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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建筑发展为了满足社会对建筑空间的需求建筑行业的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经逐渐成为

现代社会的主流建筑物,因此关于高层建筑的设计、施工的计划制定和技术研究从未停止,钢筋混凝土结

构属于支撑建筑主体的重要部分,因此钢筋方面的建筑施工要多加注意。本文针对建筑行业内高层建筑

粗直径钢筋结构连接焊接等技术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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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粗直径钢筋在高层建筑中的

作用 

钢筋的抗拉性在应对拉伸性应力

的能力杰出,但自身抗形变压力比较低,

与混凝土结构正相反,因此结合两者特

性互补原则有了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

所处环境比较恶略,因此建筑主题承受

能力的要求就更高,相对于普通建筑钢

筋型号的要求都属于直径较大,其规格

普遍在20mm～28mm之间,有极个别部位

需要更大直径的钢筋提供受力,这些直

径较大的钢筋在建筑主体中处于承载、

受压、受拉的承重部分,因此对于这类

钢筋所处环境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类

钢筋比较容易发生连接断裂或连接处

不稳定现象,因此针对这类大直径钢筋

的连接技术研发经过不断的实验开发

和实践结合提出了钢筋镦粗直纹连接

接头技术,这类技术从施工难度、施工

后稳固性、施工材料使用上都属于杰出

的选择。 

2 钢筋连接准备技术 

2.1钢筋分类储存 

建筑施工前对钢筋进行分型号、分

用途性分批次处存放至,以便于钢筋的

取用和保存。 

2.2钢筋加工前校准 

对选用的钢筋进行施工前校准工作,

其工作内容是校准钢筋平衡度,保证在

水平位置上钢筋形态弯曲度低,如发现

钢筋扭曲需要进行相应的校准扭转,确

保钢筋在施工后不会因为钢筋内部应力

产生扭曲应力影响钢筋结构连接性能的

稳定。 

2.3钢筋外表及连接处除锈 

钢筋表面锈蚀问题是所有施工工地

都会遇到的问题,生锈问题属于化学质

变,化学腐蚀对钢筋结构的破坏巨大。其

表面锈迹不处理干净会导致钢筋结构持

续腐蚀,降低钢筋韧性变脆易折断并铁

锈本身还会导致钢铁本体更容易生锈,

连接处若存在大量铁锈则此处连接属于

不合格不稳定连接结构。因此必须在施

工前对钢筋进行除锈处理。 

3 钢筋连接施工要点 

3.1钢筋材料确认检测 

在进行钢筋加工前需要用螺纹规对

所选钢筋材料进行抽样检测,确保材质

和常规螺纹合适。检测钢筋是否由程度

性扭曲或者形变,对扭曲和形变钢筋材

料要进行校准后才可投入使用,在建筑

施工工地钢筋用量较大因此采取的检测

方式用抽检发比较合适,一般抽取样本

为总数的十分之一,并对检测合格进行

安全设置,独特标志分类堆放。 

3.2施工工艺及质量要求 

3.2.1切割下料。钢筋所有检验结果

均应符合现行规范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对端部不直的钢筋要预先调直,切口的

端面应与轴线垂直,不得有马蹄形或挠

曲。采用砂轮、切割机按配料长度逐根

切割下料。 

3.2.2液压镦粗。利用液压镦粗技术

对钢筋连接衔接段进行镦粗加工,指的

是将钢筋两端进行液压专用机镦粗使其

达到要求规定的螺纹数。液压镦粗可应

对与直径小于40mm大于18mm的钢筋进行

镦粗加工,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建筑工地

对钢筋的需求。每处镦粗头端加工的时

间大约为一分钟左右,适宜于工地现场

加工钢筋。丝头的施工质量要求是： 

①钢筋下料时,切口端面应与钢

筋轴线垂直,不得有马蹄形或挠曲。端

部不直的钢筋应调直后下料,镦粗头

不得有与钢筋直径轴线相垂直的横向

表面裂纹。 

②不合格的镦粗头,应及时割除重

新镦粗,不得对镦粗头进行二次镦粗。 

③镦粗头的基圆直径应大于丝头

螺纹外径,长度应大于1/2套筒长度,

并应在丝头作出明显标记,过度段坡

度应≤1:3。 

④钢筋丝头的螺纹应与连接套筒的

螺纹相匹配,公差带应符合GB/T197(普

通螺纹公差与配合的要求)。 

3.2.3镦粗段套丝直螺纹。镦粗工序

完成后,将带有镦粗头的钢筋放在专用

套丝机上加工直螺纹,套丝机具能适用

各种不同直径钢筋的套丝加工,并达到

设计螺纹精度和直径的稳定性,确保与

