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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土建工程中的高支模施工技术

李鹏冲
河北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房建土建工程中的高支模施工技术对大型建筑结构的构建至关重要。其涵盖施工准备、搭设、模板安

装、使用拆除等多阶段要点。施工前精心设计方案、选优检材、处理场地基础；搭设时精准测量放线，严控立杆、水

平杆、剪刀撑及连墙件施工；模板安装注重选材加工与起拱设置；使用中监测支架，拆除时依强度遵循特定顺序。通

过材料设备与施工工艺优化等措施，可提升高支模施工质量、效率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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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房建土建工程领域，随着建筑规模的不断

扩大与结构形式的日益复杂，高支模施工技术的重要性

愈发凸显。高支模作为一种特殊的模板支撑体系，主要

应用于大跨度、大高度以及高荷载的建筑结构施工，如

大型商场、展览馆、高层建筑转换层等。它为混凝土结

构在施工过程中提供稳固的成型条件，是确保建筑结构

强度、稳定性及整体质量的关键环节。然而，高支模施

工涉及诸多技术要点与安全风险，一旦把控不当，可能

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与质量问题。

1 高支模施工技术的重要性

高支模施工技术在建筑领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其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建筑结构稳定性来看，

高支模为超高楼层或大跨度结构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体系。

在大型体育馆、展览馆等大空间建筑建设中，高支模能够

有效分散和承载巨大的自重及施工荷载，确保混凝土在浇

筑和硬化过程中结构不发生变形、位移甚至垮塌，是保证

建筑主体结构安全稳固的关键技术环节。在施工质量保障

方面，高支模的精准搭建直接关系到混凝土构件的成型质

量。它严格控制着梁、板、柱等结构的尺寸精度、平整度

和垂直度，使混凝土能按照设计要求均匀受力、正确凝

固，从而减少裂缝、蜂窝麻面等质量缺陷的产生，提高建

筑整体的耐久性和抗震性能，为打造优质建筑工程奠定了

坚实基础。对于施工进度的推动，高支模施工技术也功不

可没。成熟的高支模体系安装与拆除流程高效有序，配合

合理的施工组织安排，可以大大缩短每层楼的施工周期，

其可重复利用的特性降低了材料周转时间和成本，使得整

个建筑项目能够在预定工期内顺利完成，增强了建筑企业

在市场中的竞争力[1]。

2 高支模施工技术要点分析

2.1  施工准备阶段
2.1.1  方案设计与审批

方案设计与审批是首要任务，需依据建筑工程的具体

结构特点，如梁、板的跨度与荷载情况，进行高支模专项

施工方案的精心编制。方案中应详细确定模板及其支撑系

统的选型，包括钢管、扣件、模板的规格材质等；精确规

划搭设参数，像立杆的间距、步距以及水平杆、剪刀撑的

设置要求等；同时制定完善的构造措施，确保整个支撑体

系的稳定性与可靠性。编制完成后，要依次经过施工单位

技术负责人严格审核签字，并组织专家进行深入论证，专

家会从结构力学原理、施工安全规范等多专业角度提出修

改意见，施工单位据此完善方案，最后由总监理工程师审

批通过，方能开展后续施工。

2.1.2  材料选用与检验环节
高支模所使用的钢管材料必须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如应采用规定的Q235普通钢管，其质量要满足建筑施
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扣件应采用合

格的可锻铸铁或铸钢制作，模板则需具备足够的强度与

刚度。对进场材料要进行严格检验，检查钢管壁厚是否

达标、扣件有无裂缝变形、模板平整度与强度是否合格

等，任何不合格材料都应坚决退场，严禁用于高支模工

程，以保障支撑体系质量。

2.1.3  场地与基础处理
施工场地应平整坚实并做好排水，防止积水影响基

础稳定性。对于高支模支架基础，要依据现场地质条件

处理，在天然地基上搭设需夯实硬化，必要时采取换

填、打桩等加固措施以满足承载力要求；若架设在楼板

等结构上，要对下部结构进行承载力验算，必要时增设

支撑，确保基础稳固，为高支模施工筑牢根基。

2.2  搭设施工阶段
2.2.1  测量放线
施工人员需运用高精度测量仪器，如全站仪或经纬

仪，依据设计图纸在地面或已施工结构面上精确弹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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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位置线。这要求极高的精度，一般立杆位置线平面误

差需控制在极小范围内，以确保立杆排列整齐且间距完

全符合方案设计要求。例如在大型厂房高支模施工中，

因厂房面积大、结构复杂，测量放线的准确性就更为关

键，需建立严谨的测量控制网并多次复核，为后续搭设

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2.2.2  立杆搭设
立杆应严格垂直设置，垂直度偏差不得大于架高的

