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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地产装配式建筑的优缺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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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住宅地产业作为目前建筑业的主要支撑，大多数的施工单位都青睐应用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近年来发展的非常快，而且其发

展前景也非常好。装配式建筑在施工前期，工厂都是根据设计图纸，然后进行构件的生产，再运输到施工现场进行设备装定，不再像以前

的现场湿作业，这不仅可以减少建筑垃圾的生成，对保护社会环境，促进建筑行业持续发展非常有利。装配式建筑存在很多明显的优点，

但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因此本研究重点分析了装配式建筑的定义以及相关理论，研究了工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内容，并对装配式建

筑的优缺点展开了分析，并针对研究发现提出了提升住宅地产装配式建筑质量的策略，以此促进装配式建筑在住宅地产中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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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idential land industry as the main support of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industry，most of the construction units prefer the applica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have developed very fast in recent years，and their development prospects are also very good.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nstruc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the factory is based on the design drawings，then produces the components，and then transported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 for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t is no longer like the previous wet site wet operation，which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generat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but also is very beneficial to protec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has many obvious advantages，but also has certain shortcomings，so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theory，studied the content of the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management，and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and proposed the quality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strategy，to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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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 年 2 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意见》，在这个文件中指出要鼓励装配式建筑，这在宏

观层面上对装配式建筑推广做了支持。装配式建筑作为目前建筑业

发展的一种 新趋势，其采用了信息化管理和标准的设计，有效的

缩短了建筑周期和传统施工工艺对比，装配式建筑可大大减少施工

材料的使用，降低材料损耗，提升能效，同时亦可尽早插入景观园

林施工，大大提升施工的品质[1]。 

装配式建筑是国家生产方式变革的一种重要途径，它可以有效

的提高社会效益、降低材料损耗、提高劳动效率等。装配式建筑作

为住宅地产界较为新兴的事物，帮助人们更好地认知装配式建筑，

充分理解装配式住宅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将传统住宅

建筑方式与装配式对标分析，以此分析传统建筑在施工环保方面的

劣势，体现装配式建筑住宅在工程端及居住的先进及实际优势，传

递装配式住宅在建筑方面快速、环保、可操作性强的优势。同时装

配式住宅对于开发商及住建部而言符合绿色建筑标准之下，可较传

统施工方式住宅，快速取得预售许可证，加快项目现金流回正速度。 

1 相关理论基础 
1.1 装配式建筑的定义 

装配式建筑主要是通过干法施工，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

粉尘，而且也降低了建筑物的装修甲醛。和传统施工工艺对比，装

配式建筑整体更加便捷、施工精度更高，通过铝模、爬架、全砼外

墙、叠合板、预制构建、高精砌块、薄抹灰等新工艺，确保“零”

