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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排水设计中 BIM 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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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中以某工程中给排水项目为例，在明确其中排水系统设计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 BIM 技术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的

应用流程，并从可视化设计、参数化设计、材料表统计、管道综合设计、虚拟安装实践、指导现场施工几方面入手，阐述了

BIM技术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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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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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a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roject in a project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design of the 

drainage system,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BIM technology in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is analyzed. Starting with 

visual design, parametric design, material table statistics, comprehensive pipeline design, virtual installation practice, and guidance on 

site constructio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is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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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给排水项目是建筑工程中的重要组成，其设计质量直接关系着后续的使用性能，设计时长也与工程建设周期息息

相关。基于此，需要在保证给排水设计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设计周期与工作量，提升设计精度。为了实现上述

目标，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应用 BIM 技术极为必要。 

1 项目概述 
某工程（图 1）总建筑面积 42557 平方米，建筑高度 52.5米。耐火等级为二级，观众座位数 32020 座。按乙级体

育建筑标准设计，规模为中型，具有承办地区性和全国单项比赛的能力，满足大型演艺、展示活动需求。一层为赛事

用房、新闻媒体用房、商业用房、设备机房等，二、三层为观众看台层。 

 

图 1 工程总体设计图 

2 建筑工程给排水系统的设计情况分析 
在本建筑工程，给排水专业工程包括室内外给水系统、室内外排水系统、生活热水系统、雨水系统、消火栓系统、

消防自动喷淋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具体设计如下： 

3.1 室内外给水系统 

室内一层由市政管网直接供水，二层及以上由变频加压供给并加设支管减压阀；园林绿化用水由体育场一层喷灌

水泵房供水。给水主干管采用薄壁不锈钢管，管径不高于 50 毫米采用卡压连接，高于 50 毫米采用承插氩弧焊连接；

支管采用 PPR管，热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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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室内外排水系统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厨房废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后排入污水管网，其他废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室内排水管道采用芯层发泡聚氯乙烯管材及管件，室外明露排水管采用抗紫外线硬聚氯乙烯管材及管件，粘接连接。 

3.3 生活热水系统 

体育场热水使用 2 组空气源热泵集中供应热水，部分房间采用电热水器供水。热水、回水管在吊顶内、埋在垫层

或嵌在墙槽内的热水支管采用 PP-R 管，热熔连接，其它热水管道采用薄壁不锈钢管，承插氩弧焊或卡压连接。 

3.4 雨水系统 

屋面雨水系统采用压力流（虹吸式）排水系统，采用 HDPE（抗紫外线）承压塑料管道，2 层结构柱中预埋雨水压

力管采用Φ180不锈钢管做套管；体育场看台层采用重力排水，采用建筑用 UPVC管道，粘接连接。 

3.5 消防给水系统 

室外消防水源由市政自来水供给；室内消火栓系统由消防水泵房两路供水，形成环网。消火栓箱内设消防按钮，

与消防控制中心联动。消防给水管道均采用内外壁热镀浸锌钢管，管径高于 50 毫米卡箍连接，不高于 50 毫米螺纹连

接。阀门及需拆卸部位采用法兰连接。 

3.6 自动喷淋灭火系统 

自动喷淋系统竖向不分区，报警阀前的自动喷淋管道为环状布置，自动喷淋系统与消火栓系统共用高位消防水箱。

火灾初期由设于体育场屋顶的消防水箱及自动喷淋增压装置保证灭火用水。 

3.7 气体灭火系统 

一层变配电所、通讯机房、网络机房采用无管网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 

3 BIM技术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探究 
3.1 应用流程 

以本项目中的卫生间给排水设计为例进行说明，BIM 技术的应用流程主要如下： 

第一，放置卫生间给排水装置。相较于传统设计，三维设计的区别就是跳过了传统画图的线、体、点、面等比较

常规的线条，直接施用门、水泵、墙等族来展开绘制，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建筑模型
[1]
。 

第二，搭建给水系统。在项目浏览器里，选定系统的全部卫浴装置，在本文的例子里选择洗脸盆以及 2 个坐便器，

选择好之后就创建给水系统。这一环节就是同意系统里卫生器具创建逻辑连接。 

第三，生成管道布局。给水系统创建完成后，就单击里面的卫生器具，选择“生成布局”，这个时候系统就会自动

提供很多管道布局方案，有合适的就选择，倘若都不满意也可以选择一个然后做适当修改。在“生成布局”选项卡上，

再单击“完成”，把布局转变成刚性管道。这个环节实现了逻辑连接到物理连接的转变。 

第四，在给水系统中增设卫生器具与管道。这个环节有两种方法：一是编辑系统，把需要增设的卫生器具直接添

加到给水系统里，创建逻辑连接，然后就会自动生成布局。这种方法通常用于增设卫生器具数量较多的情况。二是直

接将需要增设卫生器具的连接点打开，然后绘制管道，并连接到管件接口。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管道转折比较多的情况。 

