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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交通建设工程领域推广 BIM 技术实施工作方案的通

知》（深交〔2018〕358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交通建设领域

BIM 技术应用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

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协同管理；5.模型要求；6.交

付和审核。 

本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发布，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提出

并业务归口。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

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

路深燃大厦 B 座 7 楼，邮编：518000），以便修订时研用。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朱建斌   朱伟南   陈沸镔   卓鹏飞   王学坤   钟永胜 

               赖嘉华   季慕州   周  雷   徐晓宇   刘彦书   李  立 

               王  建   汪永田   吴宝荣   郑文宁   黄  飞   吴军伟 

               刘  杰   门程晨   李  星   周  琳   刘晓凤   贾海鹏 

               张  恒   王吾愚   胡  睿   邦建勇   李根强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张建平   季锦章   王欣南   朱宝峰   刘  建   郑爱元 

               陈贵立 

  本标准业务归口单位主要指导人员：于宝明   贾丽巍   何政军   吴东强   孔祥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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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深圳市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设计阶段的交付行为，提高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

型的应用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新建、改建、扩建的综合管廊工程在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阶段的模型成果交付。 

1.0.3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设计交付，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

广东省及深圳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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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  utility tunnel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for utility 

tunnel engineering 

在综合管廊工程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规划、设计、

施工、运维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简称模型。 

2.0.2  工程对象  engineering object 

构成综合管廊工程的建（构）筑物、功能系统（子系统）、构件、设备、零件等物理实

体及其集合。 

2.0.3  模型元素  BIM element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基本组成单元。 

2.0.4  模型精细度  level of model development（L） 

模型元素组织及几何信息、非几何信息的详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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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创建、交付应满足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各阶

段的设计深度要求。 

3.0.2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由模型元素组成，交付过程应以模型元素作为基本对象。 

3.0.3  模型创建前，设计单位应结合合同要求和模型应用需求，编制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

执行计划。 

3.0.4  模型创建时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和设计需要进行模型拆分，并考虑模型的续用性和

扩展性。 

3.0.5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应能够通过模型元素命名、分类编码和颜色快速识别模型元素

所表达的工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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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同管理 

4.0.1  建设单位宜建立协同管理制度，明确人员结构和职责分工，确定工作范围和权限，并

建立基于模型的沟通协调规则。 

4.0.2  模型创建过程中，同一工程各设计阶段在专业间、专业内应协同沟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统一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2  各专业模型创建前应根据工程特点合理确定统一的工程原点，并使用统一的单位与

度量制； 

3  相同类型的模型元素，定位基点的相对位置应相同； 

4  模型的版本管理应符合本标准第 5.4 节版本管理的规定。 

4.0.3  工程各参与单位宜基于协同管理平台进行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审核、交付与使用。 

4.0.4  协同管理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具有工程信息实时同步的功能； 

2  宜具有辅助制定业务流程的功能； 

3  宜具有分配参与者分级权限的功能； 

4  宜具有成果归档与管理的功能； 

5  应具有保证数据安全的功能。 

4.0.5  工程建设单位应协调各参与单位商定模型信息互用协议，明确模型互用的内容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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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型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应根据综合管廊工程设计交付深度要求创建模型。 

5.1.2  模型元素应以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表达工程对象的设计内容，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表达工程对象在设计各阶段中的全部设计内容； 

2  应根据各阶段设计深化的需要更新信息。 

5.1.3  模型元素宜根据工程对象的功能分类设置颜色，土建类工程对象宜采用软件默认的颜

色进行绘制，其他工程对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JGJ/T 448

的规定执行。 

5.2  模型精细度要求 

5.2.1  设计模型精细度等级代号及要求应符合表 5.2.1 的规定。 

表 5.2.1  设计模型精细度等级代号及要求 

名称 代号 形成阶段 

可行性研究模型 L100 可行性研究阶段 

初步设计模型 L200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模型 L300 施工图设计阶段 

5.2.2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模型元素交付要求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5.2.3  各级模型精细度对应的几何表达要求应符合表 5.2.3 的规定。 

表 5.2.3  各级模型精细度对应的几何表达要求 

代号 几何表达要求 

L100 应体现综合管廊工程对象基本的几何体量、位置和方向等信息 

L200 
应体现综合管廊工程对象的整体与重要局部的尺寸、形状、颜色、位置和方向等主

要外观的几何特征信息 

L300 
应满足建造、施工安装、采购等精细识别需求，体现综合管廊工程对象的整体与主

要局部的尺寸、形状、颜色、位置、方向和细节刻画等主要外观的几何特征信息 

5.2.4  各级模型精细度对应的信息交付要求应符合表 5.2.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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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各级模型精细度对应的信息交付要求 

代号 信息交付要求 

L100 
应包括模型元素的身份描述、位置、基本构造尺寸、可行性研究中需体现的技术参

数和其他用于成本估算的技术经济指标 

L200 
应包括 L100 等级的信息，增加初步设计中需体现的重要局部尺寸、技术参数和其

他用于工程概算编制的技术经济指标 

L300 
应包括 L200 等级的信息，增加施工图设计中需体现的详细构造尺寸、材料、性能、

工艺工法和其他用于工程预算编制的技术经济指标 

5.2.5  模型元素属性信息宜明确数据来源，属性值数据来源分类宜符合表 5.2.5 的规定。 

表 5.2.5  属性值数据来源分类 

数据来源 英文 简称 拼音简称 

建设单位 Owners 业主 YZ 

规划单位 Planers 规划 GH 

设计单位 Designers 设计 SJ 

勘察单位 Investigation Surveyors 勘察 KC 

审批单位 Commissioners 审批 SP 

工程管理单位 Engineering Managers 工管 GG 

资产管理单位 Asset Managers 资管 ZG 

软件 Softwares 软件 RJ 

5.2.6  应根据工程对象的类型和特点，在《城市道路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SJG 88

中选用适宜的类目和编码。 

5.2.7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工程总体信息交付要求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5.2.8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模型元素信息交付要求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R 的规定。 

5.3  命名规则 

5.3.1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及其交付物的命名应简明且易于辨识。 

5.3.2  文件夹结构及命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工程设计过程中创建文件夹，文件夹结构与命名宜符合表 5.3.2-1 的规定； 

表 5.3.2-1  文件夹结构与命名 

文件夹层级 命名方式 

第一级 工程简称 

第二级 文件夹类型 

第三级 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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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2-1  文件夹结构与命名 

文件夹层级 命名方式 

第四级 一级专业代码+（标段） 

第五级 二级专业代码+（标段） 

2  文件夹的名称宜由工程简称、文件夹类型、设计阶段、专业代码和标段依次组成，

以半角下划线“_”隔开，字段内部的词组宜以半角连字符“-”隔开，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工程简称宜采用可识别工程或单位工程的简要称号，可采用中文、英文或拼音首

字母，宜在执行计划中约定，工程简称不宜空缺； 

2）文件夹类型宜符合表 5.3.2-2 的规定； 

表 5.3.2-2  文件夹类型 

文件夹类型 内含文件主要适用范围 

审核中 已经设计完成并通过设计单位内部审核的文件，拟提交审核或正处于审核过程中 

存档 完成设计交付的文件 

外部参考 来源于工程参与单位，与设计相关的外部参考性文件 

3）设计阶段宜划分为可行性研究阶段、初步设计阶段和施工图设计阶段； 

4）综合管廊工程专业代码宜符合表 5.3.2-3 的规定，涉及多专业时可并列所涉及的专

业； 

表 5.3.2-3  综合管廊工程专业代码 

一级专业 
一级专业代码 

（拼音缩写） 
二级专业 

二级专业代码 

（拼音缩写） 

管廊结构 GL 

建筑 JZ 

结构 JG 

支护 ZH 

管线工程 GX 

给水、再生水管线 GS 

通信缆线 TX 

天然气管线 TRQ 

热力管线 RL 

电力电缆 DL 

附属设施 FS 

消防 XF 

通风 TF 

供配电 GPD 

照明 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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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2-3  综合管廊工程专业代码 

一级专业 
一级专业代码 

（拼音缩写） 
二级专业 

二级专业代码 

（拼音缩写） 

附属设施 FS 

监控 JK 

排水 PS 

标识 BS 

5）标段可采用表达工程标段信息的数字与拼音缩写组合。 

5.3.3  模型文件的名称应由顺序码、工程简称、设计阶段、专业代码、标段和版本号等字段

组成，以半角下划线“_”隔开，字段内部的词组宜以半角连字符“-”隔开，并宜符合下列

规定： 

1  顺序码宜采用数字编码，可自定义； 

2  工程简称、设计阶段、专业代码、标段等宜符合本标准第 5.3.2 条的规定； 

3  版本号用于说明版本变更情况，宜符合本标准第 5.4 节版本管理的规定。 

5.3.4  模型元素应根据工程、工程对象特征命名，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型元素命名宜根据管理需求，选取工程简称、专业代码、位置、标段、工程对象

