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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与工程实践

试论高支模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费晓建

（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高支模施工方式适用于多数大面积、大跨度建筑工程中，其不仅能使建筑工程建筑支撑系统具备
良好的承载力和稳定性，而且能大幅减小成本，提升施工企业经济效益。基于此，本文简单分析高支模施工
技术的应用价值，并深入探讨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具体应用及实例分析，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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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大范围、大跨度建

筑工程数量在不断增多。因此，施工单位工作人员必

须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高支模施工方案，

从而增强整体建筑施工支撑系统装置的安全性，进而

为建筑工程安全实施提供有力帮助。

1 高支模施工技术的应用价值
相关施工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为国内建筑行业带

来广泛的发展空间，人们对建筑工程的要求随之增

高。传统脚手架早已无法满足现代工程项目支撑系统

建设需求，高支模工艺的出现则为施工企业设计人员

创造较大发挥空间。相对传统施工技术而言，高支模

施工具有明显优势，其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第

一，技术应用范围较广。高支模施工技术可应用于部

分地形复杂、工程质量要求较高的建筑工程，同时能

满足现代建筑工程中各种不同区域施工的设计要求。

第二，经济性较强。合理运用高支模技术可切实实现

对施工材料的二次利用，最大限度避免施工材料浪

费，降低工程投入，在整体施工过程中对周围环境污

染较小，有较高的经济性能和环保性能。第三，安全

系数较高。由于在建筑工程日常施工过程中，经常涉

及高空作业部分，因此难免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

患，这时高空支撑系统显得尤为重要。在建筑工程支

撑系统中合理应用高支模技术，可大幅度增强整体建

筑结构的坚固性，进而提升整体建筑施工安全系数。

不过，该技术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同样存在一定缺陷，

因其本身多用于高层或超高层建筑工程中，因此在技

术实施方面的难度相对较高，对整体施工操作规范要

求较为严格。因此，相关人员在运用该技术时不仅需

要综合分析可能影响技术实施的各种因素，而且应对

整体施工细节进行严格监督，进而保障工程施工安

全、提升施工效率。

2 高支模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具体应用
2.1 测量放线

测量放线属于保障高支模技术应用的关键环节，

是相关工程在正式施工开始前的主要测量环节，在此

期间，相关工作人员需基于施工设计图纸对施工场地

实施整体设计和规划，这是将图纸数据信息转化为现

场数据标记的重要过程。一旦放线测量时产生的数据

误差超出工程允许范围，则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工程

施工产生方向性错误，进而违背原始设计方案，甚至

引发不同程度的安全事故。因此，在放线工作中，放

线人员应始终秉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精准把握

每个环节的放线测量精度，将放线误差控制到最小，

进而增强整体工程施工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实

际工作时，工作人员普遍运用直线段法或曲线法两种

方法，其中直线段法主要运用经纬仪、测距仪等设备

实施工程定位测量。曲线法则主要依据不同坐标实施

定位，同时运用直线、圆线及弧线等方式实施定位测

量。在实际工作中，放线测量方法主要基于施工现场

实际条件而定[1]。

2.2 高支模安装

2.2.1 模板定位与安装

在实施模板装置定位安装时，相关人员必须根据

实地勘察合理设计施工位置，同时在指定区域标记控

制线，并根据交叉控制线实际位置将距离偏心轴上方

约800 m的另一条控制线引出。在初步确定模板安装

位置信息后，还应运用相应的测量设备加以修正和校

对。对模板中心区域轴线的校正和测量，通常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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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定期抽检，其他工程轴线则只需重点测量偏于外

