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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精装修吊顶龙骨施工的技术研究

梁 海 李国明 王昌树
森凯利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 合肥 230041

摘� 要：本研究主要探讨建筑精装修中吊顶龙骨施工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通过对现有龙骨架结构和安装工艺的深

入研究，本文提出了一种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的新的设计方案，该方案利用预装件与吊杆组件实现龙骨架的快

速安装与拆卸，有效减少了螺栓的使用，提高了施工效率，并符合绿色施工理念。此外，本研究还详细阐述了吊顶板

的安装方法，确保了吊顶的稳固与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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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技术

龙骨架是建筑内顶部装修用的支撑架构，并在龙

骨架上安装吊顶板，形成室内吊顶结构，室内装饰吊

顶应用于家居、商场、店面等场合，较为广泛。目前

常用的龙骨架结构包括水平垂直交叉的横龙骨和纵龙

骨，常用的龙骨安装结构是采用吊杆固定龙骨架或者龙

骨架之间固定在房屋顶部，无论是吊杆或者龙骨架，

大都是采用膨胀螺栓与屋顶部固定，如专利申请号

CN201820779161.9公开了一种吊顶用龙骨架，包括金属
盘和调节架，所述调节架底端外壁中间位置开有圆孔，

且圆孔内壁插接有旋转套，所述金属盘底端外壁开有螺

孔，且旋转套与螺孔内壁螺接，所述金属盘顶端外壁中

间位置焊接有竖直放置的一号金属套管，所述一号金属

套管内壁插接有螺纹杆，所述金属盘顶端外壁中间位置

开有安装孔，且螺纹杆侧壁底端位置与安装孔内壁活动

连接，所述金属盘顶端两侧外壁均开有腰型孔，两个所

述腰型孔内壁均插接有金属栓，且两个金属栓分别与调

节架顶端两侧外壁螺接，所述螺纹杆顶端螺接有二号金

属套管，所述二号金属套管顶端焊接有水平放置的固定

盘，且固定盘顶端外壁边缘位置螺接有等距离呈环形分

布的膨胀螺栓。并且在龙骨架的整个安装过程中螺栓应

用较多，这也就导致龙骨架在安装时工艺较为繁琐，操

作复杂，安装效率低，同时拆卸也较为不便，难以实现

快装、快拆，而且在拆卸、安装时会产生大量灰尘，不

符合绿色施工理念，尤其是店面这种经营场所室内装饰

需要经常性的改动，长此以往，会对屋顶造成破坏，影

响后续的吊顶施工[1]。因此，本次探讨研究揭示一种室内

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的新发明足以解决以上问题。

2 发明内容

针对原龙骨架在安装时工艺较为繁琐，操作复杂，

安装效率低，同时拆卸也较为不便，施工时会产生大量

灰尘，不符合绿色施工理念等实际问题，我们研究揭示

一种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的新发明，提供一种新

的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足以解决以上问题。

发明内容：通过预装件与屋顶固定，并通过吊杆组

件把主龙骨与预装件上的支撑座连接，实现龙骨架的固

定，吊杆组件上的折叠杆配合内芯杆和立杆能够实现

主龙骨的快装和快拆，安装工艺简单，大大减少螺栓的

使用，提高了安装效率，缩短了施工工期，方便后期回

收再利用，也不需要额外打孔，不会对房屋造成损坏，

无灰尘产生，实现了绿色装修，符合绿色施工理念，并

且内芯杆与主龙骨固定，并利用主龙骨抵接立杆，实现

了受力制约，确保了龙骨架的稳固性，方便施工安装，

绿色环保，能够减少环境污染，可以重复使用，安全性

高，吊顶板安装方便。

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所述的技术方案：

一种室内装饰龙骨架，其包括：并排设置的预装

件，所述预装件上设置有支撑座，所述支撑座内设置有

内撑腔；吊杆组件，其包括上盘、下盘和立杆，所述下

盘与立杆固定连接，所述上盘与下盘之间活动连接有折

叠杆，所述折叠杆折叠后伸入到内撑腔且与内撑腔底部

支撑连接，所述上盘上固定连接有内芯杆，所述内芯杆

滑动穿过下盘和立杆；主龙骨，所述主龙骨与立杆的底

面抵接，且所述内芯杆与主龙骨连接；辅龙骨，其与主

龙骨垂直设置。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所述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

