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配式混凝土 

建筑项目实施指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  都· 

 

四川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协会  主编 



 

 

 

 



 

 

 

 

 

 

 

 

 

 

 

 

 

 

 

 

 

 

 

 

 

 

 

 

 

 

 

 

 

 

 

 

 

 

 

 

本书编写委员会 

 
 

 

编写委员会主任：谭启厚 

编写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瑞丰  叶小斌  向  勇  刘  宏 

刘  锐  孙思敏  李  建  吴帝毅  

宋  远  周明皓  胡  宁  姚  勇  

袁  星  夏尚志  徐永亮  高  锐  

曹  佳  温雪飞  赖  力  雷  挺  

鞠  明 

编  制  人  员：  

吕东琼  宋佳佳  李春华  刘金杰 

 

 
 

 

审稿委员会主任：刘  威 

审稿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杰  王  群  庄镇利  

范振江  金波峰  潘  峰   
 

本书审稿委员会 



 

 

 
 

 

  各章内容与执笔人： 
 

章 名称 执笔人 

第 1 章 装配式建筑概述 谭启厚、叶小斌、夏尚志 

第 2 章 设计与构件生产 曹佳、周明皓、袁星、叶小斌 

第 3 章 施工准备 温雪飞、刘宏、高锐、袁星、吴帝毅

第 4 章 施工总平布置管理 高锐、袁星、叶小斌、吴帝毅 

第 5 章 项目进度控制 李建、胡宁、张学华 

第 6 章 工程施工关键技术 夏尚志、高锐、吴帝毅 

第 7 章 工程质量验收 温雪飞、刘宏、袁星 

第 8 章 施工安全生产 鞠明、丁瑞丰 

第 9 章 项目成本管理 孙思敏、赖力 

第 10 章 项目风险管理 徐永亮、刘锐 

第 11 章 项目专业技能人员管理 姚勇、雷挺 

附录 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政策目录等 李春华 

总汇稿 谭启厚 

 
主编单位：四川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协会 

参编单位：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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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南科技大学 

 



 

 

 
 

 

成都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建工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域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城投远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天盛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汇源钢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上筑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前 言   

 

 

我国装配式建筑已初具规模。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新开工

装配式建筑共计 6.3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50.7%，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约 20.5%，超额完成

《“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确定的到 2020 年达到 15%的工作目标。2021 年 10 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要求大力发展装配

式建筑。随后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也强调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按照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到 2026 年，我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将达到 30%。一系

列政策表明，我国装配式建筑将迎来快速发展新阶段。 

2021 年，四川省新开工装配式建筑 5600 万平方米，占新建建筑的 31%，其中，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建筑 4010 万平方米，占比 71.6%，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占装配式建筑市场主体地位。

经过多年发展，我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实施规模和数量已达到全国领先水平，也取得了一些

产业化推广科技成果；但目前装配率普遍偏低，主要停留在预制叠合板、楼梯、阳台等水平

构件的应用，竖向构件应用占比极少，仅少量大型企业参与高装配率混凝土项目实践，形成

可复制的施工经验还较少。 

当前我省大部分项目仍然采用传统的施工工艺建造装配式建筑，以现浇体系为基础的技

术体系制约了我省装配式建筑发展。一方面，设计人员按照普通现浇结构的思路设计，设计

深度不够，导致须由没有设计经验的施工方二次拆分。施工方优先拆分易于施工的构件，将

个性化设计的单体工程强行拆分，通过工厂预制以满足强制性装配率要求，偏离了结构部件

模数化、标准化的基本原则，导致工艺成本和物流成本增大，工程造价高于传统现浇混凝土

建筑。另一方面，装配式建筑施工组织受传统建筑理念影响，施工方对装配式建筑重视程度

较低，不能妥善做好施工准备工作，对未来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的预见性较少，从而产生一

系列问题。例如：施工现场没有设置合理的运输路线、堆场、施工机械等，导致构件无法堆

放、吊装；缺乏与装配式建筑相匹配的施工工艺和工法，仅仅考虑预制构件安装，而没有从

全流程角度对施工组织进行优化，导致工序和工期增加；缺乏具备丰富经验的现场管理人员

和产业工人，遇到施工问题不能妥善解决；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当前我省装配式建筑

