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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化建设发展中,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是较为常见的结构形式,并在我国科技发展的推动

下成为了工程施工中较为重要的结构形式。本文就将重点分析住宅产业化全预制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

综合施工技术,希望给予从业人员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住宅产业化；全预制装配式框架结构；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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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产业化是现阶段住宅工程建设

中的主要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全预制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综合施工技术也受

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技术应用的水

平对住宅建设的整体质量也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因此,结合工程实际,分析该施

工技术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 工程概况 

某全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框架+

钢支撑结构体系地上共有15层,地下结

构1层,建筑高48m,结构主体竖向构件主

要采用预制混凝土框架结构,梁结构则

采用预制混凝土叠合梁,工程施工中以

预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为主要材料,

以钢支撑体系为抗侧向构件,采用混凝

土预制楼梯,同时在阳台施工中主要采

用预制叠合阳台板,以预制K板为阳台隔

板,以轻质板作为填充墙板,工程施工中

构建整体装配式卫生间。施工人员采用

无外架施工方式,该施工方式可有效维

护施工安全。 

2 工程施工中的关键工艺技术 

PC结构大块拼装十分关键,由于梁

板柱构件的精度要求较为严格,而且需

要具备完善的性能,所以主要采用承插

型盘扣式钢管支撑架。全PC结构集成外

模在搭设悬挑三脚架的过程中,以盘销

承插工具式脚手架为施工工具,无需使

用传统的外架开展工程建设和施工。 

塔式起重机吊装施工前,施工人员应

保证构件吊装就位,之后立即在预制柱上

固定支撑钢板,预制柱测量员投放线处于

指定位置时,施工人员可将支撑钢板上及

露面的支撑点上支设斜撑钢管。 

工程施工中速接架的顶部可采用可

调节高度顶托,使用100mm×100mm木方

达到支撑目的。吊装前,施工人员要仔细

检查并核对可调支撑是否高于设计标高,

检查、核对预制梁间的规格和尺寸是否

有明显偏差。如有偏差,则需结合实际和

规范要求做出合理调整。边梁吊装时,

合理应用速接架设悬挑宽0.6m,高0.8m

的防护架。完成叠合板吊装施工后,做好

楼层作业面临边防护工作,确保其防护

高度为1.2m。拆除楼层满堂速接支撑体

系后,要及时清理楼层,楼层临边及洞口

均需搭设高为1.2m的防护杆,且内侧必

须按照要求设置密目安全网。 

3 构件安装施工要点 

3.1全PC柱安装工艺 

根据预制柱平面各轴控制线及柱框

线校核预埋套管位置偏移的程度,客观

记录施工数据,结合设计图纸清除预留

钢筋的多余空间,如预制柱的偏移距离

较小,可采用撬棍和F扳手合理控制及调

整。认真检查预制柱的进场尺寸和规格,

且仔细审核混凝土强度与设计要求是否

吻合。检查柱上的套管和预留钢筋与设

计图纸是否存在明显差别,套管内是否

存在杂物,另外还要按照要求做好记录

工作,仔细检查、核对记录,如无异常或

明显问题,方可开展吊装施工。 

吊装施工前,柱的四角均应设置金

属垫块,使预制柱的垂直度满足设计要

求。再者,按照设计标高和柱体的长度确

认偏差,以经纬仪为工具,严格控制垂直

度,如偏差较小,可参照实际,应用千斤

顶合理调整,注重吊装进度。初步就位后,

需核对预制柱钢筋与上层预制柱的引导

筋,如无明显问题,可将钢筋插入到套管

当中,以提高柱体悬空的稳定性,为固定

施工做充足准备。 

3.2全PC梁安装工艺 

明确柱顶与梁底标高误差,柱上需

弹出边梁控制线。在构件上标注构件的

吊装顺序和编号,为工人吊装提供便利。

以立杆支撑+可调顶托+木方的形式设置

梁底支撑,以速接支撑体系的顶丝调节

预制梁标高。梁起吊的过程中,要以吊索

勾住扁担梁吊环,且吊索长度必须满足

要求,使吊索与扁担梁间的角度在600°

以上。梁初步就位后,两侧的工作人员可

以利用头顶的梁定位线和撬棍校正梁,

调平的过程中也可固定下部的可调支撑

梁,此时方可放松吊钩。完成主梁吊装施

工后,应结合柱上放出的边梁及梁端控

制线,认真检查主梁上的次梁缺口位置

的准确性,若其存在偏差,可采取有效处

理措施,随后吊装次梁,依据柱对称的要

求做好做好吊装施工。 

3.3 PC板安装工艺 

所有梁在吊装后均需测量并弹出PC

板四周控制线。在构件上标注构件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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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吊装顺序和编号,以此为施工人员开

