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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厂房施工技术管理要点

邓帮平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Ǔ天津Ǔ300304

摘Ȟ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钢结构厂房因其施工周期短、抗震性强、环保节能等优势，已成为企业建设的

重要选择。本文深入探讨了钢结构厂房施工技术管理要点。首先阐述了钢结构建筑的优点，接着详细分析了钢结构厂

房施工技术管理的多个关键要点，包括钢结构各部分节点顺利搭接安装、抗震设计、构件运输与堆放管理、增强钢结

构的防腐蚀性、涂装的质量控制以及涂装与防腐处理等。最后提出了钢结构厂房施工技术管理的优化建议，涵盖施工

技术管理创新、加强人员培训和强化信息化管理等方面，旨在为提高钢结构厂房施工质量和管理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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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钢结构厂房因其独特

的优势在工业建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钢结构厂房具有

自重轻、强度高、施工速度快、空间利用率高等优点，

能够满足现代工业生产对厂房的各种需求。然而，钢结

构厂房施工过程复杂，技术要求高，需要严格的施工技

术管理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因此，深入研究钢结构

厂房施工技术管理要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钢结构建筑的优点

（1）钢结构的自重轻。钢结构比较于传统的钢筋砼
结合等体系来说，其墙体的自重比较低，因此能够有效

克服传统结构的自重过大，对支撑体系要求比强度较高

等优点，对其安装而言可以造成不小的便捷性，同时材

质上也多采用较轻型的材料或者型钢，在施工过程中也

有效规避了特大型结构和重型建筑物之间无法控制精度

的情况。（2）钢结构质量较好。对钢筋来说虽然其自重
较低，但不影响本身的硬度，特别是抗拉强度，钢筋结

构面临的问题是它自身的抗拉特性相当弱，因此需要从

钢筋中选择一定重量的钢筋材料，而钢结构方面则直接

克服了这种矛盾，尤其钢梁的抗折弯和抗剪方面性能都

十分优秀，从而较好的实现了桥、板抗弯性能的需求。

（3）钢结构生产与施工机械化水平较好。相较建筑物而
言，钢结构的建筑工地中大量使用的机器作业，可以很

好的弥补人力不足的情况，提升施工的质量，提高建筑

效率，缩短工期。（4）钢结构密封性较好。整个构件的
安装，可通过连接的方法较好的实现密闭安装，对密封

性要求高的房屋，具有很好的适应性[1]。

2��钢结构厂房施工技术管理要点

2.1  钢柱安装技术管理控制
钢构件上设置钢杆后，施工人员应首先按照在工程

图上说明的位置和施工现场要求，把钢杆底部标高掌握

在正常范围内，施工区的平面上也应遵循支撑轴线的垂

直与水平定位原则，以保证钢杆位置不妨碍后续施工。

在钢杆固定时，需要使用吊车将钢杆吊回直，然后缓慢

插入地脚固定螺钉修正平面定位，修正项目包含平面定

位、垂直度等，在相关参数修正且利于螺栓锚固时将吊

车脱钩；检查钢杆的质量，可以使用缆风绳、螺旋千斤

顶等方法校正钢杆，同时要在钢杆底板和基座之间的空

隙插入垫铁，保证空隙完全填满；对地脚螺栓再次拧紧

并锚固，或使用焊接工具将间隙内嵌入的垫铁点焊牢固

后，经拆除钢杆校正后，就高质量实现了对工业厂房钢

杆的重新固定，从而避免了锚栓不垂直、钢杆与固定地

点偏离等现象。

2.2  抗震设计
首先，在钢结构设计工艺中要确保工厂结构设计的

均匀度，有利于工厂的整体受力，合理设计工业厂房的

纵向和横向结构构件，温差变化很大时所引起的高温应

力，它对现代钢结构的性能产生了很大影响。要有效避

免这一现象，可在设计流程中增加温度伸缩缝，并对高

温区域尺寸加以确定，也可通过双柱或单柱设计的方法

进行温度设定。其次，还应进行企业厂房钢结构及支持

系统的设计研究，以保证其合理性与科学性。只有确保

合理设置支承构件，才能使钢结构厂房的整体抗拉强度

得以提高，因此钢结构房屋支撑体系的设置，必须以厂

房宽度、振动设备、车间吊车安装和厂房建筑外形的设

计为基础。屋盖支承与梁间支持是较为常见的二种支承

形式，必须对二者加以调整设定，一般是将下梁支承设

定在高温区的中央部位，使得车梁的结构在环境温度变

化下可以进行自然延伸。

2.3  构件运输与堆放管理
在钢结构厂房的施工过程中，构件的运输与堆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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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接关系到后续安装的顺利进行及构件本身的质量安

