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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是个什么鬼？

有人说它能防治城市内涝，有人说它能避免工程

建设过程中的“错漏碰缺”，有人说它是工程建设的

DNA数据库，更有人说它能让房子“活”起来……

BIM赋予建筑物“数字生命”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即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把原本用图纸才能表达设计的建筑物，用三

维模型动态展示。从设计、施工到运营、维护，甚至是

改造、拆除，每一个数据都通过 BIM 保存下来，就仿佛

人体中的 DNA，精确组合、准确表达，并能通过数据挖

掘、精细分析。拥有了这样的数字 DNA 的建筑物就

“活”起来了。

“在 BIM 时代，你拥有一个实体建筑的同时，你还

拥有了一个虚拟建筑数据库。”云建信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巍认为，BIM 使每个建筑物从“出生”开始就有

了独一无二的“基因图谱”。

建筑物的所有信息通过数字技术被永久保留后，

使用者可以通过“一键查询”，全方位了解建筑物的“前

世今生”和“外表内心”。而运维管理人员则可以通过

“智能感知”立即定位问题、追溯缘由。“所有的结构构

件、设备、管线以及之间的关系，都一目了然。房屋建

成后要是某个地方漏水，就可以从 BIM 应用里迅速找

到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北京云建信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总监吴大鹏介绍道。

BIM到底能干啥

在近日北京举行的“工程建设 BIM 应用高峰论坛

暨清华大学 BIM 成果转化产品发布会”上，广州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建设事业部副总经理邹东向记者介绍了

BIM 技术给建筑施工带来的三大便利：“一是定点投放

材料。二是制造工厂化。三是施工装配化。”

BIM 技术还能有效避免工程设计、施工过程中的

“错漏碰缺”，BIM 技术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在电脑上

提前预演，其进度、质量、安全、成本、能耗等一览无余，

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都能提前预知、提前解决，从而大

幅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率、提升施工安全、减低成本和能

耗。同时，施工方想借助改变施工计划玩“价格猫腻”

也玩不起来啦！

让普通百姓更感兴趣的是，BIM 技术应用已向道

路、桥梁、市政管网等基础设施工程拓展，还能有效帮

助预防和应对城市内涝。

“区域的降雨情况，降雨后的流向、积累情况等都

可以通过 BIM 进行模拟分析和预警。”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李云贵认为 BIM 的一个重要价

值就是模拟分析，“新建市政综合管廊、地下管网时，应

用 BIM 技术保留完整数据，对运行管理和风险防治有

很高价值。”

工程建设全面迈向BIM时代

“BIM 技术是工程建设领域的又一次革命。”中国

图学学会 BIM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土木工

程系张建平教授认为，BIM 将成为未来工程技术人员

的“标配”技能。

在国家层面上，《2011—2015 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

纲要》明确要求，“要加快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新技

术在工程中的应用，推动信息化标准建设，形成一批信

息技术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建筑企业”。

中国铁路总公司工程管理中心总工程师盛黎明介

绍说：“BIM 技术在设计协同上体现了最大的优势，它

能够提高设计协同的效率。A 数据发生变化，只需在

BIM 应用程序上一键操作，BCDE等变量也相应协调变

化，以达到各部门协同作战的效果。未来所有的工程

都能先虚拟进行，再把虚拟完成的东西放在大地上，大

大节约资源，提高工程的质量和效率。”

从国家体育场“鸟巢”到首都机场 3号航站楼，从上

海中心到广州地铁，BIM 技术在我国已经有许多成功

的应用。

然而，任何一种新技术都有“成长的烦恼”。“缺乏

健全完善的 BIM 应用标准规范，国产化 BIM 应用软件

不配套，引入的国外软件又无法完全‘接地气’，导致

BIM 的落地应用困难，难以体现 BIM 整体应用价值。”

张建平教授坦言。

对于中国 BIM 技术的发展前景，张建平教授非常

乐观，“BIM 技术赋予建筑物‘生命和智慧’，这些‘活’

起来的房子才会让人更安全、更环保、更舒适。”

