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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建筑业施工一直都是以现场施工的方式进行的。在建造的过程中,需要设立外部支撑板,辅助脚手架,混合混凝土

场地,建筑材料运输等等,施工现场场地有限,机械体形庞大,胡乱放置,致使施工现场混乱。建筑垃圾难以快速清除。在此种形

式下,预制装配的方式诞生了。预制装配式建筑具有施工便利、工程进展迅速,占地小,环境污染低等特点。本文针对预制专配

式建筑的电气设计的方式进行详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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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配式建筑国内外发展现状 

1.1国外发展历程 

装配式建筑在国外发展较早,且较为普遍。 

在美国、加拿大,装配式结构类型以钢结构装配式、混

凝土装配式为主,在住宅建筑上应用较多,使用构件的专业

化、标准化、商品化程度达到100%,易于机械化生产,通用化

水平高,已实现商品化供应。 

英国装配式建筑除了关注设计、生产与施工等一系列产

业链以外,还注重扶持构件生产厂家和物流运输企业。新建装

配式建筑预制率达70%以上,拥有成套的技术和有效的管理。 

德国的装配式住宅主要采取叠合板、混凝土及剪力墙结

构体系。注重装配式与节能标准的相互融合,高校、研究机

构和企业研发的技术支持,设计公司、施工企业、预制构件

生产、安装厂家合作密切,使得德国具有强大的装配式产业

链,灵活性高。 

日本在推进规模化和产业化结构调整的进程中,经历了

从标准化、多样化、工业化到集约化、信息化的不断演变和

完善过程。政府通过立法来保证预制构件的质量,制定了一

系列建设工业化的方针、政策,解决了装配式建筑发展过程

中的诸多问题和矛盾,促进了建设工业化的发展。 

1.2国内发展历程 

装配式建筑规划自2015年以来密集出台,住建部出台的

《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大力发

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都提出要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

式建筑,提高建筑工程标准和质量。各地政府相继出台相关

政策扶持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推进建筑产业工业化进程。装

配式建筑的标准规范、图集正陆续出台,高校、研究机构、

设计和施工企业都积极展开相关研究,促进我国装配式建筑

的发展。现阶段装配式建筑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技术壁垒和

挑战,要完成整个产业链的整合,提高装配式建筑预制率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2 装配式建筑的特点 

2.1可缩短施工周期 

装配式建筑很多构件在工厂内完成,包括内外墙板、叠

合板、空调板、楼梯、预制梁柱等,减少了现场作业的工序,

使施工工期缩短,大幅度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2.2节水节能节材节时环保 

传统的建筑施工钢材、水泥浪费严重,用水量大。装配

式建筑构件的制作工序在工厂内完成,现场主要是装配工作,

建造过程节能,使用节能型产品,综合能耗低；节约了施工现

场的用水用电量,减少了现场施工作业时间。工厂规模化生

产,减少材料损耗。绿色环保,“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减

少现场施工作业造成的环境污染。 

2.3减少砌筑抹灰砂浆及建筑垃圾 

装配式建筑大幅减少木材模板、保温材料、砌筑、抹灰

水泥砂浆的消耗,减少了建筑垃圾的排放。 

2.4降低施工粉尘和噪声污染 

装配式建筑减少对环境带来的扬尘和噪声污染,与传统

建筑建设施工相比,减少了粉尘、噪声污染,让周围居住的居

民不再受粉尘和噪声困扰,施工现场干净整洁,美化了城市

环境。 

3 装配式住宅建筑电气设计的主要部位 

3.1叠合楼板 

我国目前的装配式建筑采用叠合楼板,叠合楼板是由预

制底板和现浇钢筋混凝土层叠合而成的装配式楼板。叠合楼

板的预制底板先在加工厂生产完成,再运送至施工现场、吊

装至固定位置后,进行现场浇筑固定。这样既能缩短施工时

间,又能保证建筑物一定的承压与抗震能力。电气专业的设

备提前预留,暗敷管线敷设在叠合板的现浇层内,施工现场

预埋。 

3.2预制墙板 

预制装配建设施工中,为了保证施工建设的质量,需要

从各个不同环节出发,对其进行严格有效的施工控制。这样

不仅有利于提升预制装配式建设的质量和水平,而且满足现

代人对装配式建设的个性化需求。分析预制装配式建设时,

可以从预制墙板的角度出发。调查表明,预制墙板对于装配

式建设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是预制装配式建

筑物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预制墙板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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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已经有很多类型,可以直接被应用在

