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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根据川建标发〔2012〕267 号《关于下达四川省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装配整体式结构设计技术规程〉编制计划》的通

知要求，由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会同有关科研、设计、

教学、制作和施工单位共同制订，根据专家审查会的意见，本规

程名称确定为“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  

规程制订过程中，编制组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进行了相

关试验研究工作，认真总结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在国内特别是四

川省内工程实践中的经验，对主要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参考有

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与相关标准进行了协调，在充分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本规程。  

本规程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材

料，4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5  建筑设计，6  框架结构设计，7  剪

力墙结构设计，8  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9  叠合梁、叠合板设

计，10  其他构件设计，11  连接。  

各单位在执行本规程时，请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四川省

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址：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 55 号；邮编：610081；

邮箱：zp@scjky.cn），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规程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 ：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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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编 单 位 ：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  

成都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  

西华大学  

四川省第七建筑工程公司  

四川华西安装工程公司  

四川华西绿舍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华构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成都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预应力及预制混凝土专业委员会  

主要起草人： 张   瀑   鲁兆红   章一萍   毕   琼  

李锡伟   全   理   罗   琳   程   晶  

隗   萍   潘   毅   杨   成   陈   彬  

颜有光   李建波   王汝恒   姚   勇  

古   松   钟   伟   邓   文   刘小东  

张蜀泸   李宇舟   赵太平   郑祥中  

熊   峰   李   力   马   林   侯健频  

主要审查人： 李学兰   康   强   秦   刚   尤亚平  

袁天义   陈大乾   张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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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装配整体式建筑的设计应在建筑规划与方案阶段进行

考虑。  

5.1.2  装 配 整 体 式 建 筑 的 设 计 宜 采 用 土 建 与 装 修 一 体 化

设 计 。  

5.1.3  装配整体式建筑应采用基本模数或扩大模数的方法实

现建筑模数协调。  

5.1.4  装配整体式建筑的外围护结构、公共楼梯、阳台、内

隔墙、空调板、楼板等宜采用工业化生产的标准预制构配件。 

5.1.5  装配整体式建筑的设备管线应进行综合设计，减少平

面交叉；竖向管线应相对集中布置。  

5.1.6  装配整体式住宅建筑中，厨房、卫生间的设备管线宜

采用结构层与设备层分离的方式。  

5.1.7  装配整体式建筑中，设备管线的设置应充分考虑使用

功能的需要。  

5.2  建筑设计 

5.2.1  装配整体式建筑的平面布置宜简单、规则，突出与挑出

部分不宜过大，平面凹凸变化不宜过多过深，并在充分考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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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功能状态需要的前提下选用大空间的平面布局方式。  

5.2.2  装配整体式建筑外立面的设计应结合装配整体式混凝土

结构的特点，其基本单元组合及外墙立面宜按一定规则变化。  

5.2.3  装 配 整 体 式 住 宅 建 筑 卫 生 间 尺 寸 应 符 合 行 业 现 行 标 准

《住宅卫生间模数协调标准》JGJ/T263 的要求。  

5.2.4  预制外墙板的设计宜采用平面构件，并考虑制作、运输

及施工安装的可行性。  

5.2.5  外墙板饰面宜结合构件生产在工厂完成；当采用饰面砖

时，宜采用反打一次成型的饰面外墙板。  

5.2.6  预制外墙板的接缝处应作有效的防排水处理。  

1  预制外墙板接缝采用构造防水时，水平缝应采用企口缝

或高低缝，竖缝宜采用双直槽缝，并在预制外墙板十字缝部位每

隔三层设置排水管引水外流。  

2  预制外墙板接缝采用材料防水时，嵌缝材料应满足防水

性能、耐候性能和耐老化性能的要求。板缝宽度不宜大于 20mm，

防水材料的嵌缝深度不得小于 20mm。  

3  预制外墙板接缝采用构造和材料相结合的（如弹性物盖

缝）防排水系统时，其接缝构造和所用材料应满足接缝防排水要求。 

5.2.7  装配整体式建筑门窗洞口的平面位置和尺寸应满足构件

拆分的构造和受力要求。  

5.2.8  装配整体式建筑外墙门窗宜采用标准化产品，可采用整

体预埋，或采用预留副框方式。  

5.2.9  装配整体式建筑的内隔墙宜采用轻质条板，轻质条板的

性能应满足室内隔声、防水、防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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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预制混 凝土 构 件的 保护 层 厚度 应满 足 相关 规范 的 防火

要求。  

5.3  设备管线 

5.3.1  装配整体式建筑宜根据装修和设备要求预先在预制构件

中预留孔洞、沟槽，预留埋设必要的电器接口及吊挂配件。不宜

在构件安装后凿剔沟、槽、孔、洞。  

5.3.2  墙板内竖向电气管线布置应保持安全间距。  

5.3.3  预制构件内预留有设备或设备管线穿过楼板时，应考虑

隔声、防火、防水等要求。  

5.3.4  装配整体式建筑的部件与公共管网系统连接、部件与配

管连接、配管与主管网连接、部件之间连接的接口应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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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框架结构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符合本章规定的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按现浇结构的

