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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M的水利工程施工管理模式及应用流程

户建房 徐 进 孙益昌

江苏华禹水利工程处 江苏 徐州 221700

摘 要：从21世纪以来，计算机硬件技术、网络技术、软件及信息处理技术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实现了2G向5G

网络技术的转变，各种新型技术在工程建设领域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随着建筑技术的不断发展工程项目表现出了

新的特征，如跨度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远大。以二维图纸为基础，通过空间想象创建整体模型难度

较大，二维设计的CAD图纸已无法适应现阶段参建各方主体沟通协调的工作要求。为了提高工程施工效率，实现三维

可视化设计和施工模拟BIM技术顺势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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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通过一系列软件和数字转化技术，将工程项

目中各种信息有机整合成一个整体，并通过多维度、可

视化的立体模型展示。BIM模型是一个各类信息综合而成

的载体，通过这个载体，参建各方主体可以通过网络平

台随时共享资源，并可根据需要，在项目不同阶段对BIM

模型进行插入、提取、更新和信息修改。与传统的CAD

图相比，BIM模型除了在空间上达到三维外，还引入了时

间、造价、安全管理等其他维度的信息[1]。

(1)贯穿水利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在相同的BIM建

模软件和标准要求条件下，一个综合性项目可以在规划

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乃至运营维护阶段等各个

生命周期，共用同一个BIM模型，并且参建各方可以在确

立的模型上根据自身任务的不同，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修

改，达到全方位、全历程的设计和模拟。

(2)立体可视化。BIM技术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整合相

关数据，直接构建建筑物的三维模型，甚至是四维(进

度)、五维(进度、造价等)模型，从而实现整体布局到构

件、施工过程的全部可视化。参建各方可以通过共享平

台，在自己的终端上直观看到建筑物或构件整体成型

后的样子，从而方便沟通讨论，避免了在信息传递过程

中，拟建建筑物→设计师二维图纸→施工方三维建筑施

工→建筑物成品，经历两次二维、三维信息的转换，出

现信息传递的偏差[2]。

(3)模拟碰撞与优化。BIM技术一项最基本的应用就

是对施工过程进行多方位、全过程模拟，这其中不但包

括建筑物及构件模拟，还包括施工平面布置模拟、施工

进度控制模拟，乃至建筑物建成后的管理及检修过程模

拟。通过直观的模拟碰撞，提前发现问题，并通过项目

管理优化，进而加强对施工过程中成本与工期的控制等。

（4）协调性。因为水利项目建设涉及的参建单位较

多，各层级的沟通协调复杂，BIM模型的应用使得在水

利工程项目建设实施前就能协调好各环节、各专业之间

容易发生的碰撞问题，并将这些协调信息储存在BIM数

据库中。

（5）集成化。BIM模型将建设项目的信息进行了集

成化处理，并以集成化信息管理平台为基础，对建设项

目的施工进度、成本、安全、质量等信息进行集成化管

理，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信息进行记录，便于建设项目

参建人员进行检查。

BIM技术的实现，不是单单依靠一款软件，而是基于

同样标准下一系列不同软件协同完成的，从而实现设计、

施工、管理和维护等诸多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应用相关软

件，如现阶段已较为成熟的ＲEVIT等，对项目整体进行建

模和设计，可生成模型，输出图像，进行成本核算、能耗

分析、设计以及集成不同信息的管理系统等。

水利工程与其他建筑工程存在较大的差别，其设计

选型一般都比较特殊，而且设计图纸相对繁多，需要专

业的水利设计人员才能够对其三维形态进行解析。同时

水利工程的设计图纸修改较为复杂。协同难度较大，可

能就会造成设计周期过长的情况。因此在水利工程中引

进BIM技术和专业团队能够针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三维模

拟，通过施工管理与BIM相结合能够优化水利工程管理模

式，有效的辅助施工作业的开展。对水利工程施工进行

合理的阶段规划，对施工前、施工中以及工程竣工进行

合理分工协作安排，提高协作能力和实际施工质量。在

施工过程中工程管理人员结合BIM技术优化各个施工作业

环节的衔接，从编制项目管理计划一直到竣工决算明确

分工职责，应用BIM管理模式实现了“模拟-反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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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机制，促使水利工程的质量管理、进度管理以及

