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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过程非常复杂，建设内容涉及的范围比较广而且比较繁琐，水利水电工程 BIM 设计工作要想

达到更好的设计效果，首先要深入了解 BIM 技术的具体特征，而后在这一基础上结合工程实际状况完成设计工作，让水利水

电工程的建设工作可以更加稳健、更加高效地进行。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involves a wide range and is more complicated.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design effect, the BIM design work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BIM	technology,	and	then	complete	
the design work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roject. So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can	be	more	stable,	more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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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BIM 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应用已经有十几年的发展

历程，该技术协助人们解决了很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我们知道，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过程非

常复杂，建设内容涉及的范围比较广而且比较繁琐，因此，

在应用 BIM 设计时，仍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改善的内容，这

些内容将会对 BIM 技术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有很大的制约。

2 BIM 设计内涵及具有的特征
2.1 BIM 设计内涵

BIM 设计指的是借助于信息模型技术（简称 BIM 技术）

对工程进行设计，它是一种以三维模型为主的设计手法，并

不包含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水文特征等内容，但是和这些

内容有很大的关系，BIM 设计是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的基础

和重点，这项设计工作具体包括：工程选型选址、工程布置、

施工设备设计、建筑物设计、工程运行设计等，涉及地质勘

测、建筑机电、水工、工程施工等诸多领域。和以前的设计

方法相比，BIM 设计具有三维可视、空间有序、动态化关

联等特征，同时，BIM 设计的内涵也更加深刻：第一，对

于工程设计建设相关内容（如地质地形、施工设备、建筑物

等）都可以用三维的方式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我们既

可以从外部进行全方位观察，还可以从内部进行剖切观察，

这样我们就会更加及时地得到更精准、更全面的信息；第

二，三维模型和信息相结合，这让模型的内容更加丰富，同

时，模型为信息提供了“空间”支撑，这会让工程建设相关

技术的应用更加深刻和高效 [1]。

2.2 BIM 设计外延特征
第一，能够进行参数化设计。我们知道，三维模型和离

散的网络有不同的地方，它是以解析几何的形式陈述对象轮

廓的基本面，然后在这一基础上，用交集表达模型的定点、

边线，这种表达的方式，可以将对象的几何拓扑关系更加精

准、更加全面地反映出来。这可以让对象的尺寸能够在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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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得到相对独立的表达和科学的调整，进

而就实现了设计参数化，参数化设计能够让模型修改更加方

便，能够切实提升模型的重复使用效率和模型设计效率。

第二，为工程布置的展开提供方便。三维模型能够将对

象的平面形态、立体形态同时展现出来，可以将对象位置关

系（如上下左右前后的关系、相交的位置和对象、相交的距

离和深度等）更加精准、全面地展现出来，这样可以帮助我

们以最快的速度准确地将对象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2]。

第三，可以协助我们进行运动仿真设计。借助于指定的

路径，我们可以用转动、平移或者是二者结合的方式对模型

中的空间位置进行变换，能够对工程建设实践中的开挖环

节，浇筑环节、安装环节以及车辆运行管理环节等进行模拟，

让各环节的运行状况得到优化，让工程布置面更加合理，这

样相互之间的影响就会降低很多。

第四，为计算工程量提供方便。信息模型将会从对象构

件组成、材料分区等不同的视角进行建模，然后用数据组合

进行分类。这为各部分的数量统计、空间大小统计、工程总

量平衡、工程投资预算等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第五，为关联工程制图提供方便。在信息模型中，包含

