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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景园林信息模型（LIM）需要面向设计实践的体系化应用研究。在此背景下探索硬件、软件、网络、

人员相结合的 LIM 技术应用体系构建方法，以形成有效地应用于设计实践的企业 LIM 平台。研究采取基于项

目的设计研究方法，历经理论研究阶段、系统规划阶段、分步实施阶段，构建了以 LIM 工作流为核心的风景

园林信息模型技术应用体系原型。该体系的构建方法包括开发 Autodesk Civil 3D 和 Revit 等关键软件的企业

模板，部署基于雾计算的 LIM 协同设计平台，编制 LIM 平台使用管理手册等。12 项实践项目的验证结果表明：

LIM 平台是具有实践意义的行业信息化发展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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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Landscape Information Modeling (LIM), it is necessary to perform systematic application 

research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rom professional practice. Under such a background, to establish the 

design enterprise LIM platform that effectively responds to the requirements from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ethods of establishing the LIM application system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hardware, 

software, network and teamwork. The research adopts a through-project-based designerly research  

approach. The research process includes theoretical study, system prototyping and system deployment. An 

experimental landscape information modeling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system, whose essential component 

is LIM workflow, is conducted by developing Autodesk Civil 3D and Revit enterprise templates, deploying 

“fog computing” technology-supported LIM coordinating design platform, as well as composing operating 

and managing manual. As the outcomes of 12 experimental design projects suggest, the LIM platform is 

a professionally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informationization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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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风景园林信息模型
风景园林信息模型（Landscape Information 

Modeling，简称 LIM）从广义上讲是以数字化

模型为载体的风景园林行业信息资源库，为行

业实践的各个环节和所有参与者提供信息输

入、存储、操作、输出的平台，是信息共享、

协同、互操作的基础，可在风景园林的规划、

设计、建造、养护、管理等生命周期的不同阶

段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1]。

按照行业实践中的使用目的划分，风景

园林信息模型包括：面向规划设计的 LIM、

面 向 工 程 建 造 的 LIM、 面 向 运 营 管 理 的

LIM。面向规划设计的 LIM 为规划设计实践

提供信息化的技术工具，主要作用于业务流

程中的项目方案设计阶段至施工图设计阶段；

面向工程建造的 LIM 是自动施工机械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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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管理的工具；面向运营管理的 LIM 作

为承载风景园林信息的数字模型在智慧城

市、智慧园林等应用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基于自身承载的数据内容和信息处理

能力，LIM 可以作为风景园林技术科学的研

究工具。

面向工程建设领域的实践，更为聚焦地

认识风景园林信息模型。LIM 的定义是创建

并利用数字化模型对风景园林工程项目的设

计、建造和运营全过程进行管理和优化的过

程、方法和技术。LIM 是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简称 BIM）针对风景园

林对象，面向风景园林工程项目这一特定场

景的应用。

笔者将研究对象进一步聚焦，特指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实践中主要作用于规划设计方

