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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进行了 BIM、CAD 的技术对比，阐述出 BIM的设计优势；阐述了 BIM技术特征：资料模拟性、各部门协调性、设计

方案优化性、设计成果可视性；给出了 BIM 用于给排水建模的工艺要点：一般要求、精细度规范；以实例工程为视角，积极

运用 BIM技术开展设计，从管线避让、管线碰撞等方面，进行方案优化，构建污水净化体系，确保市政给排水的运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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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echnology of BIM and CAD, and expounds the design advantages of BIM;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IM are described: Data simulation,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departments, optimization of design scheme and 

visibility of design results; The process key points of BIM for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modeling are given: General requirements, 

fineness spec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mple engineering, actively use BIM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design, optimize the 

scheme from the aspects of pipeline avoidance and pipeline collision, and build a sewage purification system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capacity of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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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M技术优势 

BIM 技术与 CAD 进行对比时，表现出四个方面的技术

优势。（1）设计技术优势。BIM技术是以立体模型为基础，

在模型中进行各项资料的存储，可保障数据存储质量。CAD

设计方法是以图纸为基础，纸质版资料的存储，会增加数

据的错乱性，管理不善会引起资料丢失问题。（2）呈现设

计效果优势。BIM 技术导入设计方案后，会以直观立体形

式，可视呈现建筑结构，便于各方主体进行探讨。CAD 设

计方法，采取平面形式展现设计方案，建筑结构的表达不

全面，极易增加各部门理解难度。（3）设计流程的清晰性。

BIM 技术会清晰展现各项设计任务。CAD 设计方法主要展

现各部门的图纸，无法表现出设计流程。（4）设计价值优

势。BIM 技术能够兼顾建筑质量、设计成果。CAD 方法在

性能分析方面存在一定欠缺。经技术对比发现：BIM 技术

表现出优异的设计能力、成果展示能力、流程清晰性、方案

对比性，可用于市政给排水项目中，确保水系统设计质量。 

2 BIM技术特征 

2.1 模拟性 

BIM 技术融合于供水系统时，可增强市政管线分布的

合理性。设计人员运行此技术，进行模拟施工，可及时发

现方案中的不利因素，融合深度设计思想，确保给排水分

布的精确性，给予城市水系统规划更全面的设计方案。设

计人员在运行 BIM 技术时，结合给排水系统的整体需求，

绘制管线运行的多种路线，在模拟中虚拟运行，持续优化

方案内容，确保方案可用。 

2.2 协调性 

BIM 平台具有一定工艺协调性，各部门人员会结合

BIM 的反馈情况，全面改进设计方案的不足，增加水系统

规划的可用性，显著增强给排水管线的运行顺畅性，保证

城市供水质量。当出现工程与设计方案存在出入是，BIM

技术能够及时给出解决方案，加强各方协调效果，确保系

统施工进展顺利。 

2.3 优化性 

针对设计方案中的不足，借助 BIM平台开展设计优化工

作，可优化施工体系，加强各方协调，保证设计方案优化性。

比如，管线碰撞问题、漏水问题等。设计人员可运行 BIM平

台，积极分析管线分布问题，给出解决方案，提升设计效果。 

2.4 可视性 

在给排水方案获得深化设计后，再次导入设计方案，

模拟施工效果。在 BIM 平台中，各方人员可查看设计成果，

给予确认方可开工。平台的可视性功能，极大程度地保证

给排水各项设计内容的可用性，增加了各部门的联动性，

极具技术应用能效。 

3 BIM用于给排水建模的操作要点 

3.1 建模基础要求 

BIM 建模会重新构建初期的各类平面图纸资料，技术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U82&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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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的准确性，直接决定着模型反馈的真实性，对于系统

