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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79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模板

安全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为行业标准 ， 编号为

JGJ162
一 2008， 自2008年 12月 1日起实施 。 其中， 第 5. 1. 6、

6. 1. 9、 6. 2. 4条为强制性条文 ， 必须严格执行 。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8年 8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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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计综合 ［1989」30号文和建设部司发

(89）建标工字第058号文的要求 ， 标准编制组在广泛调查研究 ，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 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 并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 制订了本规范 。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 总则 ； 2． 术语 、 符号 ； 3． 材

料选用 ； 4． 荷载及变形值的规定 ； 5． 设计 ； 6． 模板构造与安

装 ； 7． 模板拆除； 8． 安全管理 。

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 必须严格执行 。

‘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 ， 由沈阳建筑大学 （地址 ： 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东路 9号

沈阳建筑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 邮编 ： 110168）负责具体技术内容

的解释 。

本规范主编单位 ： 沈阳建筑大学

本规范参编单位 ： 安徽省芜湖市第一 建筑工程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 魏忠泽 张 健 鲁德成 秦桂娟

魏 炜 周静海 刘 莉 贾元祥

李铁强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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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在工程建设模板工程施工 中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

和政策 ， 做到安全生产 、 技术先进 、 经济合理 、 方便适用 ， 制定

本规范 。

1.0. 2 本规范适用于建筑施工中现浇混凝土工程模板体系的设

计 、 制作 、 安装和拆除 。

1. 0. 3 进行模板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时 ， 应从工程实际情况出发 ，

合理选用材料 、 方案和构造措施 ；应满足模板在运输 、 安装和使

用过程中的强度 、 稳定性和刚度要求 ， 并宜优先采用定型化 、 标

准化的模板支架和模板构件 。

1. 0.4 建筑施工模板工程的设计 、 制作、 安装和拆除除应符合

本规范的要求外 ，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2 术语 、 符号

2. 1 术 语

2. 1. 1 面板 SurfaceSlab

直接接触新浇混凝土的承力板 ， 包括拼装的板和加肋楞带

板 。 面板的种类有钢 、 木 、 胶合板 、 塑料板等 。

2. 1.2 支架 Support

支撑面板用的楞梁 、 立柱 、 连接件 、 斜撑 、 剪刀撑和水平拉

条等构件的，总称 。

2. 1. 3 连接件 pitman

面板与楞梁的连接 、 面板自身的拼接 、 支架结构自身的连接

和其中二 者相互间连接所用的零配件 。 包括卡销 、 螺栓 、 扣件 、

卡具 、 拉杆等 。

2. 1. 4 模板体系 shuttering

由面板 、 支架和连接件三部分系统组成的体系 ， 可简称为
“

模板
”

。

2. 1. 5 小梁 minorbeam

直接支承面板的小型楞梁 ， 又称次楞或次梁 。

2. 1. 6 主梁 mainbeam

直接支承小楞的结构构件 ， 又称主楞 。
一 般采用钢 、 木梁或

钢析架 。

2. 1.7 支架立柱 supportcolumn

直接支承主楞的受压结构构件 ， 又称支撑柱 、 立柱 。

2. 1. 8 配模 matchingshuttering

在施工设计中所包括的模板排列图 、 连接件和支承件布置

图， 以及细部结构 、 异形模板和特殊部位详图 。

2. 1. 9 早拆模板体系 earlyunweavingshuttering



在模板支架立柱的顶端 ， 采用柱头的特殊构造装置来保证国

家现行标准所规定的拆模原则下 ， 达到早期拆除部分模板的

体系 。

2. 1. 10 滑动模板 glideshuttering

模板一 次组装完成 ， 上面设置有施工作业人员的操作平台。

并从下而上采用液压或其他提升装置沿现浇混凝土表面边浇筑混

凝土边进行同步滑动提升和连续作业 ， 直到现浇结构的作业部分

或全部完成 。 其特点是施工速度快 、 结构整体性能好 、 操作条件

方便和工业化程度较高 。

2. 1.11 爬模 crawlshuttering

以建筑物的钢筋混凝土墙体为支承主体 ， 依靠自升式爬升支

架使大模板完成提升 、 下降、 就位 、 校正和固定等工作的模板

系统 。

2. 1. 12 飞模 flyingshuttering

主要由平台板 、 支撑系统 （包括梁 、 支架 、 支撑 、 支腿等）

和其他配件 （如升降和行走机构等）组成 。 它是 一 种大型工具式

模板 ， 由于可借助起重机械 ， 从已浇好的楼板下吊运飞出 ， 转移

到上层重复使用 ， 称为飞模 。 因其外形如桌 ， 故又称桌模或

台模 。

2. 1. 13 隧道模 tunnelshuttering
一 种组合式的、 可同时浇筑墙体和楼板混凝土的 、 外形像隧

道的定型模板 。

2.2 主 要 符 号

2. 2. 1 作用和作用效应 ：

F �D 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计算值 ；

F,

�D 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设计值 ；

Glk�D 模板及其支架自重标准值；

场k
�D 新浇混凝土 自重标准值；

偏k
�D 钢筋自重标准值 ；



认k
�D 新浇混凝土作用于模板的侧压力标准值；

M �D 弯矩设计值 ；

N �D 轴心力设计值；

N誉�D 对拉螺栓轴力强度设计值；

尸 �D 集中荷载设计值 ；

Qlk�D 施工人员及设备荷载标准值 ；

QZk�D 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值 ；

qk�D 倾倒混凝土时对垂直面模板产生的水平荷载标

准值；

S �D 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

V �D 剪力设计值；

gk
�D 自重线荷载标准值；

g
�D 自重线荷载设计值 ；

qk
�D 活荷线荷载标准值 ；

q
�D 活荷线荷载设计值 。

2. 2. 2 计算指标 ：

E �D 钢 、 木弹性模量 ；

NEx�D 欧拉临界力 ；

f�D 钢材的抗拉 、 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

fc�D 木材顺纹抗压及承压强度设计值；

fc。
�D 钢材的端面承压强度设计值 ；

fj
�D 胶合板抗弯强度设计值 ；

介 m

�D 铝合金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

fm�D 木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

君 �D 螺栓抗拉强度设计值；

fv
�D 钢 、 木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

关
�D 混凝土的重力密度 ；

。
�D 正应力 ；

氏
�D 木材压应力 ；

二
�D 剪应力 。



2。 2。 3 几何参数 ：

A �D 毛截面面积；

A。
�D 木支柱毛截面面积 ；

A。

�D 净截面面积 ；

H �D 大模板高度 ；

I�D 毛截面惯性矩 ；

11�D 工具式钢管支柱插管毛截面惯性矩 ；

I:
�D 工具式钢管支柱套管毛截面惯性矩 ；

Ib�D 门架剪刀撑截面惯性矩 ；

L �D 楞梁计算跨度 ；

L。
�D 支柱计算跨度 ；

S。
�D 计算剪应力处以上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 ；

W �D 截面抵抗矩；

a
�D 对拉螺栓横向间距或大模板重心至模板根部的水

平距离 ；

b�D 对拉螺栓纵向间距或木楞梁截面宽度 ， 或是大模

板重心至支架端部水平距离 ；

d �D 钢管外径 ；

h。
�D 门架高度 ；

h:
�D 门架加强杆高度 ；

h�D 倾斜后大模板的垂直高度 ；

i�D 回转半径 ；

Z�D 面板计算跨度 ；

Z:
�D 柱箍纵向间距 ；

22�D 柱箍计算跨度；

tw
�D 钢腹板的厚度 ；

t
�D 钢管的厚度；

v
�D 挠度计算值 ；

[v〕
�D 容许挠度值 ；

w ,

�D 风荷载设计值；



入�D 长细比；

［几〕�D 容许长细比 。

2. 2. 4 计算系数及其他 ：

k�D 调整系数；

八 �D 外加剂影响修正系数 ；

几 �D 混凝土坍落度影响修正系数 ；

凡 �D 压弯构件稳定的等效弯矩系数 ；

下
�D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

儿
�D 恒荷载分项系数 ；

服
�D 活荷载分项系数 ；

沪
�D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

产
�D 钢支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



3 材 料 选 用

3. 1 钢 材

3.1.1 为保证模板结构的承载能力 ， 防止在 一 定条件下出现脆

性破坏 ， 应根据模板体系的重要性 、 荷载特征 、 连接方法等不同

情况 ， 选用适合的钢材型号和材性 ， 且宜采用 Q235钢和 Q345

钢 。 对模板的支架材料宜优先选用钢材 。

3. 1. 2 模板的钢材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钢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GB/T 700、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的规定 。

2 钢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直缝电焊钢管》GB/T 13793

或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2中规定的 Q235普通

钢管的要求，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GB/T 700

中QZ3SA级钢的规定 。 不得使用有严重锈蚀 、 弯曲、 压扁及裂

纹的钢管 。

3 钢铸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一 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Tll352中规定的 ZGZOO一 420、 ZG23O
一 450、 ZG27O

-

500和 ZG310一 570号钢的要求 。

4 钢管扣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管脚手架扣件》GB

15831的规定 。

5 连接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钢焊条》GB/T

5117或 《低合金钢焊条》GB/T 5118中的规定 。

6 连接用的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六角头螺栓 C

级》GB/T 5780和 《六角头螺栓》GB/T 5782的规定 。

7 组合钢模板及配件制作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组合

钢模板技术规范》GB50214的规定 。

3.1. 3 下列情况的模板承重结构和构件 ， 不应采用 Q235沸



腾钢 ：

1 工作温度低于 一 20℃承受静力荷载的受弯及受拉的承重

结构或构件 ；

2 工作温度等于或低于 一 30℃的所有承重结构或构件 。

3. 1. 4 承重结构采用的钢材应具有抗拉强度 、 伸长率 、 屈服强

度和硫 、 磷含量的合格保证 ， 对焊接结构尚应具有碳含量的合格

保证 。

焊接的承重结构以及重要的非焊接承重结构采用的钢材还应

具有冷弯试验的合格保证 。

3. 1. 5 当结构工作温度不高于 一 20℃时 ， 对 Q235钢和 Q345钢

应具有 。℃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 ； 对 Q39O钢和 Q420钢应具有
一 20℃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 。

3.2 冷弯薄壁型钢

3. 2. 1 用于承重模板结构的冷弯薄壁型钢的带钢或钢板 ， 应采

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GB/T 700规定的 Q235钢

和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规定的 Q345钢 。

3. 2. 2 用于承重模板结构的冷弯薄壁型钢的带钢或钢板 ， 应具

有抗拉强度 、 伸长率 、 屈服强度 、 冷弯试验和硫 、 磷含量的合格

保证 ；对焊接结构尚应具有碳含量的合格保证 。

3. 2. 3 焊接采用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手工焊接用的焊条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钢焊条》

GB/T 5117或 《低合金钢焊条》GB/T 5118的规定 。

2 选择的焊条型号应与主体结构金属力学性能相适应 。

3 当QZ35钢和 Q345钢相焊接时 ， 宜采用与 Q235钢相适

应的焊条 。

3. 2. 4 连接件及连接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普通螺栓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3. 1. 2条第 6款的规定外 ，

其机械性能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紧固件机械性能螺栓 、 螺钉

和螺柱》GB/T 3098. 1的规定 。



2 连接薄钢板或其他金属板采用的自攻螺钉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自钻自攻螺钉》GB/T 15856. 1? 4、 GB/T 3098. n 或

《自攻螺栓》GB/T 5282一 5285的规定 。

3. 2. 5 在冷弯薄壁型钢模板结构设计图中和材料订货文件中，

应注明所采用钢材的牌号和质量等级 、 供货条件及连接材料的型

号 （或钢材的牌号）。 必要时尚应注明对钢材所要求的机械性能

和化学成分的附加保证项目。

3. 3 木 材

3. 3.1 模板结构或构件的树种应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选择质量

好的材料 ， 不得使用有腐朽 、 霉变 、 虫蛀 、 折裂 、 枯节的木材 。

3. 3. 2 模板结构设计应根据受力种类或用途按表 3. 3. 2的要求

选用相应的木材材质等级 。 木材材质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的规定 。

表3.3. 2 模板结构或构件的木材材质等级

主 要 用 途 材质等级

受拉或拉弯构件 工a

受弯或压弯构件 na

受压构件 IIIa

3. 3. 3 用于模板体系的原木 、 方木和板材可采用目测法分级 。

选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的规定 ，

不得利用商品材的等级标准替代 。

3. 3. 4 用于模板结构或构件的木材 ， 应从本规范附录 A 附表

A. 3. 1一 1和附表 A. 3. 1一 2所列树种中选用 。 主要承重构件应选用

针叶材 ； 重要的木制连接件应采用细密 、 直纹 、 无节和无其他缺

陷的耐腐蚀的硬质阔叶材 。

3. 3. 5 当采用不常用树种木材作模板体系中的主梁 、 次梁 、 支

架立柱等的承重结构或构件时 ，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

规范》GB 50005的要求进行设计 。 对速生林材 ， 应进行防腐、

防虫处理 。



3. 3. 6 在建筑施工模板工程中使用进 口木材时 ， 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应选择天然缺陷和干燥缺陷少 、耐腐朽性较好的树种木材；

2 每根木材上应有经过认可的认证标识 ， 认证等级应附有

说明 ， 并应符合国家商检规定 ； 进口的热带木材 ， 还应附有无活

虫虫孔的证书；

3 进口木材应有中文标识 ， 并应按国别 、 等级 、 规格分批

堆放 ， 不得混淆 ；储存期间应防止木材霉变 、 腐朽和虫蛀 ；

4 对首次采用的树种 ， 必须先进行试验 ， 达到要求后方可

使用 。

3. 3. 7 当需要对模板结构或构件木材的强度进行测试验证时 ， 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的检验标准进行 。

3. 3. 8 施工现场制作的木构件 ， 其木材含水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制作的原木 、 方木结构 ， 不应大于 25%;

2 板材和规格材 ， 不应大于 20肠；

3 受拉构件的连接板 ， 不应大于 18%;

4 连接件 ， 不应大于 15写。

3. 4 铝合金型材

3. 4. 1 当建筑模板结构或构件采用铝合金型材时 ， 应采用纯铝

加入锰 、 镁等合金元素构成的铝合金型材 ，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 《铝及铝合金型材》YB1703的规定 。

3.4. 2 铝合金型材的机械性能应符合表 3. 4. 2的规定 。

表3. 4. 2 铝合金型材的机械性能

牌号
材料
状态

壁厚
(rn们n)

抗拉极限强度
ab

(N/mmZ)

屈服强度
ao.2

(N/mmZ)

率

）

长
占

％

伸

（

弹性模量
Ec

(N/mmZ)

L玖
Cz

所有尺寸
)180 妻14

1. 83X 105
Cs 妻280 妻210 )12

LYll
Cz 簇10. 0 )360 妻220 )12

Cs 10. 1? 20. 0 )380 妻230 妻12



续表 3. 4. 2

牌号
料
态
材
状

壁厚
(rn幻以）

抗拉极限强度
几

(N/mmZ)

屈服强度
ao. 2

(N/mmZ)

伸长率
占

(%)

弹性模量
Ec

(N/mmZ)

O
心YL Cz

< 5. 0 )400 妻300 )10

2. 14只 1055. 1? 10. 0 )420 妻300 》10

10. 1? 20.0 妻430 妻310 )10

L瓜 Cs
簇10.0 )510 妻440 妻6

2. 14X 105
00.少口}110.11 )540 )450 )6

牌 号 材料状态

注： 材料状态代号名称： Cz一 淬火 （自然时效）; Cs一 淬火 （人工时效）。

3. 4. 3 铝合金型材的横向、 高向机械性能应符合表 3. 4. 3的

规定 。

表3. 4.3 铝合金型材的横向 、 高向机械性能

取样部位

抗拉极限

强度 九

(N/mmZ)

屈服强度

Ob. 2

(N/mmZ)

伸长率

占

(%)

LY12 Cz
横向

高向

)400

妻350

妻290

)290

)6

妻4

LQ Cs
横向

高向

)500

妻480

》4

妻3

注： 材料状态代号名称： Cz一 淬火 （自然时效）;Cs一 淬火 （人工时效）。

3. 5 竹 、 木胶合模板板材

3. 5. 1 胶合模板板材表面应平整光滑 ， 具有防水 、 耐磨 、 耐酸

碱的保护膜 ， 并应有保温性能好 、 易脱模和可两面使用等特点 。

板材厚度不应小于 12mm，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模板

用胶合板》ZBB7。。。6的规定 。

3. 5. 2 各层板的原材含水率不应大于 15%， 且同一 胶合模板各

层原材间的含水率差别不应大于 5％。

3. 5.3 胶合模板应采用耐水胶 ， 其胶合强度不应低于木材或竹

材顺纹抗剪和横纹抗拉的强度 ， 并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



3. 5. 4 进场的胶合模板除应具有出厂质量合格证外 ， 还应保证

外观及尺寸合格 。

3.5. 5 竹胶合模板技术性能应符合表 3. 5. 5的规定 。

表3. 5. 5 竹胶合模板技术性能

项 目 ｝平均值 备

。 ＝ (3PI力／(ZbhZ)

静曲强度｝“层 ｝',3· “o｝式中

(N/mmZ)
5层 ｝105. 50

尸 �D 破坏荷载；

L �D 支座距离

b�D 试件宽度

h�D 试件厚度

(240mm);

(20nlxn);

（胶合模板h一 15?

