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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机电系统是装配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有效保

障空间舒适性与功能性，但其造成的机电损耗却高达运

营成本的 70%。突破现有的装配式机电技术瓶颈，解决

机电管线在装配式建筑中的适配难题，实现机电精细化

管理，有效降低装配式机电设计、施工、安装与运营成

本，是现代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归纳总结多个装

配式建筑项目的机电设计要点，最终形成一套标准化机

电设计体系，为机电系统的标准化设计与装配化施工提

供依据。

1　装配式建筑机电优化设计的方法

1.1 提高机电安装项目部的设计与安装能力

为了确保建筑工程的质量得到提升，使装配式建筑

行业的施工流程得到优化、促进后续质量检测得到满足

等等，做好机电的优化设计十分必要。为此，必须从建

立并完善机电安装项目部的职能与体系开始，严格按照

GB50300— 2013《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等

规范来约束和监督设计施工行为。实际上，机电安装项

目部的工作量很大，大量的机电工程建设施工，包括建

筑供暖、供水、消防、电气等。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不断深化，高层建筑逐年增多，项目部还要考虑到电

梯工程的安装问题等 [1]。

1.2 优化装配式建筑体内机电系统工作流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建筑体的附加工程的

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也随之增多，可以说现代化建筑产

业已经成功地由传统单纯的居住房屋建造转变为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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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工业化房屋建造上来。传统的房屋建设中，机电系

统工程需要以房屋的标准要求来进行原材料的购置，然

后再进行机电工程系统的安装。而装配式建筑中的机电

系统设计工作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它需要对整体机电系

统进行分组设计。总承包商负责设计预制构件，科学划

分好每个需要的零部件，然后将各个组件送至施工现场

进行组合安装，以满足建筑体的工程需要。一般来讲，

装配式建筑机电系统的安装流程可以分为五个步骤：一

是制作、运输和安装预制组件，保障整体后续工作的顺

利开展；二是对建筑体进行现浇层底板预埋预留工作，

从而为预制构件的顺利安装提供保障；三是选派技术人

员对管线的敷设与预留就行定位，从而保证后期安装的

准确性；四是将预制构件及组件与施工管路进行对接，

保证连接的密切性；五是封堵预留手孔，为整体建筑结

构提供结实性的保障。在整个流程过程中，施工人员必

须着眼于房屋布局的合理性，结合实际内容有序推进 [2]。

1.3 预制建筑物中机电安装的工作流程

当前人们生活水平不断的提升，对于建筑物的要求

也不断的增多，建筑产业已经从传统的房屋建设转向工

作化房屋建设。传统房屋建设中机电工程施工时，需要

结合房屋的要求购置原材料，一步步的进行机电工程的

安装。但是当前装配式的生产设计工作具有分散性，将

整体的机电设备进行分组设计，由总承包商进行预制件

的深入设计工作，做好零部件的科学划分，将各个组成

结构运送到施工现场，转换为后组装类型，从而满足建

筑物的建设需求。通常来说，装配式机电安装流程主要

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进行预制构件的制作、搬运

和安装，为后续工作提供保障。第二，为了保证预制件

的顺利安装，应当对于建筑物进行现浇层底板预留预埋

工作。第三，施工人员进行线管的精准定位，保证后期

装配式建筑机电深化设计分析

米治平

榆林市大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　719000

摘　要：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广预制建筑，并推动建筑业的变化和升级。与传统的建筑方法相比，预制建筑具有

高质量，高精度和高效率的特点。预制构件是预制建筑物的最基本构件，其质量对整个建筑物有重要影响。厂内预

制件的生产不仅不受外界恶劣天气的影响，而且比现场施工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可以大大缩短工期，降低建筑成

本。因此，预制建筑的发展与建筑业从传统的粗工业到绿色发展趋势相吻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装配式建筑；机电设计；设计优化；机电深化



174

Power Technology Research
ISSN: 2661-3476(Print) 电力技术研究 2022,4(1)

