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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
施工技术分析

 姜　辉，常明迁

（北京建工集团（厦门）建设有限公司，北京 101300）

摘　要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很多高层建筑向多功能、多用途方向发展，由于建筑物各部分使用

功能和要求不同，对建筑物结构形式、柱网布置提出了新的不同的要求，高层建筑中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的设

置对于优化建筑结构布置、提高空间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转换层的受力特点和结构布置要求，提出

了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的施工工艺流程，详细阐述了模板工程、钢筋工程、混凝土工程等施工工序的技术要点

和质量控制措施，以期为同类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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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超高层建筑日益增多。

合理设置转换层能有效提高建筑的整体刚度和稳定性，

实现建筑功能的灵活组合。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具

有结构受力明确、构件连接可靠等优点，在高层建筑

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梁式转换层施工难度大，如何保

证施工质量和安全，是工程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对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

层施工技术进行研究，旨在为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1　工程概况

某超高层建筑，地上 68层，地下 4层，建筑高度

328.8 m。第23层为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转换层。

转换层平面尺寸为 53.8×38.4 m，层高 9.0 m，结构

形式为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共设置 24片梁。

转换梁断面尺寸为 1 100×3 900 mm，混凝土强度等级

为 C60，纵向受力钢筋采用 HRB400级热轧带肋钢筋，

箍筋采用 HPB300级热轧光圆钢筋。

2　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施工工艺

2.1　施工准备

施工准备是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施工的重要环

节，关系到后续施工的质量和效率。在正式开工前，

施工单位应组织相关人员深入研读设计图纸，全面了

解工程的重难点和关键部位 [1]。针对转换层跨度大、

荷载集中等特点，编制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

工方案，明确施工工艺流程、机具选型、劳动力配置

等内容。在施工作业层召开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会，

向各工种负责人传达图纸内容和技术要求，使其熟悉

施工重点和难点，提高技术责任意识。测量放线是转

换层施工的第一道工序，直接影响结构尺寸和预留洞

口的准确性。测量人员应提前到场踏勘，了解场地状

况，合理布置测量控制网。同时采用精度高、稳定性

好的全站仪，测设梁、柱轴线和标高，并用经纬仪进

行复核 ,确保轴线、标高的准确性。在测量放线过程

中，应注意保护好控制点，并做好标识和记录。钢筋、

水泥等原材料是混凝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

直接关系到结构的安全和耐久。材料进场时，应认真

核对供货单位提供的质量证明文件，确认其规格、性

能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对于钢筋，应抽取一定数量

的试件，送至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力学性能试验，

并在现场留置备用试块。对于水泥，应按规范要求进

行安定性、凝结时间、压缩强度等项目的检验，只有

材料质量合格才能投入使用。合理规划钢筋加工场地，

是保证施工进度和质量的基础。钢筋加工场地应选择

在施工现场内，便于吊装和运输。场地应进行硬化处理，

铺设混凝土或砂石，并适当设置排水沟，保证排水通

畅。钢筋加工区、存放区、半成品存放区等应分开布置，

并用彩条布进行隔离，避免互相影响。

2.2　模板工程

施工单位应根据梁的断面尺寸和建筑设计效果，合

理选用模板材料和体系。梁底模板一般采用竹胶合板，

具有质轻、强度高、刚度好等特点。由于梁跨度大，竹

胶合板需进行分段拼装，拼缝应错开设置并严密处理，支

撑立杆采用钢管或木枋，立杆间距应控制在1.2 m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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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支撑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在纵向梁底每隔 2～ 3 m

设置一道横向连接杆，增加模板的横向刚度，立杆底部

垫设枕木，分散荷载，防止局部沉陷。梁侧模板宜采

用大型组合钢模板，其具有刚度高、成型质量好的优

点，可多次周转使用。侧模安装时，先在梁底支模上

搭设操作平台，自下而上分层安装，分层高度一般为

500～ 600 mm。侧模与底模、侧模与侧模的接缝应紧密，

可采用钢楔、对拉螺栓等进行可靠连接，模板内表面要

涂刷脱模剂，减少黏结，保证成型质量。梁端头模板起

到端部封堵和支撑作用，施工时应予以重视，端模背面

设置若干道水平和竖向的加固杆件，增加整体刚度。在

端模正面预留对拉螺杆孔，穿入端模并锚固在背面的加

固杆件上，外侧设置止水螺母。端头模板安装后，应及

时设置临时斜撑，防止侧向位移和变形。模板安装完成

后，要全面检查其平整度、垂直度和稳定性，及时调整

和加固。验收合格后及时向监理单位报验，经签字确认

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施工。后续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

