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盈建科BIM模板脚手架
设计软件



01 业务背景及现状

目录

02 模板脚手架软件介绍

04 外架及模板支撑体系设计

03 结构BIM模型创建



01 业务背景及现状



业务背景及现状

 数字化转型

• 目前我国建筑业数字化及信息化投入仅占总产值约0.08%，距离发达国家1%的建筑信息化投入存在10倍差距，在所有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一。

• 建筑业处于转型发展的转折期，建筑业十四五规划明确了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新型建筑工业化及智能建造。

• 建筑业农民工约5500万，平均年龄约48岁，逐渐向高龄化发展，各地出现用工荒，倒逼施工企业转型。

• BIM、数字化及智能化成为建筑业转型发展的核心，BIM三维设计为工程项目、施工及工业化转型提供最基础数据。

建筑业企业总产值 中国建筑业数字化水平

• 2022年全国建筑业企业（指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不含劳务分包）总产值突破31.2万亿，新签合同额36.6万亿、合同总

额71.6万亿，房屋施工面积156.45亿平米。

 施工总体市场

数据来源：中国建筑业协会



背景及现状

 行业现状

• 安全事故频发：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坍塌等与模架工程紧密相关，占比超过75%；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中模架占比常年超过20%；

• 新型模板脚手架不断发展：铝模板、塑料模板、盘扣式脚手架及爬架近些年快速发展；

• 方案编制、审核及现场管理，要求越来越高，监管越来越严。

• 2018年住建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明确危大工程安全管理细则

• 2019年住建部《关于加强建筑施工安全事故责任企业人员处罚的意见》，明确安全事故处罚具体标准；

• 2021年住建部《关于印发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的通知》，明确危大方案编制要求；

• 2022年住建部《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的通知》，开展专项治理行动，2023年为巩固提升阶段；

• 2022年住建部《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对模板工程、脚手架工程等安全事故隐患标准进行明确；

 相关政策



背景及现状

 模板业务特点

进度：
（1）进度关键线：主体结构是工程进度关键线最
主要部分，模架工程约占主体施工工期约占50%；
（2）抢工瓶颈：模架技术工艺复杂，严重依赖工
人，用工量约占总体30%~40%，且木工年龄偏大，
架子工为特殊工种，已成进度瓶颈。

成本：
（1）成本模糊带：临时支撑结构，无设计图纸及
清单，施工单位降本增效及工程洽商重点；
（2）占比高，波动大：占土建成本的5%~15%，不
同项目及技术方案差别大；

质量：
（1）质量重灾区：模板施工质量问题导致了绝大
部分主体结构质量通病，非隐蔽工程，呈现明显，
修补代价高；
（2）直接影响结构尺寸面积：主要验收项目，质
量偏差可能导致工程验收无法通过；

安全：
（1）安全重灾区：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及坍塌
事故占比达65%左右，脚手架或模板支撑坍塌事
故已占国内施工较大及以上事故的20-30%左右；
（2）模架事故责任主要施工单位承担：主体结
构不允许直接分包，施工单位负责设计施工，承
担主责；

