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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结构中的预制叠合板
施工技术应用分析

●苑腾飞

　　

[摘要]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装配式建筑逐渐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建筑结构,尤其在绿色建筑、节能减

排等方面,该结构表现出更为显著的优势.预制叠合板作为装配式建筑中的关键构件,具有缩短工期、提高

施工质量、减少施工污染、优化施工现场管理等优点,其应用技术也在近年来呈现出逐步成熟态势.本文通

过对装配式建筑结构中的预制叠合板施工技术进行全面分析,明确其技术优势与应用要点,以期为装配式建

筑的推广应用提供有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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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配式建筑结构是一种通过标准化设计生产预制构

件，并在施工现场进行组装的建筑形式，其核心特

点是工厂化预制和现场拼装，构件之间通过钢筋锚固、焊接

或灌浆等技术连接，形成整体受力体系。 不同于传统现浇

结构，装配式建筑结构减少了现场湿作业，提高了现场施工

效率。 因此，在近年来建筑产业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趋势下

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市场的广泛认可，而预制构件技术及其市

场也随之迅速发展壮大。 其中，预制叠合板便是装配式建

筑结构的常用构件，因具有良好力学性能，已被广泛应用于

多层和高层建筑中。

预制叠合板概述

(一)预制叠合板的基本构成

预制叠合板是一种由钢筋混凝土材料制成的复合构件，

分为预制部分和现场叠合层两部分。 预制部分通常在工厂

中完成，由高强度混凝土和钢筋保证其强度、刚度和耐久

性，在建筑中主要负责承担施工阶段的临时荷载和一部分永

久荷载。 现场叠合层则是在施工现场现浇混凝土，通过与

预制层结合形成整体受力的楼板系统，钢筋贯穿预制部分与

现浇部分，使叠合板兼具高强度、抗裂性和良好的施工适应

性。 一般情况下，预制叠合板可以分为单向叠合板和双向

叠合板：单向叠合板主要用于承受单向弯矩的构件，而双向

叠合板则能够承受双向弯矩的作用，适用于更为复杂的受力

条件。

(二)装配式建筑结构中预制叠合板的技术优势

１．缩短工期，提升施工效率

应用预制叠合板能够显著缩短施工工期。 传统现浇混

凝土结构施工需要模板搭设、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等多道

工序，而这些工序又容易受到气候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容易

导致施工进度延误。 相比之下，预制叠合板的底层在工厂

预制完成后，现场只需简单吊装、叠合操作，随后再进行顶

部混凝土现浇，施工周期明显缩短，尤其对于大规模、长工

期建筑项目而言颇为友好。

２．提高施工质量，减少人为误差

在传统现浇混凝土施工中，由于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

工艺的复杂性，施工质量极易受到现场工人技能水平、环境

等方面因素影响。 但是，预制叠合板的底板部分是在工厂

中按照统一质量标准生产的，预制过程中的工艺控制更加严

谨科学，从而能确保叠合板具有质量一致性。 此外，工厂

预制能够减少现场操作中的误差，提高叠合板的整体精度，

以保障装配式建筑结构的整体质量。

３．减少施工污染，实现绿色施工

使用预制叠合板，一是预制构件生产过程中可以更高效

地控制材料使用量、减少浪费。 二是有助于减少施工现场

的粉尘、噪声及建筑垃圾排放，使施工符合节能减排和绿色

建筑要求。 三是能够显著减少现场湿作业量，降低环境污

染，与近年来建筑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高度契合。

４．改善施工现场管理，减少人员需求

传统现浇混凝土施工对现场施工人员的需求较大，钢筋

绑扎、模板支护和混凝土浇筑等各个环节均需要对应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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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然而，应用预制叠合板技术可以简化现场施工流程，