渗漏、空鼓、开裂，大大提升房屋的工程品质[2]。 

装配式建筑与现浇建筑存在较大的差异，可以从建设效率、绿

色环保、建筑品质等方面进行分析。装配式建筑与现浇建筑的区别

装配式建筑比现浇建筑来说，具有较大的优势，而且这也是装配式

建筑本身的一大特点。除此之外装配式建筑的特点还包括，第一，

效率高。装配式建筑是预制构件直接装配而成，穿插工作效率高，

大大缩减了施工时间，进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同 时也减少了施工

人员的工作量，而且施工上还不受温度季节等影响，施工方可以根

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时间，明显 的提高了劳动效率。第二，节能

减排。装配式建筑的构建由工厂直接生产，这样工业废料就还能继

续使用，建筑垃圾 就变得更少，粉尘等污染也相应减少许多。第

三，建筑品质高；装配式建筑的安全性相比现浇建筑更高，可以防

止墙 体裂缝、渗漏等质量问题的出现。同时，它还有绿色环保的

功能，减少了对人类和环境的伤害。 

1.2 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内容 

一般情况下，装配式建筑质量管理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施工前

期的设计；预制构件生产、运输及存放；构件吊装、连接以及质量

验收与后期营运。而各阶段的质量管理又可分为以下几个点[3]： 

（1）设计阶段质量管理。为了使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更标准、

科学，其设计应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首先要充分 考虑装配式建

筑的实用性，确保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防水功能；其次，装配式

住宅结构设计还需注重整体结构的安全方面； 后，装配式住宅设

计需选择安全、耐用的构件。 

（2）生产预制构件的质量管理，主要包括管理预制件的表面

和内部质量，以及构件的储存和保护方面。预制构 件在运输和储

存过程中的质量管理较为困难，应确保预制构件在运输途中和存放

过程中不遭到损坏。 

（3）构件在吊装过程的质量控制，首先要保障构件吊装位置

准确，避免吊装过程中发生磕碰或损坏现象。构件 连接与拼装过

程中的质量控制，主要是要保障拼接的准确度、衔接度等。 

（4）质量验收标准及后期运营管理。应妥善保管好施工过程

的相关资料，同时在施工过程中还应虚心采纳用户 较好的意见和

建议，使建筑质量达到 佳。 

2 装配式建筑的优缺点 

2.1 装配式建筑优点 

（1）能在很大程度降低现场湿的工作量。鉴于目前很多工程

的招标文件中对结构安装水平的要求在逐步提高，外墙、平台、电

梯、空调板等结构已全部采用了成品结构，从而直接降低了现场湿

施工压力。并且由于吊装作业、注浆设备以及施工全部采用了专业

班组，因此相比于传统结构，装配式施工对工人的要求也大大减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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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配式施工管理，更现代化。根据装配式建筑工程的相

