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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与工程实践

新型梁侧悬挑承力架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

应用研究

李江波①

（湖南郴州金瓯建筑有限公司，湖南  郴州  423000）

摘要：在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脚手架施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施工技术环节，脚手架施工质量直接

关系整个建筑工程的施工安全性和稳定性，受到工程施工单位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国一

处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案例开展分析和研究，对本次项目工程施工中使用的新型梁侧悬挑承力架施工技术要点

进行分析，对每个施工环节的工艺流程进行介绍，充分发挥新型梁侧悬挑承力架施工技术的使用工作优势，

提高建筑工程项目整体施工质量和安全性，为后续类似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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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悬挑脚手架结
构采用的是U形螺栓材料或者工字钢材料直接固定在
建筑体的楼板表面，但是在实际施工中经常会遇到一
些施工难题以及安全隐患问题，例如，脚手架的搭设
灵活性不足，搭设和拆卸工作流程比较复杂，安全性
能相对较差及直接影响整个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当前
在我国很多城市内部大型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对悬挑
脚手架施工技术应用程度越来越高，可以有效解决传
统脚手架施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该项技术的有效应
用，可以进一步提高整个建筑工程的施工安全性和施
工效率，同时悬挑脚手架在加工生产过程中，可以有
效控制材料浪费问题，所消耗的钢材料相比传统的附
墙式胶水架材料可以降低30%，同时整个项目工程施
工效率可以提高2倍以上，可以进一步降低一项工程的
施工经济成本[1]。

1 工程概况
玉溪明珠（1 #栋、2 #栋、3 #栋、4 #栋、5 #栋）

由宜章玉溪河综合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总建筑面
积为159794.97 m2，层数均为2D+33层，建筑总高度为
99.98 m，一层及以上为住宅（一层局部为架空层），
一至三十三层为标准层，层高为3 m，负一、负二层
为商业及车库层，负二层层高为5 m，负一层层高为
4 m，结构体系为剪力墙结构，基础形式为旋挖钻孔灌
注桩基础，工程位于宜章大道旁玉溪河西侧曹排四组
地段。在本次高层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施

工高度较大，在施工中采用新型梁侧悬挑承力架来进
行施工。

2 传统工艺与新型工艺对比
传统悬挑型钢梁必须穿过建筑物的外墙，伸入室

内铺设在主体结构楼面上，再用3个U形预埋件锚固在
楼面板和楼面梁上。其缺点如下：
（1）伸入室内的型钢梁布局复杂，妨碍室内建筑

垃圾清理及施工人员行走。
（2）型钢穿过墙体，容易破坏混凝土梁、板构

件，容易引起楼面渗水、漏水。
（3）拆除型钢梁前，可能还需要在现场切割U

形锚固环，拆除后还需要补洞、补贴砖，增加了施工 
时间。
（4）钢梁伸入室内的固定长度不应小于室外悬

挑段的1.25倍，所以通常情况下，需要用≥3 m的型钢
梁，拐角处的型钢梁则需4～5 m，一次性投入的钢材
多、质量大。
（5）一根3～5 m的工字钢安装、拆除过程需要全

程依赖塔式起重机，起吊过程中盲区很多，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劳动力投入大。
新型梁侧悬挑承力架，预埋安装在结构梁的梁

侧，均为定型化制作，最长悬挑梁为2.5 m。其优点 
如下：
（1）不需穿墙安装，不会损坏混凝土墙、梁、板

等结构，有效杜绝外墙渗水、漏水现象，能有效保证

① 作者简介：李江波（1990—    ），男，汉族，湖南郴州宜章人，本科，主要从事工作方向：建筑施工。



·002·

施工技术与工程实践

主体结构的施工质量。
（2）与传统做法的悬挑型钢梁对比，既节省型钢

及U形预埋件，同时又节省拆除传统型钢和预埋件后所
需的切割、补砌筑等环节的费用和工时。
（3）型钢梁工字钢耗材少，安装拆除无须塔式起

重机配合，轻量化操作，方便快捷，节约人工。
（4）新型梁侧悬挑承力架的斜拉杆采用具有调节

范围（50 cm范围）的特制钢斜拉杆，可灵活调节拉杆
长短，参与工作受力，确保架体的稳定性。同时周转
次数远大于传统的钢丝绳（传统的钢丝绳周转2次便不
能再继续使用）
（5）新型悬挑梁斜拉杆上端与建筑物主体结构

