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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实施对策

李云鹏

（唐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随着我国建筑领域的快速发展，装配式建筑兴起。此类建筑多以钢结构为主，对提升国内建筑
市场发展质量以及促进钢铁行业等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从实际情况看，钢筋混凝土的运用，将加剧环境污
染问题，加大城市噪声的输出，再加上很多设备需要进场后现场安装，灰尘、粉尘源源不断，所以在整个施
工周期以及环境质量管理方面都会面临严重挑战。借助钢结构的结合，不仅缩短项目周期，而且缓解以上问
题。因为钢结构的搭载并不需要过多现场作业，只需要将其装配后运到现场即可。在本论文中，笔者先概述
建筑常用装配式钢结构体系，然后针对钢结构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实践效果开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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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将钢结构全方位运用在装配式建筑建设

中，不仅能缩短工期，而且能提升项目施工质量，

不过在实践时一定要注意钢结构的选择和设计，要

综合周围环境进行针对性筛选，这样才能让其价值

得以实现。

1 建筑常用装配式钢结构体系概述

1.1 主体结构体系

钢结构的具体运用形式多种多样，因此在选择具

体体系时，一定要综合考量与规划，详细体系与适用

范围如表1所示。不过由于很多项目限制成本，钢结构

体系的运用范围受到较大限制，所以合理选择主体结

构体系将成为强化建筑质量的关键[1]。

表1  主体结构体系表

结构体系 适用范围

轻钢龙骨体系 底层住宅或别墅

钢框架体系 6层以下的多层住宅，超过6层经济性较差

钢支撑框架体系 多层、小高层及高层：目前在我国的应用较广

钢框架-混凝土剪
力墙体系

小高层及高层住宅；这种结构体系具有较好的
抗震性能

交错桁架结构体系
多层及小高层；这种结构体系目前在国内运用

得还比较少

钢框架-核心筒 
体系

高层住宅；整体造价较低，具有较好的经济
性，值得推广

1.1.1 低层冷弯薄壁型钢体系

近年来，由于国内建筑市场规模迅速扩张，行业

运营主体迎来历史性契机。相比而言，国外在发展轻

建筑方面要比我国早得多，同时大多运用轻钢龙骨

作为承重主体进行建设。不过这种模式在低住宅方

面较为常见，材料用量少，结构简易，深受当代设

计师青睐。在20世纪末期，国内才逐渐将此种轻结构

主体引入国内市场，具体效果如图1所示。在当时，

虽然轻结构主体在国内颇受欢迎，却面临成本高的

难题。所以为使此类主体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一

定要尽快将其国产化，进而使此类住宅在国内实现 

普及。

图1  轻钢装配式住宅建设现场

（1）结构特点

此结构的运用优点有构件尺寸较小、安装便捷、

占地面积合理。这些优点使最终建筑的美观性得以呈

现。此外，此类墙体的搭建十分便捷，只需要将其运

输到现场后，就可以进行统一拼装，一方面提升项目

质量，另一方面使项目效率得以改善。

但其运用的不足同样需要引起重视，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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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梁柱都采用铰接的办法紧固，所以并没有很好的

