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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Revit在房建基坑模型的应用研究
□  刘  帮    许敦悦    王  璠    陶余兵    陈  宽    王守钱

[摘  要] 房建基坑因受深度的应用，支护结构很是复杂，包含框格梁、锚索等多种支护形式，创建模型过程非常复杂，如何使用

BIM技术也是一个难题，本文从以上两个维度进行详细介绍，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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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该项目为房建项目，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由于场地

受限，场地地面标高为1051.00m～1079.36m，拟建场

地工程环境较为复杂，边坡具有一定的放坡空间，高回

填区无法完全放坡，需采用抗滑桩方案。具体支护形式

抗滑桩+2道8束锚索+桩间板或挂网喷浆、300×300格

构梁+4束锚索，同时1058.200m以上永久边坡采用C25

混凝土面层，厚150mm。双层双向钢筋网Φ8@200。

1058.200m以下临时边坡采用C20混凝土面层，厚

100mm。单层双向钢筋网Φ8@200。

2  建模思路
一是按照创建土建模型习惯创

建轴网和标高。其标高和房建标高有

些区别，标高采用不同防护结构类型

进行设置；轴网以基坑不开挖基础为

边界进行划分。边界是以地基最大的

基础进行划分，主要为了方便后续创

建空心模型。二是创建相关族。如锚

索、锚杆、钢筋网片、钢筋等一系列

不方便建模的构件，均要通过族来提

前创建[1]。创建族还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是否形成企业族库，方便类似项目

直接插入使用。三是创建山体，确定

相关构筑物的位置，从下而上创建。

如果基坑体量比较大，可以做段高程区域山体，然后再

创建相应的支护结构。不用创建整个山体，只创建需要

进行施工的部分山体。四是对结构进行定位，运用陈

列、插入等操作将基坑模型完善。

3  建模操作流程
（1）标高和轴网可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可设置多

个轴网，也可在关键节点设置，但是标高建议根据支护

形式进行设定，对于把握不准的距离均设置辅助线。创

建模型后，辅助线会自动消失，不会对模型产生任何影

响，可方便查看并修改，避免不同构筑物遮挡影响视图

调整。

（2）族创建，这里以最复杂的锚索和框格梁进行

说明。先创建锚索，再创建混凝土结构。锚索采用拉伸

命令进行创建，需要注意角度和数量，角度要求在里面

创建，数量则从平面开始创建。然后对盖帽、混凝土结

构进行拉伸创建，如不方便查看，可多创建几个视图，

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不同的构筑物。

先创建混凝土框格梁，再创建锚杆。因框格梁相交

的位置是放置锚杆的位置，只要框格梁定位准确，那么

锚杆位置就准确，锚杆采用拉伸进行创建。框格梁混凝

土结构可直接在项目中进行拉伸创建，而锚杆则需另外

创建公制常规模型才能创建完成。分别创建一是为了保

证模型的准确率；二是为了保证后续进行材质赋予时，

可以保证材质的区别。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出具效果

图时，如果材质无法进行细分，效果图就会很差，看不

清楚分布构件的装饰材质，所以需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

创建。

图1  主要技术流程

图2  锚索平面图

化在哪里，无处可寻。

历史没办法重蹈覆辙，剩下的几处较为具有代表性

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最能

体现和代表传统柳州人日常生活状态的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空间环境里的老房子，演绎着一代代人平凡生动的

故事，让人终生难忘、无法释怀。为了让曙光西路历史

文化街区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重视。

5.1  认知与宣传
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是比较典型的“活态遗产”

集中区，但“活态”的特点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

也只是将“活态遗产”作静态处理。在2016版《柳州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初步成果中强调了历史文化