发展。 

因此，编写一本适用于指导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建设管理的基础性专业技术图书迫在眉睫，

以及时服务广大建设、设计、生产、施工企业，帮助企业在实施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项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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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设计、制造、施工等方面提升装配式建筑实施质量，推动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发展。 

本指南自 2018 年开始筹备，编写委员会在实地考察相关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实施项目的基

础上，广泛征求项目实施人员意见，历经 3 年时间反复打磨、精心编写，充分总结了近年来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项目实施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特别是 2020 年成都市新开工的高装配率

项目经验，组织各相关单位反复研究、讨论、修订，同时邀请省外专家引进北京、上海、深

圳等先进地区经验，经审查后定稿。 

本指南共 11 章，全方位地讲解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重要知识点，对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工程的实施具有指导意义。 

本指南由四川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协会组织编写。感谢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省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南科技大学、成都大学、西南交通

大学、成都建工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域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

公司、中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成都城投远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天盛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汇源钢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上筑建材有限公司、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编写并提供很多帮助。 

四川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协会希望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实施提供一部知识性强、信息

量大、实用性强的设计施工参考类图书。但限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离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也可能存在疏漏和不足，在此恳请并感谢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四川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协会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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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装配式建筑概述 

 

1.1  装配式建筑定义及术语 

（1）装配式建筑：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主要部分采用

预制部品部件集成的建筑。 

（2）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由预制混凝土构件或部件通过各种可靠的连接方式装配而成的

混凝土结构，简称装配式结构。 

（3）预制混凝土构件：在工厂或现场预先生产制作的混凝土构件，简称预制构件。 

（4）协同设计：装配式建筑设计中通过建筑、结构、设备、装修等专业相互配合，并运

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满足建筑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安装等要求的一体化设计。 

（5）集成设计：建筑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一体化的设计。 

（6）装配率：单体建筑室外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和设备管线等

采用预制部品部件的综合比例。 

（7）产业示范基地：围绕装配式建筑发展，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较好的产业基础、技术

先进成熟、研发创新能力强、产业关联度大、注重装配式建筑相关人才培养培训、能够发挥

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的装配式建筑相关企业。 

（8）生产质量能力评估：生产、加工、制作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与房屋

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相关部品部件的企业自愿向评估机构申请进行评估的行为。 

1.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主要结构类型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主要结构类型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类型大同小异，可概括为装配整体式

的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等三大类。建筑结构类型的选择可根据具体工程

的高度、平面、体型、抗震等级、设防烈度及功能特点来确定。 

1.3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适用范围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是指建筑的结构系统由混凝土部件（预制构件）构成的装配式建筑，

其适用范围主要为标准化设计程度高的建筑类型，如住宅、学校教学楼、幼儿园、医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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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楼等，也有标准化程度低的建筑类型，如剧院、体育馆、博物馆等。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对

建筑的标准化程度要求相对较高，这样同种规格的预制构件才能被 大化地利用，带来更好

的经济效益。因此，装配式建筑应按照通用化、模数化、标准化的要求，以少规格、多组合

的原则，实现建筑及部品部件的系列化和多样化。此外，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体系的发展应适

应四川省当地建筑功能和性能要求，遵循建筑全寿命周期的可持续性原则，并应做到标准化

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和智能化应用。 

1.4  国外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 

国外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历程中，主要经历了古代装配式及近代装配式两个发展时期。 

古代装配式概念主要集中于古建筑具备一定标准化和预制装配的部品部件，如古罗马帝

国预制大理石柱部件（图 1.4-1）的模数化、标准化、定型等方面，其建造方式及理念符合装

配式建筑的定义。 

      

图 1.4-1  古罗马帝国预制大理石柱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及发展，装配式建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主要发展于英国、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近现代预制建筑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阶段一：19 世纪是第一个预制装配建筑高潮，代表作有水晶宫（图 1.4-2）、满足移民需

