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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建筑行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也日渐成熟。装配式施工技术是

一种新型的建筑技术,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文简要阐述了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内涵及其优势,并从预制构件的选择、

混凝土浇筑、运输、储存以及相关安装技术方面简要分析了施工技术的应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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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建筑施工技术的要求

也随之提高,预制装备式建筑与目前的建筑需求相符合。预

制装备式建筑能够预先制作出建筑构件,之后将其运输到建

筑施工现场,直接进行装配,这样能够有效节约施工时间,还

能降低施工现场出现问题的效率,有效减少施工成本,为建

筑行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并在建筑领域中得到广泛的

应用。 

1 预制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技术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应用预制装配式的建筑施工技术,

能够满足用户的建筑结构需求,施工企业也能完成预制构件

的制造工作。同时可以重塑混凝土结构,特别是阳台及楼梯

等混合土结构的重塑[1]。在制造好预制构件后,施工企业可

以将其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并根据施工要求安装预制构件,

并进行混凝土浇筑工作,根据组合要求安装组合式预制构

件。施工企业根据上述操作可以安装好预制构件,总之在建

筑施工中应用这项施工技术,能够有效整合及优化建筑工程,

保证施工进度的同时提高建筑工程的安全稳定性,在能完善

建筑施工技术,从而为预制构件的施工技术发展奠定基础。 

2 预制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技术优势 

2.1 灵活的建筑设计 

目前,人们提高了对住房的要求,但建筑设计方面却无

法完全符合用户要求,会发生承重墙数量过多、分隔设计不

合理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住宅建筑无法高效率的分割房

建,但预制装备式的建筑通常为大开间,用户可以根据自身

的需求来自由设计墙体,创造喜欢的空间。 

2.2 提高建筑能源使用效率 

预制装配式的建筑,地面、屋顶及墙体等建筑材料均具

有一定的保温隔热效果,从而使住宅建筑的品质得到保证,

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此外还能有效提高建筑能源的

使用效率[2]。 

2.3 节约建筑施工时间 

预制装配式的建筑,其具有的显著特征为建筑施工的时

间比传统建筑施工技术所用时间短,能够有效节约施工时间,

提前完成建筑施工,同时还能有效提高建筑施工预测性,同

时也便于掌握。 

2.4 降低施工难度 

相较于传统的施工技术,预制装配式的建筑施工技术,

能够使预制构件的重量降低,在这项施工技术下,建筑工程

的重量能够降低50%,有效降低了施工难度,主要是使地基承

载力得到有效降低,从而节约地基施工时间及建筑施工时间,

使建筑施工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2.5 具有节能环保理念 

建筑工程中应用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能够充分体

现出节能环保理念,并且不会影响自然环境[3]。同时在建筑

施工中使用的均是新型节能建筑材料,不仅能降低对自然环

境造成的影响,还能有效减少施工工序,节约建筑资源,从而

减少建筑施工所产生的固体垃圾数量。 

3 预制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技术有效应用 

3.1 选择预制构件 

应用预制装配式施工时,因为这项施工方式具有较高的

技术要求,为了使建筑工程质量得到保证,建筑企业应根据

建筑工程的需求来合理选择预制构件。在选择建筑预制构件

时,建筑企业应重视以下几点：(1)预制构件在工作状态的同

时保证其具有一定的弹性,特别是在雨雪天气中,构件连接

位置应与建筑工程施工的相关规定相符,且构件连接位置应

具有良好的抗渗性,这样才能保证建筑工程在使用期间保证

建筑质量。(2)建筑企业选择的预制构件应具备良好的抗震

性能,与建筑物的抗震要求相符,同时在抗震系统中构件的

弹性应与建筑相关标准相符,构件需要浇筑混凝土的位置应

保证完好[4]。(3)在面对较小的外界破坏时,预制构件应具备

良好的自我修复能力,若不能自我修复,也应保证人为能够

修复。(4)当外界压力对预制构件造成影响后,若难以避免坍

塌,预制构件应具备连续抗击打能力,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逃

生时间。 

3.2 预制构件的混凝土浇筑 

在混凝土浇筑预制构件之前,相关部门应对混凝土浇筑

模具进行认真检查,确保其能够满足建筑结构质量及混凝土

浇筑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对预制构件的钢筋质量进行检查,

在保证其符合建筑施工要求后,再实施涂刷工作。在预制构

件的表面涂抹相应的隔离物质,再进行混凝土浇筑,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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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时应保证浇筑均匀,还应检查预制构件的结构质量,若

