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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运用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运用

熊义龙  

浙江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　325000

摘　要：装配式建筑一般是在工厂提前加工生产建筑部分构件中，通过车辆运输将建筑构件运输至施工现场，在施工现场

安装建筑构件，以完成装配式建筑施工任务。从整体上来看，装配式建筑是我国建筑施工领域的新风向，具有较高的施工

质量与施工效率。与传统建筑施工技术相比，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可以有效减少人力资源成本支出，促进整体施工效益得

到进一步提升，对建筑施工品质具有重要的技术保障。深入探讨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运用策略，对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

中的住宅工程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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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build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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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is generally processed in the factory in advance production of building components, through the 
vehicle transportation of building components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installation of building component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tasks.  On the whole, assembly-type building is the new tendency of our 

country’s construction field, which has high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st of human resources, promot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ha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assembly 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engineering.  

Keyword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引言引言

装配式建筑的推广应用，有利于提高建筑企业的施工

效率及综合效益。在新时期高质量建造、高水准运营阶段，

建筑企业需要持续扩大对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要素的配置，

为其在工程中的实践应用提供支持。

一、装配式建筑概述一、装配式建筑概述

装配式建筑属于新型建筑类型，与传统建筑相比，具

有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的优势。2015年，我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发布了《工业化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
2015);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

和政策的倾斜，装配式建筑在大城市和小乡镇均取得了快

速发展。从近年来的实践经验来看，装配式建筑主要包括

砌块建筑、板材建筑、盒式建筑、骨架板材建筑以及升板

升层建筑等。无论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建筑企业实践方

面来看，装配式建筑都已经成为现代建筑中的前沿技术，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二、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优势二、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优势

1节省建筑资源

从以往的传统建筑工程建设施工中可以看到，由于水

泥浇筑作业项目数量繁多，在实际生产施工当中有可能存

在着建筑资源浪费的现象。比如，在墙体浇筑施工过程中，

施工人员需要在钢筋结构外部搭建模板，并且要确保模板

的稳定性，之后才能够顺利浇筑混凝土。但是在装配式建

筑施工技术运用过程中，许多建筑构件均可以在工厂提前

制作生产，一般以批量生产模式为主，不仅在材质上具有

重要的保障条件，同时在构件质量上具有优秀的品质。在

工厂加工制作建筑构件当中，一般需要应用专业材质以构

建模具，也正是因为模具的存在，建筑构件的批量生产成

为现实，可以有效节省大量的建筑资源，在促进建筑构件

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的同时，显著减少装配式建筑资

源损耗问题的产生。

2工期短、效率高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是采取预制外墙板构件的方式展

开预留管理，当主体结构封顶之后，可以不间断地实施外

围封闭，缩短了施工工期。使用传统的施工技术在主体建

筑封顶后需要进行副框收口、窗洞剔凿等施工，往往要花

费两个多月时间，外墙装修、抹抗裂砂浆等要花费大约 3

个月时间，而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则无须耗费这 5个月的

时间，在预制外墙及飘窗的同时就可以开展建筑外墙保温

装饰，使整体施工工期大幅缩短。除此之外，装配式建筑

通常采用工厂化模式进行装配构件制造，具备较强的装配

性能与应用价值，并且使施工效率有效提升。

3成本低、消耗少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有利于节约材料资源，降低施工

成本。装配式建筑施工是采用集中化加工的方式进行构件

预制，材料耗用量相对较少；施工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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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费用降低，混凝土施工中产生的废水、废渣有害

物质减少，有效避免了对环境的污染。另外，装配式建筑

有利于对材料的循环利用，提高了混凝土、木材等材料的

利用率。例如，该工程中所采用的叠合板阳台能减少木材

及钢材消耗量，材料节约率可达到 40%。

三、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原则三、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原则

1系统性原则

从表面上看，装配式建筑被分割成预制施工与装配施

工两大部分，打破了原有的全生命周期建造活动。进一步

分析可知，其实装配式建筑仍然符合设计施工一体化的实

践模式，在建筑设计、构件预制、装车运输、吊装施工、

安装作业以及竣工验收等方面，不仅具有连续性，还可以

提高施工效率。因此，在实际应用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时，

需要严格遵循系统性原则，按照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流程，

梳理出不同的施工技术，并具体分析其应用环节等，以提

高此类建筑施工方面的全要素生产率。

2预防性原则

虽然装配式建筑技术的适配性较高，但是在实际应用

此类技术时，受到人、机、材、技、法、环、管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不排除会对构件造成损坏，出现连接误差过大

