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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超高层建筑给排水 BIM正向设计
涂朦朦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结合超高层项目，介绍了超高层建筑给排水设计内容以及 BIM 正向设计流程，举例阐述通过 BIM 正向设计可在

施工图阶段解决管线碰撞及管道排布问题，合理利用空间，优化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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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及设计内容

1.1 项目概况

滨江商务区 12-05、12-07 地块及五号路地下空间项目位

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东侧为六号路，西侧为五

号路，南侧为十一号路，北侧为十号路。项目包含一栋建筑

高度超 100m 的超高层公共建筑以及地下 4 层车库（其中地

下 3 层局部为战时人防）。单体建筑高度为 159.9m，地上

37 层，其中 11 层（45.75m），24 层（99.9m），36 层（159.40m）

为避难层。本项目地上建筑总面积 80497.49m²，地下面积

55186m²。地上 1~5 层为商业，6~10 层、12~23 层为办公、

25~37 层为酒店；地下夹层、1 层、2 层、3 层为地下停车库，

其中地下 3 层局部为战时人防。

1.2 给排水设计内容

给排水专业设计内容包括生活给水系统、热水系统、污

水废水系统、雨水系统、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灭火器设置、智能扫描高空水炮灭火系统、气体灭

火系统、灭火器配置等。本项目初步为常规二维设计出图，

施工图采用正向设计，BIM 设计贯穿施工图设计的全过程，

并且应用于净空净高分析、各专业之间碰撞检查和管线综合

优化。

2 软件概况

本项目正向设计 BIM 建模软件为 Revit2019，在此软件基

础加载机电设计插件：探索者三维 MEP 设计软件 For

Revit2019，三维导出软件为探索者三维 MEP 数据导出 For

Revit2019。

3 系统设计

3.1 生活给水系统

市政管网供水压力为 0.28MPa。生活给水系统分为 5 区，

地下四层至二层给水为市网直供区，由市政管网直供；三层

至五层为低区，由地下室商业生活水池与商业变频供水设备

联合供水；六层至十一层为办公中一区，由地下室办公生活

水池与办公中一区变频供水设备联合供水；十二层至十七层

为办公中二区，由办公生活水池与办公中二区变频供水设备

联合供水；十八层至二十三层为办公中三区，由办公生活水

池与办公中三区变频供水设备联合供水。二十四层至三十一

层为酒店低区，由地下室酒店生活水池经生活转输水泵加压

到 24F 中间生活水箱，再经酒店低区变频供水设备供水；三

十二层至三十七层为酒店高区，由地下室酒店生活水池经生

活转输水泵加压到 24F 中间生活水箱，再经酒店高区变频供

水设备供水。

3.2生活热水系统

商业和酒店分别设置独立的集中热水系统。热水供应范

围：二十七层至三十六层客房卫生热水，酒店、商业厨房热

水。商业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供热；酒店热源采用真空

常压热水锅炉生产的高温热水。

3.3冷却塔循环给水系统

根据暖通专业提资设计冷却塔系统，本工程商业、办公、

酒店分别设置独立冷却塔循环冷却给水系统。冷却塔设在裙

房五层屋面，冷却循环水泵设在地下室冷冻机房。酒店冷却

塔补水采用低位水箱、补水泵、高位补水箱联合供给。商业、

办公冷却塔采用补水泵、低位水箱联合供给。低位补水箱与

生活水池合用，设在地下一层生活水泵房。

3.4排水系统

高层排水系统采用污废分流，裙房卫生间采用污废合

流。室外排水系统采用污废合流，雨污分流制。屋面雨水采

用重力流雨水排水系统，地面以上楼层的排水采用重力流排

水，地下室卫生间污水由一体化污水提升设备压力排水，地

下室地面排水采用潜污泵压力排水。厨房废水经厨房含油废

水由地下室一体化全自动密闭式隔油提升设备处理后再排

入市政污水管道。

3.5室内消防系统

室内消防包括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灭火器设置、智能扫描高空水炮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

统、灭火器配置等。室内消防系统在地下一层设置消防水池

消防水泵房，消防水池有效容积 700m³（分 2 格）。中间转

输水箱有效容积 60m3，设置于 24 层；高位消防水箱设置于

屋顶，有效容积 10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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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室内消火栓系统

采用临时高压系统，系统竖向串联分区，-3F~20F 为低

区，21F 及以上为高区。低区由消防水池与低区消火栓泵供

水，其中-3F~5F（低二区）由低区消火栓泵经减压阀减压后

供水。高区由消防转输泵供水到 24F 避难层的消防转输水箱，

再由高区消火栓泵供水，并在 24F 避难层预留手抬泵供水系

统。

3.5.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除不宜用水灭火部位，室内均布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喷淋给水系统竖向串联分区，-4F~20F 为低区，21F 及以上为

