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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民航局等 １３ 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推动智能建

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ꎬ 加快推进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 技术在设计、 施工和运营维护全过程的集成应用ꎬ 实现全寿命周期数据共享

和信息化管理ꎬ 推动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 工业化、 智能化升级ꎬ 促进建设管

理现代化转型ꎬ 特制定本标准ꎮ

受民航局机场司委托ꎬ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牵头组成

编写组ꎬ 在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框架下ꎬ 同步编制 «民用

运输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运维应用

标准ꎮ 编写过程中ꎬ 编写组深入研究ꎬ 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和应用经验ꎬ 认真

总结和吸收民用运输机场工程 ＢＩＭ 应用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ꎬ 充分考虑标准间的相

互衔接与配合ꎬ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ꎬ 经多次专家论证审查定稿ꎮ 上述五部标

准共同组成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标准体系重要部分ꎮ

本标准明确了 ＢＩＭ 设计应用的目标和范围ꎬ 规定了其实施流程及方法ꎬ 并提出

了向施工阶段交付的要求ꎬ 本标准采用统一的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原则ꎬ 引进

通用数据环境 (ＣＤＥ) 等与国际标准接轨ꎬ 对 ＢＩＭ 设计应用推广具有指导作用ꎮ

本标准共分为 ８ 章及 ３ 个附录ꎬ 主要内容包括总则、 术语和缩略语、 基本规定、

应用准备、 通用数据环境、 设计模型、 模型应用、 成果交付等ꎮ

本标准第 １ 章由冯兴学、 吴敏编写ꎬ 第 ２ 章由罗灿、 范华冰编写ꎬ 第 ３ 章由薛

宽利、 赵蕙编写ꎬ 第 ４ 章由凌语珍、 唐新宇编写ꎬ 第 ５ 章由张海东、 宁培楠编写ꎬ

第 ６ 章由罗灿、 葛惟江编写ꎬ 第 ７ 章由陈刚、 王斌、 李钦编写ꎬ 第 ８ 章由冯兴学、

胡笳编写ꎬ 附录 Ａ 由冯兴学、 王斌编写ꎬ 附录 Ｂ 由陈刚、 杨山编写ꎬ 附录 Ｃ 由凌语

珍、 田晶编写ꎮ

本标准为首次编制ꎬ 请各有关单位在标准使用过程中ꎬ 将发现的问题和修改意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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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建议及时函告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 (联系人: 马磊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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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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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保障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建设质量ꎬ 提升工程建设和管理、 资产运营和维护的信息化水

平ꎬ 规范和引导建筑信息模型设计阶段的应用ꎬ 特制定本标准ꎮ

１ ０ ２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民用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运输机场的民用部分)ꎮ

１ ０ ３　 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设计应用ꎬ 包括建筑信息模型的创建、 管理、 应用和交付等行为ꎮ

１ ０ ４　 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设计应用ꎬ 除应符合本标准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和民航行业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ꎮ

—１—

１　 总　 则



２　 术语和缩略语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设计模型 ＢＩＭ 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

在设计阶段表达建设工程及设施物理特征和功能特性的建筑信息模型ꎬ 包括方案设计模型、

初步设计模型、 施工图设计模型、 设计用例模型ꎮ

２ １ ２　 设计用例模型 ｄｅｓｉｇｎ ｕｓｅｃａｓｅ ｍｏｄｅｌ

满足设计应用需求而创建的建筑信息模型ꎬ 包括方案设计用例模型、 初步设计用例模型、

施工图设计用例模型ꎮ

【条文说明】 设计用例模型是从设计模型 (或模型的一部分) 中抽取和补充分析所需的相关数据

所形成的特定应用模型ꎬ 不同应用点以相互独立的用例模型的方式进行创建和使用ꎬ 例如道面

结构计算模型、 塔台视线分析模型等ꎮ

２ １ ３　 模型单元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ｉｔ

建筑信息模型中承载建筑信息的实体及其相关属性的集合ꎬ 是工程对象的数字化表达ꎮ

[来源: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２０１８)ꎬ ２ ０ ８]ꎮ

２ １ ４　 通用数据环境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服务于特定项目或资产ꎬ 通过管理流程收集、 管理和派发模型单元的约定数据源ꎮ

【条文说明】 “通用数据环境” 是国际上通用的概念ꎬ 英文对应词的缩略形式为 ＣＤＥꎮ ＢＩＭ 的技

术特点要求多方共享同一数据源ꎬ 因此 ＣＤＥ 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单一可信数据源 (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ｒｕｔｈꎬ ＳＳＯＴ)ꎬ 以避免多方信息传递过程中ꎬ 出现信息不对称、 版本混乱、 流程不规范等情

况ꎮ 在 ＩＳＯ １９６５０ 系列标准中ꎬ ＣＤＥ 作为术语提出ꎬ 其定义原文是 “ａｇｒｅ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ｙ ｇｉｖ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 ａｓｓｅｔꎬ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ꎬ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本标准参照该定义ꎮ

２ １ ５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 ＢＩＭ￣ｂａｓ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基于 ＢＩＭ 及相关数据的收集、 组织和共享ꎬ 能够同时为多个 ＢＩＭ 工作实施角色提供信息互

操作功能的信息技术集成环境ꎮ

[来源: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ꎬ ２ １ １２]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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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６　 元数据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描述数据的数据ꎬ 是关于数据的组织、 数据域及其关系的信息ꎮ

[来源: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框架及管理机制» (ＭＨ / Ｔ ５０５４—２０２１)ꎬ ２ ０ ５]ꎮ

２ ２　 缩略语

ＢＩＭ ———建筑信息模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ＦＣ ———工业基础类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ＧＩＳ ———地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Ｄ———标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Ｉ ———应用程序接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ＷＩＰ ———在制品 (Ｗｏｒｋ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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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民用运输机场 ＢＩＭ 设计应用的目标和范围ꎬ 应根据项目特点、 需求等确定ꎮ

３ ０ ２　 ＢＩＭ 设计应用应由机场建设方统筹管理ꎬ 设计方实施ꎮ 施工方、 设施设备供应商和运维

方宜参与协同并提出需求ꎮ 各方可委托 ＢＩＭ 咨询方承担其工作ꎮ

３ ０ ３　 ＢＩＭ 设计应用应以输入条件为基础ꎬ 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用准备的输入条件应符合本标准第 ４ 章的规定ꎻ

２　 应用准备的成果应支撑设计模型的创建与应用ꎬ 并指导通用数据环境的建设和使用ꎻ

３　 通用数据环境应接收设计模型创建的成果ꎬ 以形成单一数据源供各参与方协同使用ꎬ 并

输出信息支撑 ＢＩＭ 应用和交付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设计应用过程包括应用准备、 通用数据环境建立、 设计模型创建、 模型应用以

及成果交付等内容ꎬ 如图 ３ １ 所示ꎮ

图 ３ １　 ＢＩＭ 设计应用全过程关系图

３ ０ ４　 ＢＩＭ 设计应用过程中ꎬ 各参与方应在通用数据环境下采用统一规则ꎬ 保障信息共享ꎬ 并

满足下列要求ꎮ

１　 应采用通用的信息分类规则ꎬ 以进行信息语义识别ꎮ ＢＩＭ 信息分类宜符合 «民用运输机

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０—２０２３) 的规定ꎬ 使用其他信息分类时ꎬ 应注明依据

的标准名称和标准编号ꎮ

２　 宜使用通用的数据架构和格式进行数据交换ꎬ 同时兼顾施工阶段的数据接收要求ꎬ 当无

特殊约定时ꎬ 可采用 ＩＦＣꎮ

３　 应建立通用的信息交付和管理规则ꎬ 以规范信息的生产和应用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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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鉴于 ＢＩＭ 信息应用场景的多样性ꎬ 可能需要使用其他分类方案ꎮ 当使用其他分类方

案时ꎬ 应列明分类方案所依据的标准名称和标准编号ꎮ 机场 ＢＩＭ 实施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多种多

样ꎬ 因此需要规定通用的数据架构和格式以解决数据交换的问题ꎮ 为保证国际通用性ꎬ 本标准

采纳 ＩＳＯ １６７３９－１: ２０１８ «建筑和设施管理行业共享数据的工业基础分类 第 １ 部分 数据模式»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ｏｎ Ｃｌａｓｓｅｓ ( ＩＦＣ)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ｓ — Ｐａｒｔ １: Ｄａｔａ ｓｃｈｅｍａ)ꎬ 即将 ＩＦＣ 作为无特殊约定时的优选数据架构ꎮ ＩＦＣ 的有关信息可在

建筑智慧国际联盟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ＭＡＲ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的官方网站上进行检索ꎮ

３ ０ ５　 ＢＩＭ 设计应用的全过程应保证信息安全ꎬ 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国家和行业信息安全相

关标准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建筑信息化过程中ꎬ 会产生大量的工程设计数据ꎬ 包含地理信息、 工程组成和特征

等ꎮ 由于民用运输机场是重要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ꎬ 事关公共安全ꎬ 很多信息应作为敏感信息

进行充分保护ꎮ 此外ꎬ ＢＩＭ 应用过程中的敏感信息管理可参考 ＩＳＯ １９６５０－５: ２０２０ «建筑物和土

木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 包括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 及使用建筑信息模型中的信息管理 第 ５ 部分

敏感信息管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ＢＩＭ)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 Ｐａｒｔ ５: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ｉｎｄ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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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应用准备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ＢＩＭ 设计应用准备应以项目 ＢＩＭ 整体策划作为基础输入条件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技术的使用是一个整体性工程ꎬ 参考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

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３ ０ ４ 条ꎬ 对项目的 ＢＩＭ 实施进行整体策划ꎮ

４ １ ２　 ＢＩＭ 设计应用准备应包括设计 ＢＩＭ 采购、 数据准备和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制定等

内容ꎮ

４ ２　 设计 ＢＩＭ 采购

４ ２ １　 设计 ＢＩＭ 采购应基于工程全过程管理的要求进行ꎮ

４ ２ ２　 在设计 ＢＩＭ 采购前ꎬ 建设方应确定组织信息需求、 资产信息需求和项目信息需求:

１　 根据行政管理方、 建设方、 运维方和机场使用方的需求确定组织信息需求ꎻ

２　 根据建设方和运维方对资产管理的需求确定资产信息需求ꎻ

３　 根据项目实施目标和管理模式确定项目信息需求ꎮ

４ ２ ３　 在组织信息需求、 资产信息需求和项目信息需求的基础上ꎬ 应根据 ＢＩＭ 设计实施目标、

项目资源和管理模式ꎬ 提出交换信息需求ꎮ

【条文说明】 参考 ＩＳＯ １９６５０－１: ２０１８ «建筑物和土木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 包括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 及使用建筑信息模型中的信息管理 第 １ 部分 概念和原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ＢＩＭ)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Ｐａｒｔ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第

５ 章定义ꎬ 组织信息需求 (ＯＩＲ) 指与组织发展目标相关需求ꎬ 如战略规划、 质量管理目标等ꎻ

项目信息需求 (ＰＩＲ) 指与设计和建造资产相关需求ꎬ 如项目的节能要求、 工程管理需求等ꎻ 资

产信息需求 (ＡＩＲ) 指与资产维护相关需求ꎬ 如检修间隔ꎻ 交换信息需求 (ＥＩＲ) 指关键决策点

上的信息交换内容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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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４　 设计 ＢＩＭ 采购文件主要内容应包括:

１　 项目概述ꎻ

２　 ＢＩＭ 应用目标、 范围、 原则ꎻ

３　 各参与方的 ＢＩＭ 职责ꎬ 各参与方 ＢＩＭ 组织和人力资源能力要求ꎻ

４　 ＢＩＭ 工作内容和成果要求ꎻ

５　 信息交换和版本管理规定ꎻ

６　 通用数据环境和各参与方 ＩＴ 环境要求ꎻ

７　 ＢＩＭ 实施、 交付和验收要求ꎻ

８　 ＢＩＭ 质量管理要求ꎻ

９　 ＢＩＭ 实施风险防范和保障措施要求ꎻ

１０　 知识产权要求ꎮ

４ ３　 数据准备

４ ３ １　 建设方应根据交换信息需求对数据资源、 项目管理信息进行收集、 识别、 复核和整理ꎮ

４ ３ ２　 数据资源应包括前期阶段的成果、 工程设计参数指标、 标准规范数据等ꎮ

４ ３ ３　 项目管理信息应包括设计阶段项目组织结构、 各参与方职责ꎬ 以及项目设计进度、 投资

控制、 设计质量等的管理方式和措施ꎮ

４ ３ ４　 数据准备应明确数据表达方式、 分类和编码规则、 数据架构和格式、 属性信息及其计量

单位ꎮ 数据提取后宜根据需求进行结构化处理ꎮ

４ ４　 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

４ ４ １　 ＢＩＭ 设计应用前ꎬ 应根据项目 ＢＩＭ 整体策划和设计 ＢＩＭ 采购文件要求编制实施细则ꎬ 明

确 ＢＩＭ 设计应用各参与方职责ꎮ

４ ４ ２　 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应结合 ＢＩＭ 应用目标和范围、 项目特点及重难点等因素制定ꎬ 并