的固定是采用可拆式预埋螺栓环。外架拆除后，退出
双耳拉环，便可进行粉刷、贴砖，收尾工序可高效 
运行。
（6）新型梁侧悬挑承力架的悬挑梁拆除后，墙面

整洁，无任何破坏。

3 新型梁侧悬挑承力架的组成
3.1 悬挑梁
16 #或18 #工字钢为主件，焊接底座锚固板、三角

加强板、U形吊耳。
直线梁：安装于结构为直线面的悬挑梁，长度有

多种不同型号规格。
斜角梁及对角梁：安装于建筑结构阳角处的悬挑

梁，长度及端部的角度分多种型号规格。
3.2 斜拉杆
由ϕ20 mm、Q235材质的镀锌圆钢、封闭式可调节

花蓝及丝牙保护套组成。
3.3 预埋体系
预埋件：分两种型号，长（180 mm）的用于预

埋在工字钢悬挑层；短（150 mm）的用于预埋在上 
拉杆层。
安装螺杆：本工艺配套专用的“临时固定螺

杆”，用于确保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预埋件不会产生偏
位。混凝土浇筑后，拆侧模板前，需扭出退出的周转
配件。
与预埋件连接的构件：S8 . 8级高强双头螺杆

（M20×225 mm）50×6专用垫片、M20专用高强加
厚螺母，双耳拉环（材质：45 #钢）用M20×60 mm
（45 #钢）销栓（配套开口销）与斜拉杆连接。

4 新型悬挑承力架施工要求
4.1 深化设计
根据各项目提供的“建筑图”和“结构图”

结合现行《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
（GB 51210）和《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
术规范》（JGJ 130）的有关规范深化设计“悬挑梁平
面布置图”。外架采用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分段搭设本
项目工程一至六层采用落地双排脚手架，落在地下室
顶板上（裙楼面），搭设高度18 m。7层以上分段采用
新型梁侧悬挑承力架，每段悬挑高度不大于20 m。

4.2 施工方案
编制专项计算书、专项施工方案，通过后方可进

场施工。
4.3 现场施工
（1）预埋。以“工字钢平面布置图”为导向，对

各号栋楼现场进行预埋（外侧模板组装好及钢筋布设
好，浇筑混凝土前进行预埋）。
（2）每根悬挑梁，在外侧模板上开两个ϕ1.2 cm

的圆孔，再通过配套专用的螺杆固定在外侧模板上，
确保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预埋件不会产生偏位。
（3）现场预埋时，务必确保同根悬挑梁的“两个

预埋件”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4）预埋件安装时，需确保预埋件与模板接触面

的无缝隙紧贴，防止混凝土浇捣时混凝土浆水渗入到
预埋件的管内部。
（5）预埋件安装完毕后，混凝土浇捣时，严禁振

动棒直接与预埋件接触，以确保预埋件不被损坏或发
生偏移。
（6）对悬挑结构（如阳台）的新配筋布设不局

限于悬挑本层，同时，上拉层的钢筋布设，也必须按
“施工方案”或“计算书”里的新配筋图的要求。
（7）各项目首次预埋时，需提前预埋2根×3组，

共6根预埋件，以备后期现场做“拉拔试验”时使用。
此6个预埋件均用180 mm的长预埋件；预埋后，在混凝
土浇筑完8 d后，方可做拉拔试验；做拉拔试验时，详
见本项目专项计算书内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当
拉拔数据超过设计值时，可停止试验（一般拉到85 kN
时可以停止拉拔），以免造成结构破坏。
4.4 安装双头螺杆
混凝土强度达到5 MPa以上或相关要求的强度后，

开始安装双头螺杆。
扭出安装螺杆，外侧模板拆除后，露出预埋件安

装S8.8级、M20×225 mm的高强“双头螺杆”。
（1）安装双头螺杆时，虽无法看清内端是否与预

埋件内的方形螺母牢靠连接，但可观测双头螺杆的外
露长度，确定是否已安全连接。注：外露长度小于等
于6 cm时为安全。
（2）安装双头螺杆时，考虑到混凝土强度还没有

跟上来，扭力不宜过大，以免造成“对边的梁墙板”
破裂。
4.5 安装工字钢悬挑梁
根据预埋件的安装位置，按图纸标示的型号，找

到对应型号的悬挑梁，逐条布置于悬挑层各个部位。
4.6 脚手架搭设
（1）混凝土达到10 MPa以上或规定要求后，方可

开始搭设外架，此过程严禁在悬挑梁或钢管架体上堆
放重型材料。严禁在此过程中吊放塔式起重机上的任
何材料。
（2）当“上拉杆”连接条件不具备时，可将脚手

架搭设高度设置在12 m。悬挑层生层混凝土的强度效
果达到预期后，就可着手组装斜拉杆，以使其处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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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状态，此后才可对工字钢悬挑梁进行脚手架的搭设
控制。
4.7 斜拉杆上端“连接拉环”的预埋及安装
在悬挑层的上一层混凝土浇筑前，将斜拉杆“上

端拉结点”的预埋件（150 mm长）布置好。待外侧模
板拆除，混凝土强度达到规定要求后（一般在混凝土
浇筑后48 h左右），开始把“双耳拉环”扭入预埋件
内连接，并将“斜拉杆”连接好，同时调节至受力状
态。最后再将外架往上搭设至20 m（以内）[2]。

