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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在公路桥梁设计中的应用

王� 冲*

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陕西� 710000

摘� 要：作为满足交通需要的建筑物，桥梁务必要拥有可靠的工程质量，有效发挥出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0

技术是近段时间兴起的一项技术，其不只是数据信息的共享平台，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信息融合工具，从某个角度增

加了模型运用的重复概率，并且可以减少模拟需要用到的成本经费。所以，运用��0技术可以给道路桥梁施工上带来

很大的支持，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桥梁设计领域的不断发展。本篇文章就��0在公路桥梁设计当中的运用展开分

析，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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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UDFW��As�a�building�to�meet�the�traf�c�needs,�the�bridge�must�have�reliable�engineering�quality�and�effectively�play�its�

use�value.�BIM�technology�is�a�technology�rising�in�recent�years.�It�is�not�only�a�platform�for�data�information�sharing,�but�also�

a�very�important�information�fusion�tool.�It�increases�the�probability�of�repetition�of�model�application�from�a�certain�point�of�

view,�and�can�reduce�the�cost�and�expenses�needed�for�simulation.�Therefore,�the�application�of�BIM�technology�can�bring�great�

support�to�the�road�and�bridge�construction,�and�may�also�promote�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the�bridge�design��eld�to�a�

great�extent.�This�article�analyzes�the�application�of�BIM�in�highway�bridge�design,�hoping�to�bring�help�to�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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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0技术从����年正式提出到现在，在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开始运用到建筑和机械这些行业，并取得不错的成果。

其整个生命周期的信息传输理念与可视化处理复杂空间位置关系这些优势在工程建筑的多个领域开始得到运用���。对比

建筑和机械这些行业小规模且结构较为繁琐的特征，公路领域有着狭长带状的特征，所以��0技术的运用开始的较晚，

但是通过近些年的研究与尝试，已然在公路桥梁设计当中的运用。

二、BIM技术在公路桥梁设计当中的运用

（一）工程概况

某个桥梁总长是6.35�km，主桥布置（80�m+165�m+430�m+165�m+80�m），这个桥梁分成双层设计，上层是4车道

客车线，下层是�车道货车线。桥梁所能够承受的恒荷载大概在����W�米，活荷载30�t/米。桥梁�号与�号桥塔为�型的桥

塔，�号主塔高为181.12�m，�号主塔高为194.58�m，详细数据如表�所示。

表1�某桥梁数据分析表

对象 高 桥塔 上塔柱 中塔柱 下塔柱 上横梁高 下横梁高 顶板 底板 腹板 横隔板

1号主塔 181.12 142.11 65.12 80.23 35.77 7.0 7.6 0.8 0.8 0.9 2.0

2号主塔 194.58 142.11 65.12 80.23 49.23 7.0 10.6 0.8 0.8 1.1 —

*通讯作者：王冲，����年3月，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就职于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中级工程师，硕士

研究生。研究方向：桥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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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助��0技术的协同设计平台搭建

借助现代化的测量技术，如航测遥感、无人机倾斜摄影、激光扫描等等，作为��0模型的主要数据，基于协同平

台来创建环境模型。图�就把数字化的勘察效果在协同平台之上进行传输，确保各项设计能够统一基础数据。

图1�协同设计平台工作流程

桥梁专业的设计工作者借助��0设计软件，立足数字化勘察设计成效来展开设计，通过设计数据的同步生成桥梁

方案当中的��0模型，在协同平台上把带有各种专业信息的��0模型和环境模型有效组合，建立具有大场景的��0模

型���。设计工作者需要结合专业特征，并运用模型来检验桥梁方案的有效性、设计的科学性，并且做好设计专业问题

的推送以及模型的有效处理。借助协同平台能够确保设计中数据资源的唯一性，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因为数据无法同

步而造成设计出现失误[3]。并且运用��0协同平台，在通过设计工作者的确认以后转交到下个阶段的数字化成效，可

以让信息得以准确的传输。

（三）��0技术在桥梁方案比选中的运用

针对公路桥梁工程而言，装配式桥梁在整个桥梁当中有着较大的占比。所以在桥梁设计时期有很多的工作都集中

于普通桥梁方案的制定当中。以往在公路桥梁的方案设计时，一般都会选用�∶����地形图与路线设计资料来进行，

这种方式是可以加快地完成桥梁方案的制定，但是也有着设计意愿表述不清、桥梁建造物和被跨越物体在位置关系上

不够形象这些问题。借助所研发的路线软件来做升级研发，在结束路程设计时只需要批量的设计对应的桥梁孔径信息

与中心桩号，不用再去做额外的工作，可一键生成相应的路线与常规桥梁方案模型。并且借助卫星图像、航片以及激

光点云数据这些生成了地形模型，把��0方案模型和地形模型有效融合，进而评价与比较桥梁的方案[4]。借助以上的

方案，能够更为形象化的检验孔径布置、上下构选型以及通航情况的科学性。

（四）��0技术在钢桥细节设计当中的运用

在公路桥梁的设计当中，如果碰到深谷、大河或是交通量相对较大且难以断绝交通的跨线桥时，普通的装配式桥

梁就无法达成跨越需求。时常运用的桥型就有较大跨径的刚构桥、斜拉桥、悬索桥以及钢箱梁顶推的跨越方案。因为

桥梁结构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桥型设计当中时常会碰到较为繁琐的节点设计。桥梁本身构件所存在的位置关系比