关规定，对总包单位要求必须使用 BIM 技术，各项目建设主体均采

用了共享平台技术与信息系统，从方案设计深化、结构加工、吊装

加工、管线综合、业主使用情况等全程仿真，并进行碰撞检测、功

能分析，及时了解施工问题，并加以纠正，达到了工程项目管理的

全面现代化； 

（3）部品部件内部配筋、混凝土强度、外观品质均可获得全

面保证，且由于使用了管线综合技术，管线预留预埋的部分在预先

准备墙内已成型，便于后期安装穿线和安装问题检修； 

（4）自保温一体化。万福花园工程使用的预制剪力墙框架系

统，外叶面使用了 30mm 保温板+60mm 钢筋模板。做到了自保温一

体，可提高保温施工的效率，并且缩短掉了后期二次浇筑保温施工

的时间； 

（5）对内墙的压实度要求很高。很多工程项目内墙砌筑大面

使用条板砌筑，各部分的室内墙面均进行过检查效果较好，除部分

砌筑空间以外，只需要将水泥浆找平即可进行内墙面漆、可达到大

面免抹灰装修的效果，经计算，精装修节约费用已明显减少。 

（6）外架方面，常规建筑使用跌落架或悬挑架，装配型建筑

由于建筑实施仅需增加作业层的保护及作业平台部分使用外挂架（部

分使用智能爬架），因此通过时间的计算，装配式施工建筑外挂架将

快于普通建筑的近一百天，为后期施工建筑尽早奠定了工作面。 

（7）相比于传统结构，装配式建筑更为环保。由于建筑主要

构件均实行工厂化制造，现场吊装安装，现场扬尘、建筑施工噪声、

建筑废弃物、节约用水、建筑用电等各项技术指标都能大幅度降低，

可 大限度达到城市绿化工程建设的相关要求。 

（8）降低了外墙的漏水风险。很多项目在项目装配式施工中，

由于建筑外立面使用了预制剪力墙，因此剪力墙和结构楼板层之间

采用注浆料相连，从而避免了由于浇筑外墙时造成的建筑外立面漏

水风险。 

2.2 装配式建筑缺点 

（1）建筑施工组织部署困难大、整体结果会有差异。由于装

配式建筑需要用到的构配件，大部分都是直接在工厂预制，然后直

接运输到施工现场并进行安装的。因此，这对传统的建设项目管理

方式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同时由于很多施工项目，即有

传统结构、又有装配型结构，装配型房屋对结构堆场、重大输送列

车旋转半径、塔吊配置及塔吊类型等都有较高需求，传统结构与装

配型结构并存的住宅在总体设计施工技术组织部署及实施侧重上

会有较多冲突点。例如为实现列车旋转及进行结构堆场等需提早实

施车库屋顶，但若装配式房屋所处情况不利于提早实施屋顶（如挖

掘方式、道口开启方向等影响）则将造成不能达到结构存量的 大

需求，从而直接造成时间延误，故整个工期安排困难增大。另外在

装配式施工中 PC 面板和外墙板之间产生间隙，缝内填充了发泡原

理芯棒并打硅酮胶，整体质量和正常的施工效果产生了差别。 

（2）施工的风险比一般构件更大。构件在建筑吊装过程中，

未注浆材料之前与下部仅通过竖向的小直径联系，并通过斜支架固

定，而由于斜支架流星连接的正确与否、以及在此期间是否有出现

过不良天气等原因，可能形成构件脱落的风险。而构件吊装部位能

否预埋并紧固，以及吊绳质量能否合格等原因也可能造成在建筑吊

装过程中构件掉落；而装配式施工建设时通常使用的外吊架，在屋

面浇筑后也可能转变成内挑架[5]。上述原因都增大了对建筑物打击

的可能性；而装配式施工建设所需要的运输设备，吊重超过了 重

的设备 1.2 倍以上，对设备稳定性要求也更高，否则吊挂过总极易

引发重大安全隐患，并提高了更多的措施风险。综上所述，装配式

建筑施工的危险超过一般建筑施工； 

（3）综合调整力度更大。装配式土木工程建设通常采取 EPC

的承包方式，对于总包设计单位来说，不但要调整了传统的直径、

模板、混凝土等工种，并且添加了吊装班组、注浆班组等新的工种，

各小组能否掌握各工种、协调性能否对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都会

产生很大作用。而且在前期还要大量地与设计部门联系协作，对总

包企业的综合把控能力和协作力量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4）后期业主整改困难大。由于装配式施工必须达到高安装

率要求，且内部墙面多使用成型结构，而水电管道等均在墙面中提

前预留或设置，因此如果二次改造则很难对墙面实施二次改造。 

（5）细部控制上难以把控。装配式结构大多依靠注浆的材料

完成整体结构，而由于注浆料孔材质、注浆施工人员质量等会造成

整体注浆料质较差，而且一旦施工人员没有进行适当检查，造成结

构连接问题，给整体结构安全性带来影响风险。 

3 提升住宅地产装配式建筑质量的策略 
（1）对工程单位来说，应选用有装配式结构施工经验的总包

工程单位，对总包施工单位来说则应选用有施工经验的吊挂班组、

注浆材料班组和钢筋直径、木工、水泥工等班组，以避免由于缺乏

经验而造成工期的严重延误； 

（2）工程总包图的审查时应重视某些特殊结构、重型构件，

是否具有简化或拆除的可能性，以降低重量，并提高塔吊的可靠性

和安全系数。因此，对现场施工的那些超重的阳台和墙面处于塔吊

吊重的边沿，应该注重安全。 

（3）图纸设计完成后应给构件留出足够时限（不少于 45 天、包

括开模），以使深入单元能顾及更多情况，从而减少其他情况的发生。 

（4）班组确定时要明确施工的职责范围，如堵缝项目由什么

班组承担要在工程中进行确定，防止班组之间扯皮浪费时间。 

（5）在施工过程中，应着重注意工程管理者对装配式标准的

掌握程度、装配式专业质量管理人员的合理配置、构件供应商管理

和吊装等分包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等。 

（6）对于选用垂直输送设备的，在垂直输送设备定额子目中，

在计算费用时要加上 1.2 倍的系数。 

（7）为了减少装配式结构与一般现浇结构的差距，在保持现

有安装比例要求的情况下，可考虑提高装配式的结构与一般结构造

价趋近于结构数量，例如提高楼板、电梯二者造价相近，这种结构

可增加数量。预制凸窗造价一般与传统结构的差距较大，但如果户

型有供考虑，则可降低或者取消凸窗类结构的比例，从而可以取得

降低成本的效果。 

总结 

近年来装配式建筑作为住宅地产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趋势，

它和传统施工工艺相比不仅能够有效缩短建筑工期，也能够节约建

筑材料的使用，同时也能够保证施工质量，亦可尽早插入景观园林

施工，大大提升施工的品质。装配式建筑近年来在住宅地产中应用

广泛，因此，本研究首先分析了装配式建筑的定义，并分析了装配

式建筑的特点。第二，从设计阶段质量管理、生产预制构件的质量

管理、构件在吊装过程的质量控制以及质量验收标准及后期运营管

理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装配式建筑的质量管理。第三，分析了装配式

建筑的优缺点，从环保、施工质量、施工管理等八个方面介绍了装

配式建筑的优点，从施工组织、施工风险以及后期使用等四个方面

介绍了装配式建筑的缺点。第四，根据对装配式建筑优缺点的分析，

从图纸设计、施工管理等七个方面就提高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质量的

提供了针对性对策和建议。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装配式建

筑，也对装配式建筑未来的广泛使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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