資（圖

形與資料），內容分以「元件構成視圖」之空間相對配置效果；與「附

加資訊及檔案」之正確與完整性為基礎。「元件構成視圖」用以表達個

別元件與工程量體的配置效果；「附加資訊及檔案」部分，內容需與工

程使用、安裝之產品規格、廠商、型錄及手冊等一致。

M2 管理模式

以整合智慧建築的維運為基礎，維持建築物智慧化功能正常運作的可靠

性、異常及故障排除的及時性、服務品質的穏定性及資訊彙整的正確性，

擬定有組織、有計劃、有制度及有效能的設施設備的維運管理原則，以

作為管理系統發展的基準。

肆
整合發展
因應工程管理需求擴大廣義BIM使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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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優勢

3D

量體

位向
關係 地形

高程

道路
型式

道路
縱坡

車道
寬度

排水
設計

土方
挖填

地下
管線

土地
權屬

 直覺式溝通
 連動修正
 提高精度
 延續利用

發
展
階
段

著重發展重點
修正難
易度

規
劃
階
段

依地形高程、地質條件、交通需求、土
地權屬、周邊地物進行量體需求規劃
•土方平衡
•道路縱坡與寬度需求
•道路結構型式(路堤、路塹或橋梁)
•排水流向與水保方式
•降低私有土地取得
•地下管線(共同管道)

易

基
設
階
段

依量體需求規劃發展結構斷面尺寸
•車道斷面配置
•排水斷面
•擋土牆型式
•照明計畫
•景觀計畫

中

細
設
階
段

依結構斷面尺寸研擬施工作業規範
•細部詳圖
•應力計算
•施工規範
•數量計算
•發包價金計算

難

InfraworksCivil 3D

案例一：可視化地形+地景+工程量體模型

設計縱坡 設計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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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二： UAV+PHOTOMESH + 工程量體

台65增設浮洲上下匝道可行性研究計畫

台65

浮洲合宜住宅

十河局

宮廟

土
城
機
廠

樹林進入北上匝道動線，研擬地區道路動線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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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河川局

新興橋浮洲橋

改善後動線直截便利，樹林地區直接通往新闢匝道

新增號
誌管控

新增號
誌管控

新增號
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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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1-1項：自行車道改道  第一階段1-2~1-3項：施築改道便道
(下層道路拓寬)

 西側交通動線維持不變

中山路上下匝道封閉，
柑城橋改道完工後新橋

 第二階段2-1項：拆除舊橋橋
台、降挖路堤、施作A2橋台

 第二階段2-2項：施築上游側P3橋  車輛改道行駛下游側已完工新橋  第三階段：施築新橋上游側邊
跨、交維便橋改道

 第四階段：完工通車

橋梁細部設計

案例三：工程量體深化及分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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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伸應用

(一)數值化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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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廊道模型

(三)地下管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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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方運算邏輯

(五)收方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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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竣工修正

案例四：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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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IM與GIS整合應用

六、智慧城市
BIM+CIM+GIS+FM+IOT+AI+…=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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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論建議
因應個案特性建立符合管理的契約原則

資料來源：公路總局招商簡報

淡江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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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工程資訊模型應用之契約原則契約原則
‧契約有關資訊模型使用範疇與有效性準。

‧資訊模型應用之契約給付原則與條件

‧資訊模型成果交付涉及之智慧財產權規定

建立工程資訊模型應用之作業條款作業條款
‧分析現階段運用資訊模型之可行範疇及執行成果

‧遭遇困難或缺失及解決或改善對策

‧按規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管理至竣工等階段之工程資訊模型契約指引，包括：
應用說明、作業條款與案例

以工程作業要項分工流程評估運用目標及範疇分工研析
‧擇定工程主要作業，例如：鋼構、鋼筋、模板、混凝土、設備管線及外牆帷幕等，按設計
至施工之分工流程，評估運用BIM的目標及範疇、執行作業流程、權責劃分、相對應之交付
成果內容，建立指引條款應用案例，並探討提昇採購效能之責任分工與對價關係

後續推動方向

概念發展

配置規劃

設計檢核 量價分析

施工計畫

施工底圖

物料管制 工程查驗

資訊交付

管理模式

發展程度定義 模型共通性建置規範

設計； 施工； 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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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分項名稱 查驗程序 完備條件

D1 概念發展

納入工作會議審議，併契約階
段成果審查程序提報。

工作會議或階段成果審查同意後，提交定
稿文件(檔案、截圖及報告書等)，完成分
項作業。

D2 配置規劃

D3 設計檢核

D4 量價分析

C1 施工計畫
納入施工計畫送審管制，併施
工計畫審查程序提報。

依品質管理原則由監造單位審理後，提報
機關核備，或依契約分層授權規定辦理。C2 施工底圖

納入施工圖送審管制，併施工
圖審查程序提報。

C3 物料管制
納入材料送審管制，併材料審
查程序提報。

C4 工程查驗 納入施工查驗辦理，併查驗紀
錄文件造冊列管。

依品質管理原則由監造單位辦理二級查驗
管理，相關文件依品管原則留存，納入契
約估驗計價及驗收文件提交管理。

M1 資訊交付 依階段提送計畫提報或完工後
一次提報。

依契約或工作執行計畫載列，交付相關之
檔案、截圖及報告書等，經監造單位審查
後，送交機關核備。

M2 管理模式 納入工作會議審議，併契約階
段成果審查程序提報。

工作會議或階段成果審查同意後，提交定
稿文件(檔案、截圖及報告書等)，完成分
項作業。

地形 地景 模型

DEM
城鄉測量

正射影像
BIM MAP

BIM
(Civil 3D 

+Infraworks)
TYPE I

導線測量
控制點位

UAV攝影 +
PHOTOMESH

3D GIS
(TerraExploer)

TYPE II

點雲產製DEM
或高解析DEM 點雲產製影像 3D GIS

(TerraExploer)
TYPE III

+ +

+ +

+ +

+ +

=
→

→

≈
=

土木工程應用 可視化地形+地景+工程量體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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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 for Structural Steel

STEEL CONSTRUCTION PROCESS MODEL
Digital Building Lab March 2013

American Institute of Steel Costruction後續推動方向

Model View Definition, MVD, defines a 
subset of the IFC schema, that is needed 
to satisfy one or many Exchange 
Requirements of the AEC industry.

The method used and propagated by 
buildingSMART to define such 
Exchange Requirements is 
the 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 IDM
(also ISO 29481).

