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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趋流行的装配式建筑

没有飞扬的沙尘、机械的喧嚣，先在工厂把
梁、墙板、叠合楼板、楼梯、阳台等“零部件”生产
好，再运送到工地现场拼装起来就成了一栋楼房。

在中建海峡中建科技（福州）有限公司，记者
见到了以这种方式建成的大楼。该楼共 6 层，高
22.9 米，总建筑面积 6346 平方米，为装配式整体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柱、梁、墙、板、楼梯、外挂墙
等所有能预制的部位全部采用预制构件。

“预制率 70.9%，装配率 92%，达到装配式三
星标准。”中建海峡中建科技（福州）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杨硕说。同时该项目为国家“十三五”重大
专项课题示范工程。

如此高的装配率，意味着这栋楼里的预制构
件不仅包含预制水平构件，也包括竖向构件，即
常见的柱、梁、墙等。竖向构件对吊装技术的要求
极高，存在一定的难度。通过该示范工程，福建省
陆续开始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结构。

距离该项目不远处的工厂里，记者见到了这
样一幅场景：沿着流水线，工人进行钢筋、混凝土
浇筑，最终制成楼面板，生产线上各式各样的构
件都能完成生产。这些构件均附有“一物一码”，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就能了解产品的参数、生产流
程、使用部位。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多年前设想的“中国建
筑工业化”，即“设计标准化，构件预制工厂化，施
工机械化”，如今，在这座工厂里就能实现。

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作为耗能大户的
建筑业迎来重大挑战，而装配式建筑在节能、环
保和提效等方面具有强大优势。公开资料显示，
相对于传统现浇建筑，装配式建筑可缩短施工
周期 25%～30%，节水约 50%，节约木材约 80%，减
少建筑垃圾 70%以上，并显著降低施工粉尘和噪
声污染。

这种绿色、高效、一改传统的建造方式，也在
福州、厦门等地铁建设中大规模应用。

正在建设中的福州地铁 2 号线延长线（马尾
段）连绵的隧道是由“管片”一环一环连接而成的。

管片是盾构施工的主要装配构件，是隧道的
最内层屏障，具有让隧道成型、挡土、止水、防止坍
塌等功能，也被称为地铁隧道的“金刚罩”。在施工
人员的口中，管片通常都是用“环”来计量的。

每一环管片总重约 20 吨，要靠专门的设备
运输。承担这个项目中 1.4 万环管片生产、配送
任务的，正是中建海峡中建科技（福州）有限公
司。

记者在工厂看到，由 10余个子系统组成的流
水机组智能化生产线，通过数字化管理中心控制，
可实时监控生产各关键工位的运行参数和生产状
态，实现预制板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

管片在发运前要进行抗渗、抗弯等一系列测
试，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水平拼装、防水检
漏等。“一个预制构件的生产，最简单的都需要 20
道工序。在实际生产环节中，每个构件的误差要
控制在 1毫米以内。”杨硕介绍道。

目前，该工厂产出的轨道板产品，还用于福
州地铁滨海快线（F1 线）建设。这种 CRTSⅢ型无
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是一种结构
型式为板体、用以支承和固定钢轨、将列车通过
钢轨传递的载荷分布给板下基底的新型铁路轨
下部件。这也是首个在福建省生产的轨道板产
品。

与传统现浇结构相比，装配式在提高建筑质
量与效率、减少现场现浇作业和用工需求、节约
材料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还能减少维修工作
量、降低运营维护成本。

在“双碳”目标的牵引下，福建装配式建筑已
经跨越从 0 到 1 的起步阶段，逐步走向从 1 到 N
的发展阶段——

厦钨年产 4 万吨锂电池项目应用免撑免模
技术，节约高大支撑架约 18 万立方米，压缩工期
40 天，产生间接经济效益 1.64 亿元；三明市建祥
全装配式办公楼项目主体结构装配率达 91%，被
认定为福建省首个三星级装配式建筑；莲龙小学
扩建项目是厦门乃至福建省首个永久性钢结构
模块化建筑，每个教室都采用 2 个标准模块并排
拼装而成，21 个箱体从首个箱体进场到箱体封
顶，仅用 6天。

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已建成装配式建筑生产
基地 78个。其中，预制混凝土生产基地 30个，年生
产能力达 438.9万立方米；钢结构生产基地 48个，
年生产能力 298万吨。

绿色变革下的机遇

2013 年是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元年。《“十
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要求，智能建造与新型
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产业体系基
本 建 立 ，装 配 式 建 筑 占 新 建 建 筑 的 比 例 达 到
30%以上。

近年来，福建省陆续出台了《福建省装配式
建筑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福建省装配式建筑
评价标准》等政策，今年年初，进一步修订并印发

《福建省装配式建筑和装配式内装修工程评价管
理办法（试行）》，这些都有效推动福建省装配式
建筑发展。

“我们鼓励项目统筹考虑主体结构、围护墙

和内隔墙、装修和设备管线的装配，从项目立项、
土地招拍挂等环节，多渠道落实装配式建筑项
目，确保今年我省装配式建筑占新开工建筑面积
不低于 32%。”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说。