成本 进度

安全 质量



背景及现状

1.工程策划与选型

• 缺少对模架工程的策划或不深入；

• 成本控制依靠经验，不准确，无法

科学合理选择分包商

• 对新型的模板脚手架材料技术不了

解，难以进行全面技术经济分析和

评价

2.模架方案设计阶段

• 模架缺少详细深化设计，方案不能指导施工

• 施工单位技术人员能力参差不齐，方案专业要求高，

难以编制合理的施工方案

• 对于材料、专用机械及人员的方案组织不够详细明确

• 缺乏新型模架施工经验，安全计算及计量困难

3.模架施工阶段

• 现场和方案两张皮，工人按自身经验判断搭设，缺

少培训和管控

• 材料周转及管理混乱，浪费严重，堆放不合理，周

转利用不足；

• 加工不当，模板及主次楞缺乏明确合理的加工计划

• 非标准层缺乏合理规划及组织计划，施工周期长

4.过程检查及验收

• 过程检查少，事后检查多，整改困难

• 以包代管，难以进行有效生产控制管理

• 施工企业缺乏有效系统的管控手段，依赖项目和

个人，质量安全风险大

• 检查依靠个人经验，不同工程缺乏明确检查标准

深化设计
不足

施工管控
困难

核心问题：

 模架施工关键问题



02 模板脚手架设计软件介绍



模板脚手架软件介绍

软件介绍

基于盈建科自主知识产权的BIM图形平台及参数化建模技术，面向施工阶

段工程人员提供的专业模板脚手架深化设计工具，为模架专项工程提供设

计及施工管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软件用户

• 企业：施工单位、模架专业分包单位

• 用户：技术人员、成本人员、施工员及安全员

主要功能

• 结构BIM模型创建：图纸翻模、手动建模、revit等格式模型导入

• 外脚手架三维设计：自动布置、手动布置、编辑

• 模板支撑体系三维设计：自动布置、手动布置、编辑、三维计算

• 设计成果输出：计算书、施工图、材料统计

主要场景及价值

• 落地架/悬挑架/模板/高大模板及脚手架等施工方案编制：帮助技术人

员提高设计、出图及计算效率，规避安全风险；

• 投标/前期策划/合同/结算时成本测算：精确测算及统计模架用量，帮

助企业/项目清晰模架成本，实现精细化管理、创造利润。

• 施工物资/技术/质量/安全施工管理：帮助施工人员编制物资计划、技

术交底、质量安全检查及验收，提高工作效率及质量。

软件业务架构

使用流程

• 流程：结构BIM模型 →外架/模板支撑体系设计→计算书/施工图/工程量

模架设计：
• 外架设计
•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
• 三维有限元计算

设计成果：
• 计算书
• 施工图
• 工程量
• BIM模型

BIM模型创建：
• 模型导入
• 图纸翻模
• 手动建模

结构建模

外架设计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



03 结构BIM模型创建



• Dwg图纸翻模转换；

• 手动建模；

• Revit等格式模型导入

BIM模型获取的三种方式

结构BIM模型获取的三种方式：

Dwg图纸翻模 手动建模 Revit等模型导入

模架设计：
• 外架设计
•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
• 三维有限元计算

设计成果：
• 计算书
• 施工图
• 工程量
• BIM模型

BIM模型：
• 模型导入
• 图纸翻模
• 手动建模

软件整体流程



BIM模型获取-DWG图纸转换翻模

自动识别平面图中的梁板柱墙

图形和平法标注;