名称和顺序码等字段组合而成； 

2  组成模型元素名称的字段不宜少于 2 个，不宜超过 4 个，以半角下划线“_”隔开，

字段内部的词组宜以半角连字符“-”隔开，各字符之间、符号之间、字符与符号之间均不

宜留空格； 

3  模型元素命名字段宜符合下列规定： 

1）工程简称、专业代码等相关要求宜符合本标准第 5.3.2 条的规定；  

2）位置、标段用于说明工程对象的所在位置或标段情况，宜依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

描述； 

3）工程对象名称宜反映专业分类或构件名称； 

4）顺序码相关要求宜符合本标准第 5.3.3 条的规定。 

5.3.5  模型视图的命名宜由专业代码、位置、标段和视图名称依次组成，以半角下划线“_”

隔开，字段内部的词组宜以半角连字符“-”隔开，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专业代码宜符合本标准表 5.3.2-3 的规定； 

2  位置、标段宜符合本标准第 5.3.4 条的规定； 

3  视图名称宜采用工程对象名称与具体视图类型组合的方式进行命名。 

5.4  版本管理 

5.4.1  各设计阶段的交付物应按照不同设计阶段进行版本管理，并应在文件命名中予以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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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版本管理应满足在设计成果交付过程中交接双方文件管理的需要，并具有可追溯性。 

5.4.3  发生版本变更时，应形成版本管理说明文件，并记录下列内容： 

1  版本变更的原因； 

2  版本变更的内容； 

3  变更依据的参考文件及对应版本。 

5.4.4  在同一交付阶段对同一交付物进行多次交付时，文件夹与文件版本应在满足文件命名

规则的基础上，在文件命名字段中添加版本号，版本号宜采用英文字母 V 与主版本号和子

版本号的组合进行标识。 

5.4.5  主版本号和子版本号应采用正整数表示，二者采用小数点“.”连接。 

5.4.6  在设计需求与前置条件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文件宜采用同一主版本号。子版本号管

理要求宜根据工程情况在执行计划中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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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付和审核 

6.1  一般规定 

6.1.1  设计单位应根据设计进度计划，交付各设计阶段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 

6.1.2  各设计阶段的交付物应包括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执行计划、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

和工程总体信息表，同时宜交付工程图纸和属性信息表。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执行计划应

独立交付，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工程总体信息表、工程图纸和属性信息表宜共同交付。 

6.1.3  模型信息可通过模型、表格、文档等方式表达，表达方式之间应具有关联访问关系。 

6.1.4  模型交付前，设计单位应开展内部质量审核。 

6.1.5  交付过程应由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及相关参与单位共同完成。 

6.1.6  交付的模型应具有唯一性，若因需求发生变更重新提交模型，交付成果应符合本标准

第 5.4 节版本管理的规定。 

6.2  交付物要求 

6.2.1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执行计划应根据工程需求分阶段制定，并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应包含工程名称、工程简称、工程编号、工程类型、工程规模、应用需

求等信息； 

2  工程中采用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以及涉及的标准名称和版本； 

3  模型元素的交付要求； 

4  各阶段模型元素的信息交付要求；  

5  软硬件工作环境，以及文件组织方式的简要说明； 

6  工程的进度计划安排及基础资源配置、人力资源配置； 

7  自定义的内容。 

6.2.2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基于模型元素进行信息交换和更新，并应将阶段交付物存档管理； 

2  应符合模型执行计划的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3  模型可索引其他类型的交付物，并应确保索引路径有效； 

4  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模型交付审核时信息不被编辑篡改，或在编辑时记录留痕； 

5  模型通过交付审核后，应删除冗余信息形成最终交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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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工程总体信息表应体现工程所处设计阶段的总体概况，宜采用表格或数据库的形式进

行交付。 

6.2.4  工程图纸宜基于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生成，并应符合工程制图相关标准的规定。 

6.2.5  属性信息表中属性值应从模型中提取，尚不具备的属性值可空缺。 

6.3  审核要求 

6.3.1  应基于经过建设单位确认的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执行计划、合同及补充文件开展模

型审核。 

6.3.2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审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结合相应设计阶段的交付要求，审核模型元素类型的完整性，及同类模型元素的

属性、格式和模型精细度的统一性； 

2  应审核模型元素与各专业图纸表达的一致性； 

3  应审核模型元素的组合、命名及模型视图的合规性； 

4  应根据执行计划确定的信息交付要求，审核不同设计阶段模型元素信息的符合性。 

6.3.3  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审核单位应对交付物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交付物经修改

且通过再次审核后，应由设计单位及审核单位共同签章确认形成审核报告，审核报告与交付

物一起移交建设单位。 

6.3.4  模型审核报告应具备模型基本描述、交付单位、审核单位、审核人员、审核日期、审

核过程、审核意见与审核结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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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表 A.0.1  管廊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工程对象 L100 L200 L300 信息交付要求 

总体设计 

管廊空间布局 ▲ ▲ ▲ C.0.1 

管廊断面 ▲ ▲ ▲ C.0.2 

管廊节点 ▲ ▲ ▲ C.0.3 

结构工程 

垫层 — △ ▲ D.1.1 

结构板 △ ▲ ▲ D.1.2 

结构梁 △ ▲ ▲ D.1.3 

结构柱 △ ▲ ▲ D.1.4 

结构墙 △ ▲ ▲ D.1.5 

变形缝 — △ ▲ D.1.6 

施工缝 — △ ▲ D.1.7 

止水带 — △ ▲ D.1.8 

建筑工程 

建筑墙 △ ▲ ▲ D.2.1 

建筑柱 △ ▲ ▲ D.2.2 

门 — △ ▲ D.2.3 

窗 — △ ▲ D.2.4 

楼梯 — △ ▲ D.2.5 

楼板 △ ▲ ▲ D.2.6 

监控室 — △ ▲ D.2.7 

栏杆 — △ ▲ D.2.8 

土方工程 

挖方 — △ ▲ E.1.1 

填方 — △ ▲ E.1.2 

地基处理 — △ ▲ E.1.3 

支护工程 

支护桩 △ △ ▲ E.2.1 

支撑 △ △ ▲ E.2.2 

围檩 △ △ ▲ E.2.3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A.0.2  管线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工程对象 L100 L200 L300 交付信息要求 

给水、 

再生水管线 

管道 △ ▲ ▲ F.0.1 

管件 三通 － △ ▲ F.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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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管线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工程对象 L100 L200 L300 交付信息要求 

给水、 

再生水管线 

管件 

四通 － △ ▲ F.0.2 

法兰 － △ ▲ F.0.3 

弯头 － △ ▲ F.0.4 

套管 － △ ▲ F.0.5 

异径管 － △ ▲ F.0.6 

伸缩接头 － △ ▲ F.0.7 

阀门 

球阀 － △ ▲ 

F.0.8 

蝶阀 － △ ▲ 

闸阀 － △ ▲ 

止回阀 － △ ▲ 

排气阀 － △ ▲ 

泄压阀 － △ ▲ 

仪表 

流量仪 － △ ▲ F.0.9 

压力表 － △ ▲ F.0.10 

真空表 － △ ▲ F.0.11 

渗漏检测仪 － △ ▲ F.0.12 

支吊架 － △ ▲ F.0.13 

滑移支座 － △ ▲ F.0.14 

支墩 － △ ▲ F.0.15 

排水管渠 

（雨水管） 

管道 △ ▲ ▲ F.0.1 

管渠 △ ▲ ▲ G.1.1 

管件 

三通 － △ ▲ 
F.0.2 

四通 － △ ▲ 

法兰 － △ ▲ F.0.3 

弯头 － △ ▲ F.0.4 

套管 － △ ▲ F.0.5 

异径管 － △ ▲ F.0.6 

伸缩接头 － △ ▲ F.0.7 

阀门 

球阀 － △ ▲ 

F.0.8 
闸阀 － △ ▲ 

蝶阀 － △ ▲ 

止回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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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管线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工程对象 L100 L200 L300 交付信息要求 

