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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hina’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building form, function 
of the different needs. More and more new building structures,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have been applied in various construction 
projects, greatly meeting the needs of building function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mong them,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have become a very unique architectural form.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are�strong�adaptability,�convenient�and�ef�cient�construction�process,�conducive�to�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cost�saving,�and�
can meet the needs of use in a short time.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t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ts quality, function and lif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this paper,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and the 
problems�and�solutions�existing�in�the�application�of�the�construction�technology�of�prefabricated�buildings,�are�brie�y�expounded�for�
thei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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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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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建筑技术的不断进步，并在发展过程中，对建筑形式、功能有不同需求。越来越多的建筑新结构、材料与技术被
应用于各种建设项目中来，大大满足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环境下的建筑功能需求。其中，装配式建筑就成为一种十分独特
的建筑形式。装配式建筑的最主要特征是适应性强，建设过程便捷、高效，有利于环保及节约成本，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
满足使用需求。由于装配式建筑的这种优势性，也因此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正是由于装配式建筑的这种特殊
性，其质量、功能与寿命与施工技术的应用与管理的到位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论文就装配式建筑的主要特征以及装配式
建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应用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进行简单阐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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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无论是民用建筑领域还是工业建筑领域，在一些特殊

场景与情境下以及防灾减灾工作中，装配式建筑的便捷优势

都很好突显出来。但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在具体的应用过程

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进步空间，包括技术的应用、施工过

程的管理以及安全与质量监督等方面，都需要更加标准化，

规范化的指引与管理。因此，要针对当前装配式建筑施工过

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认真总结，认真分析，对症下药，针对

性解决，从而促进行业更好发展。

2�装配式建筑的特点与优势

2.1�有利于提高工程效率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与形式的应用是为了更好地适应

社会快速发展需求而诞生的一种新型结构，在中国广袤的大

地上，由于社会发展，民生所需等多样化的建筑需求，装配

式建筑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满足的一种最佳形式。装配式建筑

是一种以预制生产形式，装配组装所构成的建筑模式。相较

于传统的建筑模式而言，装配式建筑的便捷优势是最大的亮

点，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环境下，如抢险救灾所需、紧急安置

所需、短期内所需，装配式建筑都能够很好达到预期的功能。

这是由于装配式建筑特殊的装配形式，相较于传统的建筑施

工方法而言，在效率上有着绝对的优势，由于其构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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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尺寸、大小、结构都是以批量生产的形式进行的。当不同

的构件运送至现场后，只需要通过组装就可完成搭建，从而

实施建筑的功能，这就显著地提升了建筑的效率，能够快速

满足不同需求。

2.2�有利于节约工程成本
装配式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在当下的社会发

展中应用得越来越广泛。其特点不仅仅体现在高效率上，更

表现在良好的经济效益上。装配式建筑由于是批量生产的构

件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构件可以大批量生产，这与普通的

建筑因地制宜，不同的建筑特点而实施不同的尺寸、标准、

工艺、技术的繁琐性而言，生产形式相对简单，无论是在构

件的生产上，还是后期的组装上，都可以有效地减少各环节

的投入，不仅仅生产技术的运用更娴熟，而且生产的环节更

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升情况下，也意味着成本更可

控。在这种情况下，构件可以提前进行大批量生产，而且在

统一的尺寸，统一的标准下，所消耗的资源更少，管理更有效，

也就意味着成本投入更少，无论是人工成本，还是物力成本、

管理成本，都相较于传统的建筑模式而言，投入更少，更有

利于工程成本的可控，这就大大提升了工程的经济效益。

2.3�有利于实现良好的生态效益
装配式建筑较好地避免了传统建筑建设形式的局限性，

减轻了传统建筑模式下所产生的噪声污染、粉尘污染问题，

这就省去了传统建筑形式中，从地基、土木、暖通、室内装

修等各个环节建造环节中所耗费的大量的时间，同时传统的

建筑形式还会产生大量的噪声，如建筑设备的轰鸣声，建筑

时所产生的各种噪声。此外，尤为显著的是装配式建筑作为

新兴的建筑形式，组装形式的建筑模式有效避免了大量建筑

垃圾的产生。尤其是装配完成之后即可使用，无需动用水泥、

油漆等大量的建设材料。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需要把好前期

的设计关，落实好尺寸要求、连接要求、厚度要求。且按相

关的要求进行生产，保证各构件间的契合度，就能够保证后

期安装时的精准性，从而实现建筑的功能需求。所以说，这

种装配式的建筑形式与当前建设绿色生态型社会的主流要

求是十分契合的，这也是装配式建筑形式得以广泛推行的重

要原因之一。

3�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
中的应用问题

3.1�装配式建筑行业标准不统一
首先，不同的装配式构件企业，会从自身的技术、成

本与管理方面的因素出发，导致生产的构件存在着标准上的

差异。也正是由于标准上的不统一，从而导致了装配式构件

的生产、运输以及具体的连接和组装差异较大 [1]。所以，装

配式建筑行业标准不统一当前的首要问题是技术标准不统

一。例如，节点的强度、延续性以及承载力标准等。其次，

行业发展法律条款的不规范与不完善。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

模式，装配式建筑形式是过去所没有过的形式，但其功能却

能够实现建筑的一般功能。同时，从当前装配式建筑的发展

现状来看，产业政策基础的缺乏导致装配式建筑难以被规模

化应用。最后，与装配式建筑配套的产业还不够成熟，装配

式建筑只是实现了建筑的一部分功能。除此之外，完美的生

产生活以及居住使用必然会涉及水电的供应，智能化作用的

实现以及基本的安全需求，包括防水性、防雷、防火等安全

作用以及出于可持续发展角度的可回收以重复利用等方面

的需求，当前行业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还十分突出，与相关配

套产业的协同发展程度不足，这就导致行业鱼龙混杂，良莠

不齐的局面，阻碍了装配式建筑的产业化进程。

3.2�装配施工技术与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作为一种新兴的建筑形式，装配式建筑仍然处于发展