全。构件运输前，需根据构件的尺寸、重量、形状等

特性，制定详细的运输方案，选择合适的运输工具和装

载方式，确保构件在运输过程中稳固不晃动，避免碰撞

和损伤，还需考虑天气、道路状况等外部因素，确保运

输过程的安全与顺畅。构件到场后，应迅速进行堆放管

理。堆放区域应平整、坚实，无积水、杂物等潜在危险

因素。构件应按照安装顺序、类型等进行分类堆放，便

于后续取用。堆放时，需确保构件稳定不倾斜，底部应

设置垫木或支撑结构，以防止构件直接与地面接触导致

的变形或腐蚀，还需设置明显的标识牌，标明构件的编

号、规格、数量等信息，便于管理和追溯。通过科学合

理的构件运输与堆放管理，可以确保钢结构构件在运输

和存放过程中的安全与完好，为后续的安装工作奠定坚

实的基础[2]。

2.4  增强钢结构的防腐蚀性
在与钢构有关的项目施工时，工作人员必须对钢构

涂刷适当的防腐材料，以此来防止钢构的铁锈和腐朽等

状况的出现。首先，施工必须针对实际的建筑环境选用

适当的方法和器材除锈。然后，施工人员就必须去除所

有附存在于钢结构表面上的杂质，比如，安装时产生的

碎渣、油漆和灰尘。通常，其最常见的除锈方式有喷丸

法和喷砂法。当通过上述方式完成除锈后，就必须再次

对钢结构重新上漆。此外，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钢结

构涂料的标准，把控好每一道作业环节，为涂料过程创

造舒适的条件。对钢构件的涂装也不是连续性的，当进

行涂装作业后，工作人员必须等一段时间，使钢构件的

表层进入干燥阶段，才能进行下一次的涂装。

2.5  涂装的质量控制
钢构厂的结构材料一般可以分为，防潮，耐腐蚀这

几大类。用作油漆的主体材质，应先证明其技术特点和

产品合格，经过资质检测部门的检验，且三证齐备，

遵循了现行及我国法律相关标准的要求。在喷涂防锈漆

之前，首先需要对钢构件表面进行除锈，当达到清洁

要求后，工作一般在4-6小时内开始进行，操作温度在
五℃~38℃左右，相对湿度控制在 ≤ 85%以下。雨天或
部件的表面露面，则不可使用；每道漆膜涂抹后，须按

一定时间间隔干燥固化，且涂层厚度应达到设定需求，

无需要则一般喷涂4-5遍；摩擦高强与枪机联系点的连接
面，在施工图上已标明为不涂层部位，均无喷涂处理。

防火工艺涂刷不防锈油的钢材表面去灰等级不小于st2等
级，打底料的不锈油钢表层要有不锈蚀效果；对防火涂

层应该进行必要保养（或遮阳），避免气候干旱，太阳

光曝晒的状况下使用。消防应施工完毕后实施，应在全

钢的外露面上使用消防涂料。

2.6  涂装与防腐处理
在钢结构厂房的建造过程中，涂装与防腐处理是至

关重要的一环。钢结构虽具有强度高、自重轻等优点，

但其耐腐蚀性相对较弱，易受环境因素影响而生锈腐

蚀，通过高质量的涂装与防腐处理，可以有效延长钢结

构的使用寿命，保障厂房的整体安全。涂装过程中，首

先需对钢结构表面进行彻底的除锈和清洁处理，以去除

表面的锈蚀物、油污等杂质，确保涂装层能够牢固附

着。随后，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涂料，这些涂料应

具备良好的耐候性、耐腐蚀性以及良好的附着力。在涂装

过程中，需严格控制涂料的厚度、均匀度以及涂装层数，

确保涂装质量达到标准。防腐处理则是对涂装的一种补充

和强化。除了涂装外，还可采用热浸镀锌、喷涂防腐涂料

等多种防腐技术，进一步提高钢结构的防腐性能。这些

防腐措施能够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层，有效隔绝钢结构

与外界腐蚀环境的接触，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3]。

3��钢结构厂房施工技术管理优化建议

3.1  施工技术管理创新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建筑领域，施工技术管理创新成

为推动行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创新首先体现在管理理念

上。传统的施工技术管理往往侧重于质量和进度的把

控，而现在我们应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其中。在施工

过程中，充分考虑资源的节约与循环利用，采用环保材

料和节能技术，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注重以人为本，关

注施工人员的安全与健康，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

施工效率。技术创新是施工技术管理创新的核心。积极

引入先进的施工技术和设备，如建筑信息模型（BIM）技
术，通过数字化模拟施工过程，提前发现问题并解决，

优化施工方案，减少施工中的错误和浪费。此外，新型

的装配式建筑技术不仅提高了施工速度，还保证了工程

质量的稳定性。在组织管理方面，建立高效的沟通协调

机制。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施工管理平台，实现各部

门、各环节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实时交流，提高决策的准

确性和及时性。鼓励施工人员参与技术创新，设立奖励

机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施工技术管理创新

是建筑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理念、技术和组织管

理等多方面的创新，我们能够提高施工效率、保证工程

