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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装配式住宅符合国家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的发展需求，受到了住建部和各级政府的重视。文章结合某装配式住宅工程

实例，对装配式住宅梁柱节点的吊装安装技术进行了介绍，以期能为类似装配式住宅的施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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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isting and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of Beam Column Joints in Prefabricated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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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fabricated housing meets development needs of 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ow-carbon 

economy, and has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by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prefabricated hous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hoisting and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of beam 

column joint of prefabricated house with an example of a prefabricated hous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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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急速提升，由此带动了中国的建筑业进入了黄金发展阶段，工程项目建设

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也造成了一系列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在当今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理念深入人心的背

景下，对建筑工程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传统的工程项目建造施工方法有着项目建造施工工艺技

术繁杂，施工工期相对漫长，对于建筑材料和资源的过度损耗问题比较突出，对于自然环境存在一定的污染和破坏，

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环保主题下建筑工程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有效广泛应用解决了传统工程项

目建造施工的一系列问题。 

1 WSPC建筑体系介绍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建设项目仍然以传统的混凝土作为工程项目建造施工的的主要结构组成。预制混凝土建筑

工程项目的建造和施工主要采用了在工厂内预制的混凝土构件，在施工区域进行整体建筑物的拼接组装，这种工程项

目的建造方式非常显著的提高了建筑物的建造施工效率，大大的减少了整个工程项目建造施工的周期，同时，由于采

用了大量的预制构件，因此工程项目建造现场就很少会产生建筑垃圾，此举大大的减少了建筑材料和能源的浪费。当

前，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急速提高，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社会对于建筑工程项目的需要也越来越

大，建筑行业也在这种需求之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以传统的混凝土建筑结构为基础的装配式建筑技术的发展

给建筑工程项目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在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果，得到了普

遍的应用，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施工技术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建筑项目的梁柱部件的组装和构造，

预制工程项目的外墙部分的链接以及其他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良的种种问题
[1]
。由于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建造系

统主要采用预制异形梁柱的方式，因此，在预制异形梁柱的顶部会预留出部分钢筋片段，以便后续的装配施工过程中

可以有效地进行不同部件之间的拼接。并且确保这种拼接过程的便捷和安全。此外，这种方式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

避了部件装配施工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混凝土浇铸的不规则性。保证工程项目的部件装配结构的稳定和安全，最终确

保建筑工程项目的整体处于良好的安全状态。 

2 预制构件吊装工艺 

2.1 预制异形柱吊装工艺 

预制部件的吊装阶段的前期准备工作。1 对于预制部件的吊装的准备工作的第一要素是严格的测量预制梁柱的尺寸

大小，并且明晰混凝土预制部件的实际强度以及内置的部件的位置。在这个准备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有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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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记录特殊这些预制部件的相关测量尺寸，并严格的检查半密封灌注套管的内部是否清洁，如果内部有杂物的话一

定要及时的清理，并将相关情况记录下来。通过上述的确认工作，可以验证相应的预制部件和预埋部件的相关尺寸数

据，是否可以满足即将进行的装配要求。当前，所有的规格尺寸都必须符合设计图纸的相关标准
[2]
。 2 在确定上一准

备阶段的相关工作和明确记录有关尺寸、规格参数后，这个阶段需要进行的就是在装配式工程项目建造施工现场，进

行调整预制异型梁柱的控制线以及曲线，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控制吊装施工机械设备所需要操作施工的最佳区域。

避免后期的区域不清，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可以更好的提升吊装施工的效率，从而可以加快整个装配施工的效率。 

在对装配式工程项目的预制部件进行吊装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很多的相关事项，首先必须确保吊装机械设备的吊

钩在吊装的过程中可以正确、稳固的钩住预制部件，并且相关人员不得在部件吊装的过程中在吊装区域内走动。当预

制的混凝土梁柱从吊装区域下降到距离地面大约 1 米左右的区域时，必须有工程项目的施工人员对吊装部件进行辅助，

以有效减少吊装部件在缆绳上的晃动
[3]
。 

2.2 预制墙板吊装工艺 

在对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预制板墙部件进行吊装的准备工作的过程中，有必要严格细致的对检查的预制墙板的

内壁和外壁的实际尺寸，并且需要对预制板墙的对角线进行仔细、准确的测量，必须要保证相关测量数据全部符合设

计方案，才可以进行后续的吊装工作。 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预制板墙部件的吊装顺序是非常关键的，它直接决定了

整个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装配质量。对于预制墙板的吊装顺序来说，必须从中间开始，并向两侧延续。同时，必须

首先进行外墙的吊装，然后再进行内墙的吊装，然后再进行最后的墙体封闭工作。 在整个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预制

板墙部件进行吊装的过程中，有必要在任何时候都做好预制墙板吊装施工的校正，以免出现相关吊装施工位置出现明

显差异
[4]
。 

2.3 预制异形梁吊装工艺 

对于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异形梁柱进行吊装的准备工作中，必须在准备起吊时，严格的测量预制梁柱部件的尺

寸大小，并且明晰预制梁柱部件的实际强度以及内置的部件的位置。在这个准备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有效、准

确地记录特殊这些预制部件的相关测量尺寸。预制异形梁柱的吊装过程中，需要采用两点式的吊装操作方式，要根据

预制梁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吊钩安装位置，并注意预制部件吊装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平衡，防止出现剧烈晃动影响

预制异形梁柱的吊装施工作业的安全。 

2.4 WSPC 建筑体系的优点 

该技术的应用有效地弥补了以往建筑工程中的不足之处，并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来有效提升了建筑质量，为建

筑企业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5]
。 

3 结束语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急速提升，建筑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建造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工作，确保工程项

目建造施工的整体水平和质量，同时尽可能的确保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减少工程项目建造过程中的能

源损耗以及建材的过度浪费，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在当前阶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应用，规避了传统建筑施工技术的

一些弊端，但是由于起步较晚，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目前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这是目前中国的建筑行业从业者的当

务之急，必须充分的考虑到装配式工程项目建设的方方面面，以期为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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