要的预制木屋、预制铁屋等。 

英 国 的 水 晶 宫 就 是 典 型 的 装 配 式 建 筑 ， 这 个 堪 称 19 世 纪 欧 洲 建 筑 的 伟 大 奇 观 ， 由

93 000 m2 的玻璃、3300 根立柱、2300 条铁梁组成，然而如此庞大的工程工期仅仅花了 240 d。 

阶段二：20 世纪初是第二个预制装配建筑高潮，代表作有木制嵌入式墙板单元住宅建造

体系、斯图加特住宅展览会、法国 Mopin 多层公寓体系等。 

阶段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建筑工业化真正的发展阶段，其代表有钢、幕墙、PC 预制

体系等。 

阶段四：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国外建筑工业化进入新的阶段，预制与现浇相结合的体系

取得优势，并从专用体系向通用体系发展（钢-混、木-混、钢-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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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英国水晶宫 

1.5  国内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 

我国在充分借鉴学习国外装配式建筑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及现状，制定了

符合“中国特色的建筑产业化道路”的发展政策及方针。 

目前，全国已有 30 多个省市级行政单位出台了装配式建筑专门的指导意见和相关配套措

施，不少地方更是对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沈阳、合肥、长沙等地走在了全国前列。长沙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万融现代建筑产业有限公司、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均被认定为国家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 

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历程如图 1.5-1 所示。 

 

图 1.5-1  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历程 

2016 年 9 月 27 日，国办发〔2016〕7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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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见》中提出：常住人口超过 300 万的其他城市为积极推进地区，其余城市为鼓励推进地

区，因地制宜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现代木结构等装配式建筑。力争用 10 年左右

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同时，逐步完善法律法规、技术标

准和监管体系，推动形成一批设计、施工、部品部件规模化生产企业，具有现代装配建造水

平的工程总承包企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业化技能队伍。 

2017 年 3 月 23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科〔2017〕77 号《“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

案》中提出：到 2020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15%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

区达到 20%以上，积极推进地区达到 15%以上，鼓励推进地区达到 10%以上。建立健全装配

式建筑政策体系、规划体系、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产品体系和监管体系，形成一批装配式

建筑设计、施工、部品部件规模化生产企业和工程总承包企业，形成装配式建筑专业化队伍，

全面提升装配式建筑质量、效益和品质，实现装配式建筑全面发展。 

到 2020 年，培育 5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20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50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建设 3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科技创新基地，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

带动作用。 

从 2017 年 11 月至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先后公布了两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

产业基地名单，北京、南京、杭州、绍兴、郑州、合肥、成都等 48 个城市，被认定为装配式

建筑示范城市，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等 328 个企业，被认定为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2020 年 9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九部门

发布《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系统化集成设计、优化构件和部

品部件生产、推广精益化施工、加快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强化科技支撑、

加快专业人才培育、开展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评价、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 9 方面共 37 条意见。 

随着国家政策及地方政策的推行和完善，我国试点城市已进入了装配式建筑的初步发展

时期，对于部分装配式建筑发展较快的城市，已普遍实现竖向结构预制装配化，并开始尝试

机电装修一体化、整体卫浴等集成设计建造，充分发挥了装配式建筑的优势，也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 

1.6  四川省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 

2017 年 6 月 13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文件提出：支持成都、乐山、广安、眉山、西昌五个试点市加快发展。到 2020 年，全省装配

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 30%，装配率达到 30%；新建住宅全装修达到 50%。到 2025 年，装配率

达到 50%以上的建筑，占新建建筑的 40%；新建住宅全装修达到 70%。 

2019 年 10 月 30 日，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经济和信息化厅等 5 部门联合印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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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进四川省装配式建筑工业化部品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举行四川省装配式建

筑工业化部品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活动，着力提升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工业化水平

和有效供给能力。同时，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四川省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确定成都、绵阳、宜宾、广安、凉山和甘孜为试点地区，探索推进我省钢结

构装配式住宅建设。同年，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在装配式建筑推行工程总承

包招标投标的意见》（川建行规〔2019〕2 号），规范装配式建筑招标投标行为。 

2019 年 4 月 18 日，四川省举办全省首届装配式钢结构发展论坛。紧接着，成立了四川装

配式建筑产业技术研究院、四川省装配式建筑产业联盟和四川省钢结构装配式住宅产业联盟。 

2021 年 8 月 31 日，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推

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助力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实施意见》（成办发〔2021〕81 号）要求： 