减少对施工人员的依赖。 因为施工人员主要负责叠合板吊

装和简单的叠合作业，其他复杂工作环节已经在工厂预制环

节完成，施工现场对施工人员的需求量其实并不大。 人员

需求减少，现场协调、沟通管理的难度也大大降低，更有条

件实现现场的精细化管理。

预制叠合板施工技术的应用要点

(一)精确吊装与定位

预制叠合板通常尺寸、重量较大，因此，吊装过程中需

要使用塔式起重机、履带式起重机等专业起重设备。 吊装

前，施工人员必须根据叠合板重量、形状和重心合理选择吊

点，通常采用四点或多点吊装方法，特别是对重心偏移较大

的板材，吊点设置需进一步优化，以保证吊装时叠合板的平

衡稳定。 吊索材质通常选用高强度钢丝绳或合成纤维绳，

吊索长度需要经过精确计算，使其在吊装过程中受力均匀，

避免出现一侧过度倾斜或板材移位等情况。

进行叠合板定位时，需要使用激光测量仪等高精度定位

设备，精确测量标高、水平和垂直偏差，确保叠合板与设计

图纸中的位置相一致。 为减少叠合板在吊装和定位过程中

的误差，常采用临时支撑或导向装置来辅助叠合板的对位。

在叠合板落位后，通过调整吊装设备的微操作功能以及使用

支撑杆，进一步调整叠合板的微小偏差，确保其与设计标高

及水平度吻合。 叠合板的边缘位置需要尤其关注，防止板

边缘与相邻构件产生间隙过大、过小的问题，通常要求吊装

后的叠合板与设计轴线偏差控制在±５mm 以内，板缝宽度

控制在２０～２５mm，避免影响后期灌浆作业。 为提高操作

精度，可在叠合板四角预留安装孔或导向销，通过这些固定

孔位将叠合板与预埋件进行暂时固定，随后根据测量结果进

行精细调整。

(二)钢筋连接

钢筋连接主要包括叠合板预埋钢筋与现场结构钢筋的连

接。 常用钢筋连接方法包括搭接焊、套筒连接和锚固连接

等，具体方法根据结构设计和受力要求进行选择。

１．搭接焊接技术

搭接焊接技术是指将两根钢筋在搭接长度范围内进行焊

接，使其形成一体。 通常，搭接长度根据钢筋直径确定，

一般为钢筋直径的３０～５０倍。 焊接时的操作温度、焊接顺

序以及焊缝质量对钢筋的连接效果有直接影响。 焊接温度

通常控制在１２００～１６００℃之间，过高的温度容易导致钢筋

脆化，过低则会造成焊缝不牢固。 焊接时，应先将钢筋表

面的氧化层和油污清除干净，以保证焊接过程中钢材的良好

接触；完成焊接后，必须对焊缝进行外观检查和无损检测，

确保焊缝整体均匀，无裂纹、无气孔。

２．套筒连接技术

套筒连接技术是一种相对高效的钢筋连接方式，具有安

装简单、受力均匀、抗震性能好等特点，特别适用于大直径

钢筋连接，其原理是通过螺纹套筒将两根钢筋的端部连接起

来，使其能够传递拉力和压应力。 施工时，需要在预制叠

合板的钢筋端部预留螺纹接口，然后在施工现场通过套筒将

钢筋进行连接。 套筒连接的关键在于钢筋端部螺纹加工的

精度，以及套筒与钢筋的紧密配合：螺纹加工时，必须使用

专业设备，确保钢筋端部的螺纹长度和螺距符合设计要求；

连接套筒时，需确保螺纹完全啮合，避免松动滑脱。

３．锚固连接技术

锚固连接技术主要通过预制叠合板中的预埋钢筋与现场

钢筋进行锚固，常用于墙板与楼板之间的连接。 锚固钢筋

通常采用L型、U型或直锚型式，以确保钢筋在混凝土中的

嵌入深度足够，能够有效传递拉力和剪力。 锚固长度设计

根据钢筋直径和混凝土强度等级确定，通常要求嵌入混凝土

中的钢筋长度不小于钢筋直径的４０倍。 在混凝土浇筑前，

施工人员应检查钢筋绑扎和锚固情况，确保其符合设计要

求。 此外，为提高锚固区的混凝土密实度，可在锚固点附

近设置振捣器，确保混凝土与钢筋紧密结合。

(三)板缝灌浆

板缝灌浆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高强度水泥浆填充板缝，实

现预制构件之间的紧密连接，增强结构的整体性与抗裂性。

在灌浆材料选择与配制上，通常选用具有良好流动性、

早强性和膨胀性的高强度水泥基灌浆料，其强度等级一般不

低于C４０。 为确保灌浆料能够填充板缝的每个角落，通常

加入适量的膨胀剂和减水剂，以提高材料的流动性与密实

度。 水灰比需严格控制在０．３～０．４之间，搅拌时间应控制

在５～１０分钟，确保材料充分混合、无结块现象。

板缝灌浆施工前应先清理板缝中的杂物灰尘，使用高压

水枪对板缝进行湿润处理，避免接缝表面吸收水分过快。

对于较宽的板缝，可在接缝两侧设置挡板，防止灌浆料流

出。 灌浆施工一般采用重力灌浆法和压浆法：重力灌浆法

适用于板缝较窄、长度较短的接缝，施工时将灌浆料从一端

缓慢注入，通过自重作用填充整个缝隙。 压浆法适用于板

缝较长或较宽的接缝，采用专业压浆设备通过加压方式将灌

浆料注入缝隙中，中途需保持稳定压力，避免灌浆料溢出或

