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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1

根据《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2017），

装配式建筑是“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

筑”。这种建筑建造快、现场湿作业少、节约劳力、质

量可靠。其本质是建筑设计的构件、部品要实现标准

化、模块化，也即，实现建筑构件或部品的工厂化流水

线加工制作，并在建筑施工现场把标准化、模块化、装

配式的建筑构件或部品机械化快速安装施工。而近年来

装配式建筑高速发展，ALC 轻质隔墙板是装配式建筑发

展的重要材料之一。ALC 墙板适用于钢框架结构、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单层及多层工业化厂房以及工业与民

用建筑的屋面板、非承重外墙板、隔墙板、钢梁或是钢

柱的外包防火板，可配合其他保温材料用作保温外墙，

也可用作楼板。ALC 墙板由于其整体性较好，变形能力

较强，适合与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进行搭配使用，故近

年来应用越来越广泛。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择对混凝

土核心筒框架结构公寓的装配式 ALC 墙板施工技术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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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混凝土框架公寓的装配式ALC外墙板施工

难点分析

2.1 工程概况

九江市八里湖嘉园小区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

包项目，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新区，九江市第一中

学八里湖校区正对面，项目主要由 1 层整体地下室、17

栋高层公寓、1 栋服务型公寓及配套公建组成。地上部

分中的一栋 20 层的服务型公寓和 2 层配套商业楼，建

筑面积 22939.77 平方米，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 10%。服

务型公寓地上共 20 层，建筑高度为 88.50 米，为一类高

层。而为响应国家绿色施工要求，本项目装配式建筑所

占总建筑面积比例需达 10%，装配式建筑单体的预制率

需达 15%。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本工程公寓及商业楼内

隔墙采用 ALC 蒸压加气混凝土预制条板可满足装配率要

求。公寓与商业楼建筑面积 22939.77 平方米，占地上总

建筑面积的 10%。根据初步测算，公寓与商业配套建筑

±0.000 以上总的混凝土构件体积约为 7857m3，ALC 板的

体积约为 4330m3，单体预制率能满足要求 [1]。

该项目拟采用的 ALC 板材性能见表 1。

表1　ALC板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密度级别 B06

干密度 /kg·m-3 ≤ 625

抗压强度
平均值 /MPa ≥ 5.0

单组最小值 /MPa ≥ 4.0

抗冻性
质量损失 /% ≤ 5.0

冻后强度 /MPa ≥ 4.0

干燥收缩 标准法 /mm·m-1 ≤ 0.5

快速法 /mm·m-1 ≤ 0.8

导热系数 /W·（m·K）-1 ≤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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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装配式混凝土框架公寓的 ALC 外墙板施工工

