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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下的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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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随着建筑业的飞速发展，建筑施工的技术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并且在建筑施工方式上也得到了改进，极大地

提高了工程建设的效率。由于装配式施工技术的限制条件比较少，施工费用比较低，因此，我国目前采用这种施工技术的建

筑工程越来越多，其应用也就越来越普遍。本文结合笔者的实际工作经验，着重对装配式施工技术的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工作

进行了剖析，以期促进装配式施工技术的进步，加强建筑工程的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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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technical level of construction is gradually 

improv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have also been improved, great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limited conditions and low construction costs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are adopting thi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Based on the author's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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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装配式施工，指的是将事先制作好的各个构件

进行组装，从而构成一座建筑物。相对于常规的现浇建筑来

说，装配式的现浇施工量变少了，但是组装作业量却变多

了。这种施工技术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资源，还可以减少建

筑施工过程中污染物的生成，从而降低建筑工程施工的污染

程度，保证建筑工程的环境质量。所以，有关的施工企业在

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应当将装配式施工技术进行适当地

运用，以此来提高建筑工程建设的效率，从而更好地提高建

筑工程的建设质量和安全水平。

1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优势

1.1  有利于提高施工质量

对于装配式建筑工程来说，其本身的规划和建设大多采

用的是工厂生产的方式，即由有关厂家使用相应的模具，将

建筑工程施工和建设所需要的构件进行加工。这样既可以降

低在传统的建筑工程中出现的各类质量问题，又可以保证建

筑构件本身的精度、规格等都可以满足相应的施工标准，为

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1]。此外，在建筑

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采用装配式施工技术，以此来代替传

统的手工操作，也能够降低人工施工操作中的失误，提高施

工操作的精度，从而保证整体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

1.2  有利于创新管理模式

装配式施工模式以生产工厂化和设计标准化为主，这一

特点也比较显著。同时，这种建设模式的高效运用，可以实

现建筑工程的生产过程的合理优化，提高其本身的完整性，

最终提高施工质量。除此之外，在建筑工程建设中使用装配

式施工模式，也可以推进施工管理模式的完善与创新。要让

有关的施工管理工作可以与建筑工程建设的特定需要相适

应，有关的建筑企业要对过去的管理模式进行科学的创新，

让它与特定的施工需要相匹配[2]。这样不但可以提高施工管

理的水平，还可以有效地保证建筑工程施工建设工作的顺利

进行。

1.3  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

由于使用装配式施工技术，使得建筑工程的施工进度得

到了有效的控制，从而也就可以降低施工成本。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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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施工技术还可以提高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而且还可

