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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在保障房PC建筑中应用初探及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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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标准化发展是推动企业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必经之路，预制混凝土(Precast Concrete)装配式建筑作为一

种新兴的建设形式，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标准化与PC技术的有机结合对于PC装配式建筑在建筑领域广泛的应用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具体工作介绍了PC转配式建筑中标准化开展的方法及研究方向，并针对应用效益进行了分

析，以期为标准化在PC建设过程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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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预制混凝土(Precast Concrete)装配式建筑具有减少现场

湿作业、建造速度快、节省人工和材料、作业环境良好等优

点，越来越受到建筑行业青睐，在我国总体上呈现出规模化

发现态势。PC装配式建筑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一直面临的一个

关键难题就是投入成本过大，大规模高速推广装配式建筑的

前提是可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构件的类型、规模

尽可能少，并且要尽量规格统一，趋向于标准化，《国家标

准化发展纲要》也明确指出标准化发展是推动企业由数量规

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必经之路[1]。

保障性住房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居住问题，

由政府直接投资建造并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或者政府以一定

方式向社会房屋建设机构提供补助，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

价格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或出租的住房[2]。由廉租住房、经

济适用住房、政策性租赁住房、定向安置房等构成，具有客

户群体需求相近、开发周期快、成本控制严、产品线较单一

等特点。针对保障性住房以上特征，标准化研究将有效提升

效率，降低投入施工成本，更好助力PC装配式建筑在建筑尤

其是保障房领域更广泛的应用。

2  保障房 PC建设中标准化技术应用概况

目前，上海区域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复中地上总建筑面

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居住建筑尤其是保障房建筑基本实现

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2016年4月1日以后完成报建保障房项

目，建筑单体预制率不低于40%或单体装配率不低于60%[3]。

设计、施工单位及装配式生产厂家已逐渐意识到在住宅PC建

设中标准化的重大意义并有部分单位开展了初步的研究，但

目前的研究大多深度不足且主要为单位独立进行内部研究，

并没有整合项目参建多方资源，互相沟通不充分，没有打通

项目参建单位专项交流通道，不能实现很好的落地性。

3  标准化在保障房 PC建筑中的应用

通过具体开发项目为载体，以建立保障房PC标准化成

果为导向，充分调动各参建单位技术力量进行了相关研究，

将理论研究与项目实践有机结合，确保成果的可操作性、可

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3.1  研究方向

保障房PC标准化的研究方向主要为PC装配式建筑户

型、PC预制件、剪力墙设置、以及点位的标准化，通过这些

方面的标准化研究工作，可针对典型户型针对性制定PC构件

（包含形状尺寸、留洞位置及尺寸、点位等），有效减少预

制构件的种类，优化减少异形或特殊构件数量。

3.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查阅文献资料了解标准化研究的方

法，阅读、分析、整理有关文献材料和相关规范、规程及标

准，全面、正确地研究保障房项目相关的要求；（2）对比

法。收集保障房项目案例，针对同一户型不同设计方案进行

横向对比，比较主要参数，分析各设计方案优缺点，综合衡

量多因素确定标准化初步成果；（3）访谈法。将标准化成果

与用户代表、专业人员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各方需求、意

见和建议，根据被访谈者的意见答复完善、优化保障房标准

化研究成果；（4）“BIM+”技术验证法。借助数字化手段，

针对各标准化成果建立BIM模型，同时利用FUZOR等第三方

软件对标准化成果进行漫游查看，直观感受成果可行性和合

理性，并在模型中进行优化调整，优化后将BIM技术与3D打

印技术结合形成三维打印模型，用于模拟拼接和技术交流。

（5）专家征询法。将标准化成果提供给业内相关专家进行

意见征询，收集各方意见和建议反馈，并将各方反馈有效落

实到相关研究成果内；（6）应用案例分析法。将标准化研

究成果与项目开发实际结合，在建设过程中不断检验修正标

准化成果，发现问题及时反馈进行专项研究，保证最终标准

化成果具有较高的落地性。

图1  BIM+3D打印技术辅助验证分析标准化户型合理性

3.3  主要成果

考虑高层民用建筑不同等级防火要求及疏散要求不同，

户型配置会有所差异，分别针对54m以上住宅建筑（一类）

和大于27m且54m及以下住宅建筑（二类）形成标准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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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主要成果类型如表1所示。

