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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装配式建筑发展是一种时代的趋势，但是其发展并不充分，依然存在着较多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

如在装配式叠合板施工过程中，经常存在叠合板板带位置漏浆、错台，从而导致整个叠合板板底平整度较

差的情况发生。下文通过高科未来商业广场项目现场实际情况，讲述装配式叠合板超平板底施工技术研究

过程，研究成果以期为类似工程施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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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s a trend of The Times，but it is not s

ufficient，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technical problems to be solved. For example，in the cons

truction process of the assembled composite plate，there are often slurry leakage and wrong p

latform in the position of the folded plate belt，which leads to the poor flatness of the who

le composite plate bottom. In the following，throug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igh-tech Future

Commercial Plaza project，describe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process of prefabric

ated composite plate super flat bottom，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aim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

ence value for simila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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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图 1 高科未来商业广场项目效果图

高科未来商业广场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未来

一路与科技二路交叉口；项目占地面积 23586.06 ㎡，总建

筑面积 93455.92 ㎡；拟建建筑主要包括：1 栋 26F 酒店及

其附属裙楼、1 栋 8F 办公楼及其裙楼、1栋 7F 办公楼及其裙

楼、1 栋 6F 商业及其裙楼以及 2F 地下室。其中 1#楼 10 层及

以上楼层采用装配式叠合板，2#楼地上部分楼板采用装配式

叠合板，3#楼地上部分楼板采用装配式叠合板，4#楼地上部

分楼板采用装配式叠合板；

2 叠合板超平板底施工工艺原理

高科未来商业广场项目通过严格控制叠合板预制部分

PC 板的进场质量控制，并对源头厂家的生产胎模架平整度进

行严格的管控，确保进场的每一块叠合板预制部分 PC 板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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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板底平整度均控制在 2mm 以内；在现场安装过程中，通过

设置叠合板板带调节装置，在调节装置中设置反向顶托螺栓，

确保了人可以站在支撑体系上部进行板带调节装置标高的调

节，避免视野盲区，有效保证板带两侧叠合板的平整度，降

低了支撑体系调整的难度，同时通过相关现场实验，确定预

制叠合板完成吊装后需要做的支撑体系预拱度，通过调节装

置进行分段，折线近似代替起拱曲线，增设可压缩橡胶防止

漏浆，有效的保证了叠合板完成施工后的板底的混凝土平整

度，并将混凝土叠合楼板板底的整体平整度控制在任意 2m

范围内平整度小于 3mm、任意 4m 范围内平整度在小于 4mm，

极大的提升了叠合板施工质量。

3 主要工艺流程

PC 板的工厂制作→PC 板的进场验收→施工现场测量放

线→梁、板支撑体系搭设→支撑体系验收→板带调节装置的

安装与就位→叠合板预制部分 PC 板吊装及梁钢筋绑扎→预

压实验→板带调节装置及支撑体系调整→进行剩余钢筋绑扎

→混凝土浇筑前的隐蔽验收→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模

板支撑体系拆除；

4 叠合板超平板底质量控制标准

4.1 预制 PC 板胎架平整度控制标准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查，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厂家的制作的