以及其他安全事故等。因此在具体操作时，技术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以及生产经理等人员，应清晰认识到风险预防

的重要性，并从预防性原则出发，采取 “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 ”的具体措施，一方面借助三维建模与四维仿真提前

预测其中的风险，另一方面制定与之匹配的防治措施，保

障装配式建筑生产建造阶段的安全性与后续运营时期的质

量等。

3协同性原则

装配式建筑施工时，一方面要求预制工厂与施工现场

之间密切协同，另一方面要求参与施工建设的各单位之间

开展协同合作。在协同性原则的指引下，装配式建筑施工

单位需要在 BIM操作员辅助下开展如下操作。

第一，明确 “线上 +线下 ”混合应用方式，在 BIM集

成管理平台上将建设单位、供货商、设计单位以及监理单

位等统一纳入用户层，通过实时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协商

处理各项问题。第二，在项目经理负责制度下，要求专项

管理小组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根据平台上的数据共享，动

态调整安全、质量、进度、环境以及成本等专项管理措施，

扩大协同管理效应等。第三，提前做好工业基础类（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IFC）数据标准搭建工作，确保计算机辅
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CAD）软件、Revit软件、
Navisworks软件以及 Project软件的导入与导出等。

四、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应用要点四、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应用要点

1前期准备工作

预制施工工艺使用前需要首先做好前期的相应准备工

作。合理安排施工流程并组织项目施工人员是前期准备工

作的主要内容。前期施工阶段需要由现场施工单位获取到

相关信息与数据，掌握需要建设项目的具体结构类型、覆

盖范围、抗震等级等要求，为后续选择合适的施工技术方

案提供数据支持 [8]。从装配式施工技术的应用角度来看，

需要重点分析预制构件的安装节点，做好细节化设计工作。

施工单位在制定合理施工组织方案的同时，还应重点考虑

各类资源的分配合理性，将质量管理以及材料控制的工作

方案贯穿整个项目的建设流程，从而保证装配式建筑施工

技术的应用效果。此外，需强调测量放线的重要性。对于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来说，施工测量精度控制决定了预制构