、

、

翻

母

,

侧
州

！

�D
司

．

1

月
�D
.
.

1

淇

10584

9898

E 一 4（△PLS)/（△卿 之
“)

式中 L、认h同上 ， 其中 3层 △尸／△f 一 211. 6;

仓尸／△f一 197. 7

瑶
一

5'g

弹性模量

E

(N/mmZ)

冲击强度

A

(J/cmZ)

8. 3。 ｝A
一

泪
式中

Q/(b火h)

Q �D 折损耗功；

b-

h-

P/(b火 l)

试件宽度；

试件厚度

瑶
一

艰

剪切破坏荷载 （N);

剪面宽度 （2O? );

切面长度 （28mm)

一

一

二

一

一

P

乙

l

｝

却招
胶

梦
度

蹲
(N/mmZ)15层

握钉力

M (N／们n们n)
241. 10

M 一 尸／h

式中 尸

h

破坏荷载 （N);

试件厚度 （?

3. 5.6 常用木胶合模板的厚度宜为 12mm、 15mm、 18?

技术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不浸泡 ， 不蒸煮 ： 剪切强度 1. 4一 1. SN/mmZ;

2 室温水浸泡 ： 剪切强度 1. 2一 1. SN/mmZ;

3 沸水煮 24h： 剪切强度 1. 2? 1、 SN/?
"
;

4 含水率 ： 5％一 13%;

5 密度 ： 450一 88Okg/m3;

6 弹性模量 ： 4. 5火103一 11. SXlo3N/mmZ。

12



3.5, 7 常用复合纤维模板的厚度宜为 12mm、 15～ 、 18mm,

其技术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静曲强度 ： 横向 28. 22? 32. 3N/mmZ； 纵向 52. 62一

67. 21N/mmZ;

2 垂直表面抗拉强度 ： 大于 1. SN/mm
"
;

3 72h吸水率：小于 5%;

4 72h吸水膨胀率： 小于 4%;

5 耐酸碱腐蚀性 ： 在 1％苛性钠中浸泡 24h， 无软化及腐蚀

现象 ；

6 耐水气性能 ： 在水蒸气中喷蒸 24h表面无软化及明显

膨胀 ；

7 弹性模量 ： 大于 6． 。只103N/mmZ。



4 荷载及变形值的规定

4. 1 荷载标准值

4. 1. 1 永久荷载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模板及其支架自重标准值 （Glk）应根据模板设计图纸计

算确定 。 肋形或无梁楼板模板自重标准值应按表 ，4. 1. 1采用 。

表4. 1. 1 楼板模板自重标准值 （kN／耐 ）

模板构件的名称 木模板 定型组合钢模板

平板的模板及小梁 0. 30 0. 50

楼板模板 （其中包括梁的模板） 0. 50 0. 75

楼板模板及其支架

（楼层高度为4m以下）
0. 75 1. 10

注： 除钢 、 木外 ， 其他材质模板重量见本规范附录B中的附表Bo

2 新浇筑混凝土 自重标准值 （场k)， 对普通混凝土可采用

24kN/m3， 其他混凝土可根据实际重力密度或按本规范附录 B

表 B确定 。

3 钢筋自重标准值 （民 k）应根据工程设计图确定 。 对 一 般

梁板结构每立方米钢筋混凝土的钢筋自重标准值： 楼板可取

1. IkN； 梁可取 1. skN。

4 当采用内部振捣器时 ， 新浇筑的混凝土作用于模板的侧

压力标准值 （认k)，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并取其中的较小值：

F 一 0. 22长t0八几讲 （4 . 1. 1一 1)

F ? TcH (4. 1. 1一 2)

式中 F �D 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计算值 （kN/mZ);

关
�D 混凝土的重力密度 （kN/m

"
);

V �D 混凝土的浇筑速度 （m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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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新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 （h)， 可按试验确定； 当

缺乏试验资料时 ， 可采用 t。 一 200/(T+15)(T为

混凝土的温度℃）;

八 �D 外加剂影响修正系数 ；不掺外加剂时取 1. 0， 掺具

有缓凝作用的外加剂时取 1. 2;

几 �D 混凝土坍落度影响修正系数 ； 当坍落度小于 30?

时 ， 取 0. 85；坍落度为 50一 90mm时 ， 取 1. 00;

坍落度为 110一 15omm时 ， 取 l, 15;

H �D 混凝土侧压力计算位置处至新浇混凝土顶面的总

高度 （m )； 混凝土侧压力的计算分布图形如图

4. 1. 1所示 ， 图中

h 一 F/yc, h为有效压头高度 。

4. 1. 2 可变荷载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施 工 人员及设备荷载标准值

(Qlk)， 当计算模板和直接支承模板的小梁

时 ， 均布活荷载可取 2. skN/m
"
， 再用集

中荷载 2. skN进行验算 ， 比较两者所得的

弯矩值取其大值 ； 当计算直接支承小梁的

主梁时 ，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可取 1. 5咖 ／耐 ；

当计算支架立柱及其他支承结构构件时 ，

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可取 1. okN/mZ。

注：注 对大型浇筑设备 ， 如上料平台、 混

! : {
图‘4. 1. 1

一

混凝土侧压力

计算分布图形

凝土输送泵等按实际情况计算 ；采用布料机上料进行浇筑混凝

土时 ， 活荷载标准值取 4kN／时 。

2 混凝土堆积高度超过 100～ 以上者按实际高度计算 。

3 模板单块宽度小于 150～ 时， 集中荷载可分布于相邻的2块

板面上 。

2 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值 （qk)，对水平面模板可

采用 ZkN／耐 ， 对垂直面模板可采用 4kN/m
"
， 且作用范围在新

浇筑混凝土侧压力的有效压头高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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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倾倒混凝土时 ， 对垂直面模板产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

(qk)/’可按表 4. 1．立采用 。
－

一

夕

表 4. 1. 2 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 （kN／时 ）

向模板内供料方法 水平荷载

溜槽 、 串筒或导管 2

容量小于 0. Zm“的运输器具 2

容量为0. 2? 0. 8耐 的运输器具 4

容量大于 0. sm“的运输器具 6

注： 作用范围在有效压头高度以内。

4. 1. 3 风荷载标准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一 2001(2。。6年版）中的规定计算 ， 其中基本风压值应

按该规范附表 D. 4中 n 一 10年的规定采用 ， 并取风振系数风 一 1。

4. 2 荷载设计值

4.2. 1 计算模板及支架结构或构件的强度 、 稳定性和连接强度

时 ， 应采用荷载设计值 （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分项系数）。

4. 2. 2 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李形时 ， 应采用荷载标准值 。

4.2. 3 荷载分项系数应按表 4. 2. 3采用 。

表 4. 2.3 荷载分项系数

荷 载 类 别 分项系数 若

模板及支架自重标准值 （Glk)
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

(1）当其效应对结构不利时： 对

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 ， 应取

1. 2；对 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

合 ， 应取 L35,

(2）当其效应对结构有利时：
一

般情况应取 1;

对结构的倾覆 、 滑移验算 ， 应

取 0. 9。

新浇混凝土自重标准值 （肠k)

钢筋自重标准值 （肠 k)

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标准值 （位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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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D 按可变荷载标准值计算的荷载效应值 ，

为诸可变荷载效应中起控制作用者 ；

n
�D 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数 。

目 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 ：

其中Qlk

S 一 儿民、＋习 场沪。Qik
f= 1

(4. 3. 1一 4)

式中 汽

注： 1

2

�D 可变荷载q 的组合值系数 ， 当按本规范中规定的

各可变荷载采用时 ， 其组合值系数可为 0. 7。

基本组合中的设计值仅适用于荷载与荷载效应为线性的情况 ；

当对 Qlk无明显判断时 ， 轮次以各可变荷载效应为Qlk，选其中

最不利的荷载效应组合；

当考虑以竖向的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时 ， 参与组合的可变

荷载仅限于竖向荷载 。

计表 行设计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采用标准组合 ， 并应按下列设

S毛 C (4. 3. 1一 5)

式中 C �D 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的规定限值 ，

应符合本规范第 4. 4节有关变形值的规定 。

对于标准组合 ， 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 S应按下式采用 ：

s 一 名Gik
i= 1

(4. 3. 1一 6)

4。 3。 2 参与计算模板及其支架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荷载的标准

值组合应符合表 4. 3. 2的规定 。

表 4. 3. 2 模板及其支架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荷载标准值组合

项 目
参与组合的荷载类别

计算承载能力 验算挠度

门
1

平板和薄壳的模板及

支架
qk＋伪k＋肠k+Qlk 岛 k＋肠k＋岛k



续表 4. 3. 2

项 目
参与组合的荷载类别

计算承载能力 验算挠度

Q
自

梁和拱模板的底板及

支架
qk＋场k＋民k+qk qk＋场k＋伪k

几

O

梁、 拱、 柱 （边长不大

于 300? ）、 墙 （厚度不

大 于 100rQm） 的侧 面

模板

认k+qk 认k

月
任

大体积结构、 柱 （边长

大于 300? ）、 墙 （厚度

大于 100? ）的侧 面

模板

位k＋龟k qk

注： 验算挠度应采用荷载标准值；计算承载能力应采用荷载设计值。

4. 3.3 爬模结构的设计荷载值及其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模板结构设计荷载应包括 ：

侧向荷载 ： 新浇混凝土侧向荷载和风荷载 。 当为工作状态时

按 6级风计算； 非工作状态偶遇最大风力时 ， 应采用临时固定

措施 ；

竖向荷载 ： 模板结构自重 ， 机具 、 设备按实计算， 施工人员

按 1. OkN／时 采用 ；

混凝土对模板的上托力 ： 当模板的倾角小于 45
“

时 ， 取 3一

skN/mZ； 当模板的倾角大于或等于 45
”

时 ， 取 5一 12kN/mZ;

新浇混凝土与模板的粘结力 ： 按 0. skN/m
“
采用 ， 但确定混

凝土与模板间摩擦力时 ， 两者间的摩擦系数取 0. 4? 0. 5;

模板结构与滑轨的摩擦力 ： 滚轮与轨道间的摩擦系数取

0. 05， 滑块与轨道间的摩擦系数取 。． 15? 0. 50。

2 模板结构荷载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

计算支承架的荷载组合 ： 处于工作状态时 ， 应为竖向荷载加

迎墙面风荷载 ；处于非工作状态时 ， 仅考虑风荷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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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附墙架的荷载组合 ： 处于工作状态时 ， 应为竖向荷载加

背墙面风荷载；处于非工作状态时 ， 仅考虑风荷载 。

4. 3. 4 液压滑动模板结构的荷载设计值及其组合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模板结构设计荷载类别应按表 4. 3. 4理采用 。

2 计算滑模结构构件的荷载设计值组合应按表 4. 3. 4一 2

采用 。

表4. 3. 4一1 液压滑动模板荷载类别

编号 设计荷载名称 荷载种类
分项

系数
备 注

飞
1
了

1
工

了
．
、 模板结构自重 恒荷载 1. 2

按工程设计图计算

确定其值

(2)

操作平台上施工荷载 （人员 、 工

具和堆料）:

设计平台铺板及擦条 2.skN／耐

设计平台柑架 1.skN/m "

设计围圈及提升架 1.okN／耐

计算支承杆数量 1. okN/m "

活荷载
刀
任.

门

l
{

若平台上放置手推

车、 吊罐 、 液压控制

柜 、 电气焊设备 、 垂

直运输 、 井架等特殊

设备应按实计算荷

载值

(3)

振捣混凝土侧压力：

沿周长方向每米取集中荷载

5? 6kN

恒荷载 1. 2

按 浇 灌 高 度 为

800～ 左右考虑的侧

压力分布情况 ， 集中

荷载的合力作用点为

混 凝 土 浇灌高度 的

2／弓处

气
．
产

Z
‘
气

模板与混凝土的摩阻力

钢模板取 1. 5? 3.okN/m "
活荷载 1. 4

(5)

倾倒混凝土时模板承受的冲击

力 ， 按作用于模板侧面的水平集中

荷载为： 2.OkN

活荷载 月
任

飞
土

按用溜槽 、 串筒或

。． Zm“的运输工具向模

板内倾倒时考虑

2O



续表 4. 3. 4一 1

编号 设计荷载名称 荷载种类
项

数

分

系
备 注

、

飞
少

内

匕
Z
‘
飞

操作平台上垂直运输荷载及制动

时的刹车力：

平台上垂直运输的额定附加荷载

（包括起重量及柔性滑道的张紧力）

均应按实计算；垂直运输设备刹车

制动力按下式计算：

1A . ， 、 ～ , ?

W 一 ｛一 ＋1】Q 一 袭Q
、g /

活荷载 1. 4

W 一 刹车时产生的

荷载 （N);

A 一 刹车时的制动

减速度 （m /s")， 一 般

取 g值的1一 2倍；

g
一 重 力 加 速 度

(9.sm/52);

Q 一 料 罐 ，急 重

(N);

k一 动荷 载 系 数，

在 2一 3之间取用

、
刀
产

厅
‘

2
．
、 风荷载 活荷载 1. 4

按 《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9的规

定采用 ， 其中风压基

本值按其附表 D. 4中

n一 10年采用， 其抗倾

倒系数不应小于 1. 15

表4.3. 4一2 计算滑模结构构件的荷载设计值组合

结构计算项目
荷 载 组 合

计算承载能力 验算挠度

支承杆计算
中式

值

二

大

取

较

长

厂

连
‘

八

b

+

+

今
自

9
自

＋

十

1
土

，
l

模板面计算 (3)+(5) (3)

围圈计算 (1)+(3)+(5) (1)+(3）十（4)

提升架计算 (l)+(2)+(3)+(4)+(5)+(6) (1)+(2)+(3)+(4)+(6)

操作平台结构计算 (1)+(2)+(6) (1)+(2）十（6)

注： 1一 风荷载设计值参与活荷载设计值组合时， 其组合后的效应值应乘 。， 9的组

合系数；

2
通计算承载能力时应取荷载设计值；验算挠度时应取荷载标准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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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变形值规定

4.4. 1 当验算模板及其支架的刚度时 ， 其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

下列容许值 ：

1夕对结构表面外露的模板 ， 为模板构件计算跨度的 1/400;

2、

一

：

对结构表面隐蔽的模板 ， 为模板构件计算跨度的 1/250;

3
'

：支架的压缩变形或弹性挠度 ， 为相应的结构计算跨度的

1/1000。

4, 4. 2 组合钢模板结构或其构配件的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表

/4 , 4．乡的规定 。 叮

表 4. 4. 2 组合钢模板及构配件的容许变形值（? )

部 件 名 称 容 许 变 形 值

钢模板的面板 (1, 5

单块钢模板 (1. 5

钢楞 L/500或成3. 0

柱箍 B/500或镇3. 0

彬架 、 钢模板结构体系 L/1000

支撑系统累计 (4. 0

注： L为计算跨度 ， B为柱宽 。

4. 4. 3 液压滑模装置的部件 ， 其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下列容

许值：

1 在使用荷载下 ， 两个提升架之间围圈的垂直与水平方向

的变形值均不得大于其计算跨度的 1/500;

2 在使用荷载下 ， 提升架立柱的侧向水平变形值不得大

于 Zmm;

3 支承杆的弯曲度不得大于 L/500。

4, 4. 4 爬模及其部件的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下列容许值：

1 爬模应采用大模板 ；

2 爬架立 柱的安装变形值不得大于爬架立 柱高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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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