案至施工图设计环节的 LIM 技术。

2  研究背景
2.1  国家政策引领 BIM 技术作为行业信息

化发展路径

风景园林信息模型是 BIM 技术在风景

园林行业的应用。从 2001 年至今相关部门

陆续出台系列政策大力推动建筑业信息化进

程。近 10 年的国家政策明确了推动 BIM 实

施的目标，加强了推动 BIM 实施的力度。

目前虽无针对风景园林 BIM 的专门政策，

但是相关政策指明了通过 BIM 实现行业信

息化发展的路径，这应该作为风景园林行业

跟进的方向。

2015 年《关于推进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的

指导意见》发布之后，中国 23 个地区陆续

出台 BIM 技术推广应用的文件，全面贯彻落

实住建部发布的 BIM 技术指导政策。北京市、

深圳市、天津市、浙江省还发布了 BIM 相关

应用标准和导则，对于本地区相关企业应用

BIM 技术提供了指导规范和管理依据。

通过对相关政策的梳理可见，国家政策

和地方政策都在大力推动以 BIM 技术应用为

主要实施路径的建筑行业信息化发展。风景园

林行业广义上属于勘察设计和工程建造行业，

自身的信息化发展应该遵循国家和地方政策

的引领，以风景园林信息模型为方向，加快

相关技术的研究。

2.2  市场需求推动风景园林行业加快 LIM

技术研究

以 2008 北京奥运建设项目为契机，BIM

应用在中国市场快速发展 [2]。2010 年以来，大

型基础设施领域、勘察设计和工程建造部门

对 BIM 技术应用的要求不断提高。2014 年以

来，公共建筑、保障性住房等领域 BIM 应用

显著发展，在应用对象、实施主体、成果要求、

资金补贴等方面形成了规范的制度。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已有超过 20 个地区分别发布地

方政策指导建筑市场，推动 BIM 技术的市场

应用。

近年来，出现了由房地产企业推动的

LIM 应用，逐步形成企业标准。铁路、水利、

道桥等领域的大型国有建设集团发展总包式

的业务，将风景园林领域的工作也涵盖在内，

这类企业基于综合平台推动 BIM 应用，对

LIM 的需求也在增加。另外，随着雄安新区、

通州副中心等对技术应用具有前瞻性要求的

大型建设项目的开展，风景园林行业在此类

项目中也开始面临应用 LIM 技术和提交 LIM

成果的市场需求。可以预见在市场推动下，

设计企业必将面对应用 LIM 的市场需求。

2.3  技术发展趋势表明 LIM 是行业必需的

技术

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正深刻影响着规划

设计的工具与方法，风景园林实践面临工具

革新。20 世纪 90 年代，设计行业应用 CAD

等数字化工具替代手绘等方式，数字化工作

方式持续近 30 年。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规划设计技

术呈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

的发展趋势，在此趋势下风景园林行业的实

践迎来从数字化走向信息化，并展望智能化

和智慧化的时代。

LIM 技术是数字化到智能化之间的桥梁，

从应用数字化工具辅助制图到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辅助设计决策，风景园林行业只有发展 LIM

技术才能步入当今的技术体系，与广泛的专业

部门进行协作，也只有发展 LIM 技术才能面

向未来探索和布局智能化技术条件下的行业发

展。各实践主体在这一轮技术革新中越早行动，

在未来的发展中越易获得有利地位。

2.4  LIM 的发展需要面向实践的体系化应

用研究

中国现有的 LIM 研究以“新系统”构建 [3-5]、

发展动态介绍和技术展望为主 [6-9]。应用研究和

理论研究较少，相关的应用研究多以单独软件

功能的使用和结合工程项目的报告为主 [10-11]。

国际上发表的 LIM 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植物数

字化模型构建、GIS 开发等软件功能的开发

方面 [12]。基于规划设计和工程项目的体系化

应用研究甚少见诸报道。在此研究背景下，

开展面向行业实践需求的 LIM 体系化应用研

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  研究问题：LIM平台构建的技术方法
在目前的行业实践中，LIM 的体系化应用

远未充分展开。其原因包括：1）现有 BIM 软

件功能不能满足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的需

要；2）BIM 软件应用能力低下导致从事风景园

林规划设计的效率较传统工作方法低；3）依托

BIM 工具形成的规划设计成果难以与现行的管

理体系融合。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从行业实践的

实际需求出发构建 LIM 平台，综合性地提升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应用信息化设计工具

的能力。本研究探索硬件、软件、网络、人员

相结合的 LIM 技术应用体系构建方法，目标

是形成有效应用于设计实践的企业LIM平台。

4  研究方法：基于设计研究方法的技

术应用研究
研究坚持设计研究方法论，以规划设计

项目为研究的介质，将技术应用研究置于设

计思维框架内 [13]。同时，重点考虑新技术工

具与设计行为和设计过程的关系，即技术应

用研究与企业业务流程、管理机制之间的关

联与互动 [14]。

研究团队在设计企业的技术体系内实际

执行规划设计项目，技术应用研究则贯穿研究

团队执行的每个具体项目。研究坚持将 LIM

技术应用于实际项目，从而形成技术应用经

验积累；并及时对应用的过程进行理论总结

和技术回顾，形成可以指导下一个项目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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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点。