（1）房屋建筑工程：自 2021 年起一是所有项目装配率均不低于 40%；二是政府投资项目、

总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以上的居住建筑项目、居住建筑部分总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以上的

混合类项目，装配率不低于 50%；并明确总建筑面积较小的项目、符合条件的配套用房、工

业建筑中生产工艺有特殊要求的生产性用房等，可不采用装配式方式建设。 

（2）市政基础设施和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市政工程项目除必须现浇的部分外，箱梁、防

撞隔离设施、人行道铺装、电力浅沟、缆线管廊廊体、管片等采用装配式方式建设；城市隧

道、过街通道和大中型综合管廊优先采用工业化预制结构装配实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盾构

区间采用装配式方式建设，鼓励高架区间、轨道铺装等采用装配式方式建设。 

按照《四川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四川省累计认定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32

家。根据《四川省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保障能力评估办法》，成都城投远大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 12 家企业通过四川省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

生产质量保障能力评估。不断加大装配式建筑推广应用，在“厕所革命”中试点建设 100 座

装配式公共厕所。 

《四川省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大力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

建筑，倡导有条件的景区、农村建筑推广采用现代木结构建筑，支持市政工程建设中应用装

配式部品部件。以试点城市和 100 万以上人口城市为依托，形成以试点城市带动区域发展，

以中心城区带动区县发展的格局。到 2020 年，全省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

成都、广安、乐山、眉山、西昌 5 个试点城市达到 35%，泸州、绵阳、南充、宜宾等 100 万

以上人口城市达到 30%，其他城市达到 20%。到 2020 年，全省培育 8 个装配式建筑试点城市，

培育 5 家集设计、生产、施工于一体的装配式建筑龙头企业，培育 50 个科研、生产、应用的

装配式建筑产业示范基地，2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 

该方案明确了装配式建筑未来发展的重点任务，从发展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全装修、

设计、生产和施工能力以及人才机制、政策扶持等方面作了具体要求；同时，该方案也明确

了装配式建筑的具体发展方向，为当下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建设、钢结构住宅试点和示范项

目等进行了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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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设计与构件生产 

 

2.1  装配式设计施工图深度 

2.1.1  平面布置图深度要求 

平面布置图应包含构件类型（水平和竖向构件可分别绘制）、构件位置尺寸、重量、预制

范围等信息；明确区分构件与现浇混凝土的范围，并应清晰表达构件的平面形状、预留洞口、

建筑物轴线、轴线记号及轴线间距、构件名称、安装方向、详图索引、层高表等；构件编号

宜包含构件的位置信息、对称信息、结构信息、重量信息；文字说明应包含抗震等级、预制

构件材料、叠合板与现浇层的厚度、桁架筋高度、图例说明、制作安装注意事项等。 

2.1.2  详图深度要求 

预制构件加工详图应包括构件内外视图、俯视图、仰视图、侧视图、剖面图等；标明构

件与结构层高线的尺寸关系、墙板的外形轮廓尺寸（必要时应补充三维视图）、构件与轴线之

间的关系、预留洞口尺寸及位置关系等；标明构件的外露钢筋、键槽位置尺寸、注浆孔和出

浆孔位置尺寸、套筒型号及位置尺寸、装配方向以及与构件有关的结构附属构件的细部做法；

应标明预埋件编号，包括脱模、吊装、支撑用预埋件，设备专业预埋件，幕墙用预埋件，临

时加固用预埋件、电线盒、管线预埋、孔洞、沟槽的标高、定位尺寸等内容；标明有防雷接

地要求时的防雷构造做法和要求。 

2.1.3  BOM（构件）表深度要求 

BOM（构件）表主要包括构件明细表和金属件信息表等。构件明细表应标明构件类型、

构件编号、外形控制尺寸、楼层信息、混凝土体积、构件重量、数量、混凝土强度等级、备

注等；金属件信息表应包括各类预埋件、灌浆套筒等金属件的编号、规格、数量。 

2.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设计要点 

2.2.1  装配式设计及集成化设计 

装配式建筑主要包括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现代木结构建筑等，因为采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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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