排水管渠 

（雨水管） 

仪表 压力表 － △ ▲ F.0.10 

支吊架 － △ ▲ F.0.13 

支墩 － △ ▲ F.0.15 

附属设施 

雨水口 － △ ▲ G.1.2 

检查井 － △ ▲ G.1.3 

井盖 － △ ▲ G.1.4 

排放口 － △ ▲ 
G.1.5 

跌水井 － △ ▲ 

排水设备 水泵 － △ ▲ G.1.6 

排水管渠 

（污水管） 

管道 管道 △ ▲ ▲ F.0.1 

管渠 管渠 △ ▲ ▲ G.1.1 

管件 

三通 － △ ▲ 
F.0.2 

四通 － △ ▲ 

法兰 － △ ▲ F.0.3 

弯头 － △ ▲ F.0.4 

伸缩接头 － △ ▲ F.0.7 

阀门 

球阀 － △ ▲ 

F.0.8 
闸阀 － △ ▲ 

碟阀 － △ ▲ 

止回阀 － △ ▲ 

仪表 压力表 － △ ▲ F.0.10 

支吊架 － △ ▲ F.0.13 

支墩 － △ ▲ F.0.15 

附属设施 

污水口 － △ ▲ 
G.2.1 

截污口 － △ ▲ 

污水收集

设施 

化粪池 － △ ▲ 

G.2.2 
隔油池 － △ ▲ 

蓄毒池 － △ ▲ 

沉淀池 － △ ▲ 

拍门 － △ ▲ G.2.3 

检查井 － △ ▲ G.1.3 

排污设备 
水泵 － △ ▲ G.1.6 

除臭设备 － △ ▲ G.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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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管线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工程对象 L100 L200 L300 交付信息要求 

热力管道 

热力管道 △ ▲ ▲ H.0.1 

管件 

三通 － △ ▲ 
F.0.2 

四通 － △ ▲ 

法兰 － △ ▲ F.0.3 

弯头 － △ ▲ F.0.4 

套管 － △ ▲ F.0.5 

异径管 － △ ▲ F.0.6 

补偿器 － △ ▲ H.0.2 

阀门 

闸阀 － △ ▲ 

F.0.8 

截止阀 － △ ▲ 

球阀 － △ ▲ 

蝶阀 － △ ▲ 

止回阀 － △ ▲ 

安全阀 － △ ▲ 

仪表 

流量仪 － △ ▲ F.0.9 

压力表 － △ ▲ F.0.10 

温度仪 － △ ▲ H.0.3 

天然气管道 

天然气管道 △ ▲ ▲ H.0.1 

管件 

三通 － △ ▲ 
F.0.2 

四通 － △ ▲ 

法兰 － △ ▲ F.0.3 

弯头 － △ ▲ F.0.4 

补偿器 － △ ▲ H.0.2 

阀门 

闸阀 － △ ▲ 

F.0.8 

蝶阀 － △ ▲ 

旋塞阀 － △ ▲ 

减压阀 － △ ▲ 

截止阀 － △ ▲ 

安全阀 － △ ▲ 

仪表 

流量仪 － △ ▲ F.0.9 

压力表 － △ ▲ F.0.10 

温度仪 － △ ▲ H.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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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管线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工程对象 L100 L200 L300 交付信息要求 

天然气管道 
支吊架 － △ ▲ F.0.13 

支墩 － △ ▲ F.0.15 

电力电缆 

电力电缆 － △ ▲ J.0.1 

电力电缆配件 － △ ▲ J.0.2 

电力电缆桥架 － △ ▲ J.0.3 

电力电缆桥架配件 － △ ▲ J.0.4 

变压器 － △ ▲ J.0.5 

配电箱 － △ ▲ J.0.6 

通信线缆 

通信线缆 － △ ▲ K.0.1 

通信线缆配件 － △ ▲ K.0.2 

通信线缆桥架 － △ ▲ K.0.3 

通信线缆桥架配件 － △ ▲ K.0.4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A.0.3  附属设施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工程对象 L100 L200 L300 信息交付要求 

管廊 

排水系统 

集水坑 － △ ▲ L.0.1 

排水沟 － △ ▲ L.0.2 

盖板 － △ ▲ L.0.3 

水泵 － △ ▲ G.1.6 

消防系统 

管道 △ ▲ ▲ F.0.1 

管件 

三通 － △ ▲ 
F.0.2 

四通 － △ ▲ 

法兰 － △ ▲ F.0.3 

弯头 － △ ▲ F.0.4 

套管 － △ ▲ F.0.5 

异径管 － △ ▲ F.0.6 

伸缩接头 － △ ▲ F.0.7 

阀门 － △ ▲ F.0.8 

仪表 
流量仪 － △ ▲ F.0.9 

压力表 － △ ▲ F.0.10 

滑移支座 － △ ▲ F.0.14 

支墩 － △ ▲ F.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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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3  附属设施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工程对象 L100 L200 L300 信息交付要求 

消防系统 

消火栓 － △ ▲ M.0.1 

喷淋 － △ ▲ M.0.2 

灭火器 － △ ▲ M.0.3 

高压细水雾灭火装置 － △ ▲ M.0.4 

支吊架 － △ ▲ F.0.13 

通风系统 

风管 △ ▲ ▲ N.0.1 

风管管件 － △ ▲ N.0.2 

风管附件 － △ ▲ N.0.3 

通风设备 － △ ▲ N.0.4 

支吊架 － △ ▲ F.0.13 

管廊内 

供配电、 

照明系统 

电力电缆 － △ ▲ J.0.1 

电力电缆配件 － △ ▲ J.0.2 

电力电缆桥架 － △ ▲ J.0.3 

电力电缆桥架配件 － △ ▲ J.0.4 

线管 － △ ▲ P.0.1 

线管配件 － △ ▲ P.0.2 

照明灯具 － △ ▲ P.0.3 

支吊架 － △ ▲ F.0.13 

配电箱 － △ ▲ J.0.6 

插座、开关 － △ ▲ P.0.4 

插座箱 － △ ▲ P.0.5 

监控与报警

系统 

摄像机 － △ ▲ Q.0.1 

综合显示屏 － △ ▲ Q.0.2 

视频设备机箱 － △ ▲ Q.0.3 

电源机柜 － △ ▲ Q.0.4 

组合控制台 － △ ▲ Q.0.5 

感温探测器 － △ ▲ Q.0.6 

感烟探测器 － △ ▲ Q.0.7 

手动报警按钮 － △ ▲ Q.0.8 

声光报警器 － △ ▲ Q.0.9 

火警模块箱 － △ ▲ Q.0.10 

通信线缆 － △ ▲ K.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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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3  附属设施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工程对象 L100 L200 L300 信息交付要求 

监控与报警

系统 

支吊架 － △ ▲ F.0.13 

配电屏 － △ ▲ Q.0.11 

标识系统 

导向标识 － △ ▲ R.0.1 

功能标识 － △ ▲ R.0.2 

管理标识 － △ ▲ R.0.3 

警示标识 － △ ▲ R.0.4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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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工程总体信息交付要求 

表 B  工程总体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基本信息 

工程名称 文本 － ▲ ▲ ▲   

工程性质 文本 － ▲ ▲ ▲ 如新建、改建、扩建 

工程编号 文本 － △ △ △   

工程地址 文本 － ▲ ▲ ▲   

工程内容 文本 － ▲ ▲ ▲   

路线长度 数值 km ▲ ▲ ▲   

设计标段划分 文本 － － △ △   

施工标段划分 文本 － － △ △   

工程工期 文本 － △ ▲ ▲   

资金来源 文本 － ▲ ▲ ▲ 如政府投资、社会资金等 

工程总投资 数值 万元 ▲ ▲ ▲   

建设单位 文本 － ▲ ▲ ▲   

勘察单位 文本 － ▲ ▲ ▲   

设计单位 文本 － ▲ ▲ ▲   

咨询单位 文本 － △ ▲ ▲   

管廊土建 

设计信息 

管廊类型 文本 － ▲ ▲ ▲ 
干线管廊、支线管廊、缆

线管廊、预留结构层 

结构安全等级 文本 － ▲ ▲ ▲   

设计使用年限 数值 年 ▲ ▲ ▲  

施工工法 文本 － ▲ ▲ ▲ 
现浇、预制拼装、整体预

制装配式、暗挖法 

用地面积 数值 亩 ▲ ▲ ▲   

起点桩号 文本 － ▲ ▲ ▲   

终点桩号 文本 － ▲ ▲ ▲   

标准基准宽度 数值 m ▲ ▲ ▲   

标准横断面类型 文本 － ▲ ▲ ▲ 单舱、双舱、多舱 

总填方量 数值 m³ △ ▲ ▲   

总挖方量 数值 m³ △ ▲ ▲   

抗震设防分类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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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工程总体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管廊土建 

