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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工结构作为建筑施工图纸设计中的重要部分,其设计比较复杂,且实践的施工过程存在一定难度。为降低水工结构

的施工难度,需要充分利用布筋设计方法,以此实现水工结构的全自动布筋设计,使水工结构的设计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同时,

将布筋设计方法运用到水工结构设计中,既能够提高设计质量,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使建筑设计更具有科学性及有效

性。鉴于此,本文就针对水工结构全自动布筋的设计方法进行探究,希望能够有效提高建筑设计的工作效率,为建筑施工的顺利

开展提供有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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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新的设计技术和方

法被应用到建筑设计领域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建筑设计

的效率及质量,使建筑设计的实施效果得到保障。而全自动

布筋设计是一种新的设计方法,能够在利用 CAD 技术的基础

上,将传统的二维交互设计模式发展向三维可视化设计。同

时,水工结构具有复杂多变等特点,通过全自动布筋设计方

法能够帮助设计人员更好的完成设计,通过施工要求及施工

方案进行全方位的估测,进而设计出合理的施工方案,确定

布筋的范围及方向,以模拟仿真系统构建出立体的钢筋结构

模型,为工程施工的开展提供有利依据。 

1 水工结构全自动布筋设计方案 

1.1 全自动布筋设计方法概述 

在研究全自动布筋设计方法的时候,需要对切面、钝点

和环等三个概念进行解释。就切面设计来说,就是在建筑结

构中,沿着钢筋布线的方向做好平面铺设工作,确保钢筋的

方向与切面的法线是平行的。通过对切面进行结构体表面和

钢筋间距的交运算,进而获得交线集,该交线集就是原始钢

筋线。就钝点方面来说,其主要是指环上的某个点,而钝点对

线段的要求为两条线的实体侧夹角要高于 180°。就环这一

方面来说,有序线段的集合就是环,在环的首点和尾点出现

重合的时候,可以将其称之为闭环。同时,在了解切面、钝点

及环的同时,也要懂得对其进行判断,比如对钝点进行判断

的时候,可以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对某个点相邻

的线段进行延长,当延长之后的两个端点处于混凝土结构中,

则可以判断这个点就是钝点,反之就不是钝点。总之,只要能

够判断出向交点方向延长之后的端点位置关系,就能够实现

对钝点的正确判断,且这种方法不再需要去逐个选面,能够

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1.2 钢筋建模 

钢筋建模是水工结构全自动布筋设计过程的关键环节。

在进行钢筋建模的时候,需要对钢筋构造的自动化程度进行

提升,进而实现三维可视化的钢筋建模,便于工作人员进行

实际的操作。若是钢筋构造的自动化程度较低,将直接影响

到建筑施工的整体效率及质量。就当前来看,三维造型的方

法较多,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①扫掠。这种方法要借助

两个平台的配合,在不同且不平行的草图中完成扫掠轮廓线

的绘制,将其沿着扫掠如今线进行扫掠,之后形成扫掠实体。

②拉伸。在进行施工图设计的时候,设计人员要在拉伸草图

平面上进行拉伸轮廓线的绘制工作,在绘制出一个闭合的拉

伸轮廓线后,沿着草图垂直方向进行轮廓线的绘制,并形成

拉伸实体。③放样。在某个草图平面上进行放样轮廓的绘制,

在绘制出一个闭合的放样轮廓后,做好平滑放样工作,并形

成一个放样实体。 

在水工结构施工过程中,以上三种方法都具有各自的运

用优势,在使用要求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区别,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对其进行合理选用。从某个角度上来讲,钢筋在水工结

构中的作用就像是人体构造中的骨架,所以钢筋建模的主要

目的就是保证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及实用性,为建筑物的投入

使用奠定良好基础。 

1.3 钢筋线创建 

在创建钢筋线的时候,无法将所有钢筋上的混凝土连为

一线,为避免在钢筋线受力拉开后,出现混凝土崩裂的情况,

需要对混凝土进行断块处理,并做好混凝土的延长处理。在

钢筋环上的点超过钝点或两者相同的时候,可以开展连接工

作。一般钢筋的首尾端点都是钝点,在针对钢筋进行连线处

理的时候,必须要针对钝点进行合理处理,比如利用剪刀筋

处理的方法对相邻的原始钢筋线进行处理,进而设计出一个

较为完整的钢筋框架,为工程施工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利基

础。通过研究可知,在一个切面与结构面形成的钢筋线环中,

只需要对切面进行适当的处理,就能够得到一个满足设计要

求的完整钢筋线。比如对相邻的原始钢筋线进行剪刀筋处理

或连接处理,进而实现设计的目的。而这就意味了在确定好

钢筋的配筋范围及起始范围之后,可以利用计算机构建出结

构体各个表面在该范围某个方向的所有钢筋,既能够防止出

现漏面情况,也能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2 水工结构全自动布筋设计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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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原始钢筋线的生成 

