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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重要介绍了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工程实例,详细介绍了装配式建筑使用的预制构件的生产线及生产

工艺,旨在为业内人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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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用预制构件是指在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

产企业制作的构件(简称为PC构件),通过在工厂进行规模

化、集成化及工业化生产,经养护合格后运输至施工现场经

吊装与拼接形成完整的混凝土结构。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水

平不断提高,装配式建筑已成为行业的主流趋势,其符合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1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背景 

装配式建筑,是指在生产地预先设计、加工与预拼装建

筑所需的各类主体构件,集中运输到施工现场进行施工,形

成完整的新型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装配式建筑发展

的历史可追溯至五十年代初期,典型代表包括北京民族饭

店等。 

近年来,推广应用节能环保建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我国传统建筑行业的人力、物力与资金损耗过大,不符

合时代发展要求,这极大的制约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对此,

建筑行业为保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大化,需

逐步加大对建筑构造形式的研究力度,从而让预制装配式建

筑成为建筑行业主流。 

2 装配式预制构件的生产线和生产工艺 

2.1工程实例 

某城市棚户改造区工程、教育均衡项目工程、新农村民

房改造工程均拟采用装配式建筑模式,工程建设所需预制构

件类型包括预制叠合楼板、预制内墙板、预制外墙板、预制

柱与预制楼梯等。由于户型、楼层及规模不同,所需各类预

制构件的规格及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该工程所需平面构件

的数量及规格种类较多,对生产组织及质量控制的标准要求

相对较高。为满足工程建设需求,拟在某装配式建筑公司增

设一条完整且孤立的流水生产线。 

2.2预制构件生产线 

为满足各类预制平面构件的生产及供应需求,在厂房内

搭建一条完整的生产线,按15min流水节拍设计。按照功能差

异,生产线主要包括钢筋加工及存放、骨架绑扎、流水生产

线、预制构件暂存四个功能区。其中,流水生产线设置在主

厂房内,包括两条分支生产线和一整套独立的立体式蒸汽养

护窑,主要用于模具拼装、预埋件安装、混凝土振捣及养护。 

生产线设有模台运输系统、模台清理机、混凝土布料机、

混凝土浇筑振捣器、拉毛装置、赶平处理装置等十二个小功

能区。各个功能区互不干预,但衔接流畅,运行流程短,技术

操作简便,可满足生产需求。 

生产线流水节拍控制采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作为主控

单元,可满足模具在生产线上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及规律自

主运行。整个生产线以计算机控制技术、机械信息技术与自

动检测技术为核心。流水线根据生产作业流程,依靠工业微

型计算机终端,协调控制传动设备,在技术操作人员固定岗

位的前提下,实现自主控制模台流动。 

再者,生产线采用信息化系统。钢筋骨架根据骨架靠模

工位实现一对一的条形码标签识别和贴码,用手持式扫码器

扫骨架条码即可自动录入产品制造信息；流水线各工序通过

工序流转卡跟踪追溯制程信息； 终由生产控制系统整合生

成成品二维码。将二维码贴在产品上,使用智能终端设备即

可获取产品制造信息。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执行产品出入

库管理,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节约成本。 

2.3 PC 构件深化设计 

PC深化设计,是指结合建筑结构图纸、水电暖通图纸,

将整个建筑物拆分成不同的、独立的构件,其可保证深化设

计图纸与原设计图纸的协调性,满足区域设计与施工标准要

求,为现场施工提供必要的指导。在拆分装配式构件时,应遵

循模台 大使用的基本原则,尽可能的减少拆分后的规格数

量,控制侧模配置数量,以便生产与存放,节省时间。与此同

时,综合考量塔吊布置、塔吊承载负荷及运输能力等关键因

素。如果有装饰面,需充分考虑正反双打。例如,在拆分外墙

板时,将后浇节点设置在内墙,并重新验算窗下墙。 

2.4 PC 构件生产工艺及技术操作关键点 

PC 构件及模具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建筑施工图—预制构件深化图—模具设计、制造—模具

