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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整体式结构预制叠合板施工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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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装配整体式结构预制叠合板施工技术应用，可结合具体的工程案例展开实际探索进程，做好前期策划工作，如选择塔机型号、

图纸深化分析、检查验收等，后续在预制叠合板施工进程中，可从确定吊装顺序、吊装准备、确定施工流程、叠合板施工等着手，稳步推

进各阶段施工操作，保证施工质量，避免出现相关问题，发挥该项施工技术的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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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新时期以后，为提升施工质量、效率，很多施工团队在市

场需求驱动下有意识、有规划地引入各项先进的施工技术，其中装
配整体式结构预制叠合板施工技术因其简单易行性、经济性、环保
性等特征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优
化技术应用流程，对提升施工技术水平、完善施工流程、创造更大
的经济收益来说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1 工程案例分析 
以辽宁省大连市某园区项目为例，研究装配整体式结构预制叠

合板施工技术应用。已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9.9 万㎡，总占地面积
10.9 万㎡，整体分为四个功能区，其中 A 区和 B 区地下一层，地上

四层，单层有 190 块预制叠合板，叠合板重量 1.59t。在实际施工过
程中，需考虑该项工程的实际情况，制定施工方案、吊装流程，满
足施工要求。 

2 装配整体式结构预制叠合板施工前期策划 
2.1 选择塔机型号 
在大型机械方案制定、布置时，应综合考虑以下要点：①分析

塔机交圈范围、塔机效率、塔机有效周转半径（施工范围内可能吊
起最重预制构件）、预制构件重量等各项要素，判断是否能灵活周
转预制叠合板[1]。②在吊装预制结构时，确保实现“随运随吊装”，
不在施工现场设置料场，避免因二次倒运引发预制结构破坏，综合
分析塔机调运能力，如下表 1 所示，确保满足调运所需。 

表 1  塔机调运能力表 

序号 材料名称 重量/型号 备注事项 

1 叠合板重量/kg 1700 按照最重重量计算 

2 塔机中心距离料场吊装半径/m 30 按照最远距离计算 

3 塔机中心距离楼栋边缘吊装半径/m 31 塔机中心布置合理 

4 吊具重量/kg 300 考虑在计算范围内 

2.2 图纸深化分析 
在进行叠合板大量生产前，参考建筑图纸、设计方案对叠合板

结构施工图加以深化，通过 BIM 技术进行推演，预留洞口用于埋设
各类预埋件，比如卫生间，叠合板预留位置包括：顶板照明线盒、
洗手盆强排、地漏、马桶、排气道等；厨房间预留地漏、排烟道等；
客厅、卧室预留顶板照明线盒等；阳台预留地漏、雨污水立管等[2]。
可引入信息化技术，对最终图纸进行建模分析，用于判定所预留洞

口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有效性，基于此加以完善。 
2.3 检查验收 
进行预制构件检验，包括以下内容：长度、宽度、厚度、翘曲、

侧向弯曲、表面平整度、对角线差、主筋保护层厚度、主筋外留长
度、螺栓、结构安装用套筒、预留洞口位置、预埋件定位尺寸等，
针对存在的裂缝、破损，处理方式具体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预制构件缺陷处理 

缺陷 检查项目 处理方式 

影响建筑结构性能、难以修复裂缝 直接废弃 

干扰连接件、钢筋、预埋件锚固过程裂缝 直接废弃 

裂缝长度＞300mm、宽度＞0.3mm 直接废弃 

上述情况以外，裂缝宽度＞0.2mm 用环氧树脂浆料修补 

裂缝 

上述情况以外，裂缝宽度≤0.2mm，且分布在外表面 用专用防水浆料修补 

影响建筑结构性能、难以修复破损 直接废弃 

干扰连接件、钢筋、预埋件锚固过程破损 直接废弃 

上述情况以外，破损长度＞20mm 通过灌浆料修补 
破损 

上述情况以外，破损长度≤0.2mm 现场制定针对性修补方案 

2.4 预制构件堆放 
在预制构件堆放时，关注以下要点：①若预制楼板构件跨度＜

4m，应将预制楼板布置在两个木方上（长度 40mm、宽度 90mm），
并在木方上加 20mm 厚保护材料，如橡胶垫、挤塑板等，保持木方、
桁架筋垂直，板边缘、木方之间距离为 1/5 构件长度；在叠放预制
楼板时关注上下木方位置，在桁架筋定点布置木方，叠放层数≤6
层。②从此车上卸下预制构件时，在预制构件上画出距离构件端部
1/5 构件长度标线，对准木方；经过现场验收后存放；要求各个构
件满足吊装要求[3]。③满足存放原则：堆放坚实、平整，周边设置
有排水渠道；构件存放位置必须在起吊设备覆盖区域内，可一次倒
运到位；存放时要求结合调运顺序、品种、规格、所属楼栋号等分
批次、分区存放；在构件间设置 0.7m 宽通道，后浇带处钢筋较长，

