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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利用BIM技术对机电管综支架的优化

黄斯栋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第六管理部�江苏�南京�210000

摘�要：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建筑行业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转型升级。作为建筑行业的重要技术之

一，BIM技术（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已经成为了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之一。在BIM技术的指导下，建
筑行业已经可以在设计、施工、维护等方面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并且在建筑行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本文将从机

电管综支架的角度，探讨利用BIM技术对其进行优化的方法和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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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电管综支架概述

机电管综支架是指在建筑物内安装的机电管线及其

附件的支撑系统，也被称为机电管道支吊架。机电管综

支架系统不仅仅是起到支撑管线的作用，还需要保证系

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建筑物的施工中，机电管综支

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整个施工过程和建筑物

的使用寿命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目前，机电管综支架的设计和施工存在一些问题[1]。

一方面，由于传统的设计和施工方式主要是基于二维平

面的，因此设计和施工的精度和效率较低；另一方面，

由于传统的设计和施工方式缺乏对管线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和故障。

2��BIM 技术在机电管综支架优化中的应用

BIM技术作为一种数字化建筑技术，可以对建筑物进
行全面、精准的建模和管理。BIM技术在机电管综支架优
化中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三维建模
利用BIM技术可以进行三维建模，从而使设计和施工

更加精准和高效。在进行机电管综支架的设计时，可以

将管线和支架的模型在三维建模软件中进行建模，可以直

观地了解管线和支架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管线与其他构

件之间的碰撞关系，避免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出现错误。

2.2  数据管理
利用BIM技术可以实现对管线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包

括管线的设计、施工、运营和维护。在管线设计阶段，

BIM技术可以对管线的布局、材料、规格等进行细致的设
计和规划，保证设计的合理性和施工的准确性。在施工

阶段，BIM技术可以实现施工过程的全过程管理，包括施
工进度、材料使用情况等。在运营和维护阶段，BIM技术
可以实现管线的实时监测和预测维护，及时发现管线的

问题并进行处理。

2.3  协同设计和施工
利用BIM技术可以实现多方协同设计和施工，减少设

计和施工过程中的误差和冲突。在机电管综支架的设计

和施工过程中，涉及到多个专业领域的设计和施工，如

果缺乏有效的协同，容易出现误差和冲突。而利用BIM技
术，可以实现不同专业领域的设计和施工人员之间的协

同工作，避免了误差和冲突的产生。

2.4  模拟和优化
利用BIM技术可以进行模拟和优化，提高机电管综支

架的效率和可靠性。在机电管综支架的设计过程中，可

以利用BIM技术进行模拟，模拟不同条件下的管线和支架
的性能，找出设计的优化方案。在施工阶段，可以利用

BIM技术进行施工方案的优化和仿真，提高施工效率和施
工质量。

3��利用 BIM 技术对机电管综支架的优化

3.1  机电管综支架的BIM建模
在利用BIM技术对机电管综支架进行优化时，首先需

要进行机电管综支架的BIM建模。BIM建模是指利用BIM
软件对机电管综支架进行三维建模和数据管理，包括管

线的布局、材料、规格等信息。BIM建模可以实现对机电
管综支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设计、施工、运营和

维护。

3.2  机电管综支架的优化设计
在机电管综支架的优化设计中，可以利用BIM技术进

行模拟和优化，找出优化方案。通过对机电管综支架的

模拟，可以确定不同条件下管线和支架的性能，找出最

佳的管线和支架布局方案。通过对施工过程的优化，可

以提高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

下面结合某项目对机电管综支架的选取及布置进行

总结如下：

支架布置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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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桥架支架间距按照1.5m设置，在穿梁两边设置固
定支架；②风管支架间距按照3m设置，在弯头、每20m
处设置固定支架；③水管支架间距按照规范要求设置，

在弯头、阀门处增设支架。多管共架时以大管径水管支

架间距（一般为6m）设置共架，在共架间添加小管径水
管支架来满足小管支架间距要求。④当各专业管线平行

排布时，支架按照上述3条要求布置可能达不到不同专业
支架平齐的要求[2]，此时可适当缩短支架间距（缩短距离

不超过规范要求的30%）使平行排列的各专业管线支架平
齐。水管弯头、阀门处支架按照规范设置即可，不必刻

意调整间距使其与其他专业支架对齐。

3.2.1  桥架支架布置
根据设计电气设计总说明、及相关规范图集要求，

对桥架支架布置总结规则如下：

（1）支架选型表。
表1��支架选型表

桥架宽度（D）
吊架用
丝杆

吊架水
平横担

固定
支架

膨胀
螺栓

D≤ 200 φ8 ∠3 ∠3-∠3 M8
200 < D≤ 400 φ12 ∠4 ∠4-∠4 M12
400 < D≤ 600 φ12 ∠5 ∠5-∠5 M12
600 < D≤ 800 φ12 ∠6 ∠6-∠6 M12