较繁琐，一般的二维图纸无法较为细致地彰显出位置关系[5]。

1.� BIM技术在悬索桥实际节点设计当中的运用

在大跨径悬索桥当中时常会运用钢桁架主梁节点锚栓、索鞍这些部位因为其本身在空间建造上较为繁琐，二维图

纸这部分的表述时常就引发一些误解，让桥梁的设计意向难以更好的传输到施工当中���。在白洋长江公路大桥具体的

设计当中，主跨选用�����P的双塔单跨吊钢桁架的悬索桥，借助Tekla与Revit软件创建钢桁架与索鞍的精细化模型，

能够更为精准地把设计细节阐述清晰，提升了设计和施工所连接的质量，对工程质量的提升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BIM技术在钢箱梁细节设计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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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下公路工程当中开始广泛运用跨线设计，为了可以把跨越部分产生的交通影响最小化，钢箱梁顶推方案具有的

优点都体现出来。钢桥梁通常是由顶板、底板、腹板以及纵横板这些进行现场安装，其内部架构纵横交叉，并且对加

工的细致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一般的二维图纸主要将阶段划分为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横断面图来表示钢箱梁的主要构成

与加工方案。钢结构加工厂在看到设计图纸时需要对图纸做深入的设计，对于设计用意表达模糊的部分还应该持续和

设计单位做多次沟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长了施工工期。在高速公路跨线桥中，工程能够运用（44+70+36）�P的钢

桥梁，设计时期借助Tekla软件来完成钢箱梁的设计，借助��0技术在工程设计期间把结构设计和三维设计有效融合，

借助三维模型来完成模拟拼装之后再做碰撞检验，对于不达标的位置在设计时期及时察觉同时进行改正，最终做好三

维安装图以供施工企业去加工拼装，并且把设计数据传输到数控加工机床，完善相关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设计

质量，缩减设计和施工的交流协作，进而缩减工期，节省工程造价[7]。

（五）��0技术在桥梁可视化技术交底中的运用

技术交底身为设计工作者和施工企业最直观的沟通环节，能够让整体桥梁的设计用意与注意事项的有效表述，但

是借助正常手段进行表述通常是用技术交底文件去描写一些并不存在的物体。时常出现表意不明或是理解不清楚而致

使施工存在问题，为桥梁施工质量带来巨大的隐患。借助��0技术来模拟有关的施工工序，形象地把设计人员的用意

借助三维的方式来表现，在施工当中需要关注的地方都应做好提示，对于施工组织的设计与施工操作指导书中的重要

步骤来制作相应的施工动画，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沟通的效率以及工程品质。并且，针对重要的施工工法和系统的施工

工艺做成技术交底库，在施工期间与其他相似工程运用时当作参考���。在京沪改扩建这类工程当中，对于拓展基础承

台、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操作这些施工流程借助��0技术来做可视化的交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三、BIM技术在公路桥梁设计运用当中存在的问题

（一）软件技术不够成熟

线下可以运用到公路桥梁设计当��0软件大部分都是国外软件，拥有一定的开放性，并且和我国规范的结合度并

不高，本土化工作并没有完成，应该依据我国规范与设计习惯对其功能做二次开发。

（二）硬件配置要求较高

因为公路桥梁自身所具有的特征，除了有公路桥梁已有的信息以外，还应该沿线附近的地质以及其他自然与人文

信息，通常会造成模型的体量相对较大，在建模与有关信息处理当中应该配置更为优质的硬件配置���。

（三）缺少对应的标准

因为该行业发展相对较晚，对应的标准与规范都还没有出台，对功能的研究缺少较为明确的方向，对应的数据接口

和数据格式、信息的交付指标不够一致。当今社会还是将业主的要求作为主要导向，缺少一个较为总体的规划和管理。

（四）对��0领域从事者的要求很高

因为��0技术牵扯设计、施工以及运营管理这些整个生命周期的建设工作，在设计当中的��0运用就牵扯往其他

时期的模型的信息传输，这就需要该领域从事者既了解工程每个时期的知识，还需要熟练对��0软件进行运用����。并

且对部分功能点还应该配备对应的开发人员，以便于再次开发。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0技术是我国桥梁工程设计阶段新兴起的技术，其独有的三维可视化能力，能够给桥梁设计企业和

建设企业信息交换给予更为有效的渠道。所以，在桥梁设计期间，相关工作者能够结合桥梁工程所提出的要求，合理

借助��0技术来开展三维建模，同时依据校验检查的数据，持续调节二维设计图纸，进而给桥梁后续的施工给予一定

的保障。以上就是笔者结合多年从业经验，针对��0技术在公路桥梁设计当中运用，所提出的一些浅见，以供广大该

领域从业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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