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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事业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建筑领域装配式建筑发展。作为当前行业内极度认可和受欢迎的建筑类型，装配式建筑

成为现代化施工项目的主流。装配式建筑施工期间需要严格按照规定保证施工标准，保障结构的稳定性。需要人员在施工过

程中抓好施工要素，同时结合施工验收标准，保障建筑的质量。基于装配式建筑承重结构加以分析，针对施工重点与验收加

以阐述，意在保障建筑行业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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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busines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architecture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e. As a highly recognized and popular building type in the current industry, prefabricated building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structure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It needs personnel to grasp the 

construction e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acceptance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build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oad-bearing structure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key points of 

construction and acceptanc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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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装配式建筑以施工便捷、工期短的优势得到行业广泛应用。基于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保障建筑稳定性的同时，

保障人身安全，对于未来建筑行业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此，需要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加强对装配式施工的验收

标准，同时确定施工重点，确保实际施工中，施工的有效性，能够基于存在的影响因素，制定防范措施，提升装配式

建筑的可靠性。 

1 装配式建筑概述 

装配式建筑的出现，推动建筑领域发展，为该领域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装配式建筑能够有效提升实际作业效率，

保证建筑质量。国家对于建筑领域发展极为看重，基于装配式建筑提出一系列的指导方针，为建筑工程发展指出了发

展方向。装配式建筑也在国家的领导下，逐渐取得优异的发展成果
[1]
。装配式建筑作为建筑领域新的建筑形式，使用大

量的构件在现场进行安装、拼接，只有保证安装符合规定要求，才能最大程度保障承重结构的稳定性，提升装配式建

筑的施工管理质量。装配式建筑涉及到钢结构、混凝土结构等，需要结合施工顺序，科学进行装配，保证拼接的有效性。

当前各地装配式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需要基于实际问题正确审视，保障施工后的工程符合检验标准，提升管理效率。 

2 装配式建筑施工验收标准 

2.1 施工验收存在的问题 

装配式施工建筑在实际施工中，需要保证施工流程顺序正确；并且保证各环节质量得到科学的验收，同时预制生

产构件质量要得到保障，科学进行生产管理；人员施工需要注意人身安全，并保障安装符合要求。 

2.2 验收需要关注的重点 

基于当前国家对装配式建筑提出的规范化建议，明确了具体方案，为管理人员验收施工项目提供明确的对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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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装配化率的政策推进要求：南方各省市的新建民用建筑结构，装修采用的装配率不得低于 50%。对此，需要结合

相当先进技术对工程图纸进行审核，明确具体部件的计算范围，对具体施工图纸进行审核，调整文件设计方案。监管

作为保障工程质量的重要内容，需要根据工程特点明确施工监理要求，完善各环节监管流程。在实际检查过程中，需

要保障现场工程实体检查，检查的重点包含预制构件的质量，以及灌浆套筒与钢筋的设计情况；对于工程安装质量要

进行严格检查，明确连接钢筋的规格与数量；确保预留钢筋与墙板预留孔对接的准确度；灌浆过程控制好套筒内的质

量，避免出现注满的现象；装配式施工需要构件之间进行拼接，会存在不同的缝隙，需要基于加强对拼接板缝的控制；

同时基于外加防护，对建筑结构进行固定，对螺栓的固定情况加以检验，做好各环节的检验工作，保证工程得以完善。 

 

图 1  工程检验要点 

3 装配式建筑结构重点分析与控制 

3.1 施工条件方面的控制 

施工条件是保证工程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施工前加强了解，能够保证施工期间对各项条件合理应用。施工单位

