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第 2卷◆第 3期◆版本 1.0◆2018年 3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住宅整体装饰技术和预制房屋建筑技术是住宅产业化

发展的重要方向,满足了绿色环保建筑的实际需求,可最大

限度的保护环境,节约能源,提升建筑质量和建设绩效。目

前,装配式住宅在我国建筑工程领域中应用十分广泛,其可

有效延长建筑物的应用寿命,减轻其对环境的负荷,并可真

正实现建筑与环境的有效融合,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从而充分满足现代人们对于房屋建筑的实际需求。

1装配式住设计原理以及技术特点

1.1设计原理

住宅的预制化结构就是在工厂中完成空调板、阳台、楼

梯、外墙等预制件的生产和制作,之后再将其运输至施工现

场,与现浇梁结构进行连接。外墙板使用混凝土、钢筋、瓷砖

等共同铸造。

1.2技术特点分析

第一,可为施工质量提供保障。结合以往的实践案例,在

预制件生产环节中, 主要是借助定型钢模板对钢筋采取绑

扎浇筑混凝土, 之后通过水池或者是蒸汽的方式进行养护,

如此不仅可对预制件铸造质量进行保障, 且相比于传统的

技术工艺,还可大幅度提升预制件铸造精度,从根本上杜绝

建筑出现墙面开裂、脱离等问题。

第二,节约资源。在以往的建筑工程中,经常会消耗大量

的能源和资源,据相关调查显示,建筑工程能源消耗将占据

社会能源总消耗的 30％以上。而通过装配式住宅的实践应

用,则可有效弥补上述缺陷,降低能源消耗量。另外,由于转

配式住宅具有产业化特征, 通过集体生产的方式对预制构

件进行铸造,在实际加工环节中,可将能源消耗控制在最小

范围内。在外墙体系上,相比于传统建筑,装配式住宅墙体的

导热性更强。

2装配式建筑技术施工技术要点

2.1预制叠合阳台板

在吊装预制阳台的过程中,一般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在

阳台板距离作业面 500mm位置停顿,并对位置进行调整,之

后再进行安装,此时应注意动作一定要轻缓,不可操之过急；

在对准控制线将阳台板放置好之后, 需对位置进行微调,之

后再安装,最后再使用“U”型托对标高进行调整；在安装好

阳台吊装后,需对其进行矫正,以此提升安装质量[1]。

2.2预制叠合板安装

在吊装叠合板的过程中,需借助模数化吊装梁,整个操

作过程要缓慢,并要保证叠合板平稳；安装过程中,应在距离

作业面 300mm位置,对叠合板的方向和定位进行调整,禁止

紧急碰撞；在安装时还需在底部做好临时支架,支撑点间距

要保持在 150cm之间；结构层施工环节,需设置双层支架,

完成一层叠合板结构的施工安装后, 且现浇混凝土强度在

设计强度的 70％以上时,需拆除支架。

2.3预制飘窗安装

在飘窗吊装环节中,需使用预留螺母、螺栓以及吊耳等

进行连接,完成连接之后,在飘窗距地面的 300mm 位置,结

合实际位置线,待飘窗螺栓达到穿墙孔洞位置时,应在飘窗

上放置“U”型要和措施件套,之后使用溜绳对飘窗进行牵

引,从而使螺栓能够顺利的连接至孔洞[2]。

2.4预制楼梯板安装

在安装预制楼梯板的过程中 , 要在距离作业面的

500mm位置稍作停顿, 结合实际情况对楼梯板方向进行调

整,就位时动作要轻缓,以免对楼梯板造成破坏,待楼梯板基

本就位之后,应结合控制线,通过撬棍对安装位置进行调整,

并进行焊接固定。

3装配式住宅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实例分析

3.1工业化住宅预制结构应用体系

在现代化建筑中对于工业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实

践中,主要是将预制件作为主要构件,并通过连接和装配最

终形成混凝土结构。目前,万科公司已在万科新项目中对该

技术进行了实践,装配式住宅作为一种绿色环保建筑,其流

水化的预制构件生产可使产品具有更高的工业化水平,且

成型的生产设备和模具可进行循环利用, 对于材料和能源

的消耗较少,同时还可节约大量的成本和时间,应用效果十

分显著[3]。

3.2应用原理分析

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在住宅体系中,预制混凝土结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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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住宅的重要发展方向, 而装配式预制混凝土结构的