5 外脚手架施工要求
5.1 脚手架材料选择
建筑工程在搭设钢管脚手架过程中，应借助可锻

造扣件。此设备应遵循既定技术规范标准，交由具备
扣件生产许可证的厂家生产。扣件生产规格除了要与
钢管匹配，贴合面保持平整，活动位置灵活，还要保
证没有气孔、裂纹以及砂眼等缺陷。与钢管夹紧时，
扣件开口部位的距离应大于5 mm。在保证钢管螺栓
拧紧力矩达到65 N·m过程中，不得对其造成破坏。
如采用原扣件，需交由具有国家资质的试验单位对其
抗滑力进行试验，结果满足设计性能要求，才可投入
施工使用。对钢管落地脚手架的施工，应选用外径为
48 mm、壁厚为3.0 mm、强度等级为Q235-A的钢材。
脚手架钢管的表面应保证光滑平直，不得存在分层、
裂纹、压痕、硬弯以及划道等问题。新选用的钢管，
应具备出厂合格证书。在着手脚手架施工作业前，应
对进入场地的钢管进行取样检测，交由具有国家资质
的试验单位来进行抗拉与抗弯等方面的力学试验。确
定新钢管达到设计性能质量要求后，才能投入施工 
使用[3]。
5.2 脚手架搭设安全注意事项
（1）脚手架搭设前应对附件进行逐一检查，不能

存在损伤、锈蚀以及变形等问题。
（2）搭设脚手架时，结构外缘楼面弹线应保证建

筑物与脚手架距离的一致性。
（3）脚手架及附件吊运捆扎牢靠，避免垂直运

输过程中会出现散落现象。与此同时，还要避免因捆
扎方式不当对脚手架及其附件使用造成损坏与变形 
影响。
（4）只有在影响施工操作时方可拆除脚手架内侧

的交叉杆，不能全部拆除而影响脚手架的稳定性。至
操作完毕应立即装齐全部交叉杆。绝对禁止外侧交叉
同时拆除。当拆除一侧的交叉杆时，脚手架上下步必
须满铺脚踏板或水平架。
5.3 脚手架搭设流程及要求
5.3.1 立杆间距
工程设计对立杆与建筑物距离提出了0.3 m要求，

故而在脚手架底部位置的立杆，应采用不同长度的钢
管，以参差状态布置，并使钢管立杆对接接头呈现交
错布置。高度方向上，钢管与接头应错开超出500 mm
距离。同时，相邻接头不能作用于同步同跨内，如此
就可为脚手架搭设的整体性提供保障。与此同时，脚

手架应在横纵方向设置扫地杆，并连接在立脚点杆
上。扫地杆应与底座距离保持20 cm，且立杆垂直偏差
应控制在1/400高架以内。
5.3.2 大横杆、小横杆设置
脚手架高度上，大横杆间距设置为1.5 m，以为立

网挂设提供便利条件。大横杆应作用于立杆内部。外
架应按照立杆与大横杆交点部位进行小横架设置。具
体就是将其两端固定于立杆，以使空间结构能够实现
整体受力目标。
5.3.3 脚手板、脚手片的铺设要求
脚手架里排的立杆与结构层间隙，应铺设竹脚手

板。其中板宽为200 mm，里外立杆，则应铺设无探
头的脚手板。在满铺层脚手片的同时，要保证其与墙
面垂直且横向铺设。当铺设到位后，不得存在空位。
对无法满铺位置，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即脚手片
应采用双股12 #～14 #铅丝进行绑扎处理，且在4点以
上。绑扎要牢固，且交接部位处于平整状态。值得注
意的是，铺设作业过程中应选用无缺陷的脚手片。如
发现脚手片存在破损问题，应及时进行更换处理[4]。
5.3.4 连墙件
当建筑工程楼层实际高度超过4 m时，应对水平方向

进行加密处理。如果建筑物楼层高度超过6 m，则要在水
平方向上每间隔6 m的位置使用一道斜拉钢丝绳来进行
加固处理拉结点，需要在转角的范围内和顶部位置进
行加密处理，同时再转角1 m范围之内，需要根据垂
直施工方向每间隔3.6 m设置出一道拉结点。拉结点需
要保证充分固定，避免出现严重的位移或者变形等情
况，需要尽可能将其设置在外架横杆的连接点位置。
除此之外，墙体装饰段拉结点也需要满足上述施工技
术要求和标准，在施工过程中去除拉结点过程中，需
要保证重新补设临时性拉节点，提高外架结构的安全
性和稳定性。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新型梁侧悬挑承力架的有效应

用，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悬挑架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弊端
和不足，整个安装工作流程更加方便，搭设工作效率
更高，同时可以节省大量的工程施工材料，在施工中
可以和建筑工程的主体模板施工之间进行有效衔接，
进一步提高高层建筑工程的施工安全性和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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