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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装配式建筑工程的各项优势都十分突出，它所采用

的建筑形式相对较新，无论从技术体系上还是可操作性

上来说，都有很大优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筑行

业也得到了快速的进步，装配式建筑是建筑业未来发展

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我国的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还

不成熟。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力度。装配式建筑

在施工工序较为繁琐，与此同时，构件在起吊、安装、

灌浆以及工具化脚手架的安装、使用和拆除等过程当中，

往往运用到了较为丰富的施工技术与技巧，对于施工人

员专业技术水平有很高的要求，若是相关安全质量工作

不能够很好地落实到位，则易造成安全质量事故。目前

国内装配式建筑所占比例不断提升，而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所占比重大。基于多年从事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工作

的实践经验，同时考虑到装配式建筑有关标准，规定以

及建筑行政部门提出的有关要求，有必要对相关安全管

控工作进行认真细致地开展，为建设及人员提供切实有

效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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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各类建筑工程日益增多，对于建筑工程的建设要求也随之提高。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工程以其显著的优势在工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因其建设的特殊性，在建设期间存

在着多种危险因素，对于进行安全施工，具有比较高的需求。所以要想保证整个工程建设安全、质量和效率，就需

要做好各个阶段的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安全质量事故的发生机率，提高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

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质量管理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将针对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全过程安全质量管理要点展开论

述，期望能够为推动我国建筑工程事业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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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ll kind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re increasing, for 

the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engineering rise accordingly. The prefabricated concrete construction project has been used 

more and more in engineering with it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prefabricated concrete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 are many risk factor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there is a relatively high demand for safe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o ensure the safety,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project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o well in the 

management of all stages.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probability of safety quality accidents be effectively reduced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fe and property be improved.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main points of safety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assembly concrete construction, expecting to play a good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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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件的运输和堆放

1.1 构件的运输

各类预制构件均由工厂生产完毕后运往施工现场，

现场内需进行预制构件转运作业。许多装配式建筑构件

尺寸都比较大，往往存在超高，超宽等现象，若不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极易导致运输途中安全事故频发。这些

事故一旦发生，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会给施工人

员带来严重伤害。而且还可能导致环境恶化，影响人们

正常生活。由此可见，加强对混凝土预制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控制十分重要。所以在构件实际运输时，要采取一

些必要的防护措施，以免在构件运输时，发生破损或中

途下滑等情况，最大限度地确保构件运输安全。在对预

制构件运输车辆进行选型时，要确保其符合构件尺寸以

及载重等多方面的规定。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各类机动车

辆要按规定的路线、速度运行，避免车辆乱停乱放，同

时要为有关运输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他们遵守文明

施工的有关管理规定。由于预制构件重量大，实际加载

时必须采取一些车体平衡保障。例如，某工程总建筑面

积约 54424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37802m2，地下建筑

面积 16622m2，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容积率为 1.87，建

筑密度为 22.16%，绿地率为 36%，总体来看该工程的占

地空间充足，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降低运梁时所需占用

的空间，提高施工效率，就必须要加强对于预制构件运

输技术的研究，应当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加固预制构件，

将保护衬垫置于预制混凝土构件和托架及车厢板间，用

钢丝绳，夹具和托架将构件固定。

1.2 构件的堆放

由于施工现场条件较为复杂，预制构件运至施工现

场后，若施工现场地面不平整，存在杂物、积水等现象，

易造成构件损坏状况，对于构件强度及性能来说，都将

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为了保证构件能够正常投入使用，

必须要做好预制构件施工质量控制工作。但是在具体的

操作时，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来开展各项工作。若预

制构件重量过大，尺寸过大，则很容易在堆垛时出现倾

覆情况，对于作业人员生命安全来说，构成了直接威胁。

构件实际吊装前，应按其规格，类型，使用位置等将其

单独堆放，堆放区应安装维护设施及安全警示牌。施工

现场堆放预制构件的位置应在承载力上满足需要，排水

设施要设置得当。预制水平构件及预制柱可通过叠放方

式摆放以及利用多种支垫器件实现构件垫平。对于不同

类型的预制构件，应当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以避免其

受到损害。为了防止构件被压坏或者变形，必须要确保

预制构件表面平整，并且保持一定厚度的保护层。如需

使用垫木时，应确保垫木和构件端部间距大于 200mm，

垫木间距不宜大于 1600mm，构件堆放时间不宜大于两个

月，可使用稳固的构件支垫以确保垫块支点和脱模及起

吊地点一致。预制构件重叠堆放时堆垛层数应以构件强

度及承载力为依据。横向布置预制楼板，叠合板和大型屋

面板时叠放层数不宜大于6层。预制梁和柱堆垛时堆垛层

数不宜超过2层，且堆垛间应留有不少于2m的通道。

2　构件的吊装和安装

2.1 构件的吊装

构件吊装时，一般采用大型机械设备起吊大体积混

凝土，要求机械充分承担构件重量。若是机械承重选用

不合适，或设备性能有问题的话，都会给吊装效果造成

很直接影响，甚至会造成构件抖动或摆动问题。若是问

题太严重的话，很容易造成构件滑落的状况出现，这对

于现场人员的安全来说，是很直接的一种威胁。所以为

了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必须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