与项目设计组织和管理协调一致ꎮ

４ ４ ３　 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技术内容应符合表 ４ ４ ３ 的要求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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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４ ３　 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技术内容

大类

序号
类目列项

小类

序号
主要内容列项

１ 项目概述

１ １ 项目名称、 地址、 类型

１ ２ 项目简介

１ ３ 项目当前各参与方及联系方式

１ ４ 项目关键节点计划

２ ＢＩＭ 应用目标、 范围

２ １ ＢＩＭ 应用总体目标

２ ２ ＢＩＭ 应用范围与内容

２ ３ ＢＩＭ 应用点列表及其重要性等级

２ ４ ＢＩＭ 实施关键节点

３ ＢＩＭ 实施组织架构和职责

３ １ 组织架构

３ ２ 各参与方职责ａ

３ ３ 各参与方人力资源配置要求

４ ＢＩＭ 实施流程和程序

４ １ 各参与方之间 ＢＩＭ 实施流程和方式

４ ２ ＢＩＭ 信息生产流程和方式

４ ３ ＢＩＭ 应用点操作流程和成果

５ 交换信息需求

５ １ 各应用点信息交换内容、 功能、 交付物、 交付格式

５ ２ 各应用点对应的模型深度

５ ３ 各应用点的关联文档

６ ＢＩＭ 实施和验收标准ｂ

６ １ 模型定位规则

６ ２ 项目模型架构分解

６ ３ 模型单元命名规则

６ ４ 模型单元实体表达要求

６ ５ 文件夹结构、 文件夹和文件命名规则

６ ６ 分类和编码规则

６ ７ 数据格式

６ ８ 参照的标准

７ 通用数据环境规则

７ １ 流程管理、 数据管理、 组织管理的元数据

７ ２ 数据状态协同规则

７ ３ 版本管理和档案管理规则

７ ４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

７ ５ 各参与方 ＩＴ 环境

８ 质量管理规则
８ １ ＢＩＭ 信息质量保障措施

８ ２ ＢＩＭ 交付物质量控制措施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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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类

序号
类目列项

小类

序号
主要内容列项

９ ＢＩＭ 实施风险防范和保障措施

９ １ 信息安全措施

９ ２ 风险控制措施

９ ３ 沟通和培训措施

　 　 注: ａ 各参与方职责应以 ＢＩＭ 设计应用责任矩阵表形式表达ꎬ 并符合本标准第 ４ ４ ４ 条的规定ꎮ

ｂ 在满足本标准第 ４ ２ ４ 条规定的实施和验收要求基础上ꎬ 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建设项目 ＢＩＭ 实施和验收相关的数

据标准、 应用标准、 管理标准等ꎬ 且应作为实施细则的附件同时生效ꎮ

４ ４ ４　 ＢＩＭ 设计应用责任矩阵表应根据合同、 ＢＩＭ 实施进度计划、 关键交付节点、 各参与方之

间 ＢＩＭ 实施流程和方式、 参与方 ＢＩＭ 能力等制定ꎬ 宜符合表 ４ ４ ４ 的要求ꎮ

表 ４ ４ ４　 ＢＩＭ 设计应用责任矩阵表

工作内容 建设方 设计方 施工方
设施设备

供应商
运维方

ＢＩＭ
咨询方

设计 ＢＩＭ 采购文件编制 ★▲ △ ▲

数据准备 ★▲ △ □ △ △ ▲

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编制 ○ ★▲ □ □ ▲

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审核 ★▲ □ □ □ ▲

通用数据环境建设 ★▲ ▲ □ △ □ ▲

设计模型创建 ○ ★▲ △ △

设计模型审查 ★▲ △ ▲

设计用例模型创建及应用 ○ ★▲ △ △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交付 ○ ★▲ □ □ △

ＢＩＭ 设计应用模型及成果验收 ★▲ △ △ △ ▲

竣工模型审查 ★▲ ▲ △ △ ▲ ▲

　 　 注: １ “★” 表示负责责任ꎬ “▲” 表示执行责任ꎬ “△” 表示配合责任ꎬ “○” 表示监督责任ꎬ “□” 表示知晓责任ꎮ

２ ＢＩＭ 咨询方由建设方委托ꎻ 其他参与方亦可委托第三方承担其工作内容ꎬ 但责任不应转移ꎮ

【条文说明】 责任矩阵是项目各参与方的工作任务分工ꎮ 本条参照项目管理中国际通行的 ＲＡＣＩ

表示法ꎮ 表 ４ ４ ４ 将工作责任划分为执行、 负责、 配合、 监督及知晓不同层次: 执行指承担该工

作内容的具体实施和操作ꎬ 相当于 “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ꎻ 负责指对该工作内容成果负有批准职

能ꎬ 并对成果负责ꎬ 相当于 “Ａ”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ꎻ 配合指具有该工作内容有关的支撑能力ꎬ 可提

供咨询或成果ꎬ 类似于 “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ｅｄ)ꎻ 监督指对该工作内容的操作过程具有监视督导责任ꎬ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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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工程实践对 ＲＡＣＩ 的拓展ꎻ 知晓指对工作内容和结果具有知悉的权利ꎬ 相当于 “ Ｉ” ( Ｉｎ￣

ｆｏｒｍｅｄ)ꎬ 以便为其他工作内容提供条件ꎬ 也有利于控制信息传播范围ꎮ 在具体项目实施中ꎬ 表

４ ４ ４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化或调整ꎮ

表 ４ ４ ４ “注 ２” 明确了 ＢＩＭ 工作操作人转移的情况下如何使用本表规则ꎮ 由于实践中很多

参与方不具备足够的 ＢＩＭ 能力ꎬ 因此允许委托专业化的 ＢＩＭ 咨询团队代为行使职责ꎮ

４ ４ ５　 ＢＩＭ 设计应用的模型深度规则宜基于数据模板制定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数据模板应按照项目、 功能系统、 构件三个层级分别列举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和属性

信息需求ꎻ

２　 数据模板主要内容应包括模型单元名称、 标识 (ＩＤ)、 分类和编码、 几何表达需求、 几

何表达精度、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字段ꎬ 样式参考附录 Ａ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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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通用数据环境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通用数据环境应根据 ＢＩＭ 整体策划及要求ꎬ 由建设方建立或指定ꎮ

【条文说明】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中未给出通用数

据环境的定义及要求ꎬ 统一标准各分册要求项目建立通用数据环境作为 ＢＩＭ 应用的支撑并补充

了项目各阶段对通用数据环境的要求ꎮ

５ １ ２　 通用数据环境应依托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实现ꎬ 平台主要功能包括流程管理、 数据管理、

组织管理模块:

１　 流程管理模块应支持各参与方依据各自的职能进行数据创建、 共享、 出版和使用ꎻ

２　 数据管理模块应保证数据能够被准确地组织、 识别、 获取和使用ꎻ

３　 组织管理模块应支持对通用数据环境的使用空间、 数据传播和数据保护进行配置ꎮ

【条文说明】 通用数据环境是在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基础上ꎬ 整合了数据内容和规则ꎬ 作为项目或

资产的数据源ꎮ 工程项目实施中ꎬ 可使用应用程序接口 (ＡＰＩ) 将 ＢＩＭ 平台和业务平台进行数

据对接ꎮ

５ １ ３　 通用数据环境的各项规则、 资源和平台应在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中进行制定和规划ꎮ

【条文说明】 流程管理模块应根据 ＢＩＭ 实施组织架构和职责、 ＢＩＭ 实施流程和方式、 ＢＩＭ 实施风

险防范和保障措施建立ꎻ 数据管理模块应根据交换信息需求、 ＢＩＭ 实施和验收标准建立ꎻ 组织

管理模块应根据 ＢＩＭ 实施组织架构和职责、 质量管理规则建立ꎮ 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和通用数

据环境的对应关系如图 ５ １ 所示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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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　 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和通用数据环境的对应关系

５ １ ４　 流程管理、 数据管理、 组织管理应与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的调整同步进行ꎮ

５ １ ５　 通用数据环境应满足设计模型、 文档、 数据和资源库存储和管理的要求ꎬ 作为唯一可信

数据源使用ꎮ

５ １ ６　 通用数据环境宜具备远程访问和使用的功能ꎮ

５ １ ７　 通用数据环境应具备保障数据物理安全和访问安全的功能ꎮ

５ １ ８　 通用数据环境应具备对元数据进行赋予、 修改、 管理和检测的功能ꎮ

５ １ ９　 各参与方应在 ＢＩＭ 实施前对通用数据环境进行部署和测试ꎮ

５ ２　 流程管理

５ ２ １　 通用数据环境的流程管理应与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规定的流程对应ꎬ 并根据各参与方的

职责对 ＢＩＭ 实施的输入条件、 操作行为、 输出成果进行约束和记录ꎮ

５ ２ ２　 流程管理相关元数据的规则宜符合表 ５ ２ ２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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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 ２　 流程管理相关元数据的规则

元数据类别 规则 内容举例

组织职能 与参与方名称保持一致
建设方、 设计方、 施工方 (如有)、

设施设备供应商、 运维方、 ＢＩＭ 咨询方

流程节点职责 与节点执行人职责一致 负责、 执行、 配合、 监督、 知晓

流程进度 表明当前节点处理进度状态 进行中、 完成、 过期、 延期、 取消

流程执行管理 表明当前节点处置结果 通过、 有条件通过、 拒绝、 退回

　 　 注: 单个元数据及元数据组合内均不应含有空格ꎮ

５ ２ ３　 流程管理模块应具备对流程执行情况的监控和统计的功能ꎮ

５ ３　 数据管理

５ ３ １　 通用数据环境的数据管理应服务于数据存储、 检索、 识别、 组织和传输过程ꎬ 并符合下

列要求:

１　 支持根据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对所有级别的模型单元进行管理ꎻ

２　 支持结构化数据按条目进行数据提取ꎬ 对非结构化数据支持按文件进行数据提取ꎮ

５ ３ ２　 数据管理模块应支撑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的交换信息需求和 ＢＩＭ 验收标准的执行ꎮ

５ ３ ３　 数据管理相关元数据的规则应符合表 ５ ３ ３ 的规定ꎮ

表 ５ ３ ３　 数据管理相关元数据的规则

元数据类别 规则 内容举例

模型数据架构和格式 应与模型数据架构和格式保持一致 ＩＦＣ４、 ＩＦＣ２×３

电子文件格式 应与文件后缀名相同 ｉｆｃ、 ｉｆｃＸＭＬ、 ｉｆｃＺＩＰ

版本管理规则

应以英文大写字母 “Ｖ” 开头ꎬ 后紧接数字

版本号ꎬ 若为当前最新版本ꎬ 应在数字

版本号后紧接英文大写字母 “Ｎ”
Ｖ１ ０、 Ｖ３ １、 Ｖ２ ２Ｎ

数据来源

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

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６ ２ ３ 条

第 ５ 款的规定

ＯＷ、 ＧＣ、 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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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元数据类别 规则 内容举例

模型单元状态
应划分为在制品、 共享、 出版、

存档四种有效性状态

ＷＩＰ、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ｄ

数据追溯 应包括模型单元的身份、 创建和管理信息
ＩＤ、 分类、 编码、 创建者、

批准者、 创建日期、 修改日期

　 　 注: 单个元数据及元数据组合内均不应含有空格ꎮ

５ ３ ４　 数据管理应支持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中约定的通用模型数据架构和格式ꎬ 宜支持各参与

方模型生产时使用的原生数据架构和格式ꎮ

【条文说明】 模型数据应能在不同软件平台间进行传递ꎬ 进行数据传递前应明确目标软件和硬件

系统的要求和限制ꎬ 以确保交换传递过程中数据完整性ꎮ

５ ３ ５　 数据管理应支持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中约定的所有电子文件格式ꎬ 当无特定约定时ꎬ 应

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９ １ ４ 条的规定ꎮ

５ ３ ６　 数据管理应支持模型单元及关联文件的索引关系和表达方式ꎬ 并保障索引链接在设计阶

段持续有效ꎮ

５ ３ ７　 数据管理应支持对文件和数据的版本管理ꎬ 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符合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中约定的相关规则ꎻ