第五，检查系统连通性及流量。系统绘制结束后，需要激活“系统检查器”，管路显示的箭头就表示给水流向，如

果单击管道就能看到管道流量和该管道能够承担的给水当量。 

3.2 在可视化设计方面的应用 

CAD信息平台是传统建筑给排水设计中平台软件，实践中，要求着相关人员对立体图、平面图以及剖面图有关信息

进行整合，复原建筑图形，结合多次分析调整件组合结构以及梁高位置有关信息。此时，一旦建筑给排水工程的复杂

程度较高、或是工期要求相对较短，则难免会出现信息失真的问题，无法更好保证建筑给排水工程的质量。而依托在

建筑给排水工程中应用 BIM 技术，就能够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在 BIM 技术的支持下，需要提前构建给排水工程里建

筑信息模型，并在后续操作中借助信息模型读取有关信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减少传递信息过程中的失真情况，

有效确保信息的有效性与完整性。 

同时，当对局部设计模型展开修改后，依托 BIM 技术，能够避免这样的局部修改对整体平面设计产生不良影响，

有效确保建筑给排水工程设计的完整性，而且修改工作也更加简单，操作性也更强。 

3.3 在参数化设计方面的应用 

在以往的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相关人员普遍使用 Excel 或是有关软件计算以及公式编制，具有较高的复杂性，设

计工作量也相对较大。而使用 BIM 技术就能够缓解上述问题，可以直接获得有关设备以及器具的数据信息。通话，当

相关人员对设计方案中的某一相数据信息展开修改时，与该数据相关的设计参数也会自动发生变更，大幅降低建筑给

排水设计工作量，也避免设计缺陷的发生。以卫生间给排水管道为例进行说明，在使用 BIM 技术展开设计时，只需要

相关设计人员提前进行管道摩擦阻力等有关水利特性参数的设定，即可自动实现管径参数的修改。 

3.4 在材料表统计方面的应用 

在编制建筑给排水工程材料表的过程中，使用 CAD 图纸进行统计与测量，整体的工作量较大，工作效率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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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同时，依托 CAD 图纸展开材料表统计，还会促使统计错误发生概率大幅增加，特别是在修改图纸后，再次

统计的任务量与复杂程度更高
[2]
。而通过应用 BIM 技术就能够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在 BIM中，包含着数据库，可以随

时获取精准的材料表清单，在大幅降低材料表统计工作量的同时，提升工作精准程度，为形成建筑给排水成本预算等

工作的展开提供支持。 

3.5 在管道综合设计方面的应用 

利用 BIM 技术展开建筑给排水设计，能够省略大量的拍图环节，降低设计的复杂性与繁琐性，且可以更为直观的

呈现出管道综合之后的净空高度。在此过程中，相关设计人员不能仅关注在绘图过程中发现问题与冲突，还必须要在

事后展开冲突矛盾检验，确定问题及其原因，并第一时间完成设计图的调整与修改。在 BIM 软件，包含着碰撞检测功

能，可以帮助相关人员迅速确定管道设计方案中存在问题的部分，并提供解决方案。同时，在使用 BIM 进行管道综合

设计时，还要中重点关注管道的参数要求，包括允许偏差、管道或管道支吊架间距的要求等等。 

本工程中，排水管道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 1 排水管道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允许偏差（毫米） 检验方法 

水平管纵、横方向弯曲 
每一米 1 

用水准仪（水平尺）直尺、拉线和尺量检查 
全长（25米以上） 不大于 25 

立管垂直度 每一米 3 吊线和尺量 

在本工程的管道设计中，重点保证排水塑料管道支吊架的间距符合以下标准： 

表 2 排水塑料管道支吊架间距（单位：米） 

管径(毫米） 50 75 110 125 160 

立管 1.2 1.5 2.0 2.0 2.0 

横管 0.5 0.75 1.10 1.3 1.6 

3.6 在虚拟安装实践方面的应用  

在 BIM 技术的支持下，把时间维度引进三维设计、制定精准度较高的四维安装进度表成为可能，此时，可以预先

可视建筑施工项目，进而科学安排安装进度，更全面、深入的评估和验证设计各专业间是否合理与协调
[3]
。换言之，利

用 BIM 技术可以实现虚拟安装实践，确定施工问题、时间长度、材料消耗等内容。同时，通过应用 BIM 技术，还能简

化设计和安装程序，减少资源浪费的同时也提升工作效率，并有效避免设计变更。 

3.7 在指导现场施工方面的应用 

利用 BIM 技术，可以在施工中对场内布置进行提前策划和转换预演，因此确定出最优布置方案，提高场地使用效

率，促使二次布置及相应不必要的成本消耗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可以利用 BIM 软件中统计功能，自动生成临建工程

量，减少算量工作。另外，BIM 技术支持相关人员展开洞口的预先识别，增加安全风险评估与措施制定的时间，提前在

模型中进行安全防护，将防护栏布置完善。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BIM技术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可视化设计、参数化设计、材料表统计、管道综合设

计、虚拟安装实践、指导现场施工中应用 BIM 技术，降低了建筑给排水设计的工作量与复杂程度，保证了设计精度与

合理性，避免了在后续施工中发生设计变更等问题，维护了建筑给排水工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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