预制装配式模块化建筑，赋予“好房子”无限
可能。

从高空俯瞰厦门新会展中心，会议中心屋顶
似白鹭展翅飞翔，该设计为翘角飞檐的闽南古厝
风。“当时，会展建筑的仿生设计给施工作业带来
了巨大的技术难点——钢桁架吊装需要做到一
次性跨度突破 81 米、长度 135 米，总重量达 4200
吨。”项目总承包单位中建四局总承包公司副总
工吕凯芳说。

面对如此庞大的钢结构吊装规模，施工方决
定利用 BIM 技术进行全过程模拟施工。通过对高
空散装、累积滑移、整体提升等多个施工方案进行
优化比选，并围绕原位拼装、提升、控制等流程反
复论证计算，最终确定采用整体提升方式进行 81
米超大跨度桁架安装，提升高度达 34米。“历经令
人心跳加速的 12 小时，我们创下了一项全新纪
录，即国内场馆类重量最重、面积最大的钢桁架一
次性整体提升工程。”吕凯芳说。

这样“速成”的建筑耐用吗？这一直是公众关
注的重要问题。

福建省建筑产业现代化专家库专家、高级工
程师王培新认为，装配式建筑技术水平已非常成
熟，组装不只是“搭”，预制构件运到现场后，还会
进行浇筑，在保障施工质量的前提下，装配式建
筑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同时，构件在工厂里预
制能减少墙体开裂、渗漏等问题，有效提高住宅
整体安全等级。

福建省装配式建筑专家、正高级工程师丁立
群认为，绿色“拼装”背后，是一场建筑业的技术革
新和产业升级，从传统的“设计—现场施工”模式转
变为“设计—工厂制造—现场装配”模式，有效控制
了蜂窝麻面等常见质量缺陷，大幅减少建筑垃圾，
提高构件尺寸及定位的精度，显著降低对周边单位
和居民的噪声影响。发展装配式建筑是一个系统性
工程，企业在开发、设计、生产和装修等项目组织与
产业链条上都必须是完整的，才能有效展现装配式
建筑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眼下，对于许多企业而言，解决各环节“各自为
战、单打独斗”的问题，推动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
施工、装修等环节融合发展，是最为重要的。

福建中海早在 2021 年就率先推行“三全”模
式，即全专业设计、全职能协同、全穿插施工，打
破专业、职能的壁垒，推行以质量、工期、成本为
核心的全景计划管理。

在厦门思明区一处即将交房的房地产项目，
记者实地参观了该项目的地下机动车库。在建造
前，施工方、设计单位、生产单位等就在第一时间
介入，设计单位着重基于 BIM 技术，直观准确地
反映各管线的信息，第一时间将管线碰撞、困难点
管线布置等可能存在的问题摊到台面上。

“施工图设计结合隔墙板、卫生间、叠合板、
铝模板等专项方案，统筹构件生产、运输、安装
的便利性和铝模施工的可行性。同时，客服、财
务、报建、合约、设计、营销、工程七个职能部门
全力配合项目有序组织、通力协作。此外，还践
行地下室、主体、外墙、装修、部品、机电、市政、
园林‘八大’穿插模式。”中海地产福建公司总工
程师方自奋说。

体力活变技术活

“室外工程的室内做，高空的平地做，危险的
机器做。”装配式建筑颠覆了建筑施工理念，减轻
工人劳动强度，改变现场作业环境，把建筑农民工
变为现代产业工人，单一的体力劳动者正在逐步
转变为智力劳动者，符合建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福 建 省 兴 岩 建 设 集 团 现 场 管 理 人 员 陈 少
敏向记者特别举了一些例子：以 40 层超高层为

例，装配式建筑的施工人员比传统施工人员要
少 40%，建筑垃圾少 30%。再如，一个约 5 万平方
米 的 项 目 ，如 果 是 传 统 施 工 ，现 场 不 少 于 100
人，但通过产业培训实现一人多能，兼顾吊装、
模板、钢筋，装配式建筑的用工减少一半以上，
工期从 2 年多减少到 1 年。

“告别了脏、累，工资还更高了！”40多岁的陈
海彬是福建省兴岩建设集团的一名员工。他曾在
工地作业长达 20年之久，风吹日晒是他的日常。

见到他时，他正在施工现场，拿着对讲机，
与塔吊司机确定叠合板的具体位置：“塔吊师
傅，5 挡下钩！”待塔吊落定后，他熟练地将 4 个
挂钩钩住叠合板的吊点，又说道：“把钢绳拉直，
1 挡启动。”