800 < D≤ 1000 / / #6-#6 M12
1000 < D≤ 1500 / / #8-#8 M12
1500 < D≤ 2000 / / #10-#10 M12

D > 2000 / / #10-#10 M12

（2）桥架穿梁两端均需布置固定支架，桥架支架布
置间距不小于1.5m。
（3）桥架支架详细做法。

表2��桥架支架详细做法

桥架宽度(D) 支架类型 支架与顶板连接处放大图

D≤ 200

200 < D≤ 400

400 < D≤ 600

600 < D≤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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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桥架宽度(D) 支架类型 支架与顶板连接处放大图

800 < D≤ 1000

1000 < D≤ 1500

1500 < D≤ 2000

D > 2000

3.2.2  风管支架布置
根据暖通设计总说明与图集《金属、非金属风管支

吊架》08K132，对风管支架总结规则如下：
风管支架间距不大于3m；在风管转弯处设置固定支

架，固定支架选用与吊架水平横担规格相同的角钢或槽

钢；水平风管在不大于20m处设置固定支架。
3.2.3  水管支架布置
根据给排水设计总说明与《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2002，对给排水支架总
结规则如下：

当不同管径水管共架时，应以较大管径水管的支架

型号与支架间距为准，在两个共架之间增加较小管径水

管支架。同时需在弯头、阀门处增设管道支架。

例：DN150、DN65、DN65、DN150、DN50五条水

管共架，以共架内最大管径水管（DN150）支架间距6m
设置共架。DN50支架间距为5m，在共架中间单独增设
DN50水管支架[3]。

支吊架间距满足《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42-2002第14页要求（由于给排水管
道一般为6m一节，所以每6m处均存在管道接头。为了满
足管道受力，当规范要求支架间距大于6m时，支架间距
以6m为准）。

3.2.4  机电管综支架布置
（1）桥架与风管
电缆桥架每1.5m设置一个支架，风管每3m设置一个

支架。当电缆桥架与风管平排时，这两类支架可以设置

在同一排。若旁边有其他专业支架且有条件调整为一排

时，可适当缩短支架间距（但不应超过支架本身间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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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如支架间距为1.5m，则调整的支架间距不应小于
1.05m）使其同排以保证美观。
（2）桥架与水管
电缆桥架每1.5m设置一个支架，水管根据管径不同

支架间距不一[4]。当桥架与水管平排时，水管支架应在

满足支架间距的前提下与桥架支架保持同排。若旁边有

其他专业支架且有条件调整为一排时，可适当缩短支架

间距（但不应超过支架本身间距的30%，如支架间距为
1.5m，则调整的支架间距不应小于1.05m）使其同排以保
证美观。

（3）风管与水管
风管每3m设置一个支架，水管根据管径不同支架间

距不一。当风管与水管平排时，水管支架应在满足支架

间距的前提下与风管支架保持同排。若旁边有其他专业

支架且有条件调整为一排时，可适当缩短支架间距（但

不应超过支架本身间距的30%，如支架间距为1.5m，则调
整的支架间距不应小于1.05m）使其同排以保证美观。
（4）当多根管道共架且与桥架或风管平行时，桥架

或风管间距按照规范设置，管道的共架与小管道补充的

支架应尽量与风管或桥架支架对齐以保证美观。

（5）电气支架与消防水管支架距离较近时，与消防
单位协商是否可以共用同一块支架钢板，或者两个专业

支架在不影响整体观感的条件下相互错开。

（6）各类支架距梁边的距离固定为200mm。
3.3  机电管综支架的协同设计和施工
在机电管综支架的协同设计和施工中，可以利用BIM

技术实现多方协同工作。通过BIM技术，不同专业领域的
设计和施工人员可以进行实时协同工作，避免误差和冲

突的产生，提高设计和施工效率。

3.4  机电管综支架的实时监测和维护
利用BIM技术可以实现机电管综支架的实时监测和预

测维护。通过对管线的实时监测和预测维护，可以及时

发现管线的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的维护措施，保证管

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3.5  机电管综支架的仿真模拟
在机电管综支架的仿真模拟中，可以利用BIM技术对

施工过程进行仿真模拟，找出施工过程中的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仿真模拟，可以有效地减少施

工过程中的错误和问题，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

4��结论

本文对机电管综支架的优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介

绍了利用BIM技术进行机电管综支架优化的方法。通过
对BIM技术的介绍和实际应用总结，可以看出，利用BIM
技术进行机电管综支架优化可以大大提高设计和施工效

率，同时保证施工过程的质量和安全性。在未来，随着

BIM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机电管综支架的优化将更加
便捷和高效，为工程建设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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