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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政给排水项目是市政工程系统中的重要构成，基于当前城市规模化发展、人口聚集的实际，城市给排水

诉求激增且更为迫切，原有的给排水管道也存在超负荷工作的状态。因此，市政给排水新建项目、改造项目较多，在

项目实施中应重点关注给排水设计。设计作为起始环节，对施工和项目应用有直接影响。BIM 技术的问世为市政给排

水设计提供技术支持，其协调、模拟等优势增加城市给排水设计的便利。BIM 技术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取得了理想应

用预期，主要体现在综合优化、参数设计、建模分析与运用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就 BIM 技术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

运用情况进行探讨，明确其具体的运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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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current urban scale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gathering, the demand for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is increasing and 

more urgent. The exist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es are also overloaded. Therefore, there are many new projects and 

renovation projects for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In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focus should be o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BIM TECHNOLOGY has been introduced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BIM TECHNOLOGY has achieved the desired application expectations in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comprehensive optimization, parameter design, modeling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se of BIM TECHNOLOGY in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and specifies the 

specific measures for its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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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作为新型的模型技术，可使用相关数据资源进行项目

要素的集成分析，用于市政给排水工程设计，以信息的高度共

享和建模分析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且 BIM 技术支持市

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协同作业，避免工艺之间的干扰、管线之间

的碰撞，带来市政给排水设计的持续优化。 

一、BIM 技术概述 

作为典型的建筑信息模型，其属于技术创新的产物，本质

是通过信息模型建构完成信息集成，以各要素的统筹支持协调

作业、虚拟分析。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BIM 技术可用于综合

设计、管控参数设计指导、协同设计强化、可视化分析等，明

显提升市政给排水设计实效。其技术优势的发挥由其可视性、

模拟性、协调性等特点决定。 

（一）可视化特点 

将 BIM 技术运用到市政给排水工程设计中，可发挥其可视

化优势，指导建立工程三维立体模型，进行真实情况的模拟，

再现设计效果，十分逼真[1]。整个可视化模型模拟建构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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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以数据价值挖掘为导向，通过数据资源的集成化管