质量、降低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建筑行业的繁荣

做出更大的贡献。

3.2  加强人员培训
在建筑施工领域，人员是核心要素，加强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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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确保工程质量、提高施工效率以及推动行业发展至

关重要。（1）人员培训有助于提升专业技能。建筑施工
涉及众多复杂的技术和工艺，从基础的工程测量到复杂

的钢结构安装，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通过系统的培训，施工人员可以学习到最新的施工技术

和方法，掌握先进的设备操作技巧，从而提高施工的准

确性和精度。例如，在钢结构厂房施工中，对焊工进行

专业的焊接技术培训，能够确保焊缝质量，增强结构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2）培训能够强化安全意识。施工
场地往往存在各种安全风险，如高处坠落、物体打击、

电气事故等。通过安全培训，施工人员可以了解安全法

规和操作规程，认识到安全风险的严重性，掌握自我保

护的方法和应急处理措施。这不仅可以保障施工人员的

生命安全，还能减少安全事故对工程进度和企业声誉的

影响。（3）人员培训有助于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建筑
施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岗位的人员密切

配合。培训过程中可以设置团队合作的课程和活动，让

施工人员学会沟通、协调和互相支持。这样在实际施工

中，不同专业的人员能够更好地协同工作，提高整体施

工效率。（4）持续的人员培训还能激发员工的进取心和
创新精神。当员工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重视和培养时，

会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主动探索新的施工方法和技

术，为企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3.3  强化信息化管理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强化信息化管理已成为建筑施

工领域提升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信息化

管理能够实现施工过程的精准监控。借助先进的传感

器技术和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施工现场的各项

参数，如温度、湿度、压力等，以及施工设备的运行状

态。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管理人员能够及时发现问

题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例如，在钢

结构厂房施工中，可对钢结构的应力、变形等进行实时

监测，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进行调整，避免潜在的

安全隐患。信息化管理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建立

施工管理信息平台，将人员、材料、设备等资源信息进

行整合和共享。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工程进度和实际需

求，合理调配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和闲置。还可以对资

源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和分析，为后续项目的资源规划

提供参考依据。信息化管理能够提高沟通效率。在施工

过程中，涉及多个部门和专业的协作，信息的及时传递

和准确沟通至关重要。利用信息化工具，如即时通讯软

件、在线文档共享平台等，可以实现各方之间的快速沟

通和信息共享。无论是设计变更、施工进度汇报还是问

题协调，都能更加高效地进行，大大缩短决策时间，提

高施工效率。此外，信息化管理还为项目管理提供了强

大的数据支持。通过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

挖掘和分析，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发现潜在的规律和趋

势。这有助于企业不断改进施工工艺和管理方法，提升

整体竞争力[4]。

结束语

钢结构厂房施工技术管理要点众多，涵盖了从设计

到施工再到后期维护的各个环节。在施工过程中，严格

把控各部分节点的安装质量、重视抗震设计、做好构件

运输与堆放管理、增强防腐蚀性以及确保涂装质量，对

于保障钢结构厂房的质量和安全至关重要。同时，通过

施工技术管理创新、加强人员培训以及强化信息化管理

等优化建议，不断提升施工技术管理水平。相信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钢结构厂房的建设将更加高效、优质，

为工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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