3 爬模结构的主梁 ， 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 其最大变形值

不得超过计算跨度的 1/500一 1/800;

4 支点间轨道变形值不得大于 Zmm。



5 设 计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模板及其支架的设计应根据工程结构形式 、 荷载大小 、

地基土类别 、 施工设备和材料等条件进行 。

5. 1. 2 模板及其支架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 刚度和稳定性 ， 应能可靠地承

受新浇混凝土的自重 、 侧压力和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荷载及风

荷载 。

2 构造应简单 ， 装拆方便 ， 便于钢筋的绑扎 、 安装和混凝

土的浇筑 、 养护 。

3 混凝土梁的施工应采用从跨中向两端对称进行分层浇筑 ，

每层厚度不得大于 400mm。

4 当验算模板及其支架在自重和风荷载作用下的抗倾覆稳

定性时 ， 应符合相应材质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 。

5. 1.3 模板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根据混凝土的施工 工艺和季节性施工措施 ， 确定其构造

和所承受的荷载；

2 绘制配板设计图、 支撑设计布置图 、 细部构造和异形模

板大样图；

3 按模板承受荷载的最不利组合对模板进行验算；

4 制定模板安装及拆除的程序和方法 ；

5 编制模板及配件的规格 、 数量汇总表和周转使用计划 ；

6 编制模板施工安全 、 防火技术措施及设计 、 施工说明书 。

5. 1. 4 模板中的钢构件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

规范》GB50017和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的

规定 ， 其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应取 1. 0。 组合钢模板 、 大模板 、 滑



升模板等的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

GB50214和 《滑动模板工程技术规范》GB50113的相应规定 。

5. 1. 5 模板中的木构件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

规范》GB50005的规定 ， 其中受压立杆应满足计算要求 ， 且其

梢径不得小于 80mm。

5.1.6 模板结构构件的长细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受压构件长细比 ： 支架立柱及析架 ， 不应大于 150；拉

条、 缀条、 斜撑等连系构件 ， 不应大于 200;

2 受拉构件长细比 ： 钢杆件 ， 不应大于 、350；木杆件 ， 不

应大于 250。

5. 1.7 用扣件式钢管脚手架作支架立柱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连接扣件和钢管立杆底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管脚

手架扣件》GB15831的规定 ；

2 承重的支架柱 ， 其荷载应直接作用于立杆的轴线上 ， 严

禁承受偏心荷载 ， 并应按单立杆轴心受压计算； 钢管的初始弯曲

率不得大于 1/1。。o， 其壁厚应按实际检查结果计算 ；

3 当露天支架立柱为群柱架时 ， 高宽比不应大于 5； 当高

宽比大于 5时 ， 必须加设抛撑或缆风绳 ， 保证宽度方向的稳定 。

5.1.8 用门式钢管脚手架作支架立柱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几种门架混合使用时 ， 必须取支承力最小的门架作为设

计依据；

2 荷载宜直接作用在门架两边立杆的轴线上 ， 必要时可设

横梁将荷载传于两立杆顶端 ， 且应按单榻门架进行承力计算 ；

3 门架结构在相邻两榻之间应设工具式交叉支撑 ， 使用的

交叉支撑线刚度必须满足下式要求 ：

I卜 、 八 八 。 I
衬

．

声 U· U。厂
石 b ILO

(5. 1. 8)

式中 几 �D 剪刀撑的截面惯性矩 ；

Lb�D 剪刀撑的压曲长度；

I�D 门架的截面惯性矩；



h。
�D 门架立杆高度 。

4 当门架使用可调支座时 ， 调节螺杆伸出长度不得大

于 150mm;

5 当露天门架支架立柱为群柱架时 ， 高宽比不应大于 5;

当高宽比大于 5时 ， ． 必须使用缆风绳 ， 保证宽度方向的稳定 。

5. 1.9 遇有下列情况时 ， 水平支承梁的设计应采取防倾倒措施 ，

不得取消或改动销紧装置的作用 ， 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l 水平支承如倾斜或由倾斜的托板支承以及偏心荷载情况

存在时；

2 梁由多杆件组成 ；

3 当梁的高宽比大于 2. 5时 ， 水平支承梁的底面严禁支承

在 50mm宽的单托板面上 ；

4 水平支承梁的高宽比大于 2. 5时 ， 应避免承受集中荷载 。

5, 1. 10 当采用卷扬机和钢丝绳牵拉进行爬模设计时 ， 其支承架

和锚固装置的设计能力 ， 应为总牵引力的 3一 5倍 。

5. 1. n 烟囱、 水塔和其他高大构筑物的模板工程 ， 应根据其特

点进行专项设计 ， 制定专项施工安全措施 。

5.2 现浇混凝土模板计算

5, 2. 1 面板可按简支跨计算， 应验算跨中和悬臂端的最不利抗

弯强度和挠度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之1
'

，

抗弯强度计算

l） 钢面板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倒锰x / r
a 一

下于井
－

飞泛 J
YVn

(5. 2. 1一 1)

式中 城 珊 、

�D 最不利弯矩设计值 ， 取均布荷载与集中荷载分

别作用时计算结果的大值 ；

W 。

�D 净截面抵抗矩 ， 按本 规范表 5. 2. 1一 1或表

5. 2. 1一 2查取 ；

f�D 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 应按本规范附录 A 的



表 A. 1. 1一 1或表 A. 2. 1一 1的规定采用 。

2）木面板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倒猛 ／ ,
。m

一
玉了牙

一

溉盗 jm
yym

(5. 2. 1一 2)

式中 Wm �D 木板毛截面抵抗矩 ；

fm
�D 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按本规范附录 A 表

A. 3. 1一 3一 表 A. 3. 1一 5的规定采用 。

表5. 2. 1一1 组合钢模板2. 3～ 厚面板力学性能

模板宽度

(mm )

截面积

A

（们n们nZ)

中性轴

位置

y0

(rn们以）

X轴截面

惯性矩

Ix

(cm4)

截面最小

抵抗矩

Wx

(cm3)

截 ． 面 简 图

1080

(978)

1l

(10

，
尸

7. 9,

0) !(26. 39)

6. 36

(5. 86)

石＝ 2.8

占＝ 2.3

三豆
965

(863)

12

(11

3
}
26· 62

}
6

1) 1(25. 38)1(5

23

78)

702

(639)

"
}
,7· “3

5) 1(16. 62)

3. 97

(3. 65)

0

、

大

11

飞
，.

'

.

2
．
、

00

一

50

一

00

no

一

今
自

10
乙

587

(524)

12, 5

(11. 3)

16.40

(15. 64)

3. 86

(3. 58)

200

(150,100)

472

(409)

15. 3

(14. 2)

14. 54

(14. 11)

3. 66

(3. 46)

O

一

门
｝

二
口

一

n
〕

11

一

，
上

注： 1 括号内数据为净截面 ；

2 表中各种宽度的模板 ， 其长度规格有 ： 1. sm、 1. Zm、 0. gm、 o, 75m、

0. 6m和0. 45m；高度全为55mm。

3） 胶合板面板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几瑞 、 一 二

Oj一 气石下
一

头女 jjm
vyj

(5. 2. 1一 3)

式中 Wj
�D 胶合板毛截面抵抗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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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m
�D 胶合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 应按本规范附录 A 的

表 A. 5. 1一 表 A. 5. 3采用 。

表 5. 2. 1一2 组合钢模板 2. 5～ 厚面板力学性能

模板宽度

(mm )

截面积

A

(rnrnZ)

中性轴

位置

y0

(r。们以）

X轴截面

惯性矩

Ix

(c爪 4)

截面最小

抵抗矩

Wx

(cm3)

截 面 简 图

300
114. 4

(104. 0)

10. 7

(9. 6)

28. 59

(26. 97)
气
．
尸

一

匕

连
几

月
任

QJ:
内

匕

尸

匀
Z
吸
又

一岩旨困
250

101. 9

(91. 5)

11. 9

(10. 7)

27. 33

(25. 98)

6。 34

(5. 86)

200
76. 3

(69. 4)

10. 7

(9. 6)

19. 06

(17. 98)

4. 3

(3. 96)

片 诸箭 门
畜味才倒150

63. 8

(56. 9)

12. 6

(11. 4)

17. 71

(16. 91)

4. 18

(3. 88)
犷）

一

玩 的

100
51. 3

(44.4)

15. 3

(14. 3)

15. 72

(15. 25)

3. 96

(3. 75)

注： 1

2

(2夕

括号内数据为净截面 ；

表中各种宽度的模板 ， 其长度规格有 ： 1. sm、 1. Zm、 0. gm、 0. 75m、

0. 6m和0. 45m；高度全为55mma

挠度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V ：二二
呱 尸

一 尸 ，
�D

奥、 ｝勺 ｝
384五江、

一 “ "

或

式中

．尸无3

万丽贾 成 ［司

(5. 2. 1一 4)

(5. 2. 1一 5)

q。
�D 恒荷载均布线荷载标准值 ；

P �D 集中荷载标准值 ；

E �D 弹性模量 ；

I、
�D 截面惯性矩 ；

L �D 面板计算跨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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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 A. 3. 1一 3一 表 A. 3. 1一 5采用 ；

I�D 柱木面板的惯性矩 （mm4);

b�D 柱木面板 一 块的宽度 （mm ）。

3） 柱箍间距还应按下式计算：

'1铲呼黔 (5. 2. 4一 3)

式中 W �D 钢或木面板的抵抗矩 ；

f�D 钢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按本规范附录 A表 A. 1. 1一 1

和表 A. 2. 1一1采用 ；

fm�D 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表 入 3. 1一3?

表A. 3. 1一 5采用 。

图 5. 2. 4 柱箍计算简图
1一 钢模板；2

一 柱箍

几2
'

‘

·

柱箍强度应按拉弯杆件采用下歹”公式计算 ； 当计算结果
不满足本式要求时 ， 应减小柱箍间距或加大柱箍截面尺寸 ：

会＋微镇了或了。 (5. 2. 4一 4)



其中 (5. 2. 4一 5)

(5. 2. 4一 6)

业
2

F,11

F,l,l;
8

(5. 2. 4一 7)

式中 N �D 柱箍轴向拉力设计值；

q
�D 沿柱箍跨向垂直线荷载设计值 ；

A。

�D 柱箍净截面面积 ；

从 �D 柱箍承受的弯矩设计值；

Wnx�D 柱箍截面抵抗矩 ， 可按本规范表5. 2. 2一 1采用 ；

11�D 柱箍的间距 ；

l:
�D 长边柱箍的计算跨度 ；

13�D 短边柱箍的计算跨度 。

3
‘

挠度计算应按本规范式 （5. 2. 1一 4） 进行验算 。

5.2. 5 木 、 钢立柱应承受模板结构的垂直荷载 ， 其计算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木立柱计算

1） 强度计算 ：

, N / I.

ac一 下
一

冬之 J。

Z飞n

(5. 2. 5一 1)

2） 稳定性计算 ：

N 一 ，

二下
一

乓之 I。

W性 0

(5. 2. 5一 2)

式中 N �D 轴心压力设计值 （N);

A。

�D 木立柱受压杆件的净截面面积 （mm
"
);

fc
�D 木材顺纹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Z)， 按本规范

附录 A 表 A. 3. 1一 3～ 表 A. 3. 1一 5及 A. 3. 3条

采用；

A。
�D 木立柱跨中毛截面面积 （mmZ)， 当无缺口时 ，A。

一 A;

争
�D 轴心受压杆件稳定系数 ， 按下列各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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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树种强度等级为 TC17、

几砚 75

TC15及 TB20时

1
沪 －

／久
1十 气丽

(5. 2. 5一 3)

几＞ 75 沪 －

当树种强度等级为 TC13、

久（ 91

3000

入2

TCll、 TB17及 TB15

1
笋“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 一 一

／穴 ＼
2

1 十 ｛而 ｝

(5. 2. 5一 4)

时 ：

(5. 2. 5一 5)

久＞ 91 沪 二

2800

入2

L。

Z

(5. 2. 5一 6)

(5. 2. 5一 7)

锻 (5. 2. 5一 8)

式中 几�D 长细比；

L。
�D 木立柱受压杆件的计算长度 ， 按两端铰接计算

厂
L0一 L(mm ),L为单根木立柱的实际长度 ；

i�D 木立柱受压杆件的回转半径 （? );

I�D 受压杆件毛截面惯性矩 （m 时 ）;

A �D 杆件毛截面面积 （mmZ）。

、

2
’

工具式钢管立柱 （图 5.2. 5一 1和图 5. 2. 5一 2） 计算

1) CH 型和 YJ型工具式钢管支柱的规格和力学性能应

符合表 5. 2. 5一 1和表 5. 2. 5一 2的规定 。

表5. 2. 5一1 CH、 YJ型钢管支柱规格

盈＼ 火擎
CH YJ

CH一 65 CH一 75 CH一 90 YJ一 18 YJ一 22 YJ一 27

最小使用长度 （? ) 1812 2212 2712 1820 2220 2720

最大使用长度 （? ) 3062 3462 3962 3090 3490 3990

调节范围 （mm ) 1250 1250 1250 1270 1270 1270

38



续表 5. 2. 5一 1

濡＼ 巡
CH YJ

CH一 65 CH- 75 CH一 90 YJ一 18 YJ一 22 YJ一 27

螺旋调节范围 （mm ) 170 170 170 70 70 70

容许

荷载

最小长度时 （kN) 20 20 20 20 20 20

最大长度时 （kN) 15 15 12 15 15 12

重量 （kN) 0. 124 0. 132 0. 148 0. 13870. 1499 0. 1639

注： 下套管长度应大于钢管总长的1/2 以上 。

而 日 门／ 了
，

11 二 l＿
一

l / 5 !l ,5

己与 ／
“

赵生了 兰上了
(a) (b) (c)

图5. 2. 5一 1 钢管立柱类型 （一 ）

1一 顶板； 2
一 套管； 3

一 插销； 4
一 插管； 5

一 底板；

6一 琵琶撑； 7
一 螺栓； 8

一 转盘

表5. 2. 5一2 CH、 YJ型钢管支柱力学性能 ·

项 目
直径 （? ) 厚

、

m

壁

油

截面面积

(mmZ)

惯性矩 I

(mm4)

回转半径 i

(mm )外径 内径

CH
插管 48. 6 43. 8 2, 4 348 93200 16. 4

套管 60. 5 55. 7 2. 4 438 185100 20. 6

YJ
插管 48 43 2. 5 357 92800 16. 1

套管 6O 55. 4 2. 3 417 173800 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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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 5一 2 钢管立柱类型 （二）

1一 顶板； 2
一 套管； 3

一 插销； 4
一 插管； 5

一 底板； 6
一 琵琶撑；

7一 螺栓； 8
一 转盘； 9

一 螺管； 10
一 手柄； n

一 螺旋套；

(b）一 CH型 ； (c） 一 YJ型

2） 工具式钢管立柱受压稳定性计算 ：

①立柱应考虑插管与套管之间因松动而产生的偏心 （按偏半

个钢管直径计算）， 应按下式的压弯杆件计算：

N
丁

一

万 十
望x八

瓜 从

wlx(1一 0. 5黔 ）
孟丫FX /

镇f (5. 2. 5一 9)

NEx

式中 N �D 所计算杆件的轴心压力设计值；

沪、

�D 弯矩作用平面内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 根据

风 。 、 ＊ 翔 ， 、 二 。。 。。 ＊ , ， 、 、 、 、 、 。久
x

一 牛丝 的值和钢材屈服强度 （fv)，按本规范附
Z2

录 D的表 D采用 ， 其中。 二 压乒， 。 一 乒， Jxl
V 乙 1过

为上插管惯性矩 ， 几 为下套管惯性矩 ；

A �D 钢管毛截面面积 ；

瓜 �D 等效弯矩系数 ， 此处为瓜 一 1. 0;

Mx�D 弯矩作用平面内偏心弯矩值 ，M义一
、 ， 、 ， d
丈丫 效 t丁

乙
d为



钢管支柱外径；

Wlx�D 弯矩作用平面内较大受压的毛截面抵抗矩 ；

呱 一 欧拉临界力 ，呱 一 典黔， E钢管弹性模量 ， 按一 ’? ， 、，一 ，' " " ’ 一 ’ 以

几要
’ 一 ‘曰 曰 “丁 ’一 ’' ? ' ‘么

本规范附录 A 的表 A. 1. 3采用 。

②立柱上下端之间 ， 在插管与套管接头处 ， 当设有钢管扣件

式的纵横向水平拉条时 ， 应取其最大步距按两端铰接轴心受压杆

件计算。

轴心受压杆件应按下式计算 ：

(5. 2. 5一 10)

