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5卷� 第15期·城市建筑与发展

4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与质量管理研究

闵玉忠
常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Ǔ江苏Ǔ常州Ǔ213000

摘Ȟ要：本文对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技术与施工质量管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对装配式建筑施工建造过程的关

键工序进行分析，找出其施工建造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及质量控制难点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和建议，为装配式

建筑的施工技术革新和施工质量管理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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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配式建筑的概念

所谓“装配式建筑”指的是采用模块化设计、工厂

化生产、装配化施工等技术，将建筑的结构、非承重围

护墙体、装饰装修、设备管线等系统的主要部分采用预

制构配件的形式在工厂内预制生产，再运输到现场进行

组装而成的建筑[1]。

2��装配式建筑的优势及问题

2.1  装配式建筑的优势
与传统的现浇结构建筑相比，装配式建筑具有施工

速度快、质量优、节约成本、节能环保等优点。

（1）施工速度快：装配式建筑采用模块化设计，其
构配件根据设计图纸在工厂内预制生产，现场只需根据

节点做法对构配件进行组装，可以大幅提升建造效率，

提高施工速度。

（2）质量优：装配式建筑的构配件在工厂严格的生
产流程和质量控制程序下，构配件的施工质量稳定性

高，质量瑕疵少，提高了建筑的整体施工质量。

（3）节约成本：装配式建筑的构配件实现了设计的
模块化、生产的工厂化和施工的装配化，各阶段均进行

了成本的有效控制。同时，由于施工速度快、施工周期

短，减少了施工管理成本。因此，装配式建筑在一定程

度上是节约成本的。

（4）节能环保：装配式建筑的工厂化生产过程中，
减少了施工现场的扬尘、噪音、建筑垃圾等污染物的排

放，减少了环境污染和原材料的消耗，符合绿色建造的

要求。同时，装配式建筑的构配件在生产时可以叠合保

温节能材料，建造完成后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

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2]。

2.2  装配式建筑施工的重难点问题
装配式建筑虽然具有上述的诸多优势，但也存在一

些重难点问题需要提前策划和铺排：

（1）设计对施工的影响方面：装配式建筑在设计阶

段需要进行详细的设计规划，包括结构拆分、模块化构

件设计、构件安装方式等方面。设计的合理性直接影响

施工装配过程的顺利与否。

（2）运输和吊装方面：装配式建筑的构配件需要通
过运输工具运输到现场，并在施工现场进行卸载和安

装。需根据不同类型的构配件选择相匹配的摆放、运输

及吊装方式，现场吊装需选择合适的吊装配套工具，有

效的运输及吊装方案对于减少构件损坏和提高施工效率

至关重要。

（3）临时工程设施方面：装配式建筑的构配件在现
场堆放时，需考虑场地的承载力；如果构配件是堆放在

地库顶板上的，需验算地库顶板的承载力是否满足要

求；若不满足要求则需要在地库顶板下方搭设临时支撑

架体协助传递构配件的荷载，确保地库顶板结构的受力

安全。

3��装配式建筑关键施工工序分析

3.1  预制构件的运输与堆放
（1）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运输，要充分考虑构件

