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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技术的民宿设计研究
——以邢台坡子村民宿设计为例

王　冬　张　婷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邮编 050091）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行业步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当今时代背景下，旅游业兴盛，设计风格优异的民宿为大

众首选，BIM 技术作为当代主流的设计技术，其能集设计、制造、

建筑为一体，为民宿户主提供可视化的设计方案，同时也能给用

户提供更好的住宿体验。本文以邢台坡子村民宿设计为例，分析

邢台坡子村民宿设计的现状及意义，介绍BIM技术的概念及特点，

阐述 BIM 技术在邢台坡子村民宿设计中的应用策略，提升民宿产

品的体验和经济价值，进而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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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旅游业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民宿建筑还要仍是

当前的重点问题。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如不加改造容易

有安全隐患。当前，民宿改造不仅是为了解决其安全问题，而且

还符合现代人的居住需求。BIM 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技术，

其具有可视化、高智能化的特征，能够直观地呈现民宿建设情况，

同时还能计算建筑耗材，能够节约资源，降低建筑成本，对于民

宿改造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邢台坡子村民宿设计为主，以 BIM

技术为依托，阐述其具体应用，以期能为更多研究者提供有价值

的借鉴。

一、邢台坡子村民宿设计意义

（一）保存与再创造既有建筑文化

古村落及其民居建筑是人类活动痕迹的沉淀与积累，是中华

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邢台坡子村村落房屋属于民

居建筑，位于太行山下，距今已经有 700 多年历史，是古代兵家

必争之地，也是晋商贸易的重要场所。当地夏季平均气温比较低，

临近邢台大峡谷景区，具有发展旅游业的潜质。该村落环抱于群

山之中，呈现“天人合一”的态势，在选址和建设中都充分体现

了村民的认识和理解。当地民居因势而建、就地取材，多采用石板、

木材、泥土、秸秆等材料建造。由于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村内闲

置民房较多、且年久失修。基于民居的民宿改造设计，是对建筑

文化的保存与再创造。通过利用闲置民居改造为民宿，保存原有

建筑特色，提取传承传统特色，将传统建筑艺术与当代设计思维、

设计技术进行融合，能够延续建筑的历史与文脉，为人们创造出

符合时代特色的人居环境，更好的保留并延续当地的建筑特色，

减缓传统村落的衰败速度。

（二）提升古村落建筑的居住性能

近年来，当地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民宿也应运诞生。但从

民宿建设条件来看，还存在很多问题。通过实地调研走访，笔者

发现现有邢台坡子村村落房屋中，存在居住功能不完善的情况。

其一，民居建筑院内无如厕功能区，只能使用院落外的茅厕，卫

生环境堪忧。其二，由于院落内居住的家庭数量、人口数量在历

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变化，建筑院落内的交通动线混乱。同一院落内，

进入二层房间的入口需要从院落外部绕行、使用临时木梯从房顶

绕行等（如图 1）。其三，现存房屋内部的木质楼梯不符合人体

工程学，过于陡峭并年久失修，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其四，现存

建筑楼板由泥灰、秸秆、木材等建造，结构不稳且卫生情况差（如

图 2）。现阶段的民宿改造的主体多为传统民居或者老旧乡村建筑，

通过改造使其焕然一新，同时还能减少一些民宿因年代久远存在

安全隐患的问题。

图 1　建筑二层交通依靠一层房顶

图 2　建筑内部楼面状况

（三）发展旅游业，提振农村经济

邢台太行山脉一带的古村落游是河北省政府以旅游业发展农

村经济的抓手之一。该村落现存的小型独立院落和石造民居特色，

能够为人们具有太行特色的山村民宿旅游产品。当前国内许多民

宿是在个人住宅的基础上改造的，且具有地区特色，融入了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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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特色、自然景观与生态资源。好的民宿环境不仅能宣传当