各个环节中,并且发挥良好的应用效果。其中包括轻质条板

隔墙板、预制钢筋混凝土墙板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墙板应用

中,需要与实际情况结合,不仅充分发挥墙板的针对性特征,

而且保证装配式建设的施工质量。 

4 装配式建筑电气设计要点及相关策略 

4.1设计原则分析 

首先,对装配式建筑的构造、加工及施工等基本特性有

足够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对这些环节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

分析,才能够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电气设备安

装、管线敷设总体方案,方案的实施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其次,对电气设计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详细分析,才能够保证

各个环节设计的有效性。对电气设备底盒、管线敷设方案制

定以及确定时,尽可能遵循安装原则,也就是在电气设备底

盒、管线敷设过程中,要将其尽可能安装在吊顶或装饰墙体

当中。遵循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了管线在混凝土

中的预埋,而且为预制板的管线预埋提供有效保证。 

4.2灯具,强、弱电插座的安装 

4.2.1相关规范规定：北京市地方标准DB11/T970-2013

装配式剪力墙住宅建筑技术规程第10.4.2条：“凡在预制墙

体上设置的电气开关、插座、弱电插座及其必要的接线盒、

连接管等均应由结构专业进行预留预埋”；第10.4.4条：“沿

叠合板现浇层暗敷的照明管路,应在预制楼板灯位处预埋深

型接线盒”。 

4.2.2依据结构专业及生产厂家要求,预制板为受力构

件,不得在现场随意踢槽、凿孔、洞等破坏构件安全性的改

造。故在设计初期建议装配式住宅楼部分做装修设计,将房

间内所有设备精确定位,再由结构专业配合生产厂家确定生

产工艺图。这样可以 大限度的防止住户破坏结构的安全

性。避免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和污染源,减少不必要的返工。

依据装配式建筑叠合层的敷设条件,装配式部分灯具的接线

盒采用加厚型(100)。 

4.3 LEB端子箱位置预留及管线敷设 

根据JGJ242—2011《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中10.2.1

条的规定,住宅户内装有淋浴或浴盆的卫生间应做局部等电

联结)LEB端子箱)。卫生间由于有建筑防水做法,且楼板内的

管线较多,楼板厚度比普通的要厚一些,LEB端子箱的预留高

度为箱体实际使用高度加上建筑做法高度,即地面的建筑完

成面到箱体底边的距离保证不低于规范的要求高度。LEB端

子箱需将卫生间内的金属给水排水管、金属浴盆、金属洗脸

盆、金属采暖管、金属散热器、卫生间电源插座的PE线以及

建筑的钢筋网等连接起来,出线回路较多,预留管线密集,可

将管线预留直接做成开洞的形式。 

4.4预埋电气管线与结构工艺的配合 

在针对装配式建筑物进行电气设计的时候,无论是电气

设备或者是在针对管线进行设计和分析的时候,都需要与实

际情况进行有效结合,这样才能够保证设计方案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在这一基础上,要意识到不同类型的预制墙板在

其中的重要性,不同墙板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其无论是在思

路上或者是在做法上的差异性都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与实际情况进行结合,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措施,这

样才能够有利于为电气管线与结构工艺相互之间的结合打

下良好基础。在针对轻质条板墙进行电气管线敷设和具体施

工的时候,通过对施工现场和对其特征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得

出,该电气管线可以直接在现场完成安装,并不需要对其进

行任何的预制操作。而在这一基础上,如果是针对横向管线

进行敷设的时候,则需要结合施工现场之后,直接在墙上剔

槽敷设。但是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条板强度会

对其产生一定的限制性作用,所以需要实践中对其进行有效

控制,将其长度控制在板宽的1/3左右。除此之外,在预制墙

板当中,无论是开关或者是插座等接线盒在与叠合楼板进行

连接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只有保证

定位的准确性,才能够实现与叠合楼板相互之间的有效对接。 

5 结语 

要做到电气设计在装配式建筑中准确定位就要站在客

户的角度,切实分析客户需求,精准计算用电量。同时,在装

配式建筑上需要开孔或开槽时,需要反复思考。不仅是孔洞

尺寸需要考量,还应该考虑是否对建筑的稳定性和承载能力

造成影响。避免因为铺设电气管路损伤预制板。应该尽量避

开对预制板的破坏,多利用楼板现浇层和外墙保温层架设电

气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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