代表。 

集成化设计是基于并行工程思想的设计，它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把传统产品设计过程中

相对独立的阶段、活动及信息有效地结合起来，强调产品设计及其过程同时交叉进行，减少

设计过程的多次反复，力求使产品开发人员在设计开始时就考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从概念

形成到产品报废处理的所有因素，从而 大限度地提高设计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设计方法。 

详细用户界面设计的整体方法（即框架）要在初期进行开发和测试是集成化设计的重要

特征之一。这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和其他单纯的递增技巧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以确保此

后各阶段中进行的递增式设计能够天衣无缝地适合框架，而且用户界面在外观、术语和概念

上都能保持一致。 

2.2.2  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要点 

1. 构件深化设计的阶段划分 

1）方案阶段 

该阶段的内容为：依据结构及建筑方案图编制预制构件深化方案，提供其配套的当地或

国家级的装配率计算资料，以备审查。 

2）预制构件深化设计阶段 

该阶段的内容为：依据建筑物全套施工图以及施工工艺、现场施工条件进行预制构件深

化拆分图设计，并复核其配套的当地或国家级的装配率计算资料。 

3）预制构件生产安装阶段 

该阶段的内容为：依据预制构件生产厂家的条件、运输线路限制以及施工现场布置条件

进行预制构件深化拆分图纸校对并完善。 

2. 构件深化设计流程 

深化设计的流程一般分为两种： 

1）施工图阶段介入 

（1）收到项目施工图。 

（2）与原设计单位沟通，确定预制构件种类及范围，对项目进行预制装配率计算。 

（3）根据项目预制装配率进行科学系统深化拆分，做到“两少一多”，即少种类、少规格、

多组合。 

2）方案策划阶段介入 

（1）在项目方案阶段配合设计院和项目建设方做项目方案深化合理性建议。 

（2）按照深化后的方案做预制装配率计算，项目方案应符合“少户型、多组合、少异型、

多方正”的原则。 

（3）根据项目预制装配率进行科学系统深化拆分，做到“两少一多”，即少种类、少规格、

多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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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件深化设计质量控制要点 

1）方案设计阶段： 

在该阶段要注意各专业的协调配合，把装配式设计因素考虑进来。 

2）拆分设计阶段： 

在该阶段要遵循标准化、模数化、模块化、轻型化、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避免出现用

传统施工图纸“硬性”拆分的情况。 

3）标准化 

标准化设计包括建筑户型标准化设计、建筑立面标准化设计、预制部品部件标准化设计、

连接接口标准化设计。 

4）模数化 

设计方法：调整剪力墙后浇段长度来使预制剪力墙规格减少，剪力墙长度在 300 mm 以内

全部合并成一个规格；剪力墙的规格以 300 mm 为模数，建立标准化构件库：1200 mm、

1500 mm、1800 mm、2400 mm、2700 mm、3000 mm、3300 mm、3600 mm、3900 mm、4200 mm、

4500 mm，超过 4500 mm 的构件拆分为两个小构件。 

5）模块化 

预制部品部件采用模块及模块组合的设计方法，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方便不同

构件的拼装。 

6）轻型化 

拆分设计时单块预制剪力墙和填充墙长度控制在 4.5 m 内，以减小构件重量，方便吊装。

对于超过控制长度的剪力墙和填充墙，将其拆分为两个预制构件，构件拼缝采用后浇段连接。 

7）少规格、多组合 

按照标准化、模数化、模块化的要求，以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实现建筑及部品部件

的系列化和多样化。 

（1）构件深化设计阶段：精装修图纸要在深化设计之前就完成。 

（2）构件深化设计图纸要考虑水电的集成，进行精细化设计。 

（3）建筑外立面线条宜简单规整，以减小预制构件模具加工难度，降低成本。 

（4）减小现浇量，增加装配率。 

2.2.3  装配式结构设计要点 

（1）配筋应按照设计院提供的结施图中的配筋要求进行。 

（2）钢筋排布间距应尽量一致。 

（3）桁架钢筋应沿主受力方向布置。 

（4）桁架钢筋距板边不应大于 300 mm，间距不宜大于 600 mm。 

（5）桁架钢筋弦杆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 mm，腹杆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4 mm。 