抗震条件。因此当建筑主体采用此类结构时，一定要

全面分析周围环境和地理条件，要尽可能针对其影响

要素，事先设计对应的预防措施和方案，同时做出

最终的合理决策，以此确保装配式建筑的使用周期更

长，使用价值更高。

（2）适用性评价

目前在很多建筑施工项目中，轻钢龙骨结构的运

用随处可见，但是部分建筑楼层较低，且1～3层的住

宅运用较为合理，这主要与其自身质量较轻、防火性

能优良、抗冲击性能好等有关，也只有这样才可以将

风险降到最低。

1.1.2 钢框架体系

钢框架体系和混凝土体系的整体结构并无太大差

异，只不过前者的梁柱全部由钢梁和钢柱替代。具体

效果如图2所示[2]。

图2  钢框架体系

（1）结构特点

具体优点是建筑内部空间比较充足，可以更好地

提高建筑的使用性能以及抗震性。此类建筑使用的杆

件数量十分有限，同时多以型材为主，整个安装流程

比较便捷，因此在施工周期以及使用性能方面具有双

重优势。

其不足之处是如果发生高强度地震，此时整个钢

框架体系的平稳度将受到影响，此外，如果面积过

大，难免弱化整个建筑的美观性。

（2）适用性评价

根据此类建筑的受力特征不难发现，钢框架体系

只能用于6层楼以下的建筑，就是说此种框架在高层建

筑中并不适用。

1.1.3 钢支撑框架体系

一般而言，为使钢支撑框架体系的支撑力更强，

需要在前期设计以及施工过程中，注重横纵方向支撑

点的设计，进而才能让其抗力性能更好。一般而言，

此类建筑结构的关键支撑位置需要利用跳格的办法予

以规划。

（1）结构特点

其具体优点是结构平稳、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与

周围环境的兼容性较强、经济性价比较高、成本支出

较少等。这些优势能让其运用范围更加广泛，使其在

建筑施工过程中发挥更加核心的作用。

其具体不足是以此结构为主体建设时，若建筑体

的楼层较高，那么对其支点的设计以及节点数量的要

求会更高，继而加剧项目实施难度。此外，如果将这

种结构运用在高层建筑中，必然会使整体成本有所增

长，而且项目进行的压力和难度不会太低。

（2）适用性评价

钢支撑框架和纯钢框架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对

前者的成本更加可控，支出更少，而且在7层以下的

建筑中较为常见，这就意味着后者可能运用于高层建 

筑中。

1.2 围护结构体系

如果对钢结构主体进行施工，一定要注重原料选

材环节。因为钢结构建筑本身较轻，因此为使其使

用效果更好，需要准备一些高质量原材料进行外墙搭

建，此外需要这些材料具备优秀的隔热性能以及节能

等优势，进而让最终的装配效果实现最优。这直接导

致内外墙保温材料的成本会很高，通常来看，此类成

本会占据整个钢结构建筑造价的1/3左右。所以出于经

济性层面的考量，需要结合项目要求和条件，选择合

理、具有经济优势的材料进行操作，这样才可以为项

目争取更多的利润空间，同时才能让钢结构主体的实

践意义得以体现。

1.3 楼板结构体系

楼板结构体系的关键作用就是提升整个建筑的支

撑力。所以设计人员需要在选材过程中紧抓硬度要求

以及刚性要求，尽可能使该体系的价值落到实处。目

前，楼板材料以混凝土叠合楼板以及混凝土楼板等居

多。详细内容如表2所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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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常用楼板形式综合性能对比

楼板类型 工厂装配化程度 施工组织效率 是否需要吊顶 防火与隔声 设备管线 造价

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无
部分在现场进行施工，
因此涉及环节较多

板底刮腻子，
净空较大

好 敷设在现浇层内
低

压型钢板组合楼板 较低 部分在现场进行施工
需要吊顶，导
致净高降低

压型钢板需做防火处理，隔
声效果好

敷设在现浇层内
较高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楼板 部分装配化 叠合层需要现场浇筑
板底抹灰，净
空较大

好 敷设在现浇层内
较低

双向轻钢密肋组合楼板 部分装配化 部分在现场进行施工
需要吊顶，导
致净高降低

相关构件在投入使用前需要
做好防火处理

敷设在结构骨架内，
方便维修

较低

钢筋桁架楼承板 部分装配化 部分在现场进行施工
不需要吊顶，
净高较大

好 敷设在现浇层内 较低

预制混凝土楼板 部分装配化
部分干作业，施工 
快速、方便

不需要吊顶，
净高较大

具有比较好的防火性能，不
过在隔声上需要注意

需剔槽埋设或走板缝 较高

2 钢结构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具体应用

2.1 选择合适的结构支撑体系

按照住宅领域的钢结构建筑主体来看，目前市面

中较为常见的就是钢框架体系以及钢支撑结构体系

等。不过在技术的升级和驱动下，还出现很多不同的

结构体系。

钢框架体系和钢框架混凝土剪力墙体系在国内市

场的表现较佳，运用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些结构体系

不仅具有较为灵活的操作条件，而且能实现个性化定

制，使钢材的性能实现最佳。此外，其成本低廉，结

构稳定，颇受业主青睐[4]。

2.2 整体安装技术

就此类建筑而言，关键的技术工作主要体现在钢

结构构件提升以及吊装方面。由于很多设施的吊装

能力和具体定位有所差异，所以必须结合项目实际

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在通常情况下，主要采用提

升安装技术和顶升安装技术进行。其中，后者可以

理解为采用承重能力较强的设施进行吊装作业，让

最终的技术效果得以呈现。不过在钢结构装配式建

筑主体内部，提升安装技术更适合运用于小规模场 

所中[5]。

2.3 做好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外围护系统的建设工作

为使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体的外墙效果更好，设计

人员以及施工方需要优先分析项目所处环境和周围条

件，同时需要结合屋面系统的功能性诉求，以此进行

针对性的设计与操作。

特别是在进行外围护系统建设时，所采用的具体

结构系统必须与建筑类型相契合，比如外挂式等。然

后还需要结合本土气候特征等，尽可能选用最佳形式

进行建设。

2.4 做好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防火防腐工作

就此类建筑体而言，在进行防腐防火环节设计

时，较为关键的工作就是选择对应的阻燃材料和相

关涂料等，此外需要做好外包防火砌块等工作，以

此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使装配式建筑领域实现高

质量发展。不过归根结底，就是要严格按照材料

用料要求和标准选材，需合理、合法地进行采购与 

运用[6]。

3 结束语

相对传统混凝土结构搭建的建筑体而言，装配式

建筑无论是在搭建难度还是搭建周期等方面，都更

具优势。特别是在目前工业转型时代下，以钢结构

为主体进行项目搭建，还能实现更高质量的成本控

制，能减小噪声输出和环境污染，还可在现场进行钢

结构预制件拼接，与绿色发展主张形成契合。总体

来说，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将有效带动钢结构的兴

起，当然后者同样会对前者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主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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