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支撑座上设置有与内撑腔连

通的通槽，所述内撑腔与通槽同轴设置且内撑腔的直径

大于通槽的直径。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所述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

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折叠杆设置为多个且呈圆周

分布，折叠杆包括两个相同结构的杆件，两个杆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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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分别与上盘和下盘通过轴座活动连接，两个所述杆件

的对接端通过销轴活动连接。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所述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的

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上盘与下盘之间连接有弹性件。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所述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

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内芯杆的端部设置有插块，

且插块的尺寸大于内芯杆的端部尺寸，所述插块上设置

有插孔一，所述立杆上设置有相通的滑动腔一和滑动腔

二，所述内芯杆在滑动腔一内滑动，所述插块在滑动腔

二内滑动。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所述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

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主龙骨上设置有插槽，所述

插槽的两侧设置有插孔二，所述插块插入到插槽内且插

孔一和插孔二同轴设置，所述主龙骨与插块的插孔一和

插孔二内穿有插接件。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所述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

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主龙骨沿着长度方向设置有

安装条槽，所述辅龙骨沿着宽度方向设置有插接条，所

述插接条与安装条槽滑动插接。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所述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的

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安装条槽设置为两个，相匹配的

插接条也为两个，所述主龙骨沿着长度方向设置有若干定

位槽，所述辅龙骨上设置有与定位槽相匹配的弹性扣。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室内装饰吊顶装置，该吊顶装

置包括上述的室内装饰龙骨架。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所述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

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该吊顶装置还包括吊顶板，所述

吊顶板的内侧面设置有两条对称的卡条，所述辅龙骨的

两侧沿着长度方向设置有卡槽，所述卡条与卡槽扣合。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供的室内装饰龙骨架，通过预装件与屋顶

固定，并通过吊杆组件把主龙骨与预装件上的支撑座连

接，实现龙骨架的固定，吊杆组件上的折叠杆配合内

芯杆和立杆能够实现主龙骨的快装和快拆，安装工艺简

单，大大减少螺栓的使用，提高了安装效率，缩短了施

工工期，方便后期回收再利用，也不需要额外打孔，不

会对房屋造成损坏，无灰尘产生，实现了绿色装修，符

合绿色施工理念，并且内芯杆与主龙骨固定固定，并利

用主龙骨抵接立杆，实现了受力制约，确保了龙骨架的

稳固性[2]；

本发明提供的室内装饰龙骨架：在内芯杆的端部固

定插块，并在立杆内设置用于插块滑动的滑动腔二，配

合弹性件，使得两个杆件铰接成的折叠杆朝向外侧倾

斜，在吊杆组件受压时，折叠杆能够向外折叠，从而与

内撑腔支撑，实现对立杆的固定；

本发明提供的室内装饰龙骨架：在主龙骨上设置安

装条槽，辅龙骨上设置插接条，保证了辅龙骨与主龙骨

的垂直度，能够快速安装辅龙骨，且便于调节相邻的辅

龙骨之间的间距，并且辅龙骨与主龙骨之间通过弹性扣

与定位槽扣合，实现对辅龙骨的定位固定[3]；

本发明提供的室内装饰吊顶装置，方便施工安装，

绿色环保，能够减少环境污染，可以重复使用，安装效率

高，缩短了施工工期，安全性高，同时吊顶板安装方便。

3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下面将对发明描述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个简单介绍，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来讲，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灵感。

图1 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立体示意图；

图2 为本发明中吊杆组件与支撑座安装示意图；

图3 为本发明中主龙骨结构示意图；

4 术语理解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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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

“安装”、“相连”、“连接”、“固定”等术语应做

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

接，或成一体；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或彼

此可通讯；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

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

用关系，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

的具体含义。

显然，以上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

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附图中给出了本发明的较

佳实施例，但并不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本发明可以

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

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全面。尽

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而言，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具体实施

方式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

特征进行等效替换。凡是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

所做的等效结构，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

域，均同理在本发明专利保护范围之内。

结束语

经过对建筑精装修吊顶龙骨施工技术的研究与实

践，本文所提出的室内装饰龙骨架及吊顶装置设计方案

已被验证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该技术方案不仅简化了施

工流程，提高了施工效率，而且降低了对屋顶的损害，

实现了绿色施工。同时，吊顶板的安装方法也极大地提

升了吊顶的稳固性和美观性。展望未来，该技术将在建

筑精装修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推动行业向更高效、更环

保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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