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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质量取决于装配式构件的安装,只有对装配式预制构件的安装技术要点进

行分析,只有按照专业化的安装方式才可以建造出质量优质的工程项目,才能够将装配式建筑的优点发

挥到最大。本文将首先简要分析装配式建筑概念及装配式预制构件概念,然后对装配式预制构件的安装

技术要点进行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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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配式建筑与装配式预制构

件的概念分析 

1.1装配式建筑概念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建筑建设的

方式与程序变得越来越简单。将预制构

件厂生产的预制构件运送到施工现场进

行装配就可以进行施工建设。上世纪六

十年代伊始,装配式建筑逐渐在全世界

内发展。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时间较短,

但在短短几年之内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

就。装配式建筑施工建设的速度快、能

源利用率高、施工成本低且环保,在建设

的过程中垃圾产出率较低,符合我国生

态节约型社会建设的要求。 

1.2装配式预制构件概念 

装配式建筑是由一块块预先在工厂

中制造及生产的构件装配而成,装配式

预制构件是装配式建筑的重要构成成

分。装配式预制构件的种类有很多,如内

外墙板、叠合板、阳台、空调板、预制

楼梯等。装配式预制构件由设计人员系

统的设计之后交付构件生产厂家进行生

产,然后运输到施工现场进行拼装。提升

装配式预制构件的制作标准及制作效率

可以大幅度降低装配式建筑的建设成本,

可以提升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质量,并有

效减少施工事故发生的概率。 

2 装配式预制构件安装技术要

点分析 

2.1装配式建筑主体预制构件的安

装顺序 

在对装配式建筑主体预制构件进行

安装之前,应首先依据设计图纸的内容

对每一个预制构件进行编号,然后按照

编号的顺序开始吊装作业。在对主体结

构进行吊装拼装作业时应以该建筑物的

变形缝为界限组织两个施工单位同时开

展施工作业,然后使用测量仪器同时检

测两侧主体结构的拼装标高误差及缝隙

大小,以实现主体结构变形缝左右两侧

相互对称。具体操作为先吊装变形缝左

侧主体结构的外墙体,等到左侧外墙体

混凝土浇筑完毕之后再吊装右侧主体结

构外墙体。并且每一个主体结构的单元

外墙均是由中间向两侧吊装浇筑。为了

消除主体结构变形缝两侧的误差,需要

采取必要措施,如适当调整预制构件厂

家模具的尺寸等。 

2.2装配式建筑承重墙的吊装要点 

2.2.1吊装前期准备工作 

装配式建筑的吊装工作需要连续性

施工作业,尽量避免施工中断情况的发

生。在对装配式承重墙进行吊装之前需

要做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如下几点：①使

用墨盒等工具在承重墙吊装施工之前在

主体结构柱、墙等位置做好控制线,然后

再按照设计人员提供的后置埋件布置图

正确安装预制构件的定位卡具。为了防

止在预制构件安装过程中出现移位、标

高不准确、质量不佳等情况,需要仔细核

查后置埋件的安装位置及嵌固深度；②

对预制构件的吊装设备工作性能进行全

面的检测。首先应对吊装设备进行安全

检测,检查每一个机械构件的性能是否

出现不良损耗,确定吊装机械设备可以

进行连续性作业；然后对吊装设备在空

载状态下的吊绳质量、承载能力、吊臂

角度等多个细节进行检测。如果发现吊

绳等构件的质量出现问题,应及时要求

机械设备维修人员进行全面的维修与保

养；③对预制构件在安装过程中所使用

的安装工具进行准备,如膨胀螺丝的规

格及数量、扳手的规格、斜撑杆的规格

等；④对预埋灌浆套筒是否存在质量缺

陷的情况进行检查,确保预埋灌浆套筒

在预制构件吊装安装之前的质量是合格

的,并且还应要求质量检测人员对预埋

灌浆套筒进行通透试验；⑤在施工区域

视野开阔的位置搭设经纬仪、水准仪等

测量设备,及时对预制构件的吊装工作

进行测量,防止出现吊装误差；⑥在吊装

预制构件之前应安排施工人员对预制构

件的安装部位进行湿润,质量检测人员

应检查预制构件的外挂通孔是否通透,

可使用工具将堵塞的混凝土进行清除；

⑦及时组织专人填写《预制构件施工准

备情况登记表》,在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

之后方可开展预制构件的吊装作业。 

2.2.2对预制构件的质量进行检测

并修复 

预制构件在运输的过程中难免会出

现质量损伤,为了提升装配式建筑的整

体质量,需要对预制构件的质量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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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如果发现预制构件存在掉角问题,