研究过程中的技术攻关重点解决从技术

应用和项目实践中涌现的具体问题：1）LIM

平台原型的搭建，包括硬件、软件部署和“互

联网 +”LIM 平台的网络环境建设；2）关键

软件的模板开发，主要指 Autodesk Civil 3D 和

Revit 的企业模板开发。

5  实验过程：清华产学研平台 5 年研

究历程
5.1  理论研究阶段

2013 年 4 月—2015 年 4 月，研究团队依

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博士后在站

科研项目启动 LIM 理论研究，对国内外信息

化技术的行业应用进行调查；对 BIM 技术发

展动态进行跟踪；系统梳理风景园林信息模

型的概念、发展历程、应用阻力，并探索可

行的技术路径；重点研究了面向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风景园林信息模型构建技术；同时以

大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为例，探索了在规划设

计项目中构建及应用 LIM 模型的技术方法 [15]。

研究为 LIM 平台应用奠定了基础。

5.2  平台原型规划与构建阶段

2015 年 5—12 月，研究团队依托北京清

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风景园林中

心启动企业 LIM 平台原型规划与构建。在此

期间重点针对软件供应、硬件供应、系统开

发、软件模板开发等技术服务进行市场调查；

对具有优秀 BIM 应用经验的企业进行走访调

研，了解 BIM 企业化应用的发展动态，考察

BIM 系统融入企业人员管理、质量管理、经

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研究团队对清华同衡

LIM 平台的基本构架、技术路径、软硬件构成、

实验团队的人员构成提出初步方案。

同时，研究团队启动企业信息化环境

现状调研，就企业信息门户、图文档管理系

统、三审流程、软件应用习惯、现有技术积

累、企业对 LIM 的应用需求等问题与各业务

部所、质量管理部门、经营管理部门等进行

充分沟通，搭建系统原型，开展内部技术交 

流等。

5.3  分步实施阶段

2016 年 1 月—2018 年 9 月，研究团队依

托企业内部科研课题“清华同衡 LIM 施工图

平台研究”对 LIM 技术的体系化应用分步展

开技术应用实验。实验分为3个技术攻关阶段：

LIM 软件模板开发、LIM 工作流开发、LIM

平台系统开发。

第 1 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选定核心软件，

开发企业 LIM 模板。在比较多种标准体系之

后，Autodesk Civil 3D 被选为核心软件。新模

板开发策略参照 ISO 9000 国际标准和现行国

家标准，兼顾传统二维设计习惯和未来三维设

计方法，对现行企业标准进行改良。企业模板

在应用于项目实践之后，根据反馈进行更新，

采取循环更新方式，使其更为贴近项目团队

工作习惯。

第 2 阶段的主要工作是 LIM 工作流开发，

核心任务包括 2 个方面：1）整合企业已有技

术储备，规范项目技术应用方法，实现项目

级别的团队协同；2）优化项目的设计流程，

保障 LIM 技术在项目过程中充分应用，探索

新技术对设计团队的赋能作用。

第 3 阶段的主要工作是 LIM 平台开发，

核心任务是完成“互联网 +”LIM 平台，从而

实现基于数据管理服务器的部所级别的团队

协同；完善企业组织知识管理；基于信息化、

平台化的技术方法优化企业质量管理流程；

提升设计流程的标准化程度和项目效率，进

