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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配式建筑施工开展重要性

装配式建筑是指由预制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

筑,其主要分成以下五种形式和施工方法：砌块建筑、板材

建筑、盒式建筑、骨架板材建筑和升板升层建筑,它主要是

为了全面提升住房质量和品质,也是提升品质的必经之路。

国家发展装配式建筑施工, 主要是将工厂生产为主的

部品取代现场建造的形式, 由于工厂所生产的部品质量相

对较稳定,将工业装配化作业来取代人力砌筑作业,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减少人为失误导致的错误, 最终有效的保证产

品的质量,装配式建筑还可以提高产品的精确度,能够解决

系统上存在的问题,从而建筑后期的维护费用,使其使用年

限更加长久。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建筑行业也备受关

注,建筑产业化既节能又环保,不但可以提高建筑的速度,还

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质量保障, 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

趋势,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符合绿色、节能、环保的理念,可

以有效的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 还可以减少建筑垃圾的

产生,真正的改善建筑现场“脏乱差”的现象。

2装配式建筑施工常见质量问题

2.1转角板折断

转角板主要用于结构的转角部位, 它是提高装配式建

筑整体框架稳定性的主要构件之一,对其有保护作用,由于

转角板自身的厚度偏薄,并且偏高,当摆放在拐角处时,会因

为一些其他的外力断裂。在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我们需

要对现有的构件进行现浇筑方式处理, 只有这样才能够提

高其稳定性能, 但是现浇模板没有办法和预制位置进行紧

密结合,会产生振捣不充分的现象。

2.2叠合板断裂

叠合板是预制和现浇混凝土相结合的一种较好的结构

形式,在叠合板的运输以及安装过程中,容易受外力的作用,

导致叠合板出现龟裂的现象, 由于部分叠合板跨度比较高,

在生产过程中,板面容易出现翘角以及断裂的问题,并且在

运输的过程中,也没有特意的对其进行保护,使得板面的裂

痕会很严重,进而导致构件损坏的现象,最后因为养护过程

不合理,会使叠合板翘角越来越明显。

2.3外墙板保温层断裂

外墙保温层是由聚合物砂浆、玻璃纤维网格布、阻燃型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或挤塑板等材料复合而成的, 需要在

现场进行粘合施工,由于保温材料选用的规范,会导致外墙

板的保温层断裂, 为了满足当前房屋建筑节能环保的需求,

提高工业建筑以及住宅建筑外墙保温水平, 我们应该选用

新型保温装饰一体化板作为外墙板的保温层, 可以有效的

预防其断裂为建筑带来的损害。

2.4灌浆不饱满

灌浆就是将某些固化材料,例如水泥、石灰或者其他化

学材料灌入基础下一定范围内的地基岩土中, 来填塞岩土

中的裂缝和空隙,可以更好的防止地基渗漏,从而达到提高

岩土整体性和强度的效果,一般情况下,在灌浆工作开始时,

混凝土材料需要按照从上至下的规则进行灌浆, 但是现实

生活中,我们无法观察灌浆内部的情况,因此,导致灌浆不饱

满的现象发生。

2.5埋设方面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 施工人员需要将施工构件埋设到

地底下, 但是往往由于施工人员不专业或者预埋管线衔接

不合理的问题,导致埋设位置偏离的现象,在振捣环节中部

分混凝土进入到预埋管中,造成管道线路堵塞的局面。除此

之外, 由于水电管线是在预埋之后再在现场对应的位置进

行安装,所以在安装的环节中,会因为现实问题为穿线带来

更大的难度。

2.6套筒连接出现错误

套筒连接其实是钢筋机械连接的俗称, 建筑构件套筒

连接的过程中,会出现钢筋与预埋构件偏离的现象,这种偏

离主要有以下两点：

2.6.1部分偏离,在这种情况下,钢筋还会顺利的插入到

构件的孔洞中。

2.6.2完全偏离,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需要将构件重

新回厂加工,只有这样才能使套筒连接合理不偏离,在现场

施工过程中使钢筋顺利插入。

3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问题优化措施

3.1采用相关辅助工具

在日常的建筑施工过程中, 我们用到最多的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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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L型”转角板,该辅助工具就是针对预制装配式建筑