在实际进行吊装作业前，应全面做好作业区域封闭管理，

合理设置警戒线及警示警戒示，对不能实行封闭的地区

要及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起重作业前，要对机械进行

仔细检查和构件试吊，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机械的使用性

能，各起重机具规格应符合吊装作业基本要求，同时吊

钩应配置安全闭锁保护装置。起重指挥人员应严格遵守

构件起吊安全操作标准，并能依据相应指挥信号进行指

挥操作，有关人员要明确吊装安装操作标准及指挥信号。

例如，某工程由 4 栋 15 层 -19 层高层、一栋地下车库、

及 3 栋配套用房组成，其中高层上部为 PC 结构（装配率

达到 41%）。其中构件重达 5 吨，因此对塔吊选型尤其重

要，另一方面由于高层建筑工程的操作性危险系数较大，

因此信号工和司索工（包括机械司机）要认真细致地配

合操作，各操作人员的要及时进行信息沟通，以免出现

信息不明确吊装等情况。通过合理设计吊装施工方案，

并制定好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以确保整个工程顺利完

工。对于塔式起重机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常见

问题，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当构件降落至距

楼层预留插筋上方 0.5m 左右时，应及时调整构件位置，

使楼层预留插筋与构件内预埋钢套筒对齐，同时要将禁

入区域明确标出，禁止无关人员踏入施工区域，保证吊

塔作业的安全性。

2.2 构件的安装

进行构件安装操作时，应根据预制构件形状，大小

及重量等因素合理选择吊装方式及配套吊具，同时应结

合吊点起吊需求进行吊装操作。构件吊运时可采取合理

的措施使吊具受力达到平衡状态，以免发生吊点损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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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开裂。要想确保整个工程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必须

要加强施工现场管理。构件安装前，项目技术负责人要

先拟定施工方案及规范，向现场管理人员，操作班组及

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时，主

要涉及安装工艺，操作要点以及安全技术要求，并且要

有足够的文字记录。预制梁，预制柱或预制墙板装好后，

应及时进行构件的连接。若预制构件是由受力钢筋连接

而成的，则需严格把好材料的质量关，并对工程施工的

质量全面验收。

3　灌浆及密实度检查

3.1 灌浆

将拌合好的浆液导入灌浆泵，启动灌浆泵，待灌浆

泵嘴流出浆液成线状时，将灌浆嘴插入预制剪力墙预留

的灌浆孔（下方预留孔）进行灌浆。

对于剪力墙钢筋套筒灌浆按中间向两边扩散的原则

开始一点灌浆，按照技术规程要求，灌浆分区的长度以

任意两个灌浆套筒间距不超过 1.5m 为准；进行一点灌浆

时，按照浆料排出先后顺序进行出浆孔、灌浆孔封堵，

在此期间保持注浆压力，直至所有出浆孔、灌浆孔出浆

并封堵牢固后停止注浆；当一点灌浆遇到问题需要改变

灌浆点时，各灌浆套筒已封堵灌浆孔、出浆孔要重新打

开，待改变灌浆点后灌浆料再次流出后进行二次封堵。

对于金属波纹管浆锚搭接灌浆，采取单个套筒逐个

灌浆的方式，从灌浆孔注浆，待出浆孔完整出浆后进行

封堵，并封堵灌浆孔。

对于拆分后连接区域水平钢筋全灌浆套筒灌浆作

业，应在相邻两个拆分安装就位后安装全灌浆套筒，然

后开始绑扎此部位钢筋，在此连接区域内完成钢筋绑扎

作业后开始灌浆作业（通过箍筋绑扎固定全灌浆套筒连

接接头），采用人工手动注浆形式（通过手动灌浆枪）进

行注浆作业，由于本工程二次拆分现浇连接区域宽度仅

520mm，每个连接区域注浆完成后无需进行其他固定处

理措施，但为防止其他施工作业误碰，在全灌浆作业完

成后，在其相邻部位粘贴警示标志，内容涵盖：灌浆完

成时间，可以触碰进行下道工序的最早开始时间。

接 头 灌 浆 充 盈 度 检 查： 在 构 件 完 成 注 浆 5min-

10min，逐个取下出浆孔封堵塞，检查孔内凝固浆料的位

置，浆料上表面应高于出浆孔下缘 5mm 以上，查看完毕

符合要求的再次进行出浆孔封堵，若有不满足要求的需

进行补灌，向不符合要求的出浆孔内进行补灌浆料，采

用手动灌浆枪（前端加细软管，便于孔内排气）进行补

灌作业，随即封堵补灌的出浆孔。

灌浆后 24h 内不得使构件和灌浆层受到震动、碰撞。

本工程剪力墙钢筋套筒灌浆作业间隔 3 层现浇混凝土浇

筑后进行灌浆。以防止本楼层其他工序作业造成已作业

灌浆料在 24h 内受到挠动破坏。

3.2 灌浆密实度检测

在装配式建筑中，套筒是一种性能优越的组合材料，

主要承担装配式结构连接固定作用。套筒灌浆料加水搅

拌具有大流动度、早强、高强微膨胀性，填充于套筒和

带肋钢筋间隙内，形成钢筋灌浆连接接头，连接更加坚

固、牢靠。同时套筒又借助灌浆料的支撑作用，增强套

筒壁的几何稳定性，改变空套筒的失稳模态。套筒内部

灌浆不密实使得套筒混凝土结构在承载力、应力和应变、

刚度及稳定性等方面出现了问题，严重制约其使用性能

和寿命，对密实度检测目前主要方法为内窥镜检测。

4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建筑工程的施工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对装配

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施工来说，有着更加严格的规定。在

进行施工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相关规定和标准，确保

工程质量符合相应规范与要求。因此，必须要加强施工

现场管理工作，对目前工程安全管控存在的问题应给予

充分重视，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仔细分析，进而采

取可行措施制定出较为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并对关键环

节进行精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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