1/300，施工过程中需借助铅锤或经纬仪实时监测校正。
立杆底部务必设置底座或垫板，垫板规格有明确要求，

如厚度不小于50mm、宽度不小于200mm且长度不少于两
跨，以此均匀分散荷载。立杆接长除顶层顶步特殊情况

外，其余各层各步必须采用对接扣件连接，且相邻立杆

对接扣件要错开布置，错开距离不小于500mm，保障连
接稳固性。

2.2.3  水平杆搭设
纵向水平杆应置于立杆内侧且长度不宜小于3跨，横

向水平杆贴近立杆布置，主节点处的横向水平杆更是严

禁拆除，其通过直角扣件与立杆紧密连接。水平杆步距

需符合方案设计，一般不大于1.8m，合理的步距能有效
控制高支模体系竖向变形。

2.2.4  剪刀撑
沿支架四周外立面及内部纵、横向需按规定间距设

置由底至顶连续的竖向剪刀撑，其宽度、斜杆与地面倾

角都有严格标准，竖向剪刀撑顶部交点平面及扫地杆设

置层应设置连续水平剪刀撑，形成立体稳定结构。剪刀

撑斜杆接长采用搭接方式，搭接长度不小于1m并要用不
少于3个旋转扣件固定，且扣件拧紧力矩需符合规范[2]。

2.3  模板安装施工阶段
2.3.1  模板的选择与加工
常见的模板有胶合板和钢模板等，胶合板重量较

轻、加工便利且表面相对平整，适用于多数普通梁、板

模板施工场景；钢模板则具备强度高、周转次数多以

及变形小的优势，常用于对模板精度要求严苛或者大跨

度、大荷载的结构部位。在模板加工期间，必须严格依

照设计尺寸开展制作，其长度、宽度以及对角线等尺寸

偏差均要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例如，胶合板模板的

长度和宽度偏差通常不得超过±3mm，对角线偏差不得超
过±5mm。并且要对模板边缘进行妥善处理，以免影响混
凝土的成型质量与外观效果。

2.3.2  模板安装工艺的规范性
在安装梁模板时，应率先安装底模，确保底模的中

心线与梁的中心线精准重合，其标高需依据设计要求精

确控制，一般借助在立杆上设置可调顶托来实现精准调

整，误差不得超过±5mm。随后安装侧模，侧模与底模之
间要紧密连接，可采用钉子或螺栓进行固定，并在侧模

上合理设置斜撑，斜撑与地面的夹角宜控制在45°-60°之
间，以此保证侧模具备良好的垂直度与稳定性。对于板

模板的安装，需先在水平杆上铺设主龙骨，通常选用方

木，其间距要依据板的厚度以及荷载状况确定，接着在

主龙骨上铺设次龙骨，最后在次龙骨上铺设模板。模板

之间的拼接要做到严密无缝，可运用胶带纸等材料进行

密封处理，有效防止混凝土浇筑时出现漏浆现象。

2.3.3  模板起拱设置
对于跨度不小于4m的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必

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起拱，起拱高度宜控制在跨度的

1/1000-3/1000之间。起拱的主要目的在于抵消混凝土在自
重以及施工荷载作用下产生的下挠变形。例如，对于跨

度为10m的梁，起拱高度应在10-30mm之间。起拱可通过
调节立杆顶托或在模板下方设置楔形木块等方式实现，

起拱过程要均匀过渡，避免出现局部凸起或凹陷的情

况，从而确保混凝土的浇筑质量以及结构的受力性能。

2.4  使用与拆除阶段
2.4.1  验收工作
模板安装完成后，全面细致的验收工作必不可少。

验收内容涵盖模板的平整度、垂直度以及拼接严密性等

多个方面。通常采用2m靠尺来检查模板的平整度，其偏
差不得超过±5mm；运用线坠或经纬仪检查模板的垂直
度，偏差不得超过±3mm，要对模板的支撑体系进行严格
检查，确认立杆、水平杆、剪刀撑等是否严格按照施工

方案要求进行搭设，扣件是否拧紧牢固等。只有验收合

格之后，方可开展混凝土浇筑施工。

2.4.2  实时监测高支模支架的状态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实时监测高支模支架的状态

至关重要。需安排专业人员对支架的变形、沉降等情况

进行密切观测，在支架的关键部位，如梁底跨中、板

跨中等位置设置观测点，并采用水准仪、全站仪等高精

度测量仪器进行精准监测。监测频率应根据混凝土的浇

筑速度、浇筑量等因素灵活确定，一般在混凝土浇筑初

期，可每隔30分钟进行一次监测；随着混凝土浇筑量的
不断增加，应适当缩短监测间隔时间，例如每隔15分钟
监测一次。一旦发现支架沉降或变形超过预警值（通常

沉降预警值为跨度的1/400-1/300，变形预警值依据结构类
型和设计要求确定），必须立即停止浇筑作业，并迅速

采取加固等应急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2.4.3  模板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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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之后，方可拆除模