（6）桁架钢筋弦杆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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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当未设置桁架钢筋时，在下列情况下，叠合板的预制板与后浇混凝土叠合层之间应

设置抗剪构造钢筋： 

① 单项叠合板跨度大于 4.0 m 时，距支座 1/4 跨范围内。 

② 双向叠合板短向跨度大于 4.0 m 时，距四边支座 1/4 短跨范围内。 

③ 悬挑叠合板。 

④ 悬挑板的上部纵向受力钢筋在相邻叠合板的后浇混凝土锚固范围内。 

2.2.4  装配式水电设计要点 

（1）水电预留预埋应全面反映机电设备图纸的需求。 

（2）预留接线盒、套管等材质应和设备专业图纸一致，高度和规格尺寸满足现场施工要求。 

（3）如设备专业有管线和设备需穿越预制构件，应在预制构件上预留洞口以满足施工需求。 

（4）如遇设备预埋与其他专业干涉，优先保证预埋的可实施性。 

2.2.5  装配式连接节点设计要点 

（1）装配整体式结构中，接缝的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0 的规定。接缝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持久设计状况： 

0 jd uV V ≤  

② 地震设计状况： 

jdE uE RE/V V ≤  

在梁、柱端部箍筋加密区及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尚应符合下式要求： 

j mua uEV V ≤  

式中： 0 —— 结构重要性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时不应小于 1.1，安全等级为二级时不应小于 1.0； 

Vjd—— 持久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VjdE—— 地震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Vu—— 持久设计状况下梁端、柱端、剪力墙底部接缝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uE—— 地震设计状况下梁端、柱端、剪力墙底部接缝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mua—— 被连接构件端部按实配钢筋面积计算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j —— 接缝受剪承载力增大系数，抗震等级为一、二级时取 1.2，抗震等级为三、四级 

时取 1.1。 

在装配整体式结构中，节点及接缝处的纵向钢筋连接宜根据接头受力、施工工艺等要求

选用机械连接、套筒灌浆连接、浆锚搭接连接、焊接连接、绑扎搭接连接等连接方式，并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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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纵向钢筋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接头应满足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2016 中Ⅰ级接头的性能要 

求，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② 预制剪力墙中钢筋接头处套筒外侧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5 mm，预制柱

中钢筋接头处套筒外侧箍筋的混凝土厚度不应小于 20 mm。 

③ 套筒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25 mm。 

（3）纵向钢筋采用浆锚搭接连接时，对预留孔成孔工艺、空岛形状和长度、构造要求、

灌浆料和被连接钢筋，应进行力学性能以及实用性的试验验证。直径大于 20 mm 的钢筋不宜

采用浆锚搭接连接，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构件的纵向钢筋不应采用浆锚搭接连接。 

（4）预制构件与后浇混凝土、灌浆料、坐浆材料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键槽，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① 预制板与后浇混凝土叠合层之间的结合面应设置为粗糙面。 

② 预制梁与后浇混凝土叠合层之间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预制梁端面应设置键槽（图

2.2-1）且宜设置粗糙面。键槽的尺寸和数量应按照《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2014

中第 7.2.2 条的规定计算确定；键槽的深度 t 不宜小于 30 mm，宽度 w 不宜小于深度的 3 倍且

不宜大于深度的 10 倍；键槽可以贯通截面，当不贯通时槽口距离截面边缘不宜小于 50 mm；

键槽间距宜等于键槽宽度；键槽端部斜面倾角不宜大于 30°。 

            
（a）键槽贯通截面                      （b）键槽不贯通截面  

1—键槽；2—梁端面。  

图 2.2-1  梁端键槽构造示意图（单位：mm） 

（5）预制剪力墙的顶部和底部与后浇混凝土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侧面与后浇混凝土

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也可设置键槽；键槽深度 t 不宜小于 20 mm，宽度 w 不宜小于深度