式中 N �D 轴心压力设计值；

沪
�D 轴心受压稳定系数 （取截面两主轴稳定系数中的

较小者）， 并根据构件长细比和钢材屈服强度

（几）按本规范附录 D表 D采用 ；

A �D 轴心受压杆件毛截面面积 ；

f
�D 钢材抗压强度设计值， 按本规范附录 A表 A 1. 1一 1

和表 A. 2. 1一 1采用 。

3） 插销抗剪计算 ：

N 镇 ZAn广 （5. 2. 5一 11)

式中 户 �D 钢插销抗剪强度设计值 ， 按本规范附录 A 表

A. 1. 1一 4和表 A. 2. 1一 3采用 ；

A。
�D 钢插销的净截面面积 。

4） 插销处钢管壁端面承压计算：

N （广A曹 （5. 2, 5一 12)

式中 介 �D 插销孔处管壁端承压强度设计值 ， 按本规范附录

A表 A. 1. 1一 1和表 A. 2. 1一 3采用 ；

A曹�D 两个插销孔处管壁承压面积 ，A奢一 Zdt, d为插销

直径 ， t为管壁厚度 。

臼夕扣件式钢管立柱计算



1） 用对接扣件连接的钢管立柱应按单杆轴心受压构件

计算 ， 其计算应符合本规范公式 （5 . 2. 5一10)， 公式

中计算长度采用纵横向水平拉杆的最大步距 ， 最大

步距不得大于 1. sm， 步距相同时应采用底层步距 ；

2） 室外露天支模组合风荷载时 ， 立柱计算应符合下式

要求 ：

Nw ． 从 ， / ,

二仄
－

十 万于厂 受女 j
咧飞 下犷

(5. 2. 5一 13)

nn

N ，
一 0. 9只 （1. 2习 呱 、＋ 0. 9>< 1. 4习 Nok)

艺一 1 艺一 l

八甄
0. 92X 1. 4叭 lahZ

1O

(5. 2. 5一 14)

(5. 2. 5一 15)

式中

n

云 呱 、
�D 各恒载标准值对立杆产生的轴向力之和；

i二 1

n

艺 NQik�D 各活荷载标准值对立杆产生的轴向力之和 ，

i= 1

口 二rtM和二、 ＊

力 ）J目下
一

阴 社1;
Lb

wk
�D 风荷载标准值， 按本规范第 4. 1. 3条规定

计算 ；

h�D 纵横水平拉杆的计算步距 ；

l。
�D 立柱迎风面的间距 ；

Zb
�D 与迎风面垂直方向的立柱间距 。

4 门形钢管立柱的轴力应作用于两端主立杆的顶端 ， 不得

承受偏心荷载 。 门形立柱的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N / , ,

二下
一

飞 灯
毕以 O

(5. 2. 5一 16)

其中不考虑风荷载作用时 ， 轴向力设计值 N 应按下式计算 ：

刀

N 一 O· 9又 巨· 2（呱 H 。＋习 Nok)+ 1. 4NQlk]
i二 l

(5. 2. 5一 17)



当露天支模考虑风荷载时 ， 轴向力设计值 N 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取其大值：

八 。 、 ， F， 。 ，、 ， , , ． 右 、 ， 、 ． 八 。 、 ， , ,l、 ， . 2城八 刁
N = 0. 9X 11. 2(NGkH。十 ）；入心k）十0. 9X 1. 4tNQlk+ ＝拌 ）}' ’ 一 ’ 一 ／ '

L
一 ’ 一 、‘ ’ 以 “ " ‘

创
‘ ' " K / ‘ 一 ’ 一 ／ ’ 一 ’ ‘

、
‘ ’议“ '

b ／」

(5. 2. 5一 18)

N 一 9／卜· 35(NcnHO＋客、 ）

、 ， ,‘。 。 、 了 ， 。 。 、 ，
2呱 、1

寸
～

1． 任1U. ilVQlk州
一 U· 0 入

一

了
一

l｛ 火。· 乙· 。
一

1，夕
Uz 」

M诱
口whZ (5. 2. 5一 20)

，摇
，一 ’。十11瓮

(5. 2. 5一 21)

(5. 2. 5一 22)

式中 N �D 作用于 一 棍门型支柱的轴向力设计值 ；

NGk
�D 每米高度门架及配件 、 水平加固杆及纵横扫地杆 、

剪刀撑自重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 ；

�D 一 榻门架范围内所作用的模板 、 钢筋及新浇混凝

土的各种恒载轴向力标准值总和 ；

�D 一 棍门架范围内所作用的振捣混凝土时的活荷载

标准值 ；

�D 以米为单位的门型支柱的总高度值 ；

�D 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 ；

�D 风线荷载标准值 ；

�D 垂直门架平面的水平加固杆的底层步距 ；

�D 一 榻门架两边立杆的毛截面面积 ，A。 一 ZA;

�D 调整系数 ， 可调底座调节螺栓伸出长度不超过

20Omm时 ， 取 1. 0； 伸出长度为 3O0mm， 取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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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0Omm， 取 0. 8;

了
�D 钢管强度设计值， 按本规范表 A. 1. 1一 1和表

A. 2. 1一 1采用 。

沪
�D 门型支柱立杆的稳定系数 ， 按 几 一 k。h。八查本规

范附录 D的表 D采用 ； 门架立柱换算截面回转半

径 i， 可按表 5. 2. 5一 3采用 ， 也 可按式 （5 . 2. 5-

21）和式 （5 . 2. 5一 22）计算 ；

k。
�D 长度修正系数 。 门型模板支柱高度 H0(30m时 ，

k。 ＝ 1. 13;H。
＝ 31一 45m时 ， k。 一 1. 17;H。

＝

46一 60m时 ，k。 ＝ 1. 22;

h。
�D 门型架高度 ， 按表 5. 2. 5一 3采用 ；

hl�D 门型架加强杆的高度， 按表 5. 2. 5一 3采用 ；

A;
�D 门架一 边立杆的毛截面面积 ， 按表 5. 2. 5一 3采用 ；

I。
�D 门架 一 边立杆的毛截面惯性矩 ， 按表 5. 2. 5一 3

采用 ；

11�D 门架 一 边加强杆的毛截面惯性矩 ， 按表 5. 2. 5一 3

采用 。

表5. 2. 5一 门型脚手架支柱钢管规格、 尺寸和截面几何特性

门型架图示

钢管

规格

（们。们n)

截面积

(? 2)

截面

抵抗矩

(rnrn3)

惯性矩

(? 4)

转

径
、

瓜

回

半

：m

十

⋯
l

十

杆

盯

一

。

哎

一

莎

服

廿
月
卜
�D

LL

柑

奸

一

寸
4

彭

横

扣
』
仇
日
日
日
日
口
仁
！

杯

淞

l
渊
洲

�D
-
-
�D
门
�D

彭

横

似8X3. 5 489 5080 12190015. 78

包2. 7X2. 4 304 2900 61900 14. 30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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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7 框架和剪力墙的模板 、 钢筋全部安装完毕后 ， 应验算

在本地区规定的风压作用下 ， 整个模板系统的稳定性 。 其验算

方法应将要求的风力与模板系统 、 钢筋的自重乘以相应荷载分

项系数后 ， 求其合力作用线不得超过背风面的柱脚或墙底脚的

外边 。

5. 3 爬 模 计 算

5,3. 1 爬模应由模板 、 支承架 、 附墙架和爬升动力设备等组成

（见图 5. 3. 1）。 各部分计算时的荷载应按本规范第 4. 3. 4条

采用 。

图5. 3. 1 爬模组成
1一 爬模的支承架； 2

一 爬模用爬杆； 3
一 大模板；

4一 脚手架； 5
一 爬升爬架用的千斤顶； 6

一 钢筋

混凝土外墙； 7
一 附墙连接螺栓； 8

一 附墙架



5.3. 2 爬模模板应分别按混凝土浇筑阶段和爬升阶段验算。

5.3. 3 爬模的支承架应按偏心受压格构式构件计算， 应进行整

体强度验算 、 整体稳定性验算、 单肢稳定性验算和缀条验算 。 计

算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的有关

规定进行 。

5. 3.4 附墙架各杆件应按支承架和构造要求选用 ， 强度和稳定
J性都能满足要求 ， 可不必进行验算。

5.3.5 附墙架与钢筋混凝土外墙的穿墙螺栓连接验算应符合下

列规定 ：

移‘个及以上穿墙螺栓应预先采用钢套管准确留出孔洞 。

固产哪 架时 ， 应将螺栓预拧紧 ， 将附墙架压紧在墙面上 。

＼夕计算简图见图 5.3. 5一 1o

图中符号 ：

w
�D 作用在模板上 的风荷载 ，

风向背离墙面；

21
�D 风荷载与上排固定附墙架

螺栓的距离 ；

Z:
�D 两 排 固定附墙架螺栓的

间距 ；

Ql
�D 模板传来的荷载 ， 离开墙

面 el;

Q: �D 支承架传来的荷载 ， 离开

墙面 eZ;

RA�D 固定附墙架 的上 排螺栓

拉力 ；

RB�D 固定附墙架 的下排螺栓

拉力 ；

R �D 垂直反力 。

' I [el

Q、 IQZ

应按 一 个螺栓的剪 、 拉强度

公式小于 1的验算， 还应验算

图 5. 3. 5一 1 附墙架与墙

连接螺栓计算简图



附墙架靠墙肢轴力对螺栓产生的抗弯强度计算。

4、螺栓孔壁局部承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5. 3. 5一 2):

bz／段． _ Zbz/3 _
2b,/3 。

b，绳夕

附墙架靠墙肢

、 ｛从
工�D 一 一 久一 一 －斗

5一 2 螺栓孔混凝土承压计算

Zb一 q(Zb;+3c)= 0

一 R：
一 q 一 O

(b一 bl）一 RZbl二 0

只 ～ 1. 5可cAm

(5. 3. 5一 1)

(5. 3. 5一 2)

F,> Rl或 R: (5. 3. 5一 3)

式中 Rl、 R:
�D 一 个螺栓预留孔混凝土孔壁所承受的压力；

厅�D 混凝土外墙的厚度 ；

bl、 b: �D 孔壁压力 Rl、 R：沿外墙厚度方向承压面的

长度 ；

只 �D 一 个螺栓预留孔混凝土孔壁局部承压允许设

计值 ；

月�D 混凝土局部承压提高系数 ， 采用 1. 73;

fc
�D 按实测所得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轴心抗压强度



设计值；

Am�D 一 个螺栓局部承压净面积 ，Am一 动 1 (d为

螺栓直径 ， 有套管时为套管外径）;

Q'�D 一 个螺栓所承受的竖向外力设计值；

。
�D 附墙架靠墙肢的形心与墙面的距离再另加

3mm离外墙边的空隙 。



6 模板构造与安装

6. 1 一 般 规 定

6. 1. 1 模板安装前必须做好下列安全技术准备工作 ：

1 应审查模板结构设计与施工说明书中的荷载 、 计算方法 、

节点构造和安全措施 ， 设计审批手续应齐全 。

2 应进行全面的安全技术交底 ， 操作班组应熟悉设计与施

工说明书 ， 并应做好模板安装作业的分工准备。 采用爬模、 飞

模 、 隧道模等特殊模板施工时 ， 所有参加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技术培训 ， 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

3 应对模板和配件进行挑选 、 检测 ， 不合格者应剔除 ， 并

应运至工地指定地点堆放 。

4 备齐操作所需的一 切安全防护设施和器具 。

6. 1. 2 模板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模板安装应按设计与施工说明书顺序拼装 。 木杆 、 钢管 、

门架等支架立柱不得混用 。

2 竖向模板和支架立柱支承部分安装在基土上时 ， 应加设

垫板 ， 垫板应有足够强度和支承面积 ， 且应中心承载 。 基土应坚

实 ， 并应有排水措施 。 对湿陷性黄土应有防水措施 ； 对特别重要

的结构工程可采用混凝土 、 打桩等措施防止支架柱下沉 。 对冻胀

性土应有防冻融措施 。

3 当满堂或共享空间模板支架立柱高度超过 sm时 ， 若地

基土达不到承载要求 ， 无法防止立柱下沉 ， 则应先施工地面下的

工程 ， 再分层回填夯实基土 ， 浇筑地面混凝土垫层 ， 达到强度后

方可支模 。

4 模板及其支架在安装过程中， 必须设置有效防倾覆的临

时固定设施 。



5 现浇钢筋混凝土梁 、 板 ， 当跨度大于 4m时 ， 模板应起

拱； 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 ， 起拱高度宜为全跨长度的 1/1。。o一

3/1000。

6 现浇多层或高层房屋和构筑物 ， 安装上层模板及其支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下层楼板应具有承受上层施工荷载的承载能力 ， 否

则应加设支撑支架 ；

2） 上层支架立柱应对准下层支架立柱 ， 并应在立柱底

铺设垫板 ；

3） 当采用悬臂吊模板 、 析架支模方法时 ， 其支撑结构

的承载能力和刚度必须符合设计构造要求 。

7 当层间高度大于 sm时 ， 应选用析架支模或钢管立柱支

模 。 当层间高度小于或等于 sm时 ， 可采用木立柱支模 。

6.1. 3 安装模板应保证工程结构和构件各部分形状 、 尺寸和相

互位置的正确 ， 防止漏浆 ， 构造应符合模板设计要求 。

模板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 刚度和稳定性 ， 应能可靠承受

新浇混凝土自重和侧压力以及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荷载 。

6. 1.4 拼装高度为 Zm以上的竖向模板 ， 不得站在下层模板上

拼装上层模板 。 安装过程中应设置临时固定设施 。

6.1.5 当承重焊接钢筋骨架和模板 一 起安装时 ， 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梁的侧模 、 底模必须固定在承重焊接钢筋骨架的节点上 。

2 安装钢筋模板组合体时 ， 吊索应按模板设计的吊点位置

绑扎 。

6. 1. 6 当支架立柱成 一 定角度倾斜 ， 或其支架立柱的顶表面倾

斜时 ， 应采取可靠措施确保支点稳定 ， 支撑底脚必须有防滑移的

可靠措施 。

6.1. 7 除设计图另有规定者外 ， 所有垂直支架柱应保证其垂直 。

6. 1. 8 对梁和板安装二次支撑前 ， 其上不得有施工荷载 ， 支撑

的位置必须正确 。 安装后所传给支撑或连接件的荷载不应超过其



允许值 。

6. 1.9 支撑梁、 板的支架立柱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梁和板的立柱 ， 其纵横向间距应相等或成倍数。

2 木立柱底部应设垫木 ， 顶部应设支撑头。 钢管立柱底部

应设垫木和底座 ， 顶部应设可调支托 ， U形支托与楞梁两侧间如

有间隙 ， 必须楔紧 ， 其螺杆伸出钢管顶部不得大于 200? ， 螺

杆外径与立柱钢管内径的间隙不得大于 3mm， 安装时应保证上

下同心 。

3 在立柱底距地面200mm高处 ， 沿纵横水平方向应按纵下

横上的程序设扫地杆。 可调支托底部的立柱顶端应沿纵横向设置
一 道水平拉杆 。 扫地杆与顶部水平拉杆之间的间距 ， 在满足模板

设计所确定的水平拉杆步距要求条件下 ， 进行平均分配确定步距

后 ， 在每 一 步距处纵横向应各设 一 道水平拉杆 。 当层高在 8一

20m时 ， 在最顶步距两水平拉杆中间应加设 一 道水平拉杆； 当

层高大于 20m时 ， 在最顶两步距水平拉杆中间应分别增加 一 道

水平拉杆。 所有水平拉杆的端部均应与四周建筑物顶紧顶牢。 无

处可顶时 ， 应在水平拉杆端部和中部沿竖向设置连续式剪刀撑。

4 木立柱的扫地杆 、 水平拉杆 、 剪刀撑应采用 40mmX

50－ 木条或 25mmX80nlm的木板条与木立柱钉牢。 钢管立柱

的扫地杆 、 水平拉杆、 剪刀撑应采用中48? x3. 5一 钢管 ， 用

扣件与钢管立柱扣牢。 木扫地杆 、 水平拉杆 、 剪刀撑应采用搭

接 ， 并应采用铁钉钉牢。 钢管扫地杆 、 水平拉杆应采用对接 ， 剪

刀撑应采用搭接 ， 搭接长度不得小于 500- ， 并应采用 2个旋

转扣件分别在离杆端不小于 100nlm处进行固定。

6. 1. 10 施工时 ， 在已安装好的模板上的实际荷载不得超过设计

值 。 已承受荷载的支架和附件 ， 不得随意拆除或移动 。

6. 1. n 组合钢模板 、 滑升模板等的构造与安装 ， 尚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B 50214和 《滑动模板工程

技术规范》GB50113的相应规定 。

6.1. 12 安装模板时 ， 安装所需各种配件应置于工具箱或工具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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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严禁散放在模板或脚手板上 ；

员身上或置于所配带的工具袋中，

安装所用工具应系挂在作业人

不得掉落。

当模板安装高度超过 3. Om时 ， 必须搭设脚手架， 除操

外 ， 脚手架下不得站其他人 。

吊运模板时 ， 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

作业前应检查绳索 、 卡具 、 模板上的吊环 ， 必须完整有

稽
和
l

6．

作

6.

