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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超高层建筑不断涌现，在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废弃垃圾采用传统的施工电梯垂直运输至地面效

率低、成本高，不绿色环保；为满足国家科技创新创效倡导，

达到绿色施工要求，同时节约项目施工成本；施工过程中在

楼层内竖向安装大直径钢管并在每层设置卸料口作为垃圾

运输通道，在首层或地下室大空间区域设置垃圾池，上部楼

层垃圾通过垃圾管道直接滑移至垃圾池，具有方便快捷、效

率高、成本低等诸多优点。

本文主要研究大型垃圾管道设置部位及固定方法，同

时对类似工程设置大型垃圾管道提出优化建议，以使大型

垃圾管道施工技术日趋成熟。

1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深圳市宝安北路与梅园路交汇处东北角的

商业繁华地段。总用地面积为 5.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地下 5层，地上 68层，总建筑高度为 320m，是一

座集办公、商务、仓库、会展、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综合

体。按 7度地震设计，超高层塔楼结构形式为钢管混凝土框

架 -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

本工程根据前期策划及施工部署，为满足现场垂直运

输要求，在施工过程中超高层塔楼部位先后共安装 3部施

工电梯，其中塔楼核心筒内安装 1台定制双笼 SC200/200G

高速施工电梯，塔楼外框安装 2 台双笼施工电梯（1 台

SC200/200G中速、1台 SC200/200G高速）作为施工人员及

材料的垂直运输；为减小超高层塔楼施工垂直运输压力，提

高生产效率，本工程在楼层内自 -1~68层设置一条垃圾管

道作为楼层内垃圾运输通道。（工程效果图如下）

图一：效果图一

图二：效果图二

2垃圾管道定位分析与确定

经对上述 4个方案对比可知：方案四在质量、安全、成

本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其在进度方面有些影响，

但影响程度较小，可通过调整现场施工组织予以协调解决。

3垃圾管道设计

定位位置：选择在核心筒风井井道内，风井井道自-1

层 ~68层在同一位置且中间无楼层板，垃圾池设置在负一

层车辆运输较为方便的部位。

设计形式：采用直径 500mm壁厚 3mm钢管自下而上

随楼层增加不断焊接加高的方式，各楼层设置卸料口，垃圾

管道自首层梁板开始斜向下至垃圾池内，为避免垃圾自楼

层上部自由落地速度过大，垃圾管道沿高度每 50m左右设

置一弯头，以减小垃圾自由落体速度。

固定方式：采用 8#槽钢立放支撑在洞口两端结构梁

上，规格为 50*50*5角钢竖向与垃圾管道焊接并支撑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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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深圳宝能中心超高层施工为例，介绍大型垃圾管道定位、设计，总结大型垃圾管道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所遇到的

问题、解决方法及优化措施，为今后类似超高层大型垃圾管道设置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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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垃圾管道定

位位置 
优点 缺点 

1 

方案一： 

核心筒较大

空间范围内 

垃圾管道安装方便；楼层垃

圾临时堆放及施工人员向

卸料口铲放方便。 

、 1、穿越楼层板数量较多，后期封板压力大且增加
了现场质量隐患，成本增加较高。 

、 2、需提前复核各专业楼层管线布置位置，核心筒
空间相对较小，楼板下部管线较密集，为避免发生

垃圾管道与管线碰撞，复核工作量大。 

2 

方案二： 

外框较大空

间范围内 

垃圾管道安装方便；楼层垃

圾临时堆放及施工人员向

卸料口铲放方便。 

、 1、外框为压型钢板组合楼板，后期楼板按设计恢
复难度较大，穿越楼层数量较多，成本增加较多； 

、 2、外框楼板施工进度较核心筒相差近 10层，造成

垃圾管道不能及时有效的安装，核心筒内的垃圾不

能及时清理，影响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形象。 

3 

方案三： 

核心筒电梯

井道内（上

下通） 

无需穿越各层楼板，未增加

质量隐患，同时未增加施工

成本。 

、 1、垃圾管道直径较大，在电梯井道内安装大型垃
圾管道安全风险太大，且固定难度较大； 

、 2、垃圾管道使用过程中维保难度较大，维保人员
人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 3、影响后期室内电梯井道砌筑或电梯安装；需进
行早拆，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垃圾管道在二次结构

