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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层房建工程中的高支模施工技术的应用分析

彭文恒

深业南方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超高层建筑数量逐渐增加，相比于普通房屋建筑而言，超高层房屋在建造过程中需要

考虑的问题更加复杂，应用到的施工技术也需要更加规范。基于此，本文立足于超高层建筑工程角度，分析了高支模施工

技术的应用流程以及具体应用规范，希望以下内容的论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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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支模施工技术在当代超高层建筑施工中的应用

较为广泛，主要是因为该种技术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一方

面，高支模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建筑施工主体稳定性；另

一方面，该种施工方法的支撑力度较好。但是整个施工流程

较为复杂，加之高空作业的特殊性，所以高支模施工往往无

法尽善尽美，这对于工程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对超

高层房建工程中的高支模施工技术的应用研究有着鲜明现

实意义。

1 高支模施工技术概述

所谓的高支模技术其实建筑工程支模施工的一种特殊

形式，高支模的实际高度将会超过 8m，这也是其可以广泛

应用在高层以及超高层建筑施工中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现行的建筑工程高支模施工规范中对高支模技

术进行了如下定义：高支模是高大模板支撑系统的简称，这

类支撑系统具有以下特点：①施工现场的混凝土模板支撑高

度在 8m 之上。②或者是混凝土构件横向跨度超过 18m。③

总体施工荷载超过 15kN/m2。④结构集中线部位荷载不低于

20kN/m2。

从应用角度而言，高支模施工属于典型的高空作业，

因此，存在较高的施工风险，施工管理者必须引起必要的重

视，配置专业人员进行施工以及施工监管，并且通过保证施

工计划、流程以及方法合理，促使高支模施工顺利进行。

2 高支模施工技术的应用分析

2.1 架设方案

2.1.1 大截面梁搭设方案

①架体立面设计：主要采用扣件式支撑体系搭设，并

且与满堂架同样用扣件连接，规格为 900×900（mm），架

设步距应该保证在 1.2m。梁架侧面需要设置双钢管背楞，

并且应用 M14 进行对拉加固。

②架体构造措施：满堂架四周每隔 4.5m 搭设剪力撑，

其中水平方向剪力撑需要与扫地杆一道。

③梁侧对拉螺杆设置：该位置设置有对拉螺杆，对拉

螺杆的安装需要结合梁架高度进行考虑，但是最底部螺杆与

梁架底部之间的距离不能擦超过 150mm。

2.1.2 小截面梁搭设方案

采用统一搭建方法进行施工，将会在梁架底部增设一

个立杆，具体间距需要结合梁宽情况进行调整，常见的间距

规格有两种，900mm、1200mm。

2.2 板高支模搭设方案

初步设计中已经确定，高支模采用扣件式支撑体系，

并且按照满堂继续布置，布置规格为 900×900（mm），设

置步距大小为 1200mm。

①板下立杆将会采用轮扣式支撑架，为保证稳定性将

会在立杆之上增设 u 型顶托，底部会加垫正方形板块，规格

为 20×20cm，并且厚度不会低于 50mm。

②如果在现有步距条件之下，安装的立杆仍然无法完

全错开，那么就需要增加纵横向钢管进行处理。

2.3 施工流程

2.3.1 测量放线

在施工楼板位置进行将弹线处理，以此确定梁架范围

以及下杆位置。

2.3.2 搭设满堂架

搭设满堂架需要从两边向中间过度，首先搭设两侧的

立杆，然后根据步距逐渐向中间完善，采用的搭设方法为“轮

扣式”搭接。

支架搭设之前需要做好加垫处理，钢管底部需要增设

50mm 厚度的垫板，并且需要保证每一个垫板的规格相同，

这样立杆才会处于同一水平线条。

满堂架搭设完成之后，需要结合梁架结构主要情况进

行模板支撑架搭设，支撑架采用扣件式方法，并且会预留出

底膜厚度。

2.3.3 安装主次梁侧膜和底膜

在主次梁钢筋固定完成之后，需要进行侧膜和底膜的

安装。

其中，侧膜安装需要先进行面板暗账，并且采用对拉

螺栓进行固定。底膜安装将会先进行钢管主龙骨安装，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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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 15mm 厚的合板材料。

