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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p	residence	is	composed	of	multiple	building	units,	which	has	a	large	construction	scale	and	relatively	high	construction	difficulty.	
In the case of relatively small construction site, the technical difficulty of construction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progress	and	safety	of	construction	can	not	be	guaranteed.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ases,	the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design strategy of the small and narrow underground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prac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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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狭小场地下群体住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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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群体住宅由多个建筑单体组成，施工规模比较庞大，施工难度相对较高。在施工场地相对狭小的情况下，工程施工建设的技
术难度就又会大大提升，工程施工质量、施工进度、施工安全等得不到保证。基于此，论文结合具体案例，对狭小场地下群
体住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述，以期为相关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狭小场地；群体住宅工程；施工设计

 
1 引言

中 国 贵 州 遵 义 交 旅 投· 天 悦 府 建 设 项 目 规 划 用 地

46131m2，设计总建筑面积为 185899m2，群体住宅建筑由 9

栋 25 ～ 26 层的高层住宅、1 栋 11 层办公楼及 3 栋独立商业

及配套商业裙房构成，住宅结构为框架剪力墙结构。群体住

宅项目位于市中心繁华地带，西侧主干道不允许施工车辆出

入，东侧及南侧基坑放坡紧临红线，不具备通车条件，现场

仅有北侧可设置大门通车。施工区域土地面积较为紧张，场

地相对狭小，几乎没有可供工程施工布置用的场地，且由于

交通条件不是十分便利，施工料的运输也比较曲折艰难。此外，

合同所规定的施工周期较短。该工程现在面临着场地狭小、

施工量庞大且工期紧张等困难。基于此，就必须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做好施工组织设计与规划协调，以使各项施工活动能

够顺利有序进行。论文结合该工程项目，针对狭小场地下群

体住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问题做具体分析。

2 狭小场地下群体住宅工程施工特点分析

群体性建筑占地面积大，单体工程规模小、工程量大、

施工过程比较复杂。在狭小场地进行群体建筑施工时，不仅

要考虑场地因素，还需要分析各个单体工程的特征，要做好

基础施工、主体施工、装修施工、水电设备安装、室外工程

施工等的协调组织工作，同时要做好平行、流水等各施工方

式的规划与安排，要能在复杂的外部条件下有序推进各项施

工活动顺利、安全进行。此外，群体住宅工程的施工还具有

单体施工周期短、总体施工周期长，受季节性施工与节假日

影响大等特点，总体来说工程施工难度相对较高 [1]。

群体性住宅工程项目规模庞大、施工内容多、参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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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队伍与人员也相对较多，这使施工组织与管理更加复