将没有任何物理意义的二维图

素与模型构件建立匹配关系，

是模型正确转换的基础；

1、分析图形

模型转换的5个简单步骤，智能快速生成全楼模型

2、补充识别

对未能识别的图形和标注人工

补充定义；

3、识别楼层表

通过识别楼层表得到各层平面

的标高；

4、分析各平面并组装
可得到各平面的范围，对位基点，从而实现上

下层自动对位，自动完成全楼楼层组装；

点生成模型菜单,

生成全楼模型

5、生成模型



BIM模型获取-DWG翻模转换

1.分析图形：通过分析选出轴线、轴线号、平面图名以及梁、柱、剪力墙、楼板洞口等各类结构构件相关信息

以S-16#楼为例，介绍模型转换的操作流程：

操作演示



BIM模型获取-DWG翻模转换

2.补充识别：对未能识别的图形和标注人工补充定义

• 选择图层：选中某一图素后，与

该图素在同一图层的所有图素都将被

选择定义；

• 选择图素：选中某一图素后，只

是该图素被选择定义；

• 按特征选择同类图素：这种方式

会弹出对话框显示被选中图素所在图

层的各项特征，用户可根据某项特征

选择图形；

• 是从已选图形中将图素删除，该

图素会自动进入到待选图形。



BIM模型获取-DWG翻模转换

3.识别楼层表：通过识别楼层表得到各层平面的标高

操作演示



BIM模型获取-DWG翻模转换

4.分析各平面并组装：识别各平面范围，并自动完成楼层组装

 软件对每个识别出的平面图用粉色框框出他的范围，并在粉色框的左下角注明标准层序号。

 在交叉轴线号的左下角用黄色圆圈给出该层平面的定位基点，该基点是用于上下楼层组装的定位点。

 如果有钢筋表，平面图附近的红色框注明了连梁表，说明该标准层转模型和钢筋时读取了该连梁表数据。



BIM模型获取-DWG翻模转换

5. 生成模型：同时生成全楼模型

操作演示



BIM模型获取-Revit模型导入

功能简介

• 盈建科BIM平台重视模型互通，不仅支持导入盈建科结

构数据，同时也支持导入其它模型数据，让客户实现

一模多用。

功能特点

• 导入ydb：一键准确导入结构设计数据；

• 导入IFC：直接导入其它各平台模型数据；

• 导入JSON：直接导入模型JSON数据；

竞品分析及优势

• 打通设计到施工的BIM模型流转，大大提高效率，为

结构施工直接提供准确模型；

• 与其它平台模型互通，实现一模多用，避免重复建模；

操作演示：revit工
程导入模架软件



BIM模型获取-手动建模

功能简介

• 利用盈建科BIM平台的设计及建模能力，手动创建各类

结构模型。

功能特点

• 楼层管理：符合国内结构设计习惯，快速创建楼层；

• 轴线网格：操作简便，支持各类结构的轴线网格创建；

• 构件布置：内置常见结构构件及参数，灵活创建及布置；

• 楼板布置：快速自动生成，修改编辑简单易用；

竞品分析及优势

• 符合国内结构设计习惯，多年打磨，简单易用，相比

其它软件可大大提高结构建模效率；

操作演示



04 外架及模板支撑体系设计



外架设计：外架-轮廓识别

功能简介

• 识别建筑轮廓，进行外脚手架初步设计。

功能特点

• 建筑轮廓自动识别及优化处理；

• 跨层识别；

• 错层、局部屋顶识别；

• 分段设计，自动识别+手动调整；

竞品分析及优势

• 现有产品1：主要是二维设计，建筑立面变化时

设计处理复杂，难以实现业务需要；

• 现有产品2：未进行跨层、错层、局部屋顶等常

见情况处理；未进行自动分段设计。

外架设计：
• 轮廓识别
• 自动布置
• 外架编辑
• 手动布置

设计成果：
• 计算书
• 施工图
• 工程量
• BIM模型

BIM模型



外架设计：自动布置+编辑

功能简介

• 根据建筑外轮廓特点，进行外架参数化自动设计。

功能特点

• 参数化设计，提高设计效率

• 结合业务分步骤、分类别针对性设计

• 自动布置更符合业务，参数化调整方便

• 第一次实现常见四种类型连墙件自动布置

• 编辑修改操作方便

竞品分析及优势

• 现有产品1：参数过少，缺少必要的业务参数，

参数化设计困难；编辑功能相互耦合。

• 现有产品2：一键整体布置，设计调整困难，编

辑功能过少，难以进行架体编辑。

竞品-连墙件

外架设计：
• 轮廓识别
• 自动布置
• 外架编辑
• 手动布置

设计成果：
• 计算书
• 施工图
• 工程量
• BIM模型

BIM模型



外架设计：剪刀撑/斜杆

剪刀撑/斜杆布置：

• 分段布置、按面布置、按

轮廓部位布置剪刀撑三种

方式；

• 根据现场剪刀撑设置方式，

参数化设计；

• 根据结构特点、布置方式

选择，自动布置剪刀撑；

竞品-剪刀撑设计

• 竞品剪刀撑布置只有3个可供

设计参数；

• 盈建科剪刀撑布置展开19个

设计参数； 操作演示

剪刀撑/斜杆自动布置



外架设计：连墙件布置

连墙件布置：

• 支持抱柱、穿墙、洞口及预埋连墙件四种型

式参数化布置;

• 每种连墙件设置对应业务参数，支持扩展及

编辑；

• 根据连墙件特点，按照参数设计自动布置；

操作演示

竞品外架连墙件布置

连墙件自动布置

• 竞品只支持一种连墙件，

只有2个设计参数；

• 盈建科剪刀撑布置展开超

过19个设计参数；



外架设计：维护作业构件布置

维护作业构件布置：

• 支持作业层脚手板、防护栏杆、挡脚板

参数化布置；

• 支持密目网、钢板网、悬挑架硬质防护

参数化自动布置；

• 一键实现维护作业构件灵活布置，大

大提高设计效率；

竞品维护作业构件布置
操作演示

维护作业构件布置

• 竞品参数重复或过少，难以实现参

数化布置；

• 盈建科设置超过18个参数，真正实

现了参数化布置；



外架设计：外架编辑

功能简介

• 通过外架相关编辑功能，满足用户多样

化需求；

功能特点

• 架体平面编辑：修改平面参数，移动架

体杆件；

• 架体配制：按材料规格对架体进行配制

拆分；

• 轮廓编辑：通过简单线操作修改轮廓；

• 族编辑：修改族参数、编辑命令实现构

件编辑；

竞品分析及优势

• 现有产品1：二维操作，无法实现三维空间

编辑，无法真正对每一个构配件编辑；

• 现有产品2：整体布置，难以设计调整，缺

少编辑相关功能，未实现构件级布置。

操作演示

外架编辑



外架设计：手动布置

功能简介

• 对外架相关构配件支持灵活的手动布置；

功能特点

• 第1次实现了对外架每一个构配件的准确

设计；

• 支持对外架常见28种构配件进行手动布

置；

• 各构配件内置参数化族，支持参数化修

改编辑；

• 对各构配件，针对其特点进行布置操作

优化；

竞品分析及优势

• 现有产品1：二维操作，无法实现三维空间布置；

• 现有产品2：不支持。

操作演示：脚手板、安
全网手动布置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危大识别

功能简介

• 内置识别标准，对梁板构件进行危大、

超危大判断，输出汇总表及判断书。

功能特点

• 危大识别：自动计算梁板支架高度、

跨度及荷载;