等施工荷载会对模板产生较大影响，施工人员应经常巡

视检查模板和支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

2.3　钢筋工程

钢筋加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绑扎，考虑到转换梁

跨度大、荷载大的特点，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直螺纹连

接，连接长度应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一般不小于 40

倍钢筋直径。箍筋应按设计图纸弯制，弯起角度控制在

135°左右，保证足够的锚固长度，端部弯钩长度不小

于 10倍箢筋直径。在梁端头、梁柱节点等应力集中区

域，应适当加密箢筋，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100 mm，增

强梁端约束，提高抗剪性能。钢筋绑扎成型后，采用塔

吊分批吊装，就位安放在模板内。吊装前，应对钢筋骨

架进行编号，并编制吊装方案，明确吊点位置和吊装顺

序。起吊时动作要轻，缓慢平稳，防止钢筋骨架变形或

碰撞模板。钢筋骨架就位后，与预埋件进行可靠连接，

并设置必要的临时支撑，固定钢筋位置，保证保护层厚

度。在吊装过程中，应采取可靠的保护措施，如在钢筋

骨架外包裹塑料薄膜，防止污染和锈蚀。钢筋绑扎和安

装完成后，施工单位应组织自检，对钢筋规格、数量、

间距、锚固长度、接头位置、保护层厚度等项目逐一进

行检查，并填写自检记录。自检合格后，向监理单位提

交验收申请，并附上自检记录和隐蔽工程验收表。监理

工程师对照设计图纸和规范要求进行实体检查，对于存

在的问题，要求施工单位限期整改，合格后在验收表上

签字确认。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施工人员要随时观察钢

筋骨架的状态，及时调整钢筋位置，防止移位和变形。

2.4　混凝土工程

混凝土浇筑是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施工的最后

一道工序，对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尤为重要。本工程

转换梁采用 C60高强混凝土，为保证梁的整体性和施

工效率，宜采用泵送混凝土工艺。泵送混凝土具有输

送量大、效率高、劳动强度低等优点，但对混凝土的和

易性要求较高。因此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应适当增

加水泥用量，科学掺加减水剂等外加剂，优化骨料级配，

提高混凝土的流动性和粘聚性。混凝土浇筑前，要全

面清理模板和钢筋表面的杂物，如泥土、油污、铁锈等，

并用水冲洗干净。为防止混凝土失水过快，应在浇筑

前 1～ 2小时对基层和模板进行预湿，但不能有明水。

混凝土浇筑应连续进行，如需间歇，间歇时间不宜超

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应合理安排

施工缝位置，并做好施工缝处理。转换梁混凝土浇筑

应从梁中部开始，自下而上，分层对称浇筑。分层厚

度控制在 500 mm以内，以保证振捣密实。振捣采用插

入式振捣器，宜快插慢拔，不得在同一位置过度振捣。

振捣时应均匀布点，振点间距宜为 300～ 500 mm，

避免出现漏振或过振现象。振捣器的作用范围有限，

梁端头等特殊部位应适当增加插点，必要时可采用人

工辅助振捣。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及时采取养护措施，

混凝土终凝前应在梁顶铺设塑料薄膜或草帘等覆盖物，

减缓水分蒸发，防止表面裂缝。终凝后及时进行洒水

养护，养护时间不少于14天，要控制洒水的时间和频率，

避免水分过多或不均导致表面裂缝或色差。拆模时混

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75%及以上，如条件受限，

也不得低于 50%。拆模后及时对梁体成型质量进行检查，

对于蜂窝、麻面、露筋等缺陷应及时进行处理。后期

还应加强养护，避免暴晒或大风导致梁体表面裂缝。

2.5　质量控制

原材料质量是工程质量的基础，钢筋、水泥、砂石、

外加剂等原材料进场时要严格把关，查验供货单位的质

量合格证明文件，并按规范要求进行抽样检验。钢筋应

检测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延伸率等力学性能指标，混

凝土应检测坍落度、含气量、抗压强度等性能指标，复

杂结构还应检测抗渗性能、抗冻性能等耐久性指标 [3]。

转换层施工涉及较多隐蔽工序，如模板支架搭设、预留

预埋件安装、钢筋绑扎等，这些工序完成后都应按规定

进行隐蔽验收，对其规格尺寸、数量做法、连接方式等

进行严格检查，尤其是预留预埋件的规格、位置必须

准确无误。自检合格后，及时通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

形成闭环管理。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序，还应实施旁站

监理，全程跟踪质量控制情况。混凝土养护是影响混凝

土强度和耐久性的关键因素，必须予以重视。大体积混

凝土宜采用自动喷淋养护系统，通过控制出水时间和水

量，保证混凝土表面湿润。养护时间和湿度应符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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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要求，一般不少于 14天，养护期间要密切关注

