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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高层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关键施工技术

曹春花*

摘 要：钢结构作为一种可以再循环使用的建筑材料，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比较广泛。其机械化的外表和良好的

抗震性能也使得其应用的频率比较高。在高层建筑施工的过程中，钢结构的应用比较频繁，也使得建筑的外观向着多

样性的方向发展。现代社会中，装配式施工工艺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建筑行业施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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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层建筑作为目前城市建筑过程中的主要形式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明确指出要在

未来的装配式建筑建造过程中发展钢结构设计，推广钢结构适用技术，健全装配式住宅施工的标准体系。因此，研究

高层建筑中钢结构的关键性施工技术对于高层建筑行业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1 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特点

预制钢结构建筑系统是由各种钢部件组成的完整预制建筑系统，但并非所有钢结构建筑都是钢预制结构。必须是

内部系统，钢结构，设备和管道以及外壳。和谐统一系统的另一个方面是建筑物的预制钢结构。优点总结如下：①具

有高度集成的结构和灵活的组件放置方式。与传统的砖混和框架式建筑物相比，钢制预制建筑物在空间布局方面具有

更大的灵活性。同时，在执行布局任务时，使用模块化组件尺寸可为您提供更大的自由度。②建设周期短。钢结构预

制建筑更注重工厂预制件和现场施工安全，同时注重设计与施工合作，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2 装配式钢结构的优势分析

装配式住宅建设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对建筑行业的要求，相关的生产工厂可以按照高层建筑的总体要求来提前准备

预制结构的配件，待所有的配件准备完毕之后将这些配件运输至现场进行组装[1]。从整体上来说，这种建筑生产模式

完美地实现了施工与预制工作的同步进行，节省了大量的施工时间，同时也显著地提升了施工的效率。而且在装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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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模式下，钢结构的相关构件也是提前在工厂中实现组装的，这样不但提高了施工效率，而且对成本问题也做到了

良好的控制作用。我国建筑业的发展经历了木结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主要类型，通过对上述三种结构类型的对

比分析，钢结构设计无论是在工业化生产和后期施工现场应用更加符合当前建筑行业的需求，钢结构的生产效率和质

量更加有利于现场施工。加工厂按照建筑工程施工图纸和方案进行钢结构预制构件加工，工业化生产效率有效提升了

建筑结构施工精度，建筑质量水平得到提高，施工效率也同步增加，使建筑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效率。此外，建

筑物采用钢结构设计，更加有利于建筑内部布局设计的开放性，可以按照空间功能要求进行灵活打造，达到建筑空间

的设计开放性。

3 探析高层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关键施工技术

配件的分段吊装

首先，施工前，应根据施工现场条件及钢结构安装要求，选择合适的吊装机械，保证吊装机械工作范围覆盖施工

范围。其次，当吊装构件尺寸长宽高大于12m*2.8m*4.5m时，吊装工艺应采用分段吊装法，为保证吊装工作按期安全

实施，分段吊装前按规范标准规定，做好吊装方案审批。最后，大中型机械在分段吊装过程中，应根据吊装构件的体

积、重量、吊装高度、组合要求合理配置机械，同时应当对吊装机械的各项参数指标仔细分析[2]，保证吊装机械的各

项性能及规格型号满足工程实际需求，保证工程吊装施工安全。

加工钢零件的制造

用于制造钢结构零件的钢和其他零件必须经过预测试，以确保其材料特性，强度和韧性满足高层建筑项目的质量

要求。结合结构图完成配料过程，以确保在组装和焊接钢部件之前，半成品和零件的质量和尺寸符合要求。最后，对

钢制零件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和校准，并很好地进行了防锈工作。钢部件需要在运输和运输方式中被保护，起重方法和

起吊点需要适当地选择，以防止对钢部件损坏前组件和影响正常施工过程。

外墙施工技术分析

装配式建筑的钢结构施工所用的外墙板和连接配件均为工厂预制，外墙板施工主要采用节点连接配件，将外墙板

固定到建筑框架结构上，通常采用全熔透焊的方式将外围墙板下托点和上限位点全面连接起来。根据行业施工经验，

预制外墙板的重量平均为400kg，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吊装后移动作业。外墙安装的具体操作流

