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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随同公司同事一起外出考察其他类似工程项目，所观所闻无不感觉

到我们与他人的差距。本文就其中的机电工程管线综合一题简单阐述自己的所想

所悟。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建筑业的发展，人们对工作生活环境的需求不断提高，我

们的建筑功能也越来越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消防、暖通、强电、通信、给

排水、智能化等等各种专业系统都需要在我们有限的建筑空间内布置，却各自为

战，没有综合考虑各系统之间的影响，进而导致施工过程中，管线打架、遗漏、

拆改返工甚至导致不能满足验收条件或使用功能等问题。由此，管线综合优化的

命题被提出来。

一、管线综合的目的

管线综合是将建筑物中的暖通管道、给排水管道、消防管道及强弱电桥架等

所有占据顶部空间的大型管线进行合理布置，例如：检查碰撞避免拆改、不同专

业管线共用支吊架、检查管线遗漏、合理排布管线减少投入等等。通过优化，最

大限度地协调各安装专业之间的问题，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能够提高工程

质量、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提升观感、方便后期运维。

1、发现并解决机电专业蓝图中出现的疏漏。由于各专业系统大多由不同的

设计人员独立设计完成，专业之间协同不到位，即可能出线疏漏。举个例子，平

面布置的通风管道宽度大于 1200mm 时，其风管下部需要设置喷淋喷头，以有

效覆盖灭火范围。由于通风和喷淋的图纸没有实现综合，喷淋的设计人员在平面

图中没有体现这部分的管线，若是遇到经验不足的施工人员，容易遗漏这部分管

线导致验收不合格。

2、发现机电系统和其他专业的冲突。由于机电安装工程在整个项目中所占

的比例不大，往往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很多专业之间尚未协同到位就跟

随主体结构预留预埋。待各专业设备管线进场时发现管道冲突，调整后发现在之



前的预留预埋完全不能用。特别是遇到不能穿越的功能房时需要避让布置导致工

程量增加，例如桥架电缆，小则几十元每米，大则几百元每米。

3、合理排布机电设备及管线的位置走向。建筑物内的机电管线进行最佳排

位，最大程度减少管道所占空间，提高利用率的同时，减少人材机投入，有效降

低成本。

如若实现管线综合，以上问题都将提前发现并解决，一来提高预算精度，有

利于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把控；二来减少施工过程的变更，减少成本投入；三来管

线的布置合理，在观感上提升一个档次，也方便后期物业管理。

二、管线综合的手段

1、基于 BIM 技术手段。 通过 BIM 软件创建项目各专业的三维模型，建模

过程中利用协同工作实现各专业的模型整合实现各个专业的图纸能够以同一个

三维模型的形式体现出来。各专业设计人员再利用此模型进行专业管道之间的碰

撞检查、合理布置、调整修改。通过模型整合，我们可以清晰直观的发现各专业

管道之间的影响，减少各自施工时管道拆改、相互扯皮的问题。

2、基于 CAD 软件汇集手段。目前受 BIM 的普及和效益的局限性，很多项目

很难实现模型化。考虑我们住宅项目的管线并不十分复杂，因此可以利用我们目

前技术比较成熟的 CAD 软件汇集手段进行管线综合。施工单位工程师施工前将

各个专业的 CAD 图纸集中在一张图纸中，并通过图层关闭等功能可以直观的反

映建筑内部各专业机电管线的走向。通过抓大放小的检查方法，依照相关规范合

理避让和排布实现管线综合优化。特别关注专业管线密集区，由于管线密集，一

旦出线碰撞需要考虑的专业较多，调整的空间也受到局限，这类地方往往就是拆

改的频繁区域、增加成本的敏感区域。

三、管线综合优化原则

管线综合优化须遵循相关规范，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依照以下几个原则来布

置管线：

1、小管让大管。从造价的角度考虑，小管道的造价会比大管道造价低，发



生的变更费用更低；从施工的角度考虑，小管道占地小，可操作的空间更大，

更易于施工。

2、有压管让无压管。无压管大多是利用重力流来实现流体输送目的的，需

要靠一定的坡度，因此不能盲目调整无压管标高，否则流体无法输送。

3、线槽应在水管的上层或水平布置时要留有足够空间。

4、管线综合力求管线少交叉，尽可能减少协调和管理难度。

5、充分利用梁内空间，交叉时若能放到梁内空间，则能使各种管线尽可能

抬高，增加可操作空间。

6、保证管道间距的同时，尽可能多的在同一层面上排列管道。

7、电气管线在上，水管线在下；给水管线在上，排水管线在下；风管尽可

能贴梁底安装。

8、水系统管路不允许进入电气用房，如高低压电房，控制室，电梯机房。

9、为避免电磁场效应，在联合支架绘制过程中，如果强、弱电共架，需保

证桥架不小于 300mm 间隙。

优化的原则还有很多，结合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以上是比较常用的几个原

则，其余的不再赘述，总之任何优化方案都不能违背相关规范。

管线综合技术在工程建设中处于设计与施工的中间环节，涉及多种专业，具

有综合性强，涉及因素多的特点，因此需要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具备专业的知识

和丰富的经验，同时要求各专业之间协同工作提高管理水平，真正实现效益最大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