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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工程中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应用分析

●李文强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和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动,对于住宅的数量以及施工效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住宅工程实际建设和施工时,采用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能够有效解决住宅施工过程中的噪声

污染问题.因此,现阶段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成为住宅工程的核心专业技术手段之一.针对此种现状,施工

团队要结合住宅工程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建筑要求,科学合理地选择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最大程度地

提高住宅工程的施工效果.本文详细分析了装配式建筑的基础概论,并结合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所具有的

优势与特点,进一步探索了住宅工程中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内部结构以及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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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主要将住宅工程所需要的

施工组件提前生产和制作，随后运输至施工现场通

过适合的连接方法完成建筑工程的制造，以此有效地节省建

筑资源并从根本上保证施工效果。 随着社会大众对于建筑

行业的逐渐关注和重视，装配式建筑技术因自身所具优势，

已成为住宅工程中的基础施工方式之一。

装配式建筑概论

装配式建筑是指在住宅工程实际进行项目建设和施工的

过程中，部分建筑构件或者全部建筑构件通过生产厂家提前

加工制作完成，并将制作完成的建筑材料运输至施工场地

内，再由建筑施工人员进行组合或者安装。

为了保证住宅工程的施工效果，选择装配式建筑施工技

术时，需要在施工现场提前预留施工区域和孔洞空间，以此

降低建筑结构组装的难度系数，随后利用混凝土对组装区域

进行浇灌即可完成住宅工程的施工。 相对于传统的施工方

法和建筑技术来说，装配式建筑技术的施工效率较高，也能

够有效提高住宅工程的施工质量。 选择此种施工技术手

段，能够极大地降低施工团队人力资源的消耗、减少施工企

业的经济成本支出，因此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已经成为目前

住宅工程的常见应用技术手段之一。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优势

(一)降低能源损耗

根据现阶段我国各地区住宅工程施工现状进行综合分

析，工程项目在建设时，所使用的水泥以及钢材等建筑能源

消耗相对较多，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能源建筑材料使用，比

如，硅酸盐。 因此越来越多的施工团队将装配式建筑施工

技术应用到住宅工程施工项目中，有效降低了能源的损耗，

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压力。 比如，实际进行住宅施工和建

设时，可以提前将墙板楼梯等相关区域通过厂家进行制作，

以此减少外部钢板的使用数量；在阳台区域进行施工时，可

以提前生产和制作折叠板，有效减少阳台外部脚手架的综合

使用数量。

(二)缩短施工时间

在住宅工程施工过程中，传统的建筑施工技术想要从根

本上保证住宅工程的建设效果，通常需要选择常规的地面防

水处理、窗口以及门口收口处理等方式，以上施工内容相对

比较复杂，通常施工时间至少１~２个月。 而装配式建筑施

工技术可通过生产厂家提前生产和制作外部墙板，在施工现

场团队仅需要将墙板施工区域提前预留即可，这样就有效缩

短了住宅工程在施工时的所需时间。

(三)完善渗漏问题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还能有效改善住宅工程项目常见的

渗漏问题。 住宅工程选择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时，可以将

建筑材料运输至加工工厂，提前制作住宅工程所需要的外墙

面板，施工团队则需要针对外墙位置提前预留门窗口，等待

外墙板制作完成后运输至施工现场，利用混凝土按照施工方

案科学合理地连接，能够有效避免外墙板出现结构缝隙以及

渗水情况。 除此之外，实际进行墙板连接时，施工团队还

可以根据住宅工程的设计方案，将预制装配式混凝土板的间

距控制在２０~５０毫米，此种施工方式不仅能够有效释放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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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板自身的应力，还可以避免材料热胀冷缩造成裂缝和

