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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BIM技术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BIM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地支持和改进许多施

工企业和施工单位的业务流程,解决施工过程中复杂的问题,对业主、施工人员、建设人员等具有不可替

代的优势。BIM技术在建筑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BIM技术的诞生将引发工程行业的第

二次数字革命。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利用BIM模式开展工作时,BIM技术以工程项目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

信息化模型,实现多源数据的管理应用与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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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IM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because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support and improve the business processes of man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construction units, solve complex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has irreplaceable advantages for 

owners, constructors, builders, etc. BIM technology has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birth of BIM technology will trigger the second digital revolution in the engineering 

industry. W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uses BIM mode to carry out work, BIM 

technology is based on engineering project data and realizes management applica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multi-source data by building an inform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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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3个部门在《关于促进智

能建筑与建筑产业化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实现建筑

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动力,

创新和突破相关核心技术,提高智能建筑在工程建设各个方面

的应用。BIM技术作为智能建筑发展的基础,将项目各方的信息

与自己的数据库相结合,从数字化的角度促进了施工过程的智

能化,解决了现阶段国内建筑业污染大、能耗高、管理粗放的问

题。市政工程作为建筑业的一部分,是城市建设和居民体验优化

的保障,在我国建筑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BIM技术的特点及其优势 

一般来说,BIM技术在市政工程建设和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以

下优点。第一个是显著的可视化。通过三维虚拟建模,使项目管

理人员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市政工程项目的基本信息和施工要求,

并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和管理策略,确保项目按时完

成。其次,基于BIM技术,可在现场正式施工前进行模拟施工,及

时预测和消除市政工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降低施工风险和施

工隐患。最后,采用BIM技术还可以有效地降低参与单位之间的

协调难度。参建单位可以在BIM模型信息的基础上实时传输和共

享数据,为进一步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2 BIM软件介绍 

所有设备使用正版操作软件。主要使用软件有：道路专业

Open Roads Designer、桥梁专业Bridge Station、Autodesk 

Revit、渲染后期Lumen RT、Lim Station等软件,所有BIM设计

文件需做到版本统一、信息共享、族群共用。 

(1)Open Roads Designer主要在三维环境下导入等高线、

高程点等图层,生成三维地形；根据线路要素数据生成三维道路

中心最后根据道路中心线在三维地形上生成道路,创建道路横

断面模板。 

(2)桥梁专业Bridge Station、Autodesk Revit主要进行桥

梁建模、模型展示、生成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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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im Station、Lumen RT进行Lim Station快捷景观布景、

多种动画漫游形式、视频剪辑等。 

3 现阶段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3.1工程质量控制难度较大 

作为影响市政工程建设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保证工

程质量已成为项目经理面临的关键性挑战。市政项目时间紧,

任务重,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没有足够的调整和优化空间,

施工工期、施工质量和成本之间没有充分有效的平衡,制约了市

政工程项目的持续健康发展。 

3.2影响因素较多 

市政和建筑工程的实施需要依靠立项、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等多方力量的参与,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会影响整个工

程的安全和质量。同时,施工措施受到环境、温度以及地区等因

素的影响,质量的波动性较大。 

3.3质量检测的局限性较大 

市政和建筑工程包括给排水、电器管线、护墙等隐蔽性工

程,这些问题在外观上很难发现问题,因此在施工的过程中一定

要特别注意这些重要却又隐蔽部位工程的施工质量,并严格按

照规范进行检测,使其质量满足行业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3.4缺乏BIM相关标准与专业性人才 

虽然行业内已经发布了各种标准,但这些标准文件大多是

定向要求,缺乏对学科和环节的详细描述。缺乏统一的标准要求

往往导致不同项目和参与单位之间的信息格式和模型编辑逻辑

的差异,相关结果很难在项目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重复使用。且

现阶段,大多数工程项目中具有法律效应的如设计文件等交付

成果仍为二维图纸。目前要掌握主流的BIM软件需要耗费一定的

时间成本,往往使得企业里有相关经验的工程师使用意愿并不

强烈,而高校教学中,BIM相关课程教师往往较为年轻,缺乏教学

和行业经验,课程设置相对单一,导致校园培训不系统,不能跟

上行业发展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业的发展。 

3.5管理策略与手段缺乏整体性 

目前,市政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受到技术手段的影响,其信息

采集与集成能力有限。项目经理很难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角度

对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做出准确、可靠的研究和判断,随后出台

的相关项目管理措施和方案也缺乏针对性。针对市政工程项目

的相关特点,缺乏一个更加全面、有序的管理体系,给市政工程

项目的质量和进度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4 BIM技术在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4.1图纸会审检查、复核应用 