展吊装作业提供便利条件。板底支撑主

要使用承插型盘扣式脚手架+可调顶托

+100mm×100mm木方,吊装施工前,需要

仔细检查支撑高度是否符合设计标高的

要求,核对预制梁尺寸是否存在偏差,同

时做好相应的处理工作。PC板采取四点

吊装,需将板固定于柱上方3-6cm后,调

整板的具体位置,使锚固筋和梁箍筋错

开布置,为就位提供良好的条件。此外,

板边线需与控制线位置相同。完成跨板

吊装后,结合板周围的边线和板柱上弹

出的标高控制线,调整板的标高和位置,

误差不得超过2mm。 

3.4 PC楼梯安装工艺 

完成楼梯间周边梁板吊装施工后,

人员还需测量、弹出楼梯构件端部及侧

边的控制线。楼梯构件进入施工现场后,

可以将楼栋号及楼层号相互分离,并做

好楼梯编号工作,以推动吊装及指挥工

作的顺利进行,增强吊装的准确性。且合

理调整索具铁链的长度,保证楼梯段休

息平台的水平度,做好预制楼梯板的试

吊装工作,认真检查吊点位置的准确性

和吊索受力的均 度。要求试吊高度在

1m以下,楼梯吊装到梁上方30-50cm后,

需及时调整楼梯位置,确保上下平台锚

固筋与梁箍筋交错布置,板边线也需与

控制线一致。根据已放出的楼梯控制线,

以撬棍等工具准确就位构件,先做好楼

梯两侧的准确就位,之后使用水平尺和

葫芦保持楼梯的水平度。调整支撑板就

位,同时合理调整支撑立杆,让所有立杆

均处于受力状态。 

3.5 PC阳台安装工艺 

吊装阳台板后,应当测量并弹出周

边控制线。在构件上标注所有构件的吊

装顺序和编号,便于施工人员准确辨

认。板底支撑主要利用承插型盘扣式脚

手架+可调顶托+100mm×100mm木方,吊

装施工前,需仔细检查可调支撑高度是

否超过设计标高,校核预制梁及隔板间

是否存在尺寸误差。如存在误差,则要

及时采取调整措施。阳台板主要采用四

点起吊,板吊到柱上方3-6后,应及时调

整板的位置,确保锚固筋与梁固筋交错

设置,方便就位,让阳台板边线与控制

线高度保持一致。完成跨板吊装施工后,

需要结合板周边线、隔板上弹出的标高

控制线合理调整标高和位置,误差不得

超过2mm。 

3.6 PC阳台隔板安装工艺 

根据阳台隔板平面轴的控制线及阳

台板反坎控制框线,校对预埋套管位置

的偏移概况,并且做到客观记录,参照图

纸的要求清除多余的预留钢筋。如预制

阳台隔板偏移的距离较小,可使用撬棍

和F扳手加以调整。仔细检查预制阳台隔

板的进场尺寸、规格和混合土强度能否

满足工程设计的要求,同时检查柱上预

留的套管和预留钢筋能否顺应图纸要

求。套管中是否洁净、无杂物。 

另外,也要高度重视记录工作,比对

现场预留的套管记录,如无明显问题,便

可开展吊装施工。台隔板初步就位的过

程中,需做好初试工作,如无明显问题,

可将钢筋插入引导筋套管中20-30cm,以

增强柱处于悬空状态下的稳定性,为固

定处理奠定坚实基础。吊装前,检查阳台

板四角水平标高,使预制阳台隔板保持

垂直度,依据设计标高和柱的长度明确

偏差,以经纬仪严格控制垂直度,如偏差

较小,则可采用斜撑杆调整。 

4 结语 

如今,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

得到广泛应用,但其连接形式不可靠,不

同体系间无法兼容等问题现状。科技发

展中,应用全预制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

施工技术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促进建

筑行业的稳定发展,值得业内大力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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