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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自動化 PMIS-BIM模組

隨著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及營建環境的快速變化，且在政府全面推動數位轉型的情況下，營建產業的

數位轉型已成為不可逆的趨勢，在臺灣，建築資訊模型（BIM）已引進至少十餘年，目前已達一定之普及
率，且在建築與橋梁等各方面應用已非常普遍，但在土地開發工程上之大規模應用仍較為少見，受限於大

範圍的情形下需建置大量的模型，相當考驗橫向整合、BIM技術、研發、專業及設備之能力，因Autodesk 
Revit仍為目前業界普遍使用之 BIM模型建置軟體，為配合公共工程介面之整合性，遂投入人力進行
REVIT自動化API開發，本公司大部份採各專業設計部門自行設計及建置BIM，再透過自行開發之 PMIS-BIM
模組進行線上整合與碰撞議題列管，來解決碰撞相關議題，提升設計品質，本公司投入大量工程師自行管

理及建置 BIM，以及採用數位化管理至今，已有數年並應用於多案之經驗，並取得多項 112年第三屆數位
轉型鼎革獎，本公司面對現今全球數位化的浪潮，將一如既往持續迎向各種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關鍵詞︰建築資訊模型（BIM）、計畫管理資訊系統（PMIS）、管線自動化、Revit、Civil 3D、土地開發
                、數位轉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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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緣由

土地開發工程與 BIM
台灣的經濟與工業發展息息相關，而工業區開發

無疑是促進工業發展的推手。在 1970年中興工程顧問

社成立時即設置「社區發展部」以配合工業局工業區

開發業務的推動，提供相關的技術顧問服務工作。四

十年來（1970 ~ 2009），中興集團參與的工業區及一般

土地開發的規劃設計案，總計 120案，101處，廣達

53,862公頃 [1]，在產業堪稱國內工程技術領域中參與

「土地開發」工作成果最卓著的顧問機構。

此外，BIM在臺灣的發展也有相當長的一段時

間，應用也越來越廣泛，目前普遍業界都有一定程度

之接受度，公共工程也從推廣逐步轉變至契約要求，

早期大多都是以建築物、車站、橋梁等的應用較為常

見，下圖 1為本公司國道 4號豐勢交流道匝道細部設

計階段所建置 BI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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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除了在上述的工程外，早期各專業部門亦

有將 BIM運用於各專業類的管線工程上，但基於一般

土地開發工程的發展，其主要目標為道路、排水、污

水、自來水、電力電信管道等各種專業管線的設計與

整合，本公司因應趨勢，將 BIM應用於土地開發工程

相關建模工作進行全面自動化之開發。

應用需求確認

因應土地開發大範圍的細部設計工作需求，本公

司目前作業方式為各專業工程師完成各自專業設計及

BIM模型建置為基礎，再進行模型整合。

土地開發工程建置 BIM重點為：道路系統及道

路平面交叉路口（含標線、中央分隔島等）、排水系統

（含排水溝、明渠、集水井及箱涵等）、滯洪池、灌溉

渠道、生活污水、事業廢水、再生水、自來水（含消防

栓）、共同管道（供給管道）、橋梁、號誌（含管線）、

標誌牌及路燈等，建置內容歸納整理如圖 2所示。

道路工程

常用的道路工程設計軟體有 Civil 3D及 OpenRoads

等，目前多採用 Civil 3D進行定線設計，Civil 3D除了本

身定線等路工設計功能，其軟體本身亦有建置廊道組合

的功能，依照設計圖進行廊道組合建置，並沿著定線產

生廊道模型，且其本身具有擠出模型量體的功能，故最

後建置完成後，擠出模型後即可完成道路模型，模型皆

符合路面設計坡度等，在 Civil 3D中，廊道的交叉路口建

置調整最為耗時，本公司開發 Civil 3D之 API，可進行路

口廊道快速建置，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如圖 5所示，因

3D模型從設計軟體產生，基本上都與設計資料相同。

圖 1   豐勢交流道匝道高架橋細設 BIM模型 [2]

圖 2   建置需求彙整

細部設計與 BIM自動化
在目前臺灣的工程環境下，於細部設計產出階段

性成果時，就需以最快的方法來建置模型，此為主要

課題。

圖 3   自動化架構

圖 4   自動化建置流程圖

本公司長期以來，持續投入自動化研究與開發，

如污水、事業廢水及排水等自動化整合設計與 BIM建

模等，因近年來，多有 BIM全面整合之需求，故本公

司一併開發 BIM自動化相關之 REVIT API，在階段性

版本細設成果確認後，產生全區模型並盡速檢討碰撞。

土地開發的工程細部設計，一般來說路工為最先行

之設計單位，由路工先進行設計後，再將設計資料提供

給其他各部門進行管線細部設計（如圖 3），設計成果釋

出後，再到 REVIT中使用本公司所開發相關 API，讀取

設計資料，再對應中興 PMIS-BIM模組之元件庫進行下

載至 REVIT中，再進行模型自動建置（如圖 4），一切建

置皆採用設計之資料進行，避免與設計成果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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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工程 [SinoDrain]
本公司長期參與工業、科學園區之規劃設計及區