需要明确施工材料以及种类，检查材料的质量。装配式建筑的造价也高于现浇结构，两者之间的平衡点需要根据现场的

实际情况，对施工材料进行合理应用。分析施工与现浇的实际综合成本，通过科学分析，加强对材料应用的控制。因此，

需要施工单位积极的进行深入调查，对可利用资源进行优先规划，为后续施工提供便利，实现工程成本的有效节约。 

3.2 施工工艺方面的控制 

3.2.1 构造设计 

设计人员需要结合技术水平对方案加以优化，对于剪力墙结构设计，需要采用 T 型剪力墙，保证墙体结构的稳定

性。避免拆墙工作出现结构断裂等现象，规避因浇筑导致的质量问题。针对于结构可靠性，需要对构件进行有效运输，

最大程度保证构件完整。剪力墙结构设计，需要计算风载荷与地震载荷的具体参数，通过计算对剪力墙进行科学设计，

防止剪力墙结构稳定性被破坏。对建筑整体结构进行思考，采取对对称的形式，避免剪力墙出现不均衡的现象。对于

个别地震多发的地区，需要适当增加剪力墙结构的厚度，通过对其设计，保障边缘配置，更科学的提升建筑的抗震能力。 

3.2.2 强度等级控制设计 

由于梁柱作为承重结构，并且分布位置不同，造成各自的称重强度存在差异。面对地震的作用下，不同的楼层承

受的强度分布也各不相同。其中顶部受到的影响幅度最小，可以选择强度为 C30 的结构，底部承受的强度较大，选择

的材料强度需要更高，C50 更为适宜。施工人员应根据实际的受力情况对梁柱的承载能力进行合理设计，选择最佳的混

凝土强度等级。保证强度等级不会受到影响，也不会对其他结构造成影响
[2]
。混凝土选择的等级主要注意的点是，不宜

选择过高的等级，并且需要保证混凝土与梁柱之间的承载力有直接关系，当承载满足结构需求时，无须特意增强混凝

土的等级。 

3.2.3 吊装设计 

装配式建筑主要的承重构件是通过现浇工艺，保证结构的完整性。因此，在吊装设计方面，需要保证装配式建筑

预制构件运输过程期间的质量，避免板体裂开。通常使用 L 型吊具将拉力转移，保证板体的完整性。对于板体运输，

通常根据楼板的预制厚度制定保护角，保障板体的安全。另外，由于楼层之间存在距离上的差异，需要对吊装设备进

行严格规范，首先结合实际需求选用设备，尽可能贴近楼梯通道，对于吊具的使用，要保证至少有四个受力点同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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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的起吊，保证板体的垂直被吊起，缓慢的放置后，对其进行安装和拼接
[3]
。对于叠合楼层板与现浇板结合部的处理，

需要两者结合成为较好的形式结构，基于预制楼板作为叠合楼板的主筋，为题提供支撑，保证楼板现浇后的抗裂行，

无需支模，有效保证工期。 

3.2.4 信息化技术在装配式建筑生产 

基于信息化技术与装配式建筑向结合，保障了工程顺利开展。利用当前建筑领域极为认可的 BIM 技术，能够通过

展现建筑形状与功能，建立虚拟模型，将整体规划与运行管理完美的呈现在模型中。通过关联信息在模型中，实现动

态监管，从根本上提升管理质量，降低风险出现的可能性。 

在工厂加工的构件，每道工序检查都会自动生成二维码，里面包含各种技术参数，检查人，检查时间等信息，如

同构件的身份证，确保构件质量的可追溯性。 

3.3 施工工期方面的控制 

装配式施工工期本身具有工期短的特点，作为工程考核的重要指标，能够保证工程按时完工，并有效缩短工期就

能够为施工单位节约成本。装配式建筑本身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因此更要在实际施工中把握好这一优势。并基于现有

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开拓，确保装配式建筑工程更好的发展。基于工期问题，需要在施工前全面的考虑到各种不

利因素的影响，将因素影响降到最低例如，应用 BIM 技术制定应急方案，结合该技术的方针能力，在消防逃生等环节

上，为现场施工人员制定可靠的逃生路线。能够最大程度降低损失，不影响施工进度，有效为节约工期。或者利用 BIM

的可视化能力，在施工中检查肉眼无法查询的故障节点，提升维修成本与时间，保障工期的有效控制。 

4 结论 

综上所述，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构件加工、运输、安装的质量直接影响建筑物整体质量，需要在施工中加强

施工验收标准，严格做好监管工作。从管理与技术角度，对各环节进行严格把控，保证施工顺利进行。同时基于施工

重点，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对施工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考虑，制定可行的方案，切实发挥出装配式建筑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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