120

優質

攜手BIM進，共創新局

人本樂活

愉快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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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炳宏 專案經理

許瑋真 工程師

運用BIM輔助統包建築工程

桃園市八德一號社會住宅執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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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運動中心BIM

全生命週期管理

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

喻台生 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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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運動中心ＢＩＭ

喻台生建築師

全生命週期管理

簡報大綱

壹、前言

貳、運動中心契約規定

參、各階段ＢＩＭ執行成效

肆、執行檢討與建議

伍、ＢＩＭ於營運階段應用之檢討

陸、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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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新北市三重、蘆洲、淡水、中和、土城、板橋、新五

泰等，7座國民運動中心首次於工程契約中納入BIM之

技術應用。

二、後續：永和、汐止、樹林等3座運動中心之建造執照要

求以BIM送審。

三、希藉由BIM之技術應用：達到設計優化、設計錯誤檢查、

管道碰撞檢討、設計與施工可行性及製造結合、工地

施工管理、工期管理等之目的。

BIM全生命週期工作事項
規劃 設計 施工 營運

現況模型

成本預算

施工程序4D分析

基地分析

功能及配置

設計方案論證

設計建模

能量分析

結構分析

日照分析

設備分析

其他分析

LEED評估

規範驗證

3D協調

場地使用規劃

施工系統設計

數位化加工

3D控制及規劃

紀錄模型

維護計畫

建築系統分析

資產管理

空間管理/追蹤

災害計畫

主要應用

次要應用

25項應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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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BIM 的設計施工整合應用
業主需求 成本 數量

建築計畫

設計概念

造型量體

材料

氣溫/雨量 日照/遮陽 風向/通風 結構分析 機械分析 電氣分析

柱梁版

基礎

結構BIM
3D MODEL

環控/排煙

給排水

消防

電梯

機械BIM
3D MODEL

照明音響

電力

弱電IT

火警保全

電氣BIM
3D MODEL室內

外牆

服務核

建築BIM
3D MODEL

建築

分析 物理環境/建築法規

VS

綠能源分析Ec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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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階段：

(一)基本設計階段：

基本設計含空間規畫，3D數位模型應包括外牆、柱、樑、

板、門窗等外觀，及建物結構、大小、形狀、建築配置等

【3D圖說規格之標準LOD200】

(二)細部設計階段：

細部設計含模型元素可模擬綠建築之規劃及生成預算書、

數量計算等相關文件及設計施工圖

【3D圖說規格之標準LOD 300】

貳、運動中心契約規定

貳、運動中心契約規定
(三)施工階段：

1.於施工階段依施工介面協調會議結果修正BIM模型，並依實際發展

修正BIM模型【3D圖說規格之標準LOD400】

2.辦理施工中建築土建、機電、消防、空調、給排水、瓦斯等相關管

線及系統設備之設計干涉檢查及修正。

3.竣工時完成【3D圖說規格之標準LOD 400以上】符合送審之3D數位

模型。

(四)營運階段

乙方應於營運階段依OT廠商增設、改裝之設施（備）或乙方保固維修

之情形，修正BIM模型保固完成時移交依實際修正完成符合送審之 3D 

數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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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運動中心契約規定

營運階段： 建置竣工階段BIM模型

施工階段： 建置施工階段BIM模型

產出 CSD/SEM底圖

進階衝突檢討

空間優化

施工協調

產出數量參考

細部設計： 建置細設階段BIM模型

3D視覺溝通

初階衝突檢討

基本設計： 建置基設階段BIM模型

3D視覺溝通 BIM教育訓練

設計回饋

4D展示

產出數量參考 工程圖說

產出工程底圖

保固期間BIM模型維護

ＢＩＭ基設模型要求
1.含空間規劃，

模型應含外牆、柱、梁、版、門窗等外觀，

及建物結構、大小、形狀、建築配置等

2.以3D視覺溝通，確保需求

3.綠能/通風分析，調整建物座向及外殼立面

熱輻射模擬

外殼遮陽模擬

節能分析、優化設計

基設成果報告書目錄

一.基本設計應完成的內容

契約BIM要求內容

服務建議書BIM建議內容

工作執行計畫書BIM執行內容

階段執行期程表、自主檢查表

二.基本設計階段BIM成果提送

前言、使用軟體、配置、各層平面

平面剖透、各樓層面積檢討表

各向立面＋立面剖透、剖面圖

裝修表＋門窗表、結構圖

三.設計衝突檢查分析與建議

四.綠能分析比較

太陽輻射、日照陰影、採光、風場

方案修正最佳化

五.視覺模擬

外觀視覺模擬、內部視覺模擬

附件：BIM基本設計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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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Ｍ細設模型要求
1.細部設計元件基本資料、數量產出等

相關文件及設計施工圖

2.設計干涉檢查

3.綠能分析成效檢討

4.建立4D工程進度模擬

5.設備空間規劃檢討

設備空間檢討

MEP系統整合模型

干涉檢查、圖面輸出

一.細部設計應完成的內容

BIM契約要求、服務建議書BIM內容

BIM工作執行計畫書、自主檢查表

二.綠能分析比較

太陽輻射、日照陰影、採光、風場

方案修正分析、節能效果分析

三.細部設計階段BIM成果提送

前言、使用軟體、配置、各層平面

平面剖透、天花圖、各向立面、透視

剖面、結構各層平面圖、結構剖透

裝修及門窗表、機電系統與機房平面

四.4D模擬與設計干涉檢查

使用軟體、檢查方式及摘要、4D模擬

五.視覺模擬

外觀視覺模擬、內部視覺模擬

六、數量產出

附件：BIM細部設計圖說

細設成果報告書目錄

ＢＩＭ施工模型要求

大型設備施工及動線檢討

1.每月召開施工介面協調會議

2.修正各專業BIM模型作業進度

3.大型機具施工動線、施工程序檢討

4.設備、設施資料依實際施工建置

現場與BIM模型比對

局部CSD套圖

介面協調、空間優化

施工模成果目錄

一.本月執行項目成果說明

(一)建築整合檢討成果

(二)結構施工整合成果

(三)機電介面整合成果

二.下月預訂執行事項

(一)干涉檢查及修正成果說明

(二)執行項目說明

1.機房空間及管線動線檢討

2.建築施工介面檢討

3.結構施工介面檢討

4.機電施工介面檢討

三.BIM竣工模型資訊建置進度

統包商：忠明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BIM六月份施工階段進度成果報告書(定稿版)
2014年

新北市三重、蘆洲、淡水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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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模型 要求重點
衝突檢查

