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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刘建东
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

摘� 要：建筑工程传统的建造方式生产效率低、建设周期长、能源消耗高，会产生一系列建筑质量问题，难以根

除。同时，由于建筑垃圾、扬尘等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制约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装配式建筑是建筑的工业化体

现，其既有助于建筑行业的节能减排，又有助于实现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因此，应充分发挥装配式建筑自身的重要价

值，重视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管理工作，认清当前装配式建筑施工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从而更好地保证装配式建筑施

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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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配式建筑的特点

目前，我国建筑业仍然是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支柱

产业，也是最大的单项能耗行业。传统的建造方式生产

效率低、工期长、能源消耗高，还会严重污染环境，同

时受材料供应、施工机具、施工场地、气候情况、劳动

人员技术水平等因素制约。随着人们对居住条件、环境

的标准要求提高和建筑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建

筑的工业化生产已成为世界建筑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装

配式建筑是建筑的工业化体现，其生产方式大大颠覆了

传统建造模式，可以快速、标准、低成本地建造住宅。

装配式建筑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质量可控，生产效率高。装配式建筑的主要

构件采用工厂预制化生产，

代替现浇结构立体交叉作业，用工厂的机器化生产

取代现场的人工操作，大大减少了施工人员操作不当造

成的质量缺陷，并且机械设备的精确性远高于现场人工

操作的可靠性。通过主体结构的工厂化生产彻底解决了

传统结构施工过度依赖一

线施工人员、现场质量难以控制的难题，并实现毫

米级误差。同时，在预制构件生产环节，可将门窗、附

件、外墙板等构件的装饰、保温、防水等特殊性能在工

厂完成，不仅能够保证构件特殊性能质量，还很好地解

决了装饰问题，有效规避

了传统现场施工因施工人员技术能力、个人素质、

责任心等因素带来的质量风险，做到质量可控[1]。

第二，成本可控，安全环保。在工业化生产中，可

提前准确地规划、计算人员、材料和机具设备的需求情

况，可提前模拟操作现场施工的各环节，预测可能出现

的各类问题，提前做好解决方案，有效规避传统方式因

原材料价格波动、劳动力成本变化和现场变更签证等方

面的成本风险。同时，实现构件与主体结构

的一体化装修，建筑部品在预制厂生产时已经预留

了各种管线和装饰材料安装设置空间，而不是在毛坯房

交工后再进行装修，这样不仅可以为装修施工提供方

便，而且解决了建筑垃圾、材料浪费、环境破坏等问

题，实现成本可控、安全环保。

第三，进度可控，信息化管理。在原材料供应充足

且设备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在预制场内生产建筑构件和

部品的进度是完全可控的。加之，现场安装过程的工序

简单，且可提前模拟，所以，可有效规避传统施工由于

材料供应不足、劳动力不足或天气状况等因素带来的进

度风险，能够实现进度可控。装配化施工强调建筑工业

化的运行模式，相比传统的层层分包模式，更提倡工程

总承包模式，实现了设计到生产再到施工一体化，让项

目设计更优，不仅有利于实现建造过程的资源整合，也

有利于技术集成和效益最大化[2]。同时，可在最初的设计

阶段建立信息模型，施工中的各个专业采用信息平台协

同作业，各专业主体之间通过共享信息资源，解决很多

不必要的问题，并有效避免各专业及行业间的不协调问

题，不但加快了工期进度，还有效解决了设计与施工、

部品与建造技术脱节等中间环节问题，实现项目全过程

信息化管理。

2 影响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质量的因素

2.1  材料因素
材料是影响装配式建筑质量的重要因素，物料是否

满足装配式建筑的施工需求，直接决定施工的质量。生

产过程中对材料质量的把关和控制十分关键，如混凝土

混合比例不当会直接影响施工效果和装配式建筑质量。

比如施工人员在拌和物料的过程中未严格执行操作规范

和技术规程，物料添加过多或过少，都可能导致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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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不达标，直接影响工程质量。材料密实度不达标或