气温变化，当气温较低时要采取保温措施，气温较高时

要增加洒水次数，避免混凝土表面温度梯度过大引起裂

缝。转换层施工完成后要及时成品保护，避免后续施工

对其造成破坏。在结构封顶前，应在梁底搭设成品支撑

体系，限制梁的变形。梁体外表面应涂刷防护层，减少

环境因素侵蚀。对混凝土表面出现的小缺陷，应及时进

行修补，避免缺陷扩大。

3　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施工技术要点

3.1　整体布置合理

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的布置应综合考虑

上部结构的荷载传力路径和下部结构的柱网布置。在确

定转换梁的平面布置时，应尽量使其位于上部结构的荷

载集中区域，避免偏心受力。转换梁的跨度和截面尺寸

应根据荷载大小和跨度长度合理确定，并通过计算分析

验证其受力和变形满足设计要求。对于多高层转换或结

构体系变化较大的部位，宜设置环梁或桁架，提高整体

刚度和协同工作能力。环梁或桁架的截面形式和尺寸也

应根据受力特点合理选择，并与相邻构件可靠连接。

3.2　支模体系可靠

由于转换梁跨度大、荷载大，传统的碗扣式钢管

脚手架难以满足支撑要求，因此本工程采用门式钢管脚

手架 +型钢梁的组合支撑体系。型钢梁选用工字钢或槽

钢，搁置在脚手架顶部纵横向水平杆上，型钢梁间距控

制在 1.2 m左右。型钢梁将集中荷载均布到脚手架立杆

上，大大减小了立杆的压力，但型钢梁的强度和稳定性

必须通过计算确保安全可靠。脚手架立杆顺梁方向间距

不大于 900 mm，保证支撑点数量和密度，交叉斜撑杆

应形成“人”字形，提高整体侧向稳定性。支架搭设应

与结构施工同步进行，做好支架顶部与结构顶板的硬化

防护，防止施工荷载过大局部变形 [4]。支架拆除应遵

循后浇筑先拆除的原则，并经监理工程师验收许可。

3.3　钢筋连接可靠

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钢筋数量多、直径大，现

场绑扎困难且质量难以保证，因此本工程采用套筒挤压

连接，工厂化加工，现场拼装。套筒连接全部设置在钢

筋的受拉区，连接等级为二级，相邻两根钢筋接头应错

开 1.0 m以上，减小应力集中，同一连接区域内接头百

分率不应超过 25%。钢筋端部与套筒内孔应保持平直，

无弯曲和缩颈，插入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挤压时应控

制压力和时间，使套筒与钢筋充分锁紧，并通过接头拉

拔试验确保连接质量。钢筋安装就位后要及时进行连

接，并采取可靠的临时固定措施，防止碰撞和移位。钢

筋连接质量事关结构安全，必须严格按照规程和设计要

求操作，确保连接可靠、力学性能满足要求。

3.4　混凝土浇筑连续

为保证转换层混凝土的整体性和密实性，混凝土浇

筑应连续进行，减少施工缝。本工程采用柱—墙—板—

梁的浇筑顺序，即先浇筑柱、墙等竖向构件，再浇筑板、

梁等水平构件，最后浇筑转换层及以上结构。在转换

层处应力集中区域，如门洞口、管道洞口等，应一次

浇筑到顶，避免施工缝影响受力性能。混凝土应分层

浇筑，每层厚度控制在 500 mm以内，并插入式振捣棒

振实，提高混凝土密实度 [5]。浇筑过程中应严格控制

混凝土的坍落度和入模温度，确保混凝土和易性满足

泵送和浇筑要求。

3.5　成品保护到位

转换层施工完成后，混凝土终凝前，要采取有效

的成品保护措施，尤其是混凝土的养护。混凝土终凝

后要及时对梁和柱进行酒水养护，覆盖塑料薄膜或草

席等保湿材料，养护时间不少于 14天。拆除模板和支

架时应遵循先支后拆、轻拆缓降的原则，拆除过程中

不得大面积堆载构件，避免产生较大变形。后续装修

施工时应在楼板四周设置临时支撑，并在支撑和结构

主体之间设置隔离层，防止对主体结构造成破坏。临

时支撑应维持到上部结构施工完成并达到设计强度。

同时，要加强成品混凝土表面的保护，及时对裂缝、

掉角、露筋等缺陷进行修补，必要时做防水处理。

4　结束语

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施工难度大、风

险高，必须采取科学的设计方案和可靠的施工措施。

优化施工工艺，加强过程控制，确保质量安全，做好

成品保护，是工程顺利实施的关键。同时，还应注重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不断提高结构体系

的安全性、适用性和经济性。

参考文献：
[1]　何勇 .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施工技术在高层建筑
施工中的应用 [J].中国水泥 ,2024(09):109-111.
[2]　高晨 ,王利超 .高层土木建筑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
层施工技术研究 [J].散装水泥 ,2024(03):67-69,72.
[3]　沈阅 .高层住宅建筑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施工技
术 [J].居舍 ,2024(13):50-52,89.
[4]　周鹏 .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施工技术分
析 [J].建设科技 ,2021(24):28-30.
[5]　陈泼 .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梁式转换层施工技术的
应用分析 [J ].砖瓦 ,2020(09):142-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