产生,开启了住宅产业化发展的全新时代,能够充分满足住

户的多样化需求。

3.3应用技术要点

预制结构部件的生产和加工都是在工厂中完成, 如此

也可为各生产环节质量提供保障。结合设计的实际要求,施

工部件在工厂中预制完成, 之后在将其运输至施工现场,精

度要保持在 5mm以内,由于楼梯板、门窗等部件具有复杂

性和多样性特征,进而也对模具脱模、砼浇捣、设计等具有

较高要求。例如,在生产预制外墙的过程中,具体步骤包括：

钢模具制作、钢筋绑扎、面砖铺贴、窗框安装、预埋件安装、

工程验收、混凝土振捣、脱模养护、运输等等[4]。

3.4工业化住宅施工技术体系

3.4.1应用现状

在以往的建筑工程中, 对于人工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较

高,其资源、能源浪费问题十分严重,且经常会对环境产生污

染。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

强。在目前的工业住宅施工中,具体的施工技术包括信息化

系统、单元连接、单元吊装、单元拼接、阳台设施等等,而集

成化施工、精益施工和绿色施工是最为核心关键的建筑施

工理念, 可充分凸显建筑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3.4.2技术原理

在剪力墙施工过程中, 由于其是建筑的重要承重结构,

故通过吊装、整体加工工艺等,可大幅度提升施工质量和效

率。对于混凝土工程而言,主要选用片架式液压爬模系统,并

选用千斤顶抬升操作台。墙内多个预埋定位件是吊装设备

附着点,同时也是单元的重要连接点[5]。

3.4.3具体施工要点

第一,绿色环保施工,在具体施工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节

约能源,减少废水、光、噪声以及粉尘等对人员以及环境产

生的危害,保证建筑在正式投入应用之后,能够充分的发挥

出其实际功能和价值。

第二,精益施工,即在施工中要对材料进行合理化应用,

减低损耗,将工业化住宅的装饰、机电以及构件等需求进行

有效融合,具体内容包括太阳能、给排水、电力等等,从而真

正形成一体化建设整体。可结合实际的建设需求对构件功

能进行定位。住宅设备和住宅构成件的生产和铸造均要采

用模数化和标准化生产的方式。

第三,集成化施工,即确保组合装配的快捷性和高效性。

在现场施工的过程中,经常需借助机械设备来完成,具有较

高的自动化程度,且在其中投入的劳动力较少,能够在规定

的期限内完成施工任务。

第四,安全施工,在现场施工过程中,由于是选用机械设

备进行施工,因此也具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可节约大量的

劳动力和成本。但由于工程的自动化程度较高,因此,在具体

施工时,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控制措施,从而大

幅度提升工程建设安全性。

关于装配式住宅和绿色建筑今后的发展趋势, 具体包

括以下两个方向：第一,重点关注装配式住宅的修复技术；

第二,在装配式住宅中科学合理的应用绿色建筑理论。总之,

绿色建筑理论和装配式住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 在促

进工业化产业发展、保护环境、节约能源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为此,相关部门必须要提升对这些技术理论的重

视程度,并要将其付诸于实践,从而为现代建筑节能减排和

经济适用性能提供保障。

4结语

综上所述,相比于传统的工程建设模式,装配式住宅在

绿色环保和工程建设质量上,均具有着十分突出的优势。但

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 由于我国的住宅产业化发展起步较

晚,因此,在装配式住宅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问题,且国家

和政府的扶持力度也十分有限, 仍需进行更多的实践和探

索。文章主要对装配式住宅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技术要点

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以期为该建筑模式的快速推广和普及

奠定良好基础,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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