效 ， 在升降过程中应设专人指挥 ， 统一 信号 ， 密切配合。

2 吊运大块或整体模板时 ， 竖向吊运不应少于 2个吊点，

水平吊运不应少于 4个吊点。 吊运必须使用卡环连接 ， 并应稳起

稳落 ， 待模板就位连接牢固后 ， 方可摘除卡环 。

3 吊运散装模板时 ， 必须码放整齐 ， 待捆绑牢固后方可

起吊。

4 严禁起重机在架空输电线路下面工作 。

5 遇 5级及以上大风时 ， 应停止一 切吊运作业 。

6.1. 15 木料应堆放在下风向， 离火源不得小于 30m， 且料场四

周应设置灭火器材 。

6.2 支架立柱构造与安装

6.2. 1 梁式或析架式支架的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采用伸缩式析架时 ， 其搭接长度不得小于 500mm， 上下

弦连接销钉规格 、 数量应按设计规定 ， 并应采用不少于 2个 U

形卡或钢销钉销紧 ， 2个 U形卡距或销距不得小于 400mm。

2 安装的梁式或析架式支架的间距设置应与模板设计图
一 致 。

3 支承梁式或彬架式支架的建筑结构应具有足够强度 ， 否

则 ， 应另设立柱支撑 。

4 若析架采用多棍成组排放 ， 在下弦折角处必须加设水

平撑 。

6.2. 2 工具式立柱支撑的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工具式钢管单立柱支撑的间距应符合支撑设计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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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柱不得接长使用 。

3 所有夹具 、 螺栓 、 销子和其他配件应处在闭合或拧紧的

位置 。

4 立杆及水平拉杆构造应符合本规范第 6. 1. 9条的规定 。

6. 2. 3 木立柱支撑的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木立柱宜选用整料 ， 当不能满足要求时 ， 立柱的接头不

宜超过 1个 ， 并应采用对接夹板接头方式 。 立柱底部可采用垫块

垫高 ， 但不得采用单码砖垫高 ， 垫高高度不得超过 300mm。

2 木立柱底部与垫木之间应设置硬木对角楔调整标高， 并

应用铁钉将其固定在垫木上 。

3 木立柱间距 、 扫地杆 、 水平拉杆 、 剪刀撑的设置应符合

本规范 6. 1. 9条的规定 ， 严禁使用板皮替代规定的拉杆 。

4 所有单立柱支撑应在底垫木和梁底模板的中心 ， 并应与

底部垫木和顶部梁底模板紧密接触 ， 且不得承受偏心荷载 。

5 当仅为单排立柱时 ， 应在单排立柱的两边每隔 3m加设

斜支撑 ， 且每边不得少于 2根 ， 斜支撑与地面的夹角应为 60
“

。

6. 2. 4 当采用扣件式钢管作立柱支撑时 ， 其构造与安装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钢管规格 、 间距 、 扣件应符合设计要求。 每根立柱底部

应设置底座及垫板 ， 垫板厚度不得小于 50nun。

2 钢管支架立柱间距 、 扫地杆 、 水平拉杆 、 剪刀撑的设置

应符合本规范第6. 1.9条的规定。 当立柱底部不在同一 高度时 ，

高处的纵向扫地杆应向低处延长不少于 2跨 ， 高低差不得大于

lm， 立柱距边坡上方边缘不得小于 0.sm。

3 立柱接长严禁搭接 ， 必须采用对接扣件连接 ， 相邻两立

柱的对接接头不得在同步内， 且对接接头沿竖向错开的距离不宜

小于 500mnl， 各接头中心距主节点不宜大于步距的 1/3 。

4 严禁将上段的钢管立柱与下段钢管立柱错开固定在水平

拉杆上 。

5 满堂模板和共享空间模板支架立柱 ， 在外侧周圈应设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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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至上的竖向连续式剪刀撑；中间在纵横向应每隔 10m左右设

由下至上的竖向连续式剪刀撑 ， 其宽度宜为4? 6m， 并在剪刀撑

部位的顶部、 扫地杆处设置水平剪刀撑 （图 6.2. 4一1）。 剪刀撑

杆件的底端应与地面顶紧 ， 夹角宜为 450? 600。 当建筑层高在

8? 20m时 ， 除应满足上述规定外 ， 还应在纵横向相邻的两竖向

连续式剪刀撑之间增加之字斜撑 ， 在有水平剪刀撑的部位 ， 应在

每个剪刀撑中间处增加 一 道水平剪刀撑 【图 6.2.4一2）。 当建筑

层高超过 20m时 ， 在满足以上规定的基础上 ， 应将所有之字斜

撑全部改为连续式剪刀撑 （图6. 2.4一3）。

四周连续式垂直剪刀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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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支架立柱高度超过 sm时 ， 应在立柱周圈外侧和中间

有结构柱的部位 ， 按水平间距 6? gm、 竖向间距 2? 3m与建筑

结构设置 一 个固结点。

6.2. 5 当采用标准门架作支撑时 ， 其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门架的跨距 和间距应按设计规定布置 ， 间距 宜小于

1. Zm； 支撑架底部垫木上应设固定底座或可调底座 。 门架 、 调

节架及可调底座 ， 其高度应按其支撑的高度确定 。

2 门架支撑可沿梁轴线垂直和平行布置 。 当垂直布置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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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 4一 3 剪刀撑布置图 （三）

在两门架间的两侧应设置交叉支撑 ； 当平行布置时 ， 在两门架间

的两侧亦应设置交叉支撑 ， 交叉支撑应与立杆上的锁销锁牢 ， 上

下门架的组装连接必须设置连接棒及锁臂 。

3 当门架支撑宽度为 4跨及以上或 5个间距及以上时 ， 应

在周边底层 、 顶层 、 中间每 5列 、 5排在每门架立杆跟部设

包smmx3. 5～ 通长水平加固杆 ， 并应采用扣件与门架立杆

扣牢 。

4 当门架支撑高度超过 sm时 ， 应按本规范第 6. 2. 4条的

规定执行 ， 剪刀撑不应大于 4个间距 ， 并应采用扣件与门架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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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牢 。

5

6。 2。 6

1

2

顶部操作层应采用挂扣式脚手板满铺。

悬挑结构立柱支撑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多层悬挑结构模板的上下立柱应保持在同一 条垂直线上 。

多层悬挑结构模板的立柱应连续支撑 ， 并不得少于 3层 。

6. 3 普通模板构造与安装

6.3. 1 基础及地下工程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地面以下支模应先检查土壁的稳定情况 ， 当有裂纹及塌

方危险迹象时 ， 应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 ， 方可下人作业 。 当深度

超过 Zm时 ， 操作人员应设梯上下 。

2 距基槽 （坑）上 口边缘 lm内不得堆放模板 。 向基槽

（坑）内运料应使用起重机 、 溜槽或绳索 ； 运下的模板严禁立放

在基槽 （坑）土壁上 。

3 斜支撑与侧模的夹角不应小于 45
"

， 支在土壁的斜支撑

应加设垫板 ， 底部的对角楔木应与斜支撑连牢 。 高大长脖基础若

采用分层支模时 ， 其下层模板应经就位校正并支撑稳固后 ， 方可

进行上 一 层模板的安装 。

4 在有斜支撑的位置 ， 应在两侧模间采用水平撑连成整体 。

6. 3. 2 柱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现场拼装柱模时 ， 应适时地安设临时支撑进行固定 ， 斜

撑与地面的倾角宜为 60
。

， 严禁将大片模板系在柱子钢筋上 。

2 待四片柱模就位组拼经对角线校正无误后 ， 应立即自下

而上安装柱箍 。

3 若为整体预组合柱模 ， 吊装时应采用卡环和柱模连接 ，

不得采用钢筋钩代替 。

4 柱模校正 （用四根斜支撑或用连接在柱模顶四角带花篮

螺栓的揽风绳 ， 底端与楼板钢筋拉环固定进行校正）后 ， 应采用

斜撑或水平撑进行四周支撑 ， 以确保整体稳定 。 当高度超过 4m

时 ， 应群体或成列同时支模 ， 并应将支撑连成一 体 ， 形成整体框



架体系 。 当需单根支模时 ， 柱宽大于 500mm应每边在同一 标高

上设置不得少于 2根斜撑或水平撑 。 斜撑与地面的夹角宜为

45
。
一 60

"

， 下端尚应有防滑移的措施 。

5 角柱模板的支撑 ， 除满足上款要求外 ， 还应在里侧设置

能承受拉力和压力的斜撑 。

6. 3.3 墙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采用散拼定型模板支模时 ， 应自下而上进行 ， 必须在

下一 层模板全部紧固后 ， 方可进行上 一 层安装 。 当下层不能独立

安设支撑件时 ， 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

2 当采用预拼装的大块墙模板进行支模安装时 ， 严禁同时

起吊 2块模板 ， 并应边就位 、 边校正 、 边连接 ， 固定后方可

摘钩 。

3 安装电梯井内墙模前 ， 必须在板底下 200mm处牢固地

满铺一 层脚手板 。

4 模板未安装对拉螺栓前 ， 板面应向后倾 一 定角度 。

5 当钢楞长度需接长时 ， 接头处应增加相同数量和不小于

原规格 的钢楞 ， 其 搭 接 长 度 不 得 小 于 墙 模 板 宽 或 高 的

15％一 20％。

6 拼接时的 U 形卡应正 反交替安装 ， 间距 不得大于

30omm; 2块模板对接接缝处的U形卡应满装 。

7 对拉螺栓与墙模板应垂直 ， 松紧应 一 致 ， 墙厚尺寸应

正确 。

8 墙模板内外支撑必须坚固、 可靠 ， 应确保模板的整体稳

定 。 当墙模板外面无法设置支撑时 ， 应在里面设置能承受拉力和

压力的支撑 。 多排并列且间距不大的墙模板 ， 当其与支撑互成一

体时 ， 应采取措施 ， 防止灌筑混凝土时引起临近模板变形 。

6. 3. 4 独立梁和整体楼盖梁结构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安装独立梁模板时应设安全操作平台， 并严禁操作人员

站在独立梁底模或柱模支架上操作及上下通行 。

2 底模与横楞应拉结好 ， 横楞与支架 、 立柱应连接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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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梁侧模时 ， 应边安装边与底模连接 ， 当侧模高度多

于 2块时 ， 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

4 起拱应在侧模内外楞连固前进行 。

5 单片预组合梁模 ， 钢楞与板面的拉结应按设计规定制作 ，

并应按设计吊点试吊无误后 ， 方可正式吊运安装 ， 侧模与支架支

撑稳定后方准摘钩 。

6. 3. 5 楼板或平台板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预组合模板采用析架支模时 ， 析架与支点的连接应固

定牢靠 ， 彬架支承应采用平直通长的型钢或木方 。

2 当预组合模板块较大时 ， 应加钢楞后方可吊运 。 当组合

模板为错缝拼配时 ， 板下横楞应均匀布置 ， 并应在模板端穿

插销 。

3 单块模就位安装 ， 必须待支架搭设稳固、 板下横楞与支

架连接牢固后进行 。

4U 形卡应按设计规定安装 。

6. 3. 6 其他结构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安装圈梁 、 阳台、 雨篷及挑檐等模板时 ， 其支撑应独立

设置 ， 不得支搭在施工脚手架上 。

2 安装悬挑结构模板时 ， 应搭设脚手架或悬挑工作台 ， 并

应设置防护栏杆和安全网 。 作业处的下方不得有人通行或停留。

3 烟囱、 水塔及其他高大构筑物的模板 ， 应编制专项施工

设计和安全技术措施 ， 并应详细地 向操作人员进行交底后方可

安装 。

4 在危险部位进行作业时 ， 操作人员应系好安全带 。

6. 4 爬升模板构造与安装

6. 4. 1 进人施工 现场的爬升模板系统中的大模板 、 爬升支架 、

爬升设备 、 脚手架及附件等 ， 应按施工 组织设计及有关图纸验

收 ， 合格后方可使用 。

6. 4. 2 爬升模板安装时 ， 应统一 指挥 ， 设置警戒区与通信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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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原始记录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检查工程结构上预埋螺栓孔的直径和位置 ， 并应符合图

纸要求 。

2 爬升模板的安装顺序应为底座 、 立柱 、 爬升设备 、 大模

板 、 模板外侧吊脚手 。

6. 4. 3 施工过程中爬升大模板及支架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爬升前 ， 应检查爬升设备的位置 、 牢固程度 、 吊钩及连

接杆件等 ， 确认无误后 ， 拆除相邻大模板及脚手架间的连接杆

件 ， 使各个爬升模板单元彻底分开 。

2 爬升时 ， 应先收紧千斤钢丝绳 ， 吊住大模板或支架 ， 然

后拆卸穿墙螺栓 ， 并检查再无任何连接 ， 卡环和安全钩无问题 ，

调整好大模板或支架的重心 ， 保持垂直 ， 开始爬升 。 爬升时 ， 作

业人员应站在固定件上 ， 不得站在爬升件上爬升 ， 爬升过程中应

防止晃动与扭转 。

3 每个单元的爬升不宜中途交接班 ， 不得隔夜再继续爬升 。

每单元爬升完毕应及时固定 。

4 大模板爬升时 ， 新浇混凝土的强度不应低于 1. ZN/mm
”
。

支架爬升时的附墙架穿墙螺栓受力处的新浇混凝土强度应达到

ION/mmZ以上 。

5 爬升设备每次使用前均应检查 ， 液压设备应由专人操作。

6. 4. 4 作业人员应背工具袋 ， 以便存放工具和拆下的零件 ， 防

止物件跌落 。 且严禁高空向下抛物 。

6. 4. 5 每次爬升组合安装好的爬升模板 、 金属件应涂刷防锈漆 ，

板面应涂刷脱模剂 。

6. 4. 6 爬模的外附脚手架或悬挂脚手架应满铺脚手板 ， 脚手架

外侧应设防护栏杆和安全网。 爬架底部亦应满铺脚手板和设置安

全网。

6. 4. 7 每步脚手架间应设置爬梯 ， 作业人员应由爬梯上下 ， 进

人爬架应在爬架内上下 ， 严禁攀爬模板 、 脚手架和爬架外侧 。

6. 4. 8 脚手架上不应堆放材料 ， 脚手架上的垃圾应及时清除 。



如需临时堆放少量材料或机具 ， 必须及时取走， 且不得超过设计

荷载的规定 。

6. 4. 9 所有螺栓孔均应安装螺栓 ， 螺栓应采用 50一 60N· m 的

扭矩紧固 。

6. 5 飞模构造与安装

6. 5. 1 飞模的制作组装必须按设计图进行 。 运到施工 现场后 ，

应按设计要求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安装 。 安装前应进行 一 次试压

和试吊， 检验确认各部件无隐患 。 对利用组合钢模板 、 门式脚手

架 、 钢管脚手架组装的飞模 ， 所用的材料 、 部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B50214、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