安装的精准性。第四，进行预制构件和管路的对接相连。

整个工作流程的制定必须要从房屋布局等实际内容出发，

保证合理性 [3]。

2　装配式建筑机电系统深化设计内容

2.1 预嵌入管道的设计

分散性是装配式建筑的施工特点，所以，为了确保

机电系统设备在组装后，能够与建筑物完美融合，必要

的预留工作需要提前做好。其中包括根据预制组件的实

际需要，设计嵌入管道的预留工作。深化机电设计主要

有预制垂直组件、预制剪力墙、预制柱体等。此外，对

建筑内部的预制梁、层压板等也要进行合理的预制建设，

从而使各个组件在安装后，能够保证建筑物的承载能力。

为此，人们可以借助智能化的 BIM 技术进行模型化建设，

以提高嵌入管道等建设的合理性，通过将建筑体所需要

的实际数据以及预制部件数据输入系统之内，来完成模

型的构件，再经过对模型的深化分析，提高生产精准度，

实现最终的深化设计目标。

2.2 防雷接地设计

预制建筑物的雷电保护与常规建筑物不同。由于预

制垂直组件（预制柱、预制墙）通过灌浆套管连接，因

此上下垂直钢筋不连续，也不与金属套管连接。因此，

工厂应使用预制的垂直零件来完成连接基板和地线的准

备，防雷引线的接地和压力环的安装应在现场施工阶段

完成后注入阶段。预制柱防雷结构。连杆的一端焊接到

立柱的对角主杆上，一端焊接到连接钢板上。当连杆接

收电流时，电流流过钢板，连接钢板，电流通过承载杆

传输。用连接刨丝器连接。然后将放电棒分别连接到相

应的下部主棒，以便电流可以平稳地传导到下部主棒。

根据规定要求，一流的防雷建筑物应配备等电位联动装

置，环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应超过 12m。预制建筑物的潜

在连接环与传统的现浇建筑物类似，主要位于预制墙板

的后浇铸带上，如图 1 所示 [1]。

图1　电位连接环的设计

2.3 在密闭空间中快速对接潜在管线的优化

在预制建筑物的机电施工过程中，传统的机电工程

建设是在建筑物施工的同时，进行机电设施的安装，在

施工之后，可能会导致一些机电设备的位置与最开始确

定的位置产生差别。同时，机电工程的建设需要进行大

量管线的安装和连接，保证各个设备能够有效地连接并

使用。因此为了避免手孔预留存在错误，必须要在施工

的时候进行施工预留管线管的策略，进行埋入式管道的

设计工作，对于手孔的大小、宽度进行设计，实现管线

的快速对接，确保对接管道的通畅 [2]。

2.4 模块化机电设计

模块化机电设计充分体现了“一体化设计、工厂

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的特

点，它是利用 BIM 技术进行图纸深化设计，充分考虑设

备各专业的施工工艺和施工工序，对设备及管线进行合

理分段，在工厂预制成模块化机电部品，最后运输至工

地现场进行装配化施工的技术。相较传统的现场制作、

焊接、安装的施工工艺，不需现场明火操作，减少了安

全隐患，极大地提高了安装效率，降低人工及材料成

本，提升了设备管线的安装精度，既缩短了现场施工周

期，又提高了安装品质，缺点是前期需要投入大量准备

工作，且相关各方参与人员需要一定的装配化设计施工

技术水平。

模块化机电设计的基本流程如下：①设备管线产品

资料收集；② BIM 精细化建族深化设计；③模块化预制

分组、分段；④生成加工详图工厂预制；⑤制定计划运

输吊装；⑥现场拼装施工并调试验收。最后，模块化机

电设计还应做到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根据加工、

运输、安装及后期更换的需要，应对各构件进行编码，

编码信息应包括构件编号、名称、材质、加工详图、安

装说明等数据信息。装配式设备机房技术目前主要应用

于管线较复杂的制冷机房、热水机房等场所。由于将纵

向施工变为横向施工，减少了现场穿插工作量，现场无

焊接作业，提高了施工效率，缩短了现场施工周期；充

分利用工厂的加工机械，保证了加工精度，减少了人工

消耗，有效降低了总安装成本。模块化机电管线预制主

要应用于机电管线竖向或水平主干线，竖向系统在高层、

超高层建筑中采用预制组合立管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相应也出台了国家标准 GB50682-2011《预制组合立管技

术规范》，该技术与装配式机房流程基本相同。装配式建

筑机电管线支撑用综合支吊架应对荷载进行核算并向结

构专业提出设计要求，还应考虑检修和安装空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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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现场吊装等条件，同时还应做好成品保护，

防止构件变形或污损。

3　结束语

装配式建筑机电设计应结合装配式建筑实际情况选

择与之相匹配的技术措施，同时还应与现有的工厂生产

技术水平挂钩，并应考虑部品、部件的交通运输条件及

装配施工难度。当采用集成化新技术、新产品时应做充

分调研和综合分析。随着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还会涌现

出很多或大或小的技术问题需要机电设计解决，比如各

地对住宅全装修交付的要求越来越高，装配式内装与设

备的集成设计问题也日益凸显，行业标准《装配式内装

修技术标准》已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故需要设计、生

产、施工、物管等多方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推动装配

式建筑设备与管线系统跟上装配化建筑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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