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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全球范围内提倡节能减排，

推动产业持续升级和优化，而传统建筑施工模式，因资

源消耗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存在严重环境污染问题，

已经很难适应当前建筑行业发展的需求。装配式建筑施

工技术，是将建筑构件在厂房内加工，后续运送到现场

进行组装的新型施工模式，能够有效促进建筑行业的集

约化发展。该技术的实施，既能提高施工效率，又可确

保工程质量，完全符合绿色施工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当前，国际上普遍采用装配式建筑，但其在施工中还存

在诸多问题。文章通过对技术进行深度分析，探讨优化

措施，对促进建筑行业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一、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概述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是基于产业化制造，在工厂

内按照标准的制造过程，对建筑的各个构件进行预制，

其中包括梁与板，还涉及建筑主体的柱与墙体等，然后

将其运送到建筑现场，通过机械吊装，结合连接等方式

进行组装的新型施工技术。该技术的应用，不仅打破现

场浇注的操作，也可以减少人工作业的传统施工，促使

建筑行业从手工制造逐步走向产业化。

装配式建筑施工，不仅涉及构件的设计和制造，也

包括后期的运输和组装等多个环节。在构件设计过程

中，要注意构件的标准化和模数化，保证每个构件在工

厂生产和现场实际使用的可能性；制造过程中，采用全

自动的生产线，对生产过程和质量进行严密的监控，比

如生产期间，必须保证钢筋绑扎精度控制在 ±2mm 左

右，也要保证混凝土的强度达到设计要求的 100% 才能

后期使用；运输期间，应依据构件的大小和重量，选用

适当的运输工具和安装方法，以防止构件出现损伤；对

于装配环节，可以采用塔吊、吊车等机械，利用精密的

检测和定位等手段，将构件精准地安装到合适的位置，

并采用灌浆套管和螺栓连接等方法，确保结构的完整性

和稳定性。

与传统施工技术相比，装配式建筑技术具备明显的

应用优势。从施工进度分析，可以降低现场上的湿工作

量，以此缩短施工周期；针对质量管理方面，工厂的制

造氛围相对稳定，可以减少人工造成的质量问题；针对

环保方面，该技术可以降低建筑垃圾，减少粉尘和噪声

的排放，充分满足建筑的发展需求。当前随着施工技术

的持续发展，装配式施工技术逐渐走向智能化和信息化，

这给建筑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变化。

二、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具体

应用

（一）标准化构件生产提升施工精度与效率

构件标准化制造是装配式建筑产业化的基础，其关

键是通过构建标准化的制造标准和工艺体系，从而实现

建筑构件的规模化和规范化制造。以某市 28 层的装配式

高层住宅为例，施工期间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基本

理念，将建筑构件分为 6 种类型，分别涉及叠合楼板、

梁、柱、板、预制剪力墙、装修集成墙体，再将其分成

28 个规格种类 [1]。在构件设计期间，利用参数化工具构

建构件类，通过调节构件的主要特征，从而形成各种尺

寸的构件模型，使得构件设计效率提高 50% 左右。

在整个制造过程，通过引进智能化的全自动生产线，

建立钢筋处理、模装配、浇注、蒸养、出料质量检测的

论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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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可持续发展背景，建筑行业实现绿色施工已成为当前的必然趋势，而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因

其具备环保、高效等优势，已逐渐成为推动建筑业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本文围绕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探讨

其应用于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的策略。通过相关案例分析，结合当前施工数据分析，简述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内涵

与优势，进而分析该技术在构件生产、运输、装配等各个环节的应用情况，最后提出强化管理措施。结果发现，装

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可以明显缩短施工周期，减少施工废料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技术兼顾经济和环境效益，

显著提高施工质量和进度，以期为建筑行业绿色优质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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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监控体系，从而实现生产全流程的智能化管理。