成本管理得到有效控制，提高了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应用内容

(1)构建实时BIM模型。使用激光扫描或摄影测量技

术，对建设项目现场的组件信息等进行收集，并基于处

理系统将组件参数信息等与模拟BIM施工模型信息进行比

对，并基于比对结果，对模型进行优化调整，确保得出

的模型组件为实时状态，并最终计算得出建设项目的BIM

模型。

(2)辅助进度管理。基于建设完成的三维模型，对项

目的建设进度进行实时的掌控，利用BIM模型中的工程量

统计比对模型对应工程量，进而实现对项目建设进度的

控制，为项目之后的建设进度调整提供预测。

(3)辅助成本管理。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实施的过程

中，只需要将项目建设资金、资源信息等传输至模型中，

就可以利用子信息模型与实际的项目建设进行对比。

(4)生成构建模型。项目完成后，将根据项目的具体

实施修改实时模型。一方面，它可以确保实时模型反映

建筑物的正确信息。另一方面，它删除模型中不必要的

信息，并保留建筑设备之类的信息，为以后的操作和维

护提供数据支持，然后生成构建模型。竣工模型可以生

成竣工最终帐户报告、竣工图纸和其他数据[3]。

实时BIM系统

(1)数据层

实时BIM系统主要依靠激光扫描和照相测量技术实现

数据采集。通过激光扫描采集三维信息，依靠照相测量

技术，通过现场拍照，获得建筑构件的形状、位置等几

何信息以及材料类型等非几何信息。

(2)处理层

把激光扫描数据和照相测量数据进行处理，使之与

模型模拟情况进行对比，将实测数据与模型中的

数据进行识别匹配，用模拟模型中的构件生成实时的BIM

施工模型。

(3)应用层

对比模拟模型与实时模型的信息，可以有效地对施

工过程中的进度、资源、成本等进行监控和安全管理，

实时BIM模型中包含了施工过程中全方位各维度的信息，

这些信息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工程建设的其他人员进行

信息调用或者协调沟通提供便捷服务，当工程竣工后，

可以将实时模型处理后生成竣工模型，为后期工程的运

行维修提供帮助。

建立BIM模型视角下水利工程施工信息化管理

平台

基于BIM模型视角下，水利工程施工信息化管理平

台是完整、系统的数据库，因此，利用BIM技术构建水

利工程施工信息化管理平台，使得工程建筑构件参数化

和规范化，从而实现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信息化和技术信

息化。对于管理信息化而言，众所周知，水利工程施工

管理过程是一项多方参与主体的协调工作。在实践过程

中，需借助BIM模型实现施工管理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

从某种意义上讲，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的数据信息，若各参与主体各自为政，进而会出现“信

息孤岛”和“信息断层”等弊端，一定程度上在施工管

理全过程周期内信息数据流失严重，信息共享管理水平

较低，因此，建立BIM模型视角下水利工程施工信息化管

理平台迫在眉睫。BIM模型所包含的信息要素可实现水利

工程资源可视化、集成化、虚拟化管理，为工程建设过

程中的信息交换、集成化管理创造有利条件[4]。

对于技术信息化而言，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过程复

杂、施工强度高、工程量大。现阶段，我国水利工程施

工管理技术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而BIM模型作为一种将

建筑物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据整合的信息库，其在水

利工程前期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过程中能够实现信息

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整合，因此，若想实现基于BIM模型

的水利工程施工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立，一方面应重点

聚焦虚拟的三维可视化模型，同时也应该包括可视化的

施工任务和施工顺序。具体而言，这些信息要素的整合

对于施工管理和工作任务安排以及施工进度计划的确定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BIM模型应包括水

利工程建筑物自身定量信息以及关联的成本数据库，这

无疑对水利工程前期成本控制和进度把控极其有利，因

此，精细度级别越高的BIM模型，水利工程项目的成本估

算越精确。

进度保证

采用BIM技术建立建筑物或者枢纽的三维模型后，结

合施工进度计划，可以建立综合了时间维度的4D模型;再

结合工程量及造价信息等，还可以实现5D建模，进而更

加形象地展示项目不同时间阶段的施工情况，对项目建

设全过程进行模拟。据此，可以更好确定项目节点，并

适时调整，以获得最优施工方案。

对于重点、难点部位，结合BIM技术可以实现可视

化模拟施工的特点，能够更加合理的进行施工平面布置

规划，使材料的运输堆放、施工机械的使用情况等一目

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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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管理优化

为了逐步转变现阶段盲目粗放的现场管理现状，必

须切实提升工程施工管理水平。将BIM技术应用于项目

管理，通过动态模拟能够及时发现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

类问题，经优化调整和后期控制有效避免盲目施工的出

现。此外，运用搭建的三维模型对复杂的施工部位进行

安全交底、技术交底，可更加具体和直观的指导一线施

工，可以使现场工人和作业层更易理解，大大提高施工

效率和沟通效率。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BIM技术应用于水利工程中既能明显

提升工作效率，又能更加精确、细致地控制各个施工阶

段和过程，彻底转变以往企业不重技术、只重经验的现

象，更好更快的促进水利施工技术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苗倩.BIM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可视化仿真中的

应用［J］.水电能源科学，2012，30(10):139－142.

［2］赵继伟，魏群，张国新.水利工程信息模型的构

建及其应用［J］.水利水电技术，2016，47(04):29－33.

［3］张春霞.BIM技术在我国建筑行业的应用现状及

发展障碍研究［J］.建筑经济，2011(09):96－98.

［4］胡长明，熊焕军，龙辉元，等.基于BIM的建筑

施工项目进度－成本联合控制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46(04):474－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