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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中的高支模施工技术探讨 

苏三胜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相比于一般支模施工来说，高支模施工具备特殊性，现代化的施工技术能够确保施工过程的安全性。通过分析和研究施工技术工艺，

分析具体施工期间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促进建筑工程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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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相应促进了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优化创

新。高支撑模板体系由于具备较强的适应性和承载力，被广泛应用

到模板工程建设中。现阶段，高支模现浇混凝土施工的技术工艺与

管理不当问题严重，从而导致支撑体系时常出现倒塌和失稳问题。

工业厂房等各类建筑工程建设期间所应用的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多

是施工所使用的混凝土构件模板支撑搭设高度 8m 及以上。尤其在

工业厂房施工过程中存在较多，合理应用高支模施工技术，有助于

提升工程建设质量和水平。 

1、工程概况 
铜陵有色年产 2 万吨高精度储能用超薄电子铜箔项目一期主厂

房工程，建设地点在铜陵市经济开发区。外边轴线总尺寸为 135.10 

m×75.95m，现浇二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中间主跨屋盖为装配

式混凝土结构。主要在 A-E×1-13 轴 14.000~14.850 屋面梁、板、

B-E×14-24 轴 14.000~14.850 屋面梁、板，具体详见下面 1-13、

4-25 轴区域图，图示中阴影部位为高支模部位。 

 
图 1 建筑工程概况图 

2、高支模施工技术分析 

2.1 施工前准备 

（1）施工技术：在进行建筑施工前期，技术人员需要制定一
套完整的施工技术执行方案，并且联合专业机构进行技术检测与审
核，最终方案要经由专业技术负责人签字实施。同时还可以请教技
术专家对施工技术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适当调整施工方案的具
体细节，施工人员必须拿到项目负责人与技术人员的双方签字合同
后才能进行施工。 

（2）施工安全：脚手架操作者必须具有专业的操作技能与证

书，这是进行高大模板施工的一个重要安全因素，施工人员在施工
期间必须佩戴好所有的安全措施，并且要按照安全操作准则与施工
设计方案的内容进行安全施工，不能有丝毫懈怠。此外，施工方要
不断加强操作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这样才能有效规避事故的发
生。施工负责人应当确保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为施工人员提供安全
的操作环境。 

2.2 构造要求 

在搭设高支模体系时，应当按照施工标准要求进行，满足施工
脚手架扣件施工构造要求。 

2.3 立杆施工 

施工所应用的钢管规格、间距以及扣件都应当满足工程设计要
求，将底座和垫板设置在钢管底部，垫板的厚度应当控制在 50mm 以
上，并且梁板立杆间距应当控制在整倍数。在立杆接长时，不能采用
搭接方法，需要使用对接扣件进行连接。邻近的立杆接头不能设置在
同步内，对接接头沿着错开的距离也应当控制在 500mm 左右，不同
接头中心与主节点的距离应当控制在步距的三分之一以内。 

2.4 水平杆 

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拉直每步纵向水平杆和横向水平杆，在确
定水平杆距离时，应当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方案决定。模板与立杆底
部距离 200mm 位置，应当设置横向扫地杆和纵向扫地杆。将水平拉
杆设置在可调节支托底部。按照下图所示，明确水平对接接头位置。 

 
图 2 水平对接示意图 

2.5 可调节顶托 

对于可调节顶托来说，伸出的长度应当控制在 200mm 以内，
如果可调节托座的螺杆伸出长度超过 200mm，则应当通过水平拉杆
进行固定处理。 

2.6 木方搭接 

对于木方搭接位置来说，则应当设置稳固的支顶支撑，搭接长
度应当超过可调节顶托的 150mm 左右。 

2.7 剪刀撑 

对于水平剪刀撑来说，应当从顶层向下设置水平剪刀撑，设置
间距控制在 2 步（150cm）左右，顶部、底部各设一道水平剪刀撑，
具体位置是指：底部在扫地杆 200 处，顶部在梁底部设水平剪刀撑。
对于竖向剪刀撑来说，高支模区域内应当设置连续剪刀撑，在Ⅰ类
梁单侧设置竖向剪刀撑，在Ⅱ类梁两侧设置竖向剪刀撑。剪刀撑的
设置角度应当在 50°左右，且与地面呈现出 50°角。剪刀撑应当
连接到相邻近的立杆中，这样可以维护架体的整体性。 

2.8 拉接连杆墙 

如果支架的高度在 5m 以上，则应当在立柱中间和外侧预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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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柱的位置，并且设置间距控制在 7m 左右，竖向间距控制在 2.5m
左右。按照工程的实际情况，采用搭接方式连接架子和柱抱箍，连
接跨度应当超过两跨度满堂架。 

