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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在某岩土工程案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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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BIM 技术应用是未来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的方向，其集工程领域内各专业为一体，有效的指导项目规

划、设计、施工及后期运营等，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现阶段由于软件开发及应用条件等诸多限制，BIM 技

术发展有一定滞后。本文通过某具体工程，采用理正、Autodesk Civil 3D、Revit 软件，建立了该项目的岩土工程

BIM 模型，结合勘察资料及周边环境，建立基坑支护模型，模拟动态施工，不仅实现三维立体支护效果，同时可

分析支护结构碰撞问题，亦可提供施工工期预估时间，指导后续施工工作。本文对后期 BIM 技术在岩土工程中

的应用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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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a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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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in the 

future. It integrates various engineering specialties, effectively guides the project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later 

operation, and realizes lifecycle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At present,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BIM technology lags behind. Based on a project,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BIM model using Lizheng, Autodesk Civil 3D, Revit software. Combined with the survey data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foundation pit support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simulate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which not only realized the three-dimensional support effect, but also analyzed the collision problem of support structure, 

and also provided the estimated construction period to guide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work. This articl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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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传统的勘察设计工作中常用二维信息数据，随

着当今建设项目的复杂性增加，采用有限勘探点的

岩土工程二维信息数据实际上已无法满足结构设

计、数据查询、风险规避等众多方面的要求，只有

通过三维可视化表达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是建筑学、工程学及土木工程的新工具。它不仅可

以在设计中应用，还可应用于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

命周期中；用 BIM 进行设计属于数字化设计；BIM

的数据库是动态变化的，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在更

新、丰富和充实；为项目参与各方提供了协同工作

的平台。为较大、较复杂的项目设计提供便利。 

本文通过对某工程项目的勘察及基坑支护应

用 BIM 技术。地层信息得到较好的展示，立体展现

地层条件，实现勘察报告的三维化展示，基坑支护

效果也得以体现，提高了勘察设计的技术水平。 

1  工程概况 

1.1  基本概况 

项目位于滨海地区临海区域，基坑开挖深度

14～15 m，考虑周边环境及施工空间等条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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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排桩+锚索、双排桩+锚索、放坡联合支护形式，