连接筒的配合。每个镦粗段的套丝所需

时间约为50秒。钢筋的端头螺纹规格应

与连接套筒的型号匹配。加工后立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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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建筑工程框架结构应用工程技术过程存在的问题,文章从实践角度出发,分析了工程

技术的运用现状,并提出了工程技术的控制策略,其目的是为相关建设者提供一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

只有在明确建筑工程框架结构技术运用局限的情况下,才能提高混凝土技术、钢筋技术以及模板技术运

用的可靠性与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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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作为提升所处地区进行

现代化经济建设水平的关键,其建设使

用的框架结构易受环境因素影响,而降

低工程项目建设使用的整体质量。为此,

相关建设者应对框架结构的工程技术

现状进行分析,以提高技术运用的科学

有效性。这样一来,框架结构的混凝土

技术、模板技术以及钢筋技术,就能以

高稳定性与高效率状态作用于实践,进

而降低环境因素给建筑框架结构所带

来的影响。 

1 研究建筑工程框架结构工程

技术的现实意义 

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

建筑物建设使用的安全可靠性提出了新

的要求,这就为工程建设者带来了新的

挑战。故而,建筑行业发展建设者应在满

足建设需求的同时,落实行业未来的前

进道路。这是不断推动建筑行业向前发

展的关键。然而,实际建设过程中,建筑

工程框架结构的工程技术运用并不理想,

这就阻碍了相关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为此,研究人员应从实践角度出发,即对

框架结构建筑的工程技术现状进行分析,

并在明确问题的基础上,提升工程技術

运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2 建筑工程框架结构的工程技

术现状 

通常情况下,高层建筑的施工过程

均会涉及工程项目的框架建设质。这里

的影响主要是指,框架对建筑纵向带来

的承载力无法为顺利向上进行提供条

件。究其原因,高层建筑施工建设过程,

受力是逐层变化的,所以,设计人员应根

据楼层承载力来保证框架结构整体的稳

定性。然而,实际工程技术的运用,并未

将不可抗力抵御问题充分重视起来,这

就导致风力荷载、抗震性以及防雷性等

非线性竖向分布荷载,对框架结构的作

用效果带来影响。 

以钢筋焊接问题为例,虽然钢筋是

较为牢固的建筑材料,但在焊接钢筋时

仍存在焊接头断掉问题。为此,在焊接前,

应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来保证钢筋作

用于框架结构的质量与焊接技术水平。

对于焊接条型号的问题,应注重施工过

程可能产生的细节问题。否则,钢筋就无

法在建筑工程框架结构中进行稳定作用,

严重的甚至会对建筑物整体的建设质量

造成负面影响。 

3 建筑工程框架结构工程技术

的控制策略 

3.1钢筋技术控制 

作为建筑工程框架结构中起牢固性

的重要施工材料,工程技术人员需要控

制钢筋焊接、测控、安装以及拆除等作 

配套的量规逐根检测。 

4 施工完成后的焊接检测工作 

在钢筋施工连接框架施工图完毕后

要根据建筑施工结构图纸核对,核对所

有钢及结构连接是否与承重结构要求的

图纸细则一致,并且根据施工经验对一

些不稳定部位或可能出现不稳定的钢筋

结构进行人为的修正,需要加设钢筋连

接的部位必须与工程师和承重部门进行

协商确认,并且经过计算后再实施新的

部分结构加设,检测过程还包括对水平

竖直结构的角度检测,确保无偏离或低

于偏离误差要求,对承重结构进行承重

形变受力测试,确保承重结构稳定正常

与设计施工图纸要求符合。 

5 结论 

探讨改善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设计

及交通管制措施,对挖掘现有道路交通

潜力,提高道口安全通行能力,特别是对

减轻旧城道路上已经日益增加的交通拥

阻、实故上升现象,显然具有重要现实技

术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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