有关规定要求执行。  

6.1.2  高层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的梁柱节点应采用现浇连接。 

6.1.3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可采用预制柱、叠合楼盖体系，

也可采用现浇柱、叠合楼盖体系。  

6.1.4  预制框架叠合梁的设计除满足本章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本规程第 9 章的有关要求。  

6.1.5  预制柱的纵向钢筋连接宜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抗震等

级为三、四级的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对于直径不大于 25mm

的竖向钢筋可采用浆锚搭接连接。  

6.2  结构设计 

6.2.1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的结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 混 凝 土 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GB50010、《 建 筑 抗 震 设 计 规 范 》

GB50011 及行业现行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3 的要求。  

6.2.2  框架的节点核芯区应进行抗震验算；验算结果及构造

措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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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要求。  

6.3  梁柱构造 

6.3.1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中采用的预制柱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柱内纵向钢筋宜采用 HRB400、HRB500 热轧带肋钢筋，

直径不宜小于 18mm；  

2  矩形柱柱宽或圆柱直径不应小于 400mm，且不宜小于

同方向梁宽加 200mm；  

3  柱钢筋连接区域的箍筋宜采用焊接封闭箍或螺旋箍；  

4  当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时，柱箍筋加密区不应小于钢筋

连接区域并延伸 500mm（图 6.3.1），且不应小于国家现行标准

中的有关规定；套筒上端第一个箍筋距离套筒顶部不应大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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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柱箍筋加密区域 

1—预制柱；2—连接套筒；3—箍筋；L1—连接套筒区域；  

L2—最小箍筋加密区域  

6.3.2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中采用的预制框架叠合梁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预制框架叠合梁的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200mm；  

2  预制框架叠合梁的下部钢筋应在节点区内锚固；  

3  预制框架叠合梁在柱上的搁置长度不宜小于 20mm；  

4  预制框架叠合梁端部应设置键槽，如图 6.3.2；  

5  预制框架叠合梁的现浇层厚度不应小于 150mm 且不宜

小于梁高度的 1/4；  

6  预制框架叠合梁宜采用封闭箍筋，抗震等级为二级的

预制框架叠合梁应采用封闭箍筋。  

 
图 6.3.2  梁端抗剪键 

1—键槽；H—梁高  

6.3.3  采用预制柱及叠合梁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

柱的拼接缝宜设置在楼面标高处（图 6.3.3），接缝应符合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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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  下柱纵向钢筋向上贯穿现浇节点区，与上柱纵向钢筋

连接；  

2  上柱底部与节点上表面之间应设置坐浆层。  

 
图 6.3.3  预制柱叠合梁节点 

1—节点区顶面粗糙面；2—拼缝灌浆层；3—柱纵筋连接  

6.3.4  在框架顶层节点处（图 6.3.4），柱纵向钢筋在节点区

内的锚固宜采用焊端锚板或螺栓锚头的机械锚固方式，钢筋应

伸至梁顶且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40d，当截面尺寸不满足锚固长

度要求时，可将柱向上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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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4  顶层节点 

1—柱纵向钢筋；2—现浇节点；3—预制梁  

6.3.5  在框架中间节点处（图 6.3.5），节点两侧的梁下部纵向

钢筋可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或焊接的方式直接连接，或者锚固在

节点区混凝土内；上部钢筋配置应符合现浇混凝土结构的要求。 

 

（a）梁下部纵向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或者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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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梁下部纵向钢筋锚固  

图 6.3.5  中间节点 

1—现浇节点；2—下部纵筋连接；3—预制梁；  

4—预制柱；5—下部纵筋锚固  

6.3.6  在框架边节点处（图 6.3.6），梁纵向钢筋应锚固在节

点区内；当柱截面尺寸不满足直线锚固要求时，钢筋端部可采

用焊端锚板或螺栓锚头的机械锚固方式，也可采用 90弯折锚

固，但钢筋直线段长度不应小于 0.4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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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6  中间层边节点 

1—现浇节点；2—梁纵筋锚固；3—预制梁；4—预制柱  

6.3.7  在框架顶层边节点处（图 6.3.7），可将梁上部钢筋与

柱外侧纵向钢筋在节点区搭接，搭接长度不小于 1.5lab。  

 

图 6.3.7  顶层边节点 

1—现浇节点；2—纵筋锚固；3—预制梁；4—梁柱外侧钢筋搭接  

6.3.8  预制柱宜按楼层分段；预制框架梁宜按单个跨度分段，

当跨度较大时，亦可在梁中部设置连接段，连接段的长度不宜

小于 1000mm，钢筋连接宜采用套筒灌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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