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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三维设计出图研究
孔祥宇!&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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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我院土建专业全新设计方案# 目前国内土建专业设计主要依靠手绘B6T施工图纸%三维设计软
件主要是协助设计手段%两者之间没有建立起数据桥梁%造成三维设计两层皮现象%使三维设计这一先进手段在
土建专业没有发挥其优势%反而增加土建设计人员工作量# 国外设计公司的三维设计软件和B6T绘图之间也并
没有直接实质性的数据交换%本方案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外设计流程中的空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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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目前国内外土建三维设计出施工图应用现状
现阶段国内土建专业三维设计在电厂应用中主

要是碰撞检查%配合其他专业验证设计的合理性# 土
建图纸依然是手绘B6T施工图%三维设计软件只是
协助设计手段%三维设计和出图之间并没有实质性联
系%使三维设计这一先进手段在土建专业没有发挥其
优势%反而增加土建设计人员工作量# 通过调研发现
国外设计公司的三维设计软件和1<+绘图之间也并
没有直接实质性的数据交换%在这种现状的驱使下%

萌生了攻克土建专业三维出图的想法%通过本课题的
研究填补了国内外设计流程中的空白之处%拓宽了土
建三维设计思路并优化了设计流程#

< 主要研究内容
通过本研究的全新设计出图流程%把设计完成的

三维模型!KTS.数据"按现行制图标准绘制成施工
图# 能够有效地去除了土建人员的重复劳动%只要在
KTS.上面设计好模型%与其他专业配合完成后%就可
以自动绘制施工图%不再需要回到二维软件中重复绘
制施工图%在进度和质量上用信息手段给予保障#

= 技术方案
本次研究的新型出图方案是利用现有软件载体

作为技术基础%通过KTS.软件进行三维数字化设

计%设计完成后通过三维设计出图软件直接从KTS.

的模型中提取所需绘图数据%绘制土建结构平面布置
图%并且在模型发生变化后自动更新图面# 此次技术
方案为国内首创土建三维绘图方案%第一次把三维模
型按现行制图标准绘制成施工图# 该方案中使用的
全新设计思路与设计模块彻底改变了土建人员的工
作模式%由二维工作模式转换为三维工作模式%从而
大大提高了土建人员的工作效率%使得整个设计专业
的效益得到提高#

=5< 操作平台的选择
本次土建三维设计出图方案选选择了三个平台$

KTS.三维模型设计平台!图%"'6(/4B6T绘图平台
!图C"'.iD.2Z20数据平台!图#"#

!%"三维设计平台介绍
我院目前使用的三维协同设计平台是英国

63836公司36dF698K*<,/T2=)-, .P=/2;系统%简称
工厂三维布置设计管理系统# 这套系统从#$$C年开
始使用至今%在我院很多电厂设计中都广泛使用%是
一款稳定可靠'高效的三维设计软件#

!#"绘图平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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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绘图平台使用6(/4T2=V公司的B6T平台%

是目前主流的绘图平台%使用的版本从B6T#$$!'

B6T#$$G至B6T#$%#版本#

!C"数据平台介绍
本次技术方案我院使用的是KTS.中KSD数据

库平台%绘图软件开发所使用的为.iD.2Z20数据库
平台%.iD.2Z20数据库是美国S)104=4Q/公司推出的一
种关系型数据库系统# .iD.20Z20是一个可扩展的'

高性能的'为分布式客户机[服务器计算所设计的数
据库管理系统%可充分利用Y),+4U=dF的优势%实现
了与Y),+4U=dF的有机结合%能够为本次课题提供完
整的系统解决方案#

绘图处理部分使用了F.KF数据中心进行绘图处
理%为此次方案量身打造了最终出图绘制模块%结合
我院前期软件与模块%最终实现B6T绘图#

图%&KTS.平台

图#&.iD.2Z20平台

图C&6(/4B6T平台

图!&绘图流程示意图

=5= 三维设计出图的流程
通过绘图流程示意图!图

!"可以看出%这次全新的设计
方案是一款三方平台数据顺畅
流动的技术方案%由KTS. 进
行三维模型设计之后将数据推
送至.iD数据库中%再利用
F.KF数据处理中心进行绘图
处理%最后在B6T平台上完成
施工图的绘制#

不仅达到了从三维模型到
绘制施工图的目的%更是在保
证数据准确无误的前提下%能
够自动套用我院提供图框'图
签栏%绘制平面'剖面图%图面
表达清楚%各项标注能够自动
避让开%在后期升级版图中%能
够自动标注出升级版内容%和
旧版之间的图面比对#

这种数据流动中%不仅达
到了三维模型与二维图纸之间
的传递%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无
需人工干预%自动绘图达到施
工图深度的要求%这是这次技
术方案研究中的技术亮点%能够避免后期的二次
加工#

> 结论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在土建专业应用上%使我院

KTS.三维平台与B6T二维设计平台之间顺利地建
立起了一座桥梁%土建专业通过外专业提资接手%直
接通过结构设计配合相关计算软件计算%直接从模型
绘制施工平'立面B6T图纸#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设
计体系(%)

# 并且在提高了三维模型的利用率的同时%

也减少了土建专业的绘图量# 在多专业协同设计配
合之后%直接从KTS.平台中提取土建专业相关卷册
数据%选择所需要绘制的卷册内容%经过简单的操作
就能够绘制成施工图成品%这在国内外现状中也处于
非常领先的技术水平# 使现有的设计流程得到了一
个很大的突破#

? 成果应用或推广价值
这项科研成果的完成%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很大

程度上拓展了土建专业人员的设计思路%也使以往的
平面设计转为真正的三维设计%模型与设计不脱节%

在绘制施工图的过程中缩短了绘图时间%提高了设计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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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成果不仅能应用于我院的电厂设计%在其他
的土建行业领域同样适用%应用推广前景广阔%是一
项很有价值的科研项目#

以上所述跨平台实现方案为国内首创方案%该技
术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设计流程效率的问题%并且为设
计人提供了有效便捷操作方式%同时还在图形平台上
存放了工程的最终数据结果# 这在后期的应用和优

化上提供了更多的设计思路%相信这种全新的设计思
路在电力行业的其他应用中也能够取得很大的拓展
空间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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