發現模型衝突點→修正模型

工程進度 ４Ｄ模擬

施工圖說

數量計算

模型與施工現場比對

數量比對參考

工地計算數量 Revit產出數量

誤差值約227.37㎡

指導現場施工

指導現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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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現場施工

C10柱

指導現場施工

C10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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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現場施工

指導現場施工

C10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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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現場施工

指導現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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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現場施工

指導現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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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Ｍ竣工模型要求

1.現場與竣工模型符合

2.設備及設施資料正確，

建檔連接相關設備資訊，

供後續維護參考使用

建置全生命週期之建築資訊模型

現場整合、資訊連結

竣工模成果目錄

一.檢核表/專案介紹

二.基本設計階段成果

綠能分析及方案調整、3D視覺溝通

城市視覺模擬、模擬動畫

三.細部設計階段成果

細部設計衝突檢討及設計回顧

4D進度模擬

重要結構鋼筋建置(樓梯、停車場車道)

四.施工階段成果

施工圖模型衝突檢討及修正

機房設備檢討、管線高程檢討

每月施工模型比對資料

施工月報提送進度

五.竣工模型資料

竣工模型、模型與圖說比對

模型與現況比對、竣工模型數量

主要設備維護資訊建置

附件/附錄

竣工模型 要求重點
元件資訊：設備名稱、設備編號(依設計施工圖)、基本尺寸

外部連接：PDF檔(使用手冊或維修手冊擇一)

機電廠商提供之維運資訊：

1.設備之管線位置走向及大小資料 3.設備的保養維修資料 5.設備之使用年限建置

2.設備的品牌及規格資料 4.設備之位置數量統計 6.施工及製造廠商資料

Navisworks Freedom(非行動裝置)
可提供基本資訊

可連結外部PDF，
提供更多資訊

資訊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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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階段BIM執行成效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各階段成果

設計階段

(一)太陽幅射分析_西北側之格柵綜合分析結果

1.日照陰影：可有效遮擋下午時段之太陽照射至1FL游泳池與3FL綜合球場，

讓室內舒適度提升。

2.自然採光：不會造成白天自然採光低於300Lux而增加耗能。

3.太陽輻射：降低帷幕外牆受熱而減少耗能（可降低空調負荷）。

綜合以上初步分析可得知西北側增加格柵將可有效提升室內舒適度並且節能。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各階段成果

設計階段

(二)風場分析_全年風向＿三維風場流線

於設計初期藉由風場分析進一步設計建築物的外觀、景觀等。利用
分析軟體可得知全年之水平向度風洞分析、垂直向度風洞分析、風
場流線分析 ，再進一步細部設計。以下為運動中心之三維風場流
線分析狀況。

分析：顏色越偏黃代表風速較大；顏色越偏藍代表風速較小。
結果：此基地全年風向大部分由東北方吹來。

使用之氣象站資訊 三維風場俯視 三維風場3D

參、各階段BIM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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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各階段成果

設計階段
(三)城市視覺模擬

參、各階段BIM執行成效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各階段成果

設計階段
LOD400設計檢討-機房空間檢討

B1F 泳池機房

R1F空調機房 2F空調加熱泵機房

系統別 顏色 色碼-RGB

動力系統 50-125-200

弱電系統 255-255-0

消防系統 255-0-0

給水系統 0-255-255

排水系統 255-102-0

空調系統 102-204-0

施工階段-機電模型分色計劃

參、各階段BIM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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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統檢討

全系統

單系統

機房空間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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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房空間檢討

泳池機房管線高程檢討-Spa池

V型鋼構柱與固定主
結構上部，鋼筋交錯
密 集使用BIM TEKLA
繪製鋼筋施工模型產
出平立剖協助施工放
樣完成組裝精準度，
降低設計施工的誤差
減少重置成本

X,Y軸樑柱接頭T頭等搭接 XV形鋼柱與鋼筋

施工
效益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各階段成果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各階段成果

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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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運模型與現場比對

衝突檢討與視覺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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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與現場比對

各階段執行BIM之成效

128



模型深化-生產履歷

維運
效益

模型深化-生產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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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圖面

3D產出圖面

細設圖說由BIM(含CAD加工)產出圖面385/655張約58.8%

ＢＩＭ直接產出２Ｄ圖面效益分析：

■2D圖面

(655張)

■BIM產出圖面

(385張)

3D：385張 58.8%

2D：270張 41.2%

合計655張

BIM施工圖效益評估：約58.8%

各階段執行BIM之成效
BIM 3D與現場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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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執行BIM之成效

太陽幅射分析外殼受熱：有無格柵之受熱狀況(全年白天AM6:00~PM6:00)。

各階段執行BIM之成效

131



運用視覺化溝通，使溝通更快速、有效縮短處理時間

細部設計階段成果

設計檢討-B1F泳池機房設備檢討

說明:
泳池機房儲熱與過
濾桶槽平面配置與
高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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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設計階段成果
內部視覺模擬

施工階段成果
施工圖模型衝突檢討及修正-CSD模型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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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成果

施工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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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成果

設計與施工之界面整合

1.BIM之運用效益

2.統包團隊與BIM專業合作模式

3.遭遇之問題

4.衝突檢討作業標準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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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分析_以板運自然採光分析 4FL 辦公室為例

 外殼能耗分析所提供的數據，雖不是100％準確，但依然
可提供建築師判別建材、設備選用依據

BIM之運用效益(1/3)

 Ecotect計算方式：全陰天的情況下，

Am9:00～Pm5:00之自然採光照度。

室內自然採光平均照度需求：

探討自然採光是否足夠(300～500Lux)。

視覺模擬_板運內部視覺模擬

BIM之運用效益(2/3)

籃球場 羽球場

B1F泳池 一樓大廳

 建築物外觀的模擬，提供施工分包商在溝通協調時之依據，
且運用於施工人員現場之建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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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模擬_板運外部視覺模擬

BIM之運用效益(2/3)

衝突檢查_板運B1F為例
 當建築、結構、機電進行細部階段衝撞整合後，施工階段

的BIM模型進行碰撞測試的問題將會減少許多。

BIM之運用效益(3/3)

137



統包團隊與BIM專業合作模式
模式一：BIM建模專業單位協助建模至細部設計完成

（三重、蘆洲、淡水、土城、中和）

基設階段圖說 細設階段圖說
施工BIM
模型建置

竣工BIM
模型建置

基設階段
BIM模型建置

細設階段
BIM模型建置

統包團隊
設計單位

BIM建模
專業單位

統包團隊
BIM單位

模式二：BIM建模專業單位協助建模至細部設計完成

後，輔導施工階段BIM模型建置(板橋、新五泰)

