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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很多老

建筑在结构形式、功能作用、外观等方面，和现代化城市建

设和发展理念不符，也不能满足当下人们的使用需求，因此

城市建设发展中，强化了对老旧建筑的改造项目的重视。一

般情况下，在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时，需要在原有钢结构上

将其新增钢结构，以便加大既有建筑的使用空间。但是在具

体施工中，新老结构相距较近，抗震能力不足，而且施工空

间较小，难以保障新增钢结构顶盖的顺利施工。

此外，需要使用整体提升工艺对其进行有效施工，保障

新老钢结构的合理衔接，促进整体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提升施工效率，缩短工期，有效控制施工成本。

2 整体提升工艺原理概述

钢结构整体提升工艺主要是在地面对钢结构构件进行拼

装，避免了高空作业的难度和危险性；并结合钢结构的具体

情况，以及实际的施工需求，合理选择受力吊点，利用相应

的机械设备把钢结构构件整体提升到相应的位置，以便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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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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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需求。对既有建筑新增钢结构进行施工，既可以提升整

体建筑结构的安装精度，而且还可以提升施工效率，降低施

工成本。

在现代化建设施工中，较为常用的液压整体工艺，其主

要是由主控计算机、提升油缸、泵源系统、地锚、钢绞线等构成。

在具体的施工操作中，可以对施工现场进行动态化跟踪监督

和控制，保障整体提升工艺的有效性开展 [1]。在主控计算机

的指令下，可以保障每个提升油缸动作的一致性。在所有提

升吊点中要分别配置一个距离传感器，以便对提升过程中，

可以对构件高度进行实时测量，并将测量数据传输到主控计

算机中，确保所有提升吊点同步提升。

其中，要注意对混凝土构件实施临时加固，提升整体构

件基座的承载力；并安装导轨，以便对被提升构件进行固定，

并利用高强螺栓将新增钢结构与既有钢结构进行连接，避免

高空焊接，强化连接质量，保障施工安全。由此可见，整体

提升工艺在既有建筑新增钢结构施工中发挥极大的优势作用。

3 整体提升工艺在既有建筑新增钢结构施工中

的应用实践

3.1 整体拼装和支座加固

在整体提升工艺实施中，主要是在地面对钢结构构件进

行拼装和焊接。在施工现场，要按照施工设计要求标准进行

测量、放线作业，并在地面上弹好控制线，使用废旧方钢等

材料焊接拼装胎架 [2]。在地面上进行拼装焊接，可以提升工

作效效率和质量，保障施工安全。

在支座加固作业中，需要利用反力计算原理，全面考量

被提升构件在提升过程中受到的荷载力，从而结合实际需求，

对屋面混凝土构件实施临时加固，保障其整体构件安全性。

3.2 安装提升系统

3.2.1 设置提升吊点

在提升过程中，钢结构主要荷载是其自身的垂直重力，

所以在对提升构件吊点进行设置时，要保障其符合提升要求，

也避免对其原有受力体系受到破坏。因此，要对各种因素进

行综合性考量，明确提升吊点的设置数量和具体位置，然后

科学设置液压提升器，并利用专用钢绞线使其与钢结构吊点

进行全面连接 [3]。

3.2.2 设置钢绞线和液压提升器

吊点钢绞线的设置数量是由钢结构的荷载运算出来的，

钢绞线和提升油缸进行连接，然后在塔吊作用下将其提升到

上吊点位置，并利用焊接方式对其进行固定。在上下吊点之

间设置疏导板。

3.2.3 设置专用地锚

地锚结构是与液压提升器配套设置的，其安装位置是在

提升下吊点专用吊具的内部，并要确保其与液压提升器等同

心安装，并保持上下垂直关系。在此过程中，要避免油缸下

端和地锚之间的钢绞线出现交叉、扭转等现象。

3.2.4 设置导向架

导向架的设置主要是为了确保过多钢绞线能够顺利导

出，以便钢绞线可以在提升过程中自由向后、向下疏导。一

般情况下，主要设置在液压提升器上面位置，要对其导出方

向进行合理设置，避免其影响钢绞线自由下坠。

3.2.5 连接动力线

计算机控制柜主要设置在地面的相应位置，并引起比例

阀通讯线、油缸信号通讯线等，油缸传感器、距离传感器需

要连接到各自的通讯模块上。

3.3 安装竖向导轨

被提升构件在提升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导致其出

现位移现象，如风力作用、吊点提升速度不同等 [4]。因此，

需要设置竖向导轨，保障被提升构件的稳定性提升，避免其

