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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层建筑项目管理探索-以湖州南太湖CBD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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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索超高层建筑项目管理过程中采用的施工技术，特别是以湖州南太湖CBD项目为例。通过
分析湖州南太湖CBD项目中采用的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确立了研究的主题、对象和范围。现状分析揭示了超高层建
筑项目管理施工技术的主要问题和挑战。通过对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的深入分析，本文阐述了南太湖CBD项目如何解
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难题。最后，总结了研究的主要发现，并提供了对未来超高层建筑项目管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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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众多超高层建筑项目实践，已形成一

套适合超高层建筑的综合多元施工技术。因此，对超高

层建筑施工技术管理进行多元探究，探索超高层建筑与

环境生态、智慧建造、创新技术等相关各种施工技术管

理十分必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南太湖CBD项目施工难题和解决方
案，分析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管理的应用特点，以此形

成一种超高层建筑施工方案和施工技术，以期为类似超

高层建筑项目提供借鉴[1]。

2 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关键点剖析

超高层建筑大多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且具有奇特的

外形、庞大的规模、多项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等特点，

常被确定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因素给施工带来了不

少困难。以现有超高层项目工程为背景，通过解析超高层

建筑施工中的重点和难点，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梳理出以

下特点作为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管理实施的关键。

（1）工程规模大，交叉施工要求高。超高层建筑体
量巨大，施工的总体规划，总体施工部署、流程和施工

区域划分需要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要求很高。

（2）超高层建筑主体结构形式复杂。首先，建筑施工
采用高强度混凝土超高程泵送，增加混凝土施工的难度。

其次，超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采用钢结构复合体系，提高

结构稳定性的同时，对施工技术要求很高。最后，框架施

工脚手体系和安全防护、避难层施工及幕墙安装、大型设

备高空吊运等对建筑结构稳定性要求较高。

（3）专业施工内容众多。超高层建筑功能繁多，系
统复杂，专业施工内容众多。钢结构加工、幕墙、精装

饰、电梯、弱电等专业施工单位交叉施工，增加了总承

包单位的组织协调工作的难度，同时有大量的深化设计

工作需要在施工过程中完成，总承包技术管理任务重、

工作量大、协调难度高[2]。

3 南太湖 CBD项目施工技术剖析

3.1  大体积混凝土底板施工技术应用
（1）底板混凝土浇筑施工要点及浇筑方法
施工要点：

1）底板混凝土浇筑前，采用自制的1.5m3铁皮水桶和

塔吊吊斗放置在泵管软管出口处，以防止润湿（滑）泵

管的废水和砂浆进入底板内；2）混凝土振捣采用插入式
振捣器，振捣混凝土时要求下插到下层混凝土50mm，保
证混凝土分层处密实，振捣棒要求快插慢拔，保证振捣

棒下插深度和混凝土有充分的时间振捣密实。振捣点的

间距严格按照规范要求的振捣棒作用半径的1.5倍，一般
以400～500mm进行控制，振动棒间距5m。在作业面标注
振捣点并要求振捣工分区域逐点振捣。振捣时间控制在

20～30秒，注意不要漏振、少振或过振；3）底板每次浇
筑振捣面积较大，应加强底板平整度控制，做好标高控制

网。浇筑板的虚铺厚度应略大于板厚，振捣完毕后用木刮

杠刮平，浇水后再用木抹子压平、压实。

主地标塔楼筏板整体采用斜面分层方法进行混凝土浇

筑，如图3.1所示。通过自然流淌形成斜坡，并沿高度均
匀上升，分层厚度为500mm，确保混凝土能够振捣密实。

3.2  关键施工工艺控制
为了有效地控制有害裂缝的出现和发展，必须从控

制混凝土的水化升温、延缓降温速率、减小混凝土收

缩、提高混凝土的极限拉伸强度、改善约束条件和设计

构造等方面全面考虑，结合实际采取措施。

3.2.1  降低水泥水化热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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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用低水化热或中水化热的水泥品种配制混凝
土，如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

