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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在龙王山大道项目设计施工 

一体化的落地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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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龙王山大道建设工程是全国首个全专业规划报建和审查审批的市政工程建设项目。BIM 模型根据为《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 BIM 规

划报建数据标准》《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 BIM 规划报建交付标准》及项目 BIM 实施指南；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积极推进全过程 BIM 应用，

实现市政工程建造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从设计到施工的大数据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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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政工程 BIM 研究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是建筑

学、工程学及土木工程的新工具，是通过三维手段进行数据合成的

过程。Building 形成以三维模型为载体，各类信息可交互更新的动

态管理数据库，方便后期各类业务平台调用，提高工程管理效率和

质量。在 21 实际的今天，新型的信息化技术带动着 BIM 技术普及，

不管是从国家政策还是工程实际应用角度 BIM 技术推广和应用都

有着很大的进步。 

市政行业相对比较特殊，所以 BIM 技术较工民建领域 BIM 发

展晚，在建模标准、模型格式、数据格式等没有形成行业共识。此

前，有行业同仁进行过市政 BIM 探索，但都属于 BIM 逆向建模。

比如：梁庆学[1]等人运用 civil3d 软件进行市政道路逆向建模，先解

决了建模可视化的问题。但在根本上，civil3d 软件是由美国 autodesk

公司研发，该软件的工作思路以及内置的规范均为国外技术标准，

本土化程度不够。不能实现三维设计与国内规范的契合。而本土国

产化道路 BIM 软件也存在很多分支，比如鸿业路易、纬地、EICAD、

DICAD 等，确定主流设计软件的因素值得我们去深刻讨论。 

2.工程概况 

龙王山大道建设工程为城市次干路，长度约 1.76 公里，道路

标准断面宽 33m，为双向四车道，包含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

工程、桥涵工程以及综合管廊工程。该项目具有专业交叉多、工作

面广、管综建模工作量大、复杂多变的特点，在市政道路工程中具

有典型的代表性。 

3.项目 BIM 应用情况 

根据项目特色以及全过程 BIM 应用计划，BIM 应用工作成果

总结为“四个一”即一套数据标准，一个协同平台，一套工作机制，

一模到底的全过程应用。 

BIM 应用工作严格贯彻落实管委会有关精神，围绕数字之城建

设理念，依据市规资局 BIM 规划报建审批以及 BIM/CIM 融合拓展

应用的政策要求，确立了 BIM 规划报建、施工图设计、施工过程管

控、竣工验收以及 CIM 数字底座应用的市政道路全生命周期应用计

划。 

4.项目 BIM 应用内容 

4.1 BIM 模型承接及辅助项目推进 

BIM 模型自设计方案阶段开始搭建，随着项目推进过程模型精

度由 LOD100 细化至 LOD300，后施工阶段施工过程中 BIM 人员驻

场协调，对工程变更相应进行模型同步调整，确保 终竣工模型与

现场一致。竣工后，根据运维需求。模型绑定数据信息，形成 LOD500

精度模型交付。 

4.2 市政规划 BIM 报建 

市政专业繁杂、BIM 软件众多，数据标准及建模规则的统一是

开展 BIM 规划报建以及后期全过程应用的前提。前期 BIM 报建工

作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核心建模平台的选择以及不同专业之间设计协同的 BIM 数

据流转问题。 

2）道路工程属于空间带状结构，需要解决道路平纵线形的组

合与板块横坡耦合的建模问题。 

3）市政管综设计阶段调整较多，在满足报建时间节点要求下

的快速建模问题。 

4）根据设 BIM 模型进行规划报建数据整合，输出符合审查标

准的 NJM 文件。 

市政规划 BIM 报建示范引领，填补国内该领域空白。 

4.3 片区 BIM 实施指南编制 

针对目前市政专业的特点，市政工程相关的国家及地方 BIM 标

准尚不完善，BIM 实施缺乏规范指导[2]。市政项目与房建项目有着

很大差异性，相较之下，专业多，不同专业的构件差别较大是市政

项目的特点，因此，在 BIM 建模之初就应该确定好一定的建模规则，

建模时保证模型遵从模型规则，且每部分的模型合并后依旧可以融

合，避免模型质量、建模深度参差不齐。为保障 BIM 设计有序开

展，BIM 建模小组在项目初期参考了相关国家标准，如 GB/T5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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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交付标准》等[3]，并总结东流路项

