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7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12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上拉式新型悬挑外脚手架施工工艺探讨
陈智文 孙小亮 黄康 李建新 罗湘黔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公司 广东深圳 515800

DOI：10.12238/ems.v7i3.12176
[摘 要] 随着高层及超高层建筑的快速发展，传统悬挑脚手架在施工效率、安全性和经济性方面逐渐显现不足，愈来愈多工

程在施工中应用新型悬挑外架，本文针对上拉式新型悬挑外架的结构特点、施工工艺及关键技术展开研究，分析其与传统悬挑架

的差异，总结其施工优势及施工控制要点，为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关键词] 外脚手架；悬挑主梁；钢拉杆；预埋螺栓

引言：

研究背景：建筑行业对高空作业安全性和经济性的需求。

传统外架施工存在材料浪费大、搭设周期长、人工成本高等

问题。新型悬挑外架在标准化、节省材料、轻量化等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在施工中值得推广。

一、上拉式新型悬挑外架的构造

由悬挑钢梁、钢拉杆、预埋件、连墙件及脚手架体组成，

形成“悬挑+上拉”的复合受力体系。悬挑钢梁通过锚固螺栓

固定在建筑结构梁侧面，并通过钢拉杆与上层结构拉结。

二、相对于传统悬挑外架的优势

1、耗材少、周转率高

传统外架悬挑钢梁伸入室内的固定端长度大于 1.25 倍

悬挑端长度，所以通常情况下，需要用到的型钢梁长度不小

于 3m，拐角处的型钢梁则更长。悬挑工字钢的布局恰巧与楼

梯位置相碰时，横在楼梯走道中的工字钢，影响作业人员上、

下走动。新型悬挑外架型钢用量少，标准化制作，采用可调

节钢拉杆，适应于不同楼层高度，周转率高。

2、没有槽钢孔洞，降低渗漏风险

针对于混凝土外墙，平铺工字钢穿过剪力墙时需要留设

孔洞，后期需要修补，增加了渗漏风险，拆除型钢梁前，可

能还需要在现场切割 U型锚固环，拆除后还需要补洞、补贴

砖，增加了施工时间。

3、外观工整、美观

采用花篮悬挑外架，不会受悬挑层室内房间影响（例如

卫生间、转角、楼梯）相比较于传统工字钢而言，可根据需

要进行工字钢排布，搭设的外架外观工整、美观；

4、不影响室内施工布置

传统外架悬挑钢梁伸入室内，妨碍室内墙体砌筑、地面

铺装施工及施工人员行走，新型外架无此干扰。

5、定型化安装，安装效率高

与传统平铺工字钢相比，新型悬挑工字钢重量较轻，方

便工人吊装与搬运，且定型化悬挑钢梁，采用预埋螺栓固定，

安装效率高。

三、悬挑外架布设

3.1 外架搭设参数的初步确定

花篮悬挑外架悬挑长度，立杆、横杆、步距搭设要求，

跟普通工字钢悬挑外架一致。

（1）悬挑位置：根据设计图纸及施工要求确定架体搭设

的悬挑位置，一般而言，超高层建筑在上部架体进行分段悬

挑，一些有特殊的施工工艺要求的情况下，在特定楼层进行

悬挑，还有一些位于基坑回槽侧的外架，一般在二层设置悬

挑。

（2）搭设高度确定：根据设计图纸中建筑物高度确定外

架搭设整体高度，一般高于檐口不小于 1.5m，高于女儿墙不

小于 1m。一般而言，悬挑式脚手架，每一挑搭设高度不宜超

过 20m。

（3）杆件间距确定：当采用扣件式钢管搭设时，立杆步

距一般可取 1800mm，盘扣式搭设按照模数确定步距为

2000mm。立杆横距一般不小于 600mm，当采用钢笆片时，立

杆横距可选为 800mm，其他类型的脚手架按照脚手板模数布

置，盘扣式脚手架根据横杆模数可选为 600~900mm 不等。

（4）挡脚板设置：根据规范要求，挡脚板均应搭设在外

立杆的内侧，挡脚板高度不应小于 180mm，宜每步均设置。

（5）距离墙的距离：外架搭设距离墙的距离需要充分考

虑建筑的外形，并结合建筑物剖面大样确定，若利用外架进

行外立面装饰施工，则脚手架搭设需要考虑外立面的装饰线

条，不能距墙太远，一般而言，距离 200~300 为宜。当不满

足要求时，可适当加大内排立杆与结构间距，通过小横杆内

挑（需要设置层间防护）。

（6）连墙件设置：连墙件设置需要满足架体计算要求，

根据不同的地区就周边环境，满足风荷载验算要求，根据建

筑物层高进行选取，规范要求不大于 3步 3跨，连墙件竖向

间隔尽量与建筑物层高匹配，便于拉结。

3.2 外架搭设的计算

新型悬挑脚手架，可利用品茗安全计算软件进行计算，

选用脚手架工程计算模块，花篮螺栓悬挑架→设置外架基本

参数→连墙件→荷载参数→悬挑梁（参数）。基本参数、连墙

件及荷载等参数按照设计确定好的参数进行输入，与普通外

架搭设参数设置方法一致。悬挑梁参数输入，确定悬挑形式，

可采用联梁悬挑或者主梁悬挑，螺栓预埋可选用半预埋（不

穿墙），确定悬挑长度及拉杆设置参数。材料参数选择主梁材

料类型→确定悬挑主梁规格→选用螺栓→确定支撑杆件参数

等（包含吊耳板、拉杆材料参数、拉杆与悬挑梁、上层建筑

物的连接方式），设置好参数进行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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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在实际施工中，在上层梁板浇筑前，悬挑钢

