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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随着《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发布，在 100

分的总分值中，与装配化装修相关的分值达 40分，为装配

式建筑和装配化装修提出了标准，也为装配化装修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2021年 3月 28日，建筑杂志社社长文教授指出，

装配化装修是装配式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装配化装修

是全面贯彻落实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绿色生态发展理念的要

求。实施装配化装修是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

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举措，是推动装饰装修行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发展装配化装修是推进装配式建筑持续发展、

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举措。

从安全性上来讲，装配式装修技术减少施工停歇点，

降低了施工现场带来的安全隐患。从环保角度来讲，装配

化项目室内甲醛检测含量为 0.0lmg/m3，仅为国家标准的

1/10，实现“即装即住”。装配式装修材料本身零甲醛、环

保健康，出厂前得以控制。从成本上来讲，装配式装修技术

能够有效降低建造成本。综合成本持平，单套 10天，批量

90天（以 110个房间例），可提前 30天以上交付，“提前

交付收益”弥补“直接增量成本”，实现综合成本持平或略低。

装配式装修技术结合内装部件统一设计，对住宅产品

中的精细化设计更加全面 [1]。

BIM是英文 的缩写，汉

语意思是建筑信息模型。这是 BIM最直观最直接的解释。

BIM模型的定义。BIM模型的信息由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

息两部分组成。BIM技术更多的是一种设计思考方式和工

作方法，其理念可以大大增强设计的完成度和落实度。另外，

BIM只是一个工具，在设计中 BIM虽只是一个辅助工具，

但是却不可缺少，以产品研发为首要抓手，方案设计和深化

设计以产品体系为依据，通过 BIM技术和自建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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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内装部品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安装到运维的全过

程信息化管理，真正意义上实现建筑装饰行业从建筑服务业

到建筑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在方案的初始设计阶段，室内可以运用 BIM的三维视

图功能直接对空间提前感受，进而对方案进行调整。BIM

丰富的材料属性，也可以让设计师更容易的检索材料，模拟

造价。另外，BIM模型详细的外观效果，使设计人员之间

或者甲乙双方之间在设计初期方便的交流，可以提高业主和

用户的满意度，减少建筑师之间以及甲乙双方之间交流中不

必要的麻烦，加快整个工程的进度。

除此之外，BIM软件中丰富模型库和部品库，材料库，

可减少设计师的工作量。合作方式的变化带来的便利。BIM

技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协同合作。在 BIM的协同下，

多专业是可以同时运行的，建筑专业，结构专业，设备专业，

室内专业，每个部门完成自己相应的任务，然后通过服务器

互相组成完整模型，其过程就像汽车组装一样，最后组成一

个完整的建筑整体。室内设计领域也可细分为多个部门的协

同工作，即室内软装硬装、家具、灯具、材料等设计。BIM

技术可以将多专业同时联合到一个平台上进行操作，既方便

快捷又提高效率。

装配式内装的实质就是装配式施工，模块化设计。装

配装修的目的是全生命周期。模块化设计好多辅助软件都可

以做到，但装配式施工和全生命周期，必须要求每个模块都

含有一定的信息，如显示模块位置、尺寸、用途等，尽可能

详细才能提高装配和拆卸的效率，进而实现全生命周期。尤

其在装配式内装中，装修的生命周期一般是较为短暂的，有

可能十年就要更换一次，或者更短，对装修的全生命控制就

显得更为重要。所以说，提到装配式内装的设计，就必须用

BIM技术辅助。用 BIM技术实现的设计才是完全意义的装

配式 [2]。

装配式住宅的施工方式与传统住宅不同，将需要的部

件在工厂中生产完毕后，直接运送到目标地址进行拼装。相

比传统建筑方式，装配式住宅施工方式更简单，施工时间更

短，大幅度提高了住宅施工的效率，让中国的住宅施工进入

了集约化、产业化的作业形式，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居民的

住宅装修问题。

以内装模块化为载体和手段，住宅内装的较大部件通

过较小部件的装配而获得，此处的较小部件必须是符合模数

的模块，其装配必须符合模数协调的基本规律，从而保证装

配形成的较大部件符合设计的尺寸要求，中国装模块具有独

立的功能，且具有通用性，从而使住宅内装产品在维护中更

换部件模块更为方便；内装模块化应以最少的部件（分部件）

装配出最多的组合方式。

在具体操作上，设计和建造中的模块装配需以“简便”

为目标。住宅内装的建造过程是一种把模块进行装配的过

程。该装配过程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装配的参

考图纸中，对模块的定位和装配顺序清晰明了，易于操作，

其装配的简便程度使得住宅内装显得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甚

至业主也可以借助简单的工具自行装配完成；需要装配的部

件（分部件）可识别性强，避免因造型和尺寸的类似而被错

误装配；部件（分部件）的造型力求简洁，并有适当的卡锁

特征，以使得装配的部件（分部件）易于到位，且卡固契合

度高，控制部件（分部件）的尺寸和重量，尽量使得其装配

便捷。做到这四点，内装部件（分部件）就能实现易于装配

和调整，从而营造多变的住宅内部空间。

模块装配的“简便”这一目标需要在模块化设计阶段

就被充分考虑到。例如，模块定位和装配顺序，部件（分部

件）的可识别性和简洁的造型，以及部件（分部件）的尺寸

都是在设计阶段必须确定的内容。另外，部件（分部件）的

材质也是在设计阶段确定的，这是影响其重量的决定因素。

同时，应该把“简便”的目标贯穿于模块化全过程。“简便”

的设计除了有利于建造，还有利于模块的生产、运输和维护

等过程。

模块化设计使得内装的部件得以在工厂生产，从而降

低成本，加快速度，提高质量，模块化的部件趋向于小型化，

运输方便；模块化的内装在维修或更新时，简单易行，避免

浪费。当然，和产品相比，住宅内装的装配有其自身的特点。

例如，其装配行为是在能容纳装配者的空间中进行，对装配

过程的安全保障要求更高；再如，一个完整的内饰空间往往

需要有装配难度大，使用周期长的部分（如隔墙部件），同

时需要有随时可以按需调整的部分（如家具、陈设）。因此，

该装配行为比一般的产品装配要应复杂，应根据住宅产品的

自身特点，吸收产品的装配设计经验，从而制造出质量好、

造价低、生产周期短的产品 [3]。

装配式内装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凭借自

身装修耗时短、建造成本低、环保性强等优点，已成为新时

期装修装饰行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因此在室内装饰过程中如

何有效应用装配式技术已成为当下装修装饰行业面临的首

要问题。装配式技术相比传统装修工艺的优势显而易见，探

究装配式技术在室内项目中的应用，对推动装修装饰行业朝

着工业化、标准化和持续化方向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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