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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背景下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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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中国的建筑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装配化、信息化、绿色化、智能化建设的工业化建造技术和工程模式

正在一步步改变着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建筑业大而不强、污染严重、组织方式落后以及劳动力短缺等，

只有积极推进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现建筑智能化建设，才能最大程度解决传统产业带来的各种问题，而建筑行业要实现智

慧建设，因此，绿色建筑的概念被引入，并成为日后建筑行业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新兴的装配式建筑技术是当前工业化建筑

模式的代表之一，其与绿色建筑的有效结合将极具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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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facing a profound change. The industrializ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mode of assembly, informatization, green and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are changing the development law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tep by

step. At present,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a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large but not strong, serious pollution, backward

organization and labor shortage. Only by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realizing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can we solve the various problems brought by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green building was introduced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emerging prefabricated building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urrent industrialized building model, and its

effective combination with green buildings will have great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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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构建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是国家 2030年前需要实

现的目标，因此，绿色建筑作为建筑行业中节能减排的手段备

受推崇。其中，装配式建筑是绿色建筑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也是当前建筑产业化与工业化的重点。改善当前的粗犷型的建

筑模式，需要让装配式建筑与绿色建筑一同协调发展，构建二

者的协同体系，从而以装配式建筑带动绿色建筑的全面应用，

实现建筑全面转型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1 装配式建筑的优点

1.1提高生产效率

装配式建筑主要采用的是建材生产及加工完成后的主体

安装，而这种主体安装的方式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安装，需要依

靠机械完成现场施工，能够明显地提高建筑工程的施工效率，

减少工程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有效减轻工人施工的劳动强度，

并且现场施工过程中可以忽略季节和温度等外界环境因素变

化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可更加有效合理地安排整个施工过程，

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

1.2加快建设周期

装配式建筑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工厂内加工完成主要

的建筑构件，这就促使可以同时开展构件加工和其他基础施工

作业等，这将施工时间大大缩短，同时装配式建筑在生产完构

件后可以用专门的设备运输到现场，快速安装构件，依靠机械

设备进行吊装和安装作业，这将加工和安装效率显著提高，节

省了大量的人力和工作量。可见，装配式建筑在建设周期控制

方面有很好的效果。

1.3构配件生产工业化

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过程当中，无论是相关企业还是有关

政府部门，都出台了相应的发展方向和激励措施，促使装配式

建筑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构配件能够成套供应，大大

节约了采购成本和时间，也是对于建筑行业发展的有效推动。

在这一类型的建筑过程中，由于装配式建筑的相关配件都是事

先制定好的构件，因此在施工过程当中能够拥有满足构件、配

件，以及其他零部件等材料相关生产要求的生产工厂，而在施

工过程中为其构建现代化的流水线施工条件这一举措，也使得

建设生产过程更加高效，同时相关配件的工业标准也能够满足

建设使用需求。除此之外，利用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能够为施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第 4 卷第 9 期 2022 年