设计信息 

抗震设防烈度 文本 － △ ▲ ▲ 6、7、7.5、8、8.5、9 度 

裂缝控制等级 文本 － △ ▲ ▲   

抗力系数 数值 － △ ▲ ▲  

继电保护方式 文本 － △ ▲ ▲   

负荷等级 文本 － △ ▲ ▲   

雷电防护等级 文本 － △ ▲ ▲   

接地制式 文本 － △ ▲ ▲   

安防等级 文本 － △ ▲ ▲  

防水等级 文本 － △ ▲ ▲   

防洪、防潮标准 文本 － △ ▲ ▲  

防涝标准 文本 － △ ▲ ▲  

给水、再

生水管道

设计信息 

城市用水量 数值 m³ ▲ ▲ ▲   

给水管径范围 文本 － ▲ ▲ ▲   

敷设深度 数值 m △ △ △  

舱室名称 文本 － △ △ △  

管材颜色 文本 － △ ▲ ▲  

排水管渠

（雨水）

设计信息 

设计重现期 数值 年 ▲ ▲ ▲  

雨（洪）水设计流量 数值 m³ ▲ ▲ ▲  

地面种类 文本 － ▲ ▲ ▲  

径流系数 数值 － ▲ ▲ ▲  

工程周边现状水系情况 文本 － ▲ ▲ ▲  

管道基础种类 文本 － △ △ △  

排水管渠

（污水）

设计信息 

污水量 数值 m³ ▲ ▲ ▲  

综合生活污水量 

总变化系数 
数值 － ▲ ▲ ▲  

工程周边现状水系情况 文本 － ▲ ▲ ▲  

管道基础种类 文本 － △ △ △  

天然气 

管道 

设计信息 

用气量 数值 m³ ▲ ▲ ▲  

设计压力 数值 MPa ▲ ▲ ▲  

管径范围 文本 － ▲ ▲ ▲  

敷设深度 数值 m △ △ △  

舱室名称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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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工程总体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天然气 

管道 

设计信息 

管材颜色 文本 － △ △ ▲  

分段阀门距离 数值 km ▲ ▲ ▲  

电力电缆

系统设计

信息 

用电负荷 数值 kVA ▲ ▲ ▲  

额定电压 数值 kV ▲ ▲ ▲  

工程周边现状情况 文本 － ▲ ▲ ▲  

敷设深度（架空高度） 数值 m △ △ △  

与建筑物直接最小距离 数值 m △ △ △  

舱室名称 文本 － △ △ △  

通信线缆

系统设计

信息 

固话/宽带普及率 数值 % ▲ ▲ ▲  

通信管道容量 文本 － ▲ ▲ ▲ 如 12φ110 

敷设深度（架空高度） 数值 m △ △ △  

舱室名称 文本 － △ △ △  

设计依据 

项目建议书 文件链接 － ▲ ▲ ▲   

立项批复文件 文件链接 － ▲ ▲ ▲   

选址意见书 文件链接 － △ ▲ ▲   

编制依据 文本 － ▲ ▲ ▲   

参考规范 文本 － ▲ ▲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文件链接 － － －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文件链接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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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总体设计信息交付要求 

表 C.0.1  管廊空间布局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如 K0+000～K7+350 

管廊基线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管廊桩号中心

线坐标 

构造尺寸 

廊体长度 数值 cm ▲ ▲ ▲  

廊体宽度 数值 cm ▲ ▲ ▲  

廊体高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与相邻地下管线或地下

构筑物的最小净距 
数值 m ▲ ▲ ▲   

转弯半径 数值 m ▲ ▲ ▲  

纵向坡度 数值 % ▲ ▲ ▲  

工程面积 数值 m
2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C.0.2  管廊断面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廊顶标高 数值 m － △ ▲ 管廊桩号中心线坐标 

廊底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净宽 数值 cm ▲ ▲ ▲   

净高 数值 cm ▲ ▲ ▲   

覆土深度 数值 cm － ▲ ▲   

横坡 数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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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2  管廊断面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板厚 数值 cm － ▲ ▲ 按底板、中板、顶板区分 

墙厚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断面形状 文本 － － △ ▲   

分舱形式 文本 － ▲ ▲ ▲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³ － △ ▲  

钢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预应力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采用预制工法时填写 

预应力筋材料用量 数值 kg － △ ▲  

张拉方式 文本 － － △ ▲ 采用预制工法时填写 

张拉要求 文本 － － △ ▲ 采用预制工法时填写 

接头形式 文本 － － △ ▲ 采用预制工法时填写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如现浇、预制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C.0.3  管廊节点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廊顶标高 数值 m － △ ▲ 管廊桩号中心线坐标 

廊底标高 数值 m － △ ▲  

孔口标高 数值 m － ▲ ▲  

覆土深度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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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3  管廊节点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板厚 数值 cm － ▲ ▲  

墙厚 数值 cm － ▲ ▲  

横坡 数值 % － △ ▲   

设计信息 

分舱形式 文本 － ▲ ▲ ▲   

节点类型 文本 － － △ ▲ 

人员出入口、逃生口、吊

装口、进风口、排风口、

管线分支口、投料口、交

叉口、端部井等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³ － △ ▲  

钢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预应力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采用预制工法时填写 

预应力筋材料用量 数值 kg － △ ▲  

张拉方式 文本 － － △ ▲ 采用预制工法时填写 

张拉要求 文本 － － △ ▲ 采用预制工法时填写 

接头形式 文本 － － △ ▲ 采用预制工法时填写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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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管廊建筑、结构专业信息交付要求 

表 D.1  结构工程 

表 D.1.1  垫层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坡度 数值 % － △ ▲  

设计信息 

受弯承载力 数值 MPa － △ ▲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防水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1.2  结构板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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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1.2  结构板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坡度 数值 % △ ▲ ▲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承载力标准值 数值 MPa － ▲ ▲  

承载力极限值 数值 MPa － ▲ ▲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耐火等级 文本 － － △ ▲ 
如一级、二级、三级、四

级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1.3  结构梁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信息 

梁长 数值 cm △ ▲ ▲   

梁宽 数值 cm △ ▲ ▲   

梁高 数值 cm △ ▲ ▲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承载力标准值 数值 MPa － ▲ ▲   

承载力极限值 数值 MP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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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1.3  结构梁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耐火等级 文本 － － △ ▲ 
如一级、二级、三级、四

级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1.4  结构柱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截面类型 文本 － － ▲ ▲ 方柱、圆柱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耐火等级 文本 － － △ ▲ 
如一级、二级、三级、四

级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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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1.4  结构柱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1.5  结构墙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耐火等级 文本 － － △ ▲ 
如一级、二级、三级、四

级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1.6  变形缝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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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1.6  变形缝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填充物尺寸 数值 cm － － △   

盖缝板尺寸 数值 cm － △ ▲   

安装构件尺寸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变形缝类型 文本 － － △ ▲ 
如伸缩缝、沉降缝、温度

缝、防震缝等 

变形缝填料要求 文本 － － △ ▲  

变形缝填料用量 数值 － － △ ▲ m
3
或 kg 按实际材料填写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如抗渗性、抗侵蚀性等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1.7  施工缝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深度 数值 cm － △ ▲   

填充物尺寸 数值 cm － － △   

安装构件尺寸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施工缝填料要求 文本 － － △ ▲  

施工缝填料用量 数值 － － △ ▲ m
3
或 kg 按实际材料填写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如抗渗性、抗侵蚀性等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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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8  止水带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止水带类型 文本 － － △ ▲ 中埋式、外贴式 

止水带规格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如橡胶、镀锌钢板或自粘

丁基橡胶钢板 

材料用量 数值 m － △ ▲  

拉伸强度 数值 MP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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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建筑工程 

表 D.2.1  建筑墙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砌块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砌块用量 数值 m
3
 － △ ▲  

耐火等级 文本 － － △ ▲ 
如一级、二级、三级、四

级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2.2  建筑柱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顶标高 数值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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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2.2  建筑柱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截面类型 文本 － － ▲ ▲ 方柱、圆柱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装饰材料要求 文本 － － △ ▲   

耐火等级 文本 － － △ ▲ 
如一级、二级、三级、四

级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2.3  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门体数量 数值 扇 － － ▲  

装饰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防火门等级 文本 － － △ ▲ 
如 A 类、B 类、C 类防火

门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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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2.3  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2.4  窗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安装高度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窗体类型 文本 － － △ ▲ 如推拉窗、百叶窗 

窗体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如窗框材料、窗内玻璃材

料 

窗框材料数量 数值 m － △ ▲  

窗内玻璃材料数量 数值 m
2
 － △ ▲  

窗体数量 数值 扇 － － ▲  

装饰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防火窗等级 文本 － － △ ▲ 
如 A 类、B 类、C 类防火

窗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现浇、预制等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2.5  楼梯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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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2.5  楼梯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楼梯平台标高 数值 m △ △ ▲  

楼梯底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梯段宽度 数值 cm △ △ ▲   

梯段高度 数值 cm △ △ ▲  

楼梯面数 数值 级 △ △ ▲  

踏面高度 数值 cm △ △ ▲  

踏板深度 数值 cm △ △ ▲  

楼梯平台宽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钢材要求 文本 － － △ ▲  

钢材用量 数值 kg － △ ▲   

装饰材料要求 文本 － － △ ▲   

耐火等级 文本 － － △ ▲ 
如一级、二级、三级、四

级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2.6  楼板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楼板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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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2.6  楼板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2.7  监控室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面积 数值 m

2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D.2.8  栏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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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2.8  栏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如不锈钢、铸铁等 