板及支架。一般情况下，对于梁、板结构，当混凝土强

度达到设计强度的75%以上时，可拆除侧模；当混凝土强
度达到设计强度的100%时，方可拆除底模。拆除顺序应
严格遵循先支后拆、后支先拆、先非承重部位后承重部

位以及自上而下的原则。例如，在拆除高层建筑核心筒

高支模时，应首先拆除侧模，可借助撬棍等工具轻轻撬

动模板，使其与混凝土顺利脱离，然后再拆除梁底模和

板底模，且拆除时应先拆除板底模，再拆除梁底模，从

顶层开始逐步向下拆除。拆除后的模板和支架材料应及

时进行清理、分类存放，对于可周转使用的材料，要进

行妥善的保养维护，如对钢管进行除锈、涂漆处理，对

模板进行清理、修补等，以便下次循环使用，从而降低

施工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3]。

3 高支模施工技术的优化措施

3.1  材料与设备优化
3.1.1  材料方面
积极选用新型高性能材料可带来多方面优势，与传统

钢管相比，其强度重量比显著更高，在确保支撑强度满足

要求的同时，能大幅减轻高支模系统的自重。这不仅降低

了对基础的压力，减少了基础处理的难度与成本，而且其

出色的耐腐蚀性能有效延长了材料的使用寿命。相较于普

通钢材易生锈需频繁维护或更换，碳纤维复合材料可减少

因材料老化导致的性能下降问题，降低了长期使用成本，

提高了高支模系统的耐久性与稳定性。

3.1.2  设备优化
采用先进施工设备能极大地提高施工效率与精度。

如模板自动提升机，它通过精准的控制系统，能够精确

地控制模板的提升高度与位置。在高层建筑的高支模施

工中，相比传统依靠人工和简单机械吊运模板的方式，

模板自动提升机可大幅减少模板安装的时间与人力投

入，并且有效避免了因人工操作误差导致的模板安装偏

差，提高了模板安装的精度与质量，从而保障了整个高

支模结构的稳定性。

3.2  施工工艺优化
3.2.1  支撑体系搭设工艺
在支撑体系搭设工艺方面，新型的卡扣式连接节点

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扣件连接。卡扣式连接安装极为便

捷，施工人员只需简单操作就能快速完成连接，大大缩

短了搭设时间，其连接强度相比传统扣件有显著提高，

能更好地承受高支模系统在施工过程中的各种荷载，有

效降低了因连接松动导致的安全风险，增强了支撑体系

的整体稳定性。同时，根据不同结构的荷载分布特性优

化立杆和水平杆的布置方式也尤为重要。对于一些荷载

集中区域，如大跨度梁的下部，适当加密立杆和水平

杆，能够更精准地传递和分散荷载；而在荷载较小区域

合理增大间距，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减少了材料

的使用量，提高了材料的利用率，降低了施工成本。

3.2.2  模板安装工艺
在模板安装工艺上，可采用预拼装模板技术，在地

面将模板预先拼装成较大的板块，然后整体吊运安装。

这样不仅减少了高空作业的时间与风险，提高了安装效

率，而且由于预拼装在地面进行，能更好地保证模板拼

接的精度与严密性，减少混凝土浇筑时的漏浆现象，提

高混凝土成型质量[4]。

结语

房建土建工程中的高支模施工技术，犹如建筑领域

的中流砥柱。从前期精心筹备，到搭设时的精准把控，

再到模板安装的严丝合缝，直至使用与拆除的规范操

作，每一步都凝聚着工程人的智慧与心血。它不仅是构

建稳固建筑结构的有力保障，更是推动建筑行业迈向更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高支模

施工技术必将在材料革新、工艺优化的浪潮中不断蜕

变，续写建筑安全与高效的辉煌篇章，为城市化进程添

砖加瓦，塑造更多建筑经典。

参考文献

[1] 林华湘.高支模施工技术在房建工程中的应用[J].
四川水泥，2020(04):204-205.

[2] 何晓辉.房建土建工程中的高支模施工技术分析
[J].施工技术，2021,50(20):15-16. 

[3] 孙振.房建土建工程中的高支模施工技术探究[J].
施工技术，2021,50(19):46-47.

[4] 陈强.浅析工程施工中高支模技术的应用[J].工程
技术(全文版),2020(11):244-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