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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剪力墙内配电箱箱体一次预埋技术探索总结

刘万能* 董文杰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 730070

摘� � 要：目前建筑行业在高速、高质量发展，各项制度保障体系已基本健全，各家施工水平基本相当，也没有过

多的秘密性可言，但就在这样的施工环境下，如何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既能保证施工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加快施

工进度，切实做到“提质增效”是我们施工单位不断开拓创新、勇于追求的终极目标。近年来工程公司通过观摩学习

和自主创新，改进了建筑物剪力墙内配电箱体施工工艺，既提高了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又减少了土建安装等专业的

工序交叉，同时提高了经济效益，切实达到了“提质增效”目的。本文主要分析传统的配电箱箱体安装工艺的缺点，

以及新型的建筑物剪力墙内配电箱体一次预埋技术简要施工流程及相应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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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不断飞速发展，以框剪结构的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建筑业的主流，建筑物内部各项功能逐步完

善，致使每栋高层建筑大大小小的配电箱不下几百台，如何在剪力墙内简捷高效的预埋配电箱势必成为一个关键问

题。

二、传统施工方式的配电箱箱体安装工艺分析

传统的建筑物剪力墙内配电箱箱体安装方法是在主体施工时，按照配电箱的几何尺寸制作木框预留孔洞，待主体

施工完毕后，拆除木框，安装箱体，修补洞口，整个安装过程存在诸多弊病：

（一）工序繁多且较为复杂，需要多工种相互密切配合

由于传统做法包括预留洞模具制作、模具安装、模具拆除、二次接短管、洞口封堵、混凝土灌缝、粉刷等工序。

不仅工序繁琐，还必须多工种相互配合协作，耗时长，人工、材料、机械等消耗量大且不易操作。且各工种如果不能

够密切配合，还会造成预留孔洞过大、过小或变形等现象，同时还会影响配电箱体安装质量。

（二）施工质量难以保证

由于制作的木框稳定性和抗冲击性差，在砼浇筑时极易变形，造成预留洞变形，需重新修整；安装箱体时，接管

难度较大，难以满足一孔一管，管中成线，甚至不得已用电气焊开孔、开长孔，造成质量缺陷；安装完毕后还需对洞

口重新填充修补，也给墙面留下质量隐患；如果孔洞过小或变形，需重新凿混凝土面。过大时会造成土建洞口封堵工

作量增大，同时箱体上面砌体量大时会造成箱体变形等。

（三）不利于施工工期控制

由于传统施工做法在建筑物结构施工期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预留孔洞木框的制作安装、接管、洞口修补等

诸多繁杂工序，前期部分工作量也无法形成工程实体，且施工工程量没有合理分配，致使后期安装工程量增加，工序

较多，需用大量的安装人员进行施工，前期安装任务量有所欠缺等。

纵观配电箱箱体安装整个施工过程，费时费工，还难以保证其质量。建筑物剪力墙配电箱箱体一次性预埋就解决

了传统工艺先预留洞口再安装箱体的诸多弊病，本工艺是通过在主体剪力墙钢筋上严格控制配电箱体标高和几何尺

寸，将配电箱箱体外支撑架与剪力墙钢筋固定在一起，再一起浇筑混凝土，使其成为一体，这不仅节约了传统工艺中

制作木框预留洞、修洞、填补洞口等环节的时间，还节约了预留洞口和修补洞口所用的材料，在质量、进度、观感等

方面也有大大地提升[1]。

在西固新东嘉园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标段9#-17#楼项目电气施工过程中，就采用了剪力墙配电箱箱体一次性预埋工

艺，该工艺的难点在于对成功率的要求很高，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几乎无法调整。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关于在建筑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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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配电箱一次性预埋的做法，但不同程度的存在箱体扭曲、变形、与墙面不平齐等缺陷[2]。针对上述施工过程中出

现的各种质量问题，工程公司成立了勇攀高峰QC小组，专门研讨解决配电箱箱体一次预埋质量控制技术，通过对几

个项目配电箱箱体一次预埋质量的研究及控制，总结出了一种新的预埋方法，经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下图1、2

所示）。

�

� � � ��图1�箱体安装实体图� ��� ���������图2�箱体安装实体图

三、建筑物剪力墙配电箱箱体一次性预埋工艺介绍

建筑物剪力墙内配电箱箱体一次性预埋施工工艺有三个阶段。

（一）前期的预制加工

在订制箱体时，严格要求箱体钢板厚度符合标准图集和设计图纸规定。在建筑剪力墙内配电箱一次性预埋，首先

根据图纸设计管线规格型号，要用开孔器开孔，做到一孔一管，并结合管路排列布置好不同规格型号的进线孔的位

置，防止配管时进出管路交叉；然后在现场利用角钢或钢筋根据配电箱箱体尺寸大小利用定位筋的原理，在箱体外部

焊接制作一个与墙等厚的外部支撑模具，外部支撑模具用L30×3的角钢焊接，角钢长度与墙体同宽，再利用φ10的钢

筋在角钢120 mm处焊接，上下各制作一个，用于固定箱壳（如下图3、4、5所示）。

图3�内外支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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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外部固定装置（保证箱体与墙面平齐）