176

工企业生产出具有丰富类型、较高质量的配件，为企业有效地

节约时间成本和相关材料的采购成本，使得经济利润获得最大

化提升。同时在施工过程当中还应用了大量的节能环保材料，

例如青钢木质板材等材料，使得装配式的建筑在现代化的发展

当中，更符合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需求。

2 装配式建筑与绿色建筑发展的制约因素

2.1建筑师缺乏整体思维

绿色装配式建筑是集生产与施工于一体的工业化建筑模

式，标准化的整体感是其设计之中的重点和难点，这与传统现

浇式建筑存在较大的区别。在这之中，建筑师起到了一个非常

重要的衔接作用。但部分建筑师的设计思维还不能有效适应标

准化、产业化、一体化的生产模式，一直停留在传统作业的施

工方式之中，只是将以往的施工图纸进行拆分，缺乏对绿色装

配式建筑的整合认识，从而导致了设计图纸表达不清晰。最终

严重阻碍了降低了高效加工装配的绿色装配式建筑完成效果，

导致其工业化一体化的整体生产优势无法显现出来。

2.2不健全的政策机制

首先是关于激励措施。虽然各地已经制定了绿色建筑与装

配式建筑的发展目标，但具体的激励政策或浮于表面，或还未

正式出台。与此同时，已经发布的措施之中存在不系统激励、

不重视技术研发、不提高预制率等问题，对如何度过建筑转型

期缺乏一个科学的长远规划。其次是监管机制不到位。传统的

建造模式是设计生产施工三者分开的监管机制，但对于绿色装

配式建造模式来说，则是设计施工一体化的模式。在一体化建

筑中，对于招投标、施工、质量检测等等监管流程之中，还未

形成一个完善的新型一体化产业化建筑监管机制。这在一定程

度加剧了工业化建筑转型的困难，同时加大了项目标准化管理

的难度。最后是相关指标不完整。装配式建筑不等同于绿色建

筑，也不等同于预制建筑。部分地方的政策只提及了预制建筑

与预制率，忽略了其他也隶属于装配式建筑的一体化模式建

筑，不利于推动绿色装配式建筑的一体化发展。

3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优势

3.1施工环节简单、便捷

采用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与传统建筑施工模式相比更为

方便，绝大多数施工结构采取安装模式，具有统一的安装施工

标准，省去了复杂繁琐的施工程序，让整个施工过程更加便捷。

在加工厂内进行大批量构件生产，实现机械化加工，大大简化

了施工过程。

3.2符合节能减排理念

绿色建筑理念作为当前建筑行业重要理念，其主要目的在

于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降低相关资源消耗。采用装配式建筑

施工技术，将施工材料在加工厂中进行预加工，改变了传统建

筑施工模式，避免了现场施工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废物

排放也能德奥控制。原材料在工厂加工，借助于数控技术、流

水线设计与加工，提高了材料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

3.3有助于促进绿色材料使用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运用，让绿色建筑材料得到广泛的推

广。传统的建筑施工体系中，主要体现在钢筋混凝土施工、钢

结构施工两个方面，而装配式建筑施工利用预加工＋现场安装

的模式，施工材料加工过程中，按照装配需求，将绿色环保材

料引入到建筑中。利用钢结构材料，其不仅具有良好的材料性

能，在拆除后还能够重复利用，建筑材料利用率更高。

4 绿色建筑背景下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实际应用

4.1 VR+BIM技术的应用

BIM与装配式建筑相结合，即能解决产业化难题，又能促

进信息化发展。通过 VR技术让装配式建筑领域人员在虚拟环

境中了解其设计、构件生产和现场施工等理论知识，结合 VR

终端设备进行分项作业预演，如操作塔吊、拼接预制板，同时

联合 BIM 对其设计、构件生产和施工等作业进行优化，以实

现整体规划、资源利用和项目管理的标准科学化。充分发挥两

项技术联动效应，既可逐步实现工程的“所见即所得”，又能合

理控制施工质量，还能优化整个项目的统筹规划性能，提高有

限资源的整合度，增强设计与实体的具象化联系度。综合运用

VR+BIM，既能了解梁、板、柱、门、窗等预制构件的设计原

理，也能模拟各类构件的组装搭接，有同类型与不同类型构件

的搭接和同类型不同属性材料构件的搭接，建模完成后还能通

过 VR观察到绿色效能结果，同时也能通过对比分析对施工工

艺进行优化，以实现降耗减排的绿色目标。总之，装配式工程

建设全寿命周期都能通过交互信息的多向反馈，形成与拟建项

目相适应的绿色施工技术环，逐步实现最优绿色效能。

4.2套筒灌浆施工技术

与传统建筑施工技术相比，装配式建筑在节能环保层面上

具有明显优势，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得到了各部门的高度重

视。通过套筒连接模式，能够保证构件装配节点的稳定性，促

进装配式建筑整体质量提升，是装配式建筑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对于钢筋构件连接，传统的焊接方式容易出现焊接不牢、