叠合板浇筑厚度不足，则会导致建筑物承载力不足或通

透性差，同样会影响装配式建筑的工程质量。在预制构

件生产过程中，注浆套管封闭性检查十分关键，严格执

行操作规范，重点把握技术要点，避免密封性不足诱发

漏风问题，需提高套管耐久性和使用寿命，确保项目施

工质量[3]。

2.2  设备因素
设备质量及应用水平会影响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

现阶段我国装配式建筑属于探索阶段，设备应用存在不

成熟性，相关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施工质量。 在

预制结构配件制作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前期质量检测，

材料质量未达标会直接影响预制配件质量，尤其是混凝

土制作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混合比例并充分搅拌，避免

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够等病害现象的产生。

2.3  工艺因素
施工工艺是装配式建筑施工环节需重点控制的因

素，工艺参数、技术指标控制至关重要。在混凝土施工

环节，需控制工艺要点。首先进行模板尺寸检查，确定

参数符合项目需求，同时要加强螺栓松紧度的核查避免

故障。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需要借助精密仪器进行检

测，确保参数达标。如果缺少精密仪器测量，可能导致

工艺水平不达标，影响坐浆厚度与性能，产生裂缝和位

移等现象，影响项目工艺质量。

2.4  人员因素
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需对人员因素严格控制，施

工人员、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等为装配式建筑质量控制

的实际管理者，也是影响建筑物工程质量的核心所在。

3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管理和质量控制措施

3.1  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
一是，构件材料的生产需严格遵循设计图纸，重点

控制施工指标，设计单位和构件生产厂家需认真商讨图

纸偏差，确保构件设计合理性、生产产品的精确性，

确保产品受力状况良好，以保障建筑质量。二是，

设计单位、工程总承包商、监理单位、生产厂商等相关

主体单位需认真商讨项目情况，严格落实方案，加强责

任制管理，明确不同单位的责任，通过制定质量管理体

系，控制施工质量。三是，预制构件的生产需严格遵循

设计需求、技术规范，确保预制构件性能并保障生产精

度，模具使用时需合理控制尺寸，根据构件设计尺寸，

严格控制预埋孔、钢筋位置。四是，生产完毕后，由专

业技术人员根据技术规范进行项目检测，确保预购件质

量达标，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安装计划、工序安排核对构

件型号和数量。五是，对预购件的运输需合理规划路

线，避免运输环节损坏预购件。构件运输的过程中，要

使用专用的运输车辆，运输构件的车辆在行驶的过程

中，要确保匀速，缓慢转弯，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不

能出现急刹车的情况，防止损坏预制构件。

构件进入施工现场以后，要检查套筒检测报告、产

品合格证、混凝土强度报告等相关证明性文件，并且检

查构件的外观是否存在漏筋、开裂以及不平整的问题。

对于已经存在的一般性缺陷，要按照技术方案予以处

理，并且要重新对构件进行检测。预制构件和现浇结构

相邻部位存在200mm宽度范围内的平整度需要进行严格
控制，控制在1mm以下。构件检测完毕后要摆放整齐，
必须保证堆放场地为硬化、平整的地坪，且不存在积水

和杂物。同时，需要保证堆放区内有足够的运输空间，

结合构配件自身重量和承载力，明确堆放层数。

3.2  灌浆浇筑
套管套管注浆接头的套管必须满足下列规定：① 按

照JGJ107 —2016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对半注浆套
管进行计算，确定排浆孔的最大负容差。②注浆套管的

长度要按试验规定，注浆接头的长度不宜小于钢筋直径

的8倍，注浆套管中部轴向位置处的两端须留出钢筋的安
装调节长度，预制端部不宜少于10 mm，现场装配不宜少
于 20mm，浇注套管的厚度不宜小于4mm。③ 在半注浆
套管的螺纹端部和注浆端部间的通孔直径孔径与孔径差

不宜小于2mm，孔长不宜少于3mm。
注浆质量有很大工程的安全影响，因此注浆是施工

工艺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注浆材料必须配合套管的规

格，注浆设备必须湿润，并严格按照生产厂家的要求进

行搅拌；浆料的使用时间须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的时

间，通常搅拌10 min 左右。制浆样品分批次进行检验，
以每一层为一批进行检测，每个作业班必须制造一组，

每一层不得少于3组，制作规格为40 mm×40 mm×160mm
的长方形试样，在标准养护28d后进行抗压强度测试。

3.3  加强构配件生产质量控制
生产企业在加工、制作装配式建筑构配件前，为保

证构配件质量符合建筑施工需求，需要进行技术交底，

明确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技术和生产质量标准，并结合装

配式建筑工程特点，合理编制构配件生产方案，其中包

括规范的生产流程、生产技术等。为更好地保证构配件

质量，生产企业需要在产品出厂前严格检测其质量，同

时为各个构配件张贴相应编码，编码必须是唯一的，且

可以完整地反映出构配件信息，包括构配件型号、生产

日期、出厂日期、生产企业、质量检测员等，一旦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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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配件出现质量问题，可找到相关责任人。同时，需要