以有效地减少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装配式建筑施

工技术运用到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工作中，可以减少施工现场

的湿作业操作量和交叉作业的产生。基于此，施工管理的工

作量就会相应的减少，从而也就可以提高施工管理的效率。

1.4  有利于减少资源浪费

如果在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将装配式施工技术运用

到正确的地方，那么就可以大大减少对各类资源的浪费。在

使用装配式施工技术的时候，要求施工单位事先做好制作各

类构件的准备工作，经过适当的组装，就可以对建筑工程的

局部进行建设。这样就可以将与施工有关的资源的消耗量控

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既可以减少资源的损耗，又可以

减少施工费用[3]。

2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下的建筑工程施工管理

2.1  加强对成品零件制造的管理

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成品零件制造是一个重点环

节。它不仅直接影响着施工质量，还会影响到工程的进度。

因此，相关的建筑公司要对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成品零件

制造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其质量和进度。在装配式建筑工

程的建设过程中，一般情况下都会与相应的技术计划及进度

相配合，将对应的装配式构件进行提前制作[4]。这也就要求

有关的建筑公司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管理，保证预制装配

构件的质量，让它的生产进度能够满足与之对应的施工需

求，保证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在管理中，要了

解装配件的组装进度，以免延误施工进程。要充分掌握工厂

中的库存构件的性能和实际的生产能力，并按照实际的施工

要求进行零件的制造。在建筑工程中，需要用到的构件，包

括柱、墙和梁等结构构件，都需要厂家根据相关的定制需

求，对零件的外观和形态进行科学的设计。如果模具是现有

的，则要仔细查看其尺寸和外观，确保满足要求后，还要进

行细致的清洗，然后根据规范进行作业。此外，相关管理

者还需要做好一些后续工作，例如，对保留的管道进行维

护，在制作相应的构件载体时，将其与有关的柱形构件进行

匹配等。

2.2  加强对现场装配式构件的管理

在装配式构件运至现场前，有关管理人员应将构件分

类放置，并对其进行编号，从而便于管理人员对构件进行管

理。在将装配件运送至施工场地后，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管

理，以防止对装配件的后续使用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对建筑

工程施工现场的装配件进行堆放时，首先要对堆放场地进行

预处理，保证其平整、坚实，防止由于堆放的装配件受力不

均匀，造成倒塌，从而影响装配件质量[5]。并且，在装配件

的堆放地点要有健全的排水设施，避免积水，从而对构件自

身的使用性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一般

会有各种不同的建筑材料，其中包括钢筋、水泥、预制板、

石膏等。为了提高建筑工程的施工效率，必须加强对这些材

料的管理。此外，在堆积组装式构件时，有关管理者要根据

实际情况，合理地选择堆放方法，以防止因堆放不当而造成

构件之间的位移，从而导致构件出现破坏。此外，在堆放过

程中，要做到尽量降低构件之间的高度差，以减少对其造成

的影响。基于此，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将构件的边缘进行

切割，以增加其强度。另外，管理者还可以利用堆叠的方法

来解决最下层的构件的强度问题，以避免出现问题[6]。

2.3  加强对预制件吊装施工的管理

在使用装配式施工技术的过程中，要加强对预制件吊装

施工的管理。第一，在施工前，管理者必须对预制构件进行

认真的检查，以免出现破损的问题而未被发现。要保证预制

件本身的质量，然后要对起吊设备进行彻底地检查，防止出

现问题，从而保证起吊施工的有效性。此外，还应根据预制

件的载荷和具体的工程需要，选用适当的吊装方法。第二，

可以在水平方向上进行旋转作业，以便将相关的结构物连接

在一起，从而保证吊装施工的质量。第三，在对墙板进行吊

装时，也要对接头部位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防止发生质量

问题[7]。

2.4  加强对预制内剪力墙技术的管理

在我国，关于预制内剪力墙技术的管理还不够完善，管

理人员也没有形成相应的管理制度。在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

中，预制内剪力墙技术是最为重要的一项施工技术，其质量

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建筑工程的质量，因此必须要加强对该

技术的管理。当将装配式施工技术应用于建筑工程的时候，

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要对连接

件进行认真的检测，保证连接的牢固程度和紧密性，保证工

程自身的抗震能力可以满足相应的施工需求。在检查连接部

位时，应根据连接部位的不同形式，对预制件加以科学地处

理。此外，在装配预制件时，还应注意下列事项：第一，工

人们要先把下层楼层嵌入到预制板上的螺栓孔里，并且还要

提前注入一定数量的水泥浆，保证水泥完全渗入，从而提高

接头的强度和完整性。第二，应将剪力墙的螺栓固定在结构

的中心位置，以增强剪力墙的整体稳定性。

2.5  加强对预制叠合板安装技术的管理

预制叠合板安装是装配式建筑工程建设中的一个关键

步骤，在进行此项工作时，施工人员必须对作业层与叠合板

之间的距离进行科学地控制，确保其保持在30cm之内。如

果要保证预制叠合板的施工质量，有关的施工单位就必须根

据具体的施工状况，对叠合板的安装方向进行适当地调节。

此外，还应采取行之有效的防护措施，保证叠合板自身的质

量，降低成本的投入。在安装叠合板时，还应在其底部设置

临时支架，以便对叠合板进行有效地支撑，逐步增强施工的

稳定性。当吊装工作结束后，即可拆卸临时支架。以叠合板

为例，它的主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现浇钢筋混凝

土，另一个是预制板。在制作的时候，要控制好混凝土的

施工工艺，以保证叠合板的整体质量。在完成了制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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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对其承载力和强度进行测试，当其达到了设计强度的

72.9%，并且承载力满足了相关的设计要求就可以使用。

2.6  加强利用BIM技术开展施工管理工作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有关的建设单位需要加强对建

筑工程施工质量的管理，而BIM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建筑工

程施工管理技术，对建筑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BIM技术的运用，可以将建设工程的施工内容以

三维立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设计人员能够对设计方案进行

深入了解。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因设计方案不合理而造成的

建设工程施工问题，从而提高建筑工程的施工效率。同时，

BIM技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数据信息不准确而造

成的建筑工程施工问题。并通过对信息数据的分析和整理，

来实现对施工进度和质量进行有效控制，减少了建筑工程建

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从而提高建筑工程施工的效率和

质量。基于此，有关的施工企业在建造装配式建筑工程时，

需要加强对BIM技术的运用，来强化施工管理工作。通过该

技术，可以将相关的信息数据以图形或者表格的形式呈现出

来，以此来加强对建筑工程施工进度的控制。例如，在建筑

工程施工过程中，可以利用BIM技术来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进

度进行跟踪监控，以此来保证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此外，

还可以使用BIM技术对有关的数据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并

与对应的参数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建设工程装配式施工进度

的详细状况。一旦出现了进度延误的现象，那么就能够很快

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在保证建设工程施工质量的前提下，督

促建设人员加快施工进度。

结束语：综上所述，相对于传统的建筑工程的建设模

式，装配式施工技术也更少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节约了更多

的时间，提高了施工效率，节约了施工费用。同时，在实际

的施工过程中，有关的建设单位也要强化对建筑工程的施工

管理，特别要强化对装配式施工的过程管理，降低潜在的

风险，从而更好地提高装配式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和施工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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