及粗装修阶段的作用。 

4 

方案四： 

核心筒风井

井道内（上

下通） 

1、 无需穿越各层楼板，未
增加质量隐患，同时未增加

施工成本。 

2、 风井一般宽度不大，能
够满足垃圾管道直径的情

况下固定较为容易。 

风井位置二次结构不能随各楼层大面积砌筑逐层

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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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钢上部翼缘板上，槽钢与结构梁采用膨胀螺栓进行固定。

图三：垃圾管道图纸定位位置

图四：垃圾管道立面布置图

图五：垃圾池平面布置图

图六：垃圾管道现场定位位置（与图纸定位一致）

图七：负一层垃圾管道及垃圾池设置

图八：楼层中部间隔设置弯头

图九：垃圾管道采用角钢与槽钢固定

4使用过程中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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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卷◆第 8期◆版本 1.0◆2017年 8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与传统通过电梯运输对比分析

6经验总结

从安全、工期、成本、创新等各方面进行对比，针对超高

层采用大直径钢管作为垃圾的输送通道均较传统的采用施

工电梯运输具有明显的优势，具有很强的推广意义。以下

是本项目在大型垃圾管道设计及使用过程中的经验总结：

1、大型垃圾管道在弯头设计时，钢管壁厚选择稍大的，

建议钢管壁厚至少 5mm。

2、垃圾管道在使用时噪声较大，建议在钢管外侧包裹

海绵、隔音棉或采取其他措施。

3、采取垃圾管道输送的垃圾要进行分类，像铁桶、包装

袋、包装盒等禁止采用垃圾管道输送，以避免垃圾管道被堵

塞。

4、垃圾池尽量设置在地下室层高较高的楼层，一是方

便铲车和垃圾运输车辆进出，二是不影响现场文明施工形

象；垃圾池周边必须设置降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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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常见问题 解决方案 实例照片 

1 

垃圾管道首层

梁板至负一层

垃圾池折弯处

最容易发生堵

塞，其它部位为

中间设置弯折

部位。 

提前对各专业垃圾

清理人员进行交底，

禁止像废弃混凝土、

包装袋、包装箱、铁

桶等废弃物通过垃

圾通道运输至垃圾

池，教育工人不得恶

意搞破坏，将短钢

管、木方等丢弃在垃

圾管道内。 

2 

垃圾管道壁厚

选择较薄，长期

使用，垃圾管道

局部容易产生

破裂 

定期安排专人对垃

圾管道进行巡查，发

现管道外壁发生严

重凹凸现象或裂缝

时，及时安排焊工对

管壁进行修补或加

固。 

3 

垃圾管道被混

凝土块击穿，管

道尤其弯头部

位破裂，同时具

有很大的危险

性 

项目要求禁止直径

大于 50mm以上碎石

块通过垃圾管道进

行运输，现场可针对

大直径砼块进行击

碎后再采用垃圾管

道，也可针对大直径

砼块采用施工电梯

运输。 

4 

垃圾从上部楼

层通过垃圾管

道运输至负一

层垃圾池后产

生较大的灰尘 

在垃圾池周边墙体

上部安装喷淋系统，

在下垃圾时提前将

喷淋系统开启，以降

低和消除扬尘。 

序号 采用垃圾管道输送垃圾 实例照片 采用施工电梯运输垃圾 

工期 

方面 

不占用工期，楼层垃圾可临

时堆放在楼层里，随时可将

垃圾通过各楼层卸料口输

送至负一层垃圾池内 

所有楼层垃圾均需人工采用斗

车通过施工电梯运输至地面，

且由于超高层本身垂直运输是

保证施工进度的关键，因此占

用施工电梯运输其它材料的时

间对工期非常不利，据统计本

工程若采用施工电梯运输各专

业垃圾至少耽误工期近 60天。 

成本

方面 

使用较少的人工直接从楼

层将垃圾从卸料口卸下；节

约大量施工成本（包含人工

+机械）

需要占用大量的人工和机械才

能将垃圾运输至地面。 

创新 

方面 

响应了国家和企业科技创

新倡导，具有较强的创新

性，对于项目品质提升和宣

传具有很好的积极作用，更

重要的是能够确保达到降

本增效的目的，符合绿色施

工要求。 

/ 
为传统的垃圾运输方式，较为

落后，不具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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