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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配式技术相比传统装修工艺的优势

1.1 保证装饰装修的工程质量

装配式技术采用建筑、装修一体化设计战略，从前

期的装饰规划设计图纸、必要的预制构件生产以及后期

室内装饰的安装组合等步骤都有明确的施工标准和流程。

预制构件大多采用一体化制造工艺，对建筑装饰做出定

性和定量分析，能极大地节约原材料用量、缩短施工时

间，降低施工工序的复杂程度；工业化、标准化、精细

化的生产方式有效地改变了传统室内装饰质量，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由施工人员综合素质决定的室内装饰发展

现状，半成品运抵施工现场后采用集体化拼接方式，极

大地减少了现场作业时间，并且取消了大部分施工难度

较大的工种，能有效减轻施工压力，并且进一步保证施

工安装的质量和效率；使用装配式技术可以直接购买标

准构件，能提高预制构件的质量，有效保证装饰装修质

量，确保装修结果更加稳定，并且采用装配式技术进行

现场零部件拼接施工时，使用的零部件都具有标准化特

性，可以根据后期业主的喜好和未来的流行元素进行重

新修葺和完善，使得室内装饰变得更加人性化且具有前

瞻性 [1]。

1.2 有效改善施工环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时期的装修装饰

工程已不再仅仅注重视觉感受，更加强调装修装饰材料

的绿色环保性能。传统建筑装修装饰现场施工工序繁杂，

不仅会因装修材料进场产生大量的施工垃圾，容易对周

边环境造成污染，如果选材不当还可能使用含有有毒污

染物的人造板材、油漆、腻子和黏合剂等多种复合材料，

如甲醛、苯、二甲苯等污染物含量较大时会引发刺激性

炎症，甚至造成免疫功能异常，危害业主身体健康。装

配式装修装饰技术可以将预制构件在车间内存放，其中

的有毒有害成分会随着车间停放时间的延长而得到充分

释放，并且采用绿色环保型材料，可以减少施工现场的

垃圾和噪声，从根本上避免或杜绝有毒污染物的产生，

真正实现装配完成后“零甲醛”和“装完即用”。其次，

装配式装修装饰技术由于大部分装饰构件已经在工厂制

作完成，装饰构件已经进行了精细化的设计与生产制作，

因此，在室内装饰施工过程，施工技术简便快捷，装饰

工程项目可以大大减少了装饰施工垃圾的产生，从而减

少对周边环境污染。在室内装饰过程中使用装配式技术

时，可选用的面层材料具有多样性及回收再利用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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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可以有效降低环境污染，符合节能环保、绿色施

工的要求，保证室内装饰更加的健康、环保 [2]。

2、装配式技术在室内装饰中的应用

2.1 装配式技术在墙面工程的应用

墙面装饰工程是室内装饰施工过程中最重要的环

节。装配式墙面设计施工程序是将设计产品所需的原材

料经过工厂标准化处理之后，运输到施工现场进行组合

拼装即可完成预想的装饰效果。常用的系统安装方式分

为悬挂式、承插式两种，可以装饰成明缝和暗缝 2 种不

同的装饰效果，明缝一般采用金属装饰条进行装饰或收

边处理。暗缝则是可能形成整面装饰墙的效果，远处观

察并不能看出板材与板材之间的接缝，整体装饰效果较

好。其中悬挂式装配施工技术主要是由竖向龙骨、横向

龙骨、专用卡件和装饰面板组成，悬挂式墙板系统是通

过竖向龙骨，横向龙骨进行墙面调整，在墙面的垂直度

和平整度达到一定标准后，再将装饰墙板用专用卡件进

行固定安装。承插式装配施工技术则对墙面基层要求比

较高，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的符合质量要求，通常墙

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要控制作在小于 2 毫米以内，这样

才能保证好墙面装饰的工程质量，否刚会影响装饰美观

效果。承插式装配施工技术的墙施工工序，可以先进行

阴角条施工，然后先固定下部墙板，再安装装墙板水平

卡件龙骨，最后安装上部墙板。也可以左边到右边进行

安装墙板。卫生间墙板一般采用蜂窝铝板、复合超薄大

理石墙板、蜂窝铝板或者复合瓷砖、中空转印板来进行

拼装，保证其具有良好的隔音效果，但要注意卫生间内

侧的横向龙骨会穿透 PE 防水隔膜层，因此要做好加密处

理。墙面的装饰工程质量和装饰效果对墙面垂直度、平

整度和装饰造型收边技术的要求较高，需要施工人员严

格按照标准施工工序和要求进行施工。采用特殊仪器保

证材料与墙面的契合度，并做好缝隙处理，这样才能确

保装修后的墙面平整和美观。装配式墙面具有防潮、易

擦洗、使用寿命长等优点，改变了传统墙面装饰易发霉、

难清洁等弊端；轻钢龙骨填岩、棉外贴涂装板的轻质隔

墙结构具有施工方便、隔音效果好、防火性能好和保温

性能好等特点，可以有效缩短施工工期，降低人工成本

和时间成本，保证施工质量和效果，常应用于卫生间和

卧室的隔断设计中 [3]。

2.2 装配式技术在地面工程的应用

装配式技术在地面工程的应用最大的创新是装饰材

料可以重复使用，又可以任意拆卸更换，且施工速度快，

减轻了楼体负重等。这种装配技术采用架空干施工法，

从技术方面取代传统采用水泥砂浆铺贴瓷砖工艺，是一

种创新的技术成果，是新产品与新工艺结合匹配的技术。

地面工程装配式技术节能环保，用瓷砖铺贴架铺贴瓷砖

可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防潮、隔音、降噪。地面工程

装配式技术架空干施工系统由地暖模块、架空支撑组件、

平衡垫层和地面饰面层组成，可用于室内公共空间的装

饰工程和家居空间装饰工程项目多个空间地面施工。地

面工程装配式技术在施工时，特别要严格按照楼地面工

程的平整度和缝宽的工程质量要求进行施工。施工时，

根据装饰设计项目的施工方案，确定出标高线后，严格

控制好整体地面的高度。与此同时架空支撑组件和平衡

垫层安装一定要坚固稳定，否则会影响装饰面层的装饰

美观，或者容易出现面层材料的变形，空鼓开裂等质量

问题。地面工程装配式技术宜采用大面积模块化板进行

安装，模块化板在工厂进行加工生产，产品验收合格后，

在施工工地进行拼装饰完成。为确保了地面架空支撑层

的承重极限，在地面上摆置重大体量家具时，地面架空

支撑层结构需要进行加固处理，增强地面装饰结构的承

重能力，以免造成装饰工程质量问题 [1]。

图2　采暖式复合板模块架空地面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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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束语

当在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装配式装修装

饰将是装修行业的一次业务革新，是今后装修行业发展

的一大趋势，其可应用于公共建筑类、住宅类等各种建

筑行业，并且能够覆盖传统装修墙面、顶面、地面等所

有装饰内容。装配式装修提高了装修行业的施工效率，

在资源有效使用、用工成本降低、从业人员价值获取以

及供需矛盾改善方面作用显著。但我国装配式技术在室

内装饰中的应用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因此，在采

用装配式设计进行室内装饰的过程中，要加强对装配式

墙面、地面、吊顶以及管线的系统管理和质量控制，遵

循模数化、标准化、集成化、个性化等原则，完善工业

化部品、信息化过程和系统化装配之间的融合，加强各

行业之间的沟通，实现部件精准配送，确保部品可拆卸

和可二次利用，以实现更加绿色、环保、健康的装饰风

格，逐步推动住宅工业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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