填充不完全。 施工时应密切监控灌浆料的流动情况，避免

出现灌浆不密实、气泡或空洞等问题。 为确保板缝的密实

性，需在灌浆过程中适时振捣，或采用人工敲击板缝附近的

构件表面，促使灌浆料均匀分布。 完成灌浆后应立即对灌

浆表面进行收平处理，并在灌浆料初凝前对板缝进行覆盖，

保持湿润，防止表面干缩开裂。

灌浆完成后需进行７～１４天的湿养护，尤其是高温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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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更应覆盖湿麻袋或薄膜，通过定期洒水来保持灌浆料

的湿润状态，避免灌浆料受阳光直射或风吹，防止表面水分

蒸发过快导致开裂。 在灌浆料硬化后，需对板缝进行检

测，常用检测方法包括目测检查和无损检测：目测检查主要

观察灌浆表面的平整度、密实度，确保无明显裂纹或孔洞。

无损检测则采用超声波或雷达检测技术，检测灌浆层内部是

否存在空隙或不均匀区域。

(四)防水与保温处理

防水处理主要集中在板缝、板面和接缝处。 常用的防

水材料包括聚氨酯防水涂料、改性沥青卷材、聚乙烯丙纶防

水卷材等，这些材料具有较强的抗拉伸、抗撕裂性能，能够

在高低温环境下保持良好的防水效果。 在施工前，对于预

制叠合板的接缝处，通常采用嵌缝胶进行密封处理，嵌缝胶

的材质可选择聚氨酯、硅酮等具有弹性和防水性能的材料，

能够随建筑物的热胀冷缩微小变形而保持接缝的密封性。

防水涂料的涂刷厚度一般要求达到１．５mm 以上，分层涂

刷，并在每一层涂料未完全干燥之前禁止进行下一步施工，

确保其具有足够的防渗透能力。

保温处理和建筑节能设计息息相关，尤其是冬冷夏热的

地区，预制叠合板保温处理能够有效降低建筑能耗、提升居

住舒适度。 常见保温材料包括挤塑聚苯板(XPS)和发泡聚

氨酯(PU)。 其中，挤塑聚苯板作为一种高效保温材料，具

有较高抗压强度，其导热系数一般在０．０３０W/(m·K)左

右，能够有效阻隔室内外温差传导。 发泡聚氨酯则以其轻

质高效的保温性能广泛应用于外墙保温系统中，施工时通常

采用喷涂工艺，形成无缝保温层。 施工过程中应注意保温

材料的粘贴质量，确保其紧密附着在叠合板表面，避免因空

鼓或脱落影响保温效果。

(五)现场混凝土叠合层浇筑

现场混凝土叠合层浇筑，是预制叠合板施工中的最后一

道关键工序，叠合层通过现场浇筑形成，使预制部分与现浇

部分有效结合，构成整体结构。

现场浇筑的混凝土必须根据设计要求进行配合比设计，

通常要求叠合层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低于C３０、水灰比控制

在０．４５～０．５５之间。 为了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性能，可在配

合比中适量添加减水剂或膨胀剂，以减少混凝土的收缩裂

缝。 混凝土搅拌时，需确保材料均匀混合，搅拌时间一般

控制在３～５分钟，搅拌过程中需避免出现骨料分离、结块

等现象。

浇筑前，需在预制叠合板表面涂刷一层水泥浆或专用界

面剂，确保预制层与现浇混凝土粘结良好。 浇筑时，混凝

土应均匀倒入叠合板上，并使用振捣棒进行充分振捣，排出

混凝土中的空气。 采取分层浇筑，每层浇筑厚度不宜超过

３０cm，确保混凝土能够充分振捣并与预制层紧密结合。 为

避免产生混凝土裂缝，施工时应控制浇筑速度，确保混凝土

各层的初凝时间一致。 浇筑完成后，应立即进行表面找平

和修整，以确保叠合层表面平整无气孔，并采取回弹法、超

声波检测和取芯检测等方法，对叠合层的厚度、强度、密实

度等进行检测。

结束语

随着建筑行业相关技术的不断创新，预制叠合板施工技

术也在不断发展完善。 材料方面，轻质高强度材料的应用

将进一步减轻叠合板的自重；施工工艺方面，自动化吊装设

备和智能化施工管理系统应用，势必会显著提高施工安全性

与精确性。 综上所述，预制叠合板技术作为现代装配式建

筑结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前景广阔，将为建筑业

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从而推动建筑行业

迈向更加绿色、智能、高效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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