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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工程中装配式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罗俊赫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装配式施工技术的应用特点，分别从采暖地面结构、墙面结构、吊顶结构、楼板与门窗结构

四个常见施工环节详细阐述了装配式施工技术在建筑装饰工程中的应用要点，针对具体施工需求提出了技术管理

和质量控制策略。结果表明，装配式施工关键技术的应用，可以很好地满足建筑装饰工程的施工需求，并具备高

效、节能、环保的应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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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装配式装修作为一种新兴的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模

式，与传统现场作业模式对比，装配式施工技术可以

直接在工厂内完成构件的制作，完成构件的质量检测

后运输到施工现场，通过在现场组装的方式完成装修

作业。合理应用装配式施工技术，可以适应多种复杂

装饰装修作业的施工需求，保障建筑物的内部功能完

整性，并进一步提高建筑空间的美观性。

1　装配式施工技术的应用概述

与传统建筑装饰施工模式对比，在装配式施工技

术应用中，还具备以下施工特点：（1）施工时间短。

以往在建筑装饰工程建设期间，包含吊顶作业、水电

管道敷设等多个环节，施工所需时间比较长。而在装

配式施工技术应用后，能将预制好的模板进行组合拼

装，避免了现场施工中的各类繁琐施工工序。在现场

施工中只需要在现场进行组装作业，在保障装饰工程

施工质量基础上，显著提高施工作业的开展质量。（2）

施工精度高。在建筑装饰工程中应用装配式施工技术

时，所有施工构件均是在工厂内完成预制作业，因此

生产质量可以得到严格的控制，确保每个构件的精度

与质量均能达到预期标准。这一施工方案可以显著减

少传统施工中人为因素的影响，提高装饰工程的整体

施工精度。（3）节能性强。在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中，

根据装饰工程的施工需求，预先在工程内制作相关施

工构件，能有效减少现场施工中产生的各类施工废弃

物。在装配式施工技术应用中，屋顶、底板等预制构

件多是应用保温隔热材料进行制作，自身便具备良好

的保温隔热效果，在后续使用中也能发挥出良好的节

能作用。（4）设计灵活性高。应用装配式技术时，多

采用的是标准化的设计体系，各部件可以灵活组合与

拼装，合理设计施工技术方案，实现多种构建的灵活

组合，满足客户在建筑装饰装修时的个性化需求。

2　建筑装饰工程中装配式施工关键技术要点

2.1　采暖地面结构的装配式施工技术

在建筑工程的采暖地面结构施工中，目前主要应

用石棉硅酸钙板作为地面构件的施工原材料，该材料

具备良好的保温性能和耐用性，可以减少建筑物后续

使用中的热量流失，提高建筑居住的舒适度。施工人

员要根据采暖地面结构的施工设计方案，明确各类板

材构件的型号、面积等参数，做好保温板厚度与规格

的精准切割。在现场安装中要通过专业的密封胶与石

膏胶对缝隙部位进行填充，确保接缝部位的密实度，

避免后续使用中出现漏风与渗水的问题。地埋管布置

作为采暖地面结构的重要施工环节，在管道安装时要

保障管道间距的均匀性，做好管道接口的密封处理。

一般在管道弯曲处需要通过热熔或者机械连接等方式

处理，提高管道结构的整体运行寿命 [1]。地暖模块一

般要在工厂内完成预制施工，确保施工质量达到相关

标准后，在现场按照设计图纸要求精准排放地暖模块，

随后通过特制连接件进行连接处理，在建筑物内部形

成完整的供暖面。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施

工技术标准进行操作，在完成水压测试并且系统无泄

漏之后，才能进行后续施工。

2.2　墙面结构的装配式施工技术

在建筑装饰工程的墙面结构施工中，要严格遵循

施工技术方案的要求，在工厂内做好预制墙体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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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一般墙体材料要选择轻钢龙骨、石膏板与硅钙

