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团体标准

《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编 制 说 明

标准编制组

2022 年 11 月



2

一、编制的背景、意义和必要性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是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

建立并集成建筑工程项目各类相关信息的工程数据模型技术，是对工

程项目建筑实体与功能特性的数字化表达技术。BIM是实现交通基础

设施全面数字化的重要工具，交通行业在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中

已将 BIM技术作为重点科技研发方向之一，从 2016年起，交通运输

部加大了交通运输行业推广 BIM技术的力度，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

的相关政策。在“十四五”交通领域科技创新规划中，更明确了 BIM

技术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的关键技术之一。2022年，由交通

运输部、科学技术部联合印发的《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中长期发展规划

纲要（2021—2035年）》中，提出了提升基础设施高质量建养技术水

平的重点任务，指出需开发基于建筑信息模型（BIM）和北斗的交通

基础设施智慧管养系统，建立基础信息大数据平台，全面推广预防性

养护技术。2020年 4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印发了《交通强国江苏

方案》，将着力构建高水准的智慧交通体系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其中

包含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基础设施建管养运效率，推进交通基础设

施全周期数字化，并提出将开展基础设施科技攻关，推动 BIM技术、

基础设施服役能力长期保持与提升技术应用。2021年 8月，江苏省

交通运输厅印发的《江苏省“十四五”水运发展规划》中提出了推进

水运全要素数字化的目标。

BIM应用的一个重要保证是信息的流畅传递、交互，为保证信息

的有效传递，工程全生命期中对象分类和编码的统一是关键。分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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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标准作为信息语义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解决语义共享的问

题，以科学的方法对工程概念进行归纳、定义、标识与关系梳理，通

过有序的定义和编码将存储数据映射为理解唯一的信息。从基础数据

上解决工程全生命期内数据交换、共享的问题，从工程应用上明确信

息的分类和信息编码的应用。

水运行业目前发布了行业推荐性标准《水运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

一标准》、《水运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水运工程施工信息模

型应用标准》。其中，《水运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对水运工程

信息的语义（分类编码）、语法（数据存储）、语用（模型交付）等进

行了标准化，但该分类编码面向水运工程港口、航道、通航建筑物、

修造船厂等多领域，部分分类编码规定、分类表设置及分类表对象层

级划分等不能完全满足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项目管理的实际需要。因

此，有必要结合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突出地方特

色，按照标准引领、适度超前的原则，编制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信息

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统一 BIM应用中的信息语义，方便使用，在

内河航道工程这一水运细分领域形成对行标的有益补充。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于“苏交学办[2022]49号文件-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

会关于《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团体标准立

项的公告”。

根据《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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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学会港航标准分委组织专家对《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信息

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团体标准进行了立项评审。经审查，所申报的

团体标准符合立项条件，同意批准立项。

本标准由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

会提出，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归口。

2、主要起草单位（人）

本标准起草单位：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交通运输

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宿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璐、杨本、贾锋、季锦章、叶嘉宁、王东

英、傅饶、刘步景、孙俊锋、徐忠、东培华、袁媛、曲红玲、王琦玮、

张跃东、徐晨、曹嘉瑞、刘亚斌、马翔宇、鲍鸿鹄、崔岩松、张杨、

胡学辉、臧昊、赵凌冰。

3、编制组目前开展的阶段性工作

编制组目前主要开展了立项申请、工作大纲编制、标准调研、标

准编制等工作，现处在标准征求意见阶段。具体时间及工作内容如下：

（1）2022年 5～6月：团体标准申请、立项及工作大纲编制；

（2）2022年 7月：补充调研；

（3）2022年 8～10月：编制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2022年 11～12月：向相关单位及专家征求意见。

三、标准编制原则

1、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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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及相关法规的要求等进行编写。编写过程中

遵循“系统性、先进性、实用性、易用性、可扩展性、经济性”的原

则，密切结合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实际情况，做到技术先进合理、使

用方便、切实可行。

2、与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现行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协调

性关系

目前，水运行业已发布了行业推荐性标准《水运工程信息模型应

用统一标准》、《水运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水运工程施工信

息模型应用标准》。其中，《水运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JTS/T

198-1-2019）中对水运行业的分类和编码体系作出了相关规定。考虑

到与水运行业标准的协调统一以及江苏省水运工程各领域信息模型

数据汇聚及综合应用的需求，本标准在现行行业标准分类编码体系基

础上，结合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实际情况进行扩充与完善，与现有标

准没有冲突。本标准总体编制思路如下：

（1）在水运行业标准《水运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JTS/T

198-1-2019）分类编码体系基础上结合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特点进行

编制细化；

（2）信息模型体系层级与水运行业标准保持一致，按单体级、

专业级、构件与设备级、钢筋与零件级五个层级进行组织；

（3）部分分类表在水运行业标准对应分类表基础上，对具体分

类对象及层级划分进行扩充或删减。其中，行业标准中已存在的分类

表及分类对象，其表代码值及分类对象编码值保持不变；新增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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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编码值在行业标准编码值基础上递增，不占用行业标准中已存在

编码值。

（4）新增分类表的表代码在水运行业标准既有表代码基础上递

增；

（5）针对内河航道工程细化顺序码的编码及应用规则。

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 5章和 1个附录。章节内容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应用方法。

（1）范围：主要明确本标准的范围及适用界限。本标准规定了

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包含船闸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的基本规

定和应用方法。本标准适用于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包含船闸工程）

全生命期各阶段信息模型的分类、编码及组织。

（2）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明确本标准的引用文件及版本。

（3）术语和定义：主要明确本标准涉及的内河航道工程信息模

型相关专业术语和定义。

（4）基本规定：主要明确内河航道工程信息模型分类编码的分

类对象、分类方法、分类表名称及代码、编码规则、编码扩展规定等

内容。

（5）应用方法：主要明确内河航道工程信息模型分类编码的编

码逻辑运算符号应用方式、编码组织方式、顺序码应用规则等内容。

（6）附录 A 内河航道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主要明确内河

航道工程信息模型各分类表的具体分类对象、层级划分及编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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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可靠性

本标准在水运行业标准基础上，紧密结合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实

际情况和需求，对内河航道工程信息模型要素进行统一分类、编码并

明确应用方法，能够有效约束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信息模型组织方式，

促进模型信息在全生命期的顺畅流转与共享利用，可为江苏省内河航

道工程项目 BIM实施提供指导，填补相关领域标准空白，提升内河

航道工程领域 BIM技术应用水平，助力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数字化

发展。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七、标准推广应用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编制组建议本标准制定为推荐性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团体标准。

制定标准是标准化工作的基本前提，标准化工作的关键是标准的

贯彻实施。编制组将在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的指导下，做好标准

的宣贯、实施等全过程工作。标准发布后，编制组将及时开展标准的

宣传贯彻、进行标准实施的培训，促进标准的推广应用，推进标准的

有效实施。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涉及专利的处理

无。

2、修订（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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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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