焊接点锈蚀等问题，而借助于套筒灌浆技术，在凹凸性状的圆

形套筒中灌注预先配制的浆料，让钢筋紧密地连接起来，套筒

灌浆施工平面解析图如下。该技术具有极强的抗拉、抗压能力，

利用套筒间作用让钢筋连接更加紧密，对提升装配式建筑质量

效果显著。浆料凝固后可以满足一级接头标准。节点连接质量

关系到装配式建筑整体质量，引入套筒灌浆技术保证钢筋节点

连接质量，注浆口能够形成刚性的连接点，但这种施工工艺相

对复杂，工程造价相对较高，具体施工中必须保证灌浆饱满，

提升钢筋连接性能，确保套筒材料的质量，为装配式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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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奠定基础。

4.3防水保温

就传统建筑工程来说，不管是防水还是保温，都会给施工

整体质量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同时防水以及保温功能的好坏同

样会给建筑物使用造成一定影响。科学使用装配式建筑技术，

能够把防水以及保温展开标准化的生产工序，在加工建筑外墙

以及屋面构件的过程中同时加工防水层、保温层以及主体结

构，能够让防水层及保温层变得更加完整，增强防水保温的实

际作用。除此之外，通过该整体式加工手段，施工工艺得到了

明显简化，大大提升了施工速度和施工效率，从而推动建筑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

5 绿色建筑背景下装配式建筑发展策略

5.1部署装配式建筑绿色低碳创新链

围绕装配式建筑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强全过程各阶段节

能低碳技术的研发。构建自主创新的装配式建筑技术开放式研

究平台，整合社会资源，积极申请专项资金扶持，充分享受税

收优惠、财政补贴，有效降低在绿色低碳方面对于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的研发成本。加强绿色建造运维一体化技术与新

型材料装修和标准体系的研究标准制定工作，提升行业话语

权。大力开展绿色、低碳、智能工程建造技术研究，在装配式

施工技术方面，积极研发创新装配化建造技术、装修技术，科

学改变传统湿作业模式，实现部品部件标准化、装修模块化。

在装配式装修材料方面，专注研发环保节能及可循环利用的新

型低碳建材。

5.2打通全产业链，构建大型企业集团

目前，地下装配式建筑工业化项目规划、可行性研究、勘

察设计、施工生产、交通运输、施工安装等技术都由各企业主

体独自完成，所以企业之间的专业沟通有限，管理协调难度较

大，既无法做到整体利益最大化，也不能实现全行业的“做大

做强”，因此我们要在技术、管理等方面，从根本上突破装配

式全产业链，扶持和壮大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实现规划、科研、

设计、生产、施工、安装以及管理一体化。总之，系统性的研

究地下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过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地

下装配式建筑相关产业的发展进程。

5.3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建筑行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对建筑

行业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建筑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科技与数

字化创新产业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必将为广东建筑业的信息

化、数字化、智能化提供更加强大、系统的专业技术支撑，必

将为建筑行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提供新的动能，必将为广东

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利用全媒体平台优势助力

协会做好宣传工作，协会将积极参与品牌活动以及未来的新活

动，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策划和组织品牌项目及有关衍

生产品，共同推动大湾区首届未来城市大会的举办。同时，进

一步加强建设数据研究、开发、利用以及行业调研等方面的合

作，共同推动广东建设行业数据库建立。

6 结语

各个地区装配式建筑相继得到推广和应用，取得了良好的

节能减排效果，在改善当地环境质量方面效果显著。随着国民

思想意识的不断提高，对低碳生活重视度的不断提升，装配式

建筑越来越受到广大环保爱好者的青睐。装配式建筑这种半成

品的建造方式改变了传统建筑建设方法，但是想要大规模地使

用装配式建筑，就要加强控制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成本，推动标

准化、规模化生产。相信在相关工作者以及国家的不断努力下，

装配式建筑会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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