水泥、复合水泥等。（2）使用粗骨料，尽量选用粒径较
大、级配良好的粗细骨料；控制砂石含泥量；掺加粉煤灰

等掺合料或掺加相应的减水剂、缓凝剂，改善和易性、降

低水灰比，以达到减少水泥用量、降低水化热的目的。

3.2.2  加强施工中的温度控制
（1）在混凝土浇筑之后，做好混凝土的保温保湿养

护，缓缓降温，充分发挥徐变特性，减低温度应力，夏

季应注意避免曝晒，注意保湿，冬期应采取措施保温覆

盖，以免急剧的温度梯度发生。（2）加强测温和温度监
测与管理，实行信息化控制，随时控制混凝土内的温度

变化，内外温差控制在25℃以内，基面温差和基底面温
差均控制在20℃以内，及时调整保温及养护措施，使混
凝土的温度梯度和湿度不至过大，以有效控制有害裂缝

的出现。（3）合理安排施工程序，控制混凝土在浇筑过
程中均匀上升，避免混凝土拌合物堆积过大高差。在结

构完成后及时回填土，避免其侧面长期暴露[3]。

3.3  底板大体积混凝土控温
3.3.1  测温点的布置原则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内监测点布置，应反映混凝土

浇筑体内最高温升、里表温差、降温速率及环境温度，

其测温点的布置原则如下：

① 测试区选择混凝土浇筑体平面对称轴线的半条轴

线（即在混凝土厚度相同的情况下，布置半边即可），

测试区内监测点应按平面分层布置；

② 测试区内，监测点的位置与数量可根据混凝土浇

筑体内温度场的分布情况及温控的规定确定；测温点应

具有代表性，尽量每种厚度均布置测温点。

③ 在每条测试轴线上，监测点位不宜少于4处，应
根据结构的平面尺寸布置，其布置间距不应小于0.5m且
不应大于10m；

3.3.2  测温点布置
根据前述测温点布置规范要求，并结合项目塔楼基础

筏板设计图纸，本工程塔楼基础筏板区域测温点总计布置

25个监测点，其监测点平面布置图及不同板厚竖向布置。
4 垂直运输施工技术应用

本项目主塔楼10-1#核心筒结构高度303m，配备4台
载重2吨，额定速度120m/min的SSD型井道式施工升降机
及1台载重0.8吨的SSD型顶模专用梯，额定运行速度60m/
min，用于换乘，

4.1  设备进场前期要求
设备进场前，现场具备进场条件，如井道预留，门

洞封堵，顶部防护防水，施工用电等应提前准备完毕。

（1）保证现场道路通畅，有足够放置设备的场地。
（2）设备进场时应提供一处防雨、防火、防盗的库房用
于暂存物料。（3）井道底坑、混凝土圈梁或墙壁预留
洞的强度应满足GB/T50107-2010标准中规定值的75%以
上，安装部件部位的强度不低于5000N/m2；圈梁截面高

度不低于250mm，厚度不低于200mm。并将强度检测数
据记录到勘测表中。

4.2  夜间施工安全保证措施
本工程工期紧张，夜间施工不可避免，为确保夜间

安全施工，采取如下安全保证措施：

（1）充分考虑施工安全问题，不安排交叉施工的工
序同时在夜间进行。（2）施工现场设置明显的交通标
志、安全标牌、护栏、警戒灯等标志。保证行人、施工

机械和施工人员的施工安全。（3）做好夜间施工防护，
在作业地点附近设置警示标志，悬挂红色灯，以提醒行

人和司机注意，并安排专人值守。（4）夜间施工用电设
备必须有专人看护，确保用电设备及人身安全。

5 基于 BIM 技术外立面幕墙施工技术应用

5.1  锯齿形及多种幕墙系统交接部位的测量放线
塔楼幕墙东西立面几何形状复杂，且幕墙类型多。

针对幕墙该些特点，采用BIM建模技术指导现场测量。楼
层内平面控制点，项目将与土建及钢结构共同投射，每

层计划在外框楼层板投射6个控制点，标高控制点将由核
心筒位置向上投射，再转到外框结构上。在埋件、地台

码、板块安装时将依据各构件的坐标点进行投射，以确

定安装位置，其中埋件及地台码安装计划采用单坐标投

射，板块安装时将采用板块上横两端的两个坐标投射确

认位置，如图3.4所示。

图3.4 坐标投射示意图

5.2  单元板块的吊装
5.2.1  人员准备
（1）单元吊装轨道系统所在层配起重机械司机一名，

普工一名，此二人主要负责起重机械的操作及必要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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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2）板块存放层配置工人4－6名，负责板块平面
运输及起吊。（3）在板块的安装层及其上一层，各配置
工人2－3人，负责板块的安装工作。（4）在中间各层分
别配工人一名，确保在下行过程中板块不与楼体碰撞。