2.9 其他措施 

普通螺旋杆使用对拉螺栓，允许拉应力为 160N/mm2，且首道
对拉螺栓应当控制在与梁底部距离 200mm 位置。该工程立杆基础
为一层顶混凝土梁板，须验算立杆基础，使上部高支模安全受力。
这里，必须向设计单位查询一层顶楼板设计承载力，并试验检测现
场砼强度。经验算，立柱承载力满足要求。 

3、高支模施工要求 

3.1 施工顺序 

放出轴线及梁位置线，定好水平控制标高→梁板支模架搭设→
铺设梁底主次龙骨→梁底模及侧模安装→铺设板底主次龙骨→板
模板安装→梁板钢筋安装→梁板砼浇筑→混凝土养护，达到规范要
求的拆模强度→拆模申请经监理审批，同意拆模→拆除梁、板模板，
清理模板→拆除水平杆、剪刀撑及立杆 

3.2 顶板模板施工 

在开展顶板施工时，必须严格按照设计施工方案的相关数据进
行，进行模板、小楞以及满堂架施工。在施工过程中，还应当关注
到板面标高和楼板厚度问题，尤其是屋面板高度问题。 

3.3 梁模板施工 

在开展梁模板施工时，首先需要进行底模安装，在安装施工期
间，应当对准中心线，并且进行校正处理，确保底模水平。之后再
进行侧模安装，侧模具应当与底模具呈现直角。其次，按照施工的
相关标准规定，跨度应当控制在 4m 左右，模板起拱，且高度控制
在全跨长度的 3/1000，长度应当控制在 0.3m 以内。对于梁体支撑
架来说，应当连接到墙、柱和板的支撑架上，形成整体支撑体系，
以此提升刚度和稳定性。 

3.4 剪力墙与柱模板施工 

为了确保柱子的垂直度，柱模板支撑必须连接到支撑承重架
上，以免浇筑混凝土时，由于荷载影响出现位移问题。电梯井剪力
墙上部板应用花篮螺丝和铁丝调节局部位置，这样可以确保上口平
直，在墙体模板中可以实现横平竖直效果。 

3.5 砼施工 

先浇筑施工垂直构件柱与剪力墙砼，柱与剪力墙砼强度应达到
70%，模板承重架与已浇筑砼柱拉结。梁、板砼浇筑不宜采用一次
浇筑成型，梁分层(厚度为 400mm)浇筑。 

4、高支模施工的质量控制措施 

4.1 严格控制高支模安全准备工作 

在开展高支模施工之前，应当审核和检验相关施工材料和设
备。检验环节的目的在于对高支模搭设材料的性能与质量进行判
断，全面落实标准化安装施工要求，还应当满足施工环节对于工程
材料和设备的要求。在安装高支模之前，不仅需要检验搭设材料的
质量与性能，还应当指派技术人员做好施工的前期检验，以此消除

施工安全隐患，深入分析和研究施工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对于高
支模设计人员来说，在实际施工期间也应当考虑到施工人员的意见
和建议，针对施工期间所出现的问题，优化调整高支模。这样才能
够在整合分析中，优化调整高支模设计工作，维护此项工程的顺利
有效开展。 

4.2 明确高支模安装顺序和施工技术 

在开展厂房建设之前，必须优化设计高支模的安装顺序，以此
确保模板结构与质量，还有助于维护模板体系的稳固性。由于模板
施工质量会直接影响混凝土浇筑质量，为了避免具体施工中发生安
全问题。在工程施工期间必须根据标准化顺序，建立和安装模板。
在工程建设期间，明确模板的安装顺序，并且按照标准化施工顺序，
不断优化和完善施工过程，这样有助于提升施工效率和质量安全，
充分发挥出施工技术的作用和价值，确保厂房等建筑工程建设的标
准化发展。同时，还可以减少工程偏差问题，从根本上提升建筑工
程的技术水平和质量安全。 

4.3 注重施工人员的技术指导 

在建筑工程各施工环节中，工程人员必须参与岗前技术培训和
安全教育，能够深入分析和研究模板施工的技术工艺。通过培训教
育活动，能够不断提升施工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对于施工企
业来说，也应当关注施工人员的福利待遇问题，特别是关于施工模板
的技术工艺以及薪资待遇，以此确保建筑工程的顺利有效开展。 

5、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工业厂房等建筑工程建设规模的持续扩大，高

支模施工被规范应用到具体施工建设中，已经成为工程建设的重要
内容。施工质量会对建筑功能造成直接影响。在厂房建筑中应用此
种施工技术，可以全面发挥出建筑的功能作用，并且联合高支模施
工技术特点，深入分析施工要点，具体施工措施以及施工要求，并
且通过标准规范化技术工艺，全面提升工程建设的质量与安全。将
高支模施工技术应用到工业厂房建设中，可以有效解决施工难点问
题，明显提升施工建设效率与质量，为其他工程建设提供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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