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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于界牌枢纽船闸改建工程，对项目在设计阶段 BIM 应用情况进行了科学性分析和积累，并对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 BIM 建模方案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提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为 BIM 技术在水运工程项目中的应用推广积累

实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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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界牌枢纽船闸改建工程包括改建Ⅲ级船闸一座、增

设电站一座、增设鱼道一座，对原电站、泄水闸金属结

构、启闭机械及大坝安全监测改造等。

本项目采用 BIM 技术进行项目管理、施工阶段的

过程控制，通过信息化管理手段在项目设计阶段创建三

维模型，进行图纸碰撞检查，工程量复核，后期结合时

间进度，虚拟整个施工过程，合理安排进度计划。另外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可以和投资控制相结合，随时随地

从 BIM 模型中调用所需要的数据进行对比。

2 主要 BIM 技术应用分析

2.1 三维建模

基于既定的协同设计标准和流程，分专业完成建立

测绘模型、地质模型、港航模型、厂房模型、电气模型、

水机模型、金属结构模型及建筑结构模型等 8 个专业三

维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型总装，得到完整的工程

三维模型。完整的三维模型是实现各种 BIM 技术应用

的基础。

图 1   测绘模型图

图 2   地质模型图

图 3  港航模型图  

图 4   厂房模型图

图 5   水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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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电气模型图

图 7  金属结构模型图 

    

 图 8  建筑结构模型图

2.2 错漏碰撞检查

运用传统的 CAD 图进行碰撞检查时，各专业的工

程师需要集中一起讨论检查构件的碰撞情况，在此过程

中需审阅大量图纸，其检查速度缓慢，且容易出现遗漏

的问题，碰撞检查效果较差。基于 BIM 三维协同设计

最直观的特点在于三维可视化，降低识图误差，同时利

用 BIM 的三维技术在前期进行碰撞检查，可直观解决

空间关系冲突、提高检查效率、优化工程设计、减少在

建筑施工阶段可能存在的错误和返工，而且优化管线排

布方案，能有效地节约工作人员的时间。

本工程在进行现场施工之前，对工程的不同部位进

行了同专业及多专业的碰撞检查，及时发现了图纸存在

的问题，如上游主导航墙与上闸首碰撞、上左闸首下游

侧桥架与楼板碰撞、门机梁止水座板长度不够、消防泵

房出水管与泵房外部结构碰撞等。

表 1   错漏碰撞检查表

序号 图纸问题 模型处理方法

1

上游主导航墙第一段与上闸首发生碰撞，

有重合区域，需更改上游引航道第一段。

告知相关设计人员，

进行核实。

2

上左闸首下游侧画圈位置，

桥架与楼板碰撞，需楼板提前开孔配合。

告知相关设计人员，

需要配合开孔。

3

件号 8 不锈钢止水座板长度不够，

导致闸门在闭门时漏水，尺寸 20 应大于 160。

将尺寸 20 修改为 160。

4

消防泵房出水管与泵房外部结构碰撞。

修改管道敷设方案。

经过碰撞检查及时发现图纸问题，将碰撞点尽早反

馈给相关设计人员，不仅能及时排除项目施工环节中可

能遇到的碰撞冲突，显著减少碰撞带来的停工、返工、

变更等问题，大大提高了施工现场的生产效率，降低了

由于施工协调造成的成本增加和工期延长。

2.3 工程进度规划和管理

针对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每月编写 BIM 专项报告，

对当月的施工内容进行总结，同时提出下月的工作计划，

主要内容包括工程土建工程量、机电工程量、碰撞提醒、

重点部位的三维截图示意等。

以具体某月份中厂房段的土建及水力机械施工内

容为例，当月厂房段土建实际已完成施工范围为仓位

⑤ a、⑤ b、⑤ b、⑥ a、⑦ a，总工程量 3209m3，各仓

位完成工程量如下表所示。



CWT 中国水运  2021·09  141

表 2   某月厂房段土建完成工程量

层号 ⑤ a ⑤ b ⑤ b ⑥ a ⑦ a

工程量（m3） 567 585 530 592 935

总工程量（m3） 3209

图 9  某月厂房段土建实际完成施工范围

 

图 10  水力机械管路埋件当月实预埋情况

通过 BIM 专项报告，可以将计划工作与实际工作

进行，清晰了解各月份各专业的施工进度情况及完成工

程量情况，极大方便了工程的管理。同时通过对各仓位

的埋管埋件分析，可以快速了解各仓位所需埋管埋件的

规格及工程量，既有利于施工单位的精准备料，又有效

避免了埋管埋件的漏埋、错埋情况，提高了工程的施工

质量。

2.4 工程量统计及复核

传统的工程量统计方法需要工作人员从图纸中逐

一计数来统计设备、部件、管道配件等，然后分类统计

于表格中，过程复杂繁琐，需要耗费的时间较长，且容

易出现统计错误或遗漏统计等问题。同时，一旦项目出

现变更，需要先由业主反馈给设计单位，设计单位在二

维图纸上修改后再反馈给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收到图纸

后需再次重新复核图纸的工程量，工作流程长，无法保

证工作效率。

基于 BIM 技术的工程量统计可对图纸的工程量进

行统计和复核，统计较全面完整，且通过分析三维模型

及原图纸工程量偏差原因，能很大程度上避免由于施工

单位工程量统计与施工图纸工程量不一致引起的工程量

复核及反馈等流程，减少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量。

3 结论与展望

基于 BIM 技术的工程建设与管理应用是一场工程

行业的革命，是流程和理念的全面更新。在水运工程

领域势必会形成一场以开发、应用和提升为主题的技术

变革潮流。本工程实例证明 BIM 技术的应用在为项目

提高功效、确保质量、提升项目管控水平等方面有极其

重要的价值，更能实现项目的规范化管理，从而为以后

BIM 项目的顺利实施积累经验。笔者后续将进一步对工

程项目 BIM 实施经验进行总结和扩展，希望以此推动

BIM 技术在水运行业的应用，为水运行业工程建设手段

的变革和升级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