（首先在长棍的头部用纱布等软性物质缠绕，随后工人在

室内用长棍抵住下行的板块，防止碰撞。）在板块吊装前

以上人员各就各位，并做好各自的安全维护措施。

5.2.2  材料准备
单元板块存放层人员要查清即将安装单元板块的存

放位置、数量及规格是否与板块标号图相符。其他人员

检查安装所需附件的品种是否齐全，数量是否满足当日

安装之所需。

5.2.3  施工机具的准备与检查
在单元板块正式安装前要检查以下设备的完好性，

以免影响板块的正常安装。（1）调试电动环链葫芦，并
进行试运行。（2）安装单元板块吊装夹具并确认其可靠
性。（3）确认对讲机通话的可靠性。(4）确认所有参与
吊装人员已到指定位置。

5.2.4  现场条件的准备
在安装层面检查楼体有无突出物影响板块的正常安

装，如发现应及时切除或剔凿掉。适时拆除板块存放层

的防护栏，保证板块的正常吊出，这时应采用钢丝绳拉

结在两根相邻柱上作为安全绳，操作工人的安全带系在

安全绳上，确保操作工人的安全。当安装工作结束后，

恢复安全护栏。检查安装部位上方有无其它工种作业，

做好防护措施，防止坠物伤及人员及板块。在安装部分

下方拉设警戒区，禁止人员进入。

5.2.5  检查单元板块
在板块安装前仔细检查板块质量，检查时应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1）玻璃等饰面材料是否有破损情况；（2）玻璃等
饰（3）单元板块吊点是否安全可靠；（4）单元板块的
组件、零部件是否齐全。

5.2.6  单元板块的吊装过程
（1）将单元板块吊出板块存放层
此过程需吊机司机、板块存放层的吊装指挥人员及

其他人员协调作业完成。吊装时电动环链葫芦在指挥人

员的指示下缓缓提升板块，同时存放层内人员借助起抛

器，将板块向楼外移动。当板块接近垂直状态时，板块

存放层上一层人员应确保板块不与楼板发生碰撞。

（2）单元板块的下行过程
单元板块的下行过程由板块吊装层上一层的指挥人

员负责指挥。单元板块在下行过程中应确保在所有经过

层都有人员传接板块，防止板块在风力作用下与楼体发

生碰撞。

（3）单元板块的插接就位
单元板块的插接就位由单元板块吊装层及上一层人

员共同完成。单元板块

下行至单元体挂点与转接高度之间相距200mm时，
命令板块停止下行，并进

行单元板块的左右方向插接。在左右方向插接完成

后，在控制左右接缝尺寸的情况下命令板块继续下行，

此时由板块上一层人员负责单元体挂件与转接件的对

接，板块安装层人员负责上、下两单元板块的插接。

确认单元板块的挂点、左右插接、上下插接都已安

装到位后，拆除夹具并命令其返回板块存放层。

结束语

本研究对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

是以南太湖CBD项目为例，具体分析了其实践经验和取得
的成果。以下是对本研究的主要发现进行的总结与展望：

（1）南太湖CBD项目超高层建筑大体积混凝土底板施
工技术应用。为改善超高层建筑上部结构受力，在设计阶

段其基础底板面积、厚度都较大，混凝土强度高，导致施

工过程中水化热大，温差控制难度高，为缓解上述现象，

须提高基础底板混凝土施工组织和裂缝控制的要求。

（2）南太湖CBD项目超高层建筑垂直运输施工技术
应用。超高层建筑行程高、垂直运输体系任务重、运输

密集、投入大、效益高，因而在施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要保证超高层建筑施工顺利进行，须合理选择、

配备垂直运输机械。

（3）南太湖CBD项目基于BIM技术外立面幕墙施工
技术应用。结合工程的幕墙特点及实际情况，在既有BIM
技术基础上，对BIM的新技术应用进行研究，发掘BIM技
术在超高层建筑工程施工中的价值，积极利用BIM技术解
决幕墙施工中的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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