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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深化设计研究
谭 力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 400042

【摘 要】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最突出的特征是采用了组装生产方法，高效地制造和安装建筑内部的构件。同时，

由于采用了工业化的生产工艺，使得传统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不但可以缩短工期，还可以节约材料，增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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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应用特点分析

1.1.确保建筑设计的准确性

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需要进行协作，各专业之间通过

共用的模型平台进行专业设计交互。目前所设计的装配

式钢结构建筑构件运输方便、安装精度高、施工速度快，

在减少建筑垃圾、降低材料消耗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

能有效提高建筑结构性能。在通过 BIM 等软件对装配式

钢结构建筑进行仿真的过程中，深化设计预制构件等分

项工程，可以提高工程的准确性，保证后续施工的质量。

1.2.施工效率明显提升

由于 BIM 技术的运用，使装配式钢结构的设计精度

和可靠性得到了提高，同时也使其在具体的施工中更加

具有连续性，这种特性的显著效果可以有效地加快工程

的进度，缩短建设周期。通过科学、合理的布置，保证

每一道工序都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另外，借助 BIM 建模

工具及综合管理平台，实现现场设备安装、结构顶升及

使用后拆卸等过程设计管理，能解决多塔吊联合作业、

交叉作业的安全及进度管理问题。

2.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深化设计策略

2.1.工程背景

某总装钢结构建筑工程，占地 50000 ㎡，采用混合

框架—支承系统。整个框架柱采用矩形钢管混凝土基础，

梁、支撑采用热轧式 H 型钢与焊接型 H 型钢相连接，以

筏板为基础。从一楼到顶楼的钢管混凝土柱横截面节段

递减。由钢材公司生产的 H 型钢为热轧 H 型钢，H 型钢

为 H500×150×10×10，H350×150×6×10×H248×
124×5×8。每一层都设有八个直径 180mm×180mm×

10mm 的钢结构支承系统，地下室由 90mm 厚的 GRC 内

墙和 150mm 的预制混凝土复合墙板组成。在室内和室

外墙壁之间安装有 200mm 厚的 GRC 板。

2.2.装配式建筑施工中深化设计的应用策略

下文以上述项目为例，讲述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中

的一些优化措施。该项目的建筑装配式施工通过在施工

前设计深化、预制构件出厂加工、施工中图纸优化等措

施，为项目节省了工期，同时质量也得到了保证，通过

对厨卫间、叠合板、预制楼梯、构造柱的优化，更好的

提升深化设计的质量。

2.2.1.厨卫间反坎压槽技术

常规住宅工程施工，厨卫间二次反坎浇筑漏水是一

大难题，对照相关设计规范以及业主要求，户内厨卫间

混凝土反坎高度不得低于 200mm，且在评估中还将进行

反坎淋水试验，所以，想要做好厨卫间反坎，要先解决

渗漏难题。由于厨卫间楼板采用的是预制混凝土板，为

了更好地解决此难题，项目部进行讨论，认为唯有优化

预制混凝土楼板图纸，出厂前将其处理好，才能更有效

地解决渗漏问题。由于反坎一体成型加工工序难度较大，

安装施工不便，多个项目存在施工完成后大量剔凿修补

的情况，所以，反坎施工优先考虑二次浇筑成型，二次

浇筑主要渗漏源为新旧混凝土接触面，此问题也是二次

结构反坎施工的通病。针对二次结构反坎问题，项目内

部进行多次研究，最终决定通过优化卫生间沉箱制作，

反坎对应位置采用压槽方式在制作中降低 30mm，成型

后预制构件的反坎位置呈凹型，在进行二次结构反坎浇

筑时可更好地将反坎嵌入预制构件中，从而大大降低新

旧混凝土交界面渗漏的风险。经实践证明，该优化策略

降低了出现二次反坎渗漏的概率，保障了反坎浇筑质量，

可为今后类似项目提供参考。根据实际情况，对预制沉

箱结构形式进行优化。

2.2.2.叠合板接缝压槽企口技术

根据业主单位对装配式建筑施工标准要求，精装修

施工为薄抹腻子，对天花结构平整度移交标准较高，而

在常规的装配式叠合板拼装施工中，叠合板后浇带接缝

处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存在接缝错口、浮浆凸出需打凿修

补等质量问题，而天花打凿难度大，修补质量难以达到

移交标准，所以，要想减少整改工作且提高观感质量，

需先解决混凝土浮浆问题。由于叠合板为预制混凝土楼

板，为了使处理措施更加有效，技术部联合叠合板厂家

针对接缝处质量缺陷问题展开讨论，解决方案为：把凸

出的浮浆变为凹形，可以很好地避免上述质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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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预制楼梯分段吊装技术

项目在预制构件图纸下发后的审图中发现，一跑预

制楼梯重达 7.62t，然后项目采用安装的塔吊最大的型号

为 W7527-16D，安装臂长 60m，可吊 4t 重，想要吊运

预制楼梯需要安装更大的塔吊，这类塔吊租赁费用较高，

且现场吊运材料均为半成品钢筋、模板、木方以及钢管

等，材料重量均不高，所以，安装大型塔吊经济性较低。

想要不影响预制楼梯的吊装，且不更改塔吊型号情况下

有序施工，唯有优化预制楼梯构件出厂前的制作。经过

与甲方及厂家的讨论研究，最终决定将预制楼梯一分为

二，预制成两个构件先后吊装，每个构件重 3.8t，恰好

能满足现场塔吊的正常运转，构件之间接缝则采用密封

胶、PE 棒以及防火岩棉进行封堵，就现阶段楼梯安装施

工观察，由于预制构件减轻，工人进行调试施工时也更

加快捷缩短了安装时间，且安装后质量也有所提高，该

优化策略不仅为项目减少施工了工期、也节省了项目成

本。

2.3.构造柱及下挂梁深化处理

由于本项目标准层为铝模+爬架的施工模式，铝模

设计单位已对标准层户内全部门垛、门槛及下挂梁进行

深化，在混凝土浇筑时一体浇筑成型，同时在叠合板及

析架板设计过程中也对该部位进行深化，在板跨中预留

构造柱洞口，确保钢筋、混凝土施工，避免二次施工，

部分项目未深化此洞口，导致构造柱无法进行插筋，需

后开洞施工，同时下挂梁钢筋在板面析架板安装后无法

绑扎施工及后期混凝土浇筑后下挂梁成型质量不佳存

在蜂窝麻面，在装配式施工深化过程中应重视此项深化。

若发生上述问题，项目部应第一时间安排技术员对现场

施工情况进行检查并收集整理各相关信息，根据现场实

际情况采取相应优化策略，对其余未生产的叠合板进行

深化，将构造柱以及下挂梁部位的孔洞在 PC 构件加工

中提前预留，避免因后开洞而导致的结构成型质量下降

以及各类质量问题。

3.结语

装配式施工中预制构件的进一步深化设计对加工

成型有着承上启下的影响，因此，预制构件深化设计在

装配式建筑施工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项目的装配式

建筑施工通过上述的施工前设计深化、预制构件出厂加

工、施工中图纸优化等措施，给项目部节省了工期，同

时质量也得到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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