术规范》GB50018以及其他专业技术规范的要求 。 凡属采用铝

合金型材 、 木或竹塑胶合板组装的飞模 ， 所用材料及部件应符合

有关专业标准的要求 。

6. 5. 2 飞模起吊时 ， 应在吊离地面 。． sm后停下 ， 待飞模完全

平衡后再起吊。 吊装应使用安全卡环 ， 不得使用吊钩 。

6. 5. 3 飞模就位后 ， 应立即在外侧设置防护栏 ， 其高度不得小

于 1. Zm， 外侧应另加设安全网， 同时应设置楼层护栏 。 并应准

确 、 牢固地搭设出模操作平台 。

6. 5. 4 当飞模在不同楼层转运时 ， 上下层的信号人员应分工 明

确 、 统 一 指挥 、 统一 信号 ， 并应采用步话机联络 。

6.5. 5 当飞模转运采用地滚轮推出时 ， 前滚轮应高出后滚轮
10一 Zomm， 并应将飞模重心标画在旁侧 ， 严禁外侧吊点在未挂

钩前将飞模向外倾斜 。

6. 5. 6 飞模外推时 ， 必须用多根安全绳一 端牢固栓在飞模两侧 ，

另一 端围绕在飞模两侧建筑物的可靠部位上 ， 并应设专人掌握 ；

缓慢推出飞模 ， 并松放安全绳 ， 飞模外端吊点的钢丝绳应逐渐收

紧 ， 待内外端吊钩挂牢后再转运起吊。

6. 5.7 在飞模上操作的挂钩作业人员应穿防滑鞋 ， 且应系好安

全带 ， 并应挂在上层的预埋铁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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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8 吊运时 ， 飞模上不得站人和存放自由物料 ， 操作电动平

衡吊具的作业人员应站在楼面上 ， 并不得斜拉歪吊。

6. 5. 9 飞模出模时 ， 下层应设安全网， 且飞模每运转 一 次后应

检查各部件的损坏情况 ， 同时应对所有的连接螺栓重新进行

紧固。

6.6 隧道模构造与安装

6. 6. 1 组装好的半隧道模应按模板编号顺序吊装就位 。 并应将

2个半隧道模顶板边缘的角钢用连接板和螺栓进行连接 。

6.6. 2 合模后应采用千斤顶升降模板的底沿 ， 按导墙上所确定

的水准点调整到设计标高 ， 并应采用斜支撑和垂直支撑调整模板

的水平度和垂直度 ， 再将连接螺栓拧紧 。

6.6.3 支卸平台构架的支设 ， 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

1 支卸平台的设计应便于支卸平台吊装就位 ， 平台的受力

应合理 。

2 平台析架中立柱下面的垫板 ， 必须落在楼板边缘以内

400mm左右 ， 并应在楼层下相应位置加设临时垂直支撑 。

3 支卸平台台面的顶面 ， 必须和混凝土楼面齐平 ， 并应紧

贴楼面边缘 。 、相邻支卸平台间的空隙不得过大 。 支卸平台外周边

应设安全护栏和安全网。

6. 6. 4 山墙作业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隧道模拆除吊离后 ， 应将特制 U 形卡承托对准山墙的上

排对拉螺栓孔 ， 从外向内插人 ， 并用螺帽紧固。 U 形卡承托的

间距不得大于 1. sm。

2 将作业平台吊至已埋设的 U形卡位置就位 ， 并将平台每

根垂直杆件上的笋30水平杆件落人 U 形卡内， 平台下部靠墙的

垂直支撑用穿墙螺栓紧固。

3 每个山墙作业平台的长度不应超过 7. sm， 且不应小于

2. sm， 并应在端头分别增加外挑 1. sm的三 角平台。 作业平台

外周边应设安全护栏和安全网 。



7。 1

模 板 拆 除

模板拆除要求

7. 1. 1 模板的拆除措施应经技术主管部门或负责人批准 ， 拆除

模板的时间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50204的有关规定执行 。 冬期施工的拆模 ， 应符合专门

规定 。

7. 1. 2 当混凝土未达到规定强度或已达到设计规定强度 ， 需提

前拆模或承受部分超设计荷载时 ， 必须经过计算和技术主管确认

其强度能足够承受此荷载后 ， 方可拆除 。

7. 1. 3 在承重焊接钢筋骨架作配筋的结构中， 承受混凝土重量

的模板 ， 应在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 25％后方可拆除承重模板 。

当在已拆除模板的结构上加置荷载时 ， 应另行核算。

7. 1. 4 大体积混凝土的拆模时间除应满足混凝土强度要求外 ，

还应使混凝土内外温差降低到 25℃以下时方可拆模 。 否则应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产生温度裂缝 。

7. 1. 5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侧模宜在施加预应力前拆除 ，

底模应在施加预应力后拆除 。 当设计有规定时 ， 应按规定执行 。

7. 1. 6 拆模前应检查所使用的工具有效和可靠 ， 扳手等工具必

须装人工具袋或系挂在身上 ， 并应检查拆模场所范围内的安全

措施 。

7. 1. 7 模板的拆除工作应设专人指挥 。 作业 区应设围栏 ， 其内

不得有其他工种作业 ， 并应设专人负责监护 。 拆下的模板 、 零配

件严禁抛掷 。

7. 1. 8 拆模的顺序和方法应按模板的设计规定进行 。 当设计无

规定时 ， 可采取先支的后拆 、 后支的先拆 、 先拆非承重模板 、 后

拆承重模板 ， 并应从上而下进行拆除 。 拆下的模板不得抛扔 ， 应



按指定地点堆放 。

7.1. 9 多人同时操作时 ， 应明确分工 、 统一 信号或行动 ， 应具

有足够的操作面 ， 人员应站在安全处 。

7. 1. 10 高处拆除模板时 ， 应符合有关高处作业的规定 。 严禁使

用大锤和撬棍 ， 操作层上临时拆下的模板堆放不能超过 3层 。

7.1. n 在提前拆除互相搭连并涉及其他后拆模板的支撑时 ， 应

补设临时支撑 。 拆模时 ， 应逐块拆卸 ， 不得成片撬落或拉倒 。

7. 1. 12 拆模如遇中途停歇 ， 应将已拆松动 、 悬空 、 浮吊的模板

或支架进行临时支撑牢固或相互连接稳固。 对活动部件必须一 次

拆除 。

7, 1. 13 已拆除了模板的结构 ， 应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值

后方可承受全部设计荷载 。 若在未达到设计强度以前 ， 需在结构

上加置施工荷载时 ， 应另行核算 ， 强度不足时 ， 应加设临时

支撑 。

7. 1. 14 遇 6级或 6级以上大风时 ， 应暂停室外的高处作业 。

雨 、 雪 、 霜后应先清扫施工现场 ， 方可进行工作 。

7. 1. 15 拆除有洞口模板时 ， 应采取防止操作人员坠落的措施 。

洞口模板拆除后 ， 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

术规范》JGJ80的有关规定及时进行防护 。

7. 2 支架立柱拆除

7.2. 1 当拆除钢楞 、 木楞 、 钢析架时 ， 应在其下面临时搭设防

护支架 ， 使所拆楞梁及柑架先落在临时防护支架上 。

7. 2. 2 当立柱的水平拉杆超出 2层时 ， 应首先拆除 2层以上的

拉杆 。 当拆除最后 一 道水平拉杆时 ， 应和拆除立柱同时进行 。

7. 2. 3 当拆除 4一 sm跨度的梁下立柱时 ， 应先从跨中开始 ， 对

称地分别向两端拆除 。 拆除时 ， 严禁采用连梁底板向旁侧 一 片拉

倒的拆除方法 。

7. 2. 4 对于多层楼板模板的立柱 ， 当上层及以上楼板正在浇筑

混凝土时 ， 下层楼板立柱的拆除 ， 应根据下层楼板结构混凝土强



度的实际情况 ， 经过计算确定 。

7。2。

7。 2。

拆除平台 、 楼板下的立柱时 ， 作业人员应站在安全处 。

对已拆下的钢楞 、 木楞 、 析架 、 立柱及其他零配件应及S6
时运到指定地点 。 对有芯钢管立柱运出前应先将芯管抽出或用销

卡固定 。

7. 3 普通模板拆除

7. 3. 1 拆除条形基础 、 杯形基础 、 独立基础或设备基础的模板

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拆除前应先检查基槽 （坑）土壁的安全状况 ， 发现有松

软 、 龟裂等不安全因素时 ， 应在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 ， 方可进行

作业 。

2 模板和支撑杆件等应随拆随运 ， 不得在离槽 （坑）上 口

边缘 lm以内堆放 。

3 拆除模板时 ， 施工人员必须站在安全地方 。 应先拆内外

木楞 、 再拆木面板 ； 钢模板应先拆钩头螺栓和内外钢楞 ， 后拆 U

形卡和 L形插销 ， 拆下的钢模板应妥善传递或用绳钩放置地面 ，

不得抛掷 。 拆下的小型零配件应装入工具袋内或小型箱笼内， 不

得随处乱扔 。

7. 3. 2 拆除柱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柱模拆除应分别采用分散拆和分片拆 2种方法 。 分散拆

除的顺序应为 ：

拆除拉杆或斜撑 、 自上而下拆除柱箍或横楞 、 拆除竖楞 ， 自

上而下拆除配件及模板 、 运走分类堆放 、 清理 、 拔钉 、 钢模维

修 、 刷防锈油或脱模剂 、 人库备用 。

分片拆除的顺序应为 ：

拆除全部支撑系统 、 自上而下拆除柱箍及横楞 、 拆掉柱角 U

形卡 、 分 2片或 4片拆除模板 、 原地清理 、 刷防锈油或脱模剂 、

分片运至新支模地点备用 。

2 柱子拆下的模板及配件不得向地面抛掷 。



7. 3. 3 拆除墙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墙模分散拆除顺序应为 ：

拆除斜撑或斜拉杆 、 自上而下拆除外楞及对拉螺栓 、 分层自

上而下拆除木楞或钢楞及零配件和模板 、 运走分类堆放 、 拔钉清

理或清理检修后刷防锈油或脱模剂 、 人库备用 。

2 预组拼大块墙模拆除顺序应为 ：

拆除全部支撑系统 、 拆卸大块墙模接缝处的连接型钢及零配

件 、 拧去固定埋设件的螺栓及大部分对拉螺栓 、 挂上吊装绳扣并

略拉紧吊绳后 ， 拧下剩余对拉螺栓 ， 用方木均匀敲击大块墙模立

楞及钢模板 ， 使其脱离墙体 ， 用撬棍轻轻外撬大块墙模板使全部

脱离 ， 指挥起吊、 运走 、 清理 、 刷防锈油或脱模剂备用 。

3 拆除每一 大块墙模的最后 2个对拉螺栓后 ， 作业人员应

撤离大模板下侧 ， 以后的操作均应在上部进行 。 个别大块模板拆

除后产生局部变形者应及时整修好 。

4 大块模板起吊时 ， 速度要慢 ， 应保持垂直 ， 严禁模板碰

撞墙体 。

7. 3. 4 拆除梁 、 板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梁 、 板模板应先拆梁侧模 ， 再拆板底模 ， 最后拆除梁底

模 ， 并应分段分片进行 ， 严禁成片撬落或成片拉拆 。

2 拆除时 ， 作业人员应站在安全的地方进行操作 ， 严禁站

在已拆或松动的模板上进行拆除作业 。

3 拆除模板时 ， 严禁用铁棍或铁锤乱砸 ， 已拆下的模板应

妥善传递或用绳钩放至地面 。

4 严禁作业人员站在悬臂结构边缘敲拆下面的底模 。

5 待分片 、 分段的模板全部拆除后 ， 方允许将模板 、 支架 、

零配件等按指定地点运出堆放 ， 并进行拔钉 、 清理 、 整修 、 刷防

锈油或脱模剂 ， 人库备用 。

7. 4 特殊模板拆除

7. 4. 1 对于拱 、 薄壳 、 圆弯屋顶和跨度大于 sm的梁式结构 ，



应按设计规定的程序和方式从中心沿环圈对称向外或从跨中对称

向两边均匀放松模板支架立柱 。

7. 4. 2 拆除圆形屋顶 、 筒仓下漏斗模板时 ， 应从结构中心处的

支架立柱开始 ， 按同心圆层次对称地拆向结构的周边 。

7. 4. 3 拆除带有拉杆拱的模板时 ， 应在拆除前先将拉杆拉紧 。

7. 5 爬升模板拆除

7. 5. 1 拆除爬模应有拆除方案 ， 且应由技术负责人签署意见 ，

应向有关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后 ， 方可实施拆除 。

7. 5.2 拆除时应先清除脚手架上的垃圾杂物 ， 并应设置警戒区

由专人监护 。

7. 5. 3 拆除时应设专人指挥 ， 严禁交叉作业 。 拆除顺序应为 ：

悬挂脚手架和模板 、 爬升设备 、 爬升支架 。

7. 5. 4 已拆除的物件应及时清理 、 整修和保养 ， 并运至指定地

点备用 。

7. 5. 5 遇 5级以上大风应停止拆除作业 。

7. 6 飞 模 拆 除

7. 6. 1 脱模时 ， 梁 、 板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得小于设计强度

的 75％。

7.6. 2 飞模的拆除顺序 、 行走路线和运到下 一 个支模地点的位

置 ， 均应按飞模设计的有关规定进行 。

7. 6. 3 拆除时应先用千斤顶顶住下部水平连接管 ， 再拆去木楔

或砖墩 （或拔出钢套管连接螺栓 ， 提起钢套管）。 推入可任意转

向的四轮台车 ， 松千斤顶使飞模落在台车上 ， 随后推运至主楼板

外侧搭设的平台上 ， 用塔吊吊至上层重复使用 。 若不需重复使用

时 ， 应按普通模板的方法拆除 。

7. 6. 4 飞模拆除必须有专人统 一 指挥 ， 飞模尾部应绑安全绳 ，

安全绳的另一 端应套在坚固的建筑结构上 ， 且在推运时应徐徐

放松 。



7. 6. 5 飞模推出后 ， 楼层外边缘应立即绑好护身栏 。

7. 7 隧道模拆除

7. 7. 1 拆除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技术培训 。

7. 7. 2 拆除导墙模板时 ， 应在新浇混凝土强度达到 1. ON/mmZ

后 ， 方准拆模。

7. 7. 3 拆除隧道模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

1 新浇混凝土强度应在达到承重模板拆模要求后 ， 方准

拆模 。

2 应采用长柄手摇螺帽杆将连接顶板的连接板上的螺栓松

开 ， 并应将隧道模分成 2个半隧道模 。

3 拔除穿墙螺栓 ， 并旋转垂直支撑杆和墙体模板的螺旋千

斤顶 ， 让滚轮落地 ， 使隧道模脱离顶板和墙面 。

4 放下支卸平台防护栏杆 ， 先将 一 边的半隧道模推移至支

卸平台上 ， 然后再推另一 边半隧道模 。

5 为使顶板不超过设计允许荷载 ， 经设计核算后 ， 应加设

临时支撑柱 。

7. 7, 4 半隧道模的吊运方法 ， 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单点吊装法 、

两点吊装法 、 多点吊装法或鸭嘴形吊装法 。



8 安 全 管 理

8. 0. 1 从事模板作业的人员 ， 应经安全技术培训 。 从事高处作

业人员 ， 应定期体检 ， 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从事高处作业 。

8. 0. 2 安装和拆除模板时 ， 操作人员应配戴安全帽 、 系安全带 、

穿防滑鞋 。 安全帽和安全带应定期检查 ， 不合格者严禁使用 。

8. 0. 3 模板及配件进场应有出厂合格证或当年的检验报告 ， 安

装前应对所用部件 （立柱 、 楞梁 、 吊环 、 扣件等）进行认真检

查 ， 不符合要求者不得使用 。

8. 0. 4 模板工程应编制施工设计和安全技术措施 ， 并应严格按

施工设计与安全技术措施的规定进行施工 。 满堂模板 、 建筑层高

sm及以上和梁跨大于或等于 15m的模板 ， 在安装 、 拆除作业

前 ， 工程技术人员应以书面形式向作业班组进行施工操作的安全

技术交底 ， 作业班组应对照书面交底进行上 、 下班的自检和

互检 。

8. 0. 5 施工过程中的检查项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立柱底部基土应回填夯实 。

