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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结构已经成为较为常见的建筑工程结构类型，其与砌体构件结合对建筑工程而言具有诸多优势。论文将钢结构和

气体构件的连接技术作为核心，对钢结构和砌体构件进行详细分析，然后针对连接技术进行全面探讨，期望能为推进两者高效、

稳定连接提供参考。

Abstract: Steel structure has become a common typ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tructure, and its combination with masonry 
components has many advantages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nection technology of steel structure and 

gas components as the core,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teel structure and masonry components, and then make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connection technology, hoping to promote the high efficiency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tabl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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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社会，建筑工程得益于诸多新型建筑技术、理念

和设备，在建筑质量和效率上发展显著，受制于多种因素，

一些建筑工程并非由单一结构构建，面对大量细小部件，为

了确保建设稳定性，必须采取连接技术，其中将钢结构和砌

体结构进行连接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为了实现钢结构与砌体

构件的更好连接，我们需要对连接技术进行详细分析，确保

连接效果，提高工程稳定性。

2 关于钢结构与砌体构件的概述
为了充分探讨钢结构和砌体构件的连接技术，我们首

先需要对钢结构和砌体构件的主要内容、特点等进行详细

分析。

2.1 钢结构的概况
作为建筑结构的基本类型，钢结构主要有钢材构成，钢

桁架、钢梁和钢柱是常见组成部分，由于钢材本身特性，需

要配备一定除锈工艺，钢结构之间各个部件的连接需要依靠

一定连接技术，焊接、铆钉和螺栓是主要方式，与其他结构

类型相比，钢结构自重较轻，施工工序较为简单便利，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工程中。钢构件本身韧性较好，塑性强，同时

具备材质均匀、可靠性高的优势，在安装和连接钢构件的过

程中，操作人员可以借助自动化技术，实现连接工作的自动

化，提高连接效率和质量 [1]。与此同时，钢结构具备一定环

保属性，其安装基本不会产生建筑垃圾，并且可以重复利用，

但是最大缺陷就是耐腐蚀性能差，需要耗费时间和成本进行

维护。在应用过程中，钢结构本身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其本

身性能会被削弱，所以工作人员需要对钢结构进行加固，以

确保建筑工程的安全稳定。

2.2 砌体构件的概况
砌体构件也是一种建筑结构类型，在建筑工程内部竖向

承重墙的构筑中，施工人员可以选择砖或者砌体进行建构，

与此同时，构造柱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该种混合结构

比较适用于建筑面积较小的工程，建筑物的层数一般为低层

或者多层，如果采用该种结构进行承重墙建设，那么后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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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进行改动，否则就会影响建筑物的稳定性，与其他结

构类型相比，砌体结构本身的抗震性能不高，使用寿命也会

受到影响，在现代建筑工程中大多采用框架结构。

3 钢结构与砌体构件的连接
在钢结构和砌体构件的连接中，施工人员可以通过焊接、

铆钉以及螺栓三种基本方式进行连接。

3.1 焊缝连接技术
在现代建筑工程中，焊接连接技术是一种利用率较高的

连接技术，基本上适用于钢结构构件的连接，并且焊接连接

通常不会对钢结构的构造有着较高要求，焊接施工工序也较

为简便。总体来看，焊接连接技术在钢结构构件的连接中意

义重大。对于钢结构中管道的连接工作，采用焊接方式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管道的密闭性，同时当前的焊接技术已经

和自动化技术进行了融合，在效率和质量上有所提升，自动

化操作的实现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钢结构构件的连接效果。虽

然该种连接技术在成本、性能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是仍然存

在缺陷。例如，焊接会使得钢结构构件局部承受过多热量，

进而导致构件构造发生异变。与此同时，焊接连接技术的应

用效果还会受到焊缝、加热和散热等问题的影响。

在进行焊接连接时，操作人员通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焊接方法，主要的焊接方法分为手工电弧焊接、埋弧焊接、