２　 应持续保持当前共享的数据为最新版本ꎬ 宜支持历史版本恢复功能ꎮ

５ ３ ８　 电子文件夹的设置应符合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的相关约定ꎬ 当无特定约定时ꎬ 文件夹主

字段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一级文件夹为项目名称ꎻ

２　 二级文件夹划分为项目数据资源、 资源库、 方案设计模型、 初步设计模型、 施工图设计

模型、 设计应用、 成果移交ꎻ

３　 三级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 (成果移交除外) 根据工程单项、 子项、 系统、 专业或数据性

质进行区分ꎻ

４　 成果移交的三级文件夹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９ ３ ７ 条中关于二级文件夹名称的规定ꎬ ＢＩＭ 成果的四级文件夹按照用途分类ꎻ

５　 电子文件夹的组织规则符合表 ５ ３ ８ 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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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３ ８　 电子文件夹的组织规则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备注

ＤＲ０ 项目数据资源

ＤＲ０１ 前期阶段成果

ＤＲ０２ 项目管理文件

⋮

ＤＲ０２１ 工程管理
含合同、 工程进度计划、

投资计划

ＤＲ０２２ ＢＩＭ 管理
含项目 ＢＩＭ 采购文件、

实施细则

⋮ ⋮

ＤＲ１ 资源库

ＤＲ１１ 数据字典

ＤＲ１２ 数据模板

⋮

ＤＲ２ 方案设计模型

ＤＲ２１ 整合模型

ＤＲ２２ 飞行区工程

ＤＲ２３ 航站楼工程

⋮

ＤＲ２２１ 模型

ＤＲ２２２ 关联文件

ＤＲ２３１ 模型

ＤＲ２３２ 关联文件

⋮ ⋮

ＤＲ３ 初步设计模型

ＤＲ３１ 整合模型

ＤＲ３２ 飞行区工程

ＤＲ３３ 航站楼工程

⋮

ＤＲ３２１ 模型

ＤＲ３２２ 图纸

ＤＲ３２３ 关联文件



⋮ ⋮

ＤＲ４ 施工图设计模型

ＤＲ４１ 整合模型

ＤＲ４２ 飞行区工程

ＤＲ４３ 航站楼工程

⋮

ＤＲ４２１ 模型

ＤＲ４２２ 图纸

ＤＲ４２３ 关联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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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备注

ＤＲ５ 设计应用

ＤＲ５１ 方案比选应用

ＤＲ５２ 三维可视化应用

ＤＲ５３ 仿真模拟及

性能化分析应用

ＤＲ５４ 碰撞检查应用

ＤＲ５５ 管线综合应用

ＤＲ５６ 量化统计应用

ＤＲ５７ 制图输出

⋮

ＤＲ５１１ 设计模型

ＤＲ５１２ 关联文件

ＤＲ５１３ 应用成果



ＤＲ６ 成果移交

１０ 目录

２０ 工程前期文件

３０ 工程管理文件

⋮

１０９ ＢＩＭ 成果

５ ３ ９　 应使用模型单元状态元数据标记模型单元的有效性ꎬ 使用模型单元的信息前应复核状

态ꎬ 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制品 (ＷＩＰ) 数据不应作为有效数据使用ꎻ

２　 共享 (Ｓｈａｒｅｄ) 数据应作为临时信息交换ꎬ 可被指定的参与方用于指定的用途ꎻ

３　 出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数据应作为正式交付物ꎬ 可被指定的参与方使用ꎻ

４　 存档 (Ａｒｃｈｉｖｅｄ) 数据应作为正式交付物ꎬ 可被指定的参与方读取ꎮ

５ ３ １０　 通用数据环境应可监控其中的数据创建和修改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模型单元均应具备唯一的标识 (ＩＤ)ꎻ

２　 模型单元应记录创建、 管理、 更新和被访问元数据ꎮ

５ ４　 组织管理

５ ４ １　 通用数据环境的组织管理应支持各参与方根据职责和权限ꎬ 对通用数据环境资源分级

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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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２　 通用数据环境宜提供应用程序接口 (ＡＰＩ)ꎬ 与各参与方内部的业务支撑平台进行对接ꎮ

５ ４ ３　 组织管理模块宜保障各参与方在通用数据环境中具有不同层次的使用空间:

１　 各参与方拥有相互独立的使用空间和可共享的空间ꎻ

２　 在特定各参与方之间具备建立指定数据共享通道的功能ꎮ

５ ５　 模型资源库

５ ５ １　 模型资源库主要包括数据字典、 模板库、 规则库、 知识库ꎬ 可根据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

进行部署和配置ꎮ

５ ５ ２　 模板库宜包括数据模板、 应用模板ꎬ 应统一制作ꎬ 按权限管理分发ꎮ

【条文说明】 数据模板包含建模所需项目模板文件、 工作空间、 单元库、 构件库等ꎮ 应用模板包

括模型应用所需标准化设置文件和应用指南ꎮ

５ ５ ３　 规则库和知识库应根据项目质量需求建立ꎬ 可采用非结构化数据形式公布ꎻ 当采用结构

化规则库或知识库时ꎬ 可结合流程管理使用ꎮ

５ ６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

５ ６ １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

２０２０) 第 ７ ４ 节相关要求ꎮ

５ ６ ２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的硬件配置及网络架构应满足各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所约定的各项工作

要求ꎮ

５ ６ ３　 ＢＩＭ 协同工作平台软件主要功能要求如下:

１　 应支持多设备多终端的 ＢＩＭ 模型创建、 编辑、 浏览ꎻ

２　 应兼容不同格式的建筑信息模型ꎻ

３　 应具备完善的权限管理功能ꎻ

４　 应满足设计流程及版本、 质量管理需求ꎻ

５　 应实现与其他系统数据接口集成ꎻ

６　 应建立安全通道访问机制ꎻ

７　 宜支持模型数据提取、 复核和应用ꎻ

８　 宜支持模型合规性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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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设计模型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设计模型应依据数据准备成果和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ꎬ 按阶段、 专业或区域创建和

管理ꎮ

６ １ ２　 设计模型应对工程对象按设计阶段逐步明确和细化ꎻ 设计用例模型应基于对应阶段的设

计模型创建ꎻ 施工图设计阶段的设计模型宜兼顾深化设计模型的需求ꎬ 其相互关系如图 ６ １ ２

所示ꎮ

图 ６ １ ２　 设计模型和设计用例模型关系

【条文说明】 设计模型的创建和应用是分阶段开展的ꎬ 其中设计模型随设计深化不断增加建设工

程信息ꎬ 提升几何表达信息精度和属性信息深度ꎮ 设计用例模型基于各阶段模型深化ꎬ 包括方

案设计用例模型、 初步设计用例模型、 施工图设计用例模型ꎮ

６ １ ３　 设计模型的创建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几何信息能完整表达建设内容和成果ꎻ

２　 对项目、 功能空间或系统、 构件特性等属性信息进行定义ꎻ

３　 建筑信息的分类和编码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０—

２０２３) 的有关规定ꎮ

６ １ ４　 设计用例模型的创建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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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模型单元的属性信息的创建满足应用的交换信息需求ꎻ

２　 几何及属性信息精度与特定应用需求相匹配ꎬ 不宜过度建模ꎻ

３　 对不同的设计用例模型和应用成果进行单独保存ꎮ

【条文说明】 设计用例模型是为满足设计特定阶段 ＢＩＭ 应用需求而创建的ꎬ 其附加的属性信息通

常不会在其他阶段复用ꎬ 因此不宜在设计模型中保留冗余信息ꎮ

６ １ ５　 设计用例模型与 ＢＩＭ 应用专业软件交互所产生的信息变化ꎬ 应同步在设计模型中调整ꎮ

【条文说明】 设计用例模型在模型应用后的几何及属性信息变化应反馈至设计模型ꎮ 如管线综合

导致的几何信息变化ꎬ 或性能化分析产生的属性信息ꎬ 均应在设计模型更新ꎮ

６ ２　 模型架构

６ ２ １　 设计模型创建和管理应以模型单元作为基本组成对象ꎬ 模型单元分级应符合 «民用运输

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４ １ 节的规定ꎮ

６ ２ ２　 设计模型的模型架构宜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０—

２０２３) 的下列要求:

１　 项目级模型单元宜采用表 Ａ ０ ５ 的大类和中类的架构ꎻ

２　 功能系统级模型单元宜采用表 Ａ ０ ５ 的小类和细类的架构ꎬ 设计模型专业系统组织宜符

合本标准附录 Ｂ 的规定ꎻ

３　 构件级模型单元宜采用表 Ａ ０ ３ 的细类ꎬ 当需要表达产品时ꎬ 宜采用表 Ａ ０ ６ 的细类ꎮ

６ ３　 模型深度

６ ３ １　 设计模型的模型深度应由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组成ꎬ 模型单元的几何表达精度、 属性信

息深度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６ ３ 节的

规定ꎮ

６ ３ ２　 设计模型的构件级模型单元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交付深度ꎬ 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Ｃ 的

规定ꎮ

６ ３ ３　 设计模型的几何信息表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空间定位标明定位基点ꎬ 设计模型的模型坐标与项目工程坐标一致ꎬ 设计用例模型的模

型坐标宜按 ＢＩＭ 设计应用需求设置ꎻ

２　 空间占位符合 ＢＩＭ 设计意图ꎬ 满足工程对象的形变、 公差和操作空间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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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４　 设计模型的属性信息表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根据数据准备形成的成果和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要求进行完善ꎻ

２　 以属性信息表的形式进行表达ꎬ 属性信息表在数据模板的基础上增补属性值信息ꎬ 数据

模板应符合本标准第 ４ ４ ５ 条的规定ꎮ

６ ３ ５　 设计模型单元属性信息表达内容可参考表 ６ ３ ５ꎮ

表 ６ ３ ５　 设计模型单元属性信息表内容参考

属性分类 属性组 属性名称

项目信息

项目标识 项目名称、 编号、 简称等

项目类别及等级 按民航专业工程和非民航专业工程划分项目的类别及建设等级等

建设参与方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等

身份信息
基本描述 名称、 编号、 类型、 工程说明等

编码信息 编码、 编码执行标准等

定位信息

项目内部定位 所属的建筑、 楼层、 房间、 编号

坐标定位 可按照平面坐标系统、 地理坐标系统、 投影坐标系统分项描述

占位尺寸 长度、 宽度、 高度、 厚度、 精度等

系统信息
系统分类 系统分类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模型单元的名称、 编号、 编码及关联关系类型

技术信息

构造尺寸 长度、 宽度、 高度、 厚度、 精度等主要方向上特征

系统 /设备构成 主要系统 /设备的名称、 材质、 尺寸等属性

设计参数 系统性能、 产品设计性能

技术要求 材料要求、 施工要求、 安装要求等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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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模型应用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ＢＩＭ 设计应用应基于设计用例模型开展ꎮ

７ １ ２　 ＢＩＭ 设计应用宜包括方案比选、 三维可视化、 仿真模拟及性能化分析、 碰撞检查、 管线

综合、 量化统计、 制图输出等ꎮ

７ ２　 方案比选

７ ２ １　 方案比选宜基于 ＢＩＭ 数据对航站楼、 机场竖向、 土石方工程量及排水布局等设计方案进

行综合比选ꎮ

７ ２ ２　 方案比选宜通过参数化技术手段提取各种设计指标ꎬ 在比选方案中进行量化对比分析ꎮ

【条文说明】 在方案比选应用中ꎬ 不应局限于三维可视化方面的比选作用ꎬ 应充分利用模型属性

信息的应用价值ꎮ 在项目前期宜基于通用数据模板提前设定模型构件的设计指标项ꎬ 在方案比

选应用中ꎬ 确保该类设计指标可进行提取、 筛选和分析ꎬ 从而实现对多个技术方案的设计指标

进行比选ꎮ

７ ２ ３　 方案比选应用的交付成果宜包含方案比选用例模型、 方案比选报告等ꎮ

７ ３　 三维可视化

７ ３ １　 三维可视化宜基于场地、 建 (构) 筑物、 设施设备、 周边环境的 ＢＩＭ 和 ＧＩＳ 数据ꎬ 进行

渲染、 漫游、 效果表现等应用ꎮ

７ ３ ２　 三维可视化应用宜在可视化专业软件中进行ꎮ

７ ３ ３　 三维可视化应用交付成果可包含三维可视化用例模型、 效果图、 漫游动画、 虚拟现实场

景等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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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仿真模拟及性能化分析

