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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ssembly type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advantages of fast construction, short construction period,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the	study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quality,	 it	 is	relatively	mor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to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qualit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loopholes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avoid the problems caused by improper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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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装配式凭借施工快、工期短、节能环保等优势，发展迅速，但建筑质量问题日益凸显。为保证装配式建筑质量过
关，针对装配式建筑质量的研究中，相对突破施工技术方面壁垒外，完善施工质量管理过程相对更加高效便捷。论文根据
装配式建筑在施工中常见质量问题，归纳总结质量管理体系中的漏洞，提出一些建议，以期规避因施工过程中质量管理不
当导致的问题，从而保证质量，促进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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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装配式建筑作为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代表，具有施工

快、减少人力等优点 [1]。近几年，政府针对装配式建筑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例如，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

相关文件中要求用 10 年左右，使装配式建筑比例达到新建

建筑 30%；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次

性发行的三大建筑相关文件等。在 2021 年和 2022 年主要出

台了用于完善行业规范标准的文件，涉及内装修、构件尺寸、

设计选型标准及钢结构模块建筑技术等在内的行业标准与

指南。

目前，中国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质量管理及经验等

方面存在不足；在实际生产中，构配件质量问题，施工前环

境准备不足，人员操作不达标，施工中管理协调不到位等问

题 [2]，导致工程出现质量等问题。完善施工过程的质量管理

体系可有效保障建筑质量，促进建筑业发展。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目前，中国装配式建筑虽形成了施工技术体系和质量

管理标准，但无论施工技术、管理方式、施工人员经验等方

面都不够完善，装配式质量问题屡见不鲜。因此，施工中需

要配套质量管理体系，提高质量。同时，进一步发展装配式

施工技术和管理模式，保障相关方人身财产安全。

论文结合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从构配件供应、施工

环境、施工人员与机械操作、管理与协调四方面分析问题提

出建议，以期规避或解决问题，达到提高质量、减少工期、

降低成本的目的。

3 中国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与现状

3.1 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
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至今可分为四个阶段：①起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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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20 世纪 50 年代首次提出装配式建筑，借鉴苏联和东欧

国家经验和技术开始发展。②持续发展阶段。20 世纪 60 到

80 年代，装配式发展较快，后期装配式建筑和预制空心楼

板砌体建筑发展成中国两大主要建筑体系，形成设计、制作、

施工、安装一体化发展模式 [3]。③发展低潮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末，受劳动力廉价、设计多样化等因素制约，发展

缓慢。④新发展阶段。2008 年以后，得益于可持续发展理

念推广，工业化水平提高等因素，迎来新发展阶段。

3.2 中国装配式建筑现状
目前，装配式建筑无论在规划体系、标准体系、技术

体系、产品体系及监管体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发展，在城市建

设中广泛应用 [4]。吕加宝 [5] 认为中国装配式在设计、施工

及管理环节资源配置方面不足，提出优化人员机械管理、加

强构件管理及完善后期工作等措施。叶凯通过对施工质量控

制研究，提出统一施工标准，严格把控钢筋套筒灌浆连接件

质量以及提高人才队伍素质等解决措施。温卫星等对建筑构

件质量控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施工组件合格率，质量监管

力度等因素严重影响建筑质量，提出创新施工技术，加强质

量监管等措施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4 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影响质量因素