板等。在预制构件的工厂施工中，要考虑到后续施工

需求，合理设置预留孔洞。完成各类构件的预制生产

后，要通过专门的车辆将其运输到施工场地中。在运

输期间要做好墙板结构的防护，避免运输不当对预制

构件造成的损伤。因为墙体构件的结构和自重比较大，

在施工现场需要采用吊装的方式。在吊装施工中，要

根据设计图纸做好墙体的定位和水平校正，校正通过

之后对墙体结构进行固定。完成墙体结构的安装后，

要进行涂料涂装与瓷砖贴面等装饰施工。在装饰施工

环节需要做好细节部位的处理，比如保障粘结砂浆的

均匀性，根据建筑装饰工程的特点选择饰面砖的纹理，

提高墙面结构的美观性 [2]。在所有步骤施工中，均要

严格按照施工规范的操作要求，保障墙面系统的整体

施工质量，并达到理想的工程建设效果。

2.3　吊顶结构的装配式施工技术

在应用装配式施工技术进行建筑吊顶结构的施工

时，材料的选择效果会关系到建筑物的整体施工质量。

根据建筑吊顶结构的施工需求，一般会应用轻钢龙骨、

石膏板和铝材等材料制作吊顶结构，并根据建筑结构

的房间面积与荷载要求，明确轻钢龙骨的各项施工参

数。在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中，龙骨结构的厚度一般保

持在 0.5～ 0.8 mm，保障吊顶结构的平整度与承载能

力。在工厂生产吊顶的预制构件时，要做好生产精度

的严格控制，一般材料的尺寸精度要保持在 2 mm以内，

避免预制构件质量问题对后续吊顶施工质量所造成的

不利影响。施工方案的确认也是施工作业的重要环节，

施工单位要明确吊顶的材料规格、安装方式和连接节

点等各环节的施工参数，并要形成具体的施工技术方

案，指导后续施工作业的顺利进行 [3]。

在吊顶材料的安装施工中，要从房间的中心面板

开展施工作业，随后朝着四周依次铺设面板。在安装

施工中要做好各连接点的固定处理，每个吊顶板上至

少要包含 4个连接点，保障吊顶结构的安装牢固性。

安装完成后通过激光水平仪检查吊顶结构的平整性，

一般平整度误差需要控制在 3 mm内 [4]。在施工中如果

遇到了墙体或者其他构件的交接部位时，要结合实际

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保障接缝的紧密性和美观性。

在吊顶施工作业期间，不同施工材料的施工技术参数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参数如表 1所示。

2.4　楼板与门窗结构的装配式施工技术

楼板和门窗结构作为建筑装饰工程的重要施工环

节，具体安装前要基于工程图纸考量各项施工参数，

并将施工方案与现场施工情况进行详细对比，基于施

工情况做好施工参数的优化调整，确保安装位置的精

准度。在应用装配式施工技术进行门窗结构的安装施

工时，要根据门窗的尺寸以及空间要求，选择合适的

型号和施工材质，随后根据图纸的具体情况进行固定

安装作业。施工单位要做好门窗结构与墙体结构的固

定工作，通过膨胀螺栓进行连接，减少外力作用对门

窗施工质量造成的影响。完成门窗结构的安装施工后，

要仔细检查施工质量情况，确保无安全隐患后才能应

用于后续的工程施工中。

3　装配式施工技术的应用优化策略

3.1　改善装配式构件生产技术

我国应用装配式施工技术的时间比较短，在建筑

装饰工程施工中依旧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针对这一

情况，需持续改善装配式施工技术流程，提高装配式

技术的整体应用效果。在施工材料的预制环节，要主

动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设计相关参数就可以进行

多种建筑装饰构件的生产，在大幅度提高构件生产效

率的基础上，避免操作不当导致的施工质量问题。比

如在工厂内进行石膏板的切割时，可以选择数控切割

机进行作业，其能将切割误差控制在 1mm以内，大幅

度减少后期安装作业的调整时间。在吊顶结构中的轻

钢龙骨施工中，可以将智能焊接机器人引入龙骨预制

表 1　吊顶施工中不同材料的应用数据

材料类型 厚度（mm） 抗拉强度（N） 安装间距（mm） 使用位置 预制精度（±mm）安装误差（±mm）

轻钢龙骨 0.5～ 0.8 500～ 700 600～ 1 200 吊顶骨架 2 3

石膏板 9.5～ 12.7 300～ 400 600 吊顶面板 1 2

铝扣板 0.6～ 1.0 500～ 600 600～ 1 200 装饰板 1 2

膨胀螺栓 8～ 10 1 000～ 1 500 吊挂件处 吊挂件 0.5 1

吊杆 6～ 8 800～ 1 000 设计间距 悬挂系统 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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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的生产环节，提高焊接作业的精度和开展效率 [5]。