７ ４ １　 仿真模拟及性能化分析宜基于 ＢＩＭ 和 ＧＩＳ 数据进行ꎮ

【条文说明】 结合不同民用运输机场的规模及特点ꎬ 可开展各种仿真模拟及性能化分析应用ꎬ 如

捷运系统及行李隧道工程可视性分析ꎬ 旅客服务系统可视性分析ꎬ 三维地质分析ꎬ 地势土方及

排水分析ꎬ 飞行区模拟仿真、 陆侧交通系统车流模拟、 行李运输流线仿真模拟、 人流动线分析、

疏散模拟等ꎮ

７ ４ ２　 性能化分析结果宜录入设计模型ꎮ

【条文说明】 性能化分析中的节能分析、 施工荷载工况分析、 结构疲劳分析及灾害结构破坏分析

等分析结果数据ꎬ 宜作为属性信息录入设计模型ꎬ 供后期施工运维检测应用ꎮ

７ ４ ３　 仿真模拟及性能化分析应用的交付成果ꎬ 可包含仿真模拟用例模型、 仿真模拟动画、 仿

真模拟分析报告、 性能化分析报告等ꎮ

７ ５　 碰撞检查

７ ５ １　 设计过程中ꎬ 各专业模型应分阶段进行碰撞检查ꎬ 并通过多专业协同解决模型碰撞问题ꎮ

７ ５ ２　 碰撞检查除了核查构件实体间的碰撞ꎬ 还应通过碰撞检查对车辆通行、 设备设施通行、

检修空间及防护空间等有空间距离要求的设计内容进行核查ꎮ

７ ５ ３　 碰撞检查应用的交付成果应包含碰撞检查用例模型、 碰撞检查报告等ꎮ

【条文说明】 碰撞检查目的是优化空间布局ꎬ 避免设计错误传递到施工阶段ꎮ 为确保检查成果全

面准确ꎬ 各专业模型之间的碰撞检查可能发生多次ꎮ 碰撞检查报告应详细记录调整前各专业模

型之间的碰撞ꎬ 记录碰撞检查及管线综合的原则及碰撞解决方案ꎬ 对空间冲突及优化前后进行

对比说明ꎮ

７ ６　 管线综合

７ ６ １　 设计阶段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管线综合ꎬ 应用内容包括干线路由管线综合和全专业路由

管线综合ꎮ

１　 在初步设计阶段ꎬ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干线路由管线综合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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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ꎬ 应使用 ＢＩＭ 数据进行全专业路由管线综合ꎮ

【条文说明】 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ꎬ 干线路由管线综合考虑各专业条件及管线排布原则ꎬ 对

主干管线路由及管井进行布置ꎮ 全专业路由管线综合除了应考虑各机电系统的设计要求ꎬ 还宜

考虑部分施工阶段的安装工艺ꎮ

７ ６ ２　 管线综合应基于管线综合用例模型输出管线综合图ꎮ

７ ６ ３　 管线综合应用的交付成果宜包含管线综合用例模型、 管线综合图及说明等ꎮ

７ ７　 量化统计

７ ７ １　 量化统计用例模型的精度及信息表达应满足量化统计应用的需求ꎮ

【条文说明】 目前ꎬ 基于模型中建筑及设备对象的计算和汇总并不能等同于工程算量ꎮ 工程算量

的计算方法和折减方式ꎬ 要考虑的内容较多ꎬ 应由专业的造价人员完成ꎮ 量化统计的原则是以

清单形式统计设计内容ꎬ 以校对是否符合相关设计指标ꎮ 虽然量化统计不等同于算量、 造价ꎬ

但是两者存在一定联系ꎮ

７ ７ ２　 量化统计应用宜直接从 ＢＩＭ 构件属性中提取工程量ꎬ 或导入其他 ＢＩＭ 算量软件进行工程

量计算ꎬ 成果宜满足估算、 概算、 预算的工程量计算及校对要求ꎮ

【条文说明】 ＢＩＭ 构件在设置属性时应逐步建立与算量、 造价之间的联系ꎬ 制定模型与定额库分

类体系的映射规则ꎬ 通过构件属性的设置为模型算量和造价应用预留数据接口ꎬ 并且对估算、

概算、 预算清单具有校核作用ꎮ 构件属性还应考虑对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设计变更进行同步统计ꎮ

７ ７ ３　 量化统计应用的交付成果宜包含量化统计用例模型、 统计明细表、 汇总表等ꎮ

７ ８　 制图输出

７ ８ １　 制图输出用例模型的精度及信息表达应满足制图输出的需求ꎮ

【条文说明】 制图输出的成果应满足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

模型制图标准» (ＪＧＪ / Ｔ ４４８—２０１８)、 «民用机场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内容及深度要求» (ＭＨ

５０１６—２００１)、 «民用机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内容及深度要求» (ＭＨ ５０２２—２００５) 等规范

标准的相关要求ꎮ

７ ８ ２　 制图输出应从 ＢＩＭ 数据提取模型视图、 尺寸及属性标注ꎬ 并使用二维图形及文字说明补

充表达设计信息ꎮ

７ ８ ３　 制图输出的成果应包含制图输出用例模型、 二维设计图纸等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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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成果交付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设计方应根据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中的项目设计关键节点计划ꎬ 交付 ＢＩＭ 设计应用

成果ꎮ

８ １ ２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应满足合同及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要求ꎮ

８ １ ３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交付全过程应基于通用数据环境开展ꎮ

８ ２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验收

８ ２ １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应组织各参与方验收ꎮ

８ ２ ２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验收应审核下列要求:

１　 模型元素类型的完整性和模型深度的统一性ꎻ

２　 模型元素与各专业图纸表达的一致性ꎻ

３　 模型元素的组合、 命名、 模型视图和拆分方式的合规性ꎻ

４　 各阶段设计模型元素信息的符合性ꎻ

５　 各专业、 各子项工程间相互协调性ꎮ

８ ３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交付

８ ３ １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交付内容应包括设计模型、 设计图纸、 设计阶段 ＢＩＭ 实施细则和模型

构件属性说明ꎮ

８ ３ ２　 模型构件属性说明可通过表格、 文档等方式统计模型构件类型、 属性及对应数量ꎮ

８ ３ ３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宜参照表 ８ ３ ３ꎬ 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附录 Ｂ 中有关规定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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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３ ３　 机场工程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文件

类别 应用类别 应用点代号 应用点 ＢＩＭ 成果文件 成果类型

１
项目规划及

方案比选

Ａ１ 规划符合性文件

Ａ２ 机场总平面规划分析

Ａ３ 征地拆迁分析

Ａ４ 噪声影响分析

Ａ５ 陆侧交通系统分析

与城市及临近机场关系图 文档、 图纸

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机场本期规划总平面图 文档、 图纸

机场远期规划总平面图 文档、 图纸

机场土地使用规划控制图 文档、 图纸

机场土地使用规划分析模型 文档、 图纸

征地拆迁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征地拆迁面积表 文档

机场环境噪声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模型

机场环境噪声影响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机场噪声影响分析图 图片、 文档

机场陆侧综合交通研究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机场场址区域综合交通现状 文档、 图片、 视频

２ 遮挡分析

Ａ６
仪表着陆系统

临界敏感区范围分析

Ａ７ 导航台场地分析

Ａ８ 塔台通视分析

Ａ９
进近灯光面

障碍物排查分析

Ａ１０
机场场址净空

可视化分析

仪表着陆系统临界敏感区

范围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导航台站场地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塔台管制位置和

高度技术论证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塔台通视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灯光面障碍物排查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净空图 图片、 视频

净空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３ 设计方案分析

Ａ１１ 飞行区模拟仿真

Ａ１２ 航站楼方案对比分析

Ａ１３
捷运系统及

行李隧道工程

可视性分析

Ａ１４
陆侧交通系统

车流模拟

Ａ１５
行李运输流线

仿真模拟

飞行区模拟仿真研究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航站楼主体方案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主要构型节点方案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捷运系统及行李隧道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捷运系统及行李隧道

模型可视性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车流模拟仿真动画 文档、 视频、 图片

车流模拟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行李运输流线可视性

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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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应用类别 应用点代号 应用点 ＢＩＭ 成果文件 成果类型

３ 设计方案分析 Ａ１６
旅客服务系统

可视性分析

标识系统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航显、 时钟、 值机引导

系统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安检闸机系统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４ 人流分析

Ａ１７ 人流动线分析

Ａ１８ 疏散模拟

到港、 出发、 中转流程动画 视频、 图片

疏散模拟动画 视频、 图片

疏散模拟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５ 场地设计分析

Ａ１９

Ａ２０

三维地质分析

地势分析

土方分析

排水分析

三维地质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地势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地势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土方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土方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排水分析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排水分析报告 文档、 视频、 图片

６ 碰撞检查

Ａ２１ 行李系统碰撞检查 行李系统区域碰撞检查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Ａ２２ 全专业碰撞检查 碰撞检查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Ａ２３
通行净高及

距离碰撞检查

通行净高及距离碰撞

检查报告
文档、 图片、 视频

７ 管线综合

Ａ２４ 干线路由管线综合

Ａ２５ 全专业路由管线综合

管线综合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管线综合图 ＤＷＧ 文件、 图纸

管线综合模型 模型、 ＩＦＣ 文件

管线综合图 ＤＷＧ 文件、 图纸

８ 工程经济分析
Ａ２６ 辅助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分析表 文档

Ａ２７ 工程量统计 主要工程量清单 文档

９ 其他 — — — —

８ ３ ４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文件命名、 标识 (ＩＤ) 及交付成果格式应符合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

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第 ５ 章的规定ꎮ

８ ３ ５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宜作为施工、 运维阶段 ＢＩＭ 应用的基础ꎮ

８ ３ ６　 ＢＩＭ 设计应用成果宜进行后评估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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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数据模板样式

表 Ａ １　 设计阶段项目级模型单元数据模板样式

模型单元名称 项目名称

ＩＤ —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１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

分类和编码标准
分类和编码 １ 参考表 Ａ ０ １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２ — 分类和编码 ２ —

几何信息

几何信息需求 总体尺寸等 几何表达精度 Ｇ３

属性信息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项目

标识

ＰＪ￣１０１ 项目名称 —

ＰＪ￣１０２ 机场四字码 /三字码 —/—

ＰＪ￣１０３ 机场简称 —

建设

说明

ＰＪ￣２０１ 建设地点 —

ＰＪ￣２０２ 建设阶段 —

ＰＪ￣２０３ 气象条件 —

ＰＪ￣２０４ 地形地貌 —

ＰＪ￣２０５ 水文地质 —

ＰＪ￣２０６ 与城市关系 —

ＰＪ￣２０７ 立项报告批文 —

ＰＪ￣２０８ 可行性研究报告 —

ＰＪ￣２０９ 选址及环境影响报告 —

ＰＪ￣２１０ 用地红线图 —

ＰＪ￣２１１ 设计任务书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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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机场

类别

与等级

ＰＪ￣３０１ 机场运行等级 —

ＰＪ￣３０２ 目标年 —

ＰＪ￣３０３ 目标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ＰＪ￣３０４ 飞行区指标 —

ＰＪ￣３０５ 跑道数量 条

ＰＪ￣３０６ 跑道尺寸 (长×宽) ｍ×ｍ

ＰＪ￣３０７ 跑道号码 —

ＰＪ￣３０８ 跑道运行类别 —

ＰＪ￣３０９ 跑道 ＰＣＮ —

ＰＪ￣３１０ 跑道表面类型 —

ＰＪ￣３１１ 可使用最大机型 —

ＰＪ￣３１２ 平行滑行道数量 条

ＰＪ￣３１３ 机位数 Ａ / Ｂ / Ｃ / Ｄ / Ｅ / Ｆ 个

ＰＪ￣３１４ 机场标高 ｍ

ＰＪ￣３１５ 基准温度 ℃

ＰＪ￣３１６ 助航灯光系统 —

ＰＪ￣３１７ 消防保障等级 —

ＰＪ￣３１８ 应急救护等级 —

ＰＪ￣３１９ 建筑分类及相关指标 —

设计

说明

ＰＪ￣４０１ 场地现状特点 —

ＰＪ￣４０２ 周边环境情况 —

ＰＪ￣４０３ 地质地貌特征 —

ＰＪ￣４０４ 设计技术说明 —

技术

经济

指标

ＰＪ￣５０１ 总投资 —

ＰＪ￣５０２ 机场用地面积 ｍ２

ＰＪ￣５０３ 飞行区面积 ｍ２

ＰＪ￣５０４ 总建筑面积 ｍ２

ＰＪ￣５０５ 航站楼总建筑面积 ｍ２

ＰＪ￣５０６ 各分项建筑面积 ｍ２

ＰＪ￣５０７ 容积率 —

ＰＪ￣５０８ 建筑密度 %

ＰＪ￣５０９ 停车泊位数 个

ＰＪ￣５１０ 控制高度 ｍ

—８２—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建设

单位

信息

ＰＪ￣６０１ 机场管理机构名称 —

ＰＪ￣６０２ 建设单位名称 —

ＰＪ￣６０３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

ＰＪ￣６０４ 建设单位联系人 —

建设

参与方

信息

ＰＪ￣７０１ 设计单位名称 —

ＰＪ￣７０２ 设计单位联系方式 —

ＰＪ￣７０３ 设计单位联系人 —

ＰＪ￣７０４ 施工单位名称 —

ＰＪ￣７０５ 施工单位联系方式 —

ＰＪ￣７０６ 施工单位联系人 —

ＰＪ￣７０７ 监理单位名称 —

ＰＪ￣７０８ 监理单位联系方式 —

ＰＪ￣７０９ 监理单位联系人 —

—９２—

附录 Ａ　 数据模板样式



表 Ａ ２　 设计阶段功能系统级模型单元数据模板样式

模型单元名称 助航灯光系统

ＩＤ —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１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

