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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建筑工程中的装配式建筑是指工程主体构件采用装配式方式,在工厂预制以及现场拼装。并且装配式建筑具有

结构安全、施工快捷、节能省地、绿色环保、高度集约等优点,其是指全部或部分采用混凝土预制构件装配连接来形成建筑

主体的结构形式。为了保障装配式建筑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本文阐述了装配式建筑工程的主要作用及其特征,对现代建筑工

程中的装配式建筑施工要点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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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建筑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等环保政策的出

台,装配式建筑工程的建设已成为建筑工业化的发展趋势。

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在现代建筑工程的建筑施工中讨论和讨

论了以下几点： 

1 装配式建筑工程的主要作用 

预制建筑项目的主要功能是： 

1.1 具有工期与成本优势的作用 

传统建筑的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后,需要 1-2 个月才能挖

出窗洞,防水,并将子框架关闭。预制构造点使用预制的壁砖

外部窗户的预制外部壁板。主体结构加盖后,周边可直接封

闭,节省近两个月,预制建筑施工点也易于预先插入室内砌

体。更早开始建筑装饰工程。此外,在传统建筑中,建造外墙,

隔热膏和抗裂砂浆需要 2-3 个月。相比之下,预制建筑施工

点可用于在预制外墙和凸窗中同时制造隔热和装饰层。建筑

外部装修的时间接近 3个月。由于施工效率高,施工周期短,

预制房屋在施工成本上也具有很大的优势,节省了机械和劳

动力成本,节省了劳动力成本。无论是厂内生产还是现场组

装预制构件,都是标准化,标准化的流动式可重复劳动,施工

效率更高。 

1.2 节能环保作用 

制造的建筑材料的数量较少,并且产生较少的建筑垃

圾。预制建筑工程中使用的预制构件来自工厂加工,建筑材

料的利用率较高,加工车间的环境更加稳定。有助于预制构

件的质量控制,预制构件的现场组装工作量小,施工噪声强

度低。施工进度快,施工对周围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影响

较小,施工产生的粉尘,废水和有害物质排放较少。它还有效

地缓解了施工带来的环境问题。 

1.3 节约资源作用 

目前,我国建设项目的建设和使用能耗远远高于发达国

家。节能建筑的建设和发展缓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范

围广泛,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施工过程中也造成了一定的

污染,资源利用率不高。相比之下,预制建筑项目的建设是工

业化和模块化的,以更好地保护环境。建筑和使用的能耗较

低,这可以改变中国建筑的高能耗。外墙不需要现场浇筑施

工,外墙模板使用较少,应用层压阳台也有效地解决了木材,

钢材和混凝土的使用问题。能够节约 40%的木材。 

2 装配式建筑工程的主要特点 

预制建筑项目的特点主要有： 

2.1 设计多样化 

预制建筑采用大型开放空间之间的灵活分割,可根据居

民的需要分为小厅和小厅。房子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柔性轻质

隔断,带有石膏板或其他光板的轻钢龙骨是隔板和天花板的

最佳材料。 

2.2 制造工厂化 

预制建筑外墙板采用模具,机械喷涂,烘烤工艺制造；屋

顶桁架,轻钢龙骨,各种金属吊挂及连接件等均为机械化生

产；在工厂的生产过程中,可以随时控制材料的性能,如强调,

耐火,抗冻融,耐火,防潮,隔音等性能指标。 

2.3 施工装配化 

由于组装建筑物的自身重要性减少了传统建筑物重量

的一半,因此基础也得以简化。在工厂的预制建筑构件出厂

后,现场工人将按照地图进行组装,过去的大面积潮湿,泥浆,

抹灰和墙体建筑将永远不会在施工现场发生。 

2.4 功能现代化 

第一、节能。外墙有一层保温层,可最大限度地提高冬

季采暖和夏季空调的能耗；第二、隔声。提高墙体和门窗的

密封性能,绝缘材料具有吸音功能,避免外界噪声干扰；第

三、抗震。使用大量轻质材料来减轻建筑物的重量并增加组

件的灵活连接；第四、防火。使用不可燃或不可燃材料,以

防止火势蔓延或蔓延。 

2.4.1 预制构件施工要点主要表现为： 

(1)合理制定模具方案。模具计划的制定应考虑工艺的

合理性,模具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预制模具可分为普通模

具和特殊模具。普通模具,即相同类型的部件共用一套模具

生产,通过将侧模安装在不同的齿轮位置,可以实现不同尺

寸的部件,模具利用率高；特殊模具是每个部件的一组模具,

不能与其他部件共用,模具利用率低。模具解决方案通常根

据组件的结构形式确定：平板部件相对容易实现多部件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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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使用更常见的模具,而通常使用异形部件。但是,在确定

