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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各类建筑施工技术层出不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这种新型

建筑施工技术凭借其诸多优势特征,备受业内人士的推崇。基于此,本文论述了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优势特征与关键技

术,并结合工程实例,介绍了预制装配式施工技术的应用要点,旨在推动建筑行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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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制装配式建筑结构的优势特征 

本文以施工进度、材料损耗与工程造价等环节为切入点,

论述了预制装配式建筑结构的优势特征,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1.1节约用工 

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在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

个普通建筑工程项目每平方米平均用时为20个工时,但是采

用预制装配式建筑,执行批量化、规模化构件生产,改造拼装

技术,每平方米平均用时下降至11.5个工时。很显然,采用预

制装配式建筑,可以缩短用工时间,保证整体工程进度。与此

同时,减轻人力劳动强度。 

1.2缩短工期 

通常情况下,在日本一栋一百户的五层住宅房,采用传

统施工工艺,需要消耗240的时间,但采用预制装配式建筑,

整个工期仅为180天,可以有效缩短25%的工期。 

1.3压缩投资成本 

预制装配式建筑的每平方米造价明显低于传统建筑结

构的工程造价。由于各国建筑行业发展水平不同,工程造价

也存在较大差异。 

2 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主要内容 

2.1构件的性能目标 

相较而言,预制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方式较为特殊。为提

高建筑工程质量,应当进一步提升构件标准。相关人员要保

证构件始终保持弹性工作状态,以防构件连接位置出现裂

缝。若裂缝宽度超过限定标准,则视为施工不合格。另外,

构件连接位置应具备一定的抗拉应能力、抗形变能力与抗渗

能力,满足质量标准要求。 

2.2浇筑混凝土预制构件 

在浇筑混凝土构件前,需要严格检查混凝土构件的模具

质量,提升模具质量等级。然后对构件中的钢筋成品进行质

量检查,并在成品上均匀涂抹隔离剂,完成混凝土浇筑作业。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一方面,技术人员应尽可能的保证浇

筑作业的规范性与浇筑层的均匀性；另一方面,全方位动态

监测构件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构件出现不规则形变,需立

即采取补强处理,保证构件安全稳固性。在完成浇筑作业后,

对构件表面实施平整处理,并采取蒸汽法实行必要的养护。 

2.3预制构件运输 

运输管理人员要结合实际需求,选择对应的运输设备,

保证构件运输的时效性。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缓冲材料保护

构件,以防运输路况不佳对构件造成碰撞性伤害。再者,严格

按照既定运输路线,不得随意更改,禁止在正常运输情况下

紧急刹车。 

2.4预制构件存放管理 

根据构件的外观特征,决定横向或竖向放置。通常来说,

由于楼板等构件宽度较大,且厚度较小,适宜竖向放置；而梁

构件重心较高,适宜横向放置。在放置构件时,应预先对地面

进行夯实加固处理,以防地面不规则塌陷,避免对构件造成

不必要的损害。 

3 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关键工序 

3.1预制内剪力墙拼装与加固处理 

在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为优化建筑结构抗震性

能,保障整体施工质量,需严格检查各预制构件的拼装紧固

度。在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使用对应规格的螺栓对

预制构件进行加固处理。同时,在安装环节,技术人员应当在

下层板预留插筋。然后,将钢筋插入端冗余部分对准预制板

上预留的螺栓孔。在安装预制构件环节,要先在螺栓孔中灌

注水泥浆液,使用螺栓紧固连接,形成稳固的整体结构。此外,

在预制构件中心位置设置剪力墙连接螺栓,从而为后续施工

作业提供便利条件,保证整个剪力墙结构的安全稳固性。 

3.2预制叠合板安装处理 

在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预制叠合板安装技术应

用较为广泛。在安装阶段,技术人员要将预制叠合板与作业

层的间隔距离控制在30厘米以上,并结合施工标准要求,调

整叠合板安装方向。为避免安装预制吊板对叠合板造成不必

要的损害,应对叠合板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确保安装质量

符合标准要求。 

再者,选择合理的预制吊板安装工艺。当下,模数化吊装

方式应用较为普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大吊装紧密度。具

体而言,可以采用模数化吊装方式,保证吊装紧密度。在安装

预制叠合板时,预先在叠合板底部增设临时固定支架,充分

发挥稳固作用。在完成吊装作业后,拆除临时支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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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双层结构的安装作业,应结合实际工程概况,设置