钢筋线的生成是水工结构全自动布筋设计过程的重要

内容,其直接决定着钢筋线的采编,对后期的钢筋线布置也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进行钢筋线的布置过程,设计

人员要充分考虑到以下几点注意事项：①确定切面的位置。

就目前来看,钢筋线的生成过程较为简单,主要就是对切面

和建筑结构的表面上的点进行结合,通过相互连线生成钢筋

线。为保证钢筋线的位置具有准确性,需要在设计环节找准

切面的位置,只有保证切面的位置具有准确性,才能够保证

后期结构设计的质量。②确定钢筋的配筋范围。对于钢筋的

配筋范围,需要先扣除首尾端的保护层厚度,之后除以钢筋

的间距,进而获得切面的数目。在获得调整后的间距后,应按

照实际间距对切面的位置进行确定。③确定布筋的起始范

围。为保证设计质量,需要格外注意布筋起始范围,且这个范

围要预留一定的孔洞,保证孔洞边缘具有一定的厚度。 

2.2 钢筋线连接 

在确定好钢筋的起始范围后,切面与钢筋生成一定的交

线,这些交线是一些孤立的线段,想要实现钢筋线的连接,就

必须要对原始钢筋线的首尾进行连接,使其成为一个连贯的

线环。在形成一个整体线环后,设计人员要及时确定钝点,

在确定钝点后,需要在环的某个边上进行逆时针的搜索,直

到确定另一个钝点,将其连接成一个整体线串,并形成完整

的钢筋,之后在剩余的钝点进行再次搜索,直到环上的所有

边都被搜索,通过重复这个步骤完成布筋工作。 

2.3 钢筋分组 

在水工结构全自动布筋设计过程中,应结合具体的建筑

要求进行施工方案的设计。一般在设计施工方案的初步阶段,

设计人员需要仔细做好钢筋的分组工作,并做好方案后期的

处理和布置工作。在针对钢筋进行分组的时候,设计人员需

要严格遵循以下几点要求：①钢筋分组段的上面要相同,且

钢筋起始面也要相同。在钢筋组建的时候,需要在该组加入

第一根钢筋,之后对钢筋进行适当的处理。②深入分析钢筋

的结构面,在钢筋所属结构面与创建好的钢筋组相同时,需

要将钢筋加入该组。在实际的钢筋分组过程,需要重复进行

这个步骤的操作,直到完成所有钢筋的有效处理。③对所有

的钢筋组进行修正,在相邻的钢筋的距离超出钢筋间距的时

候,需要新建一个钢筋组,将后面的钢筋移入到新的钢筋组。 

2.4 钢筋端头处理 

就目前来看,钢筋端头处理的方法主要包括了弯折、延

长及不处理等几种,设计人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合

理选择。同时,在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些强制性

的处理,以此保证钢筋的端头得到有效处理。比如在钢筋的

首尾端点出现重合的情况时,这就表明出封闭钢筋的现象,

需要在针对钢筋进行弯折处理后,对钢筋的焊接长度进行延

长处理。若是延长后的钢筋端头出现在结构体外,就必须要

另外对其进行弯折处理,使钢筋端头处理的结果达到规定要

求,有效保证工程质量。 

3 结语 

综上所述,将全自动布筋设计方法运用到水工结构设计

中,只需要定义某个方向的钢筋直径、钢筋间距等布筋参数,

就能够实现自动化的布设钢筋。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不

足之处,其主要就是在一次操作中所有钢筋的排列方向都要

相同,然而有些结构中部分钢筋的排列方向是持续发生变化

的,这就需要利用系统中的可视化编辑功能进行修改,或是

利用传统方法进行交互布筋。为充分发挥全自动布筋设计方

法的运用优势,相关人员需要加强对全自动布筋设计方法的

研究,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施工方案,使建筑设计的整

体水平得到提升,为建筑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技术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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