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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领域涌现出

很多先进材料和技术，其中铝合金模板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铝合金模板作为一种新型模板结构，具有很多传统木模所没

有的优点和优势，其较高的强度和稳定性有利于质量控制，

且拼装流程简单，拼装速度快，提高施工速度，减少工期成

本，以上优势让铝合金模板在高层住宅建筑中的应用得到快

速发展 [1]。

2 铝合金模板的优缺点

2.1 优点
相较于传统木模，铝合金模板具有强度高的优势，因

为它是按照标准挤压型材形成的铝合金模板构件，在使用过

程中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减少工程施工出现胀模、偏位等质

量问题。

除此之外，铝合金模板还具有拼装速度快、拼装精度

高的优点，由于是标准挤压型材形成的构件，其重量较轻，

拼装速度快效率高，同时模板拼缝小，拆模后混凝土构件偏

差小，观感质量好。

铝合金模板还具有多次循环利用的优点，一般传统木

模在循环使用次数在 5 到 10 次，超过 10 次就极易发生翘曲、

变形等问题，极大影响混凝土构件的观感质量。而铝合金模

板在规范使用的情况下，其循环使用次数能够达到 300 次。

除以上优点，铝合金模板还有环保性好、综合成本低、

回收利用率高等优点。

2.2 缺点
除了上述的优点外，铝合金模板也有一些缺点，比如

深化设计要求高：在配置前，需要根据图纸对模板进行深化

设计，对设计水平要求高；模板定型后难以更改，在施工过

程中如果出现结构设计变更，就会导致铝模不匹配，需要重

新设计。

3 徐州 2019-61 地库项目概述

2019-61# 地块项目占地面积 45523 平方米，建筑总面

积约 14.2 万平米，由 1~11 号住宅楼、商业、幼儿园、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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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及非人防车库组成，住宅楼层数为 18 层和 27 层，项目

采用铝合金模板＋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施工，以下介绍项目对

铝合金模板的深化设计应用 [2]。

4 深化设计应用要点

4.1 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组合应用设计
因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需要预留机位螺杆孔，采用十

字限位筋套筒预埋。

4.2 外墙设计优化
将外墙砌体全部优化为中空混凝土保温外墙，墙体钢

筋采用 C6@200 钢筋焊接网片，墙体中部填充 100mm× 

300mm×1100mm 挤塑板，以实现外墙免抹灰施工。

4.3 室内砌体设计优化
①电梯井结构中为便于后期导轨安装、预埋电梯停层

指示线盒、避免后期门洞的砌筑，将电梯井位置的砌体优化

混凝土结构。

②与现浇墙体相接的门窗垛、墙垛 ≤300mm 一次现浇

成型，转角门垛、T 字垛、门间垛、小短墙等优化为现浇墙

体，铝膜一次带出，减少零星砌体，有利于缩减工期和成本，

同时提高墙体的稳固性和安全性。

③卧室南阳台推拉门墙垛，原设计为 500mm 混凝土结

构＋ 400mmALC 隔板，优化为混凝土现浇结构一次带出，

同时预埋门副框，增强了墙体强度，同时预埋副框减少后期

门洞口收口。

4.4 外立面线条优化
将外墙线脚外伸小于 200 的非受力造型构件改成 EPS

造型构件，有外墙保温施工时带出，减少铝膜变化和施工 

难度。

4.5 烟道口设计优化
在烟道口处设置 3cm 高混凝土坎台，由混凝土结构一

次带出，可以减少渗漏风险，同时方便后期烟道洞的封堵。

4.6 外窗企口优化
①瓷砖墙面房间窗洞口企口留置，四面反企口，企口

厚度 15mm，外侧宽度 80mm，洞口外侧宽度为设计洞口宽

度。厨房、电梯间窗台高度降 30mm，卫生间窗台高度降

50mm。

②涂料墙面加窗台板洞口企口留置，左右上三面正企

口，企口厚度 15mm，外侧宽度 80，窗台不做企口，洞口

内侧宽度为设计洞口宽度。窗台降 20mm。

③涂料墙面无窗台板洞口企口留置，四面正企口，企

口厚度 15mm，外侧宽度 80，洞口内侧宽度为设计洞口宽度。

窗台高度不降。

4.7 反坎优化
厨房、卫生间、阳台、水电井等反坎、门槛采用吊模

形式与混凝土结构一次施工，减少后期二次浇筑产生的渗漏

风险和隐患。

4.8 挂梁优化
门窗过梁上口到梁底距离小于 500mm 时，与主体结构

一次浇筑带出，这样可以减少二次结构作业时间和难度，优

化施工工序以达到节约成本的作用。

4.9 水电预埋优化

4.9.1 水管压槽

厨房卫生间给水管压槽一次形成，避免后期剔凿开槽，

减少开槽的人工费和工期成本。

4.9.2 电箱、开关箱预留

对设计在剪力墙里的电箱、开关箱一次浇筑，避免后

期剔凿。

4.10 门窗优化
门窗附框提前预埋，与主体结构一次浇筑，由于铝合

金模板有很好的强度和稳定性，门窗洞口尺寸偏差很小，在

门窗框安装后，门窗框与附框之间的间隙可以缩减至 5mm

以内，减少了门窗抹灰收口。

4.11 创新优化应用
①铝模木模结合使用。

在无预制叠合板施工的楼层，采用铝木结合的施工方

式，节约了木模配模的材料及人工费用，并加快了施工进度，

见图 1。

②飘窗处因截面尺寸较大，易发生涨模现象，采用拉

片与对拉螺杆相结合的固定方式，有效解决了飘窗涨模的问

题，见图 2。

 

   图 1 铝模木模相结合     图 2 拉片与对拉螺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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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铝合金模板凭借其巨大的优势，在住宅工程施工中表

现非常出色，不管是施工质量，还是安全环保，不管是工期

控制，还是成本控制，都得到人们的肯定，也为工程项目

创造了比较好的效益。单铝合金模板的深化设计才是核心，

根据项目的具体条件和特点，有根据有针对性的进行深化设

计，可以减少很多施工上的问题和不必要的成本，从而为项

目创效打下坚实的基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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