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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预制混凝土叠合板被广泛应用于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和混凝土装配式建筑工程

项目中。预制混凝土叠合板的质量决定了整个建筑物的质量安全水平。对此,本文简要介绍了预制混凝

土叠合板的设计要点,以及其制作流程中的关键工序,并概括预制混凝土叠合板的现场安装流程,旨在为

业内人士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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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叠合板是装配式建筑中

最常用的预制构件。预制混凝土叠合板

属于一种水平中间型构件。在制作安装

过程中,先要铺装叠合板,起到模板的承

托支撑作用。之后在叠合板上现浇混凝

土,使叠合板和现浇层形成一个完整结

构体。 

1 预制混凝土叠合板的设计

要点 

1.1选定连接构造形式 

取消预制混凝土叠合板支座钢筋。

在以往的工程施工过程中,预制混凝土

叠合板支座钢筋会与现浇钢筋相互干

扰。为此,在预制叠合板顶附加抗剪钢筋

代替支座钢筋显得尤为重要。再者,预制

叠合板之间的拼缝节点设计。相关人员

要根据各预制叠合板的受力特点对不同

类型叠合板之间的拼接缝进行设计。如

果预制叠合板属于单向受力板,应取消

叠合板的板侧钢筋,并将各叠合板之间

的拼接缝设计成窄缝隙；如果预制叠合

板属于双向受力板,那么必须保留叠合

板的板侧钢筋,按照钢筋搭接长度确定

预制叠合板现浇拼缝宽度。如果叠合楼

板有降板要求,需实行独立设计。若降板

尺度超过50毫米,要设置连梁作为两侧

预制叠合板的连接媒介；若降板尺度小

于等于50毫米,要连续布置弯折钢筋。 

1.2绘制加工设计图纸 

预制叠合板标准化定型设计的思路

是结合预制叠合板之间的拼接缝的现浇

带的宽度要求,选择对应规格的预制叠

合板,使用预定宽度的叠合板拼装功能

空间的进深楼板。由此可知,绘制完整的

预制叠合板加工设计图纸显得尤为重

要。相关人员要将预制叠合板的宽度控

制在1.2—3.6米之间,将预制叠合板的

长度控制在2.2—4.5米之间。根据叠合

板的外形特征,调整配筋密度,对配筋实

施现场加固处理。除采用机加工网片钢

筋以外,也可以在桁架钢筋结构上直接

焊接网片,省略人工绑扎工序。 

2 预制混凝土叠合板的制作流

程的关键工序 

2.1严格控制混凝土配制比例 

(1)优选低坍落度混凝土材料 

通常情况下,混凝土的颗粒粒径多

控制在100—150毫米之间,即混凝土能

够从料斗顺利进入模具即可。选择低坍

落度混凝土材料的主要原因有：其一,

降低水灰比,增大早期强度；其二,避免

发生泌水现象,保证混凝土结构完整性

和美观性。 

(2)严格控制粗骨料级配 

粗骨料级配应符合连续级配要求。

如果混合料中含有两种不同级配标准的

粗骨料,必须实行级配试验和空隙率试

验。确保粗骨料级配符合连续级配要求,

从而减少胶凝材料使用量,节约投资成

本,避免混凝土构件表面出现蜂窝麻面。 

(3)严格控制砂率 

优选高砂率混凝土材料,增大砂浆

量,减小粗骨料空隙率,以降低混凝土结

构表面出现蜂窝麻面的概率。 

(4)严格控制配合比例 

根据施工现场天气变化情况、模具

转速以及蒸汽需求量,对配合比例加以

控制。通常情况下,拆模强度不宜低于12

兆帕。 

2.2优化制作工艺 

叠合板的制作工艺直接决定了叠合

板成品的质量,同时,也决定了整体工程

的产能指标与投资成本。 

(1)模具要求 

模具的平整度需满足标准要求,不

得出现任何明显的形变。且模具要和模

台紧密接触。对于带有水平出筋或垂直

出筋的叠合板来说,有必要使用橡胶卡

扣对边模钢筋部位加以封堵。 

(2)钢筋配置 

参照设计图纸与施工标准规范,绑

扎钢筋网片,将桁架筋固定在钢筋网片

上。在适当位置放置保护层垫块,防止钢

筋网片下沉。采用增设固定钢筋的方式

对预埋件实施固定处理。 

(3)混凝土浇筑成型 

混凝土浇筑前,在边模和模台拼

接缝内侧打一层专用密封胶,避免拼

接缝部位发生渗漏。对于设计有粗糙

面的叠合板来说,有必要在边模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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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涂刷一层缓凝剂。相关人员要根

