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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cause after many professional subway engineering station, city subway station masonry engineering must be reserved
before the professional bridge, air duct, water pipes, etc., which requires a lot of preliminary work to give masonry professional
accurate promotion, but because the professional design often appear communication is not timely, lead to late professional masonry
wall damage occurs frequently, caused a lot of finished product protection, delay and even damage equipment, so strengthen the wall
significance to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the reserved hole in adva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subway construction progress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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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BIM技术的墙体孔洞预留施工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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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地铁工程站后专业众多，城市地铁站后砌筑工程必须提前预留各专业桥架、水管、风管等的预留洞口，这就需
要大量的前期工作给予砌筑专业准确的提资，但由于各专业设计往往出现 沟通不及时，导致后期各专业对砌筑墙体破坏频繁
发生，造成了大量的成品保护不力的现象，延误工期甚至损坏设备的情况，所以加强墙体砌筑预留洞口的资料实用性迫在眉
睫。近年随着 BIM技术应用的广泛开展，采用 BIM技术对预留洞口位置进行确定，提前做好接口预埋工作，对于地铁施工

进度及质量的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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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城市地铁站后装饰装修工程而言，与机电

安装施工联系最紧密的便是砌筑工程施工，而砌筑

工程需要考虑到风、水、电、供电、轨道、接触网、

常规机电、通信通号、AFC、综合监控、屏蔽门、

电扶梯、安防系统、导向系统等多达十几个专业的

接口预留孔洞，对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个艰巨

的任务现在依托 BIM 模型所建即所得特点、借助

三维模型进行方案展示极大地提高沟通效率，方案

通过后输出含构件位置、高度、尺寸、材质等参数

交底图助力现场施工。

2 传统孔洞预留工艺特点

2.1缺乏严格的图纸审查

地铁内建筑体型庞大，功能复杂，内部各系统

专业比较常规建筑更为复杂，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

因经验不足会产生很多不合理之处。设计人员对地

铁建筑结构设计方案与机电安装与装修方案间的综

合考虑不够细致；现场施工人员对蓝图的审定往往

局限于本专业的单独分析，难以以综合管线的角度

对所有管线进行分析，进而导致实际施工中无法避

免的管线碰撞以及纷繁庞杂的协调工作，致使现场

施工进度难以推进，施工质量难以保证。

2.2多专业交叉，协同难度大

地铁施工中除结构、建筑、风水电专业承包商

外还包括牵引供电系统承包商、通信信号系统承包

商、接触网及环网系统承包商、AFC、综合监控系

统、轨道系统承包商、自动扶梯承包商、电梯承包

商、屏蔽门系统承包商、气体灭火系统承包商、广

告灯箱、公共区装修施工单位，各种单位的管线、

设备等预埋件均需要进行统一协调处理，传统的方

式容易造成管线的遗漏，现场施工碰撞等情况而运

用 BIM技术可以确保预埋件、预留孔洞不漏设、不

错设，位置、数量、尺寸大小符合设计及后期使用

要求[1]。

2.3技术交底不透彻

传统施工进行技术交底时，多采用文字描述结

合施工照片进行交底，直观性差，难以透彻地把技

术要点、施工顺序传达给各级施工人员，致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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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操作人员在进行实际施工作业时屡屡出现与交