的 3 倍且不宜大于深度的 10 倍，键槽间距宜等于键槽宽度，键槽端部斜面倾角不宜大于 30°。 

（6）预制柱的底部应设置键槽且宜设置粗糙面，键槽应均匀布置，键槽深度不宜小于

30 mm，键槽端部斜面倾角不宜大于 30°。柱顶应设置粗糙面。 

（7）粗糙面的面积不宜小于结合面的 80%，预制板的粗糙面凹凸深度不应小于 4 mm，预

制梁端、预制柱端、预制墙端的粗糙面凹凸深度不应小于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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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预制构件纵向钢筋宜在后浇混凝土内直线锚固；当直线锚固长度不足时，可采用弯

折、机械锚固方式，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和《钢筋锚固

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 的规定。 

（9）应对连接件、焊缝、螺栓或铆钉等紧固件在不同设计状况下的承载力进行验算，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等的规定。 

（10）预制楼梯与支承构件之间宜采用简支连接。采用简支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预制楼梯宜一端设置固定铰，另一端设置滑动铰，其转动及滑动变形能力应满足结构

层间位移的要求，且预制楼梯端部在支承构件上的 小搁置长度应符合表 2.2-1 的规定。 

② 制楼梯设置滑动铰的端部应采取防止滑落的构造措施。 

表 2.2-1  预制楼梯端部在支承构件上的最小搁置长度 

抗震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最小搁置长度/mm 75 75 100 

2.3  装配式建筑设计要求 

2.3.1  建筑结构要求 

建筑、结构专业在设计过程中，应确保拆分方案、构件深化图纸满足原建筑结构安全要

求，具体应包含：板厚、配筋、钢筋保护层厚度、构件几何尺寸、锚固长度、预留孔口、预

留预埋等内容满足设计要求及后期施工需求。 

2.3.2  使用功能要求 

电气、暖通、消防、给排水、幕墙等专业安装预留洞口位置大小、预留预埋规格型号、

预埋件等应满足设计使用功能要求。 

2.3.3  指导生产要求 

指导生产要求具体包含平面拆分方案设计（构件几何尺寸）、吊钉的设计、预制构件配筋

图、安装预留预埋定位图及安装图例、混凝土强度等级要求等。 

2.3.4  运输及成本控制要求 

运输及成本控制要求具体包含构件几何尺寸大小应满足车辆运输要求，同类构件的规格

应尽快统一，提高模具重复利用次数，以降低生产成本。 

2.3.5  施工要求 

（1）吊装安全，同时利于提高吊装效率（满足吊装要求）。 

（2）平面拆分设计后，构件重量应满足起重设备有效吊装重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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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拆分深化设计应满足施工可行性要求，确保现场施工可行（节点设计）。 

（4）满足现场水电施工要求。 

（5）满足防水要求（防水设防要求）。 

（6）满足其他施工要求。 

2.4  生产加工单位协同设计流程及主要内容 

（1）构件深化阶段，设计单位需在满足设计规范的条件下，协同构件加工单位，根据其

提供的加工工艺、技术难点，在满足生产周期的前提下，合理调整生产图纸，确保出图质量

和生产合理性。 

（2）深化设计单位在确定 终版构件生产蓝图后，书面移交给构件采购单位，由其交付

给设计单位审核确认或按合同要求确认后交付给构件加工单位实施生产。 

（3）在构件生产加工过程中，深化设计单位应同构件加工单位紧密联系，及时解决加工

过程中的图纸类难题，确保生产流程。 

（4）在生产过程中，若发生必需的设计变更，设计单位需及时告知施工、构件加工单位，

由构件合同业主单位书面下达构件生产变更书，构件加工单位合理评估设计变更造成的影响

及损失，提供变更报告书。 

2.5  施工单位协同设计流程及主要内容 

施工单位需全程参与构件拆分和深化过程，确保构件满足现场施工需求（运输、吊装、

临时堆放等）。 

（1）设计拆分前期，施工单位须及时完成现场平面布置、起吊设备点位布置，根据现场

各户型、各楼栋的吊运能力，配合设计单位进行构件拆分。 

（2）深化设计过程中，施工单位需根据现场施工工艺，及时提供预留预埋要求，例如各

楼栋悬挑层预埋区域、放线孔预留、塔吊附壁点、施工货梯支撑点位置等。 

（3）施工单位收到深化设计图纸后，需严格审查，根据深化图纸内容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根据使用构件的不同种类编制相应的吊装方案、构件临时支撑方案、竖向构件灌浆作业方案

