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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架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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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爬架技术由于其自身具有多项优点而被广泛用于建筑项目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该项技术能够保证高层建筑建设

的质量和发展,同时亦能保障其稳固性和安全性。相较于传统的悬挑脚手架、落地式脚手架等其他建筑支撑系统,爬架技术

不仅能有效减少建造成本,同时也具有非常理想的施工效率。笔者探讨了爬架的结构构造、设计原理及其在高层建筑领域

的实际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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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imbing
 

frame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because
 

of
 

its
 

many
 

advantages
 

and
 

shows
 

excellent
 

results.
 

This
 

technology
 

can
 

ensure
 

the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high-rise
 

construction
 

pro-

jects,as
 

well
 

as
 

its
 

stability
 

and
 

safet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antilever
 

scaffolding,floor-standing
 

scaffolding
 

and
 

other
 

building
 

support
 

systems,the
 

climbing
 

frame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nstruction
 

cost,but
 

also
 

has
 

very
 

ideal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tructure,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limbing
 

frames
 

in
 

the
 

field
 

of
 

high-ris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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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城

市化建设的规模得到了空前大发展,使我国高层

及超高层建筑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的巨大发展,
高层建筑的工程量越来越大。而在传统落地式脚

手架的使用上也呈现出用量大、费用高、使用时间

长的特点,特别是近年来一些传统的脚手架,如满

高外脚手架因其耗时、耗工、耗材以及安全系数低

及不经济等因素已不适用于现代的高层建筑施

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并广为推用的新型材

料———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爬架)。根据其驱动源

可以划分为几种主导类型:液压型、电力驱动型和

人力手拉型。这些设备通常用于大型高层住宅楼

项目建设中,它们能够向上或向下移动并适应不

同的结构环境。这一新型材料彻底改革了传统的

外部支撑方法,其具有的优点首先是无需频繁更

换架子;其次避免了拆除与安装过程重复出现,一

收稿日期:2023-11-20

次组装后即能用至施工完成;最后,由于没有对

构建的高度设限,使得其使用者在大大节约了

成本资源的同时减少了劳动力和建材的使用

量。从安全角度说,相较于传统落地式脚手架

其也有很大程度的改观,让原本需要站在高位

的工作变成了高度适宜的工作,将悬空作业转

变为架体内的封闭作业;其相较于落地式脚手

架具有更多的优点,如更经济、安全、便捷等。
这项新型工艺已经通过实际的市场实践,证明

了其确实具备高效利用有限物资的效果,而在

高层建筑建设过程中被广泛推广使用。笔者将

爬架作为讨论对象,研析了该工艺在高层建筑

施工中的实际应用过程,旨在更快、更好地推动

其在高层建筑施工中的运用和发展。

2 爬架的结构设计

2.1 爬架的结构

作为一种依靠自身具有的提升设备、附着在

工程结构上且具有沿着工程结构进行升降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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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爬架主要由架体板、附着支承结构、提升机

械和装置、安全装置和控制系统等几个系统组成。
(1)架体板。架体板主要由垂直主框架、水平

梁和板组成。其中垂直主框架不仅为架体的边缘

构件,同时也与附着支撑结构相连。带导轨架体

的导轨一般均设计为竖向主框架的内侧立杆,其
主要的垂直主框架可以是单片框架,也可以是由

两个片式构成的格构柱式,由两个片式构成的格

构柱式通常在采用挑梁悬挂架体的升降脚手架中

使用。水平梁架通过挑架设置在底部,其为提高

架体整体性和刚度的关键。
(2)附着支承结构。附着支承的形式虽然很

多,但其基本构造却只有挑梁、拉杆、导轨、导座

(或支座、锚固件)和套框(管)等5种,需要结合现

场情况组合使用。为了保证架体在上升或下降时

能够保持稳定,避免晃动并抵挡倾覆的影响其需

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①架体在任何状态(使用、上升或下降)下,与
工程结构之间必须有不少于2处附着支承点;

②必须设置防倾装置,即在采用非导轨或非

导座附着方式(其导轨或导座既起支承和导向作

用,也起防倾作用)时,必须另外附设防倾导杆。
而挑梁式和吊拉式附着支承构造在加设防倾导轨

后即变成挑轨式和吊轨式。
(3)提升装置。提升机构取决于提升设备,在

全体结构施工时,每层混凝土墙或梁上需预留Φ40
螺栓孔,并在模板拆除后对孔洞进行清理以确保螺

栓能够顺利穿过[1]。待穿墙螺栓固定好后方可安

装提升设备,其共分为吊升、顶升和爬升3种:

①吊升。在挑梁架(或导轨、导座、套管架等)
挂置电动葫芦或手动葫芦时,以链条或拉杆吊起

(竖向或斜向)架体、实际沿导轨进行滑动吊升。
提升设备为小型卷扬机时采用钢丝绳、经导向滑

轮实现对架体的吊升。

②顶升。通过液压缸活塞杆的伸长使导轨上

升并带动架体上升。

③爬升。其上下爬升箱带着架体沿导轨自动

向上爬升。
提升机构和设备应确保处于完好状况且应工

作可靠、动作稳定。
(4)安全装置和控制系统。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的安全设备包含防坠和防倾装置。对于防倾装