通过参数设置,可以快速建立模型,检查设计图纸的可行性,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消除设计图纸中的错误、漏、碰、缺等问题。

从而降低了由于产品设计过程不合理而引起的大量返工,避免

返工增加成本。BIM图纸会审申请内容包括：碰撞检查(含站内

碰撞检查、施工现场与周边市政管线碰撞检查)、虚拟漫游、净

高检查、预留洞口检查等；检查并记录设计成果的符合性、技

术接口协调和施工；BIM图纸会审申请完成后,应形成结果报告,

包括问题类型、问题描述和处理建议。 

4.2施工模型创建 

为进一步优化市政工程施工进度控制,提高BIM技术在市政

工程项目中的应用水平,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应根据项目实际

情况建立三维模型,为后续的项目规划和管理提供更清晰的引

领和指导。具体来说,在创建三维工程模型时,技术人员必须遵

循以下步骤和过程。首先,应该创建一个项目模板。在BIM技术

的应用过程中,项目模型不仅可以使模型网格的构建更加方便,

还能够进一步加快常用族的加载时间,有效地提高了模型的性

能。技术人员根据市政工程项目的相关要求建立项目模型,确保

模型内容与项目实际相符,为后续的建模工作和信息填写提供

适当的支持。其次,应建立工程标高、网格等参考要素。技术人

员可以结合市政工程物探信息,在BIM技术中采集数据,使三维

虚拟建模的基本参数和具体形式与市政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要

求相匹配,从而为后续工程施工提供更准确的参考。最后,在图

形元素内容的基础上,完成了项目三维设计模型的最终构建,并

通过构建策略深化了BIM设计模型,使三维设计模型与施工企业

的技术水平相匹配,为提高BIM模型的价值和功能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4.3安全管理应用 

采用三维仿真生成的各种安全相关图片和动画,进行施工

安全的岗前安全培训、安全标准交底、重大安全隐患辨识等施

工安全控制过程。对安全控制问题进行科学计算可视化,并与施

工组织设计的可视化内容进行比较、分解和纠偏,对现场施工中

可能出现的重大危险源、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消防隐患进行事前

检查；开展目视安全教育、危险源辨识、预防和预控,并采取有

针对性的应急措施。同时利用关键工序的三维仿真,对进场建筑

施工者进行了安全问题交底。 

4.4进度规划编订 

在市政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根据施工要求和施工过程编

制进度计划至关重要,合理、科学的工程项目进度计划可以为施

工进度管理提供更为重要的依据。因此,如何利用BIM技术实现

进度计划的合理编制,并在可视化的三维模型中进行可视化表

示,是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关注的问题。有效提高进度管理水平和

质量。相关技术人员应按以下环节和要求编制进度计划。首先,

技术人员要根据当地情况,对市政工程项目进行工程量的提取

和统计。准确的工程量统计是工程进度计划和管理的重要依据

和前提,可以保证工程进度管理和计划的合理性,尽可能避免因

工程量偏差造成的延误。目前主要有两种提取方法和数量统计

方法。首先,直接统计基于Revit软件。Revit软件作为BIM技术

应用过程中的关键应用软件,可以将定量数据直接转换为可视

化的三维模型,应用过程相对方便。因此,在建立可视化三维模

型的过程中,BIM设计和管理人员可以结合模型参数,建立可靠、

完整的工程量明细。为进度管理和计划提供参考依据。其次,

通过第三方插件进行统计和提取。由于市政工程项目类型的多

样性,一些项目与Revit软件的工程量统计功能可能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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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节,不利于统计和挖掘工作的有效开展。BIM技术人员可以使