侧区域点位的轴线即可。在偏轴线及控制线完成修正

和调试后，应根据具体工程操作流程将大梁及柱线引

出，进而为后续施工工序奠定基础。

2.2.2 高支模与脚手架的安装和搭设

在高支模安装施工阶段，通常对其安装位置、安

装长度等方面的精度要求较高，因此设计人员必须在

正式施工开始前，对量线点位及控制线点位实施第二

次测量，进而将位置误差控制在工程项目允许范围

内。设计人员必须根据工程实际要求，制定规范化高

支模安装工作流程，禁止随意更改施工设计方案中的

各个线位和点位信息，进而保障整体建筑支撑结构与

高支模安装施工有序实施。除此之外，在具体安装环

节实施过程中，必须反复核对施工图纸数据信息，最

大限度提升工程安装施工数据的准确性。一旦发现数

据差异，则必须及时与设计人员沟通，同时制定合理

的解决措施，进而避免因数据信息错误而造成返工。

搭设满堂脚手架时，必须安排具有丰富施工经验

的工人完成，且通常需要提前布设相应的纵向扫地杆

加以辅助，然后将两端杆子底部竖起，将扫地杆加以

固定后布设立杆装置。通常来讲，立杆每边布设数量

多为3根。在完成上述施工步骤后，必须对整体施工环

节实施检测和验收，在保障其无违规现象后方可将竖

向和横向平杆加以固定处理，并以此规律布设后续支

撑架，最终完成全部脚手架的搭设[2]。

2.2.3 柱模板与墙模板安装

在安装柱模板时，应全面清理柱体附近和内部垃

圾，待清扫干净后将模板装置吊装到指定位置实施加

固处理，根据工程相关要求依次安装。安装模板装置

时必须严格根据工程设计方案执行，在将临时布置性

支撑装置设置完毕后予以加固操作，再实施后续模板

片施工安装。若两块相邻柱模板在安装时存在一定空

隙，则必须采取合理方式加以调整和解决，保障柱模

板严丝合缝。除此之外，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模板间

通常运用螺栓构件进行连接并加固。当全部模板安装

结束后，应仔细检查其垂直差、横截面及对角线是否

在工程允许范围内，进而保障整体模板施工符合工程

项目要求。

墙体模板安装工作作为整体高支模施工工序中尤

为关键的施工阶段，其主要从下面几个步骤实施：第

一，在正式施工作业前对施工区域墙面进行彻底清

理，待清理干净后将边线与模板弹出并清晰标记轴线

位置，再针对不平整区域采用水泥砂浆进行找平处

理，最后处理接缝。第二，在预埋件和门窗模板安装

阶段，应全面基于施工墙体厚度来焊接钢筋。首先必

须安装墙体外侧，其次实施墙体内部各个零部件的安

装作业，进而保障墙体垂直度、形状及尺寸等方面的

数据信息满足工程施工规范要求。在部分模板安装完

成后，应适当对拉伸螺栓加以调整，同时固定另一端

模板装置，在确认无误后对接缝区域实施填补操作，

最后应对墙模板进行全面检测和排查，一旦发现缺陷

和不足，必须及时加以修正处理，进而杜绝漏浆、漏

水现象发生。第三，应对全部安装完毕后的施工工序

实施隐蔽性检查和验收，仔细检查螺栓、接缝及零部

件是否符合工程项目要求，进而保障整体工程施工 

质量。

2.2.4 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浇筑阶段的高支模施工必须根据工程要求

和现场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工程建造的浇筑作业方

式。在实施浇筑作业前，必须对钢筋、支架及模板等

材料性能与机械性能进行全面检测，进而全面保障建

筑材料满足工程项目浇筑作业要求。此外，浇筑作业

实施过程对保障整体混凝土结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必须在实际作业过程中严格监督整体浇筑施

工作业流程，同时在浇筑作业完成后采用适当的振捣

装置实施振捣操作。在目前建筑工程浇筑作业阶段，

普遍采用分层法实施，根据其本身工艺特性又分为分

段分层、斜向分层和全面层法。以上几种浇筑方法可

根据工程具体需求灵活运用。通常来讲，多数会将分

层浇筑厚度设定在35～40 cm之间，应严格把控浇筑作

业中产生的泛浆等不良现象，同时应以快插慢拔为基

本振捣原则实施整体振捣作业，进而避免产生沁水、

漏振和过振等缺陷。为杜绝竖向裂缝产生，应在完成

浇筑作业1～6 h后，实施二次浇筑或压光操作，进而保

障浇筑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3]。

2.3 高支模施工技术的安全管理
由于高支模工艺技术通常具有较大的施工难度，

其多运用于高层建筑工程施工中，涉及大量高空作业，

因此对施工安全方面的管理尤为重要。因此，工程安全

管理人员必须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

制度，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在初期施工阶段，

管理人员必须重点审核施工方案是否在材料方面存在安

全管理漏洞，对混凝土制作材料中的水泥、石子、砂、

外加剂等实施严格入场安全检查，同时应对部分有毒有

害危险品工程材料的存储和使用进行严格管控和监督，

进而保障整体施工安全。第二，应不断提升施工人员的

安全意识，定期召开安全会议，制定严格的安全管理措

施，对施工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予以严厉处罚，并在施工

开始前深入现场进行安全交底工作，同时对安全管理部

门工作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检查，确保每位安全管理人

员都具备处理紧急安全事故的能力。除此之外，要求设

备管理人员定期检查设备性能，保障各种大型施工设备

安全使用，进而为整体工程项目安全施工管理提供有力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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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例分析
3.1 工程概况
以某房屋建筑工程为例，该工程建筑总面积约为6