BIM 技 术 让 房 子“ 活 ”起 来
本报记者 管晶晶

每年 7 到 9 月份的甘蓝收获

季，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库

联乡曹四夭村的蔬菜地头，总有收

购商隔三差五地赶来问：“有‘21’

吗？”

收购商们追捧的“21”，全名

“中甘 21”，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培育的甘蓝新品种。

作为“甘蓝绿色高产高效技术

集成模式研究与示范项目”主持

人，该所研究员杨丽梅介绍，甘蓝

就是俗称的圆白菜、卷心菜，是典

型的冷凉蔬菜，即适宜在气候冷凉

地区夏季生产的蔬菜，时间上正好

与南方蔬菜错季，形成市场互补。

能当水果吃的
圆白菜

46 岁的承德人赵林原先也是

蔬菜销售商。2003 年，他开始在

曹四夭村承包流转地 2500 亩种起

菜来。3 年前，他拿出其中 100 亩

试着种甘蓝，“中甘 11”，也是中国

农科院蔬菜所的品种。结果行情

不错，来年，他改种了更新的“中甘

21”。

他发现，“中甘 21”不光产量

高 得 惊 人（比“ 中 甘 11”的 亩 产

6000—7000 斤翻番），而且抗裂、

耐久、口感好，格外好卖。“明年准

备扩大到 500—1000亩。”

口感怎么个好法？在不远处

的冷凉蔬菜院士工作站基地，把刚

摘下的“中甘 21”和当地原来的主

栽品种、有名的韩国“铁头 4 号”分

别切开，记者现场品尝：“铁头 4号”口感不错，但免不了

甘蓝常有的微微辛辣；“中甘 21”则更细腻、脆嫩，且含

一种特有的鲜甜，真能当水果吃了。

怎么个好卖法？最好的时候，收购价每斤达到 1.20

元，而别的好品种，最多也就 0.5—0.6 元。收购商近的

来自京津，远些的从苏杭过来，最远甚至还有广东的。

收菜的车直接开到地头，只要是“中甘 21”，无论多少照

单全收，用膜包好了装上冷藏车，贩到数省之外。

问收购商为何专挑最贵的，答曰：“一般的甘蓝，剥

七八层叶才是菜心；这菜剥三层就是嫩心，不光好吃，优

质商品率还高。不要它要啥！”

农户有了更多市场选择权

“种‘21’，一年相当于四五年。”赵林这话，是指种

“中甘 21”来钱之快。

但蔬菜市场分大小年，通常以五年为一个周期。以

甘蓝为例，在菜市摸爬滚打多年的赵林解释，基本节奏

是两年暴赚、一年小赚、一年持平、一年赔本赚吆喝。“比

如今年，谷底时候，两毛钱一斤都卖不出去”。当然，有

“相当于四五年”垫底，综合算起来还是很赚钱。

除了“五年周期率”，年内价格波动也很难把握，“一

周一个价、甚至一天一个价也出现过”。

为了让能当水果吃的圆白菜真正卖出水果价来，中国

农科院蔬菜所的科学家们在“中甘21”系列里，又开发出几

款特别耐久的品种——“中甘628”“早1”“早2”等。乌兰察

布市科技局新技术开发服务中心科技特派员关慧明介绍，

一般的甘蓝，熟了就得采，不然一两周内就会开花、开裂，

“碰上今年这样的小年，要么贱卖赔钱，要么烂在地里”；有

了耐久新品种，就可以等价钱更好的时候再采，“无形中农

户有了更多市场选择权，不再单纯听天由命了”。

如今，由于“甘蓝绿色高产高效技术集成模式研究

与示范”的带动，仅乌兰察布一地甘蓝种植就超过 4 万

亩。周边农户大面积示范区 5个，每个农户示范区面积

约 100 亩，并进一步辐射到河北张家口及承德地区，辐

射带动总面积 8—10万亩。目前，乌兰察布市已崛起蔬

菜加工龙头企业 11家、恒温库 65座、大型蔬菜批发市场

18个、乡村集贸市场 30个，拥有各类合作社 206个、年加

工量达 7045 万公斤，实现了冷凉蔬菜种植面积 77.3 万

亩，每年为京津地区供给蔬菜400万吨，成为北京乃至全

国的“菜篮子”。 （科技日报乌兰察布8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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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9日，山东烟台海昌鲸鲨海洋公园的“海底奥运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潜水员们在海洋动物的环绕下，参加足球、吊环、双杠、自行车等“赛事”，为观众带
来妙趣横生的表演和全新的视觉体验。图为潜水员在水下玩双杠。 新华社发（唐克摄）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刘晓军）记者 9 日从世界