双层支架装置。待上一层叠合楼板结构安装完毕后,进入混

凝土浇筑施工环节,然后洒水保湿。经过一段时间后,检测混

凝土结构强度。待混凝土结构强度达到75%左右,拆除下一层

支架,保证整体施工质量。 

3.3预制窗体结构安装处理 

在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预制窗体至关重要。技

术人员可以采取螺栓连接的方式对窗体结构进行加固处理。

需要格外强调的是,技术人员要注重调整窗体方向,确保螺

栓完全插入预留孔,提高安装质量。 

4 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应用要点 

4.1工程实例 

以某建筑工程项目为例。该工程建筑面积达到350万平

方米,涵盖现代服务业综合体、科技产业园区与电商运营专

区等。建筑结构采取全预制框架加钢支撑体系,除架空层外,

其余部分均采用预制装配式施工技术。 

4.2施工组织规划 

4.2.1施工设计：承建方综合探究设计方提供的设计图

纸,全面分析各关键节点,注重掌控各施工细节,争取在正式

施工前,协调解决设计图纸问题。且通过书面形式与甲方进

行沟通,达成一致意见。 

4.2.2施工准备：首先,预先准备预制构件,严格遵照相

关要求保存管理,并结合施工进度,调整构件输送时间。其次,

技术人员预先划定构件的截面线,按照预制装配式的规格进

行吊装作业,简化施工流程,进而提高吊装效率,保证施工质

量。 后,设立完整的吊装工作组,指定放线测量员、协调管

理员、水工与塔吊操控员。 

4.3现浇层处理 

本工程项目地下室为现浇结构。其中,一层现浇柱应露

出二层楼板,而二层预制柱要伸入预制柱配套套筒,以加强

整体结构的安全稳固性。按照设计图纸制作钢筋套板,并在

安装现场确定预留孔数量与位置。然后,使用全站仪投放定

位线,确定套板位置,并采用焊接工艺,对钢筋和梁筋进行加

固处理。在完成结构板浇筑作业后,第一时间清理板面,增大

结构面的平整度与整洁度。 

4.4预制构件处理 

在结构层施工完毕后,展开预制构件放线工作,具体内

容包括投放柱轮廓线、预制柱四面轴线、轴线和柱定位控制

线。技术人员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吊装：预制柱——

预制梁——预制板。 

在吊装预制柱前,先确认柱体的规格与强度,客观判断

预留套管与钢筋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然后,在柱体中部位置

增设金属垫块,调整预制柱垂直度。由于钢柱托自体重量较

大,在起吊前,应检查柱托的稳固性,以防意外脱落。在安装

预制柱前,明确柱体定位,并使用钢筋箍作为稳固支撑结构。

后,吊装预制梁与预制板。在吊装梁板前,预先设定标高,

校正固定柱后,对上梁实施包箍处理。预制梁与吊索的夹角

应控制在60°左右,然后使用包箍和撬棍调整定位。在确保

定位准确性后,撤离吊钩。吊装次梁前,预先确定主梁上的次

梁缺口,找准位置后正式吊装。 

4.5现浇处理与套筒灌浆 

在完成预制梁与预制板吊装作业后,采取分段浇筑方式

进行现浇施工。浇筑流程如下：绑扎键槽钢筋→浇筑键槽混

凝土→铺设水管线→浇筑叠浇层。将U形钢筋,卡在键槽中,

作为分段筋。需要格外强调的是,技术人员应当注重U形钢筋

位置的准确性。 

在浇筑键槽混凝土前,预先清理槽内垃圾杂物,并进行

洒水保湿。由于叠浇层空隙较小,要使用小振动棒预防混凝

土孔洞,保证混凝土浇筑高度超过浇筑板高度。之后,实施套

筒灌浆处理。技术人员先要采取相应的放线测定作业条件,

如实记录搅拌水量与砂浆流动程度,使用灌浆泵充分排除灌

浆嘴部位堆积的空气,然后注入砂浆,堵住出浆口,确认砂浆

可以从灌浆孔流出后,再堵住灌浆孔,完整灌浆作业。 

4.6预制结构养护管理 

预制构件的吊装、运输与堆放至关重要。在运输与堆放

过程中,需增设一定规格的垫木,确保堆放场地的平整性。在

预制楼梯安装完毕后,对踏步面实施保护处理,以防影响踏

步棱角完整性。 

5 结束语 

流发综上所述,建筑工业化是建筑行业的主要发展趋势,

同时也是构建节能环保社会的关键内容。采用预制桩装配式

施工方式,有助于简化施工流程,缩短工期,增大资源的综合

利用率。此外,在预制装配式施工过程中,还需创新施工理念,

改造施工工艺,以此提高工程质量,推动建筑行业逐步趋向

模式化、集成化与标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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