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效果。

设计团队联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

系，引入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BIM 技术研究院开发的 “雾计算”技术，实

现了基于 Autodesk Vault 的数据管理功能和

多节点远程协同功能。根据平台构建情况进

一步规范员工操作流程，编写 LIM 平台使用

手册。

2018 年 10—12 月，研究团队依托清华大

学海外文教专家项目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第六分院的规划设计项目，展

开基于 Revit 的 LIM 工程应用实验。该阶段的

主要工作是开发 Revit 风景园林企业模板；完

善 LIM 平台，扩展企业 LIM 平台应用的范围；

拓展 LIM 工作流，从规划设计向施工建造发

展，逐渐推动 LIM 技术在企业平台上发挥全

周期作用。

6  研究成果：LIM 技术应用体系
6.1  以 LIM 工作流为核心的软硬件部署

研究团队实现硬件、软件的协同部署，

依托 LIM 服务器和 Autodesk 的多种 AEC BIM

软件开发了 LIM 工作流，针对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的需要实现多种 BIM 软件功能的组合应

用（图 1）。工作流保证了多源数据在数字模

型中的有效融合，允许信息以多种数据格式

呈现在不同的软件应用中，并根据特定应用

目的导出形式多样的数字交付成果。

6.2  关键 LIM 软件的企业模板开发

研 究 团 队 完 成 了 Autodesk Civil 3D 和

Revit 等 LIM 软件的企业模板开发，其中 Civil 

3D 企业模板完成开发工作和版本更新。模板

预设了与对象信息管理要求和设计实践习惯

相适应的标准图层；对模型构成要素所在图

层、显示方式、默认命名方式等内容进行了

定义；对标注的形式、位置、字体、字号等

内容进行了预设。根据项目组反馈，模板进

行了 4 次版本更新（图 2）。应用企业模板

构建模型，设计师的软件操作动作平均减少

75%，文件的标准性和一致性显著提高。研究

团队还开展了 Revit 的企业模板开发，目前仍

在不断实验和更新。

6.3  基于“雾计算”技术的“互联网+”LIM

协同设计平台

基于多节点分布式“雾计算”技术，研

究团队完成了 LIM 协同设计平台构建。设计

人员通过局域网或互联网登录平台后，可利

用虚拟桌面操作集中部署在 LIM 服务器上的

软件，开展设计工作。通过远程多节点协同，

可实现设计团队的异地协作（图 3）。

协同设计平台以数据管理服务器为核心，

其上部署 Autodesk Vault 文件管理和设计成果

版本控制系统（图 4）。该系统通过 Vault 文

件存储功能储存项目数据，通过 Vault 数据库

管理文件的特征数据和文件关系，从而提高数

据安全性，实现设计文件的版本管理。设计团

队依托数据管理服务器实现图文档管理、族库

管理等组织知识管理功能；以及企业内部协同

设计、外部协作、成果发布等信息化设计能力。

6.4  LIM 平台应用与管理手册

研究团队面向 LIM 平台用户和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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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管理文件数据结构