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获知，中

国 出 现 首 例 输 入 裂 谷 热 病

例 。 由 于 到 目 前 为 止 尚 未 出

现 病 毒 在 人 与 人 之 间 传 播 的

文件记载，且已经采取了适当

的媒介控制措施，世卫组织对

这 一 单 个 输 入 病 例 在 中 国 进

一 步 出 现 疾 病 传 播 的 风 险 评

定为较低。

据世卫组织风险评估，裂

谷 热 是 一 种 病 毒 性 人 畜 共 患

病，主要影响动物，但也可感染

人类。人间出现的绝大部分感

染都是由于与受到感染的动物

的血液或器官出现直接或间接

接触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感

染也可能缘于受到感染的蚊虫

叮咬以及嗜血（食血）苍蝇。有

些证据显示，人若摄入被感染

动物的未经高温消毒的奶或者

未煮过的肉，可能会获得裂谷

热感染。

此输入病例病人为一位出

自河南省并曾在安哥拉罗安达

工作的 45 岁男性。据报告，病

人 没 有 到 罗 安 达 之 外 的 旅 行

史。病人于今年 7 月 14 日在安

哥拉出现症状（头痛、发热、关

节痛和肌肉痛），曾在安哥拉的

一家医院求治，但症状没有改

善，7月 21日返回中国。病人在

抵达北京时的病情较重，被转

到一家专科医院接受治疗和检

疫。

7月 23日，北京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对病人的一份样本检

测呈裂谷热阳性，并在同日得

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确认。同日，国家卫计委召

集专家组对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和实验室结果

开展审查，认为该病例属于中国首例裂谷热输入病例。

目前病人病情较重。

对此，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监测、监督和其他防控

措施。其中包括：加强部门间合作与协调；强化病人治

疗；继续对病人实施检疫，在医院采取感染防控措施，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筛查；强化媒介监测和监督，

同时采取努力控制和消除蚊虫、环境消毒和杀菌等强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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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9日电（记者贾婧）9日，中国机

械工业联合会对外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机械

工业运行总体形势好于年初预期，主要经济指标保持

了小幅上升的态势，1—6 月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比上年同期高 2.1个百分点。

该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陈斌介绍，今年１月至６月，

我国机械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1.29 万亿元，实现利润总

额 7538亿元，同比增长 6.53%。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上半年产量继续下降较大

的主要是金属冶炼设备、机床、发电设备、石油钻井设

备等投资类产品，光学仪器、照相机等产品，甚至前期

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拖拉机、收获机械等农业机械类

产品也出现了下降。产量保持增长的主要是与消费、

技术升级、环境保护等关系密切的产品，如汽车、电工

仪表、汽车仪表、输变电相关的电力电容、高压开关设

备、光缆、环境污染治理专用设备等，以及模具、气动元

件、金属密封件等零部件产品。

汽车和电工电器行业成为上半年机械工业发展

的两大“主要拉动力”。该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认为，“截至 2020 年，汽车市场