地下水控制采用止水帷幕。 

1.2  工程地质条件 

拟建场地表层为素填土，其下依次为杂填土、

素填土、黏土、含黏性土角砾、碎石土、全风化斜

长角闪岩、强风化斜长角闪岩、中风化斜长角闪岩。 

拟建场区地下水类型为：孔隙潜水及微承   

压水。 

2  BIM 技术应用 

2.1  工作思路 

（1）三维地质建模 

建立反映地质构造形式及地质体属性变化的

数字化模型。 

（2）地质模型应用 

利用三维地质模型进行岩土工程分析，辅助业

主、设计院及施工单位进行科学决策和规避风险。 

（3）建立 BIM 模型 

建立基坑支护结构以及周边（构）建筑物的

Revit 模型。 

（4）BIM 模型应用 

检查支护结构是否与周边建（构）筑物冲突，

同时利用模型进行施工进度分析，对基坑施工进行

立体化、信息化的指导。 

2.2  地质模型建立 

将原始勘察数据导入理正勘察三维地质软件

中，形成三维地质模型建模数据，然后采用

Autodesk Civil 3D 形成三维地质模型，结合卫星地

图，形成地表影像。建立块状三维地质模型，详见

图 1，反映整体地质结构。 

根据不同钻孔的土层信息，建立层状三维地质

模型，详见图 2，模型反映地层的层顶及层底变化，

可直观看到地层起伏情况，同时为后期工程桩的设

计长度提供准确参考。 

图 3 为地下水水位云图，根据勘察钻孔中的地

下水位数据，建立整个场区的地下水水位云图，反

映场区整体地下水水位的变化。 

为更好反映三维地质模型、主体结构以及周边

环境情况，明确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可采用

BIM 软件将三者结合到一起，直观了解现场地面及

地下情况，详见图 4。 

2.3  基坑支护模型 

图 5 为基坑开挖图，通过模型可直观展示基坑

整体开挖后支护范围内的地层，同时也可以反映基

底地层的均匀性。 

图 6、图 7 为基坑支护 BIM 模型，展示了整体

基坑支护结构，明确支护结构与周边环境之间的相

对位置关系。东侧临近高层建筑区域采用双排桩支

护，其他区域采用单排桩锚支护，北侧考虑与已建

公寓楼连接，基底高差采用排桩悬臂支护。 

2.4  碰撞问题分析 

通过 BIM 模型，可有效解决支护锚索与地下工

程桩的碰撞问题。图 8 为锚索与桩基的碰撞分析模

型，通过调整锚索位置及角度，可有效规避锚索与

已建建筑基础下桩基的碰撞风险。图 9 为模型的碰

撞分析。 

图 10 为加油站区域的 BIM 支护模型，场地西

侧紧邻一加油站，基坑支护应采取措施保证加油站

地下管线及构筑物的安全。针对加油站区域的基坑

支护，设计与项目部沟通后，适当调整锚索角度，

规避地下构筑物。锚索进入加油站区域埋深 11～ 

15 m。 

2.5  施工工期 

图 11 为 Navisworks 工期预估，根据当地施工

情况，输入相关数据，可得到可靠的施工工期预估

情况。 

 

图 1  三维地质模型 

Fig. 1  3D geological model 

 

图 2  层状三维地质模型 

Fig. 2  Layered 3D geolog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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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下水水位云图 

Fig. 3  Contour of groundwater level 

 

图 4  地质模型+周边环境+拟建建筑 

Fig. 4  Geological model+surrounding environment+ 

building in planning 

 

图 5  基坑开挖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foundation pit excavation 

 

图 6  实体地层+周边环境+基坑支护 

Fig. 6  Stratum+surrounding environment+foundation pit 

support 

 

图 7  Revit 模型+周边环境+基坑支护 

Fig. 7  Revit model+surrounding environment+foundation  

pit support 

 

图 8  锚索与桩基碰撞分析 

Fig. 8  Analysis of collision between anchor cable and pil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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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基坑拐角处锚索碰撞分析 

Fig. 9  Analysis of anchor cable collision at the corner of 

foundation pit 

 

图 10  加油站区域基坑支护模型 

Fig. 10  Foundation pit support model near the gas station 

 

图 11  施工工期预估 

Fig. 11  Estimated construction period 

3  结    论 

本文根据实际工程，建立了勘察及基坑支护

BIM 模型，通过三维展示，直观展现了场地地层及

支护情况，得到较好的效果。 

（1）本项目突破三维地质模型只能在指定建

模软件中查看的瓶颈，建立了在 Autodesk 各软件中 

进行通用编辑的三维地质模型，体现了三维勘察成

果在设计施工中的使用价值，方便模型的后续使

用。 

（2）利用 Civil 3D 对模型编辑，结合岩土工

程勘察分析评价，可以从多角度、近距离立体展现

地层条件，实现勘察报告的三维化展示，大大加深

了业主、设计院、施工单位对场地地层条件的认识，

提高了勘察单位的技术水平以及设计地位。 

（3）利用 Revit 建立基坑支护模型，模拟施工，

尤其是解决锚索与周边已有抗浮桩冲突的问题，这

相当于一次精确的图纸会审与交底，重点关注施工

中的难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从而编制科学的施工

方案，制定合理的施工措施。 

（4）未来计划将三维地质模型、地上地下结

构、倾斜摄影模型统一结合，更加完整、立体展示

勘察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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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第二届地下空间开发和岩土工程新技术发展论坛（二号通知） 

一、会议主题 

本次会议的主题将重点围绕地下空间建造、运

维中的岩土工程问题和岩土工程新技术进行讨论

交流。会议交流内容包括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分析

与计算、地下空间施工技术、地下管廊和轨道交通

中的岩土工程问题、测绘工程、信息化技术应用、

检测技术、建造和运维监测技术等。主要议题如下：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岩土工程勘察、设计、

施工、监测问题； 

大规模地下空间、隧道等施工和运营中的岩土

工程问题；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和监测领域的新技术、新工

法和新设备； 

复杂基坑、基坑群工程设计理论与实践及其新

进展、行业的发展趋势； 

地下空间建造和运维的信息化新技术； 

地铁、隧道、综合管廊、地下商城等设施的防

水、防腐关键技术。 

二、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8—20 日（9 月 18 日 

 

报到注册，19—20 日正式会议）。 

会议地点：杭州中豪国际大酒店 

杭州市江干区环站东路424号（近杭州火车东站） 

酒店联系电话：0571-86988855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建筑学会工程勘察分会 

中国建筑学会地下空间学术委员会 

浙江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杭 州 考通 网络 科技 有限 公 司、 岩土 网

（www.yantuchina.com） 

四、会务组联系与报名 

中国建筑学会工程勘察分会/中国建筑学会地

下空间学术委员会 

联系人：徐前，刘永黎 

电话：010-84041273 

杭州考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岩土网 

联系人：倪虹群   

电话：0571-89719830，1358837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