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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在既有建筑给排水改造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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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具体项目，对 BIM 在给排水改造设计项目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分析了将 BIM 应用于改造项目的优势，指明了利

用 Revit绘制给排水施工图存在的部分问题，为改造项目的实现开拓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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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concrete proje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BIM in the design project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transformation, analyzes on the advantages of applying BIM to th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drawing the construction drawing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by using Revit. Open up new way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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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建筑信息模型（BIM）在当下是热门话题，住建部于 2011 年 5 月印发了《2011-2015 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

该刚要明确了勘察设计类企业有关 BIM 的发展重点：研究发展基于 BIM 技术的集成设计系统，逐步实现建筑、结构、

水暖电等专业的信息共享及协同
[1]
。 

该纲要对勘察设计类企业发展 BIM 起到了导向作用，纵观 BIM 的发展，从最初概念的建立，到国内外软件厂商发

展 BIM 相关软件已有二三十年
[2]
，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及计算机软硬件性能的飞速提升，以 BIM 理念为指导

的可视化、多专业协同的设计及施工管理也在逐步应用。本文结合实际项目，对 BIM 在给排水改造项目中的应用进行

了部分探索。 

2 BIM软件与项目概况 

本项目使用的 BIM 软件是欧克特公司的 Revit 2014。Revit 不仅是一款三维绘图软件，重要的是一个信息整合平

台，它可以利用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有的真实信息，包括几何信息、材料相关信息、流量、水头损失等仿真信

息。在三维模型中可以轻松表达出构件的空间位置关系，因此可以进行任意剖面的剖切，生成剖面图，也方便设计人

员进行三维实时浏览，及时发现设计中的问题。对于设计企业，Revit 至关重要的功能是可以由三维模型生成平、立、

剖面图纸，而且会更加准确，效率更高。 

本项目位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代号 K 楼，北临丽水路东近春华路，南侧面向校区，K 楼现状是一栋主体部分

为内部四层通高的体育场馆，南北宽约 16 米，东西长约 32米，改造前总建筑面积约为 704.54 平方米。楼内系统现状：

自动喷淋系统，消火栓系统，给水系统，排水系统。改造后总建筑面积 2155.97 平方米，建筑高度 21.4 米，建筑定性

为办公楼。 

3 BIM在既有建筑改造项目中的应用 

该项目于 2002 年设计并建造，据现场考察，部分系统管线防护较好，可以继续使用，因此在满足设计需求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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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决定最大程度利用原有管线进行改造。下面简述在 Revit 在改造项目中应用的几个关键步骤： 

（1）原设计成果是基于传统二维图纸方式表达，首先需搭建系统现状的三维模型。 

模型搭建需与系统现状相吻合，并且管道材质与连接方式也需在模型中有所表达。 

（2）分析需求，确定管线的大致走向。 

在确定走向的同时需考虑是否可利用现有管线，管线利用需考虑改造前后为同一系统，例如：该项目中消火栓系

统管线没有利用原喷淋系统干管改造，因为喷淋系统支管较多，如改造为消火栓管道，原管线封堵位置较多，水头损

失较大，且不利于维护。 

（3）利用阶段化属性区分新旧管线。 

阶段化属性是该改造项目的核心，原有管线需保留的部分，在创建的阶段设置为“原有”，在拆除的阶段设置为“无”；

原有管线需拆除的部分，在创建阶段设置为“原有”，在拆除的阶段设置为“拆除”（见图 1）。 

 

 

图 1：设置管线阶段化属性 

 

（4）完成整个系统布置。 

绘制整个系统，新建管线在阶段化属性中创建的阶段设置为“新建”。 

（5）进入阶段化选项卡，进行阶段化设置。 

在阶段过滤器中可以自由组合系统的阶段属性，例如：可根据需要，在图纸中显示“原有”、“原有+拆除”、“新建

+拆除”或“完全显示”等，并可设置现有、已拆除，新建管线的颜色与线型（见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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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阶段过滤器设置 

 

图 3：显示原有+拆除管线三维图 

（6）根据需求，添加阀门，设备等；进行标注，完成图面排布。 

4 BIM在改造项目中的优势 

4.1 节约材料 

根据材料表统计，消火栓系统使用原有管道占整个消火栓系统约 40%，占整个给排水工程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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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计效率提高 

阶段化属性的应用，方便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对“新建”、“现有”及“拆除”管线的即时查看与分析，权衡规范

与经济因素，确定改造设计的最优路径；也可以根据工程需要自动生成管道“拆除图”、“完成图”等，极大的减少了

采用传统方式绘图出现的错误，提升了效率。 

4.3 方便设计校核 

设置管道颜色填充图例，可根据流速，尺寸等不同属性进行分类，以不同颜色加以区分，直观的检查出管道设计

问题，便于设计人员及时做出调整（见图 4）。 

 

图 4：以颜色图例检查系统中管段流速 

5 BIM在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5.1 族构件问题 

Revit 绘制的模型是由族构成，Revit 族定义是一个包含通用属性（称作参数）集和相关图形表示的图元组
[3]
；给

排水系统模型主要由系统族和可载入族组成，系统族多指管道，可载入族包含了绝大部分给排水系统上的阀门，管件，

设备，洁具。在三维视图中，这些构件以三维模型的方式系统直观的展示了各构件的分布及连接，但在平面图中仍需

要以二维图例的方式表达在图纸上。因此，族文件质量高低与规范性直接决定了图纸的质量，目前在使用 Revit 绘图

中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5.1.1 族库不全 

族制作复杂，耗时，尤其是管件族，一个管件往往牵涉几十个参数的控制，而各参数之间又具备相关性，制作复

杂的族既增加设计成本，又降低了设计效率。 

5.1.2 二维图例不符合国内制图标准 

Revit 中较多的图例是参照国外标准制作，其表达不符合国内制图习惯，本地化水平有待提高。 

5.1.3 图例不能在剖面中显示 

在剖切面中，二维图例不能显示或显示不完整。 

5.2 细节显示问题 

在绘制给排水施工图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必要的简化画法，这些简化画法表达了管线与管线或设备之间的连接关

系（见图 5），在 Revit 中，管线与设备间必须构成有效的物理连接才能形成完整的系统，因此各构件间表示的是实际

的连接情况（见图 7），而这些实际连接却加大了图纸的识别程度（见图 6），容易造成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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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CAD 简化画法                     图 6：Revit 真实画法 

  

图 7：管线实际连接情况                           图 8：三维系统图 

5.3 系统图问题 

Revit 目前不支持系统原理图的绘制，三维系统图应用在小型项目中尚可（见图 8），无法应对大中型项目。在大

中型项目中会因为管线数量众多，造成管线间相互遮挡，无法识别。 

6 结语 

BIM 在给排水改造设计中的成功应用使得 BIM 的价值得到了体现，也给改造设计带来了新的实现途径。目前使用

BIM 绘图还不能完全达到制图标准
[4]
，一方面，需要软件本地化加强，这需要软件企业与国内软件二次开发商共同努力；

另一方面，针对三维设计下特有的表达方式，需要 BIM 有关标准的制定。随着建筑行业信息化程度的加快，结合行业

各方的共同努力，BIM 在给排水设计中的全面应用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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