• 危大汇总：对危大及超危大构件自

动统计；

• 识别标准：默认建办质[2018]31号

文标准，支持修改；

• 判断书：一键输出危大判断书；

竞品分析及优势

• 准确计算梁板跨度、荷载，支持指定

及修改，查看方便；

操作演示

危大识别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自动布置

功能简介

• 针对柱/墙/梁/板结构特点，模板脚手架材料选型、

施工要求，对结构模板支撑体系进行参数化布置。

功能特点

• 参数化设计，大大提高设计效率；

• 结合业务分步骤、分类针对性设计；

• 支持跨层、错层、坡屋面等工况自动布置；

竞品分析及优势

• 现有产品1：功能设计复杂，体验差；智能布置

不适合做方案，难以指导施工。

• 现有产品2：一键布置，布置过密，未考虑部分

现场施工习惯，无法实现按材料规格设计；

• 竞品无法进行墙柱斜撑、抱柱拉结设计及布置；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自动布置

1.墙柱布置：

• 墙柱做法，灵活配置；

• 不同构件进行参数化设计布置；

• 墙柱相连统一布置；
模板工艺做
法配置

操作演示墙柱模板自动布置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自动布置

2.梁板布置：

• 梁板做法、架体设置，灵

活适应现场各种做法；

• 不同构件，参数化设计，

整体布置；

• 跨层、坡屋面自动布置；

操作演示

梁板支撑架自动布置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自动布置

3.剪刀撑/斜杆布置：

• 剪刀撑/斜杆做法，参数化设计；

• 水平剪刀撑、竖向剪刀撑一键布置；

• 水平斜杆、竖向斜杆一键布置；

剪刀撑/斜
杆布置

操作演示

剪刀撑/斜杆自动布置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自动布置

4.加固设计：

• 竞品无专门加固设计，不支持墙

柱斜撑、抱柱拉结

YJK加固设计

竞品无加固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架体编辑

功能简介

• 对自动布置的结果，支持用户快速调整、修改。

功能特点

• 平面二维线编辑方案；

• 参数化编辑，简单易用；

• 单个区域编辑、多区域拉通相结合；

• 简便高效；

竞品分析及优势

• 现有产品1：设计操作复杂，编辑后无法再进行安全

计算。

• 现有产品2：不支持进行编辑，无法手动局部调整。

模板支撑设计：
• 自动布置
• 架体编辑
• 手动布置
• 三维计算

设计成果：
• 计算成果
• 施工图
• 工程量
• BIM模型

BIM模型

竞品-编辑



模板支撑体系设计：手动布置

功能简介

• 通过族方式，支持对每个构配件进行布置调整；

功能特点

• 支持对每个构配件进行布置，实现准确设计。

• 设置材料库作为默认族库进行构件定义、管理、选用，内置

了约六十种常见模架构配件，几百种规格供使用。

• 每个配件可以进行物理/几何特性设置，族参数化修改；

• 对内外架族构件常见的手动布置进行优化

相对竞品优势

• 现有产品1：无法进行材料库的统一管理；主要

基于二维设计，无法进行构件级设计及编辑；

• 现有产品2：模架为一个整体，无法进行单构件

级调整及设计。

模架设计：
• 自动布置
• 架体编辑
• 手动布置
• 三维计算

设计成果：
• 计算成果
• 施工图
• 工程量
• BIM模型

BIM模型



三维有限元计算

功能简介

• 安全计算是目前施工企业领导层关注模架最核心原因，

也是项目技术人员使用软件的刚性需求；

• 对设计的脚手架，进行三维有限元计算，计算各杆件

受力及变形情况，输出计算书；

功能特点

• 模型管理：根据BIM模型自动生成脚手架有限元计算模型；

• 前处理及计算：按施工规范自动生成荷载，支持校核修改；

• 设计结果：一键生成各杆件内力、变形、应力比、计算书；

• 选择显示：方便对单榀、区域构件灵活查看荷载及设计结

果；

相对竞品优势

• 现有产品1：单构件的简化计算、单立杆计算；

• 现有产品2：不支持有限元计算。



三维有限元计算

1.生成有限元计算模型

• 对重点局部或整层框选生成计算模型；

