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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中的问题与初探
袁　进

（南京徐庄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也逐渐呈现出世界一流水准，人们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对我国

各行各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土木工程成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不仅仅停留于

建筑行业，还涉及市政工程、供热及空调工程、桥梁和结构工程等，属于一级学科。因此，本文就针对当前土木工程中的

结构设计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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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盛行，建筑行业也在努力追随

着新时代的步伐，对于科学技术的引入和创新都进行了提

高，对于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利用开始逐渐增多。目前来看，

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土木工程中的结构设计

成为了当前的热点，其安全性以及使用的寿命时长成为了

重要的质量指标。其中就包括对装配式混凝土的结构设计

施工的运用。我们就以其为例对土木工程中一部分进行分

析，并得出相关结论。我们要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技

术进行科学性的研究，使该技术在使用过程中更加科学化、

具体化。

1 房建建设中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的概述

对于房屋建筑行业来说，已然面临着更加巨大的挑战，

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建筑行业近年来对于资源的消耗情况

不断加剧，各个企业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建

筑施工和绿色节能技术的运用，并在行业中占据有利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成为了发展的必要

选择。[1] 所谓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主要是通过提前预制

混凝土的相关构件，并进行科学的拼接而成一个组成混凝

土结构。所预制的构件有许多类型，主要是全预制和装配

整体式的区分。比如全预制柱、梁；全预制空调板、阳台

板等。对装配的混凝土结构进行有效连接的方式也有许多，

比如浇筑式的混凝土；焊接钢筋的连接方式。装配式的混

凝土结构施工技术与许多传统技术不同，其技术水平更加

符合新时期的发展需要，更依赖于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模式，

对建筑结构工程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2]

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技术的优势

2.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有很好的节能效果

因为就目前而言，建筑行业的施工技术复杂多样，如

何选择一种合适的技术手段保证施工质量同时节能环保已

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房屋建设规模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

的阶段，但房屋建筑施工过程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现象也在

逐渐显现出来。这使人们的生活、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对

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也造成很大危害。比如说利用混凝

土进行浇筑施工过程中，对于温度、吸水性等各因素的要

求极高，施工工艺相对繁琐，还要保证避免外界因素如天

气等的干扰。在进行这一施工环节，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

精力。[3] 除此之外，该过程所使用的浇筑模板，需要进行精

准的测验工作，这一过程会因人工操作的失误，导致对模

板等材料的一定损耗，造成不同程度的资源浪费。而通过

利用装配式结构进行施工，就可以达到节约模板，降低其

损耗的优势。因为其结构的构建可以减少对其自身的混凝

土使用量，同时有效节省大约 35% 的模板使用量。对施工

人员的效率提升带来很大帮助，更可观的是有利于施工资

金的周转的妥善解决。[4]

2.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可以有效缩短施工工期

装配式结构有一突出特点就是预制。因为其提前进行预

制的特点，避免了对施工材料生产过程的时间消耗。施工

过程中，对外窗的红砖材料施工会提前进行，避免与主体

封顶工作产生冲突。与此同时外围的封闭工序也会在封顶

后进行，有助于后续对内墙进行的工序以便利。[5] 由此可见，

装配式的混凝土结构的构造特点，极大程度节约了时间成

本，许多工序可以同步进行，积极实现了施工方能够缩短

工期和提高施工效率的愿望，还保证了施工质量的可靠性。

3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施工技术控制要点分析

3.1 预制墙板安装中灌浆操作技术要点

对于预制墙板安装中的灌装技术的施工问题，对其灌

装料的要求是现场制作。所需要用到水、水泥以及搅拌机

等工具，搅拌过程中在后续进行添加水。在进行具体操作时，

要保证灌浆的温度保持在 5~40℃，如果温度不达标可以选

择静置一段时间，否则会影响后续的施工。整个过程要避

免阳光直射，同时注意材料的节约使用，以免搅拌过多导

致浪费。由于灌浆过程对温度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暖季施

工要注意保湿和降温，冷季施工要进行保温，温度过低则

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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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预制墙板安装中墙体混凝土浇筑技术要点