应先试用清水将掉角位置进行冲洗,然

后使用高强度细石混凝土进行修复。 

2.2.3座浆及垫块安放要点分析 

在座浆之前应先要求施工人员将预

制墙体构件下部的现浇混凝土板面进行

清洗,确保预制构件与现浇混凝土板面

之间不存在灰尘、油渍、混凝土残渣等

杂物,以提升预制构件注浆之后的结构

整体性能；然后要求施工人员在预制构

件与现浇混凝土板面接触处喷洒清水进

行湿润,并在墙板的下方放置塑料垫块。

塑料垫块的安放目的是控制预制墙体构

件的标高,防止在吊装之后出现标高误

差,并为座浆做好准备。座浆的三角形区

域需要使用等面积法计算,并且在座浆

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技术要点：①

座浆材料的塌落度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之内,在拌制的过程中应以灌浆料的强

度确定搅拌机的规格,如40MP到60MP灌

浆料的拌制可使用小型搅拌机,并控制

水的含量,确保座浆完成之后可以形成

中间高、两边低的形状；②座浆浆体内

部粗骨料的最大粒径不宜超过5mm,并且

还应保证浆料具备一定的微膨胀性能；

③座浆浆料的强度等级应大于预制构件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2.2.4吊装技术要点 

①装配式承重墙预制构件的吊装设

备宜选用扁担式吊装设备；②如果吊装

施工时的风速超过五级,需要使用缆风

绳；③为了防止出现施工安全事故,应在

承重墙预制构件吊装的过程中严格约束

施工人员的活动范围,直至预制构件距

离施工作业面一米高度范围之内时方可

允许施工人员靠近作业；④如果在吊装

的过程中發现承重墙体底部的套筒未完

全对齐,可以通过手动进行调节,可使用

小圆镜确定墙体的调整幅度,以提升承

重墙预制构件的安装质量及安装效率；

⑤在确定了承重墙预制构件的垂直方向

的位置之后应使用水准仪对墙体的水平

方向标高是否存在误差进行复核,若误

差在允许范围之内应利用预制构件上的

螺栓与现浇混凝土板上预埋的膨胀螺栓

安装斜支撑杆,并使用检测尺对承重墙

的垂直度再次复核,通过使用斜支撑杆

确定承重墙体的垂直度；⑥承重墙体预

制构件吊装安装作业需要及时对安装信

息进行反馈,技术人员应以反馈信息分

析预制构件安装误差出现的原因,并积

极探讨解决方案。 

2.3装配式预制构件的连接要点 

装配式建筑在施工过程中通常使用

机械式和现浇式两种连接方式对预制构

件进行连接。机械式和现浇式连接方式

各有优点,应依据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

特点进行优选。机械式预制构件连接方

式可以促使预制构件之间的连接更加牢

固和稳定,但是仅适用于预制构件内部

钢筋强度较大的情况之中,因此机械式

预制构件的连接方法对钢筋强度等级要

求较高；现浇式预制构件连接方法可适

用于预制构件连接范围较小的情况,但

是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混凝土浇筑过程中

出现溢浆、漏浆情况的出现。因此在使

用现浇式预制构件连接方式之前首先应

确保模板的稳定性与密封性。 

3 结语 

随着建筑工程的不断发展,新的施

工技术、施工工艺和施工材料不断出现,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日趋成熟。我国装配

式建筑发展时间较短,但已取得不俗成

就,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质量不断提升,装

配式建筑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为了进一步提升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质量

及施工安全性,需要结合工作内容及相

关技术性文献对装配式预制构件的安装

技术要点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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