之中，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也会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较为突

出的问题就是技术上，与管理水平上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

行业标准的不统一，与装配式建筑项目有关的法律不完善；

另一方面是装配式建筑企业成长速度，成长质量的不均衡，

所导致的施工技术上，施工管理水平上的参差不齐。技术上

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由于新兴行业发展过程中的粗放与激

进，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与组装环节中的脱节，所导致的技

术应用上的不足 [2]。例如，构件的设计与生产是不同的企业，

而构件的组装又是不同的企业，相当于生产者与使用者之

间，由于缺乏深度的沟通，包括使用需求、安装需求上的不

明了，从而导致在安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法进行有效

避免 [3]。在管理上的不足，主要是表现在具体的装配式建筑

施工的过程中，没有结合安装需求科学的制定安装计划以及

在安装的过程中，监督管理执行不到位，没有严格按照安装

要求来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在构件的吊装，存放过程中，

由于操作的不规范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形问题，连接不到位问

题，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利于装配式建筑的牢固

性与安全性实现，同时也会影响装配式建筑的使用寿命。总

之，施工技术与施工管理上的不足，就成为制约装配式建筑

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3.3�装配构件的工厂生产质量监管有待规范
从当前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装配构件工

厂在质量管理与监管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导致构件

的生产质量把关不严，从而影响后期组装效果以及装配式建

筑使用寿命的实现。这是由于，构件生产工厂与建筑施工现

场异地，导致构件的甲方、监理及设计等单位对大批量的构

件生产过程监管难度大增。构件生产厂家出于短期利益的考

虑，在质量监管上的投入不足，质量监管要求落实不到位，

从而影响了构件的出厂质量 [4]。

3.4�应用装配式构件对建筑整体进度的提高效率还

有待提高
由于建筑的独特性、艺术性决定了建筑构件的复杂性、

多样性，大构件或者少数多样的构件就不具备工厂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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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模式，所以很多的构件还是需要现场制作。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制作人员的专业能力、过程管理方法的差异性而影

响质量，由于制作能力与组装效率的不匹配从而影响了装配

式建筑的整体效率目标实现。而且现场制作过程中，往往存

在着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同时，现在制作的混凝土构件受制

于龄期要求，配合装配式构件安装时，充分展现预制构件的

高效性大打折扣。

4�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
中有效应用

4.1�结合建筑需求，体现设计上的科学性
基于装配式建筑应用的广泛性，为了提升装配式建筑

的使用功能与性能，带来更加满意的体验感，最大化地发挥

出装配式建筑的便捷性优势。就需要结合建筑的使用需求，

使用环境来进行科学的设计，包括环境特点、地质特点以及

装配式建筑项目需要完成的时间，组装工具的要求，结合这

些综合性的要求，来对装配式建筑进行针对性的设计。针对

性的设计更有利于提升构件的精准性，能够在连接过程中更

顺利、更到位，更有利于组装工作的有序进行，在效率上、

质量上更有保障。设计上的科学性与针对性离不开技术的支

持，虽然装配式建筑相对传统的建筑模式更简单，但仍然有

一定的技术要求，尤其在组装过程中，如果节点的连接上不

够严丝合缝，就会影响稳定性、防水性等多方面功能和擀珠。

所以，要运用有效的技术手段来提升装配式建筑构件的设计

能力，同时将后期的组装过程运用先进技术进行设计模拟，

以优化组装过程，包括将装配中所涉及的各个部件、连接件、

管线管道分布及细节构造等形成直观的全貌模型，针对装配

式建筑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进行分析、对比和优化，保证设

计的实用性。

4.2�加强装配式建筑施工的过程管理
装配式建筑前期是批量生产，后期是组装成型，这就

意味着装配实施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要做好安装所

牵涉到的人、机、物、料、法、环各个环节的统筹配合，落

实安装施工前的安全检查工作，确保设备状态良好，构件的

存放合乎标准 [5]。使得整个装配式建筑安装过程在可控范围

内，以减少异常情况导致的安装周期长、变量大等问题，以

减少返工导致的材料浪费以及工期延误状况，使整个安装过

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4.3�加强装配构件厂家资质及从业人员监管
要提升装配式建筑的整体发展水平，质量保障是关键，

无论是对于使用者，还是对于装配式构件的生产企业，还

是施工企业来说，质量都必须放在第一位。因此，要从管理

体系上，监管手段上来加强装配构件厂家资质及从业人员监

管。通过对构件生产流程形成标准化体系，加强生产过程管

理，从而确保装配式建筑构件产品的质量。同时，加强源头

监管，政府建筑监管部门应对装配式构件厂家生产过程的规

范性、实际从业人员资格加强日常监管；建设单位、监理单

位也应定期对构件的隐蔽分部进行查验；构件进入施工场

地，要严格检查尺寸、外观及技术资料是否规范完整，必要

时进行强度回弹抽检，确保构件安全可靠。

5�结语

装配式建筑形式的兴起与推进，是建筑行业多元化发

展的集中体现。当前装配式建筑虽然广受欢迎，但在技术、

管理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认真总结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在标准上加快行业统一，在规定上积极完善不足，

在技术上持续创新，在管理上不断强化。从而使得装配式建

筑的效率优势，效益优势，生态优势，更充分地体现出来。

更好地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建筑需求，更好地加速行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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