材料用量 数值 kg － － ▲ 
或 m

3
根据材料类型填写

用量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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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开挖支护信息交付要求 

表 E.1  土方工程 

表 E.1.1  挖方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深度 数值 cm － △ ▲   

放坡比例 文本 － － △ ▲ 如 i=1:0.75 

设计信息 

挖方类型 文本 － － △ ▲ 如挖土方、挖石方 

挖方量 数值 m
3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如放坡开挖、垂直开挖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E.1.2  填方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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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1.2  填方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高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填方类型 文本 － － △ ▲ 如填土方、填石方 

填方量 数值 m
3
 － △ ▲   

压实度 数值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E.1.3  地基处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深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地基处理方法 文本 － － △ ▲ 
如换填垫层法、强夯法、

砂石桩法、振冲法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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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支护工程 

表 E.2.1  支护桩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顶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桩径 数值 cm △ △ ▲   

桩长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支护桩类型 文本 － － △ ▲ 

如钻孔灌注桩、三轴搅拌

桩、SWM 工法桩、钢板桩

等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钢材要求 文本 － － △ ▲  

钢材用量 数值 kg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E.2.2  支撑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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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2.2  支撑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支撑类型 文本 － － △ ▲ 如钢支撑、混凝土支撑等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钢材要求 文本 － － △ ▲  

钢材用量 数值 kg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E.2.3  围檩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围檩类型 文本 － － △ ▲ 如钢围檩、混凝土围檩等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钢材要求 文本 － － △ ▲  

钢材用量 数值 kg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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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给水、再生水管道信息交付要求 

表 F.0.1  管道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底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管道长度 数值 m △ ▲ ▲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壁厚 数值 mm － △ ▲  

坡度 数值 %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接口方式 文本 － － △ ▲  

管道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如球墨铸铁管、塑料管等 

管道材料用量 数值 m － － ▲  

涂料要求 文本 － － △ ▲  

涂料用量 数值 kg － － ▲  

公称压力 数值 MPa － △ ▲  

流量 数值 m
3
/h － △ ▲  

严密性试验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F.0.2  三通及四通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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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0.2  三通及四通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壁厚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三通/四通数量 数值 个 － － ▲  

公称压力 数值 MP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F.0.3  法兰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法兰内径 数值 mm － △ ▲  

法兰外径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法兰类型 文本 － － △ ▲ 

如螺纹连接（丝扣连接）

法兰、焊接法兰和卡夹法

兰等 

法兰型号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法兰数量 数值 个 － △ ▲  

公称压力 数值 MPa － △ ▲  

连接要求 文本 － － △ ▲ 
如螺栓、螺母要求，垫片

要求等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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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0.4  弯头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壁厚 数值 mm － △ ▲  

转弯半径 数值 mm － △ ▲  

转变角度 数值 °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弯头数量 数值 个 － － ▲  

公称压力 数值 MP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F.0.5  套管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壁厚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套管数量 数值 根 － － ▲  

密封措施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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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0.6  异径管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大头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小头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异径管数量 数值 个 － － ▲  

公称压力 数值 MP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F.0.7  伸缩接头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壁厚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伸缩接头数量 数值 个 － － ▲  

伸缩量 数值 m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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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0.7  伸缩接头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使用寿命 文本 h － △ ▲  

公称压力 数值 MP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F.0.8  阀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球阀、闸阀、蝶阀、止回

阀等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阀门数量 数值 个 － － ▲  

压力等级 数值 MPa － △ ▲  

流量 数值 m
3
/h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F.0.9  流量仪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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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0.9  流量仪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流量仪类型 文本 － － △ ▲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流量仪数量 数值 个 － － ▲  

流量 数值 m
3
/h － △ ▲  

仪表量程 文本 － － △ ▲  

精度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F.0.10  压力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压力表类型 文本 － － △ ▲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压力表数量 数值 个 － － ▲  

仪表量程 文本 － － △ ▲  

精度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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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0.11  真空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真空表类型 文本 － － △ ▲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真空表数量 数值 个 － － ▲  

仪表量程 文本 － － △ ▲  

精度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F.0.12  渗漏检测仪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渗漏检测仪数量 数值 台 － － ▲  

灵敏度要求 文本 － － △ ▲  

选频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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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0.13  支吊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支吊架类型 文本 － － △ ▲ 
固定支架、可调刚性支

架、承重支架等 

支吊架数量 数值 个 － △ ▲  

钢材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钢材材料用量 数值 kg － － ▲  

荷载要求 文本 － － △ ▲  

机械性能 文本 － － △ ▲  

抗震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F.0.14  滑移支座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管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支座类型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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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0.14  滑移支座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支座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滑移支座数量 数值 个 － － ▲  

荷载要求 文本 － － △ ▲  

设计位移 数值 mm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F.0.15  支墩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横向宽度 数值 cm － △ ▲  

纵向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给水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支墩类型 文本 － － △ ▲  

支墩数量 数值 个 － － ▲  

混凝土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分布间距 数值 m － △ ▲  

荷载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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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排水管渠信息交付要求 

表 G.1  排水管渠（雨水） 

表 G.1.1  管渠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底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高度 数值 cm △ ▲ ▲  

坡度 数值 % － ▲ ▲  

设计信息 

排水管渠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管渠类型 文本 － － △ ▲ 如盖板渠、箱渠等 

混凝土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G.1.2  雨水口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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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1.2  雨水口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定位信息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雨水口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深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排水管渠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混凝土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砌块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砌块用量 数值 m
3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G.1.3  检查井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深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排水管渠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混凝土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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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1.3  检查井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砌块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砌块用量 数值 m
3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G.1.4  井盖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主要尺寸 文本 － － △ ▲ 
如矩形（长 x 宽 x 高）、

圆形（直径）等 

设计信息 

排水管渠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如不锈钢、球墨铸铁等 

井盖数量 数值 个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G.1.5  排放口及跌水井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深度 数值 c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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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1.5  排放口及跌水井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排水管渠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混凝土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砌块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砌块用量 数值 m
3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G.1.6  水泵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入口管径 数值 mm － △ ▲  

出口管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排水管渠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水泵类型 文本 － － △ ▲ 
如离心泵、往复泵、混流

泵等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水泵数量 数值 台 － － ▲  

扬程 数值  m － △ ▲  

流量 数值 m
3
/h － △ ▲  

额定功率 数值 kW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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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1.6  水泵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G.2  排水管渠（污水） 

表 G.2.1  污水口/截污口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深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排水管渠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混凝土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砌块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砌块用量 数值 m
3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G.2.2  污水收集设施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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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2.2  污水收集设施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深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排水管渠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设施类型 文本 － － △ ▲ 
如隔油池、沉淀池、蓄毒

池等 

混凝土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钢筋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钢筋用量 数值 kg － － ▲  

砌块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砌块用量 数值 m
3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G.2.3  拍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主要尺寸 文本 － － △ ▲ 
如圆形（公称直径）、方形

（边长）等 

设计信息 

排水管渠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拍门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如不锈钢、玻璃钢等 

拍门数量 数值 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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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2.3  拍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公称压力 数值 MP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G.2.4  除臭设备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排水管渠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除臭方式 文本 － － △ ▲ 
如物滤池除臭、化学洗涤

除臭、离子除臭等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除臭设备数量 数值 台 － － ▲  

额定电压 数值 V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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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天然气管道信息交付要求 

表 H.0.1  天然气及热力管道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管底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 △ ▲ ▲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壁厚 数值 mm － △ ▲  

坡度 数值 % － △ ▲  

设计信息 

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管道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管道材料用量 数值 m － － ▲  

公称压力 数值 MPa － △ ▲  

焊接要求 文本 － － △ ▲  

严密性试验要求 文本 － － △ ▲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H.0.2  补偿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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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0.2  补偿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壁厚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补偿器类型 文本 － － △ ▲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补偿器数量 数值 个 － － ▲  

使用寿命 文本 h － △ ▲  

补偿量 数值 mm － △ ▲  

公称压力 数值 MP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H.0.3  温度仪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道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温度仪类型 文本 － － △ ▲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温度仪数量 数值 个 － － ▲  

仪表量程 文本 － － △ ▲  

精度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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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电力电缆系统信息交付要求 

表 J.0.1  电力电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 － △ ▲  

截面面积 数值 mm
2
 － △ ▲  

设计信息 

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线缆用量 数值 m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J.0.2  电力电缆配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主要尺寸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配件类型 文本 － － △ ▲ 如接线子、电缆头等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配件数量 数值 个 － － ▲  

导电性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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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0.3  电力电缆桥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桥架形式 文本 － － △ ▲ 如槽式、梯架式等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桥架材料用量 数值 kg － △ ▲  