了对象的材料、形体等数据，我们可以进行和这些数据相关

的工程制图，制图中陈述的尺寸、数量、空间位置等信息是

和信息模型保持一致的，同时还会随着模型的不断更新而进

行相应的调整 [3]。

3 BIM 设计特征对设计者的要求
上述 BIM 设计特征反映出 BIM 设计的各个要素是紧密

关联在一起的，和以前的设计方式相比，BIM 设计对设计

工作人员的要求会更高。

3.1 必须设计出更加全面的策划方案
和以前的设计方式相同，在设计之前，要对各专业接口、

具体的设计范围进行明确，BIM 设计对信息方式和三维模

型的精细程度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这样，可以为专业间、

作业间实现有效协同提供方便。

3.2 数据格式的规范性要求更高
在以前的设计方式中，数据都是以单独的纸质版或是电

子版呈现出来的，需要在下一环节重新录入一次，这样一来，

数据在形式、结构等方面不一致可能不会影响数据的使用，

但是在 BIM 设计中，每个环节都是关联在一起的，所以，

数据必须要保持协调一致，这样，数据传递才能更加顺利。

3.3 设计方法要积极创新
以前的设计方法，在论证布置方案的时候，主要以剖面

图、平面图等进行辅助，但是在 BIM 设计过程中，在论证

设计方案的时候，主要借助于三维模型来对布置是否合理进

行判断，这样，就要求设计人员能够在三维模型中清楚地

表达设计的目的和设计的重点，审核人员对三维模型进行圈

阅、批注，然后给出审核意见。

3.4 在设计技能方面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和以前的设计方法不同的是，BIM 设计在三维模型建设

和使用方面对设计人员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要求设计人

员可以对模型内容进行合理设计，科学设计输入参数和输出

成果，力争用最简单、最高效的方式进行三维模型的创建，

要有使用设计参数驱动模型创建的能力，要熟练使用设计模

型和计算软件实现数据之间的交换。

4 水利水电工程中 BIM 设计发挥的作用及优势
4.1 BIM 设计发挥的作用

4.1.1 BIM 设计的工作展示会更加精确、全面
在进行 BIM 设计时，设计结果会用三维模型展示，这

样会有一个更精准、更全面的展示效果。

4.1.2 BIM 设计能够把所有相关的数据关联为一个

整体
BIM 设计能够将三维模型和所有的数据关联为一个整

体，模型为数据提供形态支撑，数据让三维模型的内容更加

丰富，这样可以确保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实践中，三维模型

可以很好地发挥相应的作用。

4.1.3 为参数化设计的进行提供方便
BIM 技术，能够借助三维模型把对象轮廓用几何的形式

展现给我们，在具体表达的时候，基本上是以基本面为主，

用交集表达模型的定点、边线，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实现参数

化设计，从设计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合理、有效的参数化

设计，既可以让三维模型的便利性得到提升，同时，又可让

整体设计效果得到深入优化。

4.1.4 为水利工程的布置提供相应的帮助
BIM 设计中的三维模型，既可以将整个空间的具体形

态全面反映出来，同时，还可以精准地展示具体的对象位置

关系，及时正确地找出哪些位置是合适的，哪些位置是不合

适的。

4.1.5 为深入了解结构内部组成提供方便
水利水电工程在创建模型的时候，必须创建相对独立的

三维模型，这样可以更精确、全面地了解结构内部的具体组

成，三维模型创建完成以后，再按照相应的位置关系，将三

维模型组合成为一个整体，这样既可以对材料状况有一个非

常详细的了解，同时，还可以深入了解结构内部的相关情况。

4.1.6 有助于开展运动仿真分析
在进行 BIM 设计时，可以借助指定路径，深入了解三

维模型空间，然后在模型中对工程建设实际状况进行科学模

拟，再按照模拟的结果，对具体的施工环节进行优化，对工

程关键部位、关键环节进行科学合理设计，让水利水电工程

布置效率得到提升。

4.1.7 优化空间计算分析工作
在使用 BIM 设计时，我们可结合材料、构件进行建模，

模型创建好以后，能够对空间尺度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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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会让具体的工程量得到平衡，同时，还可协助我们

更加准确地预算工程建设成本。

4.1.8 关联工程设计图
三维模型创建完成以后，相关的数据信息、材料以及几

何形体一起制成工程图，然后还可结合实际状况进行更新、

调整。

4.2 BIM 技术具有的优势

4.2.1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使用 BIM 设计可以让设计

理念得到及时创新
在水利水电工程使用 BIM 设计，可以更精准地对工程

建设实践进行模拟，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整体风貌展现在

我们面前。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在水利水电

过程发展实践中积极使用 BIM 设计，把以前的二维设计图

纸变成了现在的三维空间设计模型，借助这个三维模型，工

程的施工人员在施工实践中能够更加深入、精准地了解设计

内涵和设计内容，各环节之间的沟通也变得非常方便，用这

样一种更加直白、明了的方式将设计模型展示出来，可以让

施工操作者和模型设计工作人员在没有进行工程施工前，就

对整个工程的相关状况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4.2.2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使用 BIM 设计，可以让整