基設階段圖說 細設階段圖說
施工BIM
模型建置

竣工BIM
模型建置

基設階段
BIM模型建置

細設階段
BIM模型建置

統包團隊
設計單位

BIM建模
專業單位

輔導 輔導

統包團隊與BIM專業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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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之問題
設計階段後BIM作業

 本案BIM 國內建築師事務所、機電技師及結構技師未能使用BIM建模，以
傳統2D圖面繪製再交給專業BIM廠商進行建模，即所謂「後 BIM」方式

 2D及BIM重複作業，人力工時作業長，縮減建模效益

 細設協同作業：建模與疑義澄清作業時間長

 衝突檢討結果大部分在無法及時修正2D設計圖說

碰撞分析進行方式

 施工階段衝突檢討建模人員無工程經驗、浪費較多時間於衝突需如何修
正，需藉由專業由施工人員協助修正疑義及衝突

BIM設計施工流程之改變
以解決衝突為例
 工作步驟：先確定導入流程及權責

 不同屬性問題，處理方式不盡相同

 重點工作：訂定工作規範

 注意：

 透過BIM之建模協同作業找出問題，
協助設計單位及施工修正及解決問題

召開建模會議
確認建模目的

召開建模會議
確認製圖規範

各專業發展3D模型

整合各專業3D模型

執行干涉分析
及碰撞檢查

各專業3D模型修訂

召開會議
研擬衝突解決方案

有無衝突發生3D模型完成

工作流程的改變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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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累積調整作業模式
新五泰統包的管理調整

 要求細部設計階段派駐至設計單位協同作業。

 細部設計直接由模型建置，由建築師2D圖說由BIM作業組同步繪製，細設
2D圖紙由BIM模型圖紙直接產出。

 要求每週召開整合會議，加速處理協同作業疑義及修正問題。

由模型圖紙直接產出圖紙問題

以目前BIM軟體而言，模型可產出相關平、立、剖等圖面。

部分假設工程、結構細部詳圖及外飾材詳圖等，
需透過2D繪製而成補充細節。

在作業中要求可透過兩種方式繪製和編製發佈之圖紙：

 1.在BIM環境中以完全組裝的方式繪製視圖和圖紙（首選）。

 2.在 CAD 環境中使用2D細節以輸出檔案的形式匯出視圖，用於組裝和圖
形增強(匯出資料以在 CAD 中「完成」會失去建築信息模擬資料的協
調優勢，應儘可能避免) 。

建立衝突作業標準及原則

 改變工程管理模式，建築、機電和空調工
地負責人與協力廠商參加每週BIM圖面介
面整合檢討會議，透過3D模擬縮短溝通協
調時間，以利管理。

 由統包團隊指定負責人，並負責全案建築
結構、機電及空調建模與協調工作，召開
BIM圖面檢討會議，檢討干涉碰撞問題。

 建築結構工程透過3D模型干涉碰撞檢討窗
與樑的高程，施工前進行3D套圖整合，檢
討干涉碰撞問題，提早發現施工障礙及問
題。

 機電與空調工程透過3D模型研討天花板上
層設備空間、管線高程及設備安裝空間是
否合宜，施工前進行3D套圖整合，檢討干
涉碰撞問題，提早發現施工障礙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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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排放標準及原則
 電器管線在上，水管線在下

 給水管線在上，汙水管線在下

 風管儘可能貼梁底排放(有交叉時設置於中下位置)

 管線排放考慮安裝空間、操作及檢修空間

 管線排放需綜合考量支架及吊架位置

MEP衝突排除及調整原則
 水管讓風管

 壓力管讓無壓管(自然流放管)

 可彎管讓不可彎

 小管徑讓大管徑

 冷水管讓熱水管

建立衝突作業標準及原則

(一) 管線佈放順序：
1.排水管
2.電力幹管(匯流排或電力幹管)
3.消防主幹管(需穿樑者)
4.空調風管系統
5.線槽/架
6.給水管
7.消防分支管

排水管

消防支管(撒水頭)

電力幹線匯流排

燈具

消防幹管
(符合穿樑原則)

電力幹線匯流
排水管
消防支管(撒水頭)

MEP一般管線佈放順序

141



(二)設備器具(器具位置需合乎法規，必要時需增設)：
1.燈具。
2.通風(導流式風機、出回風口)。
3.消防(泡沫頭)。
4.消防器具(偵煙感知器、廣播喇叭、緊急照明燈)。
5.其他。

(三)穿樑套管原則：
1. 一般需距樑邊跨距1/4L，方可穿樑(與結構協商補強方式，則可另

外考量)。
2.預留套管孔徑不得大於1/3梁深。
3.穿孔不得於同一斷面垂直排列。
4.穿孔水平排列間距為3倍孔徑並不小於30公分，以利筋補強。
5.穿孔外緣與鋼筋距離須滿足保護層厚度之要求。
6.需加補強筋，且須自鋼筋交叉點起有足夠伸展強度。

MEP管線施作順序準則

BIM族群元件初期建置耗時
初期建置耗時，應減少重工

MEP設備較複雜，建立不易且耗時

 網路上MEP族群元件，較不符合需求：

多數為美規，並不符合台灣規格

多數非尺寸參數元件，日後遇不同規格，仍需重建

 應儘量以參數建立，減少日後重工

設備部件相同(or盤體切割面數量相同)，僅因規格不

同而尺寸不同之設備，於建立一個規格後，其後以修

改尺寸（調整數字）即可，唯造型複雜的設備初期建

立仍需耗時

142



建議

由公部門建立 BIM 元件庫提供使用

制訂 BIM 元件內容的規範

鼓勵製造商主動提供其產品之 BIM 元件，以減少應

用者需重複建置元件之成本

建立COBie之施工營運建築資訊交換標準主要定義資

訊交換技術、標準與流程，凡是建築生命週期中建

築專案的各參與人皆可在各階段輸入相關資料，以

供後續管理人員方便使用。

BIM無法產出所有數量
設備部分
 有繪製有產出，數量正確率100％

明管部分
 有繪製有產出，數量正確率尚無法確認（需驗證）

1.無法計算損耗

2.接管位置不正確，軟體問題

3.現場若非完全照3D施工，差異將更大

4.施工現場狀況往往變化很大，無法100％照3D施工，只能於竣工模
型後修正與現場一致

暗管部分

 未繪製無法產出

 若繪製：

 施工規劃不易（以往2D以示意繪製，現場施工靠工班經驗）

 3D繪製耗時，計算損耗正確性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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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參數化設備元件、參數尺寸調整，可減少重覆建置