的重量、尺寸等因素，采用合适的固定方式和支撑结

构，确保整个包装在运输过程中稳固、可靠。预制构件

运输需注意的事项如下：

①预制构件的运输宜选用低平板车，且有可靠的限

位措施，将预制构件和专用架绑扎牢固，保障预制构件

在运输过程中的稳定。

②预制墙板宜采用直立方式运输，必须配套使用专

用的钢排架（山形架或A字架）。预制构件与钢排架之间
须有限位措施，并绑扎牢固，以防止倾覆，同时做好易

碰部位的边角保护。

③水平预制构件（如预制叠合板、预制楼梯等）可

采用平放运输，上下层预制构件的接触点，必须在同一

竖向位置部位，且应设置减震措施（如垫橡胶块）。

（2）需要根据预制构件的尺寸、重量和形状，合理



城市建筑与发展·2024� 第5卷�第15期

5

选择运输工具[3]。对于尺寸较大的预制构件可以采用低平

板运输车或专用运输车辆，对于小型预制构件则可以采

用集装箱或货车来运输。在选择运输路线时，要根据预

制构件厂与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路线规划，

要避开拥堵路段和颠簸道路，避免大转弯、陡坡等可能

造成预制构件移位或损坏的情况，确保整个运输过程顺

利进行。

（3）预制构件的堆场应按构件类型、部位、吊装顺
序分别设置，同时预制构件的堆放及堆场需注意的事项

如下：

①堆场应坚实、平整，有排水措施。

②堆场应布置在塔吊的作业半径内，堆场需满足预

制构件的周转，堆场内不得有其他障碍物；堆垛之间宜

设置通道。

③预制墙板可靠放在具有足够刚度及稳定性的堆放

架上，堆放架下口垫置木条、定型保护垫块或专用附套

件，以确保预制墙板外边缘等薄弱部位不受破坏；相邻

堆放架宜连成整体。

④水平预制构件（如预制叠合板、预制阳台、预制

楼梯等）可采用水平叠放方式，各水平预制构件之间应

通过垫木垫实、垫平，且垫木应上、下对齐，最底层设

置通长垫木。预制叠合板水平叠放层数 ≤ 6层，预制阳
台、预制楼梯水平叠放层数≤ 4层。
预制构件的堆放要求如下图所示：

图1��预制墙板堆放示意图

图2��预制叠合板堆放示意

图3��预制楼梯堆放示意

3.2  预制构件的吊装
（1）预制构件的吊装，需要提前制定详细的专项吊

装方案，内容应包括吊装设备的选择、吊装点的确定、

吊装顺序和操作流程要点等内容。吊装方案的制定应充

分考虑到预制构件的重量、尺寸、形状以及吊装高度等

因素，确保吊装过程安全可靠。吊装设备的质量和性能

直接关系到吊装过程的顺利进行，因此需要根据预制构

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吊装设备，如塔吊、起重机、

吊车等，并定期检查吊装设备的工作状况以及进行必要

的维护保养。

（2）预制构件吊装的操作人员需具备丰富的经验和
技能，掌握各种预制构件的吊装方法，并严格按照吊装

方案准确、规范操作。

（3）为确保预制构件吊装的安全性，吊装工序开始
前需对吊装现场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清除吊装路径上

的障碍物，并设置必要的吊装警示标识。在吊装过程

中，要时刻关注预制构件的状态，确保其在吊装过程中

不发生位移或损坏[4]。

预制构件的吊装如下图所示：

图4��预制构件使用型钢扁担时的吊装

图5��预制叠合板不使用型钢扁担时的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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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4.1  建立完善的装配式建筑质量管理体系
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质量管理，需建立完善的质量管

理体系，以便有效地加强施工过程的质量监督和控制，

确保工程的施工质量。

首先，建立健全质量监督检查机制。设立专门的质

量监督检查机构，对施工质量进行定期检查、不定期抽

查和质量评估，及时发现质量问题，并限期督促整改闭

环，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规范的要求。

此外，加强现场的管理和协调。明确现场的管理岗

位及职责分工，加强施工现场每道工序的质量监督和管

理[5]。同时，做到管理留痕，对施工过程进行全程记录，

建立详细的施工工序资料，为后期评估和验收提供依据。

4.2  加强人员及施工机械管理
在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人员及施工机械的优

化管理是保障工程施工质量的重要措施。

（1）人员管理方面
①合理配置人员。应根据工程规模、施工难度、工

期长短等因素，合理配置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做到各

岗位人员的职责清晰、分工明确。

②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和考核管理。通过持续的培训

和技能提升，提高施工人员的质量意识和专业水平，确

保施工作业人员能够胜任各项施工任务，保证各项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6]。

（2）施工机械管理方面
①建立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制度，对现场的施工机械

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保养和维护，确保施工机械设备

工作正常、安全可靠。

②合理地使用施工机械设备，避免施工机械设备的

过度磨损，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4.3  加强细部节点施工质量及验收管理
“强节点、弱构件”是混凝土结构的基本设计理论，

装配式建筑的细部节点施工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体

建筑的施工质量。因此，加强装配式建筑细部节点施工

质量至关重要。目前细部节点连接采用较多的钢筋套筒

灌浆工艺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质量管控：

（1）方案策划：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施工前，施工单位
应当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明确灌浆工序的各项工艺要求。

（2）材料检验：施工单位应对进场的灌浆料、套
筒、坐浆料、封堵材料等进行报验，通过监理验收后方

可使用。进场的材料除需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外，还需进

行见证随机抽样检测。

（3）人员要求：灌浆作业人员须进行灌浆实操培

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施工单位的专职检验人

员，应对钢筋套筒灌浆施工进行监督和记录。监理人员

应旁站监督，并进行旁站记录。

（4）灌浆机械：应根据灌浆工艺要求、灌浆料的特
性，选择符合要求的灌浆机械。

（5）灌浆时间：套筒灌浆连接施工的灌浆时间应符
合设计或下列要求：

①同一楼层的预制梁吊装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应进

行灌浆施工。

②同一楼层的竖向预制构件吊装完成并验收合格

后，宜进行灌浆施工。

③连续二层竖向预制构件吊装完成并验收合格后，

应进行灌浆施工。

（6）灌浆令：实行灌浆令制度。灌浆令由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签发、由总监理工程师签批，取得灌浆令后

方可进行灌浆。

（7）影像资料：施工单位应对灌浆进行全程视频拍
摄，作为工程资料存档。

（8）质量检验：应采取可靠的检测方法，对套筒灌
浆质量进行检测，目前较常见的检测方法有：预埋传感

器法、X射线胶片成像法、预埋钢丝拉拔法。
通过这些质量管控措施，可以全面提高装配式建筑

细部节点施工质量，提升装配式建筑的整体施工质量，

确保工程质量可靠、安全、稳定。

结束语

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技术与质量管理一直备受行业的关

注。本文分析和研究了配式建筑施工建造过程的关键工序，

并针对技术及质量控制难点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该研

究成果推动了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与质量管理的提升，为

建设更加优质、高效、环保的装配式建筑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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