荷载强度 数值 kN/m
2
 － △ ▲  

接地形式 文本 － － △ ▲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J.0.4  电力电缆桥架配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配件类型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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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J.0.4  电力电缆桥架配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配件数量 数值 个 － － ▲  

接地形式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J.0.5  变压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占位长度 数值 mm － △ ▲  

占位宽度 数值 mm － △ ▲  

占位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供电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变压器类型 文本 － － △ ▲ 
如三相干式变压器、箱式

变压器、地埋式变压器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变压器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变压器数量 数值 台 － △ ▲  

能耗级别 文本 － － △ △  

额定容量 数值 kVA － △ ▲  

联结组标号 文本 － － △ ▲  

短路阻抗 数值 % － △ △  

防护等级 文本 － － △ △  

质量 数值 kg － － △  

安装方式 文本 － － － △  

防腐措施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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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0.6  配电箱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配电箱数量 数值 个 － － △  

设备容量 文本 － － △ ▲  

计算电流 数值 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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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通信线缆系统信息交付要求 

表 K.0.1  通信线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 － △ ▲  

直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线缆类型 文本 － － △ ▲ 
如光纤、双绞线、同轴线

缆等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线缆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线缆用量 数值 m － － ▲  

芯数 数值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K.0.2  通信线缆配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主要尺寸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配件类型 文本 － － △ ▲ 如接线子、线缆接头等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配件数量 数值 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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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0.2  通信线缆配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K.0.3  通信线缆桥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模型元素编码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桥架形式 文本 － － △ ▲ 如槽式、梯架式等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桥架材料用量 数值 kg － － ▲  

荷载强度 数值 kN/m
2
 － △ ▲  

耐久性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K.0.4  通信线缆桥架配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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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0.4  通信线缆桥架配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配件类型 文本 － － △ ▲ 如弯通、三通等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配件数量 数值 个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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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管廊排水系统信息交付要求 

表 L.0.1  集水坑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深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排水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L.0.2  排水沟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标高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深度 数值 cm △ ▲ ▲  

坡度 数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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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0.2  排水沟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排水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混凝土要求 文本 － － △ ▲  

混凝土用量 数值 m
3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L.0.3  盖板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桩号范围 文本 － － ▲ ▲   

相对位置 文本 －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cm － ▲ ▲   

宽度 数值 cm － ▲ ▲   

厚度 数值 cm － ▲ ▲   

设计信息 

排水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如钢筋混凝土、不锈钢等 

材料用量 数值 m
3
 － － ▲ 

或 kg,根据材料类型填写

用量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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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  消防系统信息交付要求 

表 M.0.1  消火栓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消防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消火栓系统类型 文本 － － △ ▲ 
如湿式消火栓系统、干式

消火栓系统等 

消火栓数量 数值 个 － － ▲  

设计流量 数值 L/s － △ ▲  

消防水枪数 数值 支 － － △  

每根竖管设计流量 数值 L/s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M.0.2  喷淋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高度 数值 mm － △ ▲   

管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消防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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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M.0.2  喷淋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喷头类型 文本 － － △ ▲ 

如直立型洒水喷头、下垂

型洒水喷头、吊顶型洒水

喷头、带保护罩的洒水喷

头等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喷头数量 数值 个 － － ▲  

流量系数 数值 － － － ▲   

公称压力 数值 MP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如喷头与障碍物的距离、

喷头与端墙的距离等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M.0.3  灭火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高度 数值 mm － △ ▲   

直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箱内灭火器类型 文本 － － △ ▲ 
如泡沫、干粉、卤代烷、

二氧化碳、清水等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M.0.4  高压细水雾灭火装置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高度 数值 m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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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M.0.4  高压细水雾灭火装置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管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消防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喷头类型 文本 － － △ ▲ 
如闭式系统、开式系统、

局部开式系统等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数量 数值 个 － － ▲   

间距 数值 m － － ▲  

系统设计流量 数值 L/min － － ▲  

喷头设计流量 数值 L/min － － ▲  

持续喷雾时间 数值 min － － ▲  

系统最大工作压力 数值 MP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如细水雾喷头、管道与电

气设备带电部分的最小

安全净距、喷头与无绝缘

带电设备的最小距离、防

尘措施、防油脂措施等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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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N  通风系统信息交付要求 

表 N.0.1  风管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起点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中间点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终点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 △ ▲ ▲   

外径 数值 mm － ▲ ▲   

内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通风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风管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风管材料用量 数值 m － △ ▲   

压力等级 文本 － － － ▲   

防护措施 文本 － － － ▲  

密封要求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N.0.2  风管管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壁厚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通风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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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N.0.2  风管管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管件类型 文本 － － △ ▲ 如三通、四通、法兰等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管件数量 数值 个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N.0.3  风管附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壁厚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通风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风管附件类型 文本 － － △ ▲ 如支墩、滑移支座等 

连接方式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附件数量 数值 个 － － ▲   

耐火极限 数值 h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N.0.4  通风设备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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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N.0.4  通风设备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通风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设备类型 文本 － － △ ▲ 
如除尘器、风机、消声器

等 

设备数量 数值 个 － － ▲  

风量 数值 m
3
/s － － ▲ 

根据实际设备类型增减 静压 数值 MPa － － ▲ 

电机转速 数值 r/min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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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P  廊内供配电、照明系统信息交付要求 

表 P.0.1  线管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起点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中间点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终点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 － △ ▲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照明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线管材料数量 数值 m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P.0.2  线管配件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公称直径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照明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配件类型 文本 － － － △ 如套管、伸缩接头等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配件数量 数值 个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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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0.3  照明灯具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灯具安装间距 数值 m － △ ▲  

灯具安装高度 数值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照明灯具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照明、附属管

线照明 

照明类型 文本 － － △ ▲ 
如普通照明灯、应急照明

灯等 

光源类型 文本 － － △ ▲  

灯具数量 数值 个 － － △  

功率 数值 W － △ ▲  

使用寿命 数值 h － △ ▲  

安装方式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P.0.4  插座及开关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照明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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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0.4  插座及开关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插座、开关类型 文本 － － △ ▲  

插座、开关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插座、开关数量 数值 个 － － ▲  

额定电压 数值 V － △ ▲  

额定电流 数值 A － △ ▲  

相数 数值 － － － ▲  

级数 数值 － － － △  

联数 数值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数值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P.0.5  插座箱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照明管线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插座箱数量 数值 个 － － △  

设备容量 文本 － － △ ▲  

计算电流 数值 A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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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Q  监控与报警系统信息交付要求 

表 Q.0.1  摄像机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摄像机类型 文本 － － △ ▲ 如球型机、枪机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摄像机数量 数值 个 － － ▲  

图像传感器 文本 － － － △   

有效图像尺寸 文本 － － － △   

照度 数值 Lux － － △   

镜头要求 文本 － － － △   

IP 防护等级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Q.0.2  综合显示屏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78 

续表 Q.0.2  综合显示屏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构造尺寸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显示屏类型 文本 － － △ ▲  

显示屏数量 数值 台 － － ▲  

可视面积 文本 － － － △   

高宽比 文本 － － － △   

最大分辨率 文本 － － － △   

像素间距 文本 － － － △   

亮度 数值 cd/m
2
 － － △   

对比率 数值 － － － △  

视角 数值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Q.0.3  视频设备机箱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机箱类型 文本 － － △ ▲  

机箱数量 数值 台 － － △  

IP 防护等级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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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0.4  电源机柜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机柜类型 文本 － － △ ▲  

机柜数量 数值 台 － － ▲  

IP 防护等级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Q.0.5  组合控制台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控制台数量 数值 个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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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0.6  感温探测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感温探测器类型 文本 － － － ▲ 
如双波长火焰探测器、分

布式感温光纤探测器 

感温探测器数量 数值 个 － － ▲  

监测范围 文本 － － － △  

IP 防护等级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Q.0.7  感烟探测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感烟探测器类型 文本 － － △ ▲ 
离子型、光电型、激光型、

电容型半导体型等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感烟探测器数量 数值 个 － － ▲  

温度分辨率 数值 － － － △  

通道数 数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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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Q.0.7  感烟探测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最大探测点数 数值 － － － △  

监测范围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Q.0.8  手动报警按钮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按钮数量 数值 个 － － ▲  

IP 防护等级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Q.0.9  声光报警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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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Q.0.9  声光报警器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规格型号 文本 － － － ▲  

报警器数量 数值 个 － － ▲  

工作电压 数值 V － － △ 如 DC 24V 

工作电流 数值 mA － － △ 如 95mA 

发光频率 数值 次/分 － － △ 如≥20 次/分 

报警声压 数值 dB － － △ 如≥75dB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如品牌、规格/型号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Q.0.10  火警模块箱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构造尺寸 

长度 数值 mm － △ ▲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模块数量 数值 个 － － ▲  

IP 防护等级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如品牌、规格/型号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Q.0.11  配电屏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83 