不同外型不同尺寸的元件，點選設備可自動產出，

材料設備數量明細表，可作為施工備料採購參考。

建議解決方式：

於契約中建模標準明確約定暗管是否建置，

管徑尺寸多小以下不建置，

明確依營運維護管理需求，律定管線建置標準，

確保未來維管需求。

設計單位未導入BIM協同作業效果不佳

設計團隊各專業未導入BIM技術，協同作業不熟悉，

且大部分委由BIM廠商協助作業時，團隊中建築、結

構、機電設計與營建、機水電施工與BIM專業廠商間

彼此，未建立權責與流程，BIM專業單位建置模型發

現問題後交由建築師各專業技師針對疑義澄清或修

正確定後再由建置修正模型增加作業困擾，使運用

BIM之技術推展執行無法達到預期目標。

設計團隊 導入ＢＩＭ (能力)
業務發展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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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解決方式：
1.於契約中約定至少每週召開設計及施工階段BIM界面整合協調會議。

2.設計階段要求施工單位加入研商，促使設計與施工早期溝通，營運使

用者亦可提前參與討論，發揮視覺化溝通使在設計階段充分考慮施工

性。

3.建立介面衝突處理原則，完成紀錄解決衝突的問題，利用視覺化溝通

減少認知落差。

4.於契約中要求BIM模型須結合設計同步化，由設計單位直接導入BIM建

模或由BIM專業單位派員進駐協助設計單位同步建模，提前發覺問題

解決問題。

5.施工階段於施工期間派駐土建及MEP建模人員協助施工期間現場施工建

模作業，相關整合檢討及干涉檢查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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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維運應用模型建置問題

2.設施管理模型建置重點

3.增修相關契約相關規定建議

4.增加設計及施工階段BIM作業人員設置

5.配合元件深化表定義幾何程度及元件屬性資料

BIM於營運階段之應用檢討

維運應用模型建置問題

 BIM模型的正確性與完整性是營運維護管理工作成功的關鍵。

 如何確保維護管理BIM模型與實際竣工狀況一致，仍是一大挑戰。

 機電與給水管線部份多數隱藏於建築構件或裝修內，必須在施工過程中
即確認其實際位置與模型是否一致，這在目前的工程實務流程上還不易
做到。

 所需的模型發展程度或詳細程度，則主要與設施管理的視覺化需求有關
，未來可隨需求來訂定原則並進行調整或簡化模型。

 未來國內需發展建置BIM模型交付標準，以協助設計與施工相關單位交付
完整可用的BIM模型給業主來進行有效能的設施管理。

 現階段尚未見到完整建構於BIM資訊模型基礎上的設施維護管理系統普及
。

 從文獻中描述案例，應用仍需透過程式開發與客製化過程不容易普及。

 未來設施管理的趨勢持續發展，可實現新一代視覺化、智慧化、雲端化

、且普及好用的設施維護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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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管理模型建置重點

保留工程履歷資訊，便可節省傳統設施管理系統，資料必須

重製的人力成本與時間，並減低人為錯誤的可能

目前的實務是將重點放在，於生命週期中逐步整合建立一個

以設施維護管理為應用目標的BIM資訊模型

以BIM資訊模型為基礎的設施維護管理平台，可提供使用者於

視覺化的立體場景中自由檢視設施位置與相關屬性資料（例

如品牌、型號、供應商等），及利用多型態資料（3D物件、

2D圖說、文件資料等）

FM初期階段參與的重要性

確保工程期間能夠適時收集

到正確的數據

工程團隊參與者都清楚所應

該提供的數據資料

確保當工程結束時能夠利用

這些數據資訊，成功運作與

維護所完成之設施

設施管理的商用軟體普遍後

，BIM模型與資訊與設施管

理整合在一起

147



模型中可以乘載及傳遞更多的訊息資料

(與幾何尺寸關聯的元件屬性) 

模型中的參數(BIM 中的 i)

在國內相關指南作業準則未發展成熟前(本土化)

配合元件深化表定義幾何程度及元件屬性資料，

建立工程歷程資訊資料避免因人為重製耗用時間，

資料精確且可增修資料庫供營運階段維護參考。

 建築設施營運維護管理者，有效運用設計施工階段的資訊。

使設施管理亦能由2D平面竣工圖，

進入3D立體視覺化的資訊管理方式。

增修相關契約相關規定建議
 增加設計及施工BIM作業人員設置

1.BIM工程師為建築、機電各一人

，從事 BIM建模及相關作業。

2.BIM工程師學歷專科建築、土木

、營建管理、機電、給排水、

消防、冷凍空調等科系（含）

以上畢業；熟稔BIM各項作業。

 配合元件深化表定義幾何程度及
元件屬性資料至少包含、內部關
鍵元件、設備結點物理性質(性能
規格相關諸元)化學性質、重量、
用途、電壓、編號、廠牌、製造
商、保固日期、保養廠商價格、
相關規範型錄連結。

品類 窗
基本設計階段 細部設計階段 竣工提交階段 備註

族群 固定窗-矩形

幾

何

參考模型

主要外形量體 ● ● ●

細部組成構造 － － －

內部關鍵元件 － － －

設備結點 － － －

性

質

物理性質 ● ● ●

化學性質 － － －

重 量 － － －

用 途 － － －

電 壓 － － －

屬

性

編 號 ● ● ●

廠 牌 － － ●

製造商 － － ●

保固日期 － － ●

保養廠商 － － ●

價 格 － － －

圖 號 － － －

規 範 － － －

照 片 － － －

型 錄 － － －

品類 電氣
基本設計階段 細部設計階段 竣工提交階段 備註

族群
火警裝置-消防

栓箱

幾

何

參考模型

主要外形量體 ● ● ●

細部組成構造 ━ ━ ━
內部關鍵元件 ━ ━ ●

設備結點 ━ ● ●

性

質

物理性質 ━ ● ●

化學性質 ━ ━ ━
重 量 ━ ● ●

用 途 ━ ● ●

電 壓 ━ ● ●

屬

性

編 號 ━ ● ●

廠 牌 ━ ━ ●

製造商 ━ ━ ●

保固日期 ━ ━ ●

保養廠商 ━ ━ ●

價 格 ━ ━ ●

圖 號 ━ ● ●

規 範 ━ ● ●

照 片 ━ ━ ●

型 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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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新北市政府的國民運動中心統包案，使用BIM技術推動，

業主與統包團隊各成員經由BIM作業磨合產生新的工作方

法、協同作業模式、資料交換格式、整合及溝通方式、

統包團隊共同參與…等都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統包團隊各個成員，

都在全新的作業模式(統包及BIM)中：

摸索、成長，不斷的進步。

本所於新北市BIM契約執行方式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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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

希望有什麼樣的BIM契約及費用

不知

知

廠商
不知

知

成長 優勢

契約

BIM目前推動情形

先BIM
施工單位

設計單位

後BIM
施工單位

設計單位

1.

