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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在特色小镇仿古建筑中的应用

邓理斌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规划设计院Ǔ广西 南宁Ǔ530000

摘Ȟ要：随着BIM技术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广泛发展，其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仿古建筑实现工厂化加工，现场
积木式组装，降低仿古建筑施工难度。且可以根据施工技术的研究，仿古建筑与混凝土技术相结合，达到快速且省成

本的施工方法。用Revit软件建立建筑信息模型，分析建筑朝向以及太阳辐射，结合Revit的协同设计、信息集中、数
字化管理等优势，使得建筑信息数据使用更加合理化。本次结合实际项目，探讨了旅游规划设计项目中BIM技术的应
用，对规划设计各阶段的BIM应用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BIM正向设计的实践策略，探讨BIM正向设计在仿古建筑中
的建模研究，旨在以实际建模过程寻求BIM正向设计在建筑工程项目中的应用，即从BIM正向设计去寻求设计本身更
好地发展。

关键词：BIM；特色小镇；古建筑；正向设计

引言

BIM全称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中文翻译
为：建筑信息模型。

BIM是以建筑工程（可以拓展到电力、化工等相关行
业）的各项相关信息数据作为模型基础，进行建筑模型

的建立，通过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

息，其中数据具有通用性、关联性、可处理性。在项目

不同阶段，不同利益相关方通过在BIM中插入、提取、更
新和修改信息，以达到各自需求的效果。

与以往的建设理念不同，BIM改变了以往建设过程中
管理、设计、施工、运营等过程中点对点的理念，将所

有需要的信息综合到一个信息模型中，以信息技术为核

心编织了一张大网，在纵向上涉及从建筑物的设计、施

工、使用到报废的全过程，在横向上可以包括业主、设

计、施工、监理、造价咨询、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各个单

位。通过这张网，各个单位在各个阶段都可以准确、及

时、便捷地得到工程建设的相关信息，据此进行决策。

随着我国建筑业“信息化变革”的热潮愈发高涨，

BIM技术在各类项目实践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1]。

1 项目总述

1.1  项目用地概况
项目用地位于崇左市江北城区。地块地块北侧临壶

滨北路、西临壶滨路、东临二号规划路，交通便利；地

块西临左江，景观延伸面广，视野开阔。项目用地呈不

规则，北靠马岱塘历史文化公园部分用地形状狭长，西

临壶滨路，部分用地较为规整，且临江景观面连续，有

较高的景观利用价值。地块三南邻规划道路，北邻太平

古城项目主要内湖景观。

1.2  项目建设目标
广西崇左太平古镇，毗邻中越边境，属于多民族文

化交融区域。古城临水而建，有“丽水四折，环其三

面，其形若壶，故名壶城”之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项目以原生态水域景观、历史人文景观、沿岸湿地

生态景观为主要特色，以重现太平古镇特色风貌为宗

旨，打造一个集古镇风情、文化体验、慢生活度假于一

体的综合型旅游规划设计项目[2]。

1.3  项目建设规模
崇左市太平古城改造项目（一期）用地包含两个地

块：地块二、地块三，总用地面积为81946.17㎡，其中地
块二用地面积为65986.59㎡，地块三用地面积为15959.58
㎡。项目总建筑面积为84074.15㎡，其中地块二建筑面积
69989.47㎡，地块三建筑面积14084.68㎡。
项目拟将太平古城景区建设成设施齐全、服务完

善、以左江为纽带集历史文化艺术体验、旅游观光、餐

饮购物、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

1.4  项目设计难点
1.4.1  项目设计需要注重保护历史文化物质及非物质

遗产，并与周边环境风貌相协调。

有史以来崇左为壮族先民骆越民族聚居之地,历史文化
悠久。古城的规划设计应与天平镇总体规划相协调，贯彻

执行“保护为主”的方针，坚持“以保护为主，保护与利

用相结合”的原则，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历史文化

遗产的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1.4.2  太平古城的整体规划设计既要与历史文化古建
筑特色相协调，又要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设计需要处理好古城保护和新城建设的关系，对文