装配式施工包括诸多环节，质量影响因素主要可分为

构配件供应、施工环境准备、施工人员与机械操作以及管理

与协调四方面。

4.1 构配件供应
采用预制构配件，养护及验收合格后运输施工现场进

行安装是装配式区别于传统建筑工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

此，把控预制构配件质量是保证建筑质量的前提。

构配件一般由设计方设计后，由制作工厂生产与养护，

再运至施工现场验收合格后，储存及安装。在设计、制作、

养护、运输、验收、储存各环节都可影响构配件质量。设计

环节可能出现设计尺寸问题，构件无法安装；制作时与设计

不符，用料、养护不达标，出现露筋、蜂窝、夹渣、外形缺

陷等问题；运输中可能磕碰、损坏等问题；验收不严可能通

过劣质构件；储存不当可能破坏构件。因此，各环节都要

严格控制。目前，建筑设计多样化，构件种类众多，生产

标准化和工业化程度不够。所以，对构件质量管控应更加 

投入。

4.2 施工环境准备
根据施工方案，做好施工前环境准备，保证施工有条

不紊，主要包括运输环境及污染防治控制。

装配式施工较传统施工机械使用率更高，合理规划交

通和材料堆放场地，才能保证施工中人、材、机正常供应。

同时，由于施工设备及建材种类问题，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

染，因此施工前做好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是必要的，争取经济

建设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

4.3 施工人员及机械操作
装配式特点之一便是“施工装配化”，人员需要“高

机械化”操作，把控构件连接精度及质量。因此，对施工人

员素质及机械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依据实施方案，选择合

格施工人员及机械，建立良好的质量保证体系，才能保证建

筑质量。

若施工人员专业能力不足，会造成构件连接问题，建

筑结构牢固性下降；现浇不严密，结构安全受影响；接缝密

封不严实，出现渗漏等问题。目前，中国装配式发展缺乏高

专业素养的施工人员。另外，“高机械化”施工中，合理使

用机械是正常施工的基础；若机械设备选用不合理或操作不

当，容易导致安装精度不够、节点、接缝处理不当等问题，

出现质量问题。

4.4 施工过程中协调与管理
目前，中国装配式建筑配套的施工标准规范、技术和

管理体系并不够完善。近年来，施工技术方面取得很大进步，

因此，更需配套管理模式保证施工质量。

项目协调与管理存在于建筑生命全周期，涉及设计院、

构件制作厂、施工单位等相关方，可谓重中之重。若协调与

管理不到位，可能出现信息交流不及时。例如，设计单位与

构配件厂变更信息传递不及时，导致构配件不可使用；施工

单位与构配件厂对相关技术、图纸、设计交底等协调不到位，

导致质量问题补救不及时；管理中对施工预见性不够，施工

规划和方案不合理，各部门施工时间冲突，施工工序不能正

常进行等。因此，制定合理的协调与管理制度是必要的。

5 装配式建筑施工中质量管理的建议

5.1 加强构配件质量管理
构件质量控制可依据设计、制作、运输等环节进行；

制定科学供应方案，加强相关方沟通，合同明确各方责任，

最大程度保证构件质量。

设计环节，设计方明确业主需求，保证设计质量。制

作时加强相关方交流，设计方可入驻制作厂，明确设计要求，

及时解决问题，传达变更等信息，保证尺寸、选料、养护等

过程质量；制造厂构建机械化生产体系，减少人为因素导致

露筋、裂缝等问题。运输前优化路线，保证运输构件质量前

提下，选取最优路线。

运输中做好保护措施，减少破坏。验收严格执行标准，

保证合格证、质保书，并记录构件外观，数量等数据。保证

储存环境适合，发现不合格构件单独存放，防止错用。使用

前复检，保证用于建筑的构件质量。各阶段明确权责关系，

责任到人。

5.2 保障施工环境准备
施工前充足准备是施工顺利进行的前提，根据施工情

况制定合理运输方案和环境保护措施是必要的。

运输路线优化，从实际出发，考虑交通压力、地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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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后期施工流程等；合理规划建材存放位置与环境，不影

响人、材、机正常供应，规避延误工期、构件破坏等现象。

针对污染防治，施工前做好建材遮盖、污水处理制度等，对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实行管控责任制，严格权责