分类编码和标准
分类和编码 １ １７－１０ ０３ ００ ００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２ — 分类和编码 ２ —

几何信息

几何信息需求 无 几何表达精度 —

属性信息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基本

描述

ＩＤ￣１０１ 系统名称 —

ＩＤ￣１０２ 系统编号 —

ＩＤ￣１０３ 系统类型 —

ＩＤ￣１０４ 系统结构 —

项目

内部

定位

ＬＣ￣１０１ 机场用地分类 —

ＬＣ￣１０２ 机场用地编码 —

ＬＣ￣１０３ 建筑 (设施) 名称 —

ＬＣ￣１０４ 建筑 (设施) 编码 —

坐标

定位
ＬＣ￣２０１ 坐标定位 —

系统

分类

ＳＴ￣１０１ 上级系统分类 —

ＳＴ￣１０２ 平行系统分类 —

ＳＴ￣１０３ 下级系统分类 —

系统

参数

ＴＣ￣１０１ 跑道视程 —

ＴＣ￣１０２ 高程 (进近灯光光芯变坡) ｍ

ＴＣ￣１０３ 跑道下滑角 °

ＴＣ￣１０４ 跑道高度 ｍ

ＴＣ￣１０５ 负荷等级 —

ＴＣ￣１０６ 负荷容量 ｋＷ

ＴＣ￣１０７ 回路数 —

ＴＣ￣１０８ 负载率 %

ＴＣ￣１０９ 灯光种类 —

ＴＣ￣１１０ 电压等级 Ｖ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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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系统

参数

ＴＣ￣１１１ 配电箱容量 ｋＷ

ＴＣ￣１１２ 防雷类别 —

ＴＣ￣１１３ 雷电防护等级 —

ＴＣ￣１１４ 接地措施 —

ＴＣ￣１１５ 布线方案 —

ＴＣ￣１１６ 系统点位配置标准 —

ＴＣ￣１１７ 监控点方案 —

ＴＣ￣１１８ 控制线缆类型 —

ＴＣ￣１１９ 敷设方式 —

ＴＣ￣１２０ 控制方式 —

ＴＣ￣１２１ 传输方式 —

ＴＣ￣１２２ 系统接口形式 —

ＴＣ￣１２３ 系统通信协议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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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３　 设计阶段构件级模型单元数据模板样式

模型单元名称 跑道中线灯

ＩＤ —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１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

分类编码和标准
分类和编码 １ １４－１４ ００ １１ ０１

分类和编码标准 ２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

分类编码和标准
分类和编码 ２ １６－１４ ０２ ０１ ０１

几何信息

几何信息需求 长、 宽、 高 几何表达精度 Ｇ２

属性信息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基本

描述

ＩＤ￣１０１ 名称 —

ＩＤ￣１０２ 编号 —

ＩＤ￣１０３ 类型 —

ＩＤ￣１０４ 功能说明 —

项目

内部

定位

ＬＣ￣１０１ 机场用地分类 —

ＬＣ￣１０２ 机场用地编码 —

ＬＣ￣１０３ 建筑 (设施) 名称 —

ＬＣ￣１０４ 建筑 (设施) 编码 —

坐标

定位
ＬＣ￣２０１ 坐标定位 —

系统

分类

ＳＴ￣１０１ 一级系统分类 —

ＳＴ￣１０２ 二级系统分类 —

ＳＴ￣１０３ 三级系统分类 —

关联

关系
ＳＴ￣２０１ 相关节点编号 —

组件

构成

ＴＣ￣２０１ 组件名称 —

ＴＣ￣２０２ 组件材质 —

ＴＣ￣２０３ 组件指标 —

设计

参数

ＴＣ￣３０１ 光源类型 —

ＴＣ￣３０２ 光源功率 Ｗ

ＴＣ￣３０３ 发光方向 —

ＴＣ￣３０４ 光源颜色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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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性组 属性名称 计量单位

生产

信息

ＭＦ￣１００ 产品通用基础数据 —

ＭＦ￣２００ 产品专用基础数据 —

技术

要求

ＴＣ￣４０１ 技术要求 —

ＴＣ￣４０２ 安装方式 —

资产

信息

ＡＭ￣１０１ 品牌 —

ＡＭ￣１０２ 产品型号 —

维护

信息

ＦＭ￣１００ 巡检信息 —

ＦＭ￣２００ 维修信息 —

ＦＭ￣３００ 维护预测 —

ＦＭ￣４００ 备件备品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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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设计模型专业系统组织表

专业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三级系统

总图

飞行区总图

小区总图

跑滑系统 —

机坪系统 —

附属设施系统 —

道路系统 —

净空限制系统 —

场地 —

道路 —

标志标线 —

小区围墙 —

排水 —

停车 —

景观绿化 —

岩土

勘察

地基

勘察

地基处理系统 —

边坡支挡 (防护) —

基坑支护 —

地基监测系统 —

勘察地形系统 —

勘察基础数据系统 —

地质系统 —

场道

场地系统

道面

标志标线

围界

飞行区排水系统

地形 —

土方 —

— —

— —

— —

—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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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三级系统

助航灯光

目视助航灯光系统

机坪助航设备系统

标记牌系统

灯光系统

灯光供电系统

灯光监视系统

站坪泛光照明

机坪助航设备供电系统

机务用电

目视停靠引导系统

机坪助航设备监视与控制系统

—

进近灯光系统

跑道灯光系统

滑行道灯光系统

其他灯光系统

—

—

—

—

—

—

—

—

空管

航管

通信系统

自动化系统

塔台管制自动化系统

管制综合信息显示系统

协同决策系统

时钟系统

流量管理系统

民航情报管理系统

航行情报动态信息管理系统

甚高频地空通信系统

高频地空通信系统

语音通信交换系统

民航数据传输系统

无线传输系统

语音数据记录仪系统

运行系统

配套系统

—

—

—

—

—

—

—

—

—

—

—

民航卫星通信系统

本地微波系统

—

导航系统

无方向信标台 —

航向信标台 —

下滑信标台 —

指点信标台 —

多普勒全向信标台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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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三级系统

空管

导航系统

监视系统

气象系统

测距仪台

地基增强系统

测距台

一次雷达

二次雷达

场面监视雷达

多点定位系统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

气象探测设备

气象资料收集处理设备

气象产品分析制作设备

—

—

—

—

—

—

机场场面多点定位系统

广域多点定位系统

—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

天气雷达

风温廓线雷达

微波辐射计

激光测风雷达

毫米波云雾雷达

雷电探测设备

平流雾探测系统

低空风切变探测系统

机场气象观测资料处理系统

气象资料接收处理系统

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

气象资料存储系统

气候志或气候概要编制系统

区域数值预报系统

短临数值预报系统

集合预报系统

强对流临近预报系统

预警预报分析制作系统

天气会商系统

天气图自动填绘与分析系统

机场气候资料分析与应用系统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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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三级系统

空管

气象系统

工艺配套系统

气象信息交换设备

气象服务设备

工艺配电系统

工艺配线系统

民用航空气象信息系统

气象资料共享系统

民航气象信息安全设备

气象图文传真设备

民用航空气象综合服务系统

气象与航管信息融合系统

天气讲解系统

业务运行监控系统

—

—

民航专业

弱电

信息集成系统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离港控制系统

泊位引导系统

安检信息管理系统

标识引导系统

行李处理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网络交换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安全防范系统

主时钟系统

内部通信系统

呼叫中心 (含电话

自动问讯系统)

— —

— —

— —

— —

— —

— —

行李工艺设备 —

行李设备监控系统 —

行李控制系统 —

— —

— —

— —

门禁系统 —

入侵探测报警及围界安防系统 —

视频监控系统 —

道口安全管理系统 —

电子巡更系统 —

隐蔽报警系统 —

— —

— —

— —

—７３—

附录 Ｂ　 设计模型专业系统组织表



续表

专业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三级系统

民航专业

弱电

综合布线系统

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

机房及功能中心

无线通信室内覆盖系统

旅客自助服务类系统

有线电视系统

云平台系统

ＰＯＳ 系统

全景增强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

物联网平台、 高精度

定位系统

通信管网系统

空勤证管理系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

外围护体系

平面系统

交通系统

装饰装修

景观园林

家具部品部件

其他构造

非承重外墙 —

幕墙系统 —

屋面系统 —

外门窗 —

非承重内墙及隔断 —

内门窗 —

栏杆栏板 —

天花顶棚 —

楼面 —

地面 —

楼梯 —

电梯 —

扶梯步道 —

台阶坡道 —

— —

— —

— —

— —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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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三级系统

结构

基础

主体结构

其他构造

独立基础 —

条形基础 —

筏板基础 —

箱形基础 —

桩基础 —

框架 —

框架－剪力墙 —

剪力墙 —

筒体 —

立体桁架 —

网壳 —

网架 —

索膜 —

楼梯 —

坡道 —

台阶 —

雨篷 —

给水排水

给水系统

排水系统

中水系统

雨水回收利用系统

循环水系统

冷水给水系统 —

热水给水系统 —

直饮水系统 —

补水系统 —

污水系统 —

废水系统 —

雨水系统 —

中水处理系统 —

中水供水系统 —

雨水回收系统 —

雨水利用系统 —

雨水利用及供水系统 —

冷却循环水系统 —

水景循环水系统 —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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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三级系统

给水排水
消防系统

场内供水系统

室外消火栓系统 —

室内消火栓系统 —

常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雨淋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防火分隔水幕 —

防火冷却水幕 —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

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 —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 —

水喷雾灭火系统 —

细水雾灭火系统 —

气体灭火系统 —

泡沫灭火系统 —

— —

暖通空调

供暖系统

通风系统

空气调节系统

热源系统 —

散热器供暖系统 —

热水辐射供暖系统 —

电热供暖系统 —

户式燃气炉、 户式空气源

热泵供暖系统
—

机械排风系统 —

机械送风系统 —

事故通风系统 —

防排烟系统 —

排油烟系统 —

冷热源系统 —

全空气调节系统 —

蒸发冷却空调系统 —

多联式空调系统 —

直接膨胀式空调系统 —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 —

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 —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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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三级系统

暖通空调
除尘与有害气体

净化系统

除尘系统 —

气体净化系统 —

抑尘及真空清扫系统 —

电气

变配电系统

动力系统

照明系统

防雷接地

场内供电

配变电所高低压系统 —

应急电源与备用电源 —

供配电系统 —

配电干线系统 —

设备配电 —

普通照明系统 —

应急照明系统 —

航空障碍照明系统 —

屋顶防雷系统 —

基础接地系统 —

总等电位联结与共用接地系统 —

机房及其他特殊场所接地系统 —

— —

智能化

信息化应用系统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设施应用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 —

公共服务管理系统 —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

专业业务系统 —

信息集成系统 —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语音查询系统 —

应急指挥系统 —

信息网络系统 —

综合布线系统 —

室内无线覆盖系统 —

有线电视系统 —

自动广播系统 —

内通调度系统 —

能耗管理系统 —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智能灯光系统 —

—１４—

附录 Ｂ　 设计模型专业系统组织表



续表

专业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三级系统

智能化

火灾自动报警控制系统

公共安全系统

机房工程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

消防联动系统 —

漏电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

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 —

防火门监控系统 —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

入侵报警系统 —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

出入口控制系统 —

电子巡更管理系统 —

门禁系统 —

停车场管理系统 —

应急联动系统 —

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

安防监控中心机房 —

应急指挥中心机房 —

弱电间 —

标识 机场导向系统

航站楼出发导向系统 —

航站楼到达导向系统 —

机场地区导向系统 —

道路桥梁

路基

路面

桥梁

隧道

交通工程及设施

— —

— —

上部结构 —

下部结构 —

桥面系和附属工程 —

— —

交通安全设施 —

其他附属设施 —

—２４—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专业 一级系统 二级系统 三级系统

供油 供油系统

收发系统 —

输转系统 —

储存系统 —

加注系统 —

设备

行李工艺 — —

货运站工艺 — —

安检工艺 — —

登机桥活动端 — —

桥载设备 — —

驱鸟设备 — —

燃气 燃气系统 — —

通信 通信系统 — —

—３４—

附录 Ｂ　 设计模型专业系统组织表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表 Ｃ １　 总图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三维构件