基設模型、細設模型

施工模型、竣工模型

2.

懂的：開始簡化

不懂的：開始複雜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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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煒城 經理

BIM在捷運路網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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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推動建照BIM

行政審查作業計畫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邱英哲 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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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蘆竹二號社會住宅

BIM執行經驗分享(統包)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陳松長 副總工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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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360.autodesk.com/drive/app/d9436d86274b464e821517dda1ecc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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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360 G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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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漯市地重劃基設地下管線

BIM建置及應用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石靖嵐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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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3D技術

打造智慧3D體驗城市

整合智慧環境物聯網平台應用

達梭系統

陳哲基 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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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智慧環境物聯網平台應用

達梭系統 技術顧問
陳哲基 Jo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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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IT:
城市正在擁抱數位技術, 以深
刻地改變規劃和運作。驅動此
轉換的關鍵啟用因素是:
 IOE/IOT 經驗/事物的互聯網
 先進的分析和認知計算
 雲端運算
 VR&AR 虛擬實境和擴增實
境

 社交與移動裝置運算
數位與物理融合: 連接虛擬與
真實, 解決城市挑戰, 是城市生
活個體和集體體驗的轉變推動
器

WHAT IS IT:
 城市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

--獲得對國家的權力 (例如
反對氣候變化的行動).

 公民在任何時間和規模上都
有聯繫-建立靈活和強大的
利益共同體.

 城市是所有主要社會趨勢的
演員和觀察家: 福祉、老齡
化、新的消費習慣、社交或
工作的新方式和場所….

WHAT IS IT:
社會和技術發展揭開新的商業
模式:
 循環經濟 (針對資源適度利
用的再生系統) 對比線性經
濟

 新的 “共享” 經濟 (汽車, 住
宅, 自行車..) 正在挑戰傳統
的 "購買" 經濟

 公私夥伴關係的創新 (例如, 
利潤分享)

 風險預防和引導價值

數位轉型與匯聚城市智慧連網
驅動產業創新多維度的永續城市模型 創新商業營運模式

WHAT IS IT:
• 韌性 --降低衝突和保持基本
結構--已成為城市的優先考
慮。城市、經濟和環境的制
約因素 整合現有優化功能
推動城市改造規劃

 微型生產中心: 微型工廠, 廢
棄物管理設施, livingLab實驗
室…

• 多維度是規劃和營管的關鍵: 
從鄰里, 到社區和校園, 到大
區域:

 從特大城市和城市走廊到個
人體驗, 

 小額交易的巨型市場

City城市| Trends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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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城市建設| Deployment Challenges 挑戰

參與式的開發具有遠景的
整體業務流程 隱私和安全問題

WHAT IS IT:
Wild urbanization and rising 
inequalities under demographic 
pressure, as well as urban decline 
with unemployment or population 
decrease => stress social cohesion 
at a time when Citizens tend to 
become City “makers”.
HOW TO:
- Be people centric 
- Leverage technology to better 

engage citizens
- Change management

WHAT IS IT:
Lack of holistic platform to connect 
people, disciplines, data, and 
processes together as a city is a 
complex system of systems.

HOW TO:
- Embrace platform economy
- System thinking
- PLM: from Vision to 

Implementation
- Standard-based open platform
- Improve data interoperability

WHAT IS IT:
Building a better city needs to 
leverage modern technologies. 
Some of them (e.g., IoT/IoE) will 
cause privacy and security
Concerns.

HOW TO:
- Security at the heart of a smart 

city
- Safeguard personal 

information
- Anonymize collected data

資源最佳化

WHAT IS IT:
Scarce resources to allocate and 
regenerate for long term 
attra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A 
better city covers many aspects and 
requires massive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expertise. 
HOW TO:
-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 Technology advancements
- Better planning and prior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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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智慧城市數據整合

都市數據 Urban Data
• 地形圖、地籍資訊、植栽等

都市基礎架構數據 Network Data
• 網路、道路、管線等

行為資訊 Behavior Data
• 學術機構、研究機構

大數據 Big Data
• 3D分析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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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 can support many initiatives on the path towards a whole Digital Economy
• Education & Research: a Single platform Nationwide - 3DEXPERIENCE for Academia 
• Research: develop new talents and innovations (IP) - Factory of the Future, Robot-Assisted 

Manufacturing, Digital Manufacturing, Advanced Materials, MedTech,…
• Industries: Advanced innovation for a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es transformation/growth)

Additive Manufacturing Marketplace - Digital incubators - 3DEXPERIENCELab, …

Smart Nation

• Virtual Singapore platform, initiated by the NRF, is targeted to be ready by 2018 and will be deployed progressively
among 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ies.

• It is shown as unique successful worldwide cooperation on intelligent cities.
• Actual aboveground platform is able to handle underground & undersea extensions.

Virtual 
Singapore

• Virtual Singapore gives multiple opportunities of innovative discussions with Singapore agencies:
• BCA – Green Mark and Construction regulatory rules
• HDB – Integrated Building Model, Transformation of AEC industry value chain

• Innovative ideas of partnership arise with Singapor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Centers:
• SUTD – Capstone project, Virtual NUS, Traffic Simulation A*Star, ….

Strategic 
Partnership

3

1

2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reefold of enhancement
策略合作: 突破城市改造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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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SingaporeCity of Singapore
• 5,5 million inhabitants / 719 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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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location 
development potential
預估土地開發潛能

Improve continuously 
provided services
持續優化服務

Maximize adoption by citizens 
and business

提倡市民與企業參與

Maximize for next 
development
優化開發效益

At City level城市面
- Synthetic view on existing potential, 

constraints綜觀現有因素、法規與潛
能

- Ability to simulate parameter 
modifications 依實際發展更新參數
及模型修改

- impact on potential 預估可能的影響
- Time evolution of potential依時程預估

發展

At district/block level區域面
- Identification of areas with similar 

potential / constraints & Best Practices同
區相似背景/潛能條件&最佳典範

- Revenue optimization 優化開發建設營
收

 Mix to optimize sq in fct of mix 
- Cost optimization 優化成本效益
 Buildability / Constructability index 

optimizationu 優化營建流程/ 5D BIM 

At district/block level 區段面
- Improve customer well being改善人民

居住環境 (sun protection 遮蔽率, 
walkability步行/無障礙空間….)