2 垫木应满足设计要求 。

3 底座位置应正确 ， 顶托螺杆伸出长度应符合规定 。

4 立杆的规格尺寸和垂直度应符合要求 ， 不得出现偏心

荷载 。

5 扫地杆 、 水平拉杆 、 剪刀撑等的设置应符合规定 ， 固定

应可靠 。

6 安全网和各种安全设施应符合要求 。

8. 0.6 在高处安装和拆除模板时 ， 周围应设安全网或搭脚手架 ，

并应加设防护栏杆 。 在临街面及交通要道地区 ， 尚应设警示牌 ，

派专人看管 。



8. 0.7 作业时 ， 模板和配件不得随意堆放 ， 模板应放平放稳 ，

严防滑落。 脚手架或操作平台上临时堆放的模板不宜超过 3层 ，

连接件应放在箱盒或工具袋中， 不得散放在脚手板上 。 脚手架或

操作平台上的施工总荷载不得超过其设计值 。

8. 0. 8 对负荷面积大和高 4m以上的支架立柱采用扣件式钢管 、

门式钢管脚手架时 ， 除应有合格证外 ， 对所用扣件应采用扭矩扳

手进行抽检 ， 达到合格后方可承力使用 。

8.0.9 多人共同操作或扛抬组合钢模板时 ， 必须密切配合、 协

调一 致 、 互相呼应 。

8.0. 10 施工用的临时照明和行灯的电压不得超过 36V； 当为满

堂模板 、 钢支架及特别潮湿的环境时 ， 不得超过 12V。 照明行灯

及机电设备的移动线路应采用绝缘橡胶套电缆线 。

8. 0. n 有关避雷 、 防触电和架空输电线路的安全距离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 《施工 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的有关

规定 。 施工用的临时照明和动力线应采用绝缘线和绝缘电缆线 ，

且不得直接固定在钢模板上 。 夜间施工时 ， 应有足够的照明， 并

应制定夜间施工 的安全措施 。 施工用临时照明和机电设备线严禁

非电工乱拉乱接 。 同时还应经常检查线路的完好情况 ， 严防绝缘

破损漏电伤人 。

8. 0. 12 模板安装高度在 Zm及以上时 ，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的有关规定 。

8. 0. 13 模板安装时 ， 上下应有人接应 ， 随装随运 ， 严禁抛掷 。

且不得将模板支搭在门窗框上 ， 也不得将脚手板支搭在模板上 ，

并严禁将模板与上料井架及有车辆运行的脚手架或操作平台支成
一 体 。

8. 0. 14 支模过程中如遇中途停歇 ， 应将已就位模板或支架连接

稳固， 不得浮搁或悬空 。 拆模中途停歇时 ， 应将已松扣或已拆松

的模板 、 支架等拆下运走 ， 防止构件坠落或作业人员扶空坠落

伤人 。

8. 0. 15 作业人员严禁攀登模板 、 斜撑杆 、 拉条或绳索等 ， 不得



在高处的墙顶 、 独立梁或在其模板上行走 。

8. 0. 16 模板施工中应设专人负责安全检查 ， 发现问题应报告有

关人员处理 。 当遇险情时 ， 应立即停工和采取应急措施 ；待修复

或排除险情后 ， 方可继续施工 。

8. 0. 17 寒冷地区冬期施工用钢模板时 ， 不宜采用电热法加热混

凝土 ， 否则应采取防触电措施 。

8. 0. 18 在大风地区或大风季节施工时 ， 模板应有抗风的临时加

固措施 。

8. 0. 19 当钢模板高度超过 15m时 ， 应安设避雷设施 ， 避雷设

施的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4几。

8. 0. 20 当遇大雨 、 大雾 、 沙尘 、 大雪或 6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

气时 ， 应停止露天高处作业 。 5级及以上风力时 ， 应停止高空吊

运作业 。 雨 、 雪停止后 ， 应及时清除模板和地 面上 的积水及

冰雪 。

8. 0. 21 使用后的木模板应拔除铁钉 ， 分类进库， 堆放整齐 。 若

为露天堆放 ， 顶面应遮防雨篷布。

8. 0. 22 使用后的钢模 、 钢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后的钢模 、 柑架 、 钢楞和立柱应将粘结物清理洁净 ，

清理时严禁采用铁锤敲击的方法 。

2 清理后的钢模 、 析架 、 钢楞 、 立柱 ， 应逐块 、 逐榻 、 逐

根进行检查 ， 发现翘曲 、 变形 、 扭曲、 开焊等必须修理完善 。

3 清理整修好的钢模 、 析架 、 钢楞 、 立柱应刷防锈漆 。

4 钢模板及配件 ， 使用后必须进行严格清理检查 ， 已损坏

断裂的应剔除 ， 不能修复的应报废 。 螺栓的螺纹部分应整修上

油 ， 然后应分别按规格分类装在箱笼内备用 。

5 钢模板及配件等修复后 ， 应进行检查验收 。 凡检查不合

格者应重新整修 。 待合格后方准应用 ， 其修复后的质量标准应符

合表 8. 0. 22的规定 。

6 钢模板由拆模现场运至仓库或维修场地时 ， 装车不宜超

出车栏杆 ， 少量高出部分必须拴牢 ， 零配件应分类装箱 ， 不得散



装运输 。

7 经过维修 、 刷油 、 整理合格的钢模板及配件 ， 如需运往

其他施工现场或入库 ， 必须分类装人集装箱内， 杆应成捆 、 配件

应成箱 ， 清点数量 ， 人库或接收单位验收 。

8 装车时 ， 应轻搬轻放 ， 不得相互碰撞 。 卸车时 ， 严禁成

捆从车上推下和拆散抛掷。

9 钢模板及配件应放入室内或敞棚内 ， 当需露天堆放时 ，

应装入集装箱内 ， 底部垫高 100mm， 顶面应遮盖防水篷布或塑

料布 ， 集装箱堆放高度不宜超过 2层 。

表8. 0. 22 钢模板及配件修复后的质量标准

项 目
允许偏差

(rn们以）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

板面锈皮麻面，

背面粘混凝土
不允许钢

模
板

板面局部不平度

板面翘曲矢高 孔洞破裂 不允许

钢 ｝＊。二1．二 。 二 。 曲 。 六

结 ｝
‘以 阳 同

‘l久 四 ’困 四 八 ‘叫

”

卜
一

赢 晶
一

镇1, O

蕊2. 0

U形卡卡口残余变形 ｝ 镇1

焊点脱焊 不允许
彬架

钢楞及支柱长度

方向弯曲度

侧向平直度

零
配
件

提L八000

毛2.0



附录 A 各类模板用材设计指标

A. 1 钢材设计指标

A. 1. 1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 ， 应根据钢材厚度或直径按表 A. 1. 1-

l采用 。 钢铸件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A. 1. 1一 2采用 。 连接的强度

设计值应按表 A. 1. 1一 3、 表 A. 1. 1一 4采用 。

表 A. 1. 1一 1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 （N/mmZ)

钢 材

牌号

抗剪

fv

端面承压

（刨平顶紧）

fce

325

400

415440

剑
洲
粉
粉
训
到
渊

Q235钢

Q345钢

Q390钢

Q420钢

厚度或直径

(mm )

(16

>16? 40

>40? 60

> 60? 100

镇16

> 16? 35

>35? 50

> 50? 100

蕊16

> 16? 35

>35? 50

> 50? 100

镇16

> 16? 35

> 35? 50

> 50? 100

抗拉 、 抗压

和抗弯

f

215

205

200

190

310

295

265

250

350

335

315

295

380

360

340

325

注 ： 表中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 ， 对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系指截面中较

厚板件的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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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1. 1一2 钢铸件的强度设计值 （N/m时 ）

钢 号
抗拉 、 抗压和抗弯

f

抗剪

fv

端面承压 （刨平顶紧）

fce

ZG200一 400 155 90 260

ZG230一450 180 105 290

ZGZ70一 500 210 120 325

ZG310一 570 240 140 370

表A. 1. 1一3 焊缝的强度设计值 （N/m时 ）

构件钢材 ｝ 对接焊缝 角焊缝

焊接方法和
焊条型号 牌号

厚度或
直径
(mm )

抗压

厂

焊缝质量为下列

等级时，抗拉厂 抗剪

厂

抗拉 、 抗压
和抗剪

厂

nU

一

0

一

nU

一

0

八

b

一

0

一

。
白

一

2

1
土

一

9
自

一

Q
乙

】

2

自动焊、 半自
动焊和 E43型

焊条的手工焊

Q235

钢

自动焊、 半自
动焊和 E50型

焊条的手工焊

Q345

钢

Q390

钢
自动焊、 半自

动焊和 E55型

焊条的手工焊
Q420

钢

镇16

> 16? 40

>40? 60

> 60? 100

簇16

> 16? 35

> 35? 50

> 50? 100

簇16

>16? 35

>35? 50

> 50? 100

簇16

> 16? 35

> 35? 50

> 50一 100

215

205

200

190

310

295

265

250

350

335

315

295

380

360

340

325

一 级 、

二级

215

205

200

190

310

295

265

250

350

335

315

295

380

360

340

325

三级

185

175

170

160

265

250

225

210

300

285

270

250

320

305

290

275

125

120

115

110

180

170

155

145

205

190

180

170

220

210

195

185

注： 1 自动焊和半自动焊所采用的焊丝和焊剂 ， 应保证其熔敷金属的力学性能不

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GB/T 5293和 《低合金钢

埋弧焊用焊剂》GB/T 12470中相关的规定 。

2 焊缝质量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5的规定 。 其中厚度小于 smm钢材的对焊焊缝 ， 不应采用超声波

探伤确定焊缝质量等级 。

3 对接焊缝在受压区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厂 ， 在受拉区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取 厂 。

4 表中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 ， 对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系指截面中

较厚板件的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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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1. 1一4 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 （N/mmZ)

螺栓的性能等级、

锚栓和构件钢

材的牌号

普通螺栓
锚栓

承压型连接

高强度螺栓C级螺栓 A级 、 B级螺栓

拉

bt

翻

广

剪

by

斑

式

压

bc

剥

广

拉

bt

翻

片

剪

by

撇

此

滩

广

拉

at

洲

君

拉

ht

绷

片

撇

此

班

广

普通

螺栓

4. 6级、

4. 8级
170 14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5. 6级 210 190

8. 8级 400 320

锚栓
QZ35

’

钢 140

Q345钢 180

承压型连接

高强度螺栓

8. 8级 400 250

10. 9级 500310

构件

QZ35钢 305 405 470

Q345钢 385 510 590

Q390钢 400 530 615

Q42O钢 425 560 655

注： IA 级螺栓用于 d镇 24mm和 l毛 10d或l( 15Omm（按较小值）的螺栓； B

级螺栓用于 d> 24～ 或 l> 10d或Z> 15Omm（按较小值）的螺栓 。 d为

公称直径 ， l为螺杆公称长度 。

ZA 级、 B级螺栓孔的精度和孔壁表面粗糙度 ， C级螺栓孔的允许偏差和孔

壁表面粗糙度 ， 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5的要求 。

A. 1. 2 计算下列情况的结构构件或连接件时 ， 本规范第 A. 1. 1

条规定的强度设计值应乘以下列相应的折减系数 ：

1 单面连接的单角钢·

1） 按轴心受力计算强度和连接 0. 85;

2） 按轴心受压计算稳定性

等边角钢 0. 6+0. 0015久 ， 但不大于 1. 0;

短边相连的不等边角钢 0. 5+ 0. 0025入， 但不大于 1．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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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边相连的不等边角钢 0. 7;

久为长细比 ， 对中间无连系的单角钢压杆 ， 应按最小回转半

径计算 。 当几＜ 20时 ， 取 久 一 20;

2 无垫板的单面施焊对接焊缝 0. 85;

3 施工条件较差的高空安装焊缝连接 0. 90;

4 当上述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 ， 其折减系数应连乘 。

A. 1.3 钢材和钢铸件的物理性能指标应按表 A. 1. 3采用 。

表A. 1. 3 钢材和钢铸件的物理性能指标

弓单性模量E

(N/mmZ)
剪切模量 G

(N/mmZ)

线膨胀系数 a

（以每度计）
质量密度P

(kN/mm3)

2.06又105 0. 79只 105 12只 10
一 6 78. 50

A. 2 冷弯薄壁型钢设计指标

A. 2. 1 冷弯薄壁型钢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A. 2. 1一 1采用 、

焊接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A. 2. 1一 2采用 、 C级普通螺栓连接的强度

设计值应按表 A. 2. 1一 3采用 。 电阻点焊每个焊点的抗剪承载力

设计值应按表 A. 2. 1一 4采用 。

表A. 2. 1一 1 冷弯薄壁型钢钢材的强度设计值 （N/mr矿）

钢材牌号
抗拉 、 抗压和抗弯

f

抗剪

fv

端而承压 （磨平顶紧）

fce

QZ35钢 205 120 310

Q345钢 300 175 400

表A. 2. 1一2 冷弯薄壁型钢焊接强度设计值 （N/? "
)

构件钢材牌号

对接焊缝 角焊缝

压
＂

、
＂

撇

厂

拉
＂

L

耐

厂

工

公

日

抗剪

群

抗压 、 抗拉 、 抗剪

岸

Q235钢 205 175 120 140

Q345钢 300 255 175 195

注： 1 Q235钢与Q345钢对接焊接时， 焊接强度设计值应按本表中Q235钢一 栏

的数值采用 。

2 经 X射线检查符合一
、 二级焊缝质量标准对接焊缝的抗拉强度值采用抗压

强度设计值 。



表A. 2. 1一 薄壁型钢C级普通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 （N/m耐 ）

类 别
性能等级 构件钢材的牌号

4. 6级 、 4. 8级 QZ35钢 Q345钢

抗拉广 165

抗剪尺 125

承压 广 290 370

表A. 2. 1一4 电阻点焊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相焊板件中外层

较薄板件的厚度

t(rQrQ)

每个焊点的抗剪

承载力设计值

N二（kN)

）相焊板件中夕卜“
】较薄板件的厚度

}
'(mm ,

每个焊点的抗剪

承载力设计值

N暴（kN)

0. 4 0. 6 09
〕 5. 9

0. 6 1. 1 哎
d.

9
自 8. 0

0. 8 1. 7 n
甘.nj 10. 2

1. 0 2. 3
尸

a.Qd 12. 6

1. 5 4.0 ⋯ －

A。2。 2

表 A. 2.

1

2

注 ：

细比；

3

4

5

计算下列情况的结构构件和连接时 ， 本附录表A. 2. 1一 1一

1一 4规定的强度设计值， 应乘以下列相应的折减系数 。

平面格构式楞系的端部主要受压腹杆 0. 85;

单面连接的单角钢杆件：

1） 按轴心受力计算强度和连接 。． 85;

2） 按轴心受压计算稳定性 0. 6+0. 0014久；

对中间无联系的单角钢压杆 ， 几为按最小回转半径计算的杆件长

无垫板的单面对接焊缝 0. 85;

施工条件较差的高空安装焊缝 0. 9;

两构件的连接采用搭接或其间填有垫板的连接 ， 以及单

盖板的不对称连接 0. 9;

上述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 ， 其折减系数应连乘 。

钢材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A. 1. 3的规定 。63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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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1一3 木材的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 （N/mrnZ

横纹承压 fc，。。

强度

等级 组别
抗弯

fm

顺纹抗

压及承

压 fc

顺纹

抗拉

ft

顺纹

抗剪

fv
全表面

局部

表面

和齿面

拉力螺

栓垫

板下

弹性

模量

E

勺
咨

一

众
〕

一

众
U

一

比
口

一

民
〕

一

d
二

』

心
上
几

．

一

．

一

．

}

J

一

j

【

J

一

1
人

d

．
孟

一

11
一

，

土

一

11
一

，
1

一

11
一

A 17

TC17

A

TC15 l5

A

TC13 13

Tcll代

1O

9. 5

9. 0

9. 0

8. 5

8. 0

7. 5

2. 3 4. 6 } 10000

3. 6 9000

口
d

一

一

11

一

O
口

一

勺
‘

3
一

一

3

一

2

一

2

7, 0

TBZO

TB17

6. 3 8. 4 12000

7. 6 11000

TB15 6. 2 10000

八

乙

一

9
自

一

n

乙

一

11

11

一

月
味

一

nj
一

Q
口

12
一

n
一

10

TB13 9.0 2.4 } 3. 6 1 4. 8 8000

9
〕

一

O
曰

工

乙
几

一

八
〕

一

连
‘

一

no

11
】

Q
自

一

9
曰

一

9
曰

一

1
上

一

，

l
(

6
一

5
一

3
一

2
一

2
一

0
一

0
】

0
一

oo
一

6
一

4
一

2

l
一

1
一

l
一

l
一

l
一

1
一

i
一

l
一

i
一

i
一

l
一

1

,

l

一

O
一

月

r

一

只
〕

一

gd

,

l

一

O
自

一

，
上

一

月

．
人

一

，
土

TBll 11 1 10 } 8, O 2. 1 ! 3. 2 } 4. 1 7000

注： 计算木构件端部 （如接头处）的拉力螺栓垫板时， 木材横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应按
“