净空限制面

综合小区

内水平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锥形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进近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内进近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过渡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内过渡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起飞爬升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复飞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小区设计地形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道路 /场地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小区道路路缘石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小区围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小区大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小区排水沟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挡土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停车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道路标志标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植被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景观小品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建筑地坪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４４—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表 Ｃ ２　 场道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道 (路) 面

结构层

接缝

加筋补强

面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基层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垫层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面层表面保护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面层拉毛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面层刻槽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粘层油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透层油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隔离层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路缘石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纵向企口缝 Ｎ２ Ｎ２ Ｇ１ / Ｎ２

平缝 Ｎ２ Ｎ２ Ｇ１ / Ｎ２

假缝 Ｎ２ Ｎ２ Ｇ１ / Ｎ２

胀缝 Ｎ２ Ｎ２ Ｇ１ / Ｎ２

拉杆 Ｎ２ Ｎ２ Ｇ１ / Ｎ２

传力杆 Ｎ２ Ｎ２ Ｇ１ / Ｎ２

胀缝板 Ｎ２ Ｎ２ Ｇ１ / Ｎ２

填缝料 Ｎ２ Ｎ２ Ｇ１ / Ｎ２

板块补强 Ｎ２ Ｇ１ / Ｎ２ Ｇ１ / Ｎ２

板边补强 Ｎ２ Ｇ１ / Ｎ２ Ｇ１ / Ｎ２

角隅补强 Ｎ２ Ｇ１ / Ｎ２ Ｇ１ / Ｎ２

灯坑补强 Ｎ２ Ｇ１ / Ｎ２ Ｇ１ / Ｎ２

栓井补强 Ｎ２ Ｇ１ / Ｎ２ Ｇ１ / Ｎ２

静电接地 Ｎ２ Ｇ１ / Ｎ２ Ｇ１ / Ｎ２

地锚 Ｎ２ Ｇ１ / Ｎ２ Ｇ１ / Ｎ２

标志标线 跑道标志标线

跑道号码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跑道中线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跑道入口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瞄准点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接地带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跑道边线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５４—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标志标线

跑道标志标线

滑行道标志

机坪标志

跑道掉头坪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掉头坪边线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跑道入口内移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跑道中心圆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关闭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跑道入口前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滑行道中线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跑道等待位置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中间等待位置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强制性指令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信息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滑行边线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滑行道道肩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翼尖净距线标志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关闭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机位引入线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机位编号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机位停止线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飞机推出线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推出等待点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机位安全线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轮挡放置区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作业等待区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廊桥活动区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机位设备摆放区标志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特种车辆停车位标志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集装箱、 托盘摆放区标志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车辆中转区标志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机坪上的栓井标志 — Ｎ２ Ｇ３ / Ｎ２

—６４—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标志标线

车道标志

穿滑行道的服务车道边线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道路等待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地面限速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行人步道线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道路边线标志 (实线)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道路边线标志 (虚线)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行车道分道线 (实线)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行车道分道线 (虚线)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车道导流线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导向箭头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减速让行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停车让行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飞机喷气尾流吹袭标志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排水构件

排水沟

节点

基础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垫层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沟渠渠体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沟渠涵池基础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箱涵箱体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盖板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箅子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反滤层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导流管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伸缩缝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胀缝板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导流底、 壁、 筒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滤水孔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检修梯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三通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四通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节点跌水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７４—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排水构件

节点

水池及

除冰设施

边坡跌水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检查井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连接井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集水井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除冰液阀门井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除冰液回收池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调蓄水池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盖网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排水口栅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钢闸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土方构件

地形

土方

原地形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设计地形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填筑体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挖方体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围界和门

围栏 Ｇ１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立柱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刺刀圈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斜撑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基础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检修门 Ｇ１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禁止翻越警示牌 Ｇ１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大门 Ｇ１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简易检修道路 Ｇ１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表 Ｃ ３　 岩土勘察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处理面

冲击碾压面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振动碾压面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强夯面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８４—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降排水

砂井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涵管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盲沟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集水井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降水井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地基土石方构件

抽水体 — Ｇ１ / Ｎ２ Ｇ２ / Ｎ３

清淤体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开挖体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回填体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构筑物拆除体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台阶开挖体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地基垫层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堆载预压体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卸载体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土工材料

土工格栅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土工格室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土工网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排水板 (带)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土工布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密封膜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支护及地基处理构件

锚杆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锚索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土钉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面板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桩帽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抗滑桩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钻孔灌注桩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水泥土搅拌桩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预制桩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旋喷桩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ＣＦＧ 桩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９４—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支护及地基处理构件

碎石桩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灰土桩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砂石桩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格构柱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冠梁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腰梁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支撑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注浆孔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注浆填充体 — Ｇ１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挡墙

重力式挡墙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悬臂式挡墙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扶壁式挡墙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锚定板式挡墙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桩板式挡墙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加筋土式挡墙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石笼挡土墙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护坡

骨架护坡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钢筋混凝土格构护坡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砌体护坡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植物护坡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挂网喷护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监测点 标志物 — Ｇ１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传感器 — Ｇ１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勘察地形面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勘探

勘探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钻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探井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探槽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探坑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物探 物探点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０５—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试验
试验取样点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原位试验点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地层
岩土层界面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岩土层实体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地质构造
断层面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断层体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水文地质

地表水位面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地下水位面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相对隔水层界面及实体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岩溶 土洞、 溶洞、 溶蚀裂隙表面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表 Ｃ ４　 助航灯光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进近灯光系统

进近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顺序闪光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侧边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灯光系统

跑道中线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边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入口翼排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入口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入口识别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末端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入口 /末端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接地带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目视助航灯光坡度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滑行道灯光系统

滑行道中线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滑行道边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中间等待位置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１５—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滑行道灯光系统

机位操作引导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停止排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禁止进入排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警戒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进入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起飞等待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除冰防冰设施出口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掉头坪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道路警戒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道路等待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其他灯光系统

不适用地区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着陆方向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风向标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停止道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航空灯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盘旋引导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引入灯光系统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障碍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预留灯具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应急灯光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标记牌

强制性指令标记牌

信息标记牌

滑行引导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廊桥机位号码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位置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方向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目的地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出口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跑道脱离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航空器机位号码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滑行道位置识别点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机场识别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交叉点起飞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滑行道终止标记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２５—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目视助航设施供配电

预装式变电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高压中置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力变压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低压开关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谐波治理兼无功补偿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不间断电源及电池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直流配电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配电箱 (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柴油发电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调光器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切换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封闭式母线槽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缆桥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日用油箱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机坪设备

高杆灯

机位牌

飞机地面

静变电源

半向高杆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全向高杆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护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箱式变电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平面机位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三角机位牌 Ｇ１ / Ｎ２ Ｇ２ / Ｎ３ Ｇ２ / Ｎ３

落地式电源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桥载式电源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目视停靠引导装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源地井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配电亭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连接件

电缆井

电缆

普通电缆井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承重电缆井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高压电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低压电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灯光专用电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控制电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３５—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连接件

光纤

灯底座

单芯光纤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多芯光纤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隔离变压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隔离变压器箱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立式底座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嵌入式底座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４００ Ｈｚ 收放装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监控系统

单灯监控装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单灯监控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微波探测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支撑件

铁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易碎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易折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缆栈桥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缆通道

电缆保护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力排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缆沟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力隧道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灯具及设备基础
基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消除直立面基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表 Ｃ ５　 空管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区域管制

中心、 终端

(进近) 管制

中心和塔台

自动化系统

塔台管制自动化系统

雷达信号分路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雷达质量分析仪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处理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管制模拟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管制处理系统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塔台管制席位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４５—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区域管制

中心、 终端

(进近) 管制

中心和塔台

管制综合信息显示系统

协同决策系统

时钟系统

流量管理系统

民航情报管理系统

航行情报动态信息

管理系统

系统席位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飞行计划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航班信息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自动化报文前置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塔台运行管理 (电子

进程单) 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航班 (机场) 协同决策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信息综合显示与处理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协同决策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母钟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时钟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线杆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分配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子钟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接收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流量管理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席位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工作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通信工程 甚高频地空通信系统

甚高频收发信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甚高频天馈系统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甚高频天线杆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甚高频遥控盒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甚高频腔体滤波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甚高频机柜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射频避雷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高频开关电源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蓄电池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直流配电屏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电池柜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５５—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通信工程

高频地空通信系统

语音通信交换系统

民航数据传输系统

民航卫星通信系统

本地微波系统

语音数据记录仪系统

高频地空通信系统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高频收发信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传输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高频收发信机电源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中央处理单元部分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维护监控子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网络交换子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语音通信交换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内话操作席位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节点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综合业务接入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卫星通信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卫星通信馈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卫星通信系统收发信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本地微波系统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微波系统收发信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室内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话音数据记录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控制主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话音采集及压缩组件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操作控制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话音输出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记录仪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导航工程

无方向信标台

航向信标台

无方向信标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无方向信标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障碍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无方向信标台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航向发射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频率计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功率计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动环监控系统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航向信标台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６５—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导航工程

下滑信标台

指点信标台

多普勒全向信标台

测距仪台

下滑仪机柜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线监测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线分配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下滑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下滑天线铁塔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近场监测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近场监测天线阵障碍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近场监测天线杆及固件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下滑天线障碍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无管网气体灭火装置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标志桩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下滑信标台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指点标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指点标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指点标天线馈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指点标天线塔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指点信标台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ＶＯＲ 发射机柜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ＶＯＲ 天线转换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ＶＯＲ 中央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ＶＯＲ 边带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ＶＯＲ 监测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ＶＯＲ 地网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ＶＯＲ 地网支柱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ＶＯＲ 天线支杆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地网支柱基础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ＶＯＲ 监测天线杆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多普勒全向信标台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ＭＥ 机柜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ＭＥ 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线馈线和套管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ＭＥ 天线杆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测距仪台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７５—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导航工程 地基增强系统

本地状态显示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ＶＤＢ 接收电台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ＶＤＢ 发射天线障碍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基准接收机及障碍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授时转发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地面数据处理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数据记录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ＶＤＢ 发射电台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环境监测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监视工程

一次雷达

二次雷达

场面监视雷达

一次雷达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线座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过渡架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一次雷达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二次雷达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雷达天线罩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罩顶障碍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均压网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扩频微波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二次雷达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雷达机柜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雷达收发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雷达数据处理主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监控维护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ＫＶＭ￣ＬＣＤ 一体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空气压缩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雷达天线控制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波导管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同向双工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雷达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驱动马达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馈线穿墙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８５—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监视工程

场面监视雷达

多点定位系统

广播式自动相关

监视系统

天线基座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雷达障碍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场面监视雷达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中心处理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发射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接收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应答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安装支架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铁塔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铁塔基础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室外机柜基座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光控障碍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多点定位系统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防雷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地面站主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地面站全向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线馈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馈分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线安装架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系统数据融合主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航空气象工程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

中央数据处理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跑道灯光接口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风向风速传感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风传感器支撑杆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自动气象站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背景亮度计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前向散射仪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云高仪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无线传输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机箱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９５—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航空气象工程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

天气雷达

风温廓线雷达

微波辐射计

激光测风雷达

毫米波云雾雷达

光纤尾纤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配线架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气雷达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线罩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气雷达发射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气雷达接收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气雷达信号处理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气雷达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馈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收发组件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波控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信号处理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风温廓线雷达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开关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电磁屏蔽网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ＲＡＳＳ 功放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ＲＡＳＳ 声桶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ＲＡＳＳ 附件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风温廓线雷达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微波辐射计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设备基础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扫描仪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光学发射器 /接收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信号处理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激光测风雷达处理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激光测风雷达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雷达塔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激光测风雷达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设备方舱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０６—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航空气象工程

雷电探测系统

平流雾探测系统

低空风切变探测系统

机场气象观测资料

处理系统

气象卫星资料接收

处理系统

气象资料存储系统

区域数值预报系统

强对流临近预报系统

预警预报分析制作系统

天气会商系统

天气图自动填绘与

分析系统

民用航空气象信息系统

气象资料共享系统

大气电场仪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闪电定位仪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雷电探测系统处理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平流雾探测站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低空风切变探测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转换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光端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机场气象观测资料处理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Ｃ 波段天线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低噪声放大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低损耗射频电缆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卫星寻星仪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卫星数据接收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气象卫星资料接收