表1  保障房PC建筑标准化成果类型表

高层住宅建
筑类别

户型

类别
建筑面积（m2） 标准化成果

一类

（H＞54m）

大户型

115

标准户型

标准剪力墙设置

标注PC预制件

标准机电点位设置

预制件与现浇体标
准做法

PC构件库

105

98

中户型

87（无障碍）

85

75

小户型
60

55

二类

（27m
＜H≤54m）

大户型
110

98

中户型

85（含无障碍和
常规两类）

80（含中间套及
边套两类）

75

小户型
60

55

4  标准化应用效益分析

标准化应用的研究平台既可以培养企业创新研究型人

才，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也会为企业带来广泛的社会效

益、企业效益、时间及经济效益。

4.1  社会效益

（1）PC标准化的研究优化了装配置建筑的设计、生产、

管理等全周期流程，有效提升装配式建筑的劳动效率，带动

产业全面升级，对于装配式构件生产机械化和智能化提供帮

助，有效推进装配式建筑的普及应用，具有重大的社会效

益。（2）PC标准化的研究有助于产品整体品质提升，提高用

房居民体验感和住户满意度，为后续物业服务统一管理、建

筑维修等方面工作提供便利。（3）标准化的研究减少了模板

量和钢材应用，减少堆放场地，提高了成品率，减少了废弃

物的数量，相应带来能源及水源等应用降低。具有更好的环

境效益，减少碳排放，更绿色环保，助力实现“碳中和”。

4.2  企业效益

（1）通过在民生工程建设领域认真研究创新标准化管理

方法，尤其对于保障房等民生项目建设以更高的质量、更快

的速度推进，体现了企业的责任担当。

（2）能够有效实现项目管理经验在最大范围内的复制和

推广，最大限度地节约企业建设及管理成本。

（3）PC标准化研究有效减少了异形构件及特殊构件数

量，可替换程度更高，有利于车辆运输，降低了现场施工难

度，避免质量通病和安全死角，减少各种风险的重复发生，

更有效地推动企业向现代化管理转型。

4.3  经济效益

预转装配式住宅建造成本主要包括：决策成本、设计成

本、建筑安装成本以及配套设施成本[4]。

（1）PC拆分设计环节

采用标准化设计，将设计一次到位，将减少PC拆分设

计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标准化的PC构件可以缩

短PC拆分设计时间，保证设计质量；降低PC拆分设计的出

错率，减少设计阶段的返工；设计中遇到的构件碰撞问题，

首次调整解决后，后续将不再重复出现，有利于保障施工工

期；PC专项设计人员的工作量减少，设计成本降低。

（2）生产环节

采用标准化设计，避免过于复杂的设计，模具型号减

少，提高模具利用率及周转率，降低模具的摊销费用，减少

PC构件的生产成本，可以更高效合理地设置拆模、组模、

合模等工序的流水线，提高生产效率；便于培养技术熟练工

人，提高单人效率可相对减少用工人数，降低生产人工费。

（3）存储备及运输环节

采用标准化设计，可控制单板重量及长度，有利于提

高单次运输的装载率，降低运输成本；预制构件的养护和存

放，都需要专门的场地并需要专人进行管理，仓储费用与仓

储时间和仓储面积成正比。采用标准化设计，由于构件可以

共享，工厂储备的构件量可以降低，节约仓储成本。

（4）施工及管理环节

采用标准化户型及标准化PC构件，可形成标准化的吊

装流程，能够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施工出错率，缩短施工周

期。采用标准化设计及施工，可以提升现场管理人员的管理

效率，可以节约管理成本。

5  结论

在PC建设过程中加强标准化研究，尤其针对保障房等

建设体量大、时间要求紧且对于需求一致的开发类型，可更

有效提高开发效率，提高建设品质，项目规模越大，预制构

件的种类及数量越多，更体现出标准化规模效应，具有更多

的时间和经济效益。是未来建筑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工作。标准化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全专业、系统化

协同的过程，更需要多方共同合作完成，随着时间与经验的

积累，标准化的研究成果也会越来越重要，效益越来越明

显，将有效助力房地产企业的转型，更好实现房地产行业的

长久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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