底偏差的情况。

3 BIM技术在孔洞预留预埋中的应用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术的出

现可以有效地解决传统施工方法中的不足与缺点。

其优点是三维可视化、可协调性及可模拟性。运用

BIM技术应用于某地铁车站项目中，该项目车站是

福州地铁 6号线壶井站位于规划道庆路与规划金鹤

路十字交叉口，沿道庆路东西向设置。车站有效站

台中心里程为 SK29+803.903。车站总建筑面积

12308 m2，车站设有 2组风亭及 A、B、C、D四个

出入口[2]。

车站为地下二层岛式车站，地下一层为站厅层，

地下二层为站台层；站台宽度为 11 m，车站规模 212
m×18.3 m（内净）。车站内净总长 212 m，标准段

内净总宽 18.3 m。车站总建筑面积 12308 m2，其中

主体 8647 m2，出入口通道及外挂附属 3661 m2。

3.1利用 BIM技术进行模型创建

BIM建筑模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涵盖建筑设施

内的所有专业信息的特点，同时又可以以三维具象

化的形象传递信息。其运用的范围在于全生命周期

的各阶段，核心量体的 BIM 模型能够作为所有运用

的基础，在各个阶段中上载与下载各种不同的建筑

信息，提供最完整的服务。因此，建筑师本身会汇

集各设计时间与施工阶段的 BIM模型，包括量体、

系统与组件等内容，在设计的不同阶段中结合至核

心量体上提供讨论，在施工的不同阶段提供施工的

依循、设备安装的参考，在项目竣工阶段核对现场

与图纸的统一性，进而在完工时提交运行和维保单

位进行后续营运阶段的应用。

直观来说，BIM 模型是一个可视化、可查询又

可以拓展删减的建筑信息数据库。而与 CAD模型比

较，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 BIM模型软件平台对各种

类型的建筑，有各种信息化的数据中心。比如，组

成 BIM 模型的基本元素是族模型，族模型自身不仅

可以输入几何尺寸，更可以输入各种参数，设备可

以输入功率、电压等级、接线尺寸，甚至可以标注

出厂厂家、出厂日期等信息。这样一来，模型就不

仅是一个简单的可视化物体，而是一个在可以完全

代表实物的真实模型，这对模型的应用有着深刻的

意义[3]。

利用BIM技术对地铁车站内所有专业进行模型

创建，对管线布局进行碰撞检测，对碰撞管线进行

深化设计，使各专业管线的位置、标高合理布置，

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使地铁车站内各专业进行了一

次模拟协同，保证了后期施工中所有管线不遗漏。

采用各种手段对施工图纸分专业进行绘制模型，

深化各专业管线布置，原则上的分层由上至下为：

强电—通风空调风管—弱电—气体灭火—多联机冷

媒—冷冻供回水管道—给排水消防管道，具体优化

原则应及时与设计院、业主、监理进行沟通确定，

完成优化后进行墙体预留出图。

3.2碰撞检查

地铁车站站后工程综合管线涉及的专业主要包

括结构、建筑、高压、低压、弱电、消防、综合监

控、给水排水、通风空调、气体灭火、AFC等，这

些管线错综复杂，如果无法协调这些管线分层路径，

将对现场施工进度产生巨大困难[4]。因此，在进行

施工作业前，采用 BIM 技术对车站所有管线进行综

合深化设计，利用 BIM 软件的可视化优点及碰撞插

件，对创建的上述各专业的管线进行碰撞检查，对

检查完成后发现的各类型的管线碰撞进行分析调整。

碰撞检查是指在利用BIM技术对车站各专业模

型（高压、低压、弱电、消防、综合监控、给水排

水、通风空调、气体灭火、AFC等）在施工作业空

间内的碰撞冲突。地铁站后工程管线种类众多、各

专业管线相互交叉，施工过程中很难完成紧密配合，

相互协调。

利用 BIM软件的强大功能，对管线模型进行碰

撞检查，再利用 BIM模型的可视化有点进行管线调

整，最终完成对车站综合管线的优化和调整[5]。

3.3管线优化

利用 BIM软件平台的碰撞检测功能，根据各专

业管线发生冲突时，有压管避让无压管，小管线避

让大管线，施工作业难度低的避让施工难度大的，

再考虑管线间距以及安装操作与检修空间，较后结

合实际综合布置避让原则，加快各专业人员对图纸

问题解决效率[6]，避免后期施工因图纸问题带来的

停工以及返工，不仅提高施工质量，确保施工工期，

还节约大量的施工和管理成本，也为现场施工及总

承包管理打好基础，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

3.4BIM技术墙体预留孔洞出图

对已深化设计完成的管线图纸，采用 BIM 软件

的孔洞预留插件，对管线所过墙体进行开孔，利用

BIM 软件中与 CAD 关联的特点，导出施工平面图

指导现场施工。

3.5技术交底

利用BIM软件可以导出三维示意图的特点关键，

对作业对进行三维交底。作业队伍队组根据导出的

平面图纸进行施工，在砌筑墙体的过程中，利用孔

洞预留图纸，对墙体的预留预埋进行精准施工，贴

好标签，以便相关的专业管线施工时按照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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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设计进行[7]。

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 BIM 技术的可视化，对

施工管理人员及施工人员进行施工过程与方法进行

模拟现场三维交底，使现场施工不再仅仅依靠平面

图纸，提高认知度，避免因理解不当而造成的返工

现象，加快施工速度，提高现场工作效率[8]。

图 1 深化设计后导出的孔洞预留 CAD图

4 结语

（1）利用 BIM 技术对地铁站内管线工程进行

模型创建，在资料收集阶段就可以避免相关专业的

遗漏情况，并且可以大大降低协调工作的工作量。

（2）结构、建筑、高压、低压、弱电、消防、

综合监控、给水排水、通风空调、气体灭火、AFC
之间的模型碰撞，优化碰撞位置，提前解决墙体砌

筑过程中孔洞的预留预埋问题，大大提高应用过程

中的工作效率。

（3）现场设置材料管线及砌筑工程集中加工区

域，加工效率显著提高，降低了各种材料的损耗，

作业垃圾统一处理，安全文明施工显著提升。

地铁墙体砌筑工程管线孔洞预留一直是困扰施

工方的一大难题，直接影响管线安装的质量和效率。

本文针对地铁施工作业中管线孔洞预留难点，利用

BIM技术实现三维可视化、可协调性及可模拟化的

优点，把 BIM 技术应用到地铁装饰装修工程的管线

孔洞预留中，克服了传统施工方法的不足。结果表

明，采用 BIM 技术应用可以有效针对砌筑施工中空

洞预留的施工难点，简化了现场协调工作的内容，

提高管线安装施工质量及效率，节约工期，解决了

地铁砌筑工程施工中管线孔洞预留这一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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