杂。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往往需要设计部、施工部、材料采

购部以及监理部等经常沟通交流，协同完成各项工作。由于

工程施工期间的内外部条件都比较复杂，施工过程比较混乱，

因此各部门之间往往难以有效的协调沟通，这些问题加剧了

施工过程中的混乱程度。

3 狭小场地下群体住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策略

3.1 做好项目分析与分解

在狭小场地下进行群体住宅工程施工中，如何科学、有

效地分解施工项目是关键。在施工过程中，有关单位要能根

据工程总体规模、结构、布局等进行分组组织与规划，将一

个大的工程项目分成几个小项目，并在顺利整体施工目标的

基础上再根据各分部项目的施工内容、施工条件等细化出各

施工目标，以此推动整个施工活动顺利有序开展。此外，在

进行项目分解时要能根据项目场地条件、施工队伍人力条件、

设备条件、技术条件等做好施工组织规划与管理，以确保各

项施工活动能够有序推进，狭小场地条件下群体住宅工程施

工管理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项目分区结构的影响，有关单

位应正确认识到，项目分区结构与组织、管理模式是相互影

响与作用的，只有通过合理地编排，才能让各项施工活动顺

利有序推进 [2]。

3.2 优化地下室施工组织设计

3.2.1 后浇带施工组织设计

群体住宅工程需要预留地下室进行厂内主干道路的修

筑，因此在施工期间就必须对后浇带做科学调整，以便为其

他施工活动的进行创造有利条件。群体住宅工程后浇带一般

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分别是伸缩后浇带与沉降后浇带。在

狭窄场地条件下施工时，就必须考虑到施工场地有限，因而

后浇带的宽度不能过大，后浇带占地面积不能过大。单位要

能根据工程设计方案、工程合同等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缩小

后浇带占地面积，预留出地下室主干道路运输空间。同时，

在群体住宅建筑的施工中，也有搭设脚手架的需求、有楼栋

施工电梯基础工作面的施工需求等。为使这些施工需求能得

到有效满足，还需对后浇带的位置做适当调整，如将后浇带

避开消防集水井、人防口部、出地面楼梯以及汽车坡道等位置，

为其他施工活动的开展留出充足空间 [3]。

3.2.2 场内主干道路布置

在结合图纸与现场情况对住宅后浇带做出调整后，就可

对地下室预留主干道进行布置。在布置主干道时一定要保证

主干道位置合理，主干道不能邻近地下室功能房间、集水井

基础、承台等特殊结构，同时又要能辐射各楼栋的施工生产。

此外，在布置主干道时，还要遵循永临结合的原则，对地下

室地板设计垫层进行加厚处理，对混凝图强度等级做相应的

提升，若混凝土强度等级不满足工程施工要求还可通过增配

钢筋的方式让其的强度得到改善，让道路承载力要求得到满

足。主干道路完成面标高即垫层完成面标高，该数据要有一

定的稳定性，不能再后续进行地下室施工时再进行调整。此

外为了使工程施工现场更加安全文明且有序，还可在道路两

侧设置排水沟，并每隔 30m 埋设过路管线 [4]。

3.2.3 边坡与环形道路策划

在狭小场地内进行群体住宅工程施工时，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场地狭小、空间局促。在这种条件下施工，最重要的是

要考虑如何提高空间利用率，如何解决施工临时用地解决紧

缺问题。结合上文分析可看到，在论文所举的案例中，工程

红线范围内施工临时用地相对不足，基坑坡脚距离地下室外

墙 1.5m 左右。在这种条件下若不通过人为的调整策划就很

难形成外部环形道路。基于此，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设计

出以下调整方案：在确定边坡支护结构合理的情况下，对

一级坡平高台高度进行调整，让其与地下室顶板面标高统

一齐平。通过这样的调整后，地下室外墙就具备了回填条件，

然后立即开展防水施工与土方回填施工，施工结束后会得到

一些空间，利用该空间可修筑环形道路，环形道路修筑起来

后，不仅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场内主干道路运输压力得到解决，

也为砌体及装饰装修阶段地下车库顶板材料运输创造了良好

条件 [5]。

3.3 完善地上室施工组织设计

在地上部分施工建设阶段，主要是要做到各工序有效穿

插，如在地上室施工的过程中将室外管网、地下室顶板回填、

园林绿化等工序快速插入进去，这样就能得到一个较大面积

的连续作业面，从而让场地狭小、施工临时用地不足等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在论文提到的工程项目中，施工单位在进行

地下室部分的施工时可采用落地式脚手架与选悬挑式脚手架

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在首层结构顶板（2F 板）处开始第一次

工字钢悬挑，待结构施工至悬挑层后即可将下部落地式脚手

架拆除，为主楼地下室外墙回填及后续大面积地下室顶板回

填提供工作面。将脚手架的布设方案做科学调整后，就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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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楼地下室外墙回填无法提前进行的问题得到解决，也能让

地下室顶板施工插入到绿化回填施工中去，这样就大大提高

了施工效率，缩短了工期，有效预防了各类施工问题的出现。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狭小场地下进行群体住宅工程施工时，要

能基于工程概况，根据具体的场地条件，在保证施工进度、

施工质量、施工安全等可控的情况下对建筑低下部分、地上

部分的施工形式、施工顺序等做适当优化调整，对施工组织

方案进行完善，让施工临时用地不足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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