个设计环节的工作效率得到明显的提升
在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将 BIM 设计应用在水利水电

工程中，能够让整个设计环节的工作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以前的设计工作在开展过程中，会涉及非常多的内容，这些

内容会让过程施工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同时，也对施工实践

者解读工程设计方案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把 BIM 技术应用

到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工作中，既可以让整个设计环节的工

作效率得到提升，同时，还可帮助一线施工人员更加正确地

了解设计内容，保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4.2.3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使用 BIM 设计，可以让工

程施工监管质量得到切实提升
将 BIM 技术应用在水利水电工程中，能够借助于施工

组织的设计将工程施工的具体情况展现出来，同时，还可预

判一些工程施工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危险点和关键点，然后给

出相应的预防方案，这对于整个工程施工监管工作质量的提

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4.2.4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使用 BIM 设计可以让工程

运营监管、工程材料核算等工作得到优化
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实践中，要集成化监管工程施工的

所有环节以及涉及的所有信息，借助于高效的工程监管工

作，让工程监管质量得到切实提升，推动整个水利水电工程

监管工作早日实现精益化，为工程全周期监管工作的开展打

好基础。

5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作中应用 BIM 设计的
具体要求
5.1 策划方案必须要全面

将 BIM 设计应用到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时候，首先一定

要对设计范围进行明确，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对设计流程进

行规划，为后期工程施工工作的顺利、高效开展提供方便。

5.2 数据格式必须要规范
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作中使用以前的设计方式，数据

都是以单独的纸质版或是电子版呈现和传递，这一过程很繁

琐也很容易出问题，这样整个工程的建设质量肯定会受到影

响，如果使用 BIM 设计，就可将所有的数据及其传输过程

更加紧密、有效地连接到一起，这样数据传输工作的质量就

会得到保证。

5.3 设计方法必须要创新
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环节中，使用以前的设计方式，

主要进行剖面图、平面图、立面图等方面的设计，但是在

BIM 设计中，是把三维模型的具体内容视为整个设计工作

的重点，借助于三维模型让布置更合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设计人员要在三维模型中清楚地表达设计的目的和设计的

重点，审核人员对三维模型进行圈阅、批注，然后给出审核

意见，设计工作人员按照意见对三维模型进行相应的修改，

直至合格以后再进行下一步。

5.4 设计技能必须要更加专业
和以前的设计方法不同的是，BIM 设计在三维模型创

建方面对设计人员的设计技能要求更高，要求设计人员可以

对模型内容进行合理设计，科学设计输入参数和输出成果，

力争用最简单、最高效的方式完成三维模型的创建。

6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作中 BIM 设计的具体
思路

在开展 BIM 设计时，通常是以逐层递进的形式开展后

续工作，在具体的应用实践中，三维模型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数据承载作用，我们可以借助参数化设计让模型复用率得到

切实提升，在开展工程布置工作时，需要模拟分析工程运行

的相关状况，然后按照分析结果，及时发现哪些地方不合理，

按照计算结果对模型进行优化，最后确定模型的具体内容。

BIM 设计思路具体分为以下几步：

6.1 框架搭建
开展 BIM 设计工作的时候，不仅要做好相应的策划工

作，同时还要结合实际状况对进度计划进行设置，然后把数

据录入系统中，确保时间、空间统一。

6.2 密切协同
以前的设计工作，数据收集、整合、分析都是以人工的

形式进行，在布置工作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口头传达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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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用 BIM 设计，所有的数据全部传入程序中，借助于

专业间、作业间的相互协助实现协同统一。

6.3 前置校对和审核

BIM 设计应用实践中，对专业间、作业间的依赖是非常

明显的，因此，在后续工作开展实践中，必须要将一些关键

的参数确定好，以让设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得到降低，我们

还可以在设计实践中加入前置校对和审核环节，这样结果和

设计内容的一致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证。

6.4 出图

应用 BIM 设计的时候，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三维模型，

我们要结合实际状况适当减弱前期作用，强化后续作用，最

终得到工程建设所需要的设计图纸。

7 结语
水利水电工程BIM设计工作要想达到更好的设计效果，

首先要深入了解 BIM 技术的具体特征，而后在这一基础上

结合工程实际状况完成设计工作，让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工

作可以更加稳健、更加高效地进行，从而切实推动整个水利

水电行业实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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