 Best so far analytics 
 Simulation for improvements 改建可行

評估
- Best in class in term of innovation 創新
 Social listening, test bed for techno 創新

實驗場域, VR & AR 虛擬與擴增實境

At block level
- What if scenario to choose between 
building modification options 綜合可能情境
設定模擬
- Behavior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people, 

vehicle) 人為情境模擬 (人流、車流)
- Compliance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introduction with time 法規發展/創新實
驗與時俱進

Unified Referential
統一參考資料

City cockpit
城市資訊台

Rules based city planning
基於法規的城市規化

Requirement Management
需求開發管理

Behavioral Simulation
行為模擬

Knowledge Management
知識管理

Urban Parametric Planning 城市三維參數化規劃

8

3D
S.

C
O

M
© 

Da
ss

au
ltS

ys
tèm

es
| C

on
fid

en
tia

l In
for

ma
tio

n 
| 7

/3/
20

18
| r

ef.
: 3

DS
_D

oc
um

en
t_2

01
5

Communication
3DEXPERIENCity | Virtual Singapore

Singaporeans must 
chart the nation's 
new direction 
together: PM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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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cience Experiment –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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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Cases
3D 智慧城市動態數據

How to make greener existing buildings with 
solar panels, green roofs and waste collector

How to make Campus/Cities more efficient,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with accurate simulations and big data

• Shadow cast & CCTV
• Crowd simulation
• Emergency respond
• noise analysis
• Campus/City Planning
• Behavioral maps
• IOT Data
• Traffic Simulation
• Walkable path
• Parking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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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暨青埔特區

推動永續智慧綠城市之規劃概念

桃園亞矽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陳光雄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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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王旭斌 副局長

台灣建築中心
林杰宏 副執行長

BIM於建築維運管理應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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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簡 報 人 ： 林杰宏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月 02 日

BIM於建築維運管理應用發展

簡報大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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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3

一、智慧城市的基石- 物聯網新創應用下的數位治理

行政院：「數位國家發展方案」政策主軸：

一、建構有利數位創新之基礎環境(DIGI+Infrastructure)

二、全方位培育數位創新人才(DIGI+Talent)

三、數位創新支持跨產業轉型升級(DIGI+Industry)

四、成為數位人權、開放網路社會之先進國家(DIGI+Right)

五、中央、地方、產學研攜手建設智慧城鄉(DIGI+Cities)

六、提升我國在全球數位服務經濟之地位(DIGI+Globalization)

整合IoT物聯網相關技術建構智慧城市基礎建設為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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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城市的基石
重大趨勢

BIM 帶來百業虛實整合的機會反饋給城市治理

BIM空間圖資+VR/AR (Google X team presets Genie app) 帶動ICT價值發展

BIM +能源模擬 (3D 圖視，能源跨空間需量調配管理) 能源買賣自由化

BIM +營建工程 (3D 圖資以4G/5G頻寬傳輸，專案管理) 雲端空間與通信量

BIM +FM Legacy (設施設備物業，資材生命週期管理) 量化IoT商務模式

BIM +製造業IFC Objects (On Demand 的製造與供應) 生產力4.0的需求源頭

產業活絡的族群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allows us to define, operate upon, and 
visualize “anything” ... and visualize it in context of everything around i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will allow us to collect real time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everything ... and aggregate that information so that I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ings” and derive patterns about 
how the things interoperate. by Jim Fletcher

BIM +遊戲產業 (虛實整合消費也可以是遊戲的一部分)

BIM +交通產業 (整合GIS提供市政維安應用加值資訊) Open Data創新應用

O2O的機會創造

C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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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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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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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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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城市的基石- 物聯網新創應用下的數位治理

簡報大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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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數位資產管理的挑戰

→

→

→

1.智慧航空城建設的展開，任何運轉
設備與數據的堆合需要能追蹤並傳承

2.委外營運管理需要數位修繕記錄、
財務估算、跨工種協作需要AR數據化

3.設施設備妥善、公共安全狀態，需要
建立公有數位平台與城市減碳應變力













著眼城市永續治理與數位產業深耕
導入3D-AR-BIM智慧技術與設施平臺
引領大數據與AI輔助智慧營運發展

課題 對策

2. AR物聯網履歷技術運用：建立公
有設施設備管理履歷系統

3.運用3D-BIM+AR+IoT系統：擁抱
更有效率的城市治理能力與競爭力

1.數位雲端平臺：垂直資訊平台應用
，建立市政建設資訊履歷資產價值化

9

資料需數位累積

避免偽報修

衝擊的應變力

建築物數位資產管理作業

Methods Contents

可視化

智慧化

介面整合化

IoT化

設備結構3D化

臨時性檢修

定期性檢修

模組化維修

設備BIM-GIS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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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資產管理的挑戰-3D-AR-BIM數據儀表板
Convention 

12

二、城市資產管理的挑戰-建築或設備群BIM管理需求
設備BIM-GIS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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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

給排水

配筋
空調

建築設計之複雜日俱增，建築工項繁多
平面圖套匯檢討效果有限
進行各工項衝突干涉分析
清圖作業繁瑣且複雜
輕量化的基礎不夠無法可攜行動化
立體空間與設備點相對概念因人而異
府內缺乏共同的溝通平台

困點三：平面彙整檢討效果有限，缺乏可視化溝通平台

二、城市資產管理的挑戰-性能模擬檢討面(規劃期)

３Ｄ－ＡＲ－ＢＩＭ雲物聯網平台的好處有
1. 圖文管理 / 清圖作業
2. 衝突檢討 / 量化估算
3. 數量校核 / 施工查驗
4. 建築履歷 / 移交清冊
5. 資產盤點 / 設備養護
6. 數位營運 / 長期修繕
7. 室內定位 / AR VR MR
8. 能耗管理 / 輕量化壓縮

需攜帶大量厚重紙本圖說
現況造假和安全設計不符疑慮
手寫查驗表單需再重工E化建檔
查驗紀錄以LINE傳輸無法比對處理
缺乏結構化資訊管理
資訊安全無管理機制

規劃設計

困點二：施工查驗作業重工問題多，資訊追蹤不易

二、城市資產管理的挑戰-輕量履歷面的挑戰(施工期)
營建施工

輕量化後履歷可在
平板執行的預期

1. 現地作業場域
2. 使用者登入確認
3. 連線狀態標示
4. 視角畫面串流
5. 即時協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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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資產盤點費時又費力
 設施設備維養記錄保存不易
 大量紙本作業表單缺乏電子化
 相關作業人資訊傳遞速度慢
 仰賴大量人力執行作業
 物業交接時資料易遺漏

