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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项目一层层高 12 米，柱距为 9X18.2 米，楼面活荷载为 5kN/m 
2
,为降低项目总造价，施工过程中采用无支撑设计，

预制构件采用预制柱、预制叠合梁、预应力双 T 板，预应力外墙板，ALC 内墙板等构件。由于在设计中对施工及使用过程的

各种工况进行了一体化的考虑，使本项目在进度、质量和工期上都较好的体现了装配式建筑的优越性，实现了节能减排，文

明施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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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floor of the project is 12m high, the column spacing is 9X18.2m, and the floor live load is 5kN/m2.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otal project cost, the unsupported design is adopt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 prefabricated components are 

prefabricated columns, prefabricated composite beams, prestressed double T plates, prestressed exterior wall panels, ALC interior wall 

panels and other components. Due to the integrated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 process in 

the design, the project has better reflected the advantage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terms of schedule, quality and duration, and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ivilize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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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天井湖大道东侧、磨王路南

侧、六号路西侧、四号路北侧，项目总占地约 141.7 亩。

用地面积：94483.8 m
2
（约 141.7 亩），总建筑占地面积：

50864 m
2
，总建筑面积：92769.76 m

2
，计容面积：168691.7 

m
2
，建筑密度：53.8%，容积率为：1.8。包括厂房，综合

楼，配电房，门卫及水处理车间等组成。 

 
图 1  总体效果图 

其中 5#厂房地上 2 层，无地下室，建筑高度 18.50m，

一层层高 12.00m，底层设 5t，7.0m 轨高行车；二层层高

6.50m，单层建筑面积约 3560㎡；结构形式采用框架结构，

主要柱距 9X18.2m，抗震设防烈度：7 度。建筑平面见图

2，剖面见图 3。 

 
图 2  典型建筑平面图 

 
图 3  建筑剖面图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U741.2&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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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装配式建筑拆分 

根据 5#楼实际情况，采用了预制柱、预制叠合梁、

预应力双 T板，预应力外墙板，ALC内墙板等装配式构件。

5#楼一层层高为 12 米，最大跨度为 18.2 米。经过经济性

比较分析，本项目楼梯间范围采用现浇框架结构；其它区

域采用了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并按施工工程中无支撑的

要求设计。 

依据建政秘[2021]10 号文《蚌埠市装配式建筑装配

率计算方法》装配率计算结果为 74.6。其中主体结构 Q1

采用预制梁、板、柱，实际得分为 46.7；围护墙和内隔

墙 Q2 采用非承重围护墙非现场砌筑和内隔墙非砌筑，实

际得分为为 10.9；装修和设备管线 Q3 采用全装修和管线

分离，实际得分为 12.0；鼓励创新项 Q5 采用光电建筑（薄

膜发电组件板面积规模），实际得分为 5。 

预制柱、预制叠合梁平面布置图如图 4，预应力双 T

板平面布置图如图 5。 

 
图 4  预制柱、预制叠合梁平面布置图 

 
图 5  预应力双 T板平面布置图 

3 大跨度预应力双 T板 

本项目板的实际长度为 17.43n，活荷载为 5kN/m
2
，

采用预应力双 T 板。双 T 板高度为 850mm，宽度不超过

300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40，预应力钢筋为 8Φ
s
15.2，

预应力张拉控制应力系数为 0.60。 

双 T 板叠合层考虑反拱大小后厚度取为 80mm，双 T

板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附条文说明 ] 》

GB50010-2010（2015 年版）附录 H  无支撑叠合梁板 两

阶段设计。 

4 预制外墙板 

外墙板采用了预制外墙板，一层层高 12m，中部设置

抗风钢桁架，为了满足施工过程中的受力要求，预制外墙

板两侧分别设置了预应力钢筋。 

预制外墙板按脱模、运输、吊装（翻转）、安装完成

等四个工况包络设计，高 12 米的外墙板两侧分别设置了

预应力钢绞线 2Φ
s
15.2 以满足脱模、吊装（翻转）阶段

的设计要求。连接节点参考《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

JGJ102-2003 进行设计。 

外墙顶部通过预埋螺栓与预制梁底连接，平面内预留

螺栓空隙大小满足大震变形要求，平面外通过螺栓与屋面

预制梁拉结。 

外墙中部通过预埋螺栓与钢抗风桁架连接，平面内预留

螺栓空隙大小满足大震变形要求，平面外通过螺栓拉结。 

外墙下部通过埋件与基础梁形成铰接连接。 

为验证预制外墙板在施工及使用工况的安全性，采用

ABAQUS 有限元程序对外墙板的脱模、吊装、安装完成后

实际受力状况分别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最大的混凝土拉

应力均不超过 ftk，满足规范要求。 

5 预制柱、叠合梁 无支撑设计 

本项目由于一层层高 12 米，跨度为 9X18.2 米，为避

免施工时高支模带来的造价和工期的影响，施工工况采用

了无支撑设计。 

为了实现施工过程中的无支撑设计要求，主要受力方

向的叠合梁采用外挑牛腿作为双 T 板的支撑；预制柱在主

受力梁方向设置混凝土牛腿，次受力梁方向采用临时钢牛

腿 作为两个方向预制叠合梁安装施工过程中的支撑，并

且在混凝土牛腿顶面埋设梁的定位钢筋，方便叠合梁的安

装和定位。 

叠合梁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附条文说明] 》

GB50010-2010（2015 年版）附录 H  无支撑叠合梁板 两

阶段设计。 

第一阶段后浇的叠合层混凝土未达到强度设计值之

前的阶段。荷载由预制构件承担，预制构件按简支构件计

算；荷载包括预制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叠合层自重

以及本阶段的施工活荷载（一般按 1.5kN/m
2
）。第二阶段

叠合层混凝土达到设计规定的强度值之后的阶段。叠合构

件按整体结构计算；荷载考虑下列两种情况并取较大值：

施工阶段 考虑叠合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面层、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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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等自重以及本阶段的施工活荷载；使用阶段考虑叠合构

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面层、吊顶等自重以及使用阶段

的可变荷载。 

经过计算复核并适当增加预制部分截面高度和钢筋，

满足施工和设计工况的要求。 

6 现场安装照片 

图6为现场柱安装图片，图7为现场叠合梁安装照片，

图 8为现场双 T板安装图片，图 9为预制外墙板安装照片。 

  
   图 6  预制柱安装         图 7  预制叠合梁安装 

  
图 8  双 T板安装            图 9  外墙板安装 

7 小结 

本项目一层层高达到 12m，最大跨度达到 18m，楼面

活荷载为 5kN/m 
2
。楼面采用预制叠合梁、预应力双 T 板，

柱采用了全预制柱，通过设计永久混凝土牛腿或者临时钢

牛腿的方式 实现了施工过程中的无支撑设计，避免了高

支模带来的成本和工期的影响。一层的外墙采用高 12m

预制预应力混凝土外墙板，降低了外墙的施工难度，节省

了工期。 

经过本项目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装配式建筑在对设

计及施工中出现的工况进行一体化的考虑，因地制宜的选

用合适的预制构件，可以较好的在进度、质量和工期上体

现装配式建筑的优越性，实现节能减排，文明施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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