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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ynergistic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CAD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igitiza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	 the	techn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Revit	and	AutoCA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fficiency	monitoring	data	of	12	cas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project,	 the	quantitative	law	of	parametric	modeling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s	revealed,	and	the	four-
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of	BIM-CAD	mixed	workflow	is	proposed.	The	study	found	that	Revit&#039;s	collision	detection	
function	can	reduce	the	design	change	cost	by	62.4%	under	LOD300	+	accuracy	requirements,	while	AutoCAD&#039;s	NURBS	
curve	fitting	efficiency	is	41.7%	higher	than	BIM	tools	[1].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decision	support	framework	based	on	
Monte	Carlo	simulation	for	water	engineering	softwar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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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 与 AutoCAD 在水利工程建模中的优势对比及协同工
作机制研究
向杰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中国·重庆 402160

摘  要

本研究针对水利工程数字化进程中BIM技术与传统CAD的协同应用问题，采用实证分析与对比研究法，对Revit与AutoCAD的
技术差异进行了系统性解构。基于对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等12个案例的效能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参数化建模效
率提升的量化规律，并提出了BIM-CAD混合工作流的四维评价模型。研究发现，在LOD300+精度要求下，Revit的碰撞检测功
能可使设计变更成本降低62.4%；而在异形结构建模方面，AutoCAD的NURBS曲线拟合效率较BIM工具高出41.7%【1】。本研
究结果为水利工程软件选型提供了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决策支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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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水利工程的实施涉及复杂的地形分析、水工建筑物（例

如大坝、渠道、泵站）以及管网系统的建模工作。长期以来，

CAD 因其在二维绘图方面的优势，在工程设计领域占据主

导地位。然而，随着 BIM 技术的兴起，Revit 等三维参数化

建模工具开始逐渐在水利行业中得到应用。BIM 技术在信

息集成、多专业协同作业以及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的巨大潜

力，亟需深入研究和开发。根据《中国水利 BIM 发展报告

（2023）》的数据显示，78% 的水利设计研究院在 BIM 与

CAD 混合工作流中遭遇数据整合难题，导致每年产生超过

120 万小时的无效建模工时【2】。鉴于此，本研究对 Revit 与

CAD 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对比分析，旨在探索 BIM-CAD 混

合工作流程的优化策略。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 Revit 与 CAD 的技术特性，构建

了一个包含’技术适配度 - 经济性 - 可实施性’三个维度的

评价矩阵。此举突破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功能对比的局

限，为 BIM 与 CAD 的协同工作提供了基于量化分析的决策

支持工具。

2 Revit 与  AutoCAD的核心技术对比

2.1 建模逻辑对比分析
AutoCAD 的建模原理主要基于二维矢量图形。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通常先绘制与三维模型相对应的断面图，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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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其三维建模功能将之转化为三维模型。水利工程领域中

常见的结构往往包含大量曲面，AutoCAD 强大的二维图形

绘制功能能够有效应对这一需求，从而简化了水工结构三维

模型的构建过程。

Revit 采用基于建筑信息模型（BIM）的全参数化建模

方法，以构件（族）作为基本单位，支持三维信息的集成（包

括材料、尺寸、力学属性等）。Revit能够实现参数化驱动设计，

一处修改即可实现全局自动更新；同时，它支持快速应用同

类结构，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

2.2 参数化能力对比
Revit 的族参数体系遵循 ISO 16739 标准，其类型参数

（Type	Parameters）与实例参数（Instance	Parameters）的嵌套

关系满足水利工程构件复用需求【3】。以弧形闸门为例，当曲

率半径参数 R 发生变更时，系统将自动触发以下关联更新：

相较之下，CAD 的块属性（Block	Attributes）仅支持

静态数据绑定，无法实现此类动态关联，在进行大量同类结

构的建模工作中，无法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3 水利工程建模中的功能对比

3.1 地形与场地设计
Revit 软件通过“地形表面”工具导入 GIS 数据，能够

生成三维地形模型。该模型支持等高线的调整以及水文分析

（需配合 Civil 3D 软件使用），在创建地形方面的效率较高，

且功能更为丰富和强大。通过插件的扩展功能，Revit 还能

模拟水流路径、淹没区域等真实工作场景。

相比之下，CAD 软件主要依赖于手动绘制等高线或导

入外部地形数据，其三维地形建模效率较低，且缺乏动态分

析能力，无法对真实的工作场景进行模拟。

3.2 水工结构建模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国家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