高区。低区由消防水池与低区喷淋泵供水，其中-4F~5F 由低

区喷淋泵经减压阀减压后供水。高区由消防转输泵供水到

24F 避难层的消防转输水箱，再由高区喷淋泵供水。并在 24F

避难层预留手抬泵供水系统。

3.5.3 建筑灭火器配置

地下室灭火器按中危险级布置，上部建筑按严重危险级

布置。配电房、通讯机房等属 E 类火灾，除上述区域外的其

他部位均属 A 类火灾。

3.5.4 气体灭火系统

本项目的变配电所、交换机房设置七氟丙烷预制柜式气

体灭火系统。

4 正向设计流程

4.1 前期

确定模型单元的集合表达精度和信息深度，明确三维出

图范围。本项目模型深度应满足施工图 LOD300。给排水专业

模型主要包括：管道、管件（弯头、三通、四通、变径、伸

缩管等）、管道附件（阀门、仪表、雨水斗等）、水泵、水

池水箱、热水机组、卫浴、消防器材（消火栓、喷淋、灭火

器等）。建模过程中按设计要求完成空间定位、几何尺寸表

达要求以及属性信息。本项目给排水专业模型出图范围如下

表：

施工图设计模型出图范围表（给排水）

图纸类型 模型出图 二维出图

图纸目录 √

设计说明 √

主要设备材料表 √

图例 √

各类系统图 √

各层各类平面图 √

水泵房等设备用房详图 √

卫生间详图、轴测图 √

4.2土建专业第一次提资

建筑和结构专业提供第一版模型，模型包括建筑轴网、

标高、各层的墙、柱、地面、楼板、屋顶、避难层房间布置。

4.3机电专业第一轮建模

土建专业继续深化模型，机电专业完成管线的第一轮建

模。给排水专业此阶段模型包括各楼层主管竖向管线和水平

管线布置。消防水泵房和生活水泵房内设备布置。

4.4第一次合模

此阶段是在第一轮建模的基础上，建筑、结构、水、电、

暖以及弱电六个专业进行第一轮交叉碰撞检查，碰撞检查通

过 Revit 自带的碰撞检查功能，明确各个专业之间主要管线

碰撞问题；展开专业协调会议，讨论解决碰撞问题，并反馈

修改在模型上面。

4.5第二轮模型

各专业继续细化模型，增加支管布置，增加管道附件及

阀门，增加喷头、消火栓、水炮等消防器材布置，设备连接

管及其附件，使模型满足最初制定的深度要求。

4.6第二次合模

在第二轮摸型的基础上，建筑、结构、水、电、暖以及

弱电六个专业进行第二轮交叉碰撞检查。同时展开专业协调

会议，讨论解决碰撞问题。

4.7深化建模，完成注释出图设计：增加尺寸标注、图面注

释等

4.8模型导出二维图纸

（1）通过探索者三维导出软件：三维 MEP 数据导出 For

Revit2019，将最终模型导出相对应的二维图纸。

（2）检查并调整图纸，使其满足施工图质量标准要求。

4.9图纸校审

（1）二维图纸提交校审，完成校审意见修改。

（2）将修改内容反馈到摸型上复核。

4.10图纸审查

（1）完成图纸打印签字流程，提交图审公司进行图纸

审查。

（2）完成图纸审查意见修改，并反馈到模型上。

4.11正式出图

5 BIM 模型应用：管线综合优化举例

十二层和二十四层为塔楼避难层，同时也是主要设备

层，设有生活转输水泵房、消防转输泵房、湿式报警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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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机房、电梯机房、空调机房、排烟机房以及正压送风机

房，设备用房均设置在建筑平面外圈，与核心筒之间的走道

宽度为 1.9 米。给排水、暖通、电气专业管道均在本层转换，

管道需在设备用房与核心筒之间走道上方（走道宽度为 1.9

米）安装，部分管道需进入核心筒管道井内，且核心筒大部

分为剪力墙结构，无法穿越。本项目通过 BIM 正向设计，在

施工图阶段解决此类管综碰撞及管道排布问题，合理利用空

间，优化净高。局部管道布置如下图所示。

十二层复杂位置 BIM 模型

二十四层复杂位置 BIM 模型

6 总结

正向设计让我们尝试了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将 BIM 应用

于施工图设计阶段，通过对管线的优化布置，对设计质量的

提高提供了帮助。但是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1）受软件的制约，三维导出二维图纸图面表达不符

合线性出图标准，需要重新修改整理图面。

（2）由于现阶段校审和审查无法直接在三维模型上进

行，二维图纸修改后，需再次重新修改模型；相反，Revit

的模型变更也会导致二维图纸重做，这与BIM正向设计中“模

型与图纸自动联动修改”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3）族库的不完善及软件的不成熟，使正向设计的制

图效率远远低于传统 AutoCAD 软件，本项目工程中需要的人

力投入约为二维设计的 2 倍，时间成本约为二维设计的 3 倍。

期待随着行业的发展和 BIM 技术的提升，现代工程项目

对项目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业主一直在寻找一个建设管理

手段，能够将负责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设计信息，施工过

程管理和运维管理链接起来，对项目成本、质量和进度严加

管控。BIM 技术的出现和不断发展，为业主提供了全新的管

理理念和管理手段，将从工程项目的组织、管理、实施流程

和手段等多方面进行系统的把控，实现项目全生命期信息的

共享和传递，从根本上消除信息的流失和交流的障碍。BIM

的诸多优点决定了 BIM 是未来发展的方向，随着 BIM 正向设

计技术研究逐步深入和软件的逐渐完善，期待 BIM 技术推动

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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