为了强化预制构件的生产质量控制水平，预制工厂还

要不断引进高精度的质量检测设备。将激光测量仪和

超声波检测仪应用到构件的质量检测中，能将预制构

件的切割误差控制在合理范畴内，还可以在无损检测

的基础上及时发现混凝土等预制构件的内部结构情况，

判断是否存在内部质量问题并进行处理，保障工厂内

各预制构件的生产质量，为后续装配式构件的安装施

工奠定良好的基础 [6]。

3.2　优化施工材料的选用

近年来，我国建筑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复合型材

料在装配式技术应用中也获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在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期间，可以采用 HPFRP等新型复合

材料，让装配式建筑的施工强度与耐久性得以提升。

应用该类材料生产的装配式建筑构件，可以在将构件

重量减轻 30%的基础上，让构件强度提高 40%左右，

因此在一些高层建筑的装饰装修施工中获得了良好的

应用效果。除此之外，纳米材料的应用也能进一步提

升材料的使用性能。通过应用特质的纳米材料涂层，

能对装配式装饰材料起到良好的防护效果，延长装饰

构件使用寿命，提高各类建筑物的整体使用性能。此外，

将智能化技术应用到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中，可以提高

装配式施工作业的开展高效性与精准性。在一些对施

工误差有着较高要求的施工环节，应用智能施工机器

人能完成各项精细化的装配操作，甚至可以将施工误

差保持在 0.5 mm内，实现对各类装饰构件的精准对接，

提高构件结构的施工质量。最后，还要不断优化装配

式施工工艺的技术路线，比如在应用物联网技术后，

施工单位可以应用传感器手段，实现对各施工环节的

精准控制，及时发现施工中的问题并进行处理，提高

装配式技术的整体应用质量。因此，在装配式施工技

术应用中，要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合理应用各种新型

装配式施工技术，达到降低能耗、提高施工效率的作用，

推动我国装配式技术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

3.3　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测体系

在建筑装饰施工中要想发挥出装配式施工技术的

应用价值，需建立完善的质量检测体系，保障建筑结

构的施工安全性和美观性。在建筑装饰工程具体施工

之前，施工单位要结合现场施工条件和建筑结构的后

续使用要求，制定详细的质量检测计划，并且要明确

具体的检测时间节点、检测频率与检测方法。建筑装

饰工程施工中会应用到多种施工原材料，材料质量也

关系到最终的施工要求。因此，在装配式施工技术应

用中要建立原材料检测程序，严格检测施工原材料的

使用质量。如果发现原材料存在质量问题，则不可用

于工厂内的预制构件生产环节和后续的施工环节。在

工程施工期间，要应用动态视频监控技术和传感器技

术等手段，做好对关键施工工序的动态监测，确保施

工工艺流程的合规性和施工工序的正确性，减少施工

期间产生的质量问题。在完成建筑装饰工程的施工后，

要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设计流程，做好成品质量检测工

作。该过程中要检查装饰工程的整体开展效果、建筑

物与各构件的质感和颜色搭配情况等，确保装饰装修

效果能满足设计要求和业主的期望。在质量检测中一

旦发现问题，要及时针对问题进行处理，并追溯问题

的产生原因，在后续施工中进行工艺的改进和优化，

持续提高装配式技术的应用质量。

4　结束语

装配式技术在建筑装饰工程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

果，可以显著改善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减少施工中

的资源耗费情况，成为我国建筑装饰工程建设的重要

发展方向。建筑装饰工程的施工单位要转变传统的施

工观念，熟练掌握装配式施工技术的应用要点，还要

基于建筑装饰工程的施工需求，合理编制装配式施工

技术的应用技术方案，明确各环节的施工技术要点，

并不断优化技术的应用体系，这样才能发挥出装配式

施工技术的应用价值，提高建筑装饰工程的施工效率

和施工效益，推动我国建筑装饰工程施工领域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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