处理系统配电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气象资料存储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区域数值预报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强对流临近预报系统工作站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预警预报分析制作系统工作站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气会商系统控制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气会商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扩声系统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中控系统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视频信号处理系统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气会商系统显示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常规天气资料处理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ＬＩＩ 卡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民用航空气象信息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入侵监测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漏洞扫描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日志分析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１６—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航空气象工程

气象资料共享系统

民用航空气象

综合服务系统

天气讲解系统

网络安全审计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数据库安全审计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网络安全管理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堡垒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防病毒数据处理节点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入侵防御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防 ＤＤＯＳ 攻击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ＶＰＮ 网关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ＰＳ 授时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数据摆渡数据处理节点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网络安全隔离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串口接入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计算节点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切换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服务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磁盘阵列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网闸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光盘库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民用航空气象综合服务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控制单元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天气讲解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音响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话筒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摄像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控制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解码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拼接屏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业务运行监控系统 业务运行监控系统终端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２６—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表 Ｃ ６　 民航弱电系统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信息集成系统 信息集成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ＴＦＴ￣ＬＣＤ 竖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ＴＦＴ￣ＬＣＤ 横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ＬＥＤ 大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双面 ＬＥＤ 条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单面 ＬＥＤ 条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行李输入键盘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离港控制系统

行李牌打印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登机牌打印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登机牌阅读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多功能阅读器 (含身份证、
护照、 港澳台通行证识别)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值机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中转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登机口服务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登机口控制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配载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自助值机终端 (Ｋｉｏｓｋ)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泊位引导系统

泊位引导装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手动操作面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设备箱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门型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挑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侧面固定支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安检信息管理系统

登机牌阅读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多功能阅读器 (含身份证、
护照、 港澳台通行证识别)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指纹识别仪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验证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开包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３６—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标识引导系统

单层吊装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双层吊装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壁装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壁装三角形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卫生间人形标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无障碍卫生间标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母婴室标牌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单层侧挑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立柱单挑单层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立柱单挑双层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立柱双挑单层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立柱双挑双层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立柱龙门架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吊装三角形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大型平板吊装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落地三角形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落地综合指引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出发车道边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行李转盘航显支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大型壁装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立柱顶挑三角形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行李处理系统

称重输送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导入输送机 (侧斜爬坡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导入输送机 (爬坡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收集输送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水平输送机

(单侧板、 双侧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倾斜输送机

(单侧板、 双侧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排队输送机

(单侧板、 双侧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４６—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行李处理系统

转弯输送机

(９０°、 ６０°、 ４５°、 ３０°)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汇流输送机

(６０°、 ４５°、 ３０°)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分流输送机

(６０°、 ４５°、 ３０°)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水平转盘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倾斜转盘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单臂水平分流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双臂水平分流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单臂垂直分流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双臂垂直分流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ＩＣＳ (堆垛、 分流、 汇流、 转

弯、 水平输送、 倾斜输送、 顶

部装载、 横向装载、 静态卸

载、 动态卸载、 换向、 小车维

护站、 托盘等)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翻盘分拣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交叉带分拣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导入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双通道 Ｘ 光安检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单通道 Ｘ 光安检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大件行李 Ｘ 光安检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小型 ＣＴ 安检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大型 ＣＴ 安检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值机柜台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滚珠台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滚筒台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螺旋滑槽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直滑槽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螺旋输送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行李提升机 (Ｚ 型、 Ｃ 型)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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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行李处理系统

空筐提升机 (Ｚ 型、 Ｃ 型)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空筐滚筒输送机 (水平、
倾斜、 转弯、 分流、 汇流)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移载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摆轮分流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ＡＧＶ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ＡＭ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机械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穿梭车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立体库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ＲＦＩＤ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ＡＴＲ＋ＯＣ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自动施封装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行李跟踪信息系统

ＲＦＩＤ 通道识别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ＲＦＩＤ＋拍照混合识别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简易式 ＲＦＩＤ 识别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传送车 ＲＦＩＤ 识别终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安全检查系统

双视角 Ｘ 光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安检智能回框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金属安检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毫米波安检门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手持探测仪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防爆罐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爆炸物探测仪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危险液体探测仪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毫米波集中判图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判图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双通道 Ｘ 光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高速 ＣＴ 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中通道 ＣＴ 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大通道 Ｘ 光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６６—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网络交换系统

接入层交换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汇聚层交换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核心层交换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防火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路由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无线 ＡＰ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骨干路由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网闸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公共广播系统

吸顶扬声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壁挂箱式扬声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音柱扬声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有源线阵列扬声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号角扬声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呼叫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噪声探测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音量开关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门禁管理系统

普通读卡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刷卡＋密码读卡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刷卡＋指纹读卡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人脸读卡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出门按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玻璃破碎开关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单门电控锁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双门电控锁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门禁控制箱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隐蔽报警系统

报警按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红外对射发射端 /接收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双鉴探测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预留报警点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主时钟系统
单面数字子钟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双面数字子钟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７６—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主时钟系统

单面带日历数字子钟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单面模拟子钟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世界钟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内部通信系统

壁挂式终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抗噪声终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桌面终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指挥调度终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坐席终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综合布线系统

通用信息点 (墙装)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通用信息点 (地装)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光纤点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综合布线楼层配线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综合布线总配线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主光纤配线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光纤配线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ＣＰ 集线箱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语音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数据终端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

配电柜 (盘)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电源地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电源墙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ＵＰＳ 主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电池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电池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机房及功能中心

机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温湿度传感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烟感探测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照度传感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漏水传感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粉尘传感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８６—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无线通信室内覆盖系统

全向吸顶天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定向板状天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八木天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耦合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功分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ＲＲＵ (射频处理单元)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ＢＢＵ (基带处理单元)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手持智能终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车载终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室外基站 (ＲＲＵ＋天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光纤射频中继近端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光纤射频中继远端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集群交换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视频监控系统

电梯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枪式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半球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一体化球型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１８０°全景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３６０°全景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拾音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解码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控制键盘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监控组合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操作台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监控立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旅客自助服务类系统

自助行李托运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预安检闸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安检验证闸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安检回框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登机口闸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旅客体验服务终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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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有线电视系统

解调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调制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有线电视用户盒 (墙装)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有线电视用户盒 (地插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云平台系统

小型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服务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ＰＣ 工作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存储交换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磁盘阵列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点阵打印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热敏打印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喷墨打印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激光打印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桥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ＰＯＳ 系统 商业 ＰＯＳ 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全景增强系统

全景前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跟踪前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跟踪热成像前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围界报警系统

围界立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围界广播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围界报警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围界报警照明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报警传感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振动光缆 /电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报警主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热成像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激光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微波雷达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工业交换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串口服务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室外功放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光纤终端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围界设备箱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０７—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停车场管理系统

车牌识别枪式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车位检测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高清双目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物联网平台、
高精度定位系统

蓝牙信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ＵＷＢ 基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物联网标签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物联网网关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物联网基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通信管网系统

直通型手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三通型手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转弯型手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小号直通型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小号斜通型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小号三通型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小号四通型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小号直角型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小号直通型加强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小号直角型加强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小号三通型加强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小号四通型加强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格栅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梅花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波纹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道口管理系统

员工人脸验证一体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车底扫描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车牌识别设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指示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显示屏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空勤证管理系统 空勤证一体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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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Ｃ ７　 建筑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非承重外围护
砌筑类外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非砌筑类外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幕墙

拉索幕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横向遮阳吊杆幕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框架幕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室内隔墙

砌筑类内隔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非砌筑类内隔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隔断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门窗

门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窗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组合门窗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栏杆栏板 栏杆栏板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楼地面

地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楼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平台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屋面

屋面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屋面附属设施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天窗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雨篷 雨篷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交通系统

楼梯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电梯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自动扶梯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自动步道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台阶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行车坡道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无障碍坡道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登机桥 —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装饰装修

建筑柱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天花板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墙身饰面 /条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室内装饰构造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２７—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装饰装修

广告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踢脚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墙裙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百叶格栅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装饰风口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景观园林
景观绿化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装饰陈设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家具部品部件
家具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灯具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专项设施及设备

卫生间设备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安检设备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行李设备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自助服务设备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厨房设备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检修与维护设备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构造配件

散水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明沟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女儿墙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变形缝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检修口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盖板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集水坑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天沟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马道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爬梯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设备安装孔洞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３７—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表 Ｃ ８　 结构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独立基础 独立基础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条形基础
条形基础底板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条形基础梁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筏板基础

基础主梁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基础次梁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梁板式筏基础平板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柱下板带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跨中板带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平板式筏基础平板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上柱墩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下柱墩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箱形基础

箱基底板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箱基顶板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箱基中间层楼板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箱基外墙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箱基内墙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悬挑墙梁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底层洞口下过梁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洞口上过梁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墙体边缘暗柱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桩基础

承台梁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独立承台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桩 —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基础相关构造

基础联系梁 — Ｇ１ Ｇ２ / Ｎ２

后浇带 — Ｇ１ Ｇ２ / Ｎ２

与基础相连的电梯坑、 集水坑 — Ｇ１ Ｇ２ / Ｎ２

窗井墙 — Ｇ１ Ｇ２ / Ｎ２

防水板 — Ｇ１ Ｇ２ / Ｎ２

混凝土结构

混凝土柱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混凝土梁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混凝土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４７—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混凝土结构

混凝土板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混凝土桁架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混凝土支撑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混凝土梁柱节点 — — Ｇ１

预埋构件 — Ｇ１ Ｇ２ / Ｎ１

钢结构

钢柱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钢梁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楼承板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钢桁架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钢网架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钢支撑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钢檩条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延性墙板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钢索 — Ｇ１ Ｇ２ / Ｎ１

钢结构连接附件 — — Ｇ１

钢结构连接节点 — — Ｇ１

组合结构

钢骨混凝土梁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钢管混凝土梁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钢骨混凝土柱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钢管混凝土柱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钢板混凝土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结构缝

沉降缝 — Ｇ１ Ｇ２ / Ｎ１

抗震缝 — Ｇ１ Ｇ２ / Ｎ１

伸缩缝 — Ｇ１ Ｇ２ / Ｎ１

木结构 木结构构件 — Ｇ１ Ｇ２ / Ｎ１

砌体结构

承重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填充墙 — — Ｎ２

构造柱 — — Ｎ２

圈梁 — — Ｎ２

过梁 — — Ｎ２

系梁 — — Ｎ２

压顶梁 — — Ｎ２

—５７—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膜结构 膜 — Ｇ１ Ｇ２ / Ｎ１

主体相关构造

楼梯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女儿墙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３

集水坑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排水沟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台阶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坡道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风井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设备基础 — Ｇ２ / Ｎ１ Ｇ３ / Ｎ２

牛腿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表 Ｃ ９　 给水排水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供水设备及装置

生活水箱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加压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直饮水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排水设备

潜污泵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一体化污水提升装置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一体化油水处理装置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热水设备及装置

集成热水机组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热泵热水机组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太阳能集热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板式换热机组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热水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开水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热水储水箱 (罐)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水处理设备
过滤装置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软化水处理装置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６７—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水处理设备

膜处理装置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消毒设备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除污设备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一体化医疗废水处理装置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给水排水构筑物

及附属设施

井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隔油池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化粪池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雨水口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排水管道出水口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室外排水沟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消防设备、 器材

及装置

消防给水泵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消防稳压泵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消防稳压罐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低位消防水池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高位消防水箱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灭火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室内消火栓箱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消防软管卷盘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室外消火栓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消防水泵接合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报警阀组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喷头 — — Ｇ２ / Ｎ３

大空间主动喷水灭火装置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自动消防水炮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气体灭火装置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管道和管道附件

管道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阀门 — — Ｇ２ / Ｎ３

水锤消除器 — — Ｇ２ / Ｎ３

流量检测装置 — — Ｇ２ / Ｎ３

压力检测装置 — — Ｇ２ / Ｎ３

倒流防止器 — — Ｇ２ / Ｎ３

—７７—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管道和管道附件

旋流防止器 — — Ｇ２ / Ｎ３

吸水喇叭口 — — Ｇ２ / Ｎ３

Ｙ 型过滤器 — — Ｇ２ / Ｎ３

水流指示器 — — Ｇ２ / Ｎ３

压力开关 — — Ｇ２ / Ｎ３

流量开关 — — Ｇ２ / Ｎ３

末端试水装置 — — Ｇ２ / Ｎ３

减压孔板 — — Ｇ２ / Ｎ３

雨水斗 — — Ｇ２ / Ｎ３

清扫口 — — Ｇ２ / Ｎ３

检查口 — — Ｇ２ / Ｎ３

通气帽 — — Ｇ２ / Ｎ３

地漏 — — Ｇ２ / Ｎ３

补偿器 — — Ｇ２ / Ｎ３

可曲挠橡胶接头 — — Ｇ２ / Ｎ３

管道保温 — — Ｇ２ / Ｎ３

支吊架 — — Ｇ１ / Ｎ３

套管 — — Ｇ２ / Ｎ３

卫生器具 卫生器具及其配件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表 Ｃ １０　 暖通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冷热源设备