困點一：公有建築物仰賴人力作業，缺乏整合性雲端平台

二、城市資產管理的挑戰-物聯維運管理面 (營運期)

營運數位化後的預期效果
1. 中控營運中心建立
2. 物聯網可再加值運用
3. AR 室內定位object管理
4. 數位履歷式的資訊鏈
5. 數位人才養成
6. 指通情管的數位治理
7. AI產業的基礎準備

簡報大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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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與 IoT應用 - 資產盤點、物管、養護、修繕

後端整合-導入物業管理
17

建築能源與熱能分析：
1. 內部：熱能分析、節能調節控制、IAQ、CFD、碳足跡
2. 外部：日照變化、向陽面積、室內照度

應用目的：
監控建築物內部人流和分布密度，並分析日照變化、室內照度、和溫度，已調節室內環境舒適度，達到能源有
效利用和節省之目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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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監控整合控制：
1. 建置建築資訊模型
2. BA監控設備與模型整合

應用目的：
將建築物內部各BA監控設備，透過BIM平台進行整合和呈現，並整合至行動裝置上，讓BA 發報之設備可透過
BIM檢視其物件空間位置、屬性資訊和相應排除控制。

19AR 設施管理 / 維修步驟、教學

建築室內定位和人員追蹤：
1. 建置建築資訊模型
2. 攝影機影像辨識技術

應用目的：
以BIM為基礎，透過影像辨識技術定位人員於三維
空間的即時位置和移動軌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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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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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BIM數據接軌國際產業之思維

BIM或CIM(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的數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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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狂潮來襲（1/2）
AEC產業BIM技術應用已成為不可逆趨勢

•75%的建築及營造業者在BIM技術的投
資，達到預期的效益與回報。

•二年內BIM技術相關之業務機會會增加
50%。

•超過70%的業者評估三年內將投入BIM
相關服務。

•相關業者二年內均將全面投入BIM之軟
硬體之投資及人才之投資。 全球九大營造市場調查美、法、

德、澳/紐、加日、英、巴、韓

BIM狂潮來襲（2/2）
BIM之於提升製造業需求生產力4.0的變化

290% OF PRODUCT MANUFACTURERS WILL BE BIM READY in 2015

資料來源：British Electrotechnical and Allie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BEAM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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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術對產業生態之影響（1/2）

專案全生命週期
整合效益最佳化

專業化差異化技術
需求增加

BIM技術為核心
跨域整合興起

•建築營建流程上、下游整合程度越高，BIM效益越顯著
•大型建設、營造廠及顧問公司掌握絕對優勢

•掌握創造差異化價值之專業技術者得以勝出
•提供大型旗艦廠相關服務之新型態產業崛起

•整合BIG DaTa、IoT及網路社群等創造新的商機及服務模式

大者恆大

舊金山理論

BIM技術是整合也是分解建築元素的工具
分解的元素融入BIG DaTa、IoT系統中即可衍生新的可能

BIM技術對產業生態之影響(2/2)

不及轉型、昇級業者將被淘汰

有效整合上下游價
值鏈之大型旗艦廠
將獲得最大效益

專門及差異化技術服務
跨域整合之衍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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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BIM數據接軌國際產業置換思維

建構BIM產業生態系與潛力產業項目

潛力創新育成產業項目(1)-3D/AR/VR

•運用3D AR/VR技術進行相關之商業或娛樂用途
•沉浸式3D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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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創新育成產業項目(2)-BIM/FM

•運用BIM模型進行建築之設施管理及物業管理之資料串連
•運用BIM模型進行建築之節能及設施管理

潛力創新育成產業項目(3)-BIM Model建材型錄

•以BIM 元件模型進行建築元件之視覺呈現及元件資
料庫上架商業模式

•以BIM元件庫與建築師設計流程結合，提高設計效
率及品質，置入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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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創新育成產業項目(4)-Green BIM

•房仲業以BIM為住宅品質評估工具，並開發相關app及應用程式

•運用BIM app進行住宅商品之環境品質量化評估，科學風水學

創新育成4G/5G產業項目(5)-BIM app

•運用BIM app 進行工程監造及工程測量

•運用BIM app 提供BIM模型之展示及協作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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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創新育成產業項目(6)-BIM 3D 列印

•運用BIM與3D列印技術結合，提供都市及建築外觀及風場模擬..

•運用BIM與3D列印技術結合，提供建築技術、工法之可行性…

潛力創新育成產業項目(7)-創新服務及電子商務

•運用BIM技術分解建築構件，提供舊建材交換及創意設計平台

•運用BIM技術建立社會參與機制，協助社區建立Co-Housing

比利時
Rotor網站

荷蘭鹿特丹
Hoogvilet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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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創新育成產業項目(N)-BIM產業生態系

•0到1，讓BIM數據提供新創的服務替代

•以整個城市為創新舞台，公私結合為青創建立馳騁揮灑的機會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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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設計

智慧
製造

BIM+AI 技術：
• 3D-BIM元件運用AR輔助設計
• 設施設備運轉資料經深度學習判讀
• BIM透過雲端，促進AEC產業鍊間的充份

溝通與合作；
• 設計師與業主與智慧設備系統商運用

BIM+AR/VR及進行數據溝通

城市建設工業4.0：
• 工廠接單設計成果M2M傳遞CNC智慧製造

城市施工管理：
• BIM+AR/MR/VR應用

新創產業聚落：
• BIM導入建材精密加工與設備製造、遠距生產與監造

AR化的電子商務：
• 建築構件與設施設備元件AR化，創新供應生態系及電子商務發展模式

BIM設備元件國際認證：
• 國際BIM設備元件認證，與國際智慧設計/製造接軌

設計
輔助

客製
化

虛實
整合

產品
數位
化

BIM
+AR+

IoT+AI

服務
數位化

整合
產業
鏈

永續
環保

建設工業4.0以BIM技術和物連網為核心，推動智慧營運、智慧設計、智慧製造、3D設備元件化

設備構件
元件化

---以BIM為物聯網的數據圖台之物件工業-

37

BIM提升桃園產業生態的效益

38

AI BIM AR/MR Media

國內外合作擴散

280



39

THANK  YOU
敬請指教

簡報部分圖片僅以示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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