图5�内部支撑体系（保证箱体四周不变形）

（二）施工过程中安装固定

建筑物剪力墙配电箱预埋时，先按设计高度进行定位；再根据箱体尺寸，切割钢筋，切割范围以能将箱体水平放

进为宜；然后将配电箱箱体按照设计高度进行安装，安装时不要把钢筋和箱体焊在一起，要用水平尺掌控箱体的水平

度进行找正，箱体找正找平后（如下图6所示），将加工的外部支撑模具与剪力墙钢筋焊接（绑扎）牢靠即可，使箱

体前后能够移动，然后在箱体四周设“加固筋”。箱体在剪力墙上安装完毕后，将线管插入配电箱，应一管一孔，管

口无毛刺，排列整齐，间距均匀[3]（如下图7所示）。在模板安装时利用模板即可校正好箱体，在模板安装完毕后要及

时注意检查，发现箱体有没能紧贴模板的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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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箱体平整度测量

图7�一管一孔，整齐排列

（三）内部支撑加固

安装结束后对箱体内部进行加固，以防混凝土挤压、振捣变形，加固采用两种方式，一种为将按照箱体结构尺寸

制作的固定模具（如下图8所示）放进箱体即可，另一种为可调节模具（如下图9所示），用螺栓紧固。配电箱箱体整

个安装完毕后，要对土建钢筋进行修复加固[4]。此次配电箱箱体一次性预埋项目采用了箱体表面不缠绕封堵的方法，

既节约成本减少工作量，还可以提高拆模后整体观感，达到了“双优”目的。

图8�固定支撑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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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可调节支撑模具

四、建筑剪力墙内配电箱箱体一次性预埋效益分析

在配电箱箱体安装工艺改进过程中，对于一次预埋技术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通过QC活动逐步解决，QC活动解决

问题的优点是既提高了项目部人员的创新意识和积极性，同时又增强了项目部的团队意识。经过多个项目的应用统计

测算通过配电箱箱体安装工艺的改进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如下：

（一）经济效益

配电箱箱体一次预埋技术减少了前期预制木框所需的人工费和材料费，同时省略了预留孔洞的人工费和后期箱体

安装后的土建修补人工费和材料费。经对西固新东嘉园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标段9#-17#楼项目统计测算，本项目共计箱

体一次预埋1617台，经测算每个箱体一次预埋可节约费用约90.79元。只是本项目部采取的箱体一次预埋节约费用约

14.68万元，工程公司今年在其他项目箱体一次预埋共计节约费用约8.69万元，工程公司为全面推进箱体一次预埋技术

奖励金额达15000元，“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二）安全质量效益

配电箱箱体一次预埋减少了预留孔洞和箱体安装后的二次修补，对墙体结构的影响程度降到最小，提高了墙体

结构的整体性，也提高了观感质量[5]。对于将后砌墙箱体移至剪力墙内的，同时减少了对过梁的预制加工和安装等工

序，也将减少了过梁搬运及安装等环节的安全质量因素。

（三）工期效益

减少了原施工工艺中的木框预制安装、洞口预留、木框拆除、箱体安装后土建二次修补等工序，减少劳动强度和

土建后期的二次修补时间，提高作业效率；同时对于安装项目的工程量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将后期大量的安装项目一

部分工程量提前到主体预埋阶段施工，对于工人合理安排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四）社会效益

建筑物剪力墙内配电箱箱体一次性预埋技术是西固新东嘉园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标段9#-17#楼项目的一个施工亮

点。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对配电箱一次预埋成型施工工艺做了有益的尝试，减少了土建单位二次修补洞口的麻烦或留

下孔洞的隐患，减少了配电箱洞口的空鼓、裂缝，提高土建工程施工质量，土建单位对此做法也倍加赞誉，同时得到

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的赞扬，受到有关方面专家的一致好评。配电箱箱体一次预埋浇筑成型技术也已成为我们创建精

品工程、提质增效、对外宣传展示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项目部的努力攻克了配电箱箱体一次预埋的技术质量问题，

为项目部创建精品工程打造了新的亮点，赢得了各参建方的一致好评，奠定了工程公司在当地的品牌基础，为后续市

场的开拓增添了业绩。

（五）团队意识、创新意识增强

为了解决配电箱箱体一次预埋技术质量等问题，工程公司与项目部联合组建了箱体一次预埋质量控制管理QC小

组，通过本次QC活动的开展，提高了工程公司各职能科室的服务意识，项目部管理人员的创新意识和项目管控能力
[6]，同时施工班组的作业质量意识、责任心大幅度提升，在施工过程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技术交底的要求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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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保证了施工质量达到优良，为下一步工程公司和项目部各项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奠定了一定的经验。

五、结束语

通过对配电箱箱体安装工艺革新，同时对革新后的施工质量控制运用QC活动原理解决相关的技术质量问题，使

我们的配电箱箱体质量达到优良标准。在整个技术创新过程中增强了我们的团队意识，发挥着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也为我们下一步在技术创新方面增强了信心。通过此次配电箱箱体工艺创新革新，在经济、安全质量、工期、团队创

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益，本项施工工艺得到社会各界的一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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