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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工程概况

案例项目是公租房项目, 采用预制装配式技术设计与

施工,全楼预制率为 30%。总建筑面积约 9755平方米,总建

筑高度是 37.7米,地下一层,地上 13层。采用基于工业化的

可变房型住宅设计,采用叠合楼板,结构上采用双层叠合板

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

2预制装配式建筑概述

在我国,预制装配式建筑是一种新出现的建筑形式。是

指在搭配建筑住宅的过程中, 采用装配式混凝土施工技术,

通过工厂生产方式大规模流水作业生产的方式, 对混凝土

主体结构的梁、板等,进行工业化加工、制作,直接预制成用

来装配好阳台或楼梯等。生产的预制混凝土构件有着特殊

的运输要求,即要用专业运输工具,匀速运输到施工现场,吊

装到指定位置后, 配置预留孔和预留插筋和进行灌浆浇筑,

然后与需要的构件进行组合连接,构成完整的构件。预制装

配式结构,不仅能保证建筑质量,还能有效提升建筑施工的

效率,不会影响建筑结构的强度,提升建筑综合性能,实现工

业化生产建筑。

3装配式结构的优点和分类

3.1装配式结构的优点

装配式建筑结构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但在国外,已经

是一项非常成熟的建筑技术。根据资料统计,装配式建筑在

施工速度和工程造价等方面相对于传统施工方式有着巨大

的优点:

3.1.1节约工期。在日本,一般情况下,如果采用传统的

施工方法, 一栋五层的可以容纳一百户的楼要建成至少需

要 240天。如果采用了装配式建筑,建筑构件都在工厂事先

预制好,在施工现场进行机械吊装直至建设完成,整个工期

只有 180天,工程进度缩短了 25%。

3.1.2节约工时。在法国,采用传统建筑施工方法时,平

均每平方米用时为 20个工时。在采用了装配式建筑方法

后,由于很多混凝土构件由工厂进行工业化生产,建筑施工

每平方米用工下降到了 11.5个工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由

于采用了新技术,施工用工节约了 50%。由于大量的部件都

是工厂生产的预制件,使施工人员的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

3.1.3节约经费。我们知道,工业化生产最大的好处就是

用单位的原材料可以生产出最多的产品,降低了生产成本。

混凝土预制构件也是如此。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建筑结构也

有差别,成本计算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在采用了工业化生

产混凝土预制构件的方法地区, 相对于传统的现场浇筑模

式,大大降低了建筑成本。

3.2装配式结构建筑的分类

根据其装配化的程度, 装配式建筑一般分成半装配式

和全装配式两部分：

3.2.1半装配式。半装配式就是要求在建筑施工中,有一

部分采用工厂预制构件运到施工现场吊装, 另一部分仍然

采用传统的现场浇筑的方法。在建筑施工中,建筑结构里垂

直承重的砖墙采用现场浇筑,而水平承重的构件,像楼梯平

台、楼板、横梁等可采用预制构件吊装。一般来说,在大型建

筑项目里, 常采用的施工方式是在外墙施工时采用预制构

建吊装,而内墙则是传统的现场砌筑的施工方式。采用这样

的组合施工方法有很多优点, 首先就是这种半装配式有着

广泛的适应性。其所需要的投资相对于全装配式比较少,节

省了很多运输费用,降低了运输要求,还可以缩短工期。有利

于实现大范围内的流动施工, 结构强度和稳定性也能满足

技术要求,经济效果良好,便与推广,目前是我国建筑中一种

装配方式。

3.2.2全装配式。与半装配式相比,全装配式就是所有的

建筑构件都有工厂生产制造,就像生产机械产品那样,然后

由专业运输工具运到施工现场吊装组合。这些批量生产的

构建包括框架结构、盒子结构、大板、板柱结构、梁和墙板

等。在吊装全装配式构件时,其既可采用现场浇筑,也可采用

砌筑的方式。这种全装配式建筑的构件由于是工业化生产

的,质量有保证,而且属于批量生产,生产效率高,可以直接进

行拼装,施工速度快,受季节等因素的影响极小,在环境稳定

而且工程量大的地区采用全装配式施工效果很更好。

4装配式施工在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4.1预制外墙板吊装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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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是一种新型的建筑施工技术,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项技术形式。一直

以来,在传统的建筑施工中,建筑施工过程分散、材料损耗和能耗较大,环境污染较重,是人们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随着预制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出现,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地解决,不仅如此,通过新技术的使用,还有效降低了资源的损

耗,提高了经济效益和施工质量,推动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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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吊点设置要科学

