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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 B 区土地开发项目 1608-
677、678、679 地块工程，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北辛安地区，

项目北侧为首特钢厂区，东侧待拆迁居民区，南侧为教育用

地，西侧为未开发的 680 地块。本工程分为 677、678、679 三

个地块，工程总建筑面积 3.7伊105m2。其中地下 2耀3 层，为车

库、设备用房及人防区；地上 1耀28 层，主要为安置房、配套商

业、居住公共服务设施，由 18 栋住宅楼、19 栋小型商业共计

37 栋单体组成。

2 产业化构件概况

本工程预制装配式部位主要为：地上 18 栋住宅楼 2 层

及以上楼板采用叠合楼板、预制空调板、预制楼梯（部分预制

楼层自首层开始），预制叠合楼板 25405 块、预制楼梯 1520
跑、预制空调板 4324 块，共计约 31249 个预制构件，构件情

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构件情况

项目 内容

抗震等级
工程设防烈度 8 度

剪力墙抗震等级 二级

预制楼梯
规格 4900伊1330伊200、4900伊1220伊200
重量 4.86t、4.52t

预制叠合板
最大规格 4800伊2410伊70
最大重量 2.02t

预制空调板
最大规格 1400伊910伊100
最大重量 0.32t

3 结构设计分析

根据结构设计，本工程住宅楼地上标准层部分为预制叠

合楼板，但顶层屋面板为现浇混凝土结构。标准层叠合楼板

采用独立支撑即可，但因顶层屋面板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

需单独进场一批木模板及相关支撑体系，才能保证顶层屋面

板正常施工，且顶层屋面板达到拆模条件后，须将相关支撑

架料人工搬运至屋面，由塔吊运送至地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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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计方案大大增加了施工单位顶层屋面板施工成本，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阶段设计院绘制施工图过程中未考

虑现场施工成本，不利于项目总造价控制。

4 产业化构件深化设计分析

本工程 18 栋住宅楼共分为 6 种单元，8 种基本户型。构

件深化过程中为保证叠合板拼缝一致性 （设置 100mm、

200mm、300mm 宽板缝），预制叠合板部分共拆分 60 余种构

件尺寸，其他构件包括：楼梯、楼梯间隔墙板、空调板共拆分

10 余种构件尺寸，根据现场施工进度及构件需求量，部分尺

寸模板需做 2~3 套，由此造成后期构件生产过程中，模具一

次投入量大。本项目由于分为 3 个地块，每个地块各有 6 栋

主楼施工预制构件施工。因工期要求，3 个地块同时开工，每

个地块中每栋主楼需平行施工。为保证使用进度正常进行，

本工程选择两家构件厂进行预制构件供给，每个地块间即使

有相同尺寸预制构件也很难交叉使用，需每个地块单独设置

一套模具，由此再次造成预制构件模具数量增加。这些模具

受构件尺寸，预制板边甩筋的影响，不利于不同项目间的周

转，周转过程中需耗费大量拆改费用，大大增加构件生产成本。

5 产业化构件运输分析

由于本工程构件一次需求量大，产业化构件组织运输前

需针对每个构件进行构件追踪，项目借助二维码技术实现构

追踪，构件编码：项目名称缩写-** 地块-* 楼-* 单元-* 层-
楼板（L）/楼梯（T）/空调板（K）/隔墙板（G）-编号（001-100）。

例如，BXA-678-1-2-5-L-001 表示北辛安项目-678 地块-1
号楼-2 单元-5 层-楼板-001。利用二维码技术将此编码转

换为二维码设置在叠合板边缘位置，并将最后三位编码在预

制构件板面上方，方便现场工人施工。

另外，构件运输过程运输过程中对路面要求较高，场外

运输须对运输路线进行实际勘察，主要关注道路限高、路面

平整度及是否交通管制。场内运输须对场内道路进行硬化，

并确保形成环形回路，现场道路宽度不小于 6m，转弯半径不

小于 15m。

6 产业化构件安装分析

6.1 支撑设置

预制叠合板支撑过程中桁架筋方向为叠合板受力方向，

每块叠合板下方应在垂直叠合板方向设置支撑梁，且支撑梁

间距不大于 1800mm。因此支撑宜采用独立支撑，墙板分开浇

筑。本项目为加快施工进度，竖向与水平构件同时浇筑，采用

铝模支撑体系，竖向现浇墙体模板与叠合板支撑立杆通过角

模及楼板支撑主次梁形成整体支撑体系。相比于独立支撑，

铝膜支撑体系施工成本将大大提高，且铝模支撑体系在叠合

板下方双向均配置有支撑梁，此支撑方式虽看起来别独立支

撑设置更加能保证叠合板部开裂，事实上，此种支撑方式容

易改变叠合板受力方向，增加叠合板开裂风险[2]。

6.2 拼缝节点

叠合板与叠合板拼缝处在后期装修施工过程中极易开

裂，本项目在叠合板深化过程中设置企口，在易开裂部位使

用钢丝网补强，降低后期开裂风险，如图 1 所示。

图 1 叠合板拼缝节点示意图

铝模深化单位以预制深化叠合板深化设计图为依据配

置铝模支撑。受叠合板施工技术普及性影响，该铝模深化单

位参考现浇楼板设置方式对叠合板深化。

7 结语

预制构件也在中国发展数十年，但其应用率并未随之提

高，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建筑标准化。对于住宅建筑来

说，不同开发商有不同开发商的户型及结构布置要求，设计

院疲于应付各种渐变的结构来迎合业主方，导致标准化程度

很难提高，施工措施成本也随之升高，不利于建设工程总投

资控制。另外，建筑业内部过程组织资产积累不足，与其说是

不足，或许缺失更为贴切，个建筑业企业也只是各自为营，没

有形成真正的建筑构件数据库，而数据库是实现建筑标准化

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
[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2] 《建筑施工手册》(第五版)编委会.建筑施工手册(5 版)[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土木建筑工程·Civil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