其中，针对钢筋加工生产线，可以使用智能焊接机器人，

配合数控弯箍机，可以将钢筋弯曲角度误差减小，精度

控制在 ±1°左右，还可以控制钢筋网片焊接点之间的间

距误差，可以将误差控制在 ±2mm 左右。针对混凝土浇

筑操作，可以利用智能配料器和振动台配合工作，借助

传感器对混凝土的坍落度和浇筑速率进行实时监控，保

证构件的整体密度大于 99%，构件尺寸误差小于 ±3mm。

本次项目以规范化生产为基础，实现每条生产线可加工

35-40m3 构件的能力，比常规的手动流水线提高效果达

到 40% 以上，首检合格率由 85% 提高到 98.5% 左右，返

修率下降至约 1.5%。另外，通过规范化的加工，使得模

板的再利用效率达到 70% 左右，显著减少生产成本。

（二）高效运输与存储保障构件质量

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后，构件从工厂存储和运输环

节，是保证构件整体质量和生产延续的重要环节。针对

运输管理层面，结合某市装配式商业综合体工程为例，

项目施工提前设计预制外墙板，大小达到 6.5m×3.2m，

其重量达到 18 吨，同时还预制各种小型楼梯，配合多个

空调面板等构件 [2]。根据各种构件特点，采取个性化的

运输方式。利用特殊的液压提升输送支架，将大型外墙

板预先嵌入的吊环进行刚性连接，在运输时，车辆安装

GPS 定位和运行状况监控，时速严格控制在 60 公里 / 小

时，转弯时速不得大于 30 公里 / 小时；在搬运过程中，

各构件之间设置 50mm 厚度的 EVA 衬垫，再用胶带将其

与货盘进行连接，以避免因搬运过程中产生的冲击损坏。

构件在现场存储期间，构建 3D 的可视化构件管理体

系。储存区域按照进入时间、安置次序、构件型式的三

维维度分区进行设计，地表为 C30 硬化的混凝土，保持

200mm 厚度，并设有 3% 的排水坡降。大构件竖直堆放，

下部设有可调节的钢扶壁，扶壁间隔按各构件的受力特

性进行计算；针对较小的构件采取货架法进行储存，并

通过构造计算对其进行校核。配备温度和湿度的自动监

控装置，在湿度高于 80% 的情况下，能自动开启除湿装

置，防止构件表面潮湿霉变。经过以上措施，本项目提

出的构件运输损伤率由常规方法的 8% 下降到 2.3%，场

地存储损失小于 1%，从而保障构件的质量和施工进度。

（三）精准装配技术确保建筑结构稳定性

基于 BIM 技术（如图 1），配合智能测量和自动化组

装装备的精确组装，可以实现装配式建筑的精准化施工，

从而提高施工质量。以某市装配式体育场工程为例，其

占地 82000 多平方米，采用大量异型曲面构件和大跨空

间。在项目实施前，基于 BIM 技术，构建 1：1 的全专业

3D 建模，通过碰撞测试，对各构件的装配次序和接头进

行优化，避免 127 个设计矛盾，节省 20 多天的施工时间。

同时利用 BIM 技术的 5D 仿真功能，针对施工进度进行模

拟，从而实现各构件制造和运输方案的实时优化，以此

推行“零库存”的施工 [3]。

图1　BIM技术使用示意图

装配过程，利用北斗卫星定位，与全站仪结合，构

建双控测量系统，将 BIM 信息芯片嵌入到预制的螺栓

和套管中，并利用手机的扫描仪采集构件的 3D 空间位

置，与设计模型进行实时对比，保证构件的安装误差小

于 5mm。针对大跨径钢桁架与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接头，采用高强度注浆套管工艺，注浆材料为 C45 早强 -

微膨胀性材料，在 0.3-0.5MPa 的高压注浆设备中注入，

并在预埋设的传感器中实现对灌注量的实时监控，保证

套管中注浆的压实度大于 98%。通过第三方检验，该项

目的整体垂直误差小于 1/1000 时，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同时其极限承载力检验的合格率达到 100%，为工程的安

全性奠定技术基础。

（四）连接技术创新增强建筑整体性

连接技术是影响装配式建筑整体性能的重要部分，

建筑行业针对该部分进行一系列的技术创新。结合某市

装配式房屋工程为例，针对预应力筋自复位连接技术进

行创新分析。采用预埋高强无粘结预应力钢筋的方法，

张拉预应力，保证结构在地震时能产生可控变形，并在

地震发生后通过施加预应力恢复其自身的功能 [4]。经过

抗震试验，8 度地震下连接点剩余变形降低 70%，节点抗

剪承载力增加 30%，可显著改善结构抗震能力。

干式连接技术也被大量采用，尤其是应用于低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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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式建筑当中，以某市装配式别墅工程为例，将螺栓、