刚性胎架都能够达到如下要求：

1、任意 2m 范围内精度控制在小于 2mm；

2、任意 4m 范围内精度控制在小于 3mm；

所以把以上控制标准作为预制 PC 板胎架平整度控制标

准；

4.2 叠合板超平板底施工质量控制标准

1、任意 2m 范围内平整度控制在小于 3mm；

2、任意 4m 范围内平整度控制在小于 4mm；

5 叠合板超平板底施工控制要点

5.1 预制 PC 板工厂制作

1、PC 板制作胎架的制作

（1）可以选择超平地坪作为 PC 板胎架的基础；

（2）选择刚性较好的胎架，同时胎架内整体的平整度要

求控制在任意 2m 范围内平整度小于 2mm、任意 4m 范围内平

整度在小于 3mm，这是目前大多数制作工厂都可以做到的；

2、PC 板的养护应选择温度、湿度恒定的蒸压室内进行

养护；

5.2 预制 PC 板的进场验收

预制 PC板进场前应做好质量验收工作，除了常规的验收

项目外，还应重点抽查 PC 板板带平整度；

5.3 施工现场测量放线

根据设计图纸进行测量放线，在混凝土面上弹出如下施

工控制线：1、将要施工的建筑楼层结构边缘线；2、柱子控

制线；3、剪力墙控制线；4、梁边缘控制线、叠合板边带边

缘控制线；5、预留孔洞控制线；6、设置标高控制点；

5.4 梁、板支撑体系的搭设

在进行梁、板支撑体系搭设前，需要完成支撑体系材料的

确定、梁（板）截面尺寸参数、支撑体系搭设参数的确定等；

1、支撑体系搭设材料的确定

在常见的房建工程工程，一般采用钢管扣件式支撑体系

或盘扣式支撑体系；考虑到需要保证施工的安全，对材料做

如下规定：

（1）钢管材料壁厚必须控制在 3.0mm 以上；

（2）支撑体系材料进场前必须进行进场验收；

（3）材料使用前必须进行见证送检。

2、梁（板）截面尺寸参数的确定

支撑体系在搭设之前，必须提前确定梁（板）的截面参

数以及平面位置，在完成相关支撑体系参数设置后才能进行

搭设。

3、支撑体系参数设计

根据已经确定的梁（板）参数，确定梁（板）支撑体系

搭设参数的最大值；并做好梁（板）支撑体系立杆平面设置，

立杆平面设计应考虑如下情况：

（1）梁（板）支撑体系搭设参数的最大值；

（2）梁（板）所在的平面位置；

（3）结构边缘位置；

（4）支撑体系基础的承载情况，如不能满足要求，要进

行合理的加强处理；

（5）叠合板板带所在位置，情况允许的情况下，确保板

带正下方设置一根立杆，以便后续板带调节装置的安装设置；

5.5 支撑体系验收

在完成支撑体系搭设后，已经预制叠合板 PC 构件之前，

需完成支撑体系的验收工作；在进行支撑体系验收时应特别

注意对以下几点内容的验收；

1、立杆与基础的紧密接触检查，避免因存在控制导致支

撑体体系承受荷载时变形不可控，从而导致成型后的楼板板

底平整度较差；

2、检查立杆与横杆（扫地杆、扫天干）的连接紧固性，

避免因紧固不牢靠而引发的立杆长细比增大，从而导致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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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数据的不可控制；

3、检查扫天杆以上立杆的伸出长度以及顶托伸出长度数

据，务必控制在规范允许的范围内；

4、检查直接承受上部荷载的主梁铺设情况，主梁铺设因

能满足如下要求：

（1）主梁的根数应能够满足要求，其扰度、刚度等因能

满足要求，并通过安全计算软件进行确定；

（2）主梁铺设因均匀，接头位置设置应合理。

（3）应能保证上部荷载通过主梁均匀地传递下部的立杆；

5.6 板带调节装置的构造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申报一项发明专利-“一种提升叠合

板板带及板底施工质量的装置及施工方法”，该专利目前状态

为受理，在现场实践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专利公开

后，可以在相关网站上进行查询，由于篇幅的原因，在此处

就不在进行描述；

5.7 叠合板预压实验确定杆件变形参数

预压实验针对叠合板板厚相同以及预制 PC 板厚度相同

的情况，可以只进行一次预压实验，不同的情况出现时，应

在不同情况的首次进行预压实验，该类预压实验基于的实验

基础需在完成柱混凝土浇筑后进行；该类实验的另一个基础

是梁的起拱已按照设计要求或者规范要求完成了起拱（梁底

以及梁两侧立杆）；

预压试验施加荷载参数：单位面施加荷载重量加上单位

面 PC板重量等于单位面积内叠合板重量；

杆件变形数据的确定：根据在预制 PC板上施加荷载前后

的板面标高（特别是板带调节装置模板上部标高）的变化，

绘制出杆件叠合板板带调节装置的变形曲线和整个板面立杆

的变形曲面，考虑到 PC 板的块状结构，所以整个板面立杆的

变形曲面并不能准确的反映实际情况，而是作为参考数据，

我们以叠合板板带调节装置的标高变形曲线，作为后续调整

的参考依据；

预压试验不合格的判断依据：考虑到楼板厚度以及支撑

体系承载的刚度情况，针对叠合板厚度小于 200mm 的情况，

如果叠合板板带调节装置的标高变形曲线的坡度变形率超出

1.5‰，我们认为不合格，需重检查新调整支撑体系后再次进

行此块楼板的预压实验，且此次数据不作为后续施工的参考依

据，后续时重新实验，实验合格时才能作为施工的参考依据；

1.5‰的合格判断线，是由相关的实践经验数据得出，之

所以控制在 1.5‰，是因为超出了这个数值，叠合板板底平

整度控制将难以有效控制，如需达到超平的板底质量控制目

标，需进行一板一预压。

通过大量的现场实验数据，证实了本工法在叠合板板厚

小于 200mm 时，1.5‰的合格线控制标准是准确的，针对叠合

板板厚大于 200mm 的情况，如需达到超平的板底质量控制目

标，建议进行一板一预压。

根据板带调节装置的变形曲线以及板带调节装置的平面

分布情况，绘制出板带调节装置折线代替曲线的施工指导图

纸（每块板的折线图可能存在差异）；

5.8 板带调节装置及支撑体系调整

主要实施步骤如下：

1、根据叠合板厚度、板带调节装置的布置位置情况以及

预压实验参考数据，绘制出正在实施楼板的板带调节装置折

线图；

2、在 PC 板上架设水平仪；

3、打开板带调节装置中的螺栓橡胶盖，扭转橡胶盖下方

的螺栓，调节反向顶托哦的长度，从而控制该处板带的标高。

4、板带调节装置各点标高的准确性性通过水准仪以及楼

层测量观测控制点进行控制。

5、在完成上述动作后，检查每块 PC 板下方的正向顶托

是否存在松动，如存在松动，顶紧即可。

6 结语

叠合板板底施工质量的提升，不仅提升了建筑的施工质

量，同时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建筑的美观，提升了建筑的施工

性能。本文结合高科未来商业广场项目，通过对叠合板超平

板底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超平板底施工过程进行粗料的描述，

以期为类似工程施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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