还会是燃油车的天下，纯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不会超

过 5%”。

工程机械行业总体上依然困难，尤其是大中型企

业效益下滑的局面尚未改变，亏损面继续扩大。石化

通用机械行业订单持续不足，行业利润继续下滑。

此外，投资增速持续回落。1—6 月机械工业投

资仅增长 3.07%，创 2008 年以来同期增速新低，企业

投资意愿下降直接影响到今后的市场需求，需引起

高度关注。

总体来看，预计 2016 年下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

将在总体趋稳的基础上，四季度有小幅波动，预计全年

机械工业增值增速将略高于全国工业及制造业，主营

业务收入和利润保持同步增长，出口增速力争不低于

去年降幅。

上半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传书)核电站在人们的想象中

神秘而森严，不可能亲密接触，但是今年的 8月 7日中国

广核集团第四届“8·7 公众开放体验日”活动迎来了第

50 万名参观者，重庆大学在读研究生的张永超幸运地

成为了中广核“第 50 万名核电站参观者。中广核新闻

发言人黄晓飞表示，透明是让百姓相信核电的最好方

式，科普是让百姓接受核电的最好手段。

本届“8·7 公众开放体验日”，有近千名公众代表

在中广核的大亚湾、台山、阳江、宁德、红沿河、防城港

等各核电基地参加了互动体验活动。在大亚湾核电

基地，公众和媒体代表超过 100 人，他们不仅走进核电

站的发电机房一探究竟，走进技能中心、培训中心参

与安全体验与互动，还实地探访了中科院位于大亚湾

核电基地的中微子实验室，在核电站沿着美丽的海滨

路集体骑行。在这群公众代表中，有一位来自惠州的

父子组合，儿子刚刚考上了华北电力大学的核工程专

业，父亲华先生对“核”有点不放心，此行就是要看个

究竟。看到核电站优美的工作生活环境，华先生心里

的石头落了地。

作为第 50万名参观者,张永超还获得了中广核颁发

的纪念证书和幸运礼包。全天的参观体验结束后，他开

心地表示：“大亚湾核电基地真是一个环境优美、适宜工

作和生活的地方。我对核安全文化和核电知识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令我难忘。”

黄晓飞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核电建造商和中国最

大的核电运营商，跟公众做好透明全方位的沟通，让公

众了解真实的核电，了解核电企业的生产和运营，也是

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今，这一中国核行业最具特色的公

众沟通活动已经举办到了第四届。除了公众日，平时都

可以预约参观。

第50万名核电站参观者走进中广核 ■简 讯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晓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简称“中航工业”）近日举行通用航空产业合作

商机发布会，向外界介绍了中航工业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概况，并发布了 16 个合作项目的内容和相关联

系人，涉及通用航空日、爱飞客飞行大会、机型参与

研制、购机金融等领域。这些项目的发布，表明了中

航工业全面开拓通用航空市场的决心。

会上，中航工业通飞总经理宋庆国介绍了作为

通用航空主力军的中航工业通飞的详细情况、主要

产品和业务。宋庆国表示，中航工业通飞将坚持以

市场需求为牵引，进一步巩固通航产品制造的核心

地位，加快通用航空产品开发，夯实产业根基，完善

通用飞机产品规划。多提升系统方案解决能力，构

建全球化、全谱系、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发展格局。

中航工业发布通用航空合作项目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顾涌）人们能

实时通过电视、手机同步观看精彩的里约奥运比赛，

全凭强大的光纤网络。其中，江苏吴江亨通集团“功

不可没”。

记者了解到，2012 年，亨通集团就在巴西设立首

个研发产业基地。今年 5月，亨通巴西公司提供给巴

西电信运营商的首批光纤光网产品顺利交付，用于

里约的光纤网络建设。其实，这并不是“亨通造”第

一回牵手巴西。2011 年，亨通为巴西世界杯闭幕式

主办城市里约热内卢最大的配电公司 LIGHTS 提供

电力传输产品；2012年至 2014年，亨通又为巴西世界

亨通光纤：多种产品助战里约奥运

杯开幕式主办城市圣保罗的西班牙电信提供光纤通

信和数据通信产品。

科技日报讯（记者宦建新 通讯员舒琼 程凤丽）
8月7日，又一批350吨“中国造”制冷剂发往巴西里约

奥运会场。据了解，产品生产商浙江巨化集团氟化学

有限公司的制冷剂，已经被大量用在里约热内卢的奥

运场馆，在火热奥运会中赚了“冷钱”。借奥运经济之

风，今年该公司对巴西的出口额已达950万美金。

为保持奥运场馆内适宜的温度，空调是必不可

少的，而空调中实现制冷的关键物质是制冷剂。巨

化股份公司总经理雷俊估算，巴西国内使用的制冷

剂近七成是“巨化制造”。

巨化集团：在火热奥运中赚“冷钱”