统一，按施工阶段，制定管控计划。另外，组织施工人员培训，

讲解污染危害、防治措施及管控制度，坚持可持续发展。

5.3 加强人员与机械管理
装配式建筑施工需要高机械化，对工人经验和技能要

求较高。针对专业人员紧缺问题，可组织培训，传授专业技

能。鼓励从业者考证，保证员工持证上岗，确保所有施工人

员有能力、有资格完成负责的工作，避免人为操作原因导致

质量问题。

根据项目环境和特点，选用合适机械设备，可使用精细

化、自动化和数字化操作设备，降低施工难度，减少出错率。

同时管控施工人员与机械设备，双管齐下，保证施工质量。

5.4 完善协调与管理体系
一方面，结合项目情况组建项目部，注重培养旗下各

部门间协调性；施工质量控制可采用精细化管理，责任到

人，加大监管力度，监理切实负责质量监督，保证质量。另

一方面，质量管理过程可结合新兴技术，如采用“全面质量

管理 TQM”，在 SDCA 循环和 PDCA 循环两部分的质量控

制中，采用 BIM 和 RFID 技术，通过 RFID 技术采集信息传

送 BIM 模型，对项目情况实时更新，信息共享，无论对质

量监督和管理，还是未来工作规划管理，都可及时作出准备，

甚至建筑全寿命周期的每个环节的质量都可得到及时反馈

和控制，便于管理。

完善协调与管理体系，使施工的各环节相互协调，环

环相扣，保证施工的正常进行和建筑质量。

5.5 注重技术应用与创新
将新型技术运用于建筑领域，推动行业发展，如： 

建筑信息化模型（BIM）、虚拟现实（VR）、无线射频识

别（RFID）等技术运用，可减少成本、工期，并提高质量

管理水平，使管理更全面、高效、系统。同时，对质量问题

的预见和处理更准确，并且对建筑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可管

控、可追溯，使工程质量管理事半功倍。

注重装配式建筑科技创新，强化从业者创新意识，完

善奖励机制；创建创新平台，联合政府、企业与高校，共同

促进装配式施工管理与技术创新发展；推动装配式建筑节点

安装、浇注和灌注等技术进一步完善，减少施工技术限制导

致的工程质量问题。

5.6 健全相关标准与法规
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较晚，行业规范标准不够完善，

有些沿用传统建筑，对装配式的质量管理适用性不足。缺少

针对性、全面而系统的规范标准极大影响了装配式建筑施工

质量管理。所以，完善装配式建筑配套规范标准及法律法规

体系是必要的。

相关政府部门可加强引导与支持，完善相关行业标准

与法律法规体系，使装配式建筑质量控制的各环节有章可

循；针对具体项目，在现有规范基础上，管理人员可建立内

部相对完善的标准规范，保证覆盖设计、生产、施工、使用

及后期维护等环节，明确各环节质量控制标准，从而为质量

监管提供标准和依据，为装配式建筑的质量管理保驾护航。

6 案例分析

2020 年初，为抗击新冠疫情，火神山拔地而起。该项

目采用装配式建筑箱式板房，短期解决床位紧张问题，项目

交付仅历时 10 天，除了中国民众夜以继日的努力外，还得

益于建筑工业化，模块化应用。

项目施工前准备虽紧，但具备国家电网、中石化、宝武

钢等企业支持，为建材物质、机械设备、后勤供给保障；针

对环境保护采用“两布一膜”措施；施工人员由各重点项目

调派，专业素质符合标准；机械设备倾全市之力调配，为机

械设备提供保障；管理与协调方面，管理人员多达 1000 多名，

并运用 BIM、5G 等技术，为管理过程提供人员和技术保障。

火神山建设项目无论建材物资供应、人员和机械设备、

施工环境保护以及协调与管理等方面都得到了保障，从而保

证项目施工质量。

7 结论

如今，装配式建筑质量管理的完善过程可谓任重道远。

减少由技术问题导致质量“通病”，建立针对性更强的管理

模式是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

论文阐述了中国装配式发展和现状，针对施工质量，提

出了影响质量管理的因素和建议；认为应该从构配件质量控

制、施工环境准备阶段、施工人员以及设备管理、施工中的

管理与协调、施工技术创新、网络新型技术应用与创新以及

行业规范标准体系建立等方面入手，加大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的力度；管理过程中的具体方案要结合项目具体条件，具体

分析，最后进行优化和完善，从而减少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

问题，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促进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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