程为：施工人员检查建筑钢结构的平整度和垂直度，并进行适当调整；而后，根据施工图纸校准外墙重点节点连接位

置，并再次检查外墙板及各种预制构件的型号和安装位置。然后，采用起重机吊装预制墙板，将预制墙板吊装至安装

位置，并且对墙板和预制构件的位置进行适当微调；最后，对外墙板进行固定焊接，并且将预制构件埋件与钢结构柱

埋件进行焊接，确保外墙板的安装牢固可靠。

柱结构施工中的应用

第一点，应该确认其起吊的方式。柱结构一般使用回旋起吊的方式，由一台吊机完成。可以使用枕木作为下层的

垫护装置，保证柱结构的完整性和外观的完好。第二点，就是施工方案的选择[3]。对于钢柱而言，首先需要确定其基

准线和标高是否与施工图纸中的数值相一致。如果一致才可以进行螺栓的固定和其他工序的施工。一般而言，钢柱的

外观参数应该保证在连接板的正常施工范围之内。在检测柱的标高过程中，应该测量其距离柱底1m的位置，并且将这

个位置进行标记，以便于后续校验活动的进行。在安装之前，应该对标高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安装的过程中多次检

验其标高是否符合图纸和具体的施工需求。如果发现不符的情况，应该安排施工人员和施工班组进行集中讨论，从而

解决这一问题。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应该使用测量垂直程度的设备检测墙面的垂直度，这样也是检测整体施工质量

的一个方面。当节点安装完毕之后，应该对上节柱的吊运高度进行检测。检测其高度是否合格，并且包标高能够满足

上下节钢柱的对接工作，避免出现对接的偏差现象。与此同时，也应该调节上层柱中线的位置和衔接处的精准程度。

并且通过观察柱的垂直标高和相关参数确定钢柱位置的准确程度。只有全部合格之后才可以使用其他的施工材料进行

其他工序的施工。高层建筑中应用装配式钢结构施工的优势可以体现在施工的方式比较便捷，施工的效率比较高，

并且能够减少因工人操作失误造成的施工误差和影响施工质量的问题[4]。通过对钢结构工程的了解，能够不断让企业

在行业中的钻研程度更加精进，也能够保证BIM技术在施工现场中应用的帮助程度。从而让施工现场完成机械化的对

接，最大程度的提升施工的效率，并且能够让施工的成本缩减。这与传统土木工程或钢结构混凝土结构混合使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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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明显的区别。

应用BIM建模技术

按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的要求，进行三维建模，根据三维模型生成预制构件详图，然后再按详图进行预制件的制

作加工，将工厂加工完成的预制构件运至施工现场进行装配，从而完成钢结构工程的施工。在三维建模中，通过BIM

技术，根据设计图纸实现三维建模[5]，同时通过BIM技术对预制构件进行优化设计，自动生成设计成果，包括截面形

式、材质、规格尺寸等各种报表，为车间加工和制作安装提供数据来源，为后期施工现场的精细化安装做好了基础。

同时BIM技术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配合使用TEKLA公司的Xsteel软件与AUTOCAD软件，这些软件的使用可以真实地

模拟出施工现场的情况，可以显著地提升钢构件安装的效率。

平板结构的联合施工

高层建筑中使用的大多数墙板都是由水泥，砂岩和金属丝网等材料制成的高压灭菌的轻质多孔混凝土板，具有重

量轻，保暖性，耐火性和隔音性极佳的优点。例如，干密度通常不超过0.55g/cm3，是轻质的，非常便于安装工作。

内部密度高，有许多小空隙，绝热效果是普通混凝土材料的十倍以上。处理平板结构中的连接节点时，应注意以下几

点：①外墙板和梁之间的连接。使用双层高压灭菌的轻质加气混凝土面板时，请先安装外墙面板，使用举升装置将

墙面板运输至目标高度，然后使用电缆绳将其指定为墙面板[6]。将隔热板牢固地连接到外墙板的表面，连接内墙板，

将墙板连接到L形钩头以将其固定，并填充灰烬间隙。②墙板之间的连接。墙板到墙板的连接必须通过钢框架进行，

龙骨和墙板之间的距离应为300mm，并应使用长度为50mm的自动螺钉进行固定。③墙板与门窗结构之间的连接。首

先，将墙板安装到门或窗户的底部，然后安装钢框架，安装上墙板，然后用自攻螺钉将其固定[7]。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层建筑中应用装配式钢结构施工材料能够让钢结构在低耗能和高效使用的层面上进一步发展，同时

也能够进一步降低大楼的质量，增加大楼安全性，降低建设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从绿色环保的角度来看，能更好

地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贡献力量。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国内的建筑企业也对钢结构材料的应用采取了正视的态

度，并且装配式钢结构材料在施工中的施工体量进一步增大，这对于装配式建筑而言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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