转角板在运输过程中容易折断这一缺点选择的, 当安装工

作开展时需要采用“L型”吊具转角板,借助“L型”工具的力

量,使得转角板的受损率降低。还有一种就是使用平板护角,

建议在选择护角时根据构件的薄厚尺寸, 然后制作塑料或

者橡胶材质的护角,在构件运输以及安装的过程中,我们需

要在平板的四个角上统一安装护角,其可以重复使用,还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平板的受损率, 平板在运输过程中,我

们可以选择平坦的道路运输,来保证平板的完好。

3.2减少叠合板制作跨度

在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 叠合板经常会因为跨度太

大而断裂,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我们可以和设计单位

协商讨论, 使设计叠合板的企业可以根据构件这一问题进

行思考,生产时对叠合板进行严格检查,以免出现翘角的问

题,施工人员可以与设计负责人全面的沟通细节,让设计负

责人尽可能的减少叠合板制作的跨度, 将其控制在合理的

范围之内,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现场安装为叠合板带来

的损害问题,使装配式施工更快、更好的完成。

3.3吊装桁架筋

如果要解决叠合板吊装预埋件脱落这一问题, 就需要

在吊装预埋件四周安置相应的吊装叠合板桁架筋, 钢筋混

凝土桁架大多时候用于屋架、塔架,有时还会被用于栈桥和

吊车梁,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吊装预埋件的数量,还可以更

好的保证叠合板的安装安全。因为钢筋混凝土桁架的拉杆

在使用荷载下经常会出现裂缝, 所以其只能适用于荷载较

轻和跨度不大的桁桥,在预制部分加入钢筋桁架,这个桁架

在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作为主要的受力构件, 因为桁架

的强度很大, 所以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预制部分的刚

度,从而解决大跨度下叠合板的刚度问题,同时还可以解决

新旧混凝土共同工作的问题。

3.4适当增大对位孔径

装配式建筑施工的主要难题就是预制钢筋与现场钢筋

孔洞对位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分析,为了使装配式建筑施工

顺利进行,建议可以在满足各项条例规范的前提下,适当的

增大对位孔径, 只有这样才能够增多对位钢筋的入孔率,从

而增强钢筋纵向整体性的使用强度。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

增加现场施工与构件加工厂的交流沟通, 为构件加工厂制

定奖惩制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有效的提高生产准确

度,减少错误构件的产生,根据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的实际

情况,对钢筋对位孔径合理的设计,使其能够真正的解决实

际操作中所遇到的棘手问题, 从而使该项建筑工程更好的

被完成。

3.5振捣前固定预埋构件

在墙板混凝土振捣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接线盒错位的

问题,对于在该环节中存在的混凝土偏离现象,我们需要在

振捣之前就将接线盒连接到相应的位置, 然后再将接线盒

和预埋构件进行固定,对于预埋水电管脱落的问题,我们可

以多关注振捣过程的检查、观察以及固定工作,这样可以大

大的减少水电预埋脱落的问题, 从而使产品构件更加合格

化。

3.6摊铺接缝施工

和传统的摊铺接缝施工相比较, 双层的摊铺接缝可以

增加其施工厚度, 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接缝的高度,

针对这一现象的发生,我们应该大大的减少接缝、连接等状

态的出现。接缝处理是设计与施工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要求摊铺的宽度必须和路面整体宽度

相同,如果一定要进行纵向的接缝施工设置,就需要施工人

员将上层熨平板的伸缩设置进行适当的调整, 合理的控制

上下层摊铺宽度, 使其前后的摊铺接缝位置能够错缝搭接,

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摊铺带的边缘一定要保持整齐,只需

要施工机械在施工过程中始终保持正确位置行驶。

4结语

建筑行业的不断崛起, 让装配式建筑施工在建筑行业

中的地位更加特殊,也让其应用更加广泛。通过装配式建筑

施工常见问题分析研究, 则可以对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予

以规避和防控, 进而让装配式建筑施工实现稳定可持续发

展, 让装配式建筑施工为建筑行业及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支

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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