设计具有直接影响。（1）建模坐标。一般情况下，实体建

筑、虚拟建筑的各处坐标需保持一致，水平、竖直、高度

三个方面的初期坐标均取值为“0”，工程全周期内初始坐

标值不作变更处理。（2）建模融合分类、色彩两种规范，

增加各专业划分的清晰性。划分方式、填充色彩，采取各

部门交流形式确定颜色，减少配色冲突。 

3.2 精细度要求 

建模精细度具体包括数据展示信息粒度、资料导入的

建模精度。建模精度共有五个级别：100 级、200 级，...，

500 级。（1）100 级精细度，可用于初期资料勘察环节，

保证项目设计效果。（2）200级精细度，适用于方案设计

环节，参与设计评审、方案校准、设计概算等流程。（3）

300 级精细度用于初期方案，可进行成本预算、开展各项

工程准备。（4）400 级精度应用于模拟方案、工程验收，

进行多组方案对比，选出最佳设计方案。（5）500 级精度

用于工程结算环节，保证工程量测定的准确性，防止造价

增加。 

市政给排水建模的信息粒度规范：给排水管线、各管

线使用的管件、安装附件、控水阀门、测量仪表、水泵与

喷头、用水洁具、消防装置等，建模需达到 200 级至 400

级粒度，500 级不强制，100级不要求。 

4 实例分析 

4.1 工程概述 

某市政供水项目中，拟建 6.5 万 m
2
的建筑区，为保

证区域内的供水输水质量，开展完善的系统设计。利用

BIM 技术开展系统设计，确保供水输水质量。由于工程量

较大，设计方案表现出复杂性。市政单位从污水、自来水、

蓄水等方面，开展管线分布设计。运行 BIM 平台，排查方

案疏漏问题。在项目地下区域内，引入了消防喷淋装置，

增加了管线分布的错综性，需对此区域设计排风管线。利

用 BIM 模拟方案功能，积极排查管线碰撞问题，确保方案

可用，减少供水问题。 

4.2 设计思路 

（1）设计期间准确给出污水处理、雨水回收、净水

处理各项市政水管装置的方位，形成市政供水输水的完整

线路。（2）结合建筑的实际用水需求，给出供水方案，合

理添加水泵。（3）运行 BIM 平台，查看各项水管装置设计

的合理性，尽量减少水流路径，降低水流失量。（4）加强

管线材料选择，减少管线漏水问题。（5）与相关专业部门

建立协作关系，比如暖通、电气等，增加设计方案可用性。 

4.3 样板设计 

运行 BIM 平台开展样板设计，构建供水输水模板，作

为 BIM 前期工作的基础条件。在建模软件 Revit 程序中含

有多种样板文件，难以顺应 BIM 供水输水的设计要求。在

案例项目设计初期，对项目样板文件进行适当调整，以此

保障后期市政供水系统设计效果。样板设计方案需遵循国

家供水标准的各项规定，达到二维绘图精度，保证图纸设

计无错漏，维持图纸设计的美观性，尽可能地降低设计任

务量，保证设计方案具有较高的通用性，增加各专业需求

的整合效果。样板设计含有多项任务，比如基础单位、结

构反馈、规格设计等，整合了市政排水、市政暖通、市政

电气三项，需加强各部门协同，确保市政项目的设计质量。

如图 1 所示，是建模软件 Revit 自带的管道样板，表现出

分类错乱、命名不整齐等问题。 

 
图 1  Revit自带管道样板 

经过项目调整，给出的市政管道样板如图 2 所示。 

 
图 2  BIM 优化后的市政供水输水样板图 

对图 1、图 2 进行对比可知：图 2 的市政给排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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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全面，命名具有一致性，对后续给排水设计具有较强