域排水系統、雨水下水道規劃設計作業，具豐富的實

務經驗及相當程度的資訊化技術與能力。唯當前常見

可用於排水設計之商用工程設計軟體所提供之功能與

實際作業需求存在一定落差，本公司根據排水設計流

程，針對各階段設計需求，基於 Civil 3D平台開發出

一套介面清楚易用之自動化排水輔助設計系統，符合

排水工程設計邏輯，針對設計輔助（導入水理計算程

式）[3]、資訊管理與報表輸出三大面向，提供客製模組

協助排水設計，最後將設計成果匯出，由 REVIT API

匯入直接產生 BIM模型如圖 6所示；特殊水工構造物

模型則依照設計資料高程、漸變箱涵與側溝、跌水等

進行建置模型，以期達成作業標準化、自動化目標。

污、廢水及自來水工程 [SinoSewer]
SinoSewer為本公司具歷史的自動化程式，有鑒

於污水管線分析日益重要，本公司於民國 78年就發展

符合本土化需求之污水管線規劃設計程式（SEWER程

式）[4]，自此污水管線規劃設計工作的效率及正確性

大為提升，後經數次升級發展成 SinoSewer，至近幾

圖 5   道路工程模型成果

圖 6   排水工程 REVIT成果

年 BIM應用發展蓬勃，故進行功能提升，使其可整合

匯出至 REVIT建置模型，再另行增加自來水管線自動

化，使水環類 BIM管線自動化建置能更為完整，成果

如圖 7所示。

共同管道工程

電力管線類管道具量體大、功能人孔多及與其它

管線衝突多等特性，工程實務上需最多調整之管線類

別，是最需要進行建置的模型之一，本公司以三維元

件生成系統概念，應用於 REVIT API來進行建置如圖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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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誌、照明工程

各類號誌、人手孔、過路段號誌管線、微電腦開

關箱、號誌開關箱、路燈、共桿路燈、路燈開關箱、

交通指示牌等，目前一併開發 REVIT API來進行自動

化建置及調整功能，先進行大量自動化建置，再使用

調整功能，再來進行更細部之調整，成果如圖 9所示。

其他（橋梁、景觀及電力電纜管道）

有鑒於本公司過往經驗，橋梁與景觀獨特性高，

多為個案客製化，除較長線型之道路高架工程或軌道

圖 9   交通、號誌、照明工程 REVIT成果

圖 10   景觀及橋梁工程模型成果

圖 11   電力電纜管道工程 REVIT成果

圖 7   污、廢及自來水工程 REVIT成果

圖 8   共同管道工程 REVIT成果

系統高架有較高之重覆性，具有自動化之需求，以土

地開發方面，仍由各專業工程師自行建置，成果如圖

10所示。

本公司亦開發相關地下電力電纜類的 REVIT API

建置功能，成果如圖 11所示。

綜合上述相關自動化建置完成後，即進行碰撞整

合，檢討及如何閃避碰撞等議題，相關建置功能多有

附帶開發相關功能列可協助快速調整，整合成果細節

如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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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單位或業主，設計成果外審等，最終再送至機關核

定；綜合上述之介面經常超過十餘個單位，更顯現了

土地開發案整合的重要性。

在上述的情況下，本公司全面進行數位轉型，如

大量採用 PMIS工程數化管理 [5]，提升人員資訊能力，

並續持續發展 PMIS-BIM模組 [6]，其相關詳細功能可

詳參考文獻 [5]，BIM模組可在網頁上進行版本管制、

檔案管理、議題列管、模型預覽等功能，為進行管理

與整合成功的關鍵因素，因細部設計往往程期緊迫，

在邊設計邊修正的情況下，且各專業有各自進度的考

量，輔助計畫管理的 PMIS-BIM議題模組因而成為重

要的工具。

在細部設計 BIM模型建置完並彙整後，迅速的檢

圖 12   地下管線 BIM整合模型案例 圖 13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標準與 REVIT屬性欄位

