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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安装在管道阀组预制方面应用探讨

周德元
中电系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100000

摘�要：传统的机电管道施工方法是由生产工人在项目现场对管道进行切割、打磨、焊接并安装阀件等，这种施

工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时间，且品质不容易控管。“装配式安装”是在工厂生产阀组及设备配管组件等主要构

件，到项目现场只要对构件进行拼装，最后再以焊接或法兰连接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一种施工方法。为了加速项目

进度及提升质量要求，在管道阀组预制方面可以采用装配式安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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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配式安装的总体思路

（1）利用BIM软件（REVIT）进行三维机电深化设
计，在软件中按设计尺寸建立设备、管道、管件及阀门等

族文件，将其置于模型中，综合设备基础高度、设备配管

高度、设备接口高度将以上信息集成在图纸模型中[1]。

（2）绘制管线，考虑易检修易操作等因素，定位阀
门、仪表及相关附件，对不同系统管线加分不同颜色进

行区分，完成模型组建工作。

（3）依据管道位置及标高，考虑荷载并设计支吊
架，对支吊架进行工厂预制。

（4）将优化调整确定的管线按照预制加工尺寸分
段、组分预制模块并输出加工预制详图，利用BIM模型预
配图对管段、管件进行编号，生成构件清单编号，方便

生产和后续现场安装[2]。

（5）根据输出的预制加工详图进行工厂预制加工。
（6）加工完成的管道模块根据安装进度、顺序做好

运输方案及成品保护方案。

（7）构件到场后，按照BIM模型及管道构件清单按顺
序进行组装和调试验收。

2��装配式安装在管道阀组预制方面应用

（1）管道阀组主要由手动阀、控制阀、Y型过滤器、
压力表、温度计、管件等组成，在装配建模阶段首先要

收集相关材料的实际尺寸，尤其是Y型过滤器和气动阀的
实际尺寸。Y型过滤器需要考虑其滤网拆卸清洗的空间，
而气动阀的高度一般比较高，需要保证上部空间满足气

动阀的检修要求。在确定控制阀的尺寸后需要对比主管

道的管径，考虑是否需要变径，用于计算并确定阀组长

度。对于阀组仪表的设置，应该尽量保证中心在一条线

上以保证美观性。

（2）常见的阀组大致可以分为落地式阀组和非落地
式阀组两大类，详见图1-图2。

图1��非落地式阀组实物图

图2��落地阀组实物图

（3）要保证要考虑Y型过滤器和控制阀门的方向，保
证阀门上的箭头指示方向和水流方向一致。

（4）由阀组接至空调箱的立管应在一条直线上，且
立管距离空调箱边缘的距离在450mm-600mm之间。详见
图3。
（5）立管在接至空调箱盘管后，使用钢板将底部封

堵，避免在管道内形成死水，详见下图。接至空调箱的

立管底部应设置防止冷桥的措施，通常采用橡胶垫或者

木垫做隔热板，做法详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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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空调箱接口剖面图

图4��阀组冷桥工法

除考虑上述因素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压力表及温度计设置的位置应该便于观察。

阀门操作应方便并留出一定的检修空间。

阀组的前期规划安装位置应考虑尽量贴近墙边，不

占用走道的位置或者安装在空调箱的围堰内。

对于常规小于DN50的阀组，一般采用螺纹连接，因
此为了保证阀门的拆卸方便，需要在阀门、过滤器前后

设置活接头。

3��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1）由于空调箱就位的位置距离设备基础边缘太远
导致立管接至空调箱的管道太长，影响其美观性，因此

可以将立管移动至设备基础上或者围堰内。详见图5

图5��立管距离空调距离过远

（2）在安装软接时，由于配管导致软接变形，可以
在安装前用丝杆对软接进行临时固定，待安装完成后再

拆除。详件图6

图6��软接与法兰临时固定措施

（3）在放置阀组的时候如果太靠近墙边可能会导致
阀门手柄无法完全开启，因此在放置阀组前应当提前对

现场进行考察，来确保阀组的正常使用。

图7��阀门安装位置充分考虑开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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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BIM信息模型与对应的现场实际图片

信息模型1�����������现场安装图1

信息模型2�����������现场安装图2

4��装配式安装在阀组预制方面优缺点分析

4.1  优点：
（1）由于预制工作在加工厂进行，即便现场土建未

移交或者不具备现场加工条件，也可以对管道进行预支

加工。

（2）工厂预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由于预制
加工的人员稳定，质量易得到保证。

（3）作业条件几乎不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如结
构未闭水、台风等影响施工现场不具备作业条件）

（4）施工现场只做装配安装，有效降低高空及动火
作业量，有利于现场的安全文明管理。

（5）便于对人工、材料集中管理，有利于项目降本
增收。

（6）可以最大限度实现关键工序的机械化、自动
化，机械设备利用率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3]。

（7）工厂化预制可以减少施工对于现场场地的需
求，工厂预制和现场主管安装施工可以同步展开，互不

干扰，有利于提高现场安装工作进度。

4.2  缺点：
（1）需要对现场的运输及吊装允许条件做动态跟踪

及充分考虑，防止预制阀组尺寸过大或过长对后期运输

及吊装造成负面影响。如考虑不当可能会造成运输及吊

装成本增加。

（2）前期设计工作加大，BIM信息模型深度需要提
高，需要出具较多的构件生产详图，虽然可以降低后期

的安装压力，但无可厚非会增加前期的设计工作深度，

尤其是过程内设计变更调整，可能会造成一部分预制件

无法使用的情况。

结束语

近年来半导体项目普遍存在工期短、质量要求高的

情况，这就使得在压缩建设周期、提高安装质量方面需要

采取更多有效的措施，无论是空调箱阀组，抑或DCC配管
及动力设备配管，倘若可以进一步提高工业管道的预制

比例，则可有效压缩工期同时提高项目整体施工质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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