续表 Q.0.11  配电屏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厚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监控系统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监控、附属管

线监控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数量 数值 个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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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R  标识系统信息交付要求 

表 R.0.1  导向标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厚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标识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标志类型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标识数量 数值 个 － － ▲  

标志内容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R.0.2  功能标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厚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标识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标志类型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85 

续表 R.0.2  功能标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设计信息 

标识数量 数值 个 － － ▲   

支撑形式 文本 － － － ▲   

标志内容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R.0.3  管理标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厚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标识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标志类型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标识数量 数值 个 － － ▲   

支撑形式 文本 － － － ▲   

标志内容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表 R.0.4  警示标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身份信息 

模型元素名称 文本 － － △ ▲   

分类编码 文本 － － △ ▲   

编号 文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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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R.0.4  警示标识信息交付要求 

属性组 属性名称 参数类型 单位 
模型精细度等级 

备注 
L100 L200 L300 

定位信息 定位坐标 数值数组 m － △ ▲ （x,y,z） 

构造尺寸 

宽度 数值 mm － △ ▲  

高度 数值 mm － △ ▲  

厚度 数值 mm － △ ▲  

设计信息 

管线标识类别 文本 － － △ ▲ 如入廊管线、附属管线 

标志类型 文本 － － △ ▲   

材料要求 文本 － － △ ▲  

数量 数值 个 － － ▲   

标志内容 文本 － － － ▲   

工艺/工法要求 文本 － － － △   

其他要求 文本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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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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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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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通过制定深圳市交通建设工程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对模型交付过程中的命名规则、

建模要求、交付内容、模型精细度等进行详细规定，指导各专业的模型交付，使交通建设工

程不同参与单位交付的模型和信息保持一致，实现整个设计阶段的模型交付规范化、标准化，

保证设计阶段信息有效传递到施工阶段和运维阶段，更好的服务于工程的全生命期管理。 

深圳市《交通建设工程 BIM 标准体系》（图 1）包括技术标准和应用标准两大部分。技

术标准分为《交通建设工程数据存储标准》《城市道路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和《交

通建设工程信息传递标准》，这三个标准主要针对软件开发人员，目的是确保工程各参与单

位基于计算机的互操作性，也是交通建设工程 BIM 标准体系的核心标准。 

应用标准分为设计、施工、运维三个阶段进行编制，交通建设工程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

准按工程勘察、道路工程、桥涵工程、隧道工程、综合管廊工程、市政道路管线工程和公交

场站工程等专业分别编制。 

交
通
建
设
工
程
B
I
M
标
准
体
系

施
工
应
用
标
准

市政道路工程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市政桥涵工程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市政隧道工程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市政管廊管线工程信息模型
施工应用标准运

维
应
用
标
准

技
术
标
准

交通建设工程数据存储标准IFC

城市道路工程信息模型
分类和编码标准

交通建设工程信息传递标准IDM

应
用
标
准

交通建设工程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设
计
交
付
标
准

市政道路工程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市政桥涵工程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市政隧道工程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道路工程勘察信息模型交付标准

公交场站工程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市政道路管线工程信息模型
设计交付标准

城市道路工程信息模型运维应用标准

 

图 1 交通建设工程 BIM 标准体系 

1.0.2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新建、改建、扩建的综合管廊工程在设计阶段的模型成果交付。

综合管廊工程设计成果交付范围，包括干线综合管廊、支线综合管廊、缆线管廊及入廊管线： 

1  干线综合管廊：用于容纳城市主干工程管线、采用独立分舱方式建设的综合管廊。 

2  支线综合管廊：用于容纳城市配给工程管线、采用单舱或双舱方式建设的综合管廊。 



 

94 

3  缆线综合管廊：采用浅埋沟道方式建设、设有可开启盖板、但其内部空间不能满足

人员正常通行的要求、用于容纳电力电缆和通信线缆的管廊。 

1.0.3  除满足本标准的交付要求外，还应满足其他相关设计标准、规范的规定。同时，本标

准应与其他深圳市交通建设工程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结合使用。设计服务的相关要求在深

圳市交通建设工程信息模型施工应用系列标准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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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2  功能空间及相关的产品（部品）在物理世界中体现为“工程对象”。建（构）筑物为

某种服务需要而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与附属设施，如道路、桥涵、隧道、综合管廊工程、

管线工程、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施等。功能系统是将实现同一类型物理作用的同类事物按

一定的关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是建筑物、构筑物的组成部分。构件、设备、

零件为可单独实现特定物理功能的物理实体，是功能系统的组成部分。 

2.0.4  美国 BIMForum 协会对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 LOD 定义进行了细化，并制定了

细度规范(Level of Development Specification)，《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T 51212-

2016 规定模型结构由资源数据、共享元素、专业元素组成。因此模型精细度体现不同系统

在不同阶段的模型元素特征表达丰富程度，可让模型创建者和模型应用者清楚模型的详尽程

度和可用程度。模型精细度是衡量模型完备程度的指标，本标准采用与美国建筑师协会（AIA）

相近的做法，根据工程阶段特点对设计阶段模型精细度进行了划分。由于版权关系，本标准

采用 Level of Model Development，简称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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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4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创建时，应充分考虑综合管廊工程的专业特点、工艺特点、工

程量计算及设计需求等要素，对信息模型进行有效拆分。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拆分可采

用以下方式： 

1  按照专业、功能、施工要求及工程规模进行模型拆分； 

2  按照标段、区域范围进行拆分； 

3  按照标段、区域内结构物的类型拆分； 

4  按照结构物的分部及相邻位置关系拆分。 

3.0.5  模型创建过程中规范的模型元素命名有助于使用者识别模型表达的工程对象，便于开

展协同工作；规范的模型元素编码和符合要求的各功能系统的模型元素绘制颜色可帮助使用

者识别工程对象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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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同管理 

4.0.1  建设单位宜建立相应的协同管理制度，包括协同工作管理模式、设计资料管理制度、

过程协同管理制度、模型数据管理制度以及协同业务流程制度等。在协同管理过程中，各参

与单位的角色、职责分工、作业权限以及作业范围等进行合理划分。以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

型数据为基础，通过协同管理平台实现工程资源、模型以及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共享，有效实

现各参与单位基于信息模型的沟通与协调。 

4.0.2  模型创建前应约定相关规则，便于后续多专业模型数据融合以及共享： 

1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是国务院批准使用的新一代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该坐标系于 2008 年 7 月 1 日启用。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我市全面启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的通知》（深规划资源〔2020〕389 号），深圳市从 2020 年 10 月 8 日起全面

采用 CGCS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考虑到工程的实际情况，若工程在设计时有实际需要，经

建设主管部门同意，也可采用其他坐标系统或高程系统，但需要分别明确与 CGCS2000、1985

高程的转换关系。 

2  模型创建采用相对参考坐标时，应提供统一的工程相对参考坐标原点与绝对坐标的

转换关系。 

3  计量单位的选择，考虑了以下三方面因素：（1）从属性使用方面考虑，按现行《道

路工程制图标准》GB 50162-92 可以保持模型表达与图纸表达一致，便于使用。（2）从建模

软件方面考虑，建模软件默认的计量单位不能完全覆盖城市道路工程相关的计量单位，不同

建模软件默认的计量单位可能不同，同一软件不同的使用单位使用的配置也可能不同，因此

不能将建模软件作为计量单位标准的设定依据。（3）从实施方面考虑，模型成果计量单位与

交付标准不一致时，可以采用建立映射管理的方式，开发相应插件即可满足与交付标准一致

的要求，并不会增加模型管理和属性录入的难度。本标准对属性信息的计量单位按现行《道

路工程制图标准》GB 50162-92 第 2.9.5 条规定执行，该条规定“图纸中的单位，标高以米

计；里程以千米或公里计；百米桩以百米计；钢筋直径及钢结构尺寸以毫米计，其余均以厘

米计。当不按以上采用时，应在图纸中予以说明”。现行《道路工程制图标准》GB 50162-92

未规定的属性信息的计量单位部分，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随着建设工程政策的调

整、BIM 技术的广泛应用及数字化、智慧化建造技术水平的提高，可对本标准的计量单位进

行相应调整。 

4.0.5  不同工程、不同设计单位之间采用不同的建模设计软件时，为便于数据交互共享，建

设单位应在工程实施前，约定各参与单位之间模型交互的数据格式、信息互用协议等。多平

台之间 BIM 交互信息，可基于工业基础类（IFC）的数据格式进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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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型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2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在设计阶段的信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设计过程的深化而

更新，因此，模型元素的信息应根据实际不断细化。 

5.1.3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JGJ/T 448-2018 第 3.3 节规定的颜色设置规则可