损坏。

(四)降低环境破坏

传统住宅工程施工时往往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而建筑

材料在运输装卸以及存放过程中也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

破坏。 选择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能够有效避免需要运输

大量建筑材料的情况，这样不仅能有效控制施工现场的环境

破坏以及扬尘情况，还可以尽可能降低对建筑工程周边自然

环境的污染和损坏。

装配式建筑结构构成

(一)砌块与板材

在住宅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

是保证工程项目施工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该技术在实际

应用时，主要依靠稳定的连接方式将已经生产和制作完毕的

施工构件进行连接，以此完成工程项目的建设和施工。 装

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能够根据住宅工程的施工特点和施工要求

划分为不同的施工类型，根据应用特点主要划分为砌块与板

材等两种施工形式。 砌块建筑主要指在住宅工程施工时通

过块状预制材料进行堆砌并制作成结构墙体，随后运输至施

工现场进行连接，通常应用于建筑物的３~５层。

板材建筑同样是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重要类型之一，

该技术主要根据住宅工程的内部结构特点，选择适合的连接

材料，实现墙体的施工。 由于其板材自身材料优势明显，

自重较轻并且具有一定防震功能，通常在大型内外墙的施工

和建设中被广泛运用。

(二)盒式建筑与骨架结构

住宅工程项目中，盒式建筑是常见的一种建筑类型，此

种施工形式主要由板材建筑完善和优化而来并利用盒式吊装

完成工程建设。 在实际应用时，安装速度相对较快，工业

化水平较高。 骨架结构主要指板材以及预制骨架共同结合

后所形成的施工材料，此类型的结构通常由两种承重形式所

展现。 其一，住宅工程楼板以及立柱相互结合后，能够形

成稳定性较高的承重结构体系。 其二，在住宅工程房梁以

及立柱承重的基础条件上，结合各楼层的内外墙板共同构成

承重结构体系，但由于此种类型的施工范围相对较高、经济

投资大、运输不便利，应用频率相对较低。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应用策略

(一)应用策略

１．平板制作安装

对于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来说，转角板是确保装配式内

部结构稳定性的重要构成。 零部件为了提高工程项目的施

工效率，通常将转角板的厚度设定在１~３毫米，但由于大

多数转角板自身的体积较大，在运输过程中一旦操作不当极

易出现结构折断或者结构破损等相关问题。 尤其当转角板

的转角受到外力影响和冲击后，会产生明显的弯曲现象，进

而影响后续施工效果。 另外，转角板在储存时如果出现管

理疏忽，同样会导致板材撞角造成角度出现变化。

外墙保温层的平板材料在实际施工时，同样会由于外界

因素的影响出现断裂脱落或者损坏等相关问题。 如果不能

加以解决，则会成为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中影响住宅工程施

工效果的问题之一。 其核心原因是平板材料在加工时经常

采用三明治的内部构造，如果墙板在生产和预制过程中不能

确保其三层面相互统一，相互协调，那么在后续安装和施工

时，则容易造成保温层断裂甚至脱落。

２．注浆控制

对于住宅工程来说，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结构连接方

式对工程项目的稳定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常

采用的是注浆控制方式，但是该技术在实际应用时容易受到

人为因素、机械设备因素、外部环境因素、技术层次因素以

及材料因素等相关方面的影响，从而降低结构件的连接

效果。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所使用的结构件在连接时，需要施

工人员针对注浆原材料的基础含量以及搅拌频率进行精准控

制。 如果过早拌和会在外部温度的影响下造成浆料水分大

面积蒸发，致使连接结构件的中层砂浆层出现结构裂纹，从

而影响结构构件的连接效果。 同时，浆料的基础添加含量

如果出现明显的偏差，也会影响浆料自身的饱满性。

住宅工程施工过程中，上下钢筋以及墙体套筒施工时，

施工团队通常会选择截断或者弯折上下结构层钢筋的形式来

矫正各个结构层之间的偏差系数，这就会造成建筑结构的稳

定性降低。 除此之外，在住宅工程施工现场也需要针对套

筒注浆位置以及注浆厚度进行科学合理的检查，避免施工现

场的注浆设备出现损坏影响设备的注浆性能。

３．后脚段施工

在后脚段施工过程中，对连接结构架的关键点进行混凝

土浇筑，是提高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应用安全系数的重要环

节。 但在实际进行应用和建设时，如果施工人员在针对施

工现场的住宅工程钢筋进行深化设计和方案规划时不能做到

针对装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则会导致钢

筋结构件在生产和制作时出现精准度偏差，现场连接时也较

容易出现t型节点问题。 进而可能造成钢筋与结构模板连

接出现严重偏差，影响后续施工的正常开展。

(二)质量控制策略

１．科学使用辅助工具

建筑工程在使用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时，针对预制装配

式建筑运输安装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结构破损转角弯折等相关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智慧城市　　Zhihui Chengshi

１１６　　　　 前卫 　２０２３．７

情况，施工团队可以在运输安装储存以及管理时选择适合的

吊具设备。 利用吊具设备有效转移转角板所受到的冲击力

量以及拉扯力量，以此降低转角板在运输安装以及储存过程

中所出现的破损概率。

除此之外，为了从根本上保证平板的完整性，生产和制

作厂家须根据平板结构件自身的厚度、大小尺寸制作适合的

外部保护套以及橡胶护角，在平板结构件储存运输过程中也

始终使用护角保护结构件。 当结构件安装完成后，还可以

将保护套以及护角回收实现材料的二次使用。

２．减少叠合板跨度

为了尽可能防止叠合板在安装运输和储存时由于板材自

身跨度过大所出现的断裂问题，在实际安装叠合板材之前，

施工团队要与设计团队建立紧密的沟通渠道，并根据设计方

案以及叠合板实际应用情况，针对叠合板自身的使用性能以

及内部构造重新设计和规划。 并在吊装施工期间确保叠合

板自身的跨度始终在安装标准参数范畴内，防止叠合板在施

工时出现结构破损或者断裂等相关问题。

３．吊装桁架筋

为了有效改善叠合板吊装过程中经常出现结构脱落的问

题，施工团队可以直接采用叠合板外部框架吊装，或者直接

对叠合板吊装预埋件周边进行结构加固，以此可有效降低叠

合板的破损率。 此种施工方法不仅能够有效节省吊装所需

要的预埋结构件，还能够最大程度保证叠合板在安装使用和

吊装过程中的完整性。 还能够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安装情

况，科学、合理、灵活、高效地调整吊装设备的施工位置，

最大程度提高施工效果和建设质量。

４．增加孔洞直径

由于住宅工程自身施工所具有的特殊性，选择装配式建

筑施工技术时，预制钢筋结构件与施工现场所预留的孔洞进

行位置连接和对齐过程也会有各种类型的施工问题，因此钢

筋安装成为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应用的重点工作内容。 为

了确保预制钢筋结构件与钢筋孔洞能够更精准的对接，在具

体孔洞位置设定时可以适当增加对位孔洞的直径，以此确保

钢筋孔洞与预制钢筋结构件能顺利连接，提高装配式建筑施

工技术的应用效率和质量，为后续施工环节奠定基础条件。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住宅工程施工的过程中，采用装配式

建筑施工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周围环境的压力，同时

还能够降低能耗、缩减工程施工周期，从而达到降低施工成

本的目的。 因此，在住宅建筑施工时相关人员应注重对装

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结合住宅工程自身所具有

的特殊性，科学合理地搭配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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