的指导意义。 

管道类型设计完成时，进行配色设计，确保专业划分

的清晰性，增加模型信息展示的可视性。各类管道类型需

配置差异性色彩。颜色设计遵循设计要求，比如，消防系

统用水管线，配色为“红色”；雨水系统管线设计成“淡

紫色”。 

4.4 创建协同体系 

一个 BIM 设计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多个专业的相互协

同。市政单位运行 BIM 开展给水输水各项管线设计时，需

邀请各专业设计人员共同开展设计工作。在相同平台开展

各项设计工作，是 BIM 协同设计的平台优势。如果在设计

期间，设计人员对其他专业的设计内容作出调整、内容变

更等处理，会形成设计方案失误问题。为此，创建协同体

系，加强各方专业的协调性，各位设计人员仅可调整自身

权限内的设计方案，减少方案更改失误问题。在发生方案

调整时，需在公共设计区发出更改申请，获得允许后方可

进行调整。 

4.5 设计方案优化 

4.5.1 优化分析 

（1）结合建筑区的人口居住量、每日用水量特点，

进行供水管线设计，减少供水不充足、供水持续性不强、

水泵性能欠佳等市政供水问题。（2）在各类供水排水管线

分布方案中，运行 BIM 平台排查管线穿过承重墙的可能性。

如有发现穿越不当情况，利用 BIM 的可视性功能进行管线

横向挪移、竖向调整，以此完成管线分布的避让处理。 

4.5.2 管线避让 

市政供水系统中各类管线功能与输水用途具有差异

性，进行管线避让处理时，需遵守处理原则，增加避让操

作的规范性。（1）管径差异。避让原则：小型管径需绕开

大型管径。避让处理的原因：小型管径成本更低，避让操

作更为便捷。（2）压力差异。一，有压管线需绕开无压管

线。由于无压管线安装时具有一定坡度要求，会对空间结

构形成一定影响。因此，调整有压管线，可减少空间变动

量。二，当两个管线均为有压时，低压绕行。由于低压管

线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高压管线具有弯折处理困难性。

为增加管线使用安全，需进行低压管线避让处理。（3）系

统差异。一，供水、排水两个管线相交时，供水管线让行。

由于排水管线的设计，多数为自流状态，对排水管线进行

避让处理时，需设计输水坡度，较为烦琐。二，当冷水、

热水两个管线相交时，冷水管线让行。热水管线的生产成

本相对较高。三，输水、通风两个管线相遇时，输水管线

做避让处理。风管较大，不易处理。水管位置更改具有灵

活性。将各类避让原则导入 BIM 平台中，在发生管线相撞

时，平台会及时给出避让处理建议，以此保障管线避让管

理的高效性。 

4.5.3 碰撞分析 

供水输水管线的优化调整工作，共含有两种类型：一，

管线优化；二，协同优化。案例项目内水管装置较多，比

如污水处理、雨水回收等，极易发生管线相撞问题。案例

项目中，使用 BIM 平台发现供水输水项目设计共有 7 处碰

撞，其中有 2 处碰撞属于管径编号错误问题，经编号修正

后消除碰撞。其余 5 处碰撞属于管线分布问题，需利用

BIM 平台进行避让规划，完成管线优化。当供水输水管线

进行协同碰撞分析时，BIM 平台中导入了各专业的管线分

布方案，共排查出 82 处碰撞问题。其中有 23 处碰撞属于

管线穿越建筑结构问题，需进行管线位置调整。其余 60

处碰撞，是与暖通、电气各专业管线存在相撞情况，各部

门人员及时进行碰撞处理。 

4.6 污水净化系统设计 

4.6.1 污水净化系统概述 

将案例项目的污水排放至目标处理系统，对此污水处

理系统进行合理设计，完善市政用水体系。此污水处理能

力设计为 5.0 万 m
3
/d，循环回供水量为 2.5 万 m

3
/d。依据

城市污水处理的各项规则，循环净化水，用于景观河造景。

污水处理系统的设计方案如表 1 所示。 

表 1  污水处理系统的设计方案 

建设时期 
占地规格

/km2 

污水处理量/万

m3d-1 

最高污水处理量/万

m3d-1 

本期 27.5 2.0 3.0 

远期 45.8 5.0 6.7 

表 1中给出的污水净化方案中，排水系数取值为 0.85。

由表 1 可知：案例项目周边设计的污水净化系统，市政给

出的污水净化量为 5.0 万 m
3
d
-1
。 

4.6.2 再生水回供设计 

表 2  再生水回供的设计方案 

建设时期 
占地规格

/km2 

再生水用量/万

m3d-1 

最高再生水用量/万

m3d-1 

本期 27.5 1.4 1250 

远期 45.8 2.4 2119 

由表 2 再生回供设计方案可知：案例项目周边设计的

污水净化系统，其远期再生用水量最大值为 2.4 万 m
3
d
-1
。

由此确定污水净化系统的循环水回供量为 2.4 万 m
3
d
-1
。 

4.6.3 水质要求 

4.6.3.1 污水水质 

此项目进行污水净化系统设计时，其污水流入系统的

水质，需达到国家、地方的各项要求。结合案例项目的居

住特性，合理完善排水体系，给予适当预留空间，确保流

入水质的规范性。系统流入水质的设计标准：COD 含量标

准为 450mg/L；BOD 含量标准为 250mg/L；SS 含量规范为

300mg/L；TN 含量标准为 40mg/L；色度标准值为 50；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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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需介于 12至 25℃之间；酸碱度取值范围为[6.5，9.0]。 

4.6.3.2 出水水质 

此项目净水处理后，出水用于循环系统，可参照城镇

净水排出标准，结合案例项目的循环回供水量需求，逐一

确定全区域内的净水标准，给出回用水的水质级别，用于

居住区的绿化养护、车辆清洗、路面清洁等活动，补充水

源，顺应市政用水管理需求。系统流出水的水质规范：COD

含量标准为 30mg/L；BOD 含量标准为 6mg/L；SS 含量规范

为 5mg/L；TN 含量标准为 15mg/L；色度标准值为 15；水

温度、酸碱度与系统流入规范一致。 

4.6.4 BIM 应用 

4.6.4.1 技术优势 

一，污水净化项目中，以净水工艺为主体，加强系统

组合，构建进水、出水的全环节体系，保证项目排水的顺

畅性。在运行 BIM 平台时，需积极划分建筑类型，减少污

水流入的混乱性。二，净水装置具有外形不规律特点，比

如沉沙池、生物池等。使用 BIM 技术合理进行空间分布，

确保各装置设计的合理性。三，净水系统中含有多种管线，

比如污水管、雨水管等，各类管线需进行避让处理，利用

BIM 技术可减少管线优化用时，提升系统设计质量，达到

市政污水设计需求。四，使用 BIM 技术，能够准确反馈污

水处理区的各个建筑方位，保证预埋件呈现的精确性。 

4.6.4.2BIM 设计 

一，进行污水处理场区设计时，需结合处理水质要求，

加强场区、道路、交流的设计，保证道路交通顺畅性。二，

管线排布时，运行 BIM 平台进行避让处理，便于后续排水

管理。三，设计期间，利用 BIM 技术开展模块化设计，有

效降低管线交叉量，提升了净水工艺布局设计的合理性。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案例项目中融合 BIM 技术，积极开展给水

排水的设计工作，进行设计方案校对时，发现专业内有 7

处碰撞，协同中有 62 处碰撞，及时开展碰撞处理，保证

设计方案的可用性。在项目周边添加了污水系统，积极处

理建筑生活形成的污水，加强水循环，提升设计完整性，

发挥市政水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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