遗产的静态展示。同时，对于居民有关于街区保护的认

知，也需要由上而下的进行宣传，要让柳州人在认知上

知道：这里是柳州的历史见证地，这里是柳州人的生

活记忆，这里是柳州人寻找乡愁的地方，这里很“柳

州”，这里很有味儿。

5.2  加强公众参与
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重视公众的参与性，没有公

众的密切参与，政府有关政策的落实非常困难。历史文

化街区的保护工作首先应当得到居民和公众的支持，尤

其是保护区内的居民，他们有权力参与到改进保护区的

活动当中。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宣传，告诉居民和

公众政府在做什么、能做什么、有什么意义等，要将宣

传深入到家喻户晓，让每个居民知道并且具备自觉的保

护意识，加强公众参与，才有可能将保护区内物质遗产

与非物质遗产鲜活地传承和发展下去。

5.3  不干预、少干预
不干预、少干预主要是针对街区内居民日常传统生

活方式而言。在不改变街区传统网格和建筑肌理的前提

下改善居民生活环境，逐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

民能够在街区内继承、延续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对他

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不要过多地干预或者不干预，尽量由

其随着时间的变迁自由的生长和叠加，这是较为有效的

活态保护方式。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历史的承

载体和人类记忆延续的组成部分，要传承和延续至我们

的后代，不仅仅要保护它们的物质层面，更多地应当保

证街区具有持续的活力，活态保护是未来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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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很少且两者之间有多种格式可以互导，大大降低数据

流失率，进一步地保障效果图质量。

5  结语
本文以实际施工图纸进行模型创建和模型应用，整

理出建模步骤和实际应用点，并对每个建模注意事项和

流程进行详细说明，可满足房建基坑建模要求，对建模

后的施工应用点进行详细的说明，该应用点均结合现场

实际应用情况进行说明。今后将继续研究BIM技术在实

际施工中具有与之特点相匹配的功能，也会根据项目的

特点和业主要求进一步研究BIM技术在房建主体、机电

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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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附属设施创建，防撞护栏、防护棚等其他附

属设施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创建。一是在模型库里查找类

似模型进行修改，在网上族库下载的模型会经常遇到参

数化管理出现问题，很少能够找到完整的模型；二是

自建族的方式进行模型创建，建议采用比较方便和简单

的内建模型方式进行创建。对于防护棚等临建设施则建

议采用草图大师进行创建。内建族一般选择常规模型进

行创建，内建族模型创建主要的作用在于模型融合度较

好，因为该地基基础构件较多，如采用外部结构，构件复

杂容易造成软件卡顿，所以宜采用内建模型进行创建。

（4）组装、放置结构模型。需从多个平面进行放

置，放置完成后在三维视图里面查看该模型是否满足要

求，如果不满足要求则需要更进一步调整。在组装软件

时需注意：Revit无法对碰撞模型进行显示，所以在进

行模型组合时通过不同的立面进行检查，这就对高程、

尺寸标注要求特别高，需注意锚索插入土体长度和预应

力张拉设备的尺寸，因为模型是针对施工阶段的模型，

创建的BIM模型能够直接指导施工。

笔者建议组装先从正立面设置高程辅助线，然后

从左到右设置高程辅助线，检查完三个界面后，对钢筋

和内部锚索应采用创建剖面名单方式进行细部调整，最

后进行三维模式调整。Revit提供几种显示样式进行查

看，应从外部到内部一层一层地进行隐藏查看，查看模

型均设置为隐藏，方便查看后续模型，务必保证模型的

准确性。

4  BIM技术应用
4.1  三维交底

针对复杂节点模型可进行深入交底，从多个维度、

多个方面进行交底，同时，还可以导入现场APP实时查

看。相对于传统的施工技术交底，一是不采用传统二维

手段进行交底，二是可实时查看非常方便，三是不会出

现词不达意、指示不明的情况。

三维交底应用在施工阶段较多，也最贴切现场实际

情况，特别在房建施工领域，涉及构件和结构较多，且

图纸比较复杂，通过三维技术交底可减轻工程技术人员

识图看图存在的困难。

4.2  材料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材料是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而

通过BIM模型则可以事先导出材料清单，掌握基坑开挖

所需的材料及数量。BIM模型含有数据模型，点击模型

可查看当前材料的种类和数量，在检查或者计划时进行

查看，Revit可以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出具各种材料单和

领料单，可满足现场实际施工情况。

4.3  效果展示
Revit模型导入到Lumion中可以开展各项渲染、动

画制作。通过FBX格式，信息丢失率比较低，而且还能

对单独区域进行材质赋予；已经设计好的场景还可制作

成照片和动画， 且动画可以进行运动。在制作动画时

不仅是窗口在变化，车辆和行人都可以按照设置好的运

动轨迹进行运动。

通过Lumion可以对已经创建好的BIM模型进行多

角度展示，在出具效果图和概念图时较好，而在施工阶

段主要是用于建成效果图展示，通过改图可以直观地看

出建成后的实际样子。Revit和Lumion互导时，数据丢

图3  锚杆示意图

图4  整体模型示意图 图5  基坑模型Lumion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