要求在放置时通道一侧避开后浇带筋。 

3 装配整体式结构预制叠合板施工技术应用 
3.1 确定吊装顺序 
结合原施工图纸、PC 构件拆分图编制各层叠合楼板吊装顺序，

以此来推进吊装作业，具体包括：吊装准备工作→卸扣安装→楼板
调运→楼板就位→楼板安装→取吊钩→楼板支撑调整→楼板位置
复核→楼板开裂检查→记录数据等。 

3.2 吊装准备 
做好吊装准备工作，为后续预制叠合板施工提供便利，包括：

①准备吊装机具，包括：1 台 TC6012 塔机；8 根φ11 型 6×37 钢
丝绳，连接叠合板副绳；8 根φ19 型 6×37 钢丝绳，连接塔机吊钩、
吊具；2 个型钢式吊具，与钢丝绳协同使用；12 台对讲机；4 个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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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初调位置；4 台水平仪，检测吊装平整度；1 台经纬仪，测量
楼板高差；2 台 5t 型千斤顶，用于底部微调。②进行劳动力安排。
每栋楼布置 6 名起重工，其中操作面有 4 人；每栋两名信号工，分
别在操作面、卸运点；技术人员，两名，负责土建、安装、辨识板
编号、方向安装等。 

3.3 确定施工流程 
确定施工流程，主要是：①测量、放线，结合图纸测量过程，

获取叠合板位置信息，将边线布置到相应墙板位置。②搭设支撑架，
结合根底标高、支撑架搭设方案，按照固定流程搭设叠合板支撑架。
③安装吊具，结合楼板尺寸，徐建泽适宜吊具与挂钩方法。④搭设
安全防护架，在吊装完每块楼板后，搭设临时安全护栏；落位待顶
支撑受力后，取下吊钩，完成下板块吊装[4]。⑤结合控制线、标高
精度要求进行调整；安装、就位，按照固定流程，结合支撑标高、
楼板侧边线，缓慢下降落在支撑架上。 

3.4 叠合板吊装 
关注以下要点：①支撑架体系。满堂支撑架通过轮扣式脚手架

搭设，这种搭设方式简单、易行，且可满足封顶杆、水平杆、扫地
杆纵横向拉通所需，满足刚度、稳定性所需；叠合板是一种预制桁
架钢筋混凝土结构板，厚度 6cm，抗剪性、刚度较强，可节省较多
支撑体系所用模板，在选择支撑模式时，将与板跨度方向模板平行
的模板方凳当作背楞，传递负荷到托撑内钢管，立杆获取相关荷载
作用，其中模板方凳可现场制作，避免出现以往背愣在应用时的不
便问题，提升整体刚性、稳定性[5]。②施工要点：木方保持立放，
若平方可能造成叠合板支撑受力不均，进而造成后浇板带、墙体缝
隙位置接缝漏浆；支撑木方、后浇带平行，避免出现与后浇带垂直
的情况；在叠合板梁、墙交界处贴满海绵条；严密控制模板垂直度，
在所有模板安装就位后，对各个模板线复核，确认无误后安装模板；
再由质量工程师或者检查模板垂直度，要求垂直度≤3mm、平整度
≤2mm；在模板就位前，检查模板间距、位置是否达到标准要求；
每层顶板检测标高控制点，其后在竖向构件钢筋上测量+500mm 控
制线，结合板后在板上钢筋上焊接短钢筋，当作板上平标高控制桩；
吊装叠合板前，严禁剪力墙箍筋超出顶板，如下图 1 所示，为叠合
板支撑体系施工图；在叠合板、剪力墙交界处，需做好密封工作，
剪力墙与梁木方背楞顶部通长钉设木方垂直于背楞木方方向并平
放，加大叠合板与建筑梁体、墙面接触面积，避免漏浆。 

 