城市建筑与发展·2025� 第6卷�第12期

231

物古迹、重点庙宇和建构筑物进行重点保护；同时，要

兼顾考虑大坪镇自身的城市建设发展，对古城近远期发

展需求做出充分考虑与预留，整体统筹规划，构建广西

特色的旅居小镇。

1.4.3  项目集历史文化艺术体验、旅游观光、餐饮购
物、休闲娱乐以及旅游地产等多种功能于一体，需要对

各功能进行合理布局，对各业态空间进行合理设计。

设计充分考虑项目用地的实际情况，在地块二内把

商业建筑均布于用地东侧狭长部分及东南侧沿内湖部

分，与地块三的商业内街形成连续的商业环道，保证游

客拥有良好的购物体验； 项目西侧利用沿左江的景观

面，将高品质住宅排布于该区域，利于打造精品江景住

宅社区。在地块三内，除临湖商业内街外，还沿用地东

侧规划道路打造临街商铺，前商后墅的设计思路最大限

度的挖掘地块的商业价值。

项目工地内包含了旅游服务设施、步行商业街、景

观构筑物和旅游地产等多种业态功能，对项目内场所的

空间尺度、建筑的组合形态和环境的氛围营造均有不同

的要求。这对项目设计提出了较大的挑战，既要针对差

异性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又要在项目内实现不同区块

的有机过渡，保证项目的整体性。

1.4.4  本项目依托风景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小镇，设
计需要对当地的历史风貌进行有效的还原和体现。

在本项目中，根据当地传统建筑的风格沿袭，需要

在建筑设计中体现明清建筑的风貌特征。

坡屋面建筑、连续的骑楼空间和开阔的亲水平台等

特色空间元素可以有效的体现建筑风貌。不同功能的建

筑单体需要汲取相应的建筑元素，延续经典的建筑比例

和精致的构筑细节[3]。通过对建筑材料的选取、砌筑做法

的探究以及装饰构件的样式选择，在细节上丰富建筑的

地域特色。

1.4.5  项目建设内容多样，多种专项设计需要统筹
协调。

项目内除主体建设外，还涉及到夜景亮化、木构建

筑、景观环境营造等多种专项工程设计，各专业之间需要

做大量的协同设计工作，对项目的信息整合有较高要求。

2 BIM 正向设计应用

2.1  方案设计阶段
该旅游项目由多个单体仿古建筑及构筑物组成，建

筑形式多样，项目在确定建筑设计主题和概念后，进入

方案推敲阶段，BIM技术可视化表现、性能分析等方面的
优越性得以发挥。对方案进行总图的分析布局和功能体

块的组合，从整体环境下考虑确定单体建（构）筑物造

型、群落建筑布局以及室外场地的空间变化。

通过无人机测量技术测绘地形及周边建筑，运用

Civil3D建立地形模型，创建曲面、放坡，进行有效的地
形分析、土方计算等，而后导入SketchUp、Revit等进行
建筑方案设计，通过软件内构建建筑体量的方式进行建

筑布局和建筑体量推敲。

经过上述步骤初步推敲确定深化方案之后，对选

定方案进行空间细化，通过Rev i t整合群落建筑、周
边建筑的体量模型和场地模型，根据项目需求，拟定

功能布局，建立墙、门窗、屋顶等基础构件。再利用

Simulation、IES、Ecotect等分析软件，对已确定体量的日
照，温度，人流，等建筑性能和旅游规划安全等进行模

拟；消防流线分析，人流分析，人员疏散模拟，景点分

析，日照模拟，夜间灯光模拟等，优化方案设计。

图3-1-1 BIM模型导入Lumion进行渲染的方案效果图

2.2  初步设计阶段
按照国家BIM相关标准及实施方案，编制本项目BIM

标准及实施方案，以企业样板为基础制定项目专用样板

文件，包括项目参数、项目信息录入，视图、图纸组织

的建立，项目特定族的创建和载入等。各专业使用项目

样板建立中心文件，根据初设阶段协调会相互协调提资

内容及精细程度，搭建初步设计阶段各专业模型。

2.2.1  建筑专业
采用BIM颜色方案，确定功能分区，各建筑单体朝

向。利用各分析软件，结合BIM模型可视化，优化空间分
配（例如街道宽度，相邻建筑相隔距离等），建筑窗户

位置，满足建筑通风、采光要求。根据项目明确的建筑

设计风格，进行古建筑构件的初步模拟。而后提资给机

电设备专业进行模型深化，同时与各专业通过模型链接

的形式进行协调。

2.2.2  结构专业
根据古建筑特点，结构形式选择砖混结构及木结

构，利用方案体量模型进行结构推敲，建立结构基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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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网、墙体，运用YJK结构计算软件，确定基础、柱、
墙、梁、板等构件属性。