编号 ZX/SG-2015-028）中，Revit 软件参数化闸墩库的应用显

著缩短了湍河渡槽建模周期，从 32 人日减少至 6 人日。通过

方差分析（ANOVA）验证，效率提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p ＜ 

0.01）。而在引江济淮工程淠河总干渠边坡整治中，CAD 软

件通过 AutoLISP 开发的智能断面生成器，使得异形护坡绘图

效率达到 17 断面 / 工时，相较于手动绘制提升了 400%。

3.3 管网系统设计
在 Revit 软件中，MEP 模块支持管道参数化布置（包

括管径、坡度、流量等），能够自动生成系统逻辑图。结合

水力计算软件（例如 EPANET），可实现设计与分析的一体

化操作，从而扩展了传统建模的目的。

尽管 CAD 能够借助外部插件（如 AutoCAD Plant 3D）

实现三维管网设计，但其数据交互效率相对较低。

3.4 水文分析模块扩展研究
在珠江口门整治工程中，研究团队通过二次开发实

现了 Revit 与 MIKE 系列软件的深度集成。利用 Revit API

开发的 HydroBIM 插件，将三维地形模型转换为 MIKE	

21 的 mesh 文件，使潮汐模拟时间缩短 58%。对比实验

显示：传统 CAD 工作流需经 Civil 3D 生成曲面→导出

LandXML → MIKE 前处理的三阶段转换，数据损失率达

12.3%；而 BIM 直连模式通过 IFC4.3 标准实现几何拓扑结

构无损传递，断面提取精度提升至 99.6%。该成果在 2023

年粤港澳大湾区风暴潮预警系统中成功应用，使 200 年一遇

洪水演进模拟的建模周期从 3 周压缩至 72 小时。

4 协同工作与数据管理

4.1 多专业协同

4.1.1 Revit 协同工作机制
基于 BIM 技术的 Revit 平台建立了中央集成的三维模

型体系，通过工作集（Worksets）划分与云端协同模式实现

多专业并行作业。各专业团队（结构、水利、电气等）可在

同一中心文件中实时开展设计工作，模型修改以分钟级速度

同步至所有终端。系统内置的权限管理系统支持精细到构件

级别的编辑锁定，有效避免误操作导致的模型冲突。版本历

史追溯功能完整记录各专业设计变更轨迹，当检测到管线穿

梁、设备碰撞等空间冲突时，平台自动触发预警机制并生成

冲突报告。

4.1.2 CAD 传统协同模式
二维 CAD 平台采用”外部参照 + 图纸绑定”的协同方

式，设计团队需通过邮件或共享服务器手动更新参照文件。

典型协同流程包含：结构专业完成底图→水利专业外部引用

→电气专业叠加设计→循环校审。这种串行工作模式存在显

著滞后性，当机电管线与结构梁发生碰撞时，平均需要 3-5

个工作日的图纸往返才能完成调整。版本管理依赖人工命名

规则（如”电气平面图 _V3_20230812_FINAL”），极易出

现参照文件过期、图层覆盖错误等问题，项目后期图纸一致

性校验工作量占比可达总工时的 15%-20%。

4.1.3 协同效率对比分析
Revit 的 BIM 协同平台使设计变更响应速度提升 70%

以上，通过 Navisworks 进行的多专业模型整合可在设计阶

段消除 90% 的硬碰撞。反观 CAD 工作流，某水利枢纽项目

曾因参照文件版本错乱导致泄洪闸门启闭机与结构柱网位

置偏差 1.2 米，造成施工返工损失逾百万。统计显示，大型

项目中 CAD 协同产生的设计冲突数量是 BIM 协同的 3.8 倍，

且 75% 的冲突在施工阶段才被发现。当前 BIM 云平台（如

Autodesk	Construction	Cloud）更实现了移动端实时标注与

AR 增强现实协同，将多专业协作推向三维可视化新阶段。

4.2 数据交付与全生命周期管理

4.2.1 Revit 数据集成体系
Revit 建立的 BIM 模型本质上是结构化数据库，每个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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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均携带超过 40 项属性参数（如材料规格、生产厂商、维

