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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钢爬架与铝模搭配施工的探讨

梁英森*

安徽省恒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徽� 230000

摘� 要：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能源紧缺问题愈发严重，建筑行业对能源需求量大，在绿色环保理念的引导下探

索全新的建筑施工技术具有必要性，是确保建筑施工质量、创造优质生活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重要途径。本文通

过对铝模设计的分析，总结在此过程中需注意的事项，并提出全钢爬架与铝模相结合的优化方案。实验结果表明，全

钢爬架与铝模搭配的应用效果，具体表现为施工效率高、环保效益优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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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高层剪力墙式楼盘。在实践中，全钢爬架表现出高稳定性、高安全性等优势。铝模板则能够承受较高的施工载

荷、混凝土侧压力，成型混凝土外观质量相对较高，可实现模块化、参数化施工，施工效率较高。

二、铝模板建筑设计注意事项与优化

铝模板建筑设计相较于木模等传统建筑材料，铝合金模板在诸多方面都与之存在差异，如施工方法、成本等，为

给铝合金模板施工创造良好的条件，就必须做好设计工作，从源头上加强控制，避免物料浪费以及质量下降等问题。

设计工作中，需注重如下几点。

（一）提高设计的标准化水平

铝模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点，为达到此效果，结构设计工作中应充分遵循标准化原则，尽可能减少非标件。

（二）建筑造型设计简单化

铝模板根据设计图纸要求制作，并在现场以拼装的方式形成完整的整体结构，此过程中易存在拼装误差问题，为

降低拼装作业难度，外立面结构设计过程中需简化造型，以免因造型过于复杂而导致拼装精度下降。

（三）简化标准层设计

现代化建筑事业中存在大量的高层建筑，多数情况下奇偶数层在结构、功能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要做到差别

化设计。铝模板以建筑结构要求为主导，基于标准化制造的方式形成尺寸相符的模板结构，由于楼层结构布局的差异

化特点，导致铝模板的生产类型增多，易出现资源浪费现象，此时简化标准层设计极为关键。

（四）兼顾各类结构的施工需求

建筑由多类结构组成，除了剪力墙外，设计时还应当高度关注全现浇混凝土墙体，主要考虑的是卫生间反坎、过

梁等，依据施工需求确定是否需要对其进行现浇混凝土，在此基础上准确计算荷载。

（五）确保建筑设计图纸质量，减少设计变更

铝模板采取的是提前预制、现场拼装的方式，其加工周期较长，对于成本的需求较大，在经过特定的周期后制得

铝模板，若因施工需求而发生设计图纸变更行为，将带来材料浪费、成本增加等不良影响。对此，设计工作中要明确

建筑结构的具体形式，确保设计图纸的可行性，最大限度减少设计变更。如对构造柱，抱框柱优化到位，一次结构成

型，减少二次结构量能够充分保证结构的质量和操作便利性��@。

三、全钢爬架施工技术

因工程高度过高，为确保结构稳定性，��层以上开始内敛，内敛层底板设置特殊钢立柱转换系统，将安装在楼板

上的导轨、爬升挂件等转移到钢立柱上，以满足整体爬升施工要求。特殊钢立柱转换系统由钢支柱、底部挑梁、连系

杆、螺杆、拉杆等构成，特殊钢立柱转换系统固定在组合钢梁上，支柱定位根据导轨的具体位置进行调整，特殊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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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转换系统中间、顶部则通过拉杆进行有效固定，以确保拉杆将特殊钢立柱转换系统构成一个整体，特殊钢立柱转换

系统侧面通过螺栓连接爬升挂件以及附着制作，支持全钢爬架的有效提升。

（一）施工过程设计

特殊钢立柱转换系统→安装连杆、底部挑梁、底部斜撑→设置特殊钢立柱转换系统附着支座→�次爬升→内敛层

结构安装→预埋拉杆→设置特殊钢立柱转换系统上部附着支座→二次爬升。

（二）施工方法

根据专项研讨，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择采用集成式附着升降全钢爬架，爬架由提升系统、支撑系统、控制系

统、防坠落围护体系、折叠脚手架单元等构成，集成式附着升降全钢爬架高度为���P，结构外层为悬挑板，通过设置

钢挑梁，然后再设置附着制作、爬升吊挂件进行施工。�楼因功能需要，��层以上支架需内敛，因此需要设置特殊钢

立柱转换系统，施工方法在常规全钢爬架施工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用槽钢焊接钢立柱，同时将钢夹板直接焊接在钢立柱各处，夹板中间钻出螺栓孔，通过螺栓来实现支座的有效

连接。

���底部挑梁是保证全钢爬架正常使用的基础，在地面设置全钢爬架加工场，实现钢夹板、连接钢板的有效焊接。

为便于施工，在地面将底部斜撑、挑梁、钢立柱等以焊接的方式连接起来，形成三角稳定体系。

���安装工作完成后，通过发出指令开始控制全钢爬架提升，提升过程中可让整栋楼集成升降操作平台同时提升，也

可根据施工实际要求分区分组提升，为避免提升过程中出现误差，采用提升行程为��P的环链电动葫芦实现有效传力。

���一次提升结束后，进行内敛层施工，需着重控制焊接质量，以确保其能够承受铝模板以及其他施工材料产生的

载荷。

���通过螺杆调整钢立柱中部附着支柱下的连接孔、吊挂件等，以支持二次爬升。

四、实验与效果分析

为更为全面的明确铝模爬架应用效果，从施工速度的角度入手，将其与传统木模的方式对比分析。在地块��、��

施工中，前者采用传统木模爬架的方式，后者则选择新型的全钢铝模爬架方式，两者的试验参数保持一致，分析各自

的施工速度。相比之下，铝模爬架的灵活性更强，突破了传统木模土建与装修作业单独进行的局限性，即实现了专业

的穿插施工，在组织上部结构土建施工的同时，可安排人员于下部展开装修施工作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施工速度

得以提高。此外，传统木模爬架的方式在应用中存在消防隐患，后续的拆架作业易发生安全事故，并对窗、栏杆等结

构的损伤较大。

试验结果分析：两种方式的施工环境保持一致，对比分析各自在施工速度方面的表现，��楼木模爬架施工中，最

底层施工耗时��G，后续不断适应现场环境后，各层施工时间缩短至��G；��楼铝模爬架施工中，最底层耗时��G，后续

各层施工均需��G即可完成，且在上方楼层施工的同时可同步展开下部装修作业。可以得知，全钢铝模爬架的施工速度

更快，对于现场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可有效缩短施工周期，在此方面明显优于传统的木模爬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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