2.3.4 立杆支设

①在立杆底部需要加垫 50mm 厚度的垫板，并且两个

垫板之间的距离应该保持在 2 跨之上。在扣件连接过程中，

顶层需要采用搭接方式，其他位置则需要采用对接方式；

②两个相邻的立柱应该保证接头合理，最为基本的要求是

两个接头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跨之内。而两个不同步的接

头，应该保证竖直方向可以错开，并且之间的间距需要大于

500mm，同时，接头位置与主要节点位置之间的距离应该

在 1/3 步距之间；③上部螺丝位置应该合理，不能超过立杆

300mm，下部则不能超过 200mm，并且螺杆外径应该超过

其与立柱之间的间隙。

2.3.5 水平杆搭设

水平杆搭设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①水平杆分为两

种，所以搭设时必须设置有纵、横两种，一个是扫地杆一个

是水平杆；②在进行连接过程中，扫地杆的固定主要采用直

角扣件，并且要求扫地杆与底部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但是不

能超过 200mm；③扫地杆与顶部之间同样需要保持一定间

距，但是此时的间距大小需要由步距所决定；④在步距节点

位置，需要设置纵、横水平杆各一个；⑤最终搭设的模板架构

不能与外架构直接连接，并且也不能与其他作业架相互连接。

2.3.6 剪刀撑的设置

剪力撑的设置需要从上到下进行，并且连续剪力撑之

间的距离应该保持在 4.5m 左右，而连续剪力撑宽度应该保

持在 6m。同时，梁架之下的第一步水平杆以及扫地杆需要

设置剪力撑，在高水平支模架中，水平剪力撑的设置同样

需要保证连续性，间隔也是 4.5m 左右。竖向剪力撑与水平

剪力撑的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要求其与地面之间保持 45° -

60°夹角。

2.3.7 外连加固设置

通常可利用高支模架的水平拉杆采用双管箍柱的方式，

在距楼地面 1m 和梁下 1m 以及中间每隔 2m 处将支模架同

邻近的框柱用直角扣件拉连加固；水平拉杆的端部应与柱、

墙板等结构件抱紧顶牢。

2.4 高支模拆除

高支模拆除的顺序与安装顺序相反，拆除应遵循先支

的后拆、后支的先拆、从上往下及先拆非承重构件、后拆承

重构件的原则进行；严禁上下同时作业，分段拆除的高差不

应大于 2 步。混凝土构件侧模应在混凝土强度达到 1.0MPa

以上，能保证其表面及棱角不因拆除而损坏时方能拆除。

3 高支模施工技术应用中常见问题

（1）常见问题：施工方法不合理，施工方案与实际施

工要求之间有着鲜明差异性。

防治措施：施工设计人员需要到现场进行考察，然后

按照设计规范要求确定施工方案；施工人员应该结合施工方

案以及实际情况做好施工方法的选择与调整；施工方案设计

应该进一步加大审核力度，争取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2）常见问题：搭拆作业过程中，没有按照既定施工

方案进行处理，最终导致支撑杆位置不合理，梁架局部位置

下沉厉害等。

防治措施：应该进一步做好施工方案讲解工作，明确

搭拆施工的技术要点以及注意事项；进一步规范施工人员操

作行为；加强施工人员的施工管理力度，安排专人记性施工

监管。除此之外，还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应该

按照地基处理标准，对场地地基进行夯实整平处理，如果仍

然无法满足承载力需求，则可以通过加设垫板的方法达到此

种目的。其二，在进行高支模之前，应该考虑到立杆与托座

之间可能发生的情况，以此做好超前处理。其三，重新神社

施工方案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3）常见问题：混凝土浇筑合理性较差，不仅存在顺

序不正确问题，而且存在浇筑方法不合理问题。

防治措施：应该做好浇筑施工过程的技术交底，并且

确保可以完整落实。在高支模的浇筑过程中，应该采用分

开浇筑方式进行，在墙柱浇筑完成 70％之后才能进行梁板

位置浇筑。同时在墙柱浇筑中，同样应该分层的进行，以

500mm 为一个浇筑单位，浇筑时间为上一次浇筑混凝土初

凝之前；梁板混凝土可以同时浇筑，但是梁位置厚度不能超

过 400m，板位置混凝土积聚厚度不能超过 100mm；任何部

分的混凝土浇筑应该运输进行，以免发生超载偏心问题。

结论：总而言之，高支模技术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不仅可以提高工程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施工稳定性，但是施工

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同样需要集中注意力，严格规范自己的施

工行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工程建设质量，也是为了保证

自身安全。除此之外，施工场地应该质检以及安全防护工作，

以此保证施工可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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