气体保护焊接以及电阻焊接四种。

首先，手工电弧焊接的原理就是电弧能够生产出高温，

操作人员能够利用高温将焊条滴落在熔池内，焊条表面涂有

药皮，本身与焊接钢构件相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

焊缝的作用，同时焊缝的脆性也能够降低，有利于改善焊

接效果，但是手工电弧焊接的方式对操作人员的能力要求 

较高 [2]。

其次，埋弧焊接常见于钢结构连接工作中，可以按照自

动化将其分成全自动和半自动焊接两种，相较其他方法，该

种方式自动化水平高，并且具有高效益的优势，将焊剂取代

药皮，主要被应用于较厚杆件的焊接工作中。

再次，与适用于较厚杆件的埋弧焊接不同，操作人员可

以采用气体保护焊接的方式进行较薄、较小杆件的焊接工

作，该种焊接方法能够直接利用气体实现对焊缝的保护，隔

绝有害气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熔渣产生，操作人员

也能够明确焊缝的产生过程。

最后，操作人员也可以利用电阻焊接的方式开展连接工

作，但是该种方式在实际工作中利用率并不高。

3.2 铆钉连接技术
铆钉在连接过程中会发生变形从而产生一定摩擦力，这

种摩擦力是其完成连接工作的基础，操作人员在将钢结构构

件进行连接时通常采用热铆连接和冷铆连接两种基本方式，

在现代建筑工程中，热铆连接的利用率较高，操作人员需要

对铆钉进行加热，然后受热铆钉会出现高温膨胀现象，操作

人员随后可以将铆钉打入铆孔内部，实现连接。铆钉连接工

艺更加简单，可靠性较强，并且具备较高的抵抗冲击能力，

但是该种方式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总体效率不高、噪音大等。

作为一种连接技术，铆钉连接虽然具备较好的力学性能，但

是制作配件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铆钉本身并不具备较好的

抗拉性能，在现代建筑工程中的应用率较低 [3]。

3.3 螺栓连接技术
螺栓连接技术与焊接连接技术在现代建筑工程中同样重

要，作为一种机械零件，操作人员可以将螺栓和螺母配套使

用，实现钢结构构件的有效连接，相较其他连接方法，螺栓

连接能够被拆卸，因此可以重复利用，并且螺栓连接可以被

广泛应用于诸多类型的工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螺栓连接技术具体特点如下：操作人员仅利用螺栓和螺

母就可以完成连接工作，操作十分简单便捷，有助于连接效

率的提升，加之该种方式成本较低，而且能够重复利用，具

有较强的经济性。如果按照强度进行分类，那么螺栓可以有

普通和高强度两种，其中高强度螺栓是因为其制造材料具备

较高的抗拉强度，所以如果对钢构件的力学要求较高，可以

采用螺栓连接技术。

在利用普通螺栓进行构件连接时，操作人员需要遵循尽

可能少的使用螺栓的原则，并且应当确保螺栓群的排列符合

要求，通常情况下，避免仅使用一个螺栓进行连接，如果

一个螺栓出现问题，那么其他螺栓仍然可以确保构件连接，

并列和错列是两种基本排列方式，操作人员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选择。如果需要采用高强度螺栓进行构件连接，操作

人员需要对预拉力进行控制，这样摩擦面能够具备一定抗滑

能力。

3.4 连接注意事项
在将钢结构与其他结构进行连接的过程中，不止需要关

注结构连接点和连接技术方面的问题，施工人员还应当分析

砌体构件的连接、砌筑情况。例如，两种不同类型构件的连

接必然存在接缝，操作人员需要在接缝处添加钢丝网片，这

样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连接效果。

4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工程类型多样，虽然同样采用了钢结构

和砌体构件，但是在具体构造上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在将两

者进行连接时，施工人员需要充分结合实际，采用恰当连接

技术，确保钢结构和砌体构件不受影响，保障整体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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