• 集中管理、切换模型组；

• 计算模型和实际模型灵活审查；

操作演示
生成的有限元
计算模型

生成有限元计算模型



三维有限元计算

2.前处理及计算

• 对于架体受荷面积灵活编辑；

• 快速生成荷载并进行荷载校核；

• 结合单品显示等功能方便用户查看；

操作演示

前处理



三维有限元计算

3.设计结果查看

• 应力比云图显示及构件信息查看；

• 变形动画及数值表示；

• 任意单榀及局部构件结果查看；

• 输出详细计算书；

操作演示

设计结果



设计成果：计算书、施工图、工程量

功能简介

• 输出传统简化计算计算书；

• 平立剖专业内外架施工图

• 架体详细配置及材料统计；

功能特点

• 支持输出传统简化计算书；

• 快速输出高质量模板脚手架施工图；

• 按详细规格统计材料用量

相对竞品优势

• 现有产品1：计算书错误较多、难以进行架体配制，

材料统计无法直接使用；

• 现有产品2：安全计算不完整，施工图无法使用、材

料统计偏差过大；

模架设计：
• 自动布置
• 架体编辑
• 手动布置
• 三维计算

设计成果：
• 计算成果
• 施工图
• 工程量
• BIM模型

BIM模型



架体配制

功能简介

• 对模板支撑体系，选择钢

管规格进行架体配制。

功能特点

• 根据材料库规格，自动进行架

体配制；

• 可根据工程特点，局部调整修

改材料配制规格；

• 一键完成配架，真正实现模架

构件级布置；

竞品分析及优势

• 第一次真正实现脚手架按构件规

格进行BIM设计；

• 相比竞品，能得到按规格统计的

详细用量，指导现场施工；

操作演示

架体配制



其它模板脚手架相关产品



施工安全计算软件

业务现状

软件用户

• 工程技术人员

• 安全员

主要功能

• 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

• 部分简单钢构件、混凝土构件计算；

• 三维BIM显示；

场景及价值

• 技术方案编制：提高准确性及效率，提高方案编制质量；

• 技术人员必备，施工现场存在大量需要进行安全计算的内容；

• 近年随着方案审查越来越严格，对计算合规性、准确性要求越来越高；

• 技术人员年轻化，规范多、参数多，业务要求高， 难以掌握；

竞争优势

• 相比竞品：三维方式展示及联动，准确描述工况，便于理解；

• 包括简单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计算，支持用户进行施工过程中，

结构相关计算。



桥梁支架设计软件

软件简介

• 对桥梁结构进行模架支撑体系设计，实现参数化自动布置；

• 直接生成施工图、材料统计表；

• 场景、价值与模架类似；

功能特点

• 参数化自动布置；

• 施工图；

• 架体配制、材料统计；

相对竞品优势

• 现有产品1：只能简化计算，无法准确计算、无法统计工

程用量；

• Midas W：布置设计及交互繁琐，无法输出模架施工图

及详细工程量。

支架自动布置

设计成果：
• 施工图
• 工程量
• BIM模型

桥梁模型

用户

• 施工单位：工程技术人员、安全员、预算员

• 专业承包单位：技术人员、施工员



铝模板软件

软件介绍
在盈建科自主版权的YJK-BIM平台基础上，依据中国现行铝模设计流程，兼

顾主流铝模生产企业标准开发而成，可将深化设计DWG图纸，自动转换成

土建结构BIM模型，依据铝模配模规则通过自动+手动交互方式完成铝模板

设计，一键生成模板编码图、安装图、加工图和材料清单等设计成果。

软件用户

• 企业：铝模板厂商、施工单位、铝模设计单位

• 用户：深化设计人员、技术人员、预算员

主要功能

• DWG转图建模

• 结构深化设计

• 自动+手动配模设计、编辑

• 材料清单

主要场景及价值

• 土建结构深化设计：通过DWG快速转图、针对性深化设计，提高

设计效率及准确度；

• 铝模板设计：通过参数化自动+手动配模设计，自动出图及材料清

单统计，大大提高设计效率及准确度，通过三维配模实现虚拟的预

拼装，帮助企业开源节流；

铝模厂商

使用流程

• 流程：结构深化+DWG转图 →配模设计 →安装图/加工图/材料清单

施工单位



设计安全平台，建造数字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