图 1  叠合板支撑体系施工图 
3.5 安装操作细节 
在进行叠合板安装时，需注意一些安装操作细节，避免因此而

影响施工质量、安全，包括：①检查吊环、夹具、索具、机械等是
否满足标准，并安排专人试吊；吊装底板过程“慢起慢落”，避免
撞到其他物体；确保起重设备的吊钩位置、构件重心、吊具等在垂
直方向上重合；构件、吊索水平面夹角＜60°，且应保持在≥45°
水平，若出现其他意外情况，如大风天气，可增设缆风绳；若吊点
数量≥6 点，选择专用吊具，并核验吊具刚度、承载力；吊装构件
前，清理干净连接部位的浮渣、灰渣等赃物、垃圾[6]。②结合叠合
板、构件生产厂家提供的构件结构图、平面布置图与相关标识等，
确定构件布置位置，寻找各个板块吊点，通过塔机将构件运输到相
关位置，其中预制板布设方向与结合预制板结构上的指北针来安
装。③在叠合板落到与模板距离 1m 处时，让塔机略微停顿，等待

施工面吊装人员扶住叠合板后再慢慢下落，避免出现意外情况；在
下落时，若是竖向构件钢筋阻碍正常吊装过程，可加以调整移位，
完成安装后归位。④一侧跨板完成吊装后，参考标高控制线、板四
周边线，调整位置控制线、板标高等参数，控制误差≤2mm；在安
装双向板板底时，灵活调整安装位置、方向，确保接缝位置钢筋能
直接错开，在检查未出现明显故障后进入下一阶段施工。 

3.6 微调、定位 
在相关施工经验中表面，在进行叠合板吊装时，一般需进行两

次板标高调平：①第一次，是在叠合板前支撑体系安装时，进行初
步调平，让梁绑、墙绑的海绵条能与叠合板充分接触，不存在间隙，
再用专业工具加以测量。②第二次，是在安装完叠合板后、未进行
钢筋施工前，参考支撑体系自由托撑位置进行板面标高调平，提升
模板条、叠合板的充分接触性，且保持受力均匀。③在完成所有的
吊装工作后，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检查叠合板与安装位置是否紧密接
触，是否出现了因部分支撑体系标高错误使叠合板受力不均匀导致
翘边翘角，以至于难以与海绵条向接触的情况，或者是混凝土浇筑
时有漏浆问题。在出现以上故障问题后，灵活调整支撑体系标高，
提升接触程度[7]。③进行叠合板吊装完成标高、平整度复测，具体
为：通过钢尺检查轴线位置，要求偏差≤5mm；通过钢尺、拉线或
者水准仪检查底模上表面标高，要求偏差≤5mm；通过 2m 靠尺、
塞尺检查相邻两板表面高低差，要求偏差≤2mm，其后再用经纬仪、
红外水平仪完成复测过程。 

3.7 混凝土浇筑 
在完成以上的吊装过程后，需进行混凝土浇筑，关注以下要点：

①进行叠合板预制层表面浇水润湿，控制浇水量，结合设计方案对
新浇混凝土、预制件界面处理；将建筑楼面结构顶标高引导结构柱
纵向钢筋上，安排浇筑时，通过红外线水平仪来实现对楼面高程的
持续性监控；控制振捣过程，执行分层振捣措施，每层振捣厚度 3
—5mm，在振捣密实后安排专人复核，再通木抹子抹平，拉广线，
测量标高，确定平整度偏差≤8mm。②在完成浇筑后，等待 12h，
浇水养护；预制叠合板现浇层最小厚度设计时，应综合考虑楼板基
本要求、施工误差、面筋钢筋铺设、管线预埋等各类因素；而在叠
合板预制层最小厚度设计时则必须考虑运输、吊装、脱模、施工等
各道工序影响，将误差因素考虑在施工方案中，加以优化、调整。
③叠合楼板就位后，细致检查无明显问题，进行面层钢筋、预埋线
管铺设，进行隐蔽工程验收，达到合格标准后，展开叠合楼板面层
现浇钢筋混凝土的现浇施工；最后再进行 14 天的浇水养护，加盖
一层稻草，起到保护作用。 

4 结语 
综上，文章就装配整体式结构预制叠合板施工技术展开了综合

论述与分析，应给予其足够的重视，明确上述所提出技术方案在实
际落实中的优势与不足，发扬优势、弥补不足，反馈到后续的施工
操作中，以此来提升该项技术与工程特征之间的契合程度，减少不必
要的误差与质量问题，为该项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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