护周期等）。通过 ODBC 接口或 IFC 标准格式，模型可直

接对接智慧运维平台（如 FM、ARCHIBUS），实现设计 -

施工 - 运维数据的无损传递。在深圳某超高层项目中，Revit

导出的构件编码与运维系统自动匹配，将 12 万平米的幕墙

单元维护计划生成时间从 3 周压缩至 48 小时。其 5D 应用

体系更将成本数据（工程量清单）、时间数据（Project 进

度计划）与三维模型动态关联，施工模拟可精确显示每日物

料进场需求，误差率控制在 2% 以内。

4.2.2 CAD 数据断层缺陷
二维 CAD 图纸本质上是图形元素的简单堆砌，墙体的

耐火等级、管道的承压参数等关键信息散落在不同图层的标

注中。这种碎片化数据流难以支撑现代数字化运维系统对设

备全生命周期追溯的需求。

5 结论与建议

5.1 技术对比结论
Revit 的模块化参数设计体系已在北京新机场水利配套

工程中得到验证，其构件级信息联动功能使 35 公里输水管

网的管径调整能在 3 小时内自动更新 43 张关联图纸。信息

集成优势在长江某水利枢纽运维阶段尤为突出，BIM 模型

中的闸门启闭机轴承型号、润滑油更换周期等数据通过二维

码直接推送至巡检终端，设备维护响应速度提升 60%。反

观 CAD 体系，在珠三角某泵站技改项目中，因二维图纸无

法关联设备参数版本，导致新旧阀门法兰标准混用，引发系

统试压泄漏事故。

5.2 应用场景建议
对于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议采用 Revit 建立”设计 -

施工 - 监测”一体化平台，如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通过

BIM+GIS 融合，实现 230 公里管线与 78 座泵站的数字孪生

管理。传统 CAD 可聚焦于施工详图深化，建议建立 BIM-

CAD 混合工作流：Revit 负责三维模型与工程量计算，CAD

专项处理钢结构节点详图、灌浆套筒定位等需要高精度二维

表达的施工图。建议建立分阶段、分精度的工作流衔接机制：

（1）概念设计阶段：采用 CAD 快速绘制枢纽布置草图，

利用其灵活的图形编辑特性，日均方案比选量可达 5-6 种；

（2）初步设计阶段：将 CAD 底图导入 Revit 进行参数化建模，

重点构建闸门、泵站等标准构件库，此时 BIM 模型 LOD 应

达到 200 级；（3）施工图阶段：Revit 完成三维协调后，利

用 Dynamo脚本将复杂节点导出至 CAD 进行二维深化，如某

倒虹吸管的法兰盘细部设计，CAD 的极坐标标注效率较 Revit

提升 3.2 倍；（4）竣工阶段：通过 Forge 平台将 BIM 模型

轻量化，并与 CAD 竣工图进行哈希值校验，确保三维模型

与二维图纸的版本一致性。

5.3 实施路径规划建议
水利设计院分三阶段推进技术升级：初期（1-2 年）组

建 BIM 先锋团队，在 20 万㎡以下项目试点；中期（3-5 年）

建立企业级构件库，开发水利专用参数化族（如不同工况的

闸门启闭装置）；远期构建 BIM 运维知识图谱，集成水文

监测数据。同时应保留 CAD 技术小组，专注解决如河道整

治工程中的历史图纸矢量化、异形护坡断面快速绘制等特殊

需求。

6 技术经济性分析

6.1 全生命周期成本对比
基于深圳某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的 10 年运维数据，BIM-

CAD 混合模式较传统 CAD 工作流展现显著优势：

（1）设计阶段：BIM 投入增加 37 万元（含软硬件及

培训），但通过碰撞检测减少设计变更 12 次，节约成本 82

万元；（2）施工阶段：BIM 进度模拟优化资源配置，缩短

工期 23 天，节省管理成本 45 万元；（3）运维阶段：模型

信息完整度达 98%，设备故障定位时间由平均 4.5 小时降至

0.8 小时，十年运维成本降低 610 万元。

6.2 学习曲线成本量化
对 6 家设计院的跟踪研究表明，工程师从 CAD 转向

BIM 需经历三个阶段：

（1）适应期（0-3 个月）：工作效率下降 40%，主

要耗时在族库建立和工作集划分；（2）提升期（4-6 个

月）：参数化设计优势显现，闸室等重复结构建模效率反超

CAD25%；（3）成熟期（7 个月后）：配合 Dynamo 可视

化编程，复杂曲面建模速度达到 CAD 的 1.7 倍。

7 标准化建设建议

7.1 水利 BIM族库构建规范
针对水工建筑物特点，建议制定分类编码标准：

（1）按功能划分：挡水建筑物（01）、泄水建筑物（02）、

引水建筑物（03）等；（2）按参数分级：一级参数（几何尺寸）、

二级参数（材料属性）、三级参数（水力特性）（3）按精

度控制：LOD200 级族保留主要轮廓参数，LOD300+ 级需

包含止水槽、锚杆等细部特征。

7.2 数据交换标准优化
现有 IFC 标准在水力参数映射方面存在缺失，建议扩

展以下实体：

（1）fcPipeSegment 增加糙率系数（n 值）属性；

（2）IfcPump 添加扬程 - 流量曲线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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