万 m2，其中包括约4600 m2地下室，50年使用年限。整

体建筑区域包括4栋12层居民住宅楼及1座两层会议展

厅，居民住宅楼采用相同建筑结构建设，其中楼层中

第九层建筑为悬吊式大型楼板，系统高度达到8.6 m，

共分为南、北两个圆弧部分。

3.2 大型支架系统施工
3.2.1 模板支撑材料规格

经过综合分析后，相关人员最终决定将九层、六

层、三层及四层板均设计为12 cm厚，同时将主次棱规格

设定为正方形50 mm×50 mm×3.5 mm木方，且采用双拼

主棱，将横梁断面规格尺寸设定为400 mm×700 mm，

次棱规格尺寸设为200 mm×400 mm。两侧模结构横棱

设定为48 mm×3.5 mm直径圆筒，次棱规格尺寸设定为

50 mm×100 mm，主要采用双排棱条制作[4]。

3.2.2 全屋支撑系统

案例工程为全屋支撑系统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几

点：第一，立柱基础。案例工程主要采用普通水泥基

础（15 cm厚度）建设模板大型支架，同时以浇筑成型

的混凝土板（120 mm厚度）作为九层建筑、四层建筑

与六层建筑的全部支架系统，并将长度、厚度及宽度

控制在施工合理范围内，合理布设于竖柱底端，进而

增强整体支撑系统的承载力。第二，竖直。案例工程

竖直距离和立距均设定为900 mm，且采用全屋布置方

式。第三，支架。在支架装置安装施工中，必须保障

支架装置中心线与轴线保持在同一直线内，并合理设

计顶板螺栓在钢管内部的插入深度及顶端伸出立杆高

度，全面保障管内直径与螺纹间存在的间隙符合整体

工程项目要求。一旦出现空隙过大现象，则需在最短

时间内找出原因加以调整。第四，水平杆。水平杆与

立杆装置应运用直角扣件进行紧扣处理，并采用搭接

方式处理边角，针对接头，则必须间错开来，还需在

相同跨度区域内合理布设接头位置，接头与接头间距

离应超过50 cm，同时其与周围关键节点距离不得超过

纵向间距的30％。除此之外，搭接长度必须超过1 m。

可设置3个间距相等的旋转扣件并进行固定处理，杆

件端头到扣件端部盖板边缘应大于或等于100 cm，水

平杆实际长度应小于6 m且在3跨以上。第五，剪刀

撑。工程剪刀撑施工通常在同一平面实施，案例工程

支撑结构主要为南侧和北侧两个圆形平面，因此在搭

设斜拉索时难度相对较大，这是案例工程关键风险控

制工序，必须对整体安装过程实施全面监督和管控。

在构建弧形支撑装置前，可运用现代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对项目现场

区域真实情况进行施工模拟和信息采集，进而在保障

施工安全的前提下降低工程成本。案例工程人员在经

过一系列分析和测试后，最终决定支撑架15.95 m处标

高、扫地杆布设水平剪刀撑，同时借助旋转扣件将其

牢牢固定于水平杆上部[5]。

3.3 混凝土施工
案例工程主要以商品混凝土作为主要混凝土材

料，对三层以上民用住宅楼区域，则主要采用分层浇

筑方式实施混凝土浇筑作业，三层以下部分则采用塔

式起重机实施混凝土吊装作业，同时以从中心到两端

的施工顺序开展整体浇筑施工。因案例工程横梁断面

相对较大，为避免浇筑作业一次成型，以及梁下混凝

土建筑区域产生应力过大现象，在实施分层浇筑作业

时，可将每层浇筑施工高度设定为40 cm，在第一次浇

筑作业完成后拆除泵导管，将两根横梁贯入其中，待

静停约1.5 h后实施二次浇筑作业，同时合理安排振捣

时间，进而完成整体工程混凝土浇筑施工。布料机平

面布置图如图1所示。

300 mm×60 mm×600 mm垫块共4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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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座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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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宽

图1  布料机平面布置图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建筑工程行业不断发展，高支模

施工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到现代建筑工程施工中，但因
其本身在建设时高空作业居多，难免存在不同程度的
安全隐患。因此，施工管理人员必须结合工程实际情
况，明确各工序的施工任务，进而保障高支模施工技
术安全、有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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