冷水机组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溴化锂吸收式机组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换热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热泵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锅炉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单元式热水设备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蓄热蓄冷装置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８７—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水系统设备

冷却塔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水泵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膨胀水箱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自动补水定压装置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软化水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集分水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水处理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紫外线消毒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供暖设备

散热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暖风机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热空气幕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空气加热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太阳能设备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通风、 除尘及

防排烟设备

风机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换气扇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通风柜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风幕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除尘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油烟净化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空气调节设备

组合式空调机组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新风热交换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新风处理机组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风机盘管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变风量末端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多联式空调机组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房间空调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单元式空调机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冷冻除湿机组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热回收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加湿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除湿器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９７—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空气调节设备
精密空调机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空气净化装置 —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３

管路和管路附件

管道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风管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阀门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集气罐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热量表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消声器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补偿器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静压箱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仪表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管道支撑件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设备隔振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保温层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风道末端 风口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３

表 Ｃ １１　 电气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高压配电设备

１０ ｋＶ 配电柜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高压成套中置柜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高压成套固定柜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高压成套环网柜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直流屏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中央信号屏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变压器

干式变压器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油浸式变压器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成套箱式变压器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低压配电设备
进线柜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联络柜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０８—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低压配电设备

馈线柜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补偿柜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计量柜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双电源切换柜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成套控制柜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动力配电箱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双电源切换箱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照明配电箱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应急照明配电箱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设备控制箱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自备应急电源设备

柴油发电机组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ＥＰＳ 主机柜 /箱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ＵＰＳ 主机柜 /箱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蓄电池组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气照明设备

普通照明灯具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应急照明灯具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应急疏散指示灯具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航空障碍照明灯具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照明控制开关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电源插座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配电线路及线路敷设

配电线槽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配电桥架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封闭母线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线、 电缆配线管≥Ｄ７０ — — Ｇ２ / Ｎ２

电线、 电缆配线管≤Ｄ５０ — — Ｎ２

电气管廊线缆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缆电线敷设器材支吊架 — — Ｎ２

防雷接地

防雷接闪器 — — Ｇ２ / Ｎ２

引下线 — — Ｎ２

接地网 — — Ｎ２

等电位端子箱 — — Ｇ２ / Ｎ２

机房及其他特殊场所接地网 — — Ｎ２

—１８—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表 Ｃ １２　 弱电智能化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机房设备

服务器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管理主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工作站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视频监控电视墙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控制台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智能化机柜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接入设备

综合布线机柜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配线架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交换机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配线箱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控制箱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接线端子箱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模块箱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ＤＤＣ 控制箱 Ｎ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通信设备

信息面板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无线 ＡＰ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扬声器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数据设备
传感器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感应模块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火灾自动报警设备

火灾报警控制器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火警探测器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火警报警器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报警控制模块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消防专用扬声器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消防报警电话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公共安全设备

安全防范报警器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安全防范探测器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摄像头 — Ｎ１ Ｇ２ / Ｎ２

电子巡更按钮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门禁控制器 — Ｎ１ Ｇ２ / Ｎ２

门禁电磁锁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２８—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公共安全设备
门禁读卡器 — Ｎ１ Ｇ２ / Ｎ２

出门按钮 — Ｎ１ Ｇ２ / Ｎ２

智能化系统线路及

敷设器材

智能化线槽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智能化桥架 —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线、 电缆配线管≥Ｄ７０ — — Ｇ２ / Ｎ２

电线、 电缆配线管≤Ｄ５０ — — Ｎ２

电缆电线敷设器材支吊架 — — Ｎ２

表 Ｃ １３　 标识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工程对象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位置标志

洗手间功能门头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出入口等门头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值机岛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服务类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特许类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楼层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登机口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户外车辆功能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导向标志

方向标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门头引导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贴墙引导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地面应急指引标识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平面示意图
总平面图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分区平面图 Ｇ２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３ / Ｎ２

—３８—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表 Ｃ １４　 道桥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路基构件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路基构件

路基土石方构件 路床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路堤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土工合成材料处置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特殊路基处理构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路面构件

面层

基层

底基层

垫层

路缘石

水泥混凝土面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沥青混凝土面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沥青灌入式面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沥青表面处置面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稳定土基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稳定粒料基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级配碎 (砾) 石基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填隙碎石 (矿渣) 基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桥梁构件

预应力构件

基础构件

桥台构件

桥墩构件

墩台构件

梁式桥构件

预应力筋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预应力管道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预应力锚具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扩大基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承台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桩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台帽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台身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侧墙、 耳背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盖梁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墩柱、 墩柱段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系梁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挡块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支座垫石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梁、 梁段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桥面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支座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４８—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路基构件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桥梁构件
桥面系和附属

工程构件

桥面铺装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阻尼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其他抗震装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人行道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搭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牛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锥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伸缩装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撞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落梁装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涵洞构件

洞口

洞身

洞口排水沟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排水竖井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截水墙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帽石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混凝土管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箱节 (箱涵)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盖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垫层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交通工程及

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

构件

其他附属设施

交通标线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交通标志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护栏和栏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安全网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其他交通安全设施构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管理设施构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监控设施构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消防设施构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照明设施构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供配电设施构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５８—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表 Ｃ １５　 供油专业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路基构件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油库工艺

油罐

油泵

流量计

阀门

内浮顶锥底油罐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卧式油罐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立式双壁罐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不锈钢内浮盘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铝合金内浮盘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浮动出油装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量油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罐顶通气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带芯人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透光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量油孔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自动取样撬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阻火通气罩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大拉杆横向波纹补偿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金属软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全天候阻火呼吸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便拆式管道泵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自吸式离心泵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动隔膜泵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隔膜式手摇泵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扫槽泵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潜油泵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质量流量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体积流量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ＤＢＢ 旋塞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动 ＤＢＢ 旋塞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轻型平板闸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动平板闸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液联动轻型平板闸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三通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６８—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路基构件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油库工艺

阀门

过滤器

管道及附件

底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溢满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平板闸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流量调节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压力调节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先导式水击泄压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球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动球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液联动球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弹簧复位球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轴流式止回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微启式安全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Ｙ 型过滤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篮式过滤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微米滤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过滤分离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直缝电阻焊钢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不锈钢无缝钢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９０°无缝弯头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４５°无缝弯头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等径三通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异径三通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等径四通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阻火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异径四通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异径接头 (同心)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异径接头 (偏心)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管帽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突面对焊钢制管法兰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突面对焊钢制管法兰盖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７８—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路基构件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油库工艺

管道及附件

工艺附件

全螺纹螺柱 /六角螺母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缠绕式垫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绝缘法兰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热煨弯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质量检查桶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闭路取样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液气窥视器 (窥视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清管器接收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清管指示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导静电耐油软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软管接头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绝缘接头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井体井盖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加油栓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低点放水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高点放气阀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侧漏地井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链条密封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自控及设施 自控仪表

供油控制系统主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供油控制系统终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供油控制系统控制柜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液位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多点平均温度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在线密度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浮盘指示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动执行机构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液执行机构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高高液位控制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低低液位控制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压力真空表 (耐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压力表 (耐震)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８８—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续表

路基构件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自控及设施

自控仪表

防爆设施

高精度压力 (差压) 变送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压力变送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差压变送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温度变送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温度传感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流量开关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阀位指示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清管指示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轴承温度、 绕组温度传感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机电流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可燃气体探测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火焰探测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风速风向仪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电力智能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防护罩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配电箱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接线箱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设备箱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挠性管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活接头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接线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隔离密封盒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密封胶泥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电磁启动器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双管荧光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隔爆灯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开关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插座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操作柱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紧急停泵按钮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防爆摄像机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９８—

附录 Ｃ　 构件级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



续表

路基构件

对象类别 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自控及设施
航空燃料设施

设备识别标识

输油管线设施设备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油罐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公路和铁路栈桥装卸

设施设备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加油栓井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加油车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油桶标识 Ｇ１ / Ｎ１ Ｇ２ / Ｎ２ Ｇ２ / Ｎ２

—０９—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ꎻ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ꎻ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ꎻ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 “应

按的规定执行”ꎮ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参照”ꎮ

—１９—

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应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应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０１—２０１８)

[２]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３]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０—２０２３)

—２９—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民用机场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出版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１) ９８ ００

２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０８０４) ６０ ００

３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４ ＭＨ / Ｔ ５００５—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５) ５５ ００

５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６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０４７４) ５５ ００

７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２４) ６０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０５００) ５５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０３) ５５ ００

１１ ＭＨ / Ｔ ５０１２—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目视助航设施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１０４４) ４５ ００

１２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１３ ＭＨ / Ｔ ５０１７—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５１０) ３０ ００

１４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１６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１７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８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０６６２) ５９ ００

１９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２０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２１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２２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２３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２４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２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２６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２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８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０４８６) ４０ ００

２９ ＭＨ / Ｔ ５０３７—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 (０６４３) ３５ ００

３０ ＭＨ / Ｔ ５０３８—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公共广播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６９) ３５ ００

３１ ＭＨ / Ｔ ５０３９—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１) ３５ ００

３２ ＭＨ / Ｔ ５０４０—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时钟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０) ２２ ００

３３ ＭＨ / Ｔ ５０４１—２０１９ 机场环氧沥青道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２７) ２８ ００

３４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０７５５) ３５ ００

３５ ＭＨ / Ｔ ５０４３—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指南 (０７７９) ５６ ００

３６ ＭＨ / Ｔ ５０４４—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体系 (０７８４) ２０ ００

３７ ＭＨ / Ｔ ５０４５—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９８) ２０ ００

３８ ＭＨ / Ｔ ５０４６—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与运营筹备总进度综合管控指南 (０８６７) ５０ ００

３９ ＭＨ / Ｔ ５０４７—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 (０８８３) ２０ ００

４０ ＭＨ / Ｔ ５０４９—２０２０ 四型机场建设导则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７) ２０ ００

４１ ＭＨ / Ｔ ５０５０—２０２１
民用运输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沥青隔离层技术指南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２)
２０ ００

４２ ＭＨ / Ｔ ５０５２—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规范与交互技术指南 (０９８５) ５８ ００

４３ ＭＨ / Ｔ ５０５３—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基础设施技术指南 (１０００) ２０ ００

４４ ＭＨ / Ｔ ５０５４—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框架与管理机制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７) １９ ００

４５ ＭＨ / Ｔ ５０５５—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架构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９) １９ ００

４６ ＭＨ / Ｔ ５０５６—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质量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５) １９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４７ ＭＨ / Ｔ ５０５７—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安全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８) １９ ００

４８ ＭＨ / Ｔ ５０５８—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服务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６) １９ ００

４９ ＭＨ / Ｔ ５０５９—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公共信息标识系统设置规范 (１０７２) ５０ ００

５０ ＭＨ / Ｔ ５０６０—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填海工程技术规范 (１０９６) ５５ ００

５１ ＭＨ / Ｔ ５０６１—２０２２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１１００) ３０ ００

５２ ＭＨ / Ｔ ５０６２—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遮蔽原则应用指南 (１１３３) ２８ ００

５３ ＭＨ / Ｔ ５０６３—２０２３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指南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２５) ２６ ００

５４ ＭＨ / Ｔ ５０６４—２０２３ 飞机地锚设计与维护技术指南 (１１３２) ３８ ００

５５ ＭＨ / Ｔ ５０６５—２０２３ 通用机场选址技术指南 (１２３５) ５８ ００

５６ ＭＨ / Ｔ ５０６６—２０２３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共享 (１２１３) ２８ ００

５７ ＭＨ / Ｔ ５０６７—２０２３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治理技术 (１２１４) ２８ ００

５８ ＭＨ / Ｔ ５０６９—２０２３ 绿色机场评价导则 (１２３１) ４８ ００

５９ ＭＨ / Ｔ ５０７０—２０２３ 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对象分类和编码标准 (１２２５) 　  ００

６０ ＭＨ / Ｔ ５０７１—２０２３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１２２４) 　  ００

６１ ＭＨ / Ｔ ５０７２—２０２３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１２２３) 　  ００

６２ ＭＨ / Ｔ ５０７３—２０２３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运维应用标准 (１２２２) 　  ００

６３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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