置,使用的是防倾导轨及其配套设施,以用于保持

框架的横向位移及稳定性;而对于防坠设备,即能

够迅速反应并有效阻止框架下落的设备,也就是

当因链条断裂等问题导致框架掉落后其会立刻启

动,并在防坠杆等支撑构件的支持下将架体制停;
防坠装置的制动包括棘轮棘爪、楔块斜面自锁、摩
擦轮斜面自锁、楔块套管、偏心凸轮、摆针等多种

类型,一般都能达到制停的要求。
 

2.2 爬架的安全技术要求

在实施爬架装设、提升和拆卸之前,均需制定

专门的施工专项方案,并按工程设计需求和方案

要求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技术、安
全交底和相关培训。在爬架使用期间,其所用的

测量仪器必需定期进行质量检查。当遇到六级以

上的风力、降雨、暴雪或浓雾等极端气候条件时,
严禁施工人员攀登到爬架上作业;如果遇到六级

以上的强风,还需预先采取适当的安全强化手段

或其他紧急应对策略,同时将所有的用于建设的

活动负载从架子上移走。夜晚不允许进行爬架的

升降作业。在爬架施工作业区内应设置防雷装

置。在整个爬架的安装、上升、下降以及拆卸过程

中,均需在操作区域和防坠落半径内设立安全警

示。对于整体式爬架而言,建筑工地应当提供足

够的通信设施以便于沟通交流。在整段爬架使用

期间,工作人员务必遵循目前正在实行的《建筑施

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建
筑安装工人安全技术操作规程》[80]建工劳字第

24号等相关条款的规定。对于从事各种职业的

人员均需指定下来,而且需要依照相关的法规持

有相应的证书方可以开始工作。爬架施工的供电

系统必须满足现行的《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

术规范》JQJ
 

146-2018要求。液压升降机械、液
压控制台、配电箱、防跌落保护设备等均需设置防

水、防砸等保护措施。液压控制台一定要由专业

操作员操作,同时亦需确保其具有相应的安全防

备措施,以避免无关人员私自使用。若爬架的使

用时间已经超出30个月或连续停留的时间达到

10个月时则必须将其拆除。

2.3 爬架的质量保证措施
  

对于高层建筑施工中的爬架使用,首先应当

注意的是其封闭性。若要保证爬架的施工安全,
就需要在架体之间留有一些空间,这样既能使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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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施工安全性提高,同时亦能够保护其中的薄

弱环节。爬架的操作需要综合考虑,然后选择出

最合适的防护措施,提升爬架时一定要保证架体

完全封闭;其次,在其安装、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

意严格控制导轨和导向架的质量,因为导向架是

通过承重销的嵌入固定在导轨上的,以防止出现

安全事故。爬架滑升时,一定要适当利用单缸的

升降动作并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使架体不会产

生倾斜,防止出现施工安全问题;最后,对于施工

质量的控制,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主要承力构件的

质量。施工中经常会出现预埋螺栓被拔起的情

况,这是因为当爬架提升时,在导轨提开过程产生

的摩擦力超过了预埋螺栓的力从而出现问题。因

此,严格把控受力构件的安装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以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2]。

3 爬架应用取得的效益

3.1 经济性

(1)节约材料费用。建造爬架的高度一般不

超过五层楼,所需材料亦相对较少,且其按现场进

度可以逐层提升或下降。与双排钢管脚手架从地

板直接到构件顶端相比较,如此实施能够合理节

约大批管材、扣件、脚手板和安全网或钢板网。
  

(2)节约人工费用。爬架的搭设、升降及拆除

施工时所需要的作业人员相较于落地式外脚手架

少,能够使劳动力投入减少,节约大量的人工。
(3)分摊费用少。作为循环使用的设备,爬

架的购买费用虽然较高,但其可以多次重复利

用,因此其摊销成本相对较少,而且楼层越高、
其经济性越明显。

  

(4)节约场地。爬架仅在设备进场时需要场

地,后续均无材料进场,相较于传统脚手架其不需

要型钢及钢管场地,不占用现场施工场地。

3.2 实用性

同步控制与遥控系统的应用可以防止不安全

状态的发生。星轮防坠装置的多重设置可以确保

防护架体的安全性并具有防坠作用,从而使现场

安全得到较大程度的保障,其拆装方便,安装灵

活。鉴于钢架长度易于调整且连接方便,其可用

于各种建筑物的平面和立面结构[3]。

3.3 机械化
  

实现低搭高用功能,在建筑物主体底部可一

次性组装完成,其附着在建筑物上、随楼层高度的

增加而不断提升,整个作业过程不占用其它起重

机械,从而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且现场环境更人

性化,管理维护更轻松,文明作业效果更突出。

3.4 智能化

采用微电脑荷载控制系统能够实时显示升降

状态,自动采集各提升机位的荷载值。当某一机位

的荷载超过设计值的15%时,系统以声光的形式

自行报警并显示报警机位;当其超过30%时,该组

升降设备将自动停机、直至故障排除,从而有效地

避免了超载或失载过大造成的安全隐患[4]。

4 结 语

综上所述,在高层建筑施工中,爬架因其自身

具备的优势而被广泛推广使用,从而为项目的安

全、效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该项新技术的

实施相对繁琐且涵盖了众多工序,但在实际操作

中必须提高对于设备装配质量及执行标准贯彻执

行的力度,必须要求员工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并按照既定程序和规范展开工作,并且需要加强

对员工进行培训和交底,以增强关于安全的意识

和现场施工的监督指导,以此保证爬架在实际使

用中的安稳运行。
  

因此,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我们必需根据不同

的施工情况、结构类型进行灵活的设计和使用,以
充分发挥出其具有的优势和重要作用,使其为我

国的建筑项目带来更好的施工成果和经济效益。
笔者相信随着高层建筑的不断发展,爬架将会具

有更为广泛的应用前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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