“一块叠合板安放仅需 10 分钟，工作强度减
少一半。”陈海彬现已是工厂里的一名领班，管理
着一整个团队，他正努力考取更多建筑施工方面
的证件。

记者了解到，福建省兴岩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也是“福建省装配式建筑工人培训基地”，面
向全省接受社会委托开展装配式建筑工人培
训，并可对培训合格的人员发放《建筑工人职业
培训合格证》。目前，已与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
院等达成合作意向，该公司还完善教室、图书
馆、实操基地等硬件，让培训实现从理论到实践
全面覆盖。

装配式工程体现出特殊性 ，对于施工、管
理、设计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陈少敏表
示，高校学生大多缺乏实践经验，人才技能提升
只能企业买单，但装配式建筑这种新型的产业
工人模式容易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减少工
人断层问题。

而像陈海彬这样，从传统建筑工人“蜕变”为
拥有装配式专业技能的工人，在我省不在少数。
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目前福建已确定了 9 个
装配式建筑工人培训基地，已累计培训装配式建
筑产业工人近 7000人。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建将围绕施
工过程管理，整合构建覆盖主管部门、企业、工
程现场的多方联动“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实现
数字技术与现场管理的深度融合。同时，加快建
筑机器人研发应用，基于 BIM 技术开发建筑机
器人路径规划、路径自主导航、地形匹配等功
能，推动机器人在材料配送、钢筋加工、喷涂、布
料、瓷砖铺贴、隔墙板安装、地面整平、高空焊接
等现场施工环节创新应用，加大智能机械设备
推广应用等，促进建筑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
转型升级。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在中建海峡（闽清）绿色建筑科技产业园，工人按工序生产预制构件。 本报记者 林霞 摄

谈到装配式建筑，不能不提到中国古
建筑。中国古典建筑一直就具有标准化和
模数化的优良传统。闻名世界的中国古代
榫卯技术，其巧妙的建造方式与现代的装
配式施工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榫卯设计
需要配合制造和施工中的“预制”和“装
配”要求，各个工种、各种构件“制度”（大
小和规格）的制定，目的是为“批量生产”
服务。

可见，“中国木结构建筑中的榫卯技
术”对世界建筑史影响多么深远。我国现
代装配式建筑发展起步于 1950 年，其建
造技术历经多年的沉淀和积累，不断在传
承的基础上得以创新。随着预制构件生产
技术日益成熟、建筑业环保理念的深入和
建筑材料逐渐丰富，装配式建筑这种新工
业 化 生 产 方 式 正 在 成 为 建 筑 业 的“ 流 行
风”。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浪潮下，许多企业和科研人员创新新型建
筑工业化的发展途径，利用大数据、互联
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轮信息技术，
做装配式建筑行业引领者。他们在传承中
寻找根基，在创新中寻求突破。

发展装配式建筑，福建不遗余力。2015

年以来，仅福建省住建厅就出台装配式建
筑的政策文件 38项，发布标准、图集 40项，
工法 34 项。目前，福建省建成投产预制混
凝土构件生产基地 30 家，公布钢结构生产
基地 48家。

但装配式建筑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全方
位的创新过程，政府要建立协调机制，实现全
产业链的合力推进。一方面，“福建省发展装
配式建筑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工作协调机制
需要继续完善，要加强住建、发改、财政、自然
资源、工信、科技等部门的横向联动；另一方
面，还需提升标准化水平，提升部品部件标准
化、模数化、通用化、集成化水平，优化调整装
配式建筑工程计价规定等。

如何不断地推广装配式建筑？其核心
始终是创新研发。应进一步支持龙头企业
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装配式建筑、智
能建造、绿色建材等领域关键技术研究和
成果转化，同时，加快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
平台，支持符合条件的建筑业企业建设重
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联合
攻关和集成创新，提高建筑业绿色节能、信
息化与数字化水平，为我省装配式建筑高
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发展装配式建筑
需 传 承 与 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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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泉州田中里项目施工现场，工人进行装配
式建筑的吊装施工。 本报通讯员 许盼盼 摄

厦门岛外一幢施工中的
装配式建筑 （资料图片）

穿透

厦门市众多公建项目中，装备式技术频繁应用。图为位于厦门翔安机场的太古维修基地施工现场。（中建八局供图）

工人像“搭积木”“拼乐高”一样麻利地
“拼装”，一栋栋建筑拔地而起。

这说的是装配式建筑，又称预制装配式
建筑，指的是将建筑的部分或全部构件在工
厂预制完成，然后运输到施工现场进行组装。
在福建，装配式建筑已成为当下建筑业的一
股新力量。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福建省累计开工装
配式建筑项目超 1 亿平方米。2017 年，新建装
配 式 建 筑 比 例 仅 占 当 年 新 建 建 筑 的 15% ，
2023 年 这 一 比 例 已 跃 升 至 32.2%。其 中 ，泉
州、福州、漳州、厦门实施的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面积位居前列。

不断迭代的新技术正重新定义工程新场
景、建筑产品新业态，推动建筑业由“大体量”
向“高质量”转型升级，装配式建筑正成为福
建省建筑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动
印证。连日来，记者连续走访福州、漳州、厦门
等地，调查装配式建筑背后的福建建筑力量。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