2.2.3  机电专业
给排水专业根据建筑提资，确定管道走向需求确定

水量及用（排）水点等基础数据，进一步设置室外管网

走向及污水井。

暖通专业根据建筑提资，核对风井和机房位置。利

用分析软件指导内部气流组织分析，确定风口尺寸、位

置，进而确定设备规格和机房布置。

电气专业与根据建筑布局、功能分区和其他机电设

备机房信息，确定高低压开关柜、变压器等主要电气设

备的布置，设置墙面开关插座点位。

2.3  施工图设计阶段（模型深化）
施工图是对各专业的优化和完善。机电专业作为主

导，与建筑结构进行协调设计，进一步确定建筑内部管

线布置和净高把控，明确建筑设备与建筑砌筑之间的关

系，处理好隐蔽工程的交接问题。建筑专业还需深化门

窗和屋脊及木作构件；结构专业则需考虑楼板降板、结

构墙板开洞等内容。

2.3.1  机电专业
深化初设模型，确定机电设备的具体参数规格，如

组合空调的风量、风压、功率、尺寸等提资给结构专业

确定设备基础。

2.3.2  建筑专业
在初设的基础上进行绿建设计，同时需确立建筑门

窗表，外墙面排砖以及檐沟、排水沟、翻口及女儿墙等

大样设计，解决建筑构建、机电设备在墙体预埋、镶嵌

的交接问题。

2.3.3  结构专业
结合机电专业提资要求，对BIM模型中墙体、楼板进

行开洞，绘制集水坑和设备基础。

增加洞口信息后将模型反导YJK结构计算软件进行计
算，得出构件截面配筋信息，通过Revit模型进行结构砖
墙墙体排砖。

2.3.4  施工图出图
各专业根据二维图纸审查标准出图，实现从三维模

型中直接导出二维图纸。同时，出图时配合三维轴侧视

图，让复杂的空间关系得以展现。建筑图中平面图、立

面图、剖面图及部分大样均在BIM模型完成并导出；通过
YJK导出结构构件配筋信息，出相应结构平法施工图（地

上及地上部分），楼梯详图等；机电分专业导出平、

立、剖以及管线综合图，管综剖面图，前期的参数化、信

息化建模的积累，使得Revit明细表功能导出设备明细表。
2.3.5  BIM协同设计平台
基于BIM的协同设计平台同时解决了基于数据层面和

沟通层面的协同设计，实现了业主、各专业设计师、咨

询单位等不同参与方之间数据的共享和交互。基于BIM构
件的即时、有效、直观、公开、透明、有针对性的交流

沟通，直接在BIM模型上选定需要讨论的构件，避免了沟
通双方因专业知识不同而理解偏差造成的沟通障碍，降

低了沟通成本，实现真正高效简单的沟通方式。并且非

专业设计师的其他参与者如开发商、政府、咨询单位、

用户等也可以直观的根据设计成果提出基于自身利益的

建议、观点和改进意见[4]。平台的应用还能将各种管理数

据、资料分类、分部门数据化存储，方便查阅和调用。

3 结语

3.1  旅游地产功能丰富，通过设计三维模型展示沟
通、设计模型与结构计算模型联动等BM应用，整体设计
效率可以提高15~20%。

3.2  通过BIM技术应用，使设计更加合理、实施性更
强，相对传统设计减少70~80%设计变更，大幅提高了设
计质量。

3.3  相对于传统二维设计的过程，BIM正向设计将
大部分问题和工作集中到方案规划阶段和深化设计阶段

探讨，从而使传统模式中的问题提前暴露，提高设计质

量，减少施工现场的变更，最终达到缩短工期、降低项

目成本的预期目标。在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中，BIM正向
设计营造一个平台，将设计、施工和运维连接起来，跨

越时间与空间，不同专业的人对模型进行读写与应用，

大大提高了项目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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