模具计划时,还需要结合实际项目的类型,数量和施工进度

要求。(2)预埋预留施工要点分析。组装好的组件中有许多

预制组件,主要类型有：吊件、连接件、窗框、管线等。大

部分构件还有预留孔洞或沟槽等。当组件预制时,这些嵌入

部件的定位和保留应该是准确的,否则在后面的组装和构造

中难以调整。嵌入式吊架和连接件大多为圆柱形,带有内螺

纹,尾部设有横向肋,以加强与混凝土的锚固。预嵌入的悬挂

器和连接构件通常布置在构件的光接收表面上,并且构件由

固定在侧模具上的悬臂框架预先形成。嵌入式门窗框架一般

应固定在底模上,并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框架表面被污染。使

用铝制窗扇时,必须采取措施避免铝框架与混凝土直接接触

的电化学腐蚀。预埋管道,箱体等在混凝土凝固前应承受浮

力,固定应牢固可靠,避免位置偏差。另外,当混凝土振动时,

要求混凝土杆不能接触嵌入部分,以避免损坏或浆液。预留

的孔和槽主要通过模具形成,并且模具部件需要精确安装。

(3)夹层保温板预制施工点分析。墙板由两层钢筋混凝土和

隔热三明治组成,称为夹层隔热墙板。根据两层钢筋混凝土

是否独立承受载荷,夹层保温板分为组合墙板和非组合墙

板。复合墙板的内层和外层共同加载并具有高刚性。技术要

求较高。非组合墙板的双层混凝土独立加载,刚度低,但内外

两层混凝土可以独立变形,不受温度应力损坏。目前,中国使

用更多的非组合墙板。 

2.4.2 吊装定位施工要点分析 

用于装配和施工的主要起重工具包括起重钢梁,连接件,

索具等。多组吊耳对称设置在提升钢梁上,以适应不同部件

的提升距离。连接器用于连接部件和索具,主要由底座,安装

孔,螺栓等组成。构件吊装工序为：入口检查-编号-适配器

的安装-提升钢梁的连接-提升-钢筋对准-着陆位置-调整到

位。组件吊装到位后,底部应设置限位装置,并设置可调节支

撑作为临时支撑系统。在现浇混凝土或接缝的灌浆能力达到

设计要求后,必须移除力传递的部件。在吊装和定位过程中,

应保护单个预制构件免受大负荷的影响,并应避免使用受力

模式。 

2.4.3 受力钢筋间连接施工要点分析 

在制造的剪力墙结构和制造的框架-剪力墙结构中,预

制剪力墙和预制剪力墙的水平节点预制框架柱节点的纵向

加固主要通过套筒灌浆连接和约束浆料锚固连接来连接。第

一、套筒灌浆连接。套筒灌浆连接是一种连接技术,其依赖

于灌浆在套管中的锚固作用以及钢筋的锚固以连接钢筋。灌

浆套筒嵌入部件的纵向加强钢筋的底端,下层部件上部的向

外延伸的纵向肋在组装和构造过程中插入预埋套筒中。然后

施加灌浆并施加一定的压力以用灌浆填充空腔并适当地保

持。目前常用的灌浆套管有两种类型的完全灌浆和半灌浆接

头套管。半灌浆套管的一端固定,另一端机械连接。第二、

约束浆锚连接。受约束的浆料锚固连接不使用套管,并且直

接取决于混凝土的锚固作用和连接的钢筋上的灌浆。波纹孔

保留在构件底端的纵向肋附近,并且这些段用螺旋肋加强。

在组装和构造期间,下层上部的向外延伸的纵向肋插入孔中,

压力灌浆并适当地保持。 

2.4.4 通过混凝土后混凝土连接分析构件的施工点 

预制剪力墙,预制梁柱节点,预制梁柱节点和结构预制

构件与现浇现浇部分之间的连接通常通过后浇混凝土连接。

接头处的部件表面应在预制过程中进行粗糙化处理(可刷涂

或延迟)。在浇注混凝土之前,清洁组件的接头并用水润湿。

后浇混凝土需要一次浇铸,应注意模板不能泄漏。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科技的进步发展提高了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

水平,其通过预制建筑结构件,可以提高现场施工效率、控制

施工成本以及提高施工质量,因此必须加强对现代建筑工程

中的装配式建筑施工进行分析,从而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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