等，编制方案的内容要满足相关设计施工规范要求。 

（4）在构件使用过程中，施工单位需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要求检查构件质量和控制安装精

度，设计单位配合解决 PC 相关问题。 

2.6  设计、生产加工单位责任与义务 

2.6.1  设计单位责任与义务 

设计单位在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应充分结合预制构件生产、制作、运输、安装等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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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全面的协同设计、集成设计，提高设计的标准化及一体化程度。 

1. 方案确定阶段 

针对项目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初步确定预制构件种类及范围；针对图纸上的疑问及重难

点与传统设计进行反复沟通交流；针对不符合装配式设计要求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并配合传统设计进行图纸的修改；针对提供的结施、建施、水电、暖通、装饰装修等图纸，

从设计角度和以往的设计经验提供合理建议，满足业主提供的各种合理要求，并确定预制构

件种类及范围，计算装配率；综合实际情况和业主的修改意见，确定 终的预制构件深化方案。 

2. 构件加工详图绘制阶段 

在预制构件加工详图设计过程中，应与业主和构件加工制作单位保持沟通，及时调整各

方提出的合理建议和要求。所有设计图纸严格执行校对审核制度，确保图纸准确无误，为构

件的顺利生产奠定良好的基础。 

3. 构件生产及使用阶段 

生产前设计人员应配合生产单位对图纸进行学习和技术交底，协助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

工艺标准。针对构件生产、现场装配阶段出现的质量问题，设计单位应配合生产厂家、施工

单位，从设计、生产、现场安装等各方面寻找原因，及时处理，在后期的生产中改进做法，

确保后续的产品杜绝此类问题。 

针对出现的图纸变更情况，设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及时发布图纸变更，积极响应业主提出的合理需求。 

2.6.2  生产加工单位责任与义务 

供需关系确定后，生产单位需按照供货计划要求安排订单的生产计划，并依据生产计划确

定相应人员、模具、原材料供应计划，确定生产周期、单位时间生产量，保证按时按量供货。 

生产加工单位需要足够的质量自控能力，在材料供应、检测试验、模具生产、钢筋制作

绑扎、混凝土浇筑、预制构件养护脱模、预制件储存、交通运输等方面有相应规范和质量体

系管控。 

供货前期，生产加工单位需要紧密联系设计、施工单位，及时获取设计变更信息，调整

模具预埋，同时，掌握现场施工进度，及时安排生产计划。这既为满足现场施工需求，也是

减轻自身库存压力。供货期间，及时跟进现场施工进度，合理安排生产进度，稳定产品出货

质量，确保构件供应，问题构件及时处理变更。项目供货完成后，积极处理项目意见反馈，

配合项目部完成竣工验收工作。 

2.7  生产加工合同基本约定 

（1）预制构件采购合同需明确采购 PC 构件品种、价格及税额、构件单价的调整办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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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构件规格型号、采购方量等基本信息。 

（2）明确构件加工可供使用的钢筋、水泥、预埋件品牌，是否有甲供材料，并明确甲供

材料的数量、供货节点。 

（3）明确 PC 构件价格组成。PC 构件价格包括 PC 构件材料费、加工费、成品保护费、

设计改图费、上车费、运输费、办理相关手续（含所需要提供的检测报告）费、质量保修期

内保修等完成本合同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 

（4）装配式建筑技术评审内容：组织专家对项目工作机制、装配式建筑的设计、装配式

建筑的施工以及装配式建筑相关技术应用情况进行评审，确保项目得以顺利实施，符合国家

和地方产业政策要求。 

（5）确定构件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明确构件进场的质量要求和检验合格标准。 

（6）约定供货周期、交货时间、地点与方式。 

（7）约定结算与付款要求，是否约定预付款，以及进度付款节点，各付款节点的付款比

例、付款方式和开票要求。 

（8）合法约定双方的违约责任，明确违约条款及相关内容、合同纠纷解决方式。 

（9）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 

（10）廉洁合同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