地文化特色，而且还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对现有民宿进行改造

还能使游客在短时间内了解当地的文化特色，提升旅游体验感。

对民宿改造能够实现建筑与文化的融合，整合当地优质的旅游资

源，提高当地民众的审美、文化水平和开放程度，从一定程度上

增强山村民宿文化旅游的产品竞争力。

二、邢台坡子村民宿设计与 BIM 设计思路

（一）基于 BIM 技术辅助规划特色空间

1. 突出“太行山村民居文化” 特色与优势

在坡子村民宿设计中，要突出“太行山村民居文化”的内核，

注重保护与开发自然资源，在保留当地休闲特色的基础上增加现

代服务功能。当下民宿旅游产品往往不仅仅局限于住宿，还应包

括山区农业生活及山区艺术生产等活动。因此，要突出该地资源

特色与优势，利用 BIM 的建模优势开展空间规划，为这类行为提

供必要的空间功能规划。

2. 突出村落历史资源特色与优势

在坡子村民宿设计中，要注重挖掘与保护历史文化资源，

可融入有名的历史遗迹，如洪罗寺，该寺在抗日战争中被毁灭，

成为废墟，在设计过程中可利用 BIM 还原洪罗寺的建筑特征，

也可以此为典型，优化建筑设计风格，最大限度保留传统建筑

文化。也可引入抗日战争的相关案例，并以此为典型设计室内

投影或者壁画。在此过程中，可应用 BIM 技术，为设计人员显

示立体化的空间，便于激发他们的设计灵感，促进文化、环境

的高度协调。

（二）基于 BIM 技术优化现有建筑使用功能

1. 优化交通与疏散功能

从 BIM 技术优势来看，信息化是最大的优势。结合逃生模拟

分析软件，对建筑的 BIM 模型进行系统性分析，能够得到疏散时间、

疏散轨迹、疏散人数曲线图和区域人数变化曲线图，有利于对交

通规划和空间功能的调整和优化。

2. 为院落建筑增加必要居住功能

运用 BIM 技术，可设计连接村口管路网络，在设计阶段进行

管线碰撞检查，优化管线路径。通过选用装配式卫生间，为民宿

客房增加如厕功能。 

（三） 基于 B IM 技术开展内外部装饰设计

1. 为突出建筑特色提供可视化方案对比

BIM 技术还能为屋顶造型处理、楼面旧有结构重构、墙面饰

面处理、陈设与装饰效果等设计决策提供可视化方案对比。以屋

顶造型设计为例，坡子村建筑原屋顶由石板错落覆盖而成，坡度

较为舒缓，借由石材隔热性能，保证了室内温度适宜，是当地建

筑的一大特色，但内部旧有木构造框架有颜色陈旧、落灰等情况

出现。通过检查，发现木梁结构尚未完全破坏。为突出原有特色，

设计上可采取 2 种策略：翻新并外露木梁的手法，加固开裂部分，

也可采取部分覆盖和遮挡天花的方式。通过 BIM 设计建模，运用

其可视化设计特点模拟施工后的视觉效果，可为采取翻新并外露

木梁的手法并加固开裂部分，或设计部分覆盖和遮挡天花做出决

策，保留造型特色，实现将房子的空间感增强的效果。

2. 制作当地特色装饰构件

BIM 技术能够制作突出当地特色的装饰构件，并应用与设计

与构件生产等环节。当地建筑的风格特征与由建筑装饰的各类构

件造型、材质及色彩、纹样等要素构成。通过 BIM 制作门窗、装

饰部件等，能为设计实施提供标准化、统一化的装饰构件外观。

同时，BIM 构件模型集成的数字信息，方便后期进行预制件的深

化设计与批量生产。

三、 BIM 技术在邢台坡子村民宿改造设计中的应用

（一）民宿施工管理

在民宿改造施工过程中，可依托 BIM 技术优势，借由碰撞检

查减少设计变更，模拟施工流程和进度，对项目工期、成本进行

优化控制。利用该技术对邢台坡子村民宿进行立体改造，使不同

构件通过可视化方式呈现，有效控制施工过程和进度，采用三维

可视化视图进行分析，优化管线排布方式，降低施工难度。

（二）民宿后期运维

当民宿改造完毕后，BIM 应用于运维主要体现在定位建筑构

件、检查可维护性、空间管理、危机管理、能源控制与监测等几

个部分。对后期的民宿物业管理与维修、能耗管理、安全等方面

有积极的意义。

（三）民宿虚拟体验

通过应用目前较新的 BIM+VR 技术，即建筑信息与虚拟现实

技术，能实现民宿内部或远程旅游产品虚拟体验，有利于民宿项

目的体验式推广。通过虚拟现实搭载更多关于乡村的人文信息，

能够使旅游者在山村内，通过穿戴设备沉浸式体验太行山区的乡

村民俗文化、山村历史，起到娱乐和教育的目的。用 VR 模拟实

际农业生产的各种场景和动作，使旅游者能够不受季节限制体验

山区农业生活。用虚拟现实的方式，结合实际山村旅游和生活，

提升旅游体验感。通过信息化技术，可以让潜在客户远程体验和

了解山村，有利于扩大知名度。

总之，我国建筑艺术的发展与其相应的地域、民族、气候、

历史制度、文化背景等关系密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结语

民居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BIM 技术是现代建

筑的主流技术。也是建筑专业发展中的文化自信的根基，提供了

设计者丰富的创作营养。通过结合 BIM 技术开展民宿设计，将传

统建筑艺术与当代设计思维、设计技术进行融合，延续建筑的历

史与文脉，缩短民宿改造周期，提高民宿建筑的改造效率，降低

改造成本，为人们创造出符合时代特色的人居环境，促进民宿行

业健康发展，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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