出现水平方向上的位移。

3.4 试提升

3.4.1 地锚就位和钢绞线预紧

要对提升系统进行联机调试。开启油缸，并提升一点距

离，将其放置在落槽位置并对其进行调整，然后穿好钢绞线，

对钢绞线实施预紧，对液压泵源系统的压力进行调节，保障

所有钢绞线处于张紧状态。

3.4.2 提升分级加载

解除地面连接，并去除设计外的所有载荷。对整体提升

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其稳定运行，结合提升

吊点反力值，对其实施分级加载，并对伸缸压力进行缓慢分

级增压，分别为 20%、40%、60%、80%，并在此过程中，实

时观察各个结构状态，没有异常情况下基础上，可以持续加载，

直到钢结构脱离拼装胎架 [5]。

在每一次分级加载时，都需要对吊点结构、钢结构状态

进行检查，避免其出现变形现象。如果钢结构吊点没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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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地，可以减缓提升速度，并进行单点动提升，保障钢结构

平稳离地。

3.4.3 结构离地检查

钢结构提升到一定距离后，需要把液压提升系统设备进

行锁定，并在空中静止 12 小时，对其稳定性进行检查，之后

才能开展正式提升。要对提升过程进行全面观察和监测，保

障其与模拟工况相符，提升施工操作安全性。

3.4.4 调整提升姿态

使用专业测量仪对所有吊点的离地距离进行精准性测

量，如果出现高度差，需要对其吊点高度进行合理调整，保

障其保持水平姿态。

3.5 正式提升

在保障试提升符合设计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开展正式提

升操作。相关人员开启计算机控制系统，并严格按照设计好

的速度对构件进行匀速提升，直到其达到相应位置。在具体

的施工之前，需要明确天气状况，避免在大风、雨雪等恶劣

天气进行施工，以免影响最终的提升施工效果。

3.6 其他方面

第一，把钢结构提升到相应位置之后，减缓提升速度，

并利用人工手动方式对吊点油缸位置进行升降调整，以便提

升钢结构提升位置的精确性，确保其达到毫米级，满足设计

要求。然后关闭液压提升系统设备，使用高强螺栓将提升构

件在支座上进行固定 [6]。

第二，把新增钢结构提升到相应位置之后，要对提升系

统进行逐一拆除，并按照每次 20% 的级别进行分次卸载，并

实时观察结构是否出现变形情况。同时也要对液压提升系统

设备进行同步卸载，直到钢绞线松弛。

第三，对现场的临时支撑设置、胎架等进行有序拆除，

保障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清理，实现文明施工。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经济发展背景下，很多具有历史文

化价值的老旧建筑被保留下来，但是其在外观、使用功能、

安全性等方面和现代化城市发展严重不符，因此需要采取有

效措施对其进行改造。利用整体提升工艺对既有建筑新增钢

结构进行施工，可以降低施工难度，提升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控制施工成本。

参考文献

[1]  严凤英 . 整体提升工艺在既有建筑新增钢结构施工中的应用 [J].

建筑施工 ,2021,43(3):436-438.

[2]  叶代英 , 谢锦滨 , 张生文 , 等 . 双曲空间网格结构整体提升施工技

术研究与应用 [A].2020 年工业建筑学术交流会论文集 ( 上册 )[C].

北京 : 工业建筑杂志社 ,2020.

[3]  郭正兴 , 申屠江 , 高飞 . 威海体育中心 500m 劲性内环梁整体提

升工艺 [A]. 新世纪预应力技术创新学术交流会论文集 [C]. 中国

土木工程学会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分科学会后张预应力结构委

员会 , 东南大学华东预应力技术联合开发中心 , 中国土木工程学

会 ,2002.

[4]  杜趁娅 , 司孝东 . 关于导座式整体提升架在高层建筑中的应用 [A].

土木建筑学术文库 ( 第 7 卷 )[C].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2007.

[5]  马左蔚 , 饶海鹰 , 宋伟权 , 等 . 整体提升钢平台工艺在异形、变截

面建筑结构工程中的运用 [J]. 建筑施工 ,2006(11):882-884.

[6]  郭正兴 , 申屠江 , 高飞 . 威海体育中心钢管劲性内环梁整体提升工

艺 [J]. 施工技术 ,2002(11):11-13.

7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