目的 BIM 实施经验编制了针对片区的标准——《市政工程 BIM 设

计实施指（V1.0）》，主要包含模型及构件命名、模型拆分规格、模

型说明内容、模型精度、各专业合模要求和模型交付等方面的内容。 

4.4 BIM 协同管理平台 

考虑到倾斜摄影、三维模型数据量大对查看设备要求高等为片

区搭建了 BIM 轻量化协同管理平台。项目前期设计与施工均可在平

台实现协同管理。本平台针对市政项目特点开发，除文档管理、图

纸管理等功能，还支持道路路线属性、道路结构属性、管网属性查

询，并结合南京地理信息实现了南京地方坐标系的转化，统一了坐

标系。促进各专业间的协调，提高了沟通效率，减少了因二维限制、

坐标系等产生的误解，增强了项目管理者对项目的调控能力[4]。 

4.5 BIM+GIS 三维实景模型助力项目落地 

在 GIS 和 BIM 的结合下生成实景模型，直观的反应项目周边

的现场情况，对于实地情况与待建项目的空间关系牢牢把控，是对

设计品质的保障。在施工图设计阶段，便于对设计红线进行复核，

大大的减少了地勘的工作，对于一些特殊的山区，沿海地块亦能降

低工作难度。 

4.6 设计方案比选、界限复核验证 

基于 BIM 设计具有可视化的优点，通过对两种不同的管廊布置

方案的 BIM 展示，可以直接明了的进行比选，综合各项情况，决定

采取 优的退让方案，以保证项目品质。 

4.7 管线综合优化分析与协调 

市政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 难把控的就属管线综合内容。

首先，管线综合的内容较多，专业分布广，包括强电、弱电、给水、

燃气、电灯、热力等；这些不同的管线隶属不同的产权单位。导致

各种管线的管线设计和施工工作均相对独立，工作缺乏协调性，以

至于返工，怠工，事故责任互相推诿的问题。在传统的施工模式下，

需要建设方多次，反复组织各家单位开会，从设计到施工顺序，从

节点井位置到碰撞点的避让问题都需要反复确认，效果还不尽如人

意，百密总有一疏。现阶段引入 BIM 三方分析协调工作，对于各家

产权单位的设计出图全过程追踪、校核，以提前避免各类碰撞、扯

皮、二次开挖破坏的问题，组织好施工顺序，保障施工落地的完整

性 

4.8 市政管线的改迁方案分析 

市政项目从来的都不是红线范围内独立的工程项目，对于红线

范围及周边的管线排布也需要重新的规划排布，迁改工作面临着排

布纵横交错、设计滞后、协调困难等问题。通过 BIM 技术，跳出传

统设计和施工管理模式的框架。在 BIM+GIS 的三维大场景中，通过

三维展示既有的管线分布和迁改管线设计情况，复核管线的类型、

位置、尺寸等信息准确性，既有障碍物的类型和尺寸属性，进行迁

改方案设计。设计完成后，可以通过叠加 GIS 实景模型监管实施方

案，确保施工顺利进行。 

4.9 施工时序搭接安排与工序指导 

对于在道路交叉口、地块管线接入节点区域等管线聚集部位，

需要运用 BIM 技术提前排布施工工序，安排各专业队伍进场时间，

对接好施工内容。在平台中统计和输出各类管业管线的交织情况，

按照道路结构层的施工时间，提前联系各家产权单位，安排施工工

作时间，减少窝工和返工。在管线施工中，可以利用 BIM 技术对现

场管线的坐标和标高进行核查，及时发现问题，记录问题，为竣工

模型提供数据源。 

4.10 施工过程 BIM 旁站巡视，保障方案落地 

在施工阶段，任命一名常驻专职 BIM 工程师进行现场旁站，利

用 BIM 协同管理平台，综合检查各关键节点的施工成果，这就是

“BIM 巡视”制度。 

根据过去的施工经验，施工产生问题普遍出现在一些细节问题

上，例如：综合官网的标高、绿化施工反开挖等，问题产生后，多

方责任推脱，各执一词。BIM 驻场工程师检验成果是否符合设计内

容，发现偏差后及时上报建设单位，协调整改，保证 BIM 模型的及

时变更。 

5.BIM 应用成效分析 

本项目综合运用了：鸿业管廊、鸿业路易、杰图管线、REVIT、

Dynamo 等 BIM 软件进行了 BIM 正向设计与 BIM 数字报建的工作，

基于三维场景下验证设计方案合理性。在前期的数据对接以及格式

要求方面，积极协调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信息中心及建邺分局

等单位通力配合、密切协作、优先保障。 

6.BIM 应用总结 

为保证 BIM 应用成果的真实有效，为智慧城市地下管线运维提

供准确指导数据。在 BIM 设计和使用期间，BIM 建立了内容全面

数据真实的数据库，对于构件的品类、生产信息、物理信息、价格、

质保责任单位等逐登记。为保证模型数据与现场的施工一致性、真

实性，通过覆土前复测、拍摄正射影像、BIM+GIS 叠加等方式反复

校核，固化内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要求对投资总额超过 3000

万元的新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进行 BIM 全生命周期技术应用；深

化 BIM 技术应用，结合倾斜摄影、土地资料、GIS 底图、既有管

线叠图等应用，助力项目的开工前的障碍排查、设计内容校核、施

工指导、应用反馈、竣工固化、运维数据保障等全生命周期应用，

助力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依托数字化，提升完善产业结构，推进

可视化、智能化运营维护管理，形成以数字经济为龙头的高技术产

业集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梁学庆，李新星，熊诚.BIM 技术在市政道路设计中的应用

及难点分析[J].城市道桥与防洪，2018.03.012 

[2]李奥蕾，秦旋. 国内外 BIM 标准发展研究[J]. 工程建设标准

化，2017（6）：48-54. 

[3]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

标准：GB/T 51301—2018[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4]李剑沣，李志霏，马翔山.综合管廊 BIM 协同设计模式及技

术应用[J].市政技术，2022，4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