梁已经安装完成，且搭设了不少于楼层高度的架体，此时悬

挑主梁尚未拉结，因此需要验算未安装钢拉杆时的悬挑主梁

受力，且安装刚拉杆后又进行一次验算。

（2）附着结构的验算。根据《脚手架施工通用规范》

GB55023-2022 中，4.1.4 应对支撑脚手架的工程结构和脚手

架所附着的工程结构进行强度和变形验算，当验算不能满足

安全承载要求时，应根据验算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对

安装悬挑承力架的主体结构外围墙、柱、梁进行承载力验算

合格后，或者当不能满足承载力要求时应采取增配钢筋或其

他可靠的加固措施后，方可进行悬挑承力架预埋件的安放工

序。

验算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品茗安全软件进行验

算，输入结构梁板的设计参数进行复核验算。另一种验算方

式为，将悬挑梁的参数及拉结受力参数提供给设计，让设计

采用结构模型进行复核。

四、施工图绘制

根据计算结果，在建筑平面图上绘制悬挑工字钢平面布

置图，布置间距不大于计算的最大间距，尽量按照同一间距

布置，在转角部位需要单独布置。

（1）平面图绘制：在悬挑层平面图绘制出工字钢的水平

布置位置，悬挑长度、以及拐角处工字钢的布置；

（2）立面图绘制：绘制出架体各个面的搭设高度，跨度，

剪刀撑布置情况，以及出入通道位置，斜梯或者梯笼的位置

等。每道剪刀撑宽度不应小于 4 跨，且不应小于 6m，斜杆与

地面的倾角应在 45°~60°之间；高度在 24m及以上的双排脚

手架应在外侧全立面连续设置剪刀撑；高度在 24m以下的单、

双排脚手架，均必须在外侧两端、转角及中间间隔不超过15m

的立面上，各设置一道剪刀撑，并应由底至顶连续设置。

（3）剖面图绘制：要表示出悬挑位置、预埋螺栓的位置

及高度、连墙件布置，钢拉杆拉环预埋位置。需要考虑后期

的外墙砌筑及装修，避免后续干扰外立面施工；

五、方案编写注意事项

由于新型悬挑外架作为一种新工艺，目前没有国家和行

业标准，可供参考的规范均为地方标准，参考最广泛的为江

苏省《建筑施工悬挑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程》

DGJ32/J121-2011，一般而言，新型悬挑外脚手架，作为一种

新型的工艺，很多地区均要求组织专家论证。有些地方要求

需要附厂家架体测试报告，且当悬挑长度＞1.8m，需要设置

两道钢拉杆。

六、现场施工管控要点

施工工艺流程：定位放线→预埋件安装→浇筑悬挑层的

梁板砼并养护→安装悬挑钢梁安装→架体搭设→斜拉杆螺栓

预埋→浇筑斜拉层的梁板砼并养护→安装斜拉杆→搭设上部

架体→验收使用→拆除周转

（1）确保预埋件的受力最大化，便于安装，螺栓预埋件

位置的设置，应在砼浇捣面往下 10cm~15cm 处的范围内为最

佳预埋位置。

（2）混凝土强度达到 5MPa 以上或相关要求的强度后，

开始安装双头螺杆。

（3）混凝土达到 10MPa 以上或规定要求后，方可开始搭

设外架，此过程严禁在悬挑梁或钢管架体上堆放重型材料。

在不具备连接“上拉杆”条件时，脚手架可搭设最高高度按

照计算确定，当悬挑层上层的混凝土强度达到要求后，应尽

快将斜拉杆组装好，并及时将“斜拉杆”调节至受力状态后，

方可再往上搭设脚手架。

（4）为保证新型悬挑承力架安装后的整体美观，所有工

字钢挑梁的预埋件，均应尽可能设置在相对同一高度。

（5）安装工字钢时，下部必需要安全可靠的操作平台，

本项目为下部的外脚手架，必须满铺脚手板，安全可靠，防

护严密，平台在工字钢安装位置以下。

（6）钢拉杆留设时，为避免钢拉杆与立杆及水平杆冲突，

在预埋上部拉杆螺栓时，与脚手架立杆应错开 100mm~150mm

的距离。

结语：

上拉式悬挑外架通过力学优化和模块化设计，显著提升

施工安全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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