Tab. 1 Data structure of project management file

管理文件 说明

01 设计要求 外部要求（设计合同、技术协议、外部委托单）

02 设计策划 设计目标、设计人员安排、进度计划，标准规范要求

03 设计输入

专业设计要求文件 

一般分两级。一级是项目经理或总师对整个项目设计的要求，二级是各专业负责人对本专业设计人员的要求（要求包括：项目目标、

标准、七大质量特性、LIM 技术要求等）

04 外部接口 与甲方往来文件

05 内部接口
0501 自用区

互提资料，可以根据本单位情况，放提交其他专业（沟通区）或本专业（自用区）用的资料
0502 沟通区

06 设计控制

0601 设计评审 多专业方案评审意见

0602 设计验证（三级审核） 校核、审核、审定意见

0603 设计确认 业主、图审公司审核意见

07 设计输出 放完成的图纸、正在设计的文件

08 设计更改 设计变更通知单

09 设计服务 驻场记录、现场处理问题过程记录（问题单、处理意见等）

10 设计总结

11 会议纪要

1 LIM 工作流
LIM workflow

2 Civil 3D 标准图层编码（局部）
Standard layer code of Civil 3D template (partial content)

3 LIM 雾平台虚拟桌面界面
Virtual desktop interface of the fog LIM platform

4 LIM 平台设计成果版本管理界面
The interface of design outcome version management on 

LIM platform

员编制 LIM 平台应用与管理手册。LIM 平

台应用手册规范了平台的登录、登出规定，

各项操作流程，以及关键技术的标准化应用。

手册内容包括：平台操作流程、项目操作流

程、模型操作流程、关键技术操作方法等。

管理手册规定了网络环境设置、用户管理规

则、文档管理规则等内容。其中关于文档管

理，在数据管理服务器上，设计团队基于质

量管理思路，建立了项目管理文件的数据结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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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过程文件数据结构

Tab. 2 Data structure of project process file

过程文件 说明

00 PB- 项目底图 Project Base_ 项目基础模型：Civil 3D、GIS、Revit

01 PD- 调研与分析 Pre Design_ 项目前期工作：业务访谈、场地分析、用户调查、专题研究等

02 CD- 概念设计
Concept Design_ 项目设计概念：使用功能、设计意图、设计主题、设计导则、设计案例、

设计原则等

03 SD- 方案解析

Schematic Design_ 阐释设计方案的分析性成果：方案三维模型、分析底图、功能分区、交

通分析、空间布局、建设分期、关键节点、细化设计草图、方案评估与评价（数据模拟与

模型仿真）

04 DD- 扩初设计 Design Development_ 扩大初步设计：Revit、Civil 3D、Infraworks 等数字模型成果

05 CD- 施工图设计 Construction Documentation_ 施工图设计：从三维模型导出二维图纸，完善信息标注

表 3 LIM 技术应用验证性项目列表

Tab. 3 The list of LIM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verification project

编号 项目名称 技术应用验证要点

1 山东郓城彭庄湿地公园规划设计 地形建模、水体建模、沉降分析

2 林州黄华镇景观体系规划研究 地形建模、土方计算

3 泰州市凤城河风景区提升工程 施工图设计

4 扬州城遗址规划研究 地形建模

5 潍坊临朐九山镇规划研究 地形建模、水文过程数据模拟

6 中国重庆前沿科技城数字化场地设计专项规划 地形建模、土方计算、数据模拟

7 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规划研究 地形建模

8 延庆妫川广场 种植设计、动态图块预设

9 崇礼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地形建模、空间模型仿真

10 儋州市云月湖综合整治规划 地形建模、快速鸟瞰

11 乡愁贵州概念性规划 地形建模、方案模拟比较、快速鸟瞰

12 平潭十大公园（玉井公园）工程 地形建模、施工图出图、方案仿真模拟

构（表 1）；基于设计周期管理的思路，建

立了项目过程文件的数据结构（表 2）。

6.5  验证 LIM 技术的规划设计项目

研究团队依托项目开展技术应用试验，

积累了 12 项试验项目（表 3），形成了丰富

的 LIM 项目应用经验。

7  总结
LIM 技术的应用研究只有与设计企业紧

密结合才能取得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技术

成果。本研究基于设计企业的实践环境，深

度结合项目实践过程开展技术应用实验，在

研究方法上具有新意。研究成果直接作用于

生产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为对行业实践具体问题的回应，研究

团队提出并验证了企业 LIM 平台构建的技术

方法，塑造了设计企业应用 LIM 技术的能力：

完成硬件和软件部署、开发企业模板、构建

LIM 协同设计平台；通过项目实践积累了技

术应用经验并获得行业认可，其中“福建平潭

玉井公园”工程获得 2017 年中勘协第八届“创

新杯”BIM 大赛绿色设计 BIM 应用奖 [16]。以

上成果证明，研究团队提出的 LIM 平台构建

技术方法可以作为行业实践大规模应用 LIM

技术的可行路径。

注释：
图 3、4 为软件操作界面；其余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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