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配式建筑是什么 

◎转载 

 

在装配式建筑的建造中，我们可以把梁、板、柱、墙等事先做好的构件想象

成一块块乐高积木，在施工现场只需把它们拼合在一起。 

和搭乐高一样，装配式建筑将部分或所有构件在工厂预制完成，然后运到施

工现场进行组装。组装不只是“搭”，预制构件运到施工现场后，会进行钢筋混

凝土的搭接和浇筑，以保障拼装房的安全性。所以，这种产业化、工业化的建筑

在欧美及日本等国际及地区已经广泛被采用。 

 

装配式建筑的优点在于： 

 

●1.有利于提高施工质量。 

装配式构件是在工厂里预制的，能最大限度地改善墙体开裂、渗漏等质量通病，

并提高住宅整体安全等级、防火性和耐久性。 

 

●2.有利于加快工程进度。 

效率即回报，装配式建筑比传统方式的进度快 30%左右。 

 

●3.有利于提高建筑品质。 

室内精装修工厂化以后，可实现“在家收快递”，即拆即装，又快又好。 

 

●4.有利于调节供给关系。 

提高楼盘上市速度，减缓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行业普及以后，可以降低建造成

本，同时有效地抑制房价。 

 

●5.有利于文明施工、安全管理。 

传统作业现场有大量的工人，现在把大量工地作业移到工厂，现场只需留小部分

工人就可以，从而大大减少了现场安全事故发生率。 

 

●6.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 



现场原始现浇作业极少，健康不扰民，从此告别工地“灰朦朦”。此外，钢模板

等重复利用率提高，垃圾、损耗、节能都能减少一半以上。 

 

装配式构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以装配式建筑板为例，生产工序为：钢模制作→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脱模 

 

装配式构件制作完成，暂时在工厂分类堆放，就可准备运往施工现场了。 

 

施工流程 

以预制框架结构为例，一层施工完毕后，先吊装上一层柱子，接着上主梁、

次梁、楼板。预制构件吊装全部结束后，就开始绑扎连接部位钢筋，最后进行节

点和梁板现浇层的浇筑。 

 

上述步骤里技术要求最高的是什么？ 

 

答案是装配式构件的吊装。 

 

    为了确保吊装顺利进行，装配式构件运到现场后，需要合理安排堆放场地，

方便吊装。就像搬家一样，通常都会安排好物品搬运顺序，来合理减少工作量。 

对于吊装难度较大的部位，还可以在现场进行预拼装或建造装配式展示区，起到

示范作用。  

 

吊装完毕，绑扎好现浇层的钢筋，准备浇筑现浇层混凝土。 

 



 

 

为了增加装配式构件和现浇层之间的连接，确保结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装

配式构件表面都留有键槽或进行毛糙处理。装配式构件之间可以有多种连接方式，

目前楼板通常采用 7+8的形式（70mm 厚预制楼板+80mm厚现浇层）。以主次梁连

接节点为例，展示装配式构件之间连接种处理方式的多样性： 

主次梁连接边节点——主梁预留槽 

主次梁连接中节点——主梁预留后浇段 

主次梁连接节点——主梁设置牛腿 

 

那么多的构件如何不出错呢？ 

 

    为了确保工人不会搞错，减少施工错误，加快工程进度，每个构件其实都有

自己的“身份证”，它们都拥有独一无二的 ID号，方便对号入座。墙、板、楼

梯等各种装配式构件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编号。 

 

                                成本管理 

    现在是不是对装配式建筑已经拨开云雾见日出了。不过这些对于开发商还不

够，成本控制和设计管理是装配式建筑实施过程的画龙点睛之处。 

 

    敲黑板，划重点：装配式建筑有 2个重要指标，装配面积占比和预制率。 

 

装配率=实施装配面积÷地上总计容面积。 



 

预制率=装配式构件总体积÷总的混凝土体积。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在装配式建筑上走在国家前列，并且在逐步提高预制率

和装配率的要求。预制率越高，成本付出越高，初步统计，预制率每增加 10%，

成本增量在 150 元左右，目前上海新建建筑的预制率不小于 40%的情况下，成本

可想而知。 

 

    因此，成本控制是装配式建筑实施过程的把控重点之一。 

 

    首先，装配式范围要尽量避免选择在首开区。针对出让合同中关于装配面积

的要求，可以通过分期开发，来平衡项目周期。由于预制构件要提前和工厂配合，

且这些工厂的产能有限，对首期开发的时间成本造成很大的压力。 

 

其次，需要对结构构件进行拆分选择预制构件重复率高的单体，一般构件重

复率建议要大于 100件，重复越多越划算。（罗吉胜/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