基本满足市政道路管线的颜色设置需要。因《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中排水系统

未区分雨水系统和污水系统，若有需要也可参考表 1 中的雨水、污水的颜色设置创建相关模

型。 

表 1  颜色设置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颜色设置值 

备注 
红（R） 绿（G） 蓝（B） 

排水 

无 0 0 205 制图标准规定 

雨水 107 142 35 新增 

污水 56 94 15 新增 

给水 给水管线 0 191 255 制图标准规定 

再生水 再生水管 135 206 235 制图标准规定 

天然气（燃气） 天然气 205 92 92 制图标准规定 

热力管线 热力 139 139 139 制图标准规定 

电力电缆 电力 160 32 240 制图标准规定 

通信线缆 通信 255 215 0 制图标准规定 

5.2  模型精细度要求 

5.2.3  为便于理解，以综合管廊为例进行阐述，各等级模型精细度对应的几何表达要求示例

见表 2。 

表 2  各等级模型精细度对应的几何表达要求示例 

等级 等级要求说明 
图示 

二维图 三维图 

L100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别需求的

几何表达精度。在此基础上，宜建立

可体现基本外轮廓、位置和方向等

粗略识别需求的三维模型。如右图

即为管廊体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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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各等级模型精细度对应的几何表达要求示例 

等级 等级要求说明 
图示 

二维图 三维图 

L200 

满足空间占位、主要颜色等粗略识

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表达工程

对象的整体与重要局部的尺寸、形

状、位置和方向等主要外观的几何

特性。如在 L100 的基础上，增加管

廊底部两侧的倒角这一重要局部的

体现 

  

L300 

满足建造安装、采购等精细识别需

求的几何表达精度。在几何上准确

表达构件的主要组成部分，精确尺

寸与位置。如在 L200 的基础上，增

加了管廊的内壁倒角的刻画   

5.3  命名规则 

5.3.2  文件夹命名的规范，有利于协同及归档管理。考虑到各类工程实际情况复杂，且各参

与单位习惯不一，因此本条文规定一般原则。为了保障交付物的文件存放、命名标准化，建

议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对过程文件、交付文件执行统一要求。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的文件夹命名示例如下： 

在 XXX 管廊工程施工图设计阶段创建了文件 A，用于描述管廊结构专业的相关信息，

其中文件 A 处于审核过程中状态。文件夹结构可参考图 2 示例根据工程实际创建。 

XXX工程 审核中 施工图设计 GL_1B

存档 初步设计 FS_1B

外部参考 可行性研究   

文件A

文件B

  

JG_1B

ZH_1B

  
 

图 2 文件夹结构示例 

其中，第一层级为工程简称；第二层级根据工作状态确定文件夹类型，如图所示正处于

交付审核过程中；第三层级根据当前设计阶段划分，如图目前为施工图设计交付阶段；第四、

五层级代表文件所属的一二级专业（标段/位置信息）。外部参考文件夹中的文件夹结构可根

据工程管理需求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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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模型文件的名称应由顺序码、工程简称、设计阶段、专业代码、标段和版本号等字段

组成。 

以某工程为例，模型文件可命名为 003_A 综合管廊工程_初步设计阶段_JZ_1B_V2.6，

表明该文件是第 1 标段 A 综合管廊工程在初步设计阶段创建的管廊建筑模型第 2.6 个版本，

其中：“003”为顺序码，根据项目管理需要自定义；“A 综合管廊工程”为工程名称；“初步

设计阶段”为设计阶段；“JZ”表示文件属于建筑专业；“1B”表示文件属于该工程第 1 标

段；“V2.6”为文件版本号，其中主版本号为 2，子版本号为 6。 

5.3.5  在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中明确视图命名管理要求有利于多专业及专业内协同，考虑

到不同建模软件及协同方式，因此本条文规定一般原则，宜根据实际建模软件及工作方式在

使用时补充完善。 

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模型视图可命名为 ZH_K2+100～K3+780_立面图，表明该视

图是用于表现某管廊工程 K2+100～K3+780 区间段的支护模型立面图。 

5.4  版本管理 

5.4.1  通过交付审核并正式发布的交付物，才具有相应的版本号。 

5.4.2  宜在综合管廊工程设计过程中对各专业设计提资文件和模型成果文件做好版本管理，

对于版本修改内容和反馈意见进行必要的说明，为后续成果文件上传至协同管理平台提供版

本可追溯的依据。 

5.4.3  版本变更说明文件宜以表格或文档形式体现，主要用于专业内与专业间协同建模及应

用管理，也可用于辅助成果交付。 

5.4.6  当设计需求与外部参考文件发生较大变化时，如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对使用功能作较大改变的重大事项、存在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应进行主版本号变更。其他

情况宜在同一主版本号下做子版本号变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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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付和审核 

6.1  一般规定 

6.1.3  表格和文档不局限于特定形式或文件格式，也不要求形成独立文件。 

6.1.4  质量审核的方式包括模拟验证、模型评审、阶段验收、指标分析、冲突检测、建筑限

界检查，设计单位应该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和管理便利选用合适的审核方式，促进模型的优化、

完善，完成模型修改、优化后，还需再次开展内部质量审核。 

建筑限界检查包括但不限于净空、与建筑物红线、管线之间的安全距离等内容，实施过

程中可借助其他辅助软件，或根据相关规则进行人工筛查。 

6.1.5  模型的交付宜贯穿整个设计阶段，包含阶段性的交付和参与单位内部协同过程中的交

付行为，也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在某一阶段或环节内进行交付。为便于理解，标准中主要阐

述的是面向建设单位的阶段性交付；参与单位内部协同过程中的交付行为也应经过审核。 

6.2  交付物要求 

6.2.1  在制订模型执行计划时，本标准仅列出模型交付的最低要求，模型的几何表达原则上

宜符合本标准第 5.2.3 条的规定，模型的信息交付要求宜按本标准的附录要求执行。若建设

单位有其他规定，或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可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另

行制订。同时，执行计划也应将设计过程中涉及到的资源配置、软硬件要求、工作流程及对

文件管理的相关要求予以明确，形成一个成体系、可落地的组织实施方案。 

自定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模型元素命名、子版本管理要求、编号等。 

6.2.5  设计单位应提供与模型属性信息相关的文件备查。 

6.3  审核要求 

6.3.3 建设单位可委托第三方咨询单位负责模型审核及其他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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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模型元素交付要求 

1  本附录规定了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中的模型元素在不同设计阶段的交付要求，附

录中模型元素和附录 C～R 信息交付要求中的模型元素互相对应，均来源于《城市道路工程

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SJG 88-2021 中的“城市道路工程元素”分类表。 

2  原则上附录 A 中列出的模型元素均应创建模型。 

3  在使用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对《城市道路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SJG 88-2021

中的“城市道路工程元素”分类表中没有列出的元素进行扩展，扩展规则按照《城市道路工

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SJG 88-2021 的相关规定执行。 

4  本标准按照《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2015 的规定，将综合管廊工

程分为管廊、管线和附属设施。本标准中管线即入廊管线，附属设施包括管廊排水、消防、

通风、监控、供配电及照明等系统的设备及管线。为了体现入廊管线和管廊附属管线的差异，

已在综合管廊工程信息模型的信息交付要求中增加了“管线类别”属性，以区分管线的具体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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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工程总体信息交付要求 

工程总体信息表完成后，可作为单独的文件与整体模型建立关联关系。工程总体信息表

不仅适用描述整个工程的信息，同样适用于描述单位工程的总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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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R  模型元素信息交付要求 

1  各模型元素信息交付表中模型元素名称宜按照本标准第 5.3.4 条的要求进行命名与

填写；分类编码宜在《城市道路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SJG 88-2021 的“城市道路

工程元素”分类表中选用对应的元素、编码填写。 

2  元素表中没有列出的部分，可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在合适的类目下按照《城市道路工

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SJG 88-2021 的扩展规则增加相应类目与编码。若有其他需要

辅助表述的信息，可在其他表中选用并通过编码运算的方式呈现。 

3  信息交付表中的编号采用自然数或与英文字母组合的方式进行编号，同一类型模型

元素宜遵循统一规则进行编号，具体编号规则宜在执行计划中详细规定。 

4  附录中的信息交付要求为最低交付要求，建设单位可根据自身需要增加或调整模型

元素的信息交付要求。信息宜在模型创建过程中录入，也可单独形成属性信息表，利用软件

实现模型元素属性名称和属性值的自动关联录入。 

5  附录中规定的设计交付信息，在设计过程中不涉及的属性，可不进行填写。 

6  附录中未规定的设计交付信息，可在“其他要求”中补充，也可在实施过程中增加

属性并填写相关属性值。 

7  部分模型元素在录入交付信息时，可能会涉及部分属性需要录入多个特征值的情况，

设计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加相关属性，并应明确区分各属性差异。 

8  总体设计的管廊空间布局、管廊断面、管廊节点，和土方工程中的挖方、地基处理

可不建模型，其属性信息应关联到相关实体构件上，如土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