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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水利工程现场施工环境、地质条件较

差，设计图纸较为繁多，导致设计图纸和现场施工具有

明显差异性。在此现状背景下，在水利工程领域 BIM 技

术作为其建筑信息的模型建构载体，可有效实现水利工

程可视化设计和状态信息整合，具有独特优势。鉴于此，

文章以水利工程施工管理模式研究为切入点，重点聚焦

BIM 技术在施工管理全过程的突出优势，并以此为契机，

提出适用于水利工程的施工管理模式。

1　BIM技术的应用优势

1.1 可视化

可视化可以说是 BIM 技术应用于建设项目中最突出

的优势，构建了建设工程可视化 4D 施工信息模型，具有

更直观、更精确的特点，能够对建设施工项目施工图进

行精准地还原。基于此模型，还可以对施工信息进行拓

展，将与建设项目相关的信息纳入其中，使得建设项目

的参建人员可以实时地对各类施工信息进行查询，方便

了水利工程各参建单位以更加直观便捷的形式对项目建

设过程进行全方位了解，提升建设项目施工管理与信息

交流效率 [1]。

1.2 信息传递和共享

在水利项目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

而利用 BIM 模型收集这些信息，分析数据、发现问题、

做出预警和判断，也可以基于模型预警和判断进行信息

的传递和共享，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更正、优化设计方案，

做到有效无缝沟通，极大提高各专业协同作业能力。

1.3 模拟性

BIM 技术的核心在于其能够对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

所涉及的材料、设备、工序、成本等因素进行前瞻性把

控，并对建设项目施工的各环节进行优化处理，最终产

生一个最优的实施方案。通过热量模拟等对建设项目的

实施全过程进行模拟，从设计角度对建设项目的基础施

工内容进行模拟，并以模拟的结果为施工提供更加科学

合理的方案，此外，也可以在 BIM 的基础上对建设项目

进行 5D 模拟，实现对建设项目有效成本的控制 [2]。

1.4 集成化

BIM 模型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整合大量的建筑信息

数据，同时，在水利项目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新信息数据

进行补充，使得 BIM 数据库更加丰富。在此基础上，可

实现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的进度、成本、安全、质量等方

面信息的集成化，采取此种创新模式，使得施工管理模

式更加精细化和科学化。具体而言，可动态全程记录施

工管理的详细数据，以便相关人员对水利项目施工工程

进行针对性检查。

2　BIM技术在水利项目中的应用实践

2.1 基于 BIM 模型的水利工程施工管理模式的总体

思路

现阶段，水利工程施工过程相比于其他类别建筑施

工过程有所差异，其设计图纸较为独特且繁多，仅通过

专业人员的详细剖析才能了解建筑物三维形态，同时，

图纸修改过程周期较长，协同过程复杂，因此，部分建

筑过程的施工管理模式并不适用于水利工程。针对水利

工程施工周期长、工序复杂、协调难度大等问题，作者

建议应积极引入专业化 BIM 技术团队，且水利工程施工

管理全过程均有 BIM 技术团队和管理人员协调开展，并

以此为契机，结合现场情况构建工程管理 BIM 模型。具

体而言，借助所构建的 BIM 模型进行动态施工管理优化

和辅助作业，对水利工程的施工前期准备阶段、施工中

期阶段（施工、竣工）及运营维护阶段的工序流程进行

科学布局、合理规划，确保 BIM 模型更加有针对性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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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施工管理全过程。与此同时，采取此种方式的实

践，确保各施工管理环节的有效衔接，提高 BIM 的应用

水平，形成局部集成示范，对类似的水利工程的施工管

理模式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在于在水利工程施工管理

过程中要确保管理人员和 BIM 团队的协调合作和无缝衔

接，从项目前期管理计划到中期施工阶段，再到竣工结

算明确分工职责，进一步优化完善施工管理的各环节，

形成“模拟 - 反馈 - 实施”管理机制，实现成本、质量、

安全、进度等诸多内容可视化管理 [3]。

2.2  BIM 技术在水利工程选址中的应用

在该项目前期，项目部高度重视项目选址工作，和

业主、咨询工程师共同经过严谨、科学论证，最终确定

选址。在这一过程中，BIM 技术发挥了很大作用，事实

证明，BIM 可以有效助力水利项目的选址确定工作。

2.3 施工组织优化设计

在 Revit 软件中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图纸精确建立水利

工程的 BIM 三维模型。结合 Revit 三维图纸利用 BIM 技术

完成水利工程的虚拟施工，可在施工前掌握施工难点和

容易疏漏的施工细节从而合理布局施工场地，分析与选

择最佳施工方案或者对施工方案并进行实时优化。自动

规划材料运输路线，优化材料运输方案包括运输工具的

选择和对应运距的统计。施工场地布置是施工组织设计

的重要内容。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获得的相关数据与施

工单位前期施工组织规划测算场地面积吻合，但是节省

了大量测量时间，节约了人工成本。该工程场外交通可

由水路和陆路进入现场。施工场地东侧为徐洪河沙集船

闸，属 5 级航道，其水路可由徐洪河与洪泽湖和长江各

口岸相连。陆路主要是通过附近泵站的站下交通桥与附

近船闸下闸首交通桥相连，但交通桥的荷载标准较低，

故场外交通承载力不够。根据施工场地 Revit 三维模型，

以方便土方施工、拆除并且不过度占用空间为原则，选

择在附近船闸下游 500m 处修建 1 座临时交通桥，临时交

通桥上部结构为空心板梁，下部为柱式墩，钻孔灌注桩

基础 [4]。

2.4 进度成本精准控制

技术人员建立水利水电工程的三维全景实体模型后，

将时间、空间、造价与施工成本进度结合起来，以便管

理人员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整个施工过程的造价情况，方

便进行现场采购、周转以及安排工程关键时间节点等工

作。关联 BIM 模型与施工进度计划相关联，导出施 4D 工

程进度动态图模拟演示随着施工时间的推进各部分工程

的完成情况，使施工工艺、工序可视化，同时自动计算

施工总工期、资源配置等，一旦出现工期延误的情况可

立刻在后续的施工中进行施工组织管控调整。以江苏某

工程为例，在水利工程实际施工当中偶遇雨雪极端天气，

技术人员关联 BIM 模型及时调整了施工组织路线图，最

终缩短关键路线施工时间 12d[5]。

2.5 建立 BIM 模型视角下水利工程施工信息化管理

平台

对于技术信息化而言，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过程复杂、

施工强度高、工程量大。现阶段，我国水利工程施工管

理技术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而 BIM 模型作为一种将建

筑物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据整合的信息库，其在水利

工程前期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过程中能够实现信息数

据的收集、分析和整合，因此，若想实现基于 BIM 模型

的水利工程施工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立，一方面应重点

聚焦虚拟的三维可视化模型，同时也应该包括可视化的

施工任务和施工顺序。具体而言，这些信息要素的整合

对于施工管理和工作任务安排以及施工进度计划的确定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BIM 模型应包括水

利工程建筑物自身定量信息以及关联的成本数据库，这

无疑对水利工程前期成本控制和进度把控极其有利，因

此，精细度级别越高的 BIM 模型，水利工程项目的成本

估算越精确 [6]。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引入

BIM 技术不仅能够提升建设项目的管理质量，还有助于

建设项目后期的运营维护，对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具有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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