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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及质量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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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建筑行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公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增强，加之建筑行业的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
大，为提高工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种新的建筑模式应用而生。本文重点探究装配式施工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分析转配式建筑施工
技术的优势与施工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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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是指将提前生产好的预制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

建筑。按照预制构件与施工方式将装配式建筑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砌块建筑、板材建筑、盒式建筑、骨架板材建筑、升板升层建筑。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其他国家就开始研究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技术。
20 世纪末期，装配式建筑技术传入我国，受生产技术的限制，装配
式建筑施工技术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相应的生成技术已达到相关部门的标准。从 2015 年开始，我国对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制度规定，为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
级调整，我国决定大量发展转配式建筑。 
一、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优点 
（一）节约建筑材料 

传统的建筑施工过程中需要耗用大量的建筑材料与燃油，根据
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在建筑行业的能耗是国外发达国家的三倍以
上。我国的建筑施工相对比较粗放，与国际规定的节能标准还存在
一定的差距。建筑行业中所使用的很多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如水
泥、燃油、矿石等。使用达到一定年限后，拆除的建筑废弃物很难
进行循环利用。转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就很好的规避了这种问
题，装配式建筑所需的预制构件大部分在工厂进行集中加工。通安
全、科学的结构设计，可以减少建筑材料的损耗[1]。此外工厂主要
进行集约作业，可以减低水电、燃油等辅助能源的损耗。当建筑拆
除以后，预制构件可以重新拼接组装，实现建筑资源的循环利用。 
（二）缩短建筑工期 

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采用的外墙板等预制构件都会预留其
他部件的安装卡槽。等建筑结构封顶工作完成后再对外墙进行封闭
处理。与传统的建筑方式相比，较少了工地作业的时间损耗。此外，
转配式建筑所使用的预制部件全部在工厂进行。加工，浇筑、防护、
保温与涂层工作可同时进行，大大缩短预制构件生产与加工的时
间。根据相关测试得知，利用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施工单位可以
在两周以内完成建筑的主体建设工作。 
（三）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传统粗放式的建筑模式在施工过程中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一
定的影响，如常见的建筑垃圾与粉尘等。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过程
中，不需要对建筑材料进行大规模搅拌，在降低噪音污染的同时，
可以减少粉尘与废水的排放，此外装配式建筑在现场施工时间较
短，基本维持在一到两周以内，对周围居民的生活基本不会造成太
大的影响[2]。 
二、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难点 

预制构件生产：工厂在生产装配式建筑的预制构件时，要做好
预制构件连接钢筋的设计工作，确保连接钢筋的数量与位置要保持
一致，拼接测试中，要保证不同预制板能严密拼接。 

现场组装工作：在拼接预制构件时要做好管线排布工作，尽量
较少构件固定对设备与管线的损害。在进行预制构件固定时可以根
据设计建筑设计图纸进行施工[3]。 

构件组装：装配式建筑的预制构件采用工厂集约化生产，对预
制构件的尺寸精准度要求较高。组装过程中，要按建筑图纸精细化
施工，以免出现组装构件封闭不完全的问题。在施工过程中，要严
格按照流程进行施工，进而实现标准化作业。 

吊装工作：装配式建筑在进行吊装作业时，预制构件要与地面
操作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按照建筑施工的安全要求，吊装操作人

员必须要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关键施工技术与工艺流程：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从上世纪末就

已经传入中国，但制作工艺并不成熟，预制构件浇筑粗糙，技术工
艺可靠性差。因此装配式建筑技术并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与应
用。目前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我国的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已经达
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与要求。在建造过程中，建筑的内外墙板可以
在工厂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为提高装配式建筑的抗震性，楼板底部
的构建需要现场浇筑。建筑中内墙板的楼板和暗梁可以采用折叠形
式，暗梁也可以在施工现场进行浇筑。 
三、装配式建筑质量管理 

人才队伍建设：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主要有以下两个环节：
工厂预制、现场组装。这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设计与操作。因此建
筑施工单位要根据实际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
技术水平。 

预制部件的检测：当工厂生产结束后，施工单位必须检查预制
构件的规格，相关部件测试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预制构件的运输：将预制构件从工厂运送到施工地点的过程
中，建筑企业要根据运输数量与运输距离制定合理的运输方案。在
运输途中，做好运输存储工作，对于容易磨损的预制构件要做好相
应的保护措施[4]。 

现场组装环节：施工单位要对现场组装人员进行培训，组装操
作人员只有充分了解构件特征与组装方式，才能顺利完成相应的装
配工作。为促进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建筑企业要建立健全监督管理
体系，施工单位要根据建筑行业的发展需求采用先进的工程管理技
术与质量管理规范，对装配式建筑施工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管
理。一个环节结束后，要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检测，测试合
格后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组装环节中一旦出现问题，要及时查明
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装配式建筑质量的稳定。 

完善销售渠道的管理工作：有些人认为建筑的生产与销售没有
直接的联系，这种理念是不正确的。为提高建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销售部门要做好相应的沟通工作，根据用户的需求，适当对预制构
件的安装位置进行调整。 
结束语 

综上所述，转配式建筑是未来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随着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提升装配式建筑的建筑水平对建筑企业的
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要不断提升施工人员的专业素
养，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预制构件的生产与
组装工作，从而提高建筑企业在市场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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