理，实现工程项目各影响要素的统筹分析，如日照要素、外部

结构要素、热能传递要素，都可以进行整合、模拟、分析，增

强设计的灵活性和科学性。某个元素变动的情况，以该元素建

立起来的模型可自动调整，缩短人工设计时间，设计效率更有

保证。 

（二）协调性特点 

BIM 技术用于市政给排水设计，支持协调作业，本身在于

其具有良好的协调性能。与传统的纸质图纸设计和 CAD 绘图

设计不同，BIM 技术支持下的设计属于动态化设计，可通过全

部参数的充分描述及时发现工程结构中的缺陷[2]，以科学的预

判断指导各主体的协调沟通，加快施工进度，合理把控施工周

期。在市政给排水项目设计中引入 BIM 技术模型可详细真实地

进行设计意图的直观呈现，具体到管道安装、部门责任划分、

生产任务分配、数据参数调整，都可以协调处理，作业更高效。 

（三）模拟化特点 

BIM 技术模拟性能突出，用于市政给排水工程设计可进行

虚拟化实验，以虚拟化实验进行虚拟模型的合理性评判，指导

管线科学布设。具体来说，在市政给排水工程管线布设时，设

计人员根据管线周边建筑物分布情况、管线地下分布复杂情

况，进行给排水工程管线的模拟布设，进行反复验证，合理控

制施工成本[3]，减少施工失误和资源浪费。工作人员在给排水

管工程管线施工中也可借助 BIM 技术建构的虚拟模型进行作

业活动的灵活调整，查明施工中的不足，及时改进，确保施工

的高效与高质。 

二、BIM 技术在市政给排水工程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一）用于工程参数设计 

工程参数设计是设计的基础性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繁琐，

传统的参数设计由人工完成，耗时低效且失误较多。而 BIM 技

术以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建立工程模型，发挥工程模型三维化、

细节化等特征优势，用于工程参数自主化设计，设计效率和精

准度明显提升。若出现设计方案变更的情况，设计人员只需将

需要调整的参数导入到系统中，就可短时间内完成整体参数的

调整，一个参数信息的调整对应一系列参数信息的变更。此外，

工作人员也可以借助 BIM 技术支持下的建筑信息化模型进行

排水工程设计设施的灵活修改，例如平面图状态下需要做好给

水阀门井、排气井、市政消火栓等一系列的设施布设[4]，若需

要进行设施参数调整，修订时直接调整设施数量和位置，系统

直接将数据变化反馈到材料统计表中，数据修改一步到位且统

一。 

（二）用于工程设计建模 

BIM 技术在市政给排水工程设计中的运用重点在于建模，

从系统分类层面出发，借助建筑信息模型技术优化管网设计，

参考机械模板，选择合理的管道布设方式，让废水管道、给水

管道、消防管道铺设区分开来。在整个 BIM 支持下的建筑信息

模型系统中，管道种类不同、材质不同对应不同的颜色显示和

标记说明，数量统计及种类核对时一目了然。在建模的过程中，

市政给排水工程因对应较多的阀门结构、管道构件，以 BIM 技

术为支持，以系统管道命令为依托，可以更好地确定管道数据

[5]，实现标高位置参数指导下的管道图样绘制。BIM 系统对应

平面模块与剖面模块，模块设置并不繁琐，但分析准确性更高。

建模完成后，进行内部图片的模拟生成，以数据分析为前提，

以立体化建模为保障，推出多样化的视图。在常见的平面图之

外，也有三维视图、立面图的显示，图形的整合分析使得管道

设计更标准、更精细。BIM 技术用于工程量统计优势明显，模

型系统明细表可方便设计方案、管道附件、设备等数据的统计

整合。 

（三）用于模型分析与运用 

以 BIM 技术为支持进行市政给排水工程设计，建模的最终

目的是模型的应用，而模型的应用又体现在多个方面，比较重

要的是碰撞检查和施工方案拟定分析。碰撞检查方面，通过立

体化的建筑模型，工作人员可以借助系统碰撞检查功能来查看

设计方案布局的规范性问题，根据发现的问题逐一调整管线数

据，让设计更合理。管线设计是市政给排水施工中需重点关注

的问题，其关系到城市的基础建设质量[6]，对市政道路工程最

终使用效果有直接性影响。管线综合设计就是于道路的横断面

范围内进行不同专业工程管线布设位置的明确，并指导做好道

路平面布置，完成竖向高程的协调。在实际的市政给排水工程

设计中，设计冲突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给排水管线与原有的

市政道路交叉口处燃气、电力管道会有明显冲突，往往需要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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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员开挖检查，但有了 BIM 技术支持的建筑信息模型，可进

行直接直观的碰撞检查，减少不必要的作业。在施工方案拟定

方面，BIM 技术可生成管线模型，精确度更高，其碰撞分析对

应的结论更准确。设计人员以此为基础评判施工计划是否合

理。一般来说，地下管线分布复杂，但属于隐蔽工程，施工人

员仅靠肉眼无法查明已建成管线分布情况，而 BIM 三维影像可

直观显示周边管线分布情况，在施工方案确定时可以合理规避

冲突，避免不必要的管线冲突引发的管线施工误损等问题。 

（四）用于局部隐患排查 

市政给排水工程中有不少的改造项目，需要进行局部设计

的调整，在设计搭配过程中应确保设计方案与实际情况相配

合，并加强设计方案的审查与分析[7]。局部设计过程中先明确

项目区域范围，制定短期目标，进行给水量和流量的科学预测。

在做好上述工作后，根据实际情况于 BIM 建模系统中进行，以

当前规模和土地使用情况的充分勘察，确保辅助结构满足新方

案设计和配置要求，及时查明开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隐

患，进行局部问题的处理，以正确积极的响应减少资源浪费[8]，

规避安全事故。例如开挖洞口位置确认，施工设计中应用 BIM

技术，基于其三维立体模型进行实施总体的碰撞检查，明确碰

撞集中区域，从而指导洞口开挖位置的确认。 

（五）用于协调作业指导 

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要从源头上做起，防止管道偏移。设

计人员于施工前进行工程现场的测量，配合 BIM 模拟演练施工

现场、施工过程。在多次模拟后，调整设计方案，减少施工与

图纸设计误差。在具体的管道施工规划中要确保严格执行国家

作业标准及验收标准，对放样对象进行专业的数据测量与分

析，对施工作业现场地质、水文、气象等数据全面分析，指导

施工，减少管道偏移风险。技术人员要规范操作，准确施工，

认真落实好施工各工序要求。在施工中及时排查有无管道偏移

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同时发挥 BIM 技术的协同作

业人员，设计人员应协同施工人员、监管人员应仔细审读图纸，

且及时就图纸设计问题沟通，优化图纸设计，收集施工数据。

要深入施工现场勘查，特别是关注其复杂的地质条件，确保施

工地基稳定，以减少因为地基问题引发的管道渗水、漏水等问

题。严把施工管理关，确保施工人员按照施工标准购买性能良

好的施工材料，特别是选用抗腐蚀性强的管道材料，增强其腐

蚀应对能力，保障管道质量稳定，减少渗水、漏水等问题。 

结束语：随着科技的创新发展，BIM 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如其运用于市政给排水设

计，可弥补传统 CAD 等绘图的不足，给予设计的诸多便利，

通过建构建筑信息模型，以建筑数据信息的采集与集成分析指

导项目设计方案的整体统控和架构性调整，以大规模数据存储

与处理运用为导向，指导设计和施工部署，整合工程各项特点

与要素，及时查明设计中的不足，设计人员根据获取的信息及

时调整，规避问题和风险。正是基于 BIM 技术可视性、模拟化

以及协同性等应用优势，最终出具最优的设计方案，减少不必

要的成本投入，带来市政给排水设计的高效、精准和经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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