发现其结构存在问题,应及时停止混凝土浇筑,并检查出现

问题的原因,防止影响之后的混凝土浇筑工作[5]。同时,若施

工企业通过插入式搅拌混凝土实施浇筑,那么应防止搅拌设

备运行影响预制构件的钢筋结构质量。此外在完成混凝土浇

筑后,相关部门应做好相关的养护处理工作,从而保证混凝

土浇筑的质量,通常应用的养护处理方式为先平整后蒸汽养

护。 

3.3 预制构件的运输及储存 

预制构件的运输及储存是建筑施工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因此施工企业应重视预制构件的运输及储存,在进行预制构

件运输时,施工企业应根据预制构件的数量及质量的要求选

择合理的运输工具,并在运输过程中做好加固处理,防止在

运输中预制构件发生破损,同时还应做好装车及卸车工作。

为了保证预制构件在运输过程中不出现损坏,在运输车辆上

可以铺设缓冲材料,对预制构件进行保护。此外,在运输之前,

应做好运输路线的规划,防止因为运输路线的问题造成预制

构件的损坏,真正的保护好预制构件。 

储存预制构件过程中,施工企业应根据预制构件的用途来

分类储存,并应用竖向存放或横向存放的方式,一般情况下,竖

向存放的预制构件有墙体、窗体以及楼板等；横向存放的预制

构件有房梁等；同时施工企业应保证储存地面平整,具体的平

整度可以根据实际储存要求进行处理,并保证储存环境保持密

封干燥,防止在储存过程中造成预制构件受潮[6]。总之,在运输

及储存预制构件过程中,应有效防止预制构件出现损伤,从而

使预制构件质量得到保证,保障预制装配式的建筑施工顺利

开展。 

3.4 预制叠合板的安装 

预制装配式的建筑施工技术中常用的技术为预制叠合

板安装加护,为了防止安装中出现尺寸误差,应对安装方向

进行严格控制,做好相关安装工作。在安装位置的 30cm 距离

处,应对叠合板的安装位置及方向进行相应的调整,保证位

置及方向的准确性。叠合板本身相对脆弱,在安装过程中容

易发生损坏,对安装造成影响,因此可以应用外围支板保护

叠合板,防止叠合板出现破损,造成资源浪费,增加建筑施工

成本。吊板是叠合板安装之前的准备工作,合理的选择吊装

方式,保证其紧密性。在进行安装时,在底部可以设置临时支

架,约束叠合板的安装范围,确保安装的稳定性,在完成安装

工作后,可以将临时支架拆除。在这个过程中应注意的是,

若叠合板是双层结构,应设置双层支架,在完成安装后,对安

装范围进行严格控制。安装完叠合板之后进行混凝土浇筑,

并做好养护工作,保证混凝土的强度,然后拆除支板,完成预

制装配式建筑的安装工作,为建筑施工质量提供保障。 

3.5 预制内剪力墙的施工技术 

预制构架的连接工作对建筑质量及抗震性能有着直接

的影响。在应用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时,常用螺栓连接

的方式,加强预制构件的连接程度。在预制构件进行安装时,

下层板应留有插筋,且其能够渗入到内情螺栓孔中,在进行

实际施工时,可以在螺栓孔中灌入水泥砂浆,通过固定螺栓

加强建筑剪力墙与整体结构之间的连接程度[7]。应用预制装

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过程中,应在建筑结构中心位置设置螺栓

与剪力墙之间的连接位置,保证对剪力墙的硬度及稳定性不

造成影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较于传统的建筑结构,在建筑方式、建筑时

间及建筑质量等方面,预制装配式的建筑结构更能符合现今

的发展需求。目前我国的装配式建筑技术处于初级阶段,存

在着一定的问题及不足。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预制装配式建

筑的施工技术会得到一定的完善及改进,为用户提供舒适环

保的居住环境,从而为建筑行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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