圖 14   本公司土地開發案地下管線模型成果（PMIS-BIM模組模型線上預覽功能）

BIM最重要的部份即為資訊，目前國內管線模

型建置的屬性部份，多為遵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公布

之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標準，REVIT本身有建置參數相

關之功能，一併使用 REVIT API開發自動建置屬性欄

位，欄位資料一併整合至中興 PMIS-BIM模組上，可

供不同專案自行調整，再至 REVIT內於本公司開發的

功能列上，選擇該計畫後，自動將所有元件建置對應

的屬性欄位，如圖 13和圖 14所示。

運用 PMIS-BIM橫向整合
土地開發組織架構示意圖如圖 15，對內，本公

司需於內部進行跨部門及跨地域之橫向整合，在這樣

的情況下，更加大了橫向整合之困難度，對外，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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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負責人，在最快速度的下理解該問題，避免浪費各

專業人員的時間，直接切入重點，且議題建置後可設

定通知信來通知各專業相關人員，各專業人員可依各

自進度來安排時間解決碰撞問題，不再如傳統般召集

所有人來進行討論，並可自行過濾專業類別，讓各專

業設計人員僅需專注在本身的議題上，如圖 16所示。

本公司土地開發案 BIM模型已核定案例，其碰撞

議題的累積與解決如圖 17所示，從設計開始，逐漸出

現碰撞議題，但隨著設計期程進行，逐步探討碰撞議

題並修正後解除列管，至細部設計核定後，BIM碰撞

議題也逐步收斂，從先前案例的經驗，該案在本公司

同仁的努力下，議題排除的情況呈現收斂，從趨勢來

看，可有效管控碰撞議題。

專利取得

「排水物件的關聯系統」新型專利於 112年 12月

圖 16   PMIS-BIM議題模組應用實例

圖 17   實際案例之設計階段碰撞議題趨勢圖

取得專利證書 [7]，本項係在建立明確且符合實務需求的

排水物件關聯關係及機制，包含排水物件間的上下游

關係及與路工設計（定線、地形）的關聯關係等。

「三維元件生成系統」新型專利於 112年 8月 [8] 

及發明專利於 113年 5月取得專利證書 [9]，內容為改善

設計計畫將 2D設計成果轉換成 3D模型的流程，為利

圖 15   本公司常見土地開發組織架構圖

討出「高優先碰撞」，高優先度的碰撞檢討，就

考驗 BIM經理（BIM Manager）及 BIM協調

人（BIM Coordinator）能力，BIM協調人本身

除了技術與工程專業及經驗外，另應兼具多方

溝通協調的能力。

一般計畫團隊由設計計畫經理主導設計整

合協調，BIM協調人協助 BIM經理進行 BIM

整合，彙集各單位 BIM模型後，透過各種軟

體協助 BIM協調人判讀哪些議題需優先進行

討論，並將相關議題彙整至 PMIS-BIM議題模

組上。

本公司 PMIS-BIM議題模組，可提供日

期、議題種類、地點、專業分類、內容說明、

處理進度，模型視角截圖、連結模型視點及可

自行上傳附件（如設計圖）等，希冀能讓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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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BIM協同作業平台之元件共享模組及半自動化建模

API的技術，配合設計資訊和地形資料，完成將 2D設

計成果轉換成 3D模型的作業。

「三維元件碰撞調整系統」新型專利於 112年 7

月取得專利證書 [10] 及發明專利於 113年 3月取得專利

證書 [11]如圖 18，內容為改善設計計畫針對多系統 3D

模型執行碰撞調整的流程，且已實際應用於計畫中。

為利用自動化碰撞點偵測及調整 API，以及半自動化碰

撞調整 API的技術，配合碰撞調整的資訊紀錄和人工

複查，完成多系統 3D模型碰撞調整的作業。

以上成果皆已應用於實際案例，證明系統的可應

用性，並能有效提升設計工作效率及精準性。

結語

在土地開發工程自動化的作業中，以道路工程較

難全面自動化，主要受限於設計需因現況持續變動，

而道路工程設計軟體在彈性上也有所限制，故仍需耗

費一些工作時間；另以管線自動化的成果而言，在不

同的標案時，常會因為不同的主辦機關或設計人員而

需產出略有不同的成果，因此程式仍保留部份彈性給

工程師使用。

在 BIM開發上，雖本公司投入大量資源與人力，

進行 BIM輔助程式及網路開發等，但無法否認，從中

興集團創立至今已超過 50年歷史，在世代的差異下，

導入數位化作業，並非易事，這是所有傳統產業所面

臨到的課題，以 BIM人員的角色，就短期目標，應

扮演輔助的角色，提升品質，中長期目標應為持續推

動，逐步增加人員熟練度，長遠目標為全 BIM設計。

數位轉型與全 BIM設計並非一蹴可及，但近年已

見不同年齡層的員工對這類工作接受度已大幅提升，

BIM與專業設計的合作本是密不可分，未來希望能讓

更多人來參與 BIM工作，以期將來能讓專業設計與

BIM的工作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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