预制构件在工厂制作完成后,就要运往施工现场,在这

一过程中施工人员要认真探查沿线情况和天气等因素,加

强途中维护,防止因为外界环境问题造成构件损坏。运抵工

程现场后, 质检人员要根据规定严格检查运抵的所有预制

件的质量,检查有无损坏情况,确认预制件符合要求后即可

进行吊装作业。预制件吊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由于预

制构件一般都体积很大, 这就要求技术人员采取一定的技

术措施,如采用分点位吊装法,用钢丝绳把预制构件吊到预

装位置的顶部进行按装。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技术问题需

要注意,如要保证吊点的受力均衡,保证吊点垂直,平衡调运

可借助多功能钢梁。吊点位置要准确,吊装时发现位置不当

要及时调整,以保证吊点的受力均衡,防止因为某个吊点受

力不均而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严重人员财产损失。

4.1.2预制构件的预安装

预制构件运抵施工现场后, 在检验合格后就是进行吊

装作业。在吊装预制构件时,施工人员要注意保持预制构件

吊装过程中的平衡, 要根据预制构件的大小及型号进行具

体吊装。先把预制件吊到合理的吊点处,再根据设计图纸仔

细审查吊装位置,确认与设计图纸吻合后,即可放落预制构

件。下放预制构件时要注意轻轻放下, 在距离落点大约 50

厘米时短暂停下,继续确认落点位置,待监视人员确认落点

无误后再继续下落。在预制构件距离落点只有 2厘米时,再

次确认预制构件和落点是否对齐,确认后即可放置到落点。

4.1.3预制构件的调节就位

在墙板的基础工序完成后, 先在规定地方划定墙体控

制线,根据这些墙体控制线吊装放置预制件,在这个时候要

注意确保其垂直方向的精确性, 可以采用可调节斜支撑校

正技术进行调整。安装支撑托板时,预制墙板及地面预埋件

要先安装好再进行支撑托板的安装作业, 用可调节螺栓进

行加固。再进行调节时,要按照相应的技术规范进行操作,为

确保支撑长度符合要求,可以进行反方向旋转调节。要保证

构件的水平性,使其垂直度在技术要求的范围内。在确认精

确放置预制墙板,完成混凝土浇筑,强度也达到设计要求后,

即可撤除临时支撑。

4.2如何进行叠合梁与内墙板的吊装

叠合梁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 就是在叠合楼板的位

置,把预制的门窗洞口处的过梁、连梁及底部放置好后现场

浇筑处理,连接叠合板,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固的强度高的整

体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要使叠合梁与现浇剪力墙处于同一

个水平位置,把两侧主筋紧紧固定在现浇剪力墙和暗柱中。

在吊装叠合梁时,要科学施工,按照技术要求一步步操作,保

证每一步的精确到位,相关的固定和支撑工作也要做好。

4.3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吊装后核查

在叠合板底板上布设钢管或是独立支撑体系后应注

意,在吊装施工结束后,要对叠合板进行仔细认真的检查。检

查板底拼缝的高度差和板缝宽度, 发现问题立即进行处理,

确保各项数据在设计要求之内,应特别注意是否水平,如果

存在高度差,要调整顶托,把高低差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同

时,在楼梯段预制件吊装前结束休息平台板的调节。这是因

为平台板会承担部分预制件压力, 因而要确保下半部分形

成一个稳固的整体。还要做好支撑件的工作,以保证稳定。

4.4如何连接预制墙板

4.4.1钢筋连接技术

各预制混凝土构件在吊装后要进行连接已形成稳固的

整体结构,这个时候,做好各与之间之间的钢筋连接就成为

重要的一环。在进行钢筋连接的施工时,可用钢筋灌浆直螺

纹连接接头位置。就是在一头用水泥浇灌的方式连接,而另

一头用端部带有直螺纹的钢筋进行连接。

4.4.2灌浆流程

预制墙板的安装施工完成后,就是水泥灌浆。可以先在

外墙板的底座上留个 2厘米宽的缝, 底座周围用水泥砂浆

封堵好。灌浆时,从下口处开始灌浆,直到上口处有水泥砂浆

溢出时停止。整个工序需保证每个套筒独立灌浆,灌注有序,

浆料保证充实。

5结语

在实践中,与传统施工相比,装配式结构施工有着巨大

的优越性。它能够提高材料的利用效率,降低损耗,节约资

源；此外,还可以降低工作强度,加快施工进度,节约大量的

人力成本,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减少建筑垃圾,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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