用第三方插件将三维可视化模型映射到计算模型中,然后使用

计算模型进行最终的统计和核算,得到相关项目的数量。这两种

方法具有统计方便、统计准确等优点。BIM技术人员和市政项目

经理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 

具体来说,项目经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和研究进度

偏差。首先,可以从项目完成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项目管理人

员可以利用同步4D进度管理软件,实现计划进度计划与工程实

际进度的比较,及时发现计划中的断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

手段加强和推进,确保施工进度达到预期,促进进度管理的进一

步发展。此外,您还可以从资源调配的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在

一些市政工程项目中,项目管理人员往往难以对施工进度进行

直观的定量研究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人员可以从资源消

耗的角度进行削减和反思,发现资源消耗过程中的异常情况,重

点关注影响项目进度的相关内容,确保进度控制的全面实施。 

4.5临建施工应用 

在临建项目实施阶段,在科学计算和可视化条件下,运用

BIM技术,贯穿于临建项目的规划设计、项目论证、方案编制和

施工管理实施全过程,通过科学合理地排布场地、进行分区,优

化作业面,尽量减少临时施工的返工,提高工作质量,合理管理

施工成本,缩短工程临时施工时间。 

4.6施工信息集成 

基本进度计划完成后,项目管理人员应将市政工程项目的

实际情况和现场勘察内容信息集成到三维可视化模型中,进一

步扩展模型内容,使三维模型中的各个施工环节更加详细。技术

人员利用Navisworks软件导入和收集工程进度计划,根据项目

管理要求和市政工程实际情况,通过自定义、手工添加等技术手

段实现三维可视化模型与工程进度计划的匹配。提高进度计划

与三维模型的匹配性,实现施工进度控制。在基于BIM技术的模

型信息集成与集成过程中,技术人员和项目经理也应注意以下

两个方面。首先,必须确保调度开发的内容与模型体系结构相匹

配。在进行模型体系结构设计或进度计划编制时,有些项目没有

按照相关规范和要求实施,导致了相应流程的分类和混乱问题,

严重影响了市政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正常发展。其次,应根据当

地情况选择模式关联模式。在基于BIM技术的市政工程项目管理

过程中,两种主要形式,无论是自带还是手工添加,都有各自的

优缺点。因此,技术人员在选择合适的模型关联策略时,应考虑

市政工程项目规模、工程建设要求、进度计划目标等内容。施

工进度管理的质量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4.7碰撞检测 

基于BIM模型,施工人员可以在施工前对不同专业组合而成

的空间进行碰撞检测,并将碰撞点反馈给设计单位进行更改,防

止施工过程中发生设计变更而造成施工成本增加或耽误施工进

度。在市政工程中,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和地下管线的铺设大多采

用非开挖技术进行施工,而采用BIM技术可以对多线路交叉的复

杂部位实现三维可视化设计,直观地展现地下空间场景,有效解

决交叉碰撞的问题,避免了安全事故,提升了空间使用率。 

将BIM技术应用在综合管廊项目建设过程中也是近年来的

研究热点。例如西安纺四路综合管廊项目、长春市某综合管廊

项目等。上述案例在利用BIM技术模拟综合管廊项目的施工过程

中,不仅成功发现施工过程中潜在的结构冲突和安全隐患,还模

拟了关键施工节点,保证施工方案科学合理,为后期大型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综上所述,BIM技术可以

加快推进市政工程行业从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更好地响应了

政府部门所倡导的建筑工业化、绿色建筑、智能建筑的理念。 

4.8可视化协助施工 

传统市政工程施工流程中,工程项目各参建方之间都是利

用二维施工图纸进行交流沟通的,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专业水平

和工作经验不同,经常会出现理解偏差和意见分歧。此时,将三

维可视化的BIM模型作为交流工具,可以弥补传统图纸带来的弊

端,通过使用漫游的方式实现所建项目三维可视化,使得各参建

方可以提前对建成后的效果进行评估,企业也可以根据BIM信息

及时准确地下达命令,大大提高了各参建方之间的沟通效率,提

升了企业与项目部的协同效率。 

近年来,已有很多市政工程案例采用BIM技术建立三维可视

化的“图纸”来发现施工方案的问题和提高施工效率。例如：

郑州市四环线以及大河路快速改造工程,作为中国单体投资最

大的市政交通项目,项目团队通过BIM三维立体模型与施工过程

中各参建方沟通协调,减少了2 000多亩征地,节约了近40%的成

本。再如：由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的西铜高速城市

段元朔路立交工程施工项目,是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期间的

重要交通枢纽。面对施工过程中工程体量庞大、地下管线复杂、

建造工期紧张、涉及专业众多等挑战,施工单位运用了BIM技术

对施工过程进行设计和管理控制,利用BIM技术构建的三维可视

化模型发现并解决了U形隧道路段设计不匹配等细节问题,不仅

解决了施工方案与隧道美观冲突的问题,还加快了工程进度,大

大提升了施工效率。图1是采用Bentley软件搭建的西铜高速城

市段元朔路立交工程施工项目BIM三维模型图。 

5 结论 

总之,在现阶段市政工程建设和管理中,保证工程按期完工

是提高施工水平、降低施工成本的重要前提。相关管理人员应

深入分析研究BIM技术,将BIM技术融入市政工程进度管理,使施

工充分考虑质量和进度要求,促进市政工程管理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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