销钉相结合的干式连接技术，即将预制的钢套和销钉安

装在构件的两端，然后利用高强度的螺钉旋入和销钉的

方式，在工程中实现了快捷的连接。这种技术不需要进

行湿法施工，只需要 15 分钟就能完成接头的装配，比注

浆接头的施工效率提高约 60%，并且便于以后的维护和

更换。伴随连接技术的持续革新，工业领域正积极发展

3D 打印连接构件和智能感知监控连接等新技术，以促进

装配式建筑连接技术向智能化发展。

三、强化管理策略探讨

（一）深化构件标准化与模块化设计

突破传统设计思路，构建统一的设计规范和模块化

系统，以此深化构件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在建筑结构设

计中，从建筑功能、结构性能和建造过程三个方面出发，

对建筑构件进行模块化拆分，使其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模

块 [5]。比如住宅的厨房和卫生间，可以按照标准的模块

进行设计，包括给排水、电气等配套设备，以便于在各

个工程之间进行快捷使用。借助参数化软件对各构件的

结构进行优化，实现构件的尺度和组装形式的灵活调节，

提升构件的性能和通用性。通过深化设计，使得构件重用

率达到80%，从而缩短构件的制造费用，减少设计周期。

（二）推进智能装配技术应用

智能装配技术是提高我国装配式建筑施工水平的重

要发展趋势。使用预制构件安装机器人为代表的装配技

术，利用视觉识别和自动定位等方法，对构件进行精确

定位，降低人为的误差，提升装配效率。将物联网应用

于构件和建筑设备中，实现构件应力和吊装设备的在线

监测，实现对吊装设备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测，并对其进

行分析和预警，以实现对工程安全的有效控制。某智能

装配式建筑工程中，采用该技术可使施工效率提升 35%，

节约劳动力约 25%，展现出明显的发展前景。

（三）优化供应链协同管理

通过对供应链协调管理持续优化，建立多行业联盟，

涉及构件制造，也包括运输和施工等多方数据的集成。

构建不同环节的信息管理平台，可以实现将构件设计、

生产计划、运输调度和现场组装等多环节数据共享和协

作。比如生产企业按照建设项目的进度进行构件制造，

运输企业按照构件的制造进度和场地需要，从而确定运

输的顺序，建筑企业则对现场的施工状况进行实时反馈，

从而对生产和运输进行合理调整 [6]。通过供应链的最优

协作，可以减少构件的供货时间 20%-30%，避免存货和

物流的损失，从而提升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效率。

（四）加强质量全过程管控

实施全过程质量管控，必须制定完整的质量控制系

统。构件制造过程中，制定严格的原材料检测制度，对

钢筋和混凝土进行抽样检测，保证原材料的质量达到规

范要求。制造环节，强化对制造流程的监测，重点环节

做好图像和数据保存。在运输和装配阶段，制定构件的

验收准则和作业规程，对进场的构件进行外形检验和性

能检验，在装配时要严格遵守施工技术规程要求强化接

头的质量检验，通过超声波探伤和拉拔试验等方法保

证接头的质量。通过对整个过程的质量控制，使装配

式施工质量缺陷发生率不超过 3%，从而保证整体项目

的质量。

结束语

综上，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建筑

工程施工管理质量。通过构件标准化制造，实现构件的

高效运输与存储，结合精确装配与连接等技术手段，使

建筑施工速度和质量得到显著提升，从而减少施工周期，

降低资源消耗，从而实现绿色施工目标。强化策略的实

施，通过对构件深入规范化和模块化，直接改善构件的

通用化程度和性能。推动智能组装技术的运用，使建筑

更加智能化、精确化。供应链协作的最佳化，明显提高

不同行业的协作效率。而全过程强化质量控制，可以确

保整体工程的稳定性。展望未来，建筑行业需要加大技

术革新力度，打破目前的技术瓶颈，开发有效的连接技

术和智能化的组装装备，持续完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从而推动装配式建筑行业的标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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