件吊装的精度。因此，测量放线准确性是保证现场施工质

量的重要基础。所获得的所有测量计算值均应由计算人与

复核人签字确认，并需提高对层高、轴线、净空平面尺寸

测量复核工作环节的重视。以底部结构施工为例，施工前

需提前布设上部结构轴线控制点，确保将基准点组合为闭

合线以方便后续的复合与校正。测量人员需严格依据预制

叠合板平面的布置图与轴线数据，确保所设定叠合板板缝

线、现浇梁定位线以及叠合板盘扣架支撑定位线精度。

2预制构件的设计

建筑施工过程中，作为工作人员需要重点把控预制装

配建筑施工环节各类构件的实时变化，确保构件的设计匹

配建筑建设标准，且需要严控施工成本。部分构件形状不

规则且结构较为复杂，因此需要严格遵循设计标准选择使

用匹配的浇筑模式。在生产构件前需要对各个区域的实际

地形环境以及现场所具备的吊装能力、运输条件等进行深

入分析，确保所使用的构件满足建筑对耐火性、抗震性以

及耐久性的建设要求。针对部分构件需求尺寸规格较高的

情况，需要确保构件脱模与吊点预埋等工作处理的科学性，

提前根据建筑所处环境的基本条件，选择使用具有便于拆

卸且质地优良的隔音材料作为负担不同承重责任的内墙结

构，确保主体结构衔接的有效性。构件设计过程中需确保

各个功能区域规划合理，例如在厨房与卫生间区域需要强

调构件的防水性与透气效果，保证楼层楼板、墙体的结构

稳定性。需要注意地漏、灯具以及管线需要提前预留埋设，

为后续施工提供方便条件。

3构件预制与运输阶段

作为装配式建筑的重要阶段，构件预制环节决定了构

件的使用质量与使用寿命，也是影响所建设工程结构安全

性的关键因素。在构件预制前需要首先确定构件的基本类

型以及尺寸规格，判断是否满足所制定浇筑与运输方案的

实际要求；其次是需要对预制与运输环节的整体风险进行

评估；再次是需要判断若构件规格较大，是否可进行分割

以及现场制作；最后是比较预制后的构件强度以及现浇后

的结构强度，完善装配方案。构件预制方案完成后，即可

展开相应的预制工作。预制阶段需要对所使用的材料进行

全面的质量验收，及时剔除不符合规定的相关材料。完成

混凝土浇筑工作后想要对钢筋进行质量验收较为困难，因

此在钢筋绑扎阶段就需要严格遵循设计方案中所确认的型

号、数量以及连接位置等进行专项验收，此环节验收结束

后才可展开后续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完成构件浇筑工作后

需要进行整体结构质量验收以及相关的养护工作，需要确

保装配式混凝土构件至少要经过 14天的养护期才能够确保

其强度匹配设计方案。养护环节需要强调混凝土构件的成

品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4吊装施工技术

干式系统与湿式系统是预制构件吊装作业的两种基本

类型，预制楼板、外墙板、主梁以及楼梯间等吊装作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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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被划分到湿式系统，需要施工人员预留墙板锚筋位置，

并将锚筋插入到叠合板现浇层内部，确保墙板上部以及结

构体部分的连接有效性。同时需要提前预留一部分的滑动

空间，从而避免出现在浇筑过程中的楼板与墙板晃动情况；

干式系统预制构件吊装与湿式系统相似，区别在于干式系

统的施工完成后需要做好机电配置以及结构体施工等工作。

5预制叠合板的应用

预制叠合板在安装环节需要严格遵循相应施工标准对

其安装流程予以控制，从而满足对叠合板的使用需求。施

工过程中，需控制作业层与叠合板之间的距离的合理性以

及定位准确性，且需要根据预先设计对叠合板安装方向予

以调整，进而将施工误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预制吊板安

装环节，应特别关注可能出现的碰撞现象，因此建议预先

使用相应保护措施以避免对叠合板造成损伤导致出现材料

浪费。此外，还需考虑在叠合板吊装后与其他结构之间的

衔接紧密性，基于标准化吊装流程执行吊装任务。临时支

架的科学设置同样较为关键，需将支架之间的距离控制在

150毫米范围内。完成所有吊装作业后，则需将临时支架

及时拆除。双层结构安装环节，则应在确保上层预制叠合

板施工完毕后展开相应的混凝土浇筑作业。待到 48小时后

需对混凝土整体结构强度予以检测，检测后确认能够达到

预设标准 70%即可将下层支架拆除，以满足对预制叠合板

安装质量的实际要求。

6预制柱、梁的应用

预制柱的安装需确保垂直度调整工作的展开科学性，

这就需要强调型钢设置在端部位置的要点，强化预制梁安

装流程的管控过程，确保所安装的吊装梁的受力均匀性，

从而避免在实际吊装过程中出现开裂现象。建议在这一环

节配合使用型钢辅助方案，确保所使用各个构建之间的连

接紧密性与科学性，其也是将构件整体受力性能基于型钢

予以提升的关键因素。此外，实际施工过程中还应针对具

体的受力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做好预制柱固定相关工作，

以避免形成安全隐患影响到最终建设效果。建议在预制梁

的两端设置合适的钢板与钢筋等结构，以保证所建设梁的

受剪与受弯能力进一步提升。对现浇梁模板的要求主要包

括以下四点：第一是需依据设定楼板面梁定位线与柱上标

高线做好对龙骨与钢管支撑架等结构的布设工作，且需对

底模位置进行固定；第二是在布置梁底支撑完成后，铺设

底模时依据 2%跨度标准起拱，需边拉边通线进行校正；

第三是确认轴线与底模标高数据无误后对侧模进行安装，

在梁高大于 600毫米以上的情况下需首先设立单边侧模，

并做好对梁钢筋安装后结构的封闭加固工作。沿着梁板侧

模版方向的顶部安装长度为 200毫米的板条带，并需要在

叠合板接缝与板条面之间粘贴双面胶，以避免出现漏浆现

象；第四是在吊装叠合板前，需对板带进行复核与调整，

确保拼装叠合板后的误差被控制在在合理范围内，并需要

在叠合板拆分图纸中标记各个板块的定位方向。

五、结束语五、结束语

在建设工程中运用装配式建筑技术，不仅可以有效减

少施工成本支出，还可以在节能环保环境背景下体现出节

约建筑资源的技术优势，通过模块化设计装配式构件以合

理缩减施工时间，促进施工效率的有效增长。而在实际技

术应用过程中，需要做好对预制构件的运输规划工作，能

够加强对施工人员与设备的管理工作，以保障装配式建筑

工程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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