科技日报讯（张永椿）由北京国香医学研究发展中

心主办的“沉香通关油和沉香肤康油上市”新闻发布会

日前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办方在发布沉香通关油

和沉香肤康油上市新闻的同时,还着意普及沉香知识。

据介绍，沉香自古就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 ,它以

降气温中、暖肾纳气之功效被收入传统中药典之

中。这次推出的“沉香通关油”和“沉香肤康油”是由

北京国香医学研究发展中心与北京中药研究所共同

研发的，由湖南华仁堂药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生

产。据悉，北京国香医学研究发展中心聘请了国内

许多医药学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并与北京中药研

究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重点研发沉香应用类药

物，并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研发沉香类药品。

两 种 沉 香 新 药 上 市

（上接第一版）我国对转基因安全的评价体系结合了美

国的强调结果评估体系和欧盟的技术过程评估体系，除

了国际同行标准外，我国还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试验和

水稻重金属含量分析等指标。

“不管是从技术标准或是程序上，我国的相关安全

评价体系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说。

事实上，国家在转基因相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

用领域，都对转基因安全评价有一定要求。记者查

阅了转基因科技重大专项从国家批准以来至今总体

要求的一些变化，“十二五”期间要求完善转基因生

物培育和安全评价体系，新印发的规划中则强调建

成规范的生物安全性评价技术体系，确保转基因产

品安全。

郭安平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是为了预防转基因

生物对人类健康、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的潜在风

险，无论从研究和推广应用阶段都必须慎之又慎。按照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及相关制度规定，从

研究开始就需获得试验许可，在到田间试验、环境释放、

生产性试验和安全性证书评估，每个环节都需要严格的

评估和审批。

此外，公众关心的转基因食品推广路线图已经明

确。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此前曾表示，国家将按照

“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的路线图，首先发展非食用

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

般食用作物，最后是口粮作物。

相关人士表示，实现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种植还

要 充 分 考 虑 产 业 的 需 求 ，重 点 解 决 制 约 我 国 农 业

发 展 抗 病 抗 虫 、节 水 抗 旱 、高 产 优 质 等 瓶 颈 问 题 ，

以 实 现 较 好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比 如 我 国 已

育成转基因抗虫棉新品种 147 个，减少农药用量 40

万吨，增收节支 450 亿元。“不过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开 展 安 全 评 价 和 安 全 管 理 ，获 得 生 产 应 用 安 全 证

书 ，是 一 切 农 业 转 基 因 生 物 推 广 应 用 的 前 提 。”廖

西元曾表示。

信号三：转基因既需鼓励支
持也需严格管理

尽管我国在转基因技术关键领域取得了一定突破，

但在转基因产品产业化程度方面仍不突出。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今年 4

月在北京发布年度报告显示，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

积从 1996 年的 170 万公顷上升至 2015 年的 1.797 亿公

顷，20年时间取得约百倍的增长。

报告显示，2015 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排名前

五 位 的 国 家 依 次 为 美 国 、巴 西 、阿 根 廷 、印 度 和 加

拿大。

一些转基因科研工作者表示，规划鼓励攻克转基因

核心技术令人鼓舞，但仍需很多配套政策来细化实行，

包括如何推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他们希望规

划出台后，能有项目申报、审批等方面优化细化的科技

政策出台。

一些农业部门干部表示，希望规划出台后，转基因

安全管理能够更规范、更严格。海南省农业厅科教处一

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转基因科研、室外试验等方面

之前确实存在过监管难、违法成本低的一些问题，造成

管理乱象，随着国家对转基因安全管理逐步严格，转基

因“偷种”的问题有望解决。

农业部相关人士表示，有关部门将按照法律规

定，严把转基因安全管理关。包括从研发、品种审定

到生产流通，要防止转基因种子非法扩散；加强联合

督导，在春耕、秋收等关键时节进行拉网式排查，严防

非法转基因种子落地；建立绩效考核和约谈问责机

制，依法追究不作为、乱作为的责任，接受公众举报，

接受社会监督。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