在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时，要进行预先的底部的防漏

工作，利用减石子水泥砂浆进行 5 厘米的浇筑，制作防漏

底。[6] 之后采用分层浇筑的方式进行混凝土浇筑工序，注

意要对高度进行合理的把控。一般 40 厘米左右进行分层，

其等待间隔时长要在混凝土的初凝时长内，防止出现缝隙。

在进行振捣作业时，也要采用分层方式，并注意时间限制，

一旦出现下沉等现象就可以停止，震动次数保持适中。最后，

在完成浇筑工作后要对表面的浮浆进行清理，保证施工质

量更优质化。

3.3 预制叠合板安装施工技术要点

在进行对预制的叠合板进行施工作业时，对其的安装

过程要利用模数化吊装梁。所需注意的是其速度把控问题，

尽量保持缓慢稳定的进行，确保叠合板作业层的整体性。[7]

除此之外，要提前在其底部安装临时支架，确定合理的支

撑点间距等方面，保障整个施工过程的安全、高效。

3.4 预制楼梯板安装施工技术要点

对于预制的楼梯板施工过程，该过程技术含量相对较

少，主要起到检测施工质量的作用。再进行安装时注意做

到定点停顿，比如距作业面 500 毫米处停止并进行方向等

的调整工作，避免数据的认为的误差导致施工工程受损，

影响整体的施工进程。

4 土木工程结构设计技术的创新分析

4.1 加强高新技术的使用

管理体系主要采用信息化的管理模式，工程企业要加

强对于内部以及外部信息的整合再利用，提升自身的高新

技术水平。通过创新出的先进技术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

现场的人员管理问题等，从而提高整个施工过程的效率。[8]

加强对各企业员工的创新理念的培养，可以提升他们的综

合技能，在各个环节都体现出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使企业在整个过程的不断创新发展中得到更好地进步，获

得更强的竞争力。

4.2 施工体制的创新

当今社会是一个以信息化的时代，对于土木工程而言

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运用。我们现在的土木工程的一大缺

陷就是施工管理体制在极大程度上的不完善，从而严重阻

碍着整个施工作业的顺利开展。施工受客观外部环境的影

响极大，因此存在着不稳定性。管理体制的缺陷，即使你

拥有再精良的技术手段也会出现效率不达标的问题。[9] 我们

对施工体制进行创新，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效率，还

可以降低施工成本，降低劳动力的过度利用等现象，更加

科学、高效的进行作业。

4.3 钢筋混凝土梁承载力

一般来讲，城市高层建筑主要是以写字楼以及其他办

公场所为主，因此在实际的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设

计单位需要着重考虑到空调、消防等设备，这些设备不同

于其他设备，它们往往是布置于楼层的梁底之下的，如果

没有梁底开洞，就没有办法进行设备的安装。因此，在设

备安装之前，设计单位需要对梁的承载力进行分析以及计

算，避免出现由于梁底承载力不足而出现安全结构问题。

对于梁底开洞之后的承载力，设计单位可以通过孔洞周边

补强筋以及开孔梁挠度裂缝宽度等数据进行分析。对于钢

筋混凝土梁腹部开孔，国家出台了有关政策，例如《高层

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混凝土结构构造手册》等，

对于钢筋混凝土梁腹部开孔的位置、流程、环节以及大小

等进行了科学的规范、设计单位在进行钢筋混凝土梁承载

力计算时，还需要参考不同种类腹部开孔方式，提高钢筋

混凝土梁承载力计算的精确度，这对于提高建筑物的稳定

性以及安全性意义重大。[10]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当前我国建筑施工中的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施工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结构设计

技术在土木工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合理应用的重大

意义。科学的进行结构设计，并对其进行更加精细化的改进，

可以有效的提高土木工程的质量，对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风

险能进行科学的控制，推动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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