组装、涂抹脱模剂—钢筋笼入模—预埋件安装与固定—混凝

土浇筑—预制构件养护—起吊存放。 

各工序均应严格按照质量控制要求进行。 

2.4.1优化调整混凝土配制比 

混凝土配制比要满足PC构件的生产技术要求及特殊生

产工艺的基本要求,包括结构强度、构件表面拉毛处理及抹

面压光处理需求、布料机操作需求及区域气候条件要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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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准确的计算,调整细石混凝土配合比,优选成本低、施工工

序简便且各项指标满足质量要求的生产模式。 

2.4.2完善模型设计 

采用长为9米,宽为4米的刚性大模台,根据模台上的划

线位置,按照既定标准规范安装侧模,并采用磁力参数

850kg-1500kg 的磁盒作紧固处理。在此过程中,不需要在模

台上另外打孔,降低模台损耗,以保证构件表面质量。 

2.4.3绑扎预制钢筋,调整连接套筒位置及紧固 

在钢筋绑扎区,根据预制PC构件设计图纸,按照图纸中

规定的连接套筒钢筋的长度与直径参数下料,并对钢筋的端

尾进行处理(依套筒类型不同进行相关工艺加工)后拧入套

筒,并绑扎成型。然后将绑扎完毕的钢筋笼吊至预制构件生

产区,在连接套筒固定的模具端板上覆盖使用套筒固定器加

固处理,确保套筒与模具端板连接定位的精确性。 

2.4.4组装模具与组装质量检查 

生产PC构件的模具由钢模台以及符合施工标准要求的

侧模板构成,侧模应具备应有的刚度、强度和稳定性,并应具

有制作通用性、加工简便性与市场通用性等优势。在正式生

产前,应预先使用电动钢丝刷清理底模与侧模,并根据图纸

要求尺寸定位严格控制侧模定位精确度。在侧模与侧模间配

置紧固螺栓。严格遵照设计图纸检查组装模板,确认无误后,

转入下一道工序。 

2.4.5在模具表面均 涂刷脱模剂 

清除模具表面的锈迹,保证模具的整洁度。在模板表面

均 涂抹脱模剂,让脱模剂的极性化学键与模具表面在相互

应力条件下,形成具有再生力的吸附型薄膜。 

2.4.6安装预埋件,控制绑扎钢筋入模流程 

将完成绑扎的钢筋笼置入模具。在入模操作时,严格遵

照设计图纸控制入模位置,并放置端板与定位板,确保钢筋

位置的精确性。同时,根据生产技术要求在规定位置放置垫

块,以防钢筋发生不规则形变。按照技术操作标准规范,钢筋

笼入模后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保证钢筋笼及预留预埋件位

置的合理性、稳固性和准确性。 

2.4.7浇筑振捣混凝土 

在预制模板上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待浇筑后,采用对

应构件类型及尺寸的振捣工艺(频率及时间为主控项目)进

行振捣处理。 

2.4.8养护混凝土构件 

针对浇筑的预制构件,需要采取静置、升温、恒温与降

温四个阶段的养护处理。 

2.4.9混凝土构件存放管理 

按照预制构件的品类、规格及检验状态分类存放。在此

过程中,要保证产品标识清晰,标识统一向外。在预制构件层

间位置设置适宜规格的垫块作为支撑,确保预制构件存放的

稳固性。针对阳台板、空调板及叠合板等构件,尽可能的平

放,且将叠放层数控制在6层以内；预制柱体构件与梁体构件,

要平放,并配置两条木质垫板。 

2.4.10混凝土构件运输管理 

构件运输采用科专用运输架立式运输或水平堆叠式运

输,前者主要针对各类墙板类竖向构件,后者主要用于预制

梁、预制叠合楼板、预制阳台板等水平构件及预制柱。立式

运输包括靠立式运输及插立式运输：对于靠立式运输模式,

预制构件要尽可能的对称靠放,单侧叠放层数在2层以内,在

构件层间上部使用木质垫块作为辅助隔离装置,且预制构件

与水平面的倾斜夹角应超过80º：针对插立式运输模式,要结

合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构件防倒措施,以免构件发生机械

损伤。针对水平运输模式,预制梁构件或柱构件叠放层数应

小于3层,且板类构件叠放层数需小于6层。 

3 结语 

综上,预制装配式建筑已成为建筑行业的主流趋势,增

设独立的流水生产线,采用节能环保型混凝土预制构件,有

助于提升装配效率与精确性,进而实现工程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与生态效益的 大化,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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