在生产构配件上标明吊运、安装的朝向和位置，以方便

在装配式建筑现场更加快捷地安装各构配件。

3.4  做好现场管理工作
首先，要对进入现场的各项材料、设备加强检查与

核对，要根据采购清单、施工图纸对进场材料进行一一

核对，确认其质量、型号及数量，并做好采样送检活

动，一般对于构配件的采样数量为总数量的10%，并且
要保证最低检测数量在3个以上，若发现构配件存在裂缝
或者是破损问题，应该根据相关标准落实修补活动或进

行废弃处理。例如，一些对结构性能造成影响且无法修

复的破损，或者是预埋件发生破损已经影响其连接效果

等，都应及时淘汰。而对于破损小于2mm，但不影响安
全使用和结构性能的，则可以在现场进行修补。而对于

尺寸、质量不合格的构配件，则应该坚决退回[4]。其次，

要对施工图纸加强研究，在正式施工以前，要组织各单

位针对施工图纸进行会审，一方面，要将其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发现与清除，避免对后期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

一方面，要及时了解其中的技术重难点，把握技术应用

方法，提高技术应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在全面掌握施

工图纸以后，还应该对施工人员加强技术交底，使施工

人员能够明确掌握相关技术规范及工艺流程，避免由于

操作不当或者是违规操作影响工程施工质量[5]。

3.5  加强装配式建筑工程施工验算
为保证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与施工要求相符，必须

准确验算装配式建筑工程，结合建筑设计方案，全面检

查装配式建筑的各个构配件，保证各构配件的施工质量

与要求标准相符，以此提高装配式建筑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装配式建筑工程施

工验算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严格按照要求标

准验算构配件横向、竖向支撑能力和承载能力，避免后

期因受力而发生构配件损坏情况，从而保证装配式建筑

施工质量。二是在预埋吊具的过程中，必须根据构配件

自身重量、外形、尺寸等，

全面检测其受力性能，同时需要保证吊索和水平面

之间不低于60°的夹角。如果构配件的外形比较复杂，且
为大型构配件，就需要采用分配梁形式的吊具，以保证

构配件的施工效率，提高施工质量

3.6  加强结构防水技术处理
由于装配式建筑是将预制的混凝土构件在现场拼装

施工，构件之间必然存在接缝，接缝部位的防水是装配

式建筑质量控制的关键。装配式建筑的防水主要包括屋

面防水和外墙防水两方面，屋面防水与传统建筑相似，

不同在于外墙防水设计；预制外墙防水一般采用构件防

水和材料防水相结合的双重防水措施。除正确选择防水

技术外，还要合理选择防水材料，因为防水材料是外墙

板缝防水的第一道防线，其性能直接关系到防水效果。

3.7  装配式建筑人才的培养和开发
建造差异较大,且发展迅速,面广量大。目前，装配式

建筑管理、技术应用以及一线操作人才的大量短缺已成

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装配式建筑

各层级人才的开发与培养显得尤为重要。装配式人才培

育主要来自两大群体：职业院校学生和社会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院校学生是承载建筑产业转

型升级伟大使命的重要新生力量，职业院校应以社

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为目标，为社会输

送满足建筑产业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合格专业技术人员，

同时也为建筑业“质量第一”的百年大计保驾护航。

结束语

在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当中对相关施工技术进行合理

的应用，并做好质量控制工作，能够有效提高此类建筑

的施工质量，这对于此类建筑的效用发挥及未来发展有

着非常积极地作用。因此,相关单位应该对各项施工技术
及质量控制措施保持重视,要结合实际进行合理地应用,从
而为工程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牛自立.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技术及现场质量控
制探讨[J].砖瓦，2022(04):65-66+69.

[2]朱国峰.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与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J].科技创新与应用，2022(08):105-107

[3]许燚.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技术的研究与应用[J].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2021（2）:104～105. 

[4]吴真真.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技术及质量控制[J].
科技创新与应用,2021（9）:170～172.

[5]赵德任.浅谈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技术及质量控
制[J].四川水泥，2021（4）：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