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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建筑设计技术的不断进步，装配式建筑工程的

规模逐年扩大。这种建筑方法具有许多优点，比如节能

环保、施工速度快、外立面形式多样等。在进行装配式

建筑工程管理时，管理人员需具备较高水平的现场管理

和执行能力，以确保工程质量以及施工安全。

一、强化设计，规避质量风险

装配式建筑施工的重要依据是建筑施工设计图纸。

施工专业人员需要根据设计要求来进行实际技术操作，

因此，与设计相关的工作程序也应该纳入建筑工程质量

管理部门的工作中。首先，在实施设计活动之前，施工

设计单位人员首先应深入了解施工活动现场，充分了解

工程项目所在地周边的自然条件，并做好施工前期的地

质勘查以及环境分析工作，以便进行具体科学和合理实

用的规划设计决策；其次，还需要严格督促实施现场交

接工作制度，加强勘察设计委托单位、监理咨询单位以

及各施工管理单位之间业务的沟通，并及时协助解决相

关图纸问题等；第三，要重点加强工程图纸会审监督工

作。可以邀请多方参建单位对项目施工图、资料进行详

细核查和讨论，以避免施工图设计问题，比如设计意义

不明确或细节错误等，这些问题可能影响后续施工的安

全性。这样做可以确保施工技术图纸资料的准确性、科

学性和合理性，从而减少图纸设计质量对工期和质量的

潜在影响。

二、对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验收层级进行划分

在装配式建筑的验收过程中，主要包括：构配件进

入施工现场的质量验收、安装质量的验收以及连接部分

质量的验收。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装配式建筑的施工

质量，应对验收环节进行科学的划分。通常，可以将装

配式建筑的楼层、施工环节以及连接缝的施工作为划分

依据，对其进行分项质量验收；同时还可以将施工环节

作为划分依据，依据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施工过程中各

部分的施工以及施工结束三个阶段进行质量验收。对不

同功能类型的建筑工程，如住宅类建筑工程和公共建筑

工程，前者可以按照不同的户型进行质量验收工作，后

者则可以按照不同的功能分区进行质量验收。

三、对构件的隐藏部位进行严格检查

在装配式建筑构件的套叠以及连接施工之前，需要

对钢筋套筒中注入水泥。为了保证灌浆工作的质量，应

对套筒的密封性进行严格检测，避免在后续的施工中出

现泄漏现象。在进行验收时，应做好相关的记录。主要

的验收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构件连接处保温

板的尺寸、大小以及种类进行验收分析；（2）对钢筋接

头的连接方式、钢筋的长度、尺寸等进行验收；（3）对

施工槽的大小、位置等进行验收；（4）对混凝土的质量、

各项原材料的配比进行检测与验收；（5）对预留管线的

数量、长度以及预留孔进行验收；（6）检测配件的防水

性能是否达标；（7）对于灌浆工作，应做好数据记录，

必要时应进行录像。

四、对装配式建筑的新施工技术进行验收

在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新的施工技术

不断涌现。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装配式建筑的整体施

工质量，应对新的施工技术、施工工艺等进行验收，例

如对配件生产新技术进行验收，对于装配式建筑的新施

工技术进行验收。为了保证装配式建筑的整体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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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应制定完善的施工验收方案以及标准，并让相关

的施工人员做好相关的施工记录。在进行构件套叠以及

整体施工中，新工艺、新技术的使用是保证装配式建筑

结构的精准性，因此，在整体的施工检测过程中，应对

新施工技术的施工效果进行检测，保证装配式建筑的整

体强度以及整体性能。

五、构建质量管控平台

在装配式建筑质量管控平台中包含着工程项目的所

有信息，为施工团队开展施工质量管控提供了便利。一

是施工团队可借助自动化检测数据收集现场施工信息，

并将信息传输到 BIM 平台，按照国家相应标准规范分析

问题，全面了解装配施工中的误差与形成原因，为后续

制定质量管控方案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充分关注公共利

益。为有效解决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问题，亦需施工质

量管理团队将公共利益融入质量控制管理体系中，推动

各项工程管理事业持续性发展，全面提高装配式建筑施

工质量。这不仅可保证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亦可维护

其他利益体的合法权益。为实现公共利益，装配式建筑

施工质量管理人员需积极求变创新，将新型的管理理念、

管理方法等融入管理实践中。

六、合理把控安装尺寸

为防止预制构件安装尺寸偏差引起的施工质量问题，

施工团队需合理把控安装尺寸：一是在处理墙板拼接接

缝时，施工团队可在预制构件定位轴线边缘设置临时定

位卡具，确保预制构件被精准地安放到轴线内。结合底

板平整度有效调控两端钢垫片的数量，将钢垫片放置到

同一水平面上；二是需保证座浆料铺垫厚度的均匀性，

严防水平接缝宽度内侧较小、外侧较大，或内侧较大、

外侧较小等问题；三是左右斜支撑应协调一致，防止竖

直接缝宽度上部较小、下部较大或者上部较大、下部较

小等问题。

七、合理防范外墙渗漏

施工团队多采用密封胶处理装配式建筑外墙渗漏问

题。若密封胶质量欠佳，则会埋下外墙渗漏隐患，破坏

建筑内部保温结构。因此，施工企业需全面考虑密封胶

的耐候性、弹性，选择硅酮、聚氨酯、改性硅烷等密封

胶，充分发挥出密封胶的侧向作用力，规避建筑内部保

温结构应力传导，全面提升建筑主体结构质量。

相较于硅酮、聚氨酯密封胶，改性硅烷的黏结性、

耐候性、环保性明显。在建筑墙体未完全暴露于外部环

境时，施工企业可应用聚氨酯密封胶进行建筑外墙密封

操作。反之，若建筑墙体暴露在外界环境中，施工企业

可选用改性硅烷密封胶进行密封操作。尽管硅酮密封胶

的耐候性较强，但其无法进行涂装作业，施工企业多会

综合考量施工实际情况，慎重选择此类密封胶。为提高

密封胶防外墙渗漏质量，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施工工作：

一是施工团队会考察施工现场的外界环境温度、湿度等

环境条件。若施工现场外界环境温度在 4℃ ~40℃范围

内，湿度控制在 40%~80%，则可使用密封胶；二是及时

清理胶缝。在装配式建筑工程施工中，施工团队需及时

清理混凝土表面的松散挂浆或浮尘，防止杂物混入密封

胶内而影响密封效果；三是及时检查密封胶性能。在密

封胶工程施工完成后，施工人员需及时检查板墙拼接前

后胶缝尺寸是否符合工程需要。若密封胶施工时与设计

要求不相符合，施工人员需及时中止施工，制定整改方

案，防止密封胶填充质量不达标而影响到工程整体施工

质量；四是施工企业需严格遵循装配式建筑密封胶施工

规范，并结合密封接缝尺寸，选择最佳的衬垫材料。在

填充环节，需保证衬垫材料的平整度与质量，防止衬垫

材料在施工时出现问题。

结束语

综上所述，配套装配式住宅建筑的施工质量因素较

为繁杂，在行业高品质的发展需求下，从工程的多个阶

段、多个角度提出质量管理的策略有助于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从目前行业实际情况来看，装配式住宅建筑的普及程

度越来越高，占比越来越大，提出多样化的管控体系、技

术措施也可规范行业发展，提高工程项目的应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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