艺流程分析

该工程的 ALC 外墙板施工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1　施工工艺流程

而在进行 ALC 墙板施工时，其排版设计应从门窗

洞边开始，拼板不宜放于门窗洞边和与结构拼接处。对

于内墙，拼板宽度不应小于 200mm，对于外墙，拼板

宽度不应小于 300mm。ALC 墙体上下两端利用管卡与

混凝土梁板连接固定，墙板之间及两端与混凝土剪力墙

连接处采用专用粘结剂进行粘结。同时，ALC 板材的含

水率要严格控制在 15% 以下，现场通过试验测得含水

率高于 15% 时，不能上墙安装，试验设备为含水率检

测仪；且相邻板材拼缝之间的砂浆为专用粘结剂，涂层

厚度 3mm ～ 5mm，粘结剂灰缝应饱满均匀，饱满度应

大于 80%。板材下端和楼板之间缝隙用 1 ∶ 3 水泥砂浆

填塞，板材上端和楼板之间缝隙的表面也用 1 ∶ 3 水泥

砂浆填补抹平，相邻板材之间拼缝表面应用专用嵌缝剂

（由专业厂家生产提供）填实抹平；板材安装好后板缝

要后续粘贴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将网格布压入聚合物

砂浆中。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拉伸断裂强力均不得小于

1250N/50mm，耐碱拉伸断裂强力保留率不得小于 90%，

每平方米重量不小于 160g；开槽时沿板的纵向切槽，深

度不大于 1/3 板厚（不能切断钢筋）。当特殊问题必须沿

板的横向切槽时，外墙板槽长不大于 1/2 板宽，槽深不

大于 20mm，槽宽不大于 30mm，内墙板槽深度不大于 1/3

板厚 [2]。

2.3 基于混凝土框架公寓的装配式 ALC 外墙板施工重

难点分析

为响应政府环保节能号召，该工程公寓楼及配套商

业楼内墙采用新型 ALC 蒸压加气块混凝土预制条板施工。

公寓楼 ALC 条板最大高度 4.0m、最大宽度 0.6m。结合该

工程的实际情况，本文对其 ALC 外墙板施工情况进行了

分析，认为其施工重难点主要如下：

1）排版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板材墙体的高度、门窗

洞口的处理、阳台处相应狭小空间的构造处理、水电预

留管线空间以及预留的缝隙宽度等。如果排版设计不合

理，将会出现现场装配精度低、墙体稳定性不足、防水

性能差以及增加现场板材切割的工作量。

2）ALC 板材为条板形式，需要逐个拼装，楼板混凝

土的完成面、反坎完成面的平整度都会影响其安装精度

控制，同时，拼装过程中容易产生误差，导致墙面平整

度和垂直度不满足要求，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施工安装和

装饰装修，制定出合理的安装工艺和连接技术 [3]。

3）ALC 板材外墙的窗洞口需要进行加固处理，由于

ALC 板材自身强度不高，对于门窗框的安装以及后期使

用具有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对 ALC 墙体的洞口进行科学

合理的加固。同时，因 ALC 条板的施工特点，在现场切

割会大大降低此种墙板安装便捷快速的优势，故需要借

助 BIM 技术对外墙进行深化排版设计，ALC 外墙的排版

深化设计工作难度大且工作复杂。

3　基于混凝土框架公寓的装配式ALC墙板施工核

心技术

3.1 墙板施工处理

内墙板采取蒸压加气混凝土隔墙条板，先将管卡固

定连接好，再对蒸压加气混凝土隔墙条板进行安装，确

保条板缝隙之间阴阳槽彻底的咬合，并且平整度的偏差

要控制在 3 毫米以内，垂直度的偏差同样控制在 3 毫米以

内，咬合的接触面需要保证专用砌筑粘结剂饱满。

同时，ALC 墙板与其他墙、梁、柱相连接时，需保

证连接处缝隙小于 1cm，缝中用发泡剂填实，当有有防

火要求时，应用岩棉填缝。且接缝处应做到平整顺滑，

对后期抹灰及装饰装修工程不造成影响，外墙板缝采用

专用密封胶密封，内墙板缝采用专用勾缝剂勾缝。ALC

板安装完毕后，应对缺棱掉角部位进行修补，修补材料

应用专用修补粉。

3.2 门洞部位施工

门洞部位施工时，门洞上方应采用 ALC 条板横置作

为门上过梁，门洞上方横置 ALC 条板伸入两端 ALC 条板

内部不少于 250mm，为减少现场切割 ALC 板材，应事先

利用 BIM 建模技术进行模拟拼装，对门洞细部结构处进

行设计优化后，要求厂家进行定型化生产，后期运输到

现场可避免切割板材，减少损耗 [4]。

4　结论

ALC 板材是一种匹配性很强的装配式建筑材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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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装配式建筑领域用途广泛。但是，能否利用好板

材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挥装配式建筑相较于传统钢筋混

凝土建筑的优点，不仅仅取决于现场安装施工过程的标

准化、精细化程度，合理的施工工艺及技术同样至关重

要。本文以具体的公寓楼工程为例，分析了基于混凝土

框架公寓的装配式 ALC 外墙板施工技术，希望能为同类

工程提供些许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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