据叠合板的受力特点与实验参数确定

缓凝剂厚度。 

对于有振动台的模台,应尽可能的

保证叠合板布料和振捣浇筑一次成型。

如果一张模台上的几块叠合板分两次浇

筑和振捣,且两次间隔时间较长,会在第

二次振捣时,对第一次浇筑成型的混凝

土结构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在混凝土结构初凝和终凝期间实施

拉毛作业。需要格外强调的是,相关人员

必须严格控制拉毛时间和深度。拉毛过

早,拉毛深度不符合标准要求；拉毛过晚,

会增大拉毛难度,对混凝土结构造成机

械性损耗。 

在混凝土结构终凝后,覆盖一层塑

料薄膜进行养护。为使塑料薄膜充分包

裹混凝土结构,可在边角部位使用重物

压实。在必要的情况下,对混凝土结构实

行保温养护。叠合板的早期养护至关重

要。叠合板早期养护工作落实效果往往

直接决定了其在投入使用过程中能否出

现裂缝,以及出现裂缝的程度。 

2.3成品存放管理和运输 

(1)存放管理 

在混凝土叠合板强度达到拆模强度

后实施拆模作业。参照设计图纸确定吊点,

在吊点上设置挂钩。严格控制起吊速度,

尽可能的使叠合板始终处于水平状态。第

一块叠合板要卸至专用货架上,之后依次

叠放。在第一块叠合板和第二块叠合板之

间放置垫块,且尽可能的保证每一层的4

个垫块的规格是一致的。使用叉车倒运时,

使用弹性较强的材料包裹叉车力臂,避免

叉车力臂对混凝土叠合板造成不必要的

损害。与此同时,在混凝土叠合板外部包

裹一层土工布,避免叠合板因外界环境因

素的影响而出现裂缝。 

(2)运输 

使用叉车将叠合板卸载到平板运输

车上,并将叠合板的堆放高度控制在6层

以下。为避免底层直接接触地面,可在地

面上铺设一层弹性材料。再者,隔离所用

的弹性材料还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以防混凝土叠合板触地时造成不必要的

重力撞击损害。 

3 预制混凝土叠合板的现场安

装流程 

3.1施工准备工作 

施工准备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

方面：①编制叠合板安装施工方案。叠

合板安装施工方案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

括工程概况、进度计划、场地布置、安

全管理以及质量管理等。②叠合板运至

安装施工现场后,相关人员要对叠合板

实行外观质量验收,以免叠合板在运输

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损害。③在安装施

工现场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将

叠合板堆放在硬化路面上。 

3.2安装预制构件 

(1)楼板支撑体系的排布与安装 

若叠合板边缘部位与边支座的搭接

长度超过40毫米,不需要在楼板边支座

1.5米范围内设置独立的支撑构件；若叠

合板边缘部位与边支座的搭接长度小于

35mm,需要在楼板边支座200—500毫米

范围内设置独立的支撑构件。楼板支撑

构件的强度与刚度必须达到标准要求,

以发挥支撑作用。 

(2)叠合板的吊装就位与方位调整 

当叠合板吊至作业层上空300毫米

位置时,略作停顿,对叠合板方位进行适

当的调整。在吊装过程中,尽可能的避免

框架柱上的竖向钢筋与预留钢筋发生碰

撞,以免对叠合板造成不必要的机械损

害。使用楔形小木块对叠合板加以调整,

避免叠合板出现边缘破损。 

(3)水电管线的敷设 

严格参照设计图纸对叠合板部位的

机电线盒和管线展开设计。在预制生产

过程中,参照设计图纸预留洞口。且督促

相关人员做好成品保护工作。 

(4)现浇结构的连接 

现浇叠合板的连接控制要点如下所

述：其一,板与墙搭接节点。在墙板和楼

板混凝土浇筑前,指定专业人员对预制

楼板拼接缝,以及其与墙板之间的拼接

缝加以检查。若拼接缝过大,可使用支模

实施封堵处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采用

周圈硬架支模方式保证叠合板的平整度

达到标准要求。其二,板与连梁节点。在

叠合板安装前,预先抽出连梁主筋。待叠

合板安装作业结束后,再绑扎连梁主筋。 

(5)混凝土浇筑 

在叠合板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为保

持叠合板与支撑构件的受力均衡性,按

照由中间向两侧延伸的次序完成浇筑作

业,尽可能的让浇筑作业一次成型。在浇

筑时,使用厚度约为2米的刮杠对混凝土

实施刮平处理,加强混凝土浇筑面的平

整性。在混凝土浇筑成型后,覆盖塑料薄

膜加以养护。通常来说,混凝土叠合板的

养护时间不得少于7天。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预制混凝土叠合板的安

装施工质量控制是一项综合性、专业性

与复杂性较强的工作。只有严格参照设

计图纸,遵守标准规范,明确质量控制要

点,才能有效提高预制混凝土叠合板的

安装质量,为顺利竣工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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