局部表面和齿面
”

一 栏的数值采用。

表A. 3. 1一4 不同使用条件下木材强度设计值

和弹性模量的调整系数

使 用 条 件
调 整 系数

强度设计值｝弹性模量
露天环境 0. 9 0. 85

长期生产性高温环境 ， 木材表面温度达 40一 50℃ 0。 8 0. 8

按恒荷载验算时 0. 8 0. 8

用在木构筑物时 0. 9 1.0

施工和维修时的短暂情况 1. 2 1. 0

注： 1 当仅有恒荷载或恒荷载产生的内力超过全部荷载所产生的内力的 80％时，

应单独以恒荷载进行验算 。

2 当若干条件同时出现时， 表列各系数应连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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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1一5 不同设计使用年限时木材强度设计值

和弹性模量的调整系数

设计使用年限
调 整 系 数

强度设计值 弹性模量

5年 1. 1 1. 1

25年 1. 05 1。 05

50年 1. 0 1. 0

100年及以上 0. 9 0. 9

A. 3.2 对本规范表 A. 3. 1一 1、 表 A. 3. 1一 2以外的进 口木材 ， 应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 。

A. 3. 3 下列情况 ， 本规范表 A. 3. 1一 3中的设计指标 ， 尚应按下

列规定进行调整 ：

1 当采用原木时 ， 若验算部位未经切削 ， 其顺纹抗压 、 抗

弯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可提高 15%;

2 当构件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不小于 15Omm时 ， 其强度

设计值可提高10%;

3 当采用湿材时 ， 各种木材的横纹承压强度设计值和弹性

模量以及落叶松木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宜降低 10%;

4 使用有钉孔或各种损伤的旧木材时 ， 强度设计值应根据

实际情况予以降低 。

A. 3. 4 进口规格材应由主管的管理机构按规定的专门程序确定

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 。

A. 3. 5 本规范采用的木材名称及常用树种木材主要特性 、 主要

进口木材现场识别要点及主要材性 、 已经确定的目测分级规格材

的树种和设计值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

GBS。。05的有关规定 。

A. 4 铝合金型材

A. 4. 1 建筑模板结构或构件 ， 当采用铝合金型材时 ， 其强度设



计值应按表 A. 4. 1采用 。

表A. 4. 1 铝合金型材的强度设计值 （N/mmZ)

牌 号
材料

状态

壁厚

(rnrn)

抗拉 、 抗压 、 抗弯

强度设计值

几涌

抗剪强度

设计值

几v

L场 Cs 所有尺寸 140 8O

LYll
Cz 成10. 0 146 84

Cs 10. 1? 20. 0 153 88

LY12 Cz

(5. 0 200 116

5. 1? 10. 0 200 116

10. 1? 20,0 206 119

LQ Cs
毛10.0 293 170

10. 1? 20. 0 300 174

项 目
板厚度
(rn们几）

注： 材料状态代号名称： Cz
一 淬火 （自然时效）; C一 淬火 （人工时效）。

A. 4. 2 当采用与本规范第 A. 4. 1条不同牌号的铝合金型材时 ，

应有可靠的实验数据 ， 并经数理统计确定设计指标后方可使用 。

A. 5 竹木胶合板材

A. 5. 1 覆面竹胶合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和 弹性模量应按

表 A. 5. 1采用或根据试验所得的可靠数据采用 。

A. 5. 2 覆面木胶合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应按

表 A. 5. 2采用或根据试验所得的可靠数据采用 。

A. 5. 3 复合木纤维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和 弹性模量应按

表 A. 5. 3采用或根据试验所得的可靠数据采用 。

表A. 5. 1 覆面竹胶合板抗弯强度设计值 （关m ）和弹性模量

板的层数

3层 5层

抗弯强度设计值 （N/m 时 ） 15 37 35

弹性模量 （N/mmZ) 15 10584 9898

冲击强度 （J/cmZ) 15 8. 3 7. 9

胶合强度 （N/mmZ) 15 3. 5 5. 0

握钉力 （N/mm ) l5 120 120



表A. 5. 2 覆面木胶合板抗弯强度设计值 （关m ）和弹性模量

项 目
板厚度

（们以rn)

表 面 材 料

克隆 、 山樟 桦木 板质材

平行方向 垂直方向 平行方向 垂直方向 平行方向 垂直方向

抗弯强度

设计值

(N/mmZ)

12 31 16 24 16 12. 5 29

15 30 21 22 l7 12. 0 26

18 29 21 20 15 11. 5 25

弹性模量

(N/mmZ)

12 11. 5只1沪 7. 3X10310火1034. 7/1034, 5X1039. 0火103

15 11. 5火1037. 1/10310只1035. 0X1034, 2火1039. 0火103

18 11.5XIO37,0X10310只1035. 4只1034.0X1038.0丫103

表A. 5. 3 复合木纤维板抗弯强度设计值 （关m ）和弹性模量

项 目
板厚度

(mm )

受力方向

横 向 纵 向

抗弯强度设计值 （N/mm ") )12 14? 16 27? 33

弹性模量 （N/mm ") )12 6. 0X103 6.0X103

垂直表面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 ") )12 > 1. 8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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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模板设计中常用建筑材料自重

常用建筑材料自重表

材料名称

胶合三夹板 （杨木）

胶合三夹板 （锻木）

胶合三夹板 （水曲柳）

胶合五夹板 （杨木）

胶合五夹板 （锻木）

胶合五夹板 （水曲柳）

铸铁

钢

铝

铝合金

普通砖

翻土空心砖

水泥空心砖

石灰炉渣

水泥炉渣

石灰锯末

水泥砂浆

素混凝土

矿渣混凝土

焦渣混凝土

焦渣混凝土

铁屑混凝土

84

自 重

0.019

备 注

kN／耐

kN／时

kN／澎

kN／耐

kN/mZ

kN／耐

kN／耐

kN／耐

kN/m3

kN／耐

kN/m3

kN／耐

kN/m3

kN/m3

kN／耐

kN/m3

kN／耐

kN／耐

kN／耐

kN／耐

kN/ma

kN／耐

0. 022

0. 028

0.030

0.034

0.040

72. 50

78. 50

27.00

28, 00

19. 00 P
一 2. 5

P
一 2. 5

久一 0. 81

11, 00? 4. 50 久二 0, 47

9. 8 290火290X140一 85块

10? 12

12? 14

3. 4 石灰 ，锯末～ 1,3

22? 24 振捣或不振捣

16? 17

10? 14

承重用

填充用

28? 65



材料名称 单位 自 重 备 注

浮石混凝土 kN／耐 9? 14

泡沫混凝土 kN／砰 4? 6

钢筋混凝土 kN/m3 24? 25

膨胀珍珠岩粉料 kN／耐 0. 8? 2. 5 干， 松散几～ 0.045一 0.065

水泥珍珠岩制品 kN／耐 3. 5? 4

入＜ 0.03

膨胀蛙石 kN／耐 0.8? 2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kN/m " 0. 5

稻草 kN/m3 1. 2

锯末 kN/m3 2? 2. 5

续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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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等截面连续梁的内力及变形系数

C。1

表C. 1一1

等跨连续梁

二跨等跨连续梁

荷载简图

弯矩系数
KM

剪力系数
Kv

崛 ！v· ｛撇｛Wl·
静载 一 0. 125}0. 375｝一 0. 625}0. 521

q

犷
以

黔
以
糕

0. 625

活载最大 10. 096｝一 0. 125}0. 437｝一 0.62510. 912

0. 625

活载最小

静载

0. 032

0, 156 一 0. 188}0. 312

一 0. 391

0. 911

｛
尸

BC
活载最大 ！0.2031一 0. 18810.406

一 0. 688

0. 688

一 0. 688

0. 688

1. 497

活载最小

静载

0. 047

0. 222 一 0. 333}0, 6671一 1. 333

一 0.586

1. 466

F

{｛厂 厂｛｛厂 333

BC 森｝活载最大 ｝。． 278}0. 333}0. 533｝一 1. 333}2. 505

1. 333

活载最小 ｝0.084 一 1. 042

注： 1 均布荷载作用下 ：M 一 KM以
“

,v 一 Kv以 ， w ? Kw 解
4

100EI

集中荷载作用下 ：M 一 KMFI,v 一 KvF, w 一 兀w

2 支座反力等于该支座左右截面剪力的绝对值之和 。

3 求跨中负弯矩及反挠度时， 可查用上表
“

活载最小
”

与静载引起的弯矩 （或挠度）相组合。

Fl3
10OEI

"

一 项的系数 ， 但也要

求跨中最大正弯矩及最大挠度时， 该跨应满布活荷载 ， 相邻跨为空载；求
支座最大负弯矩及最大剪力时， 该支座相邻两跨应满布活荷载 ， 即查用上
表中

“

活载最大
”

一 项的系数 ， 并与静载引起的弯矩 （剪力或挠度）相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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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简图

弯矩系数KM 剪力系数Kv
挠度系

数Kw

场 中 呱 中 人咏 VA
阮

阮
叨 1中 切 2中

r
蕊
！

j

、

飞
I

l
日

jl

一

引
几

Z
、

静载

活载最大

活载最小

0. 080

0. 101

一 0.025

0.025

0.075

一 0. 050

一 0. 100

0. 117

0.017

0. 400

0. 450

一 0. 600

0. 500

一 0. 617

0. 583

0. 677

0. 990

0, 313

0. 052

0. 677

一 0. 625

图

冷

见

c

静载

活载最大

活载最小

0. 175

0. 213

一 0.038

0. 100

0. 175

一 0.075

一 0. 150

一 0. 175

0. 025

0. 350

0. 425

一 0. 650

0. 500

一 0. 675

0. 625

1. 146

1. 615

一 0.469

0. 208

1. 146

一 0. 937

朋

（3)

静载

活载最大

活载最小

0. 244

0. 289

一 0.067

0. 067

0, 200

一 0. 133

一 0, 267

一 0. 311

0. 044

0. 733

0. 866

一 1. 267

l。 000

一 1. 311

1. 222

1. 883

2. 716

一 0. 833

0. 216

1. 883

一 1. 667

图 （1) 图 （2) 图 （3)

q

梦墩拱默散
书 上 十三 斗＝ 斗

研砂讼气
十 二斗 一 七 丰止 斗

砂犷韧弋
朴 二斗止 斗 已 斗

表C. 1一2 三跨等跨连续梁

注： 1 均布荷载作用下 ：M 一 KM试“ ,V 一 Kv以 ， ,Lv一 Kw

集中荷载作用下 ：M 一 KMFI,V 一 KvF, w 一 Kw

解
连

100EI

Fl3

100EI
"

2 支座反力等于该支座左右截面剪力的绝对值之和 。

3 求跨中负弯矩及反挠度时， 可查用上表
“

活载最小
”

一 项的系数 ， 但也要
与静载引起的弯矩 （或挠度）相组合 。

4 求某跨的跨中最大正弯矩及最大挠度时， 该跨应满布活荷载 ， 其余每隔一

跨满布活荷载； 求某支座的最大负弯矩及最大剪力时， 该支座相邻两跨应

满布活荷载 ， 其余每隔一 跨满布活荷载 ， 即查用上表中
“

活载最大
”

一 项

的系数 ， 并与静载引起的弯矩 （剪力或挠度）相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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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1一3 四跨等跨连续梁

弯矩系数KM 剪力系数Kv 挠度系数Kw
荷载

简图 呱 中 ｝呱 中 IM岐 ｝从友 ｝钱
阮 ｝低
V防 ｝竹右

忆叻中 ｝ 锐佗中

静载｝0.077}0.036】一 0.107】一 0,071}0.393｝一 0. 607｝一 0.464}0.632}0. 186

活载

最大

活载

最小

536
｝
。·‘6'

{ }
·620

！
一 O·57'

}
O·967
｝
。·660

60310. 571} l

门
）

.

一

o

月

匕
月
任
月
任0.0. 100}0.098!0. 1211一 0, 107

拱

［
入
，
夕

训
犯

右
令
江

IJL

产

l

/
‘
戈

一 0.023｝一 0.045}0.013!0.018 一 0. 307｝一 0. 558

静载 ｝0. 169}0. 116｝一 0. 161｝一 0.10710.3391一 0 079
八

O

叮
I

左
工

内

b

八
U

月

I

江
人

庄
人

月

h
}

0

。

左
人

．

八

匕

0

.

0

}

o

一

。

11

11

产

O

刀
仕

00

连
止

八

b

只
U

只

ULI
口

．

只
U

．

只
U

nU

.

一

o

八
〕

勺
乙庄人0.活载

最大

活载

最小

0.210!0.183！一 0.181！一 0.161 581

0.409

1. 121
见

图

（2)
一 0.040｝一 0.067!0.020!0.020 一 0.460｝一 0.711

静载 ｝0. 238}0.1111一 0.2861一 0.191}0.714｝一 1.2861一 0.905

活载

最大

活载

最小

} } } } }
’·

0.256}0.222｝一 0.321｝一 0.28610.857｝一 1

1.764

2.657

0.573

838八
〕

尸

00
〕

n
)

0

，
上

OJ

O
〕

．

11

.

11

.

o

一

1

飞
上

尸

O

乃
乙

庄
上

八
U

Cj

月

I

nU

.

9
曰

见

图

（3)
一 0.071】一 0. 119}0.036}0.048 一 0.819｝一 1.265

图 （l) 图 （2) 图

F F FF

(3)

FF FF

注： 同三跨等跨连续梁 。

88



卜
闪
0
．

洲

�D

O
的
6

.

0

-

的
的
00

.

0

-

对
6
卜

．

0

-

的
的
L

.

0

-

91
卜

．

0

-

卜
卜

？
O

-

OO
帅

？
O

-

co6
明

．

0

-

OO
的
的

．

0

-

OO
洲

瞬
．

0

-

aO
卜
邸

．

0

-

的
的
寸

．

0

-

长
崛
。

洛

寸
9
寸

．

0

闪
9
娜

，

O

OO
的
寸

．

0

卜
的
寸

．

0

帅
的
劝
．

0

寸
的
寸
，

O

闪
帅
呻

．

0

O
的
寸

．

0

的
寸
洲

．

0

9
寸
卿

。

O

的
寸
寸

．

0

O
邸
邸

．

0

的
的
娜

．

0

长

蟹
洛

贬口 ，尹 州闷 七口 C) O勺 O勺 《口 皿乃 心口 〔、 Cot 、

口） 尸 叫 亡心 t户 t卜 Cj 办口 口勺 仪） 尸 叫 刘州 口门 C目
C， 尸叫 甲

～ 叫 甲
－ 叫 甲～ 月 办】 今】 O口 办〕 口〕 口， 州闷 以勺

. . . . . . ． ⋯ ⋯

00OC 〕 OC ) OC ) OC , OC 〕 C)

coo
洲

．

0

卜

OT
.

0

tOOt
。

O

寸

01
.

0

寸
O
洲

．

0

仍

01
.

0

闪

01
.

0

TOT
.

0

OOT
.

0

660
.

0

0060
.

0

卜

60
.

0

960
.

0

滩
尸
卜

队
陪
阵

蓄
驯
伶
露
岭
喝
燕
牌

（

玉
）

叫

芍

只

戴
帐
于
邢

llA
只
斌

八

已
·

之
洲

纂
苍

x

献
暖
任
粥
”

毒
裂
韧

拭

令

纸

卞

的

TO
.

T

-

的

16
.

0

-

的
洲

CO
。

O

-

N
卜
卜
．

0

-

工

们
卜

。

O

-

600
?
O

-

卜
寸

？
O

-

寸
O

?
O

-

Tg
的
．

0

-

9
洲

的
．

0

-

工

卜
寸
．

0

-

甘
Z
洲

．

0

-

帅
L
的

．

0

-
目

coCO
寸

．

洲

卜
帅
帅

．

1

OOCO
洲

．

1

0021
.

T

690
.

1

洲

TO
．

洲

的
的
6

.

0

9600
.

0

6
阅
00

.

0

洲
OO
卜

．

0

6
囚
卜

．

0

9
卜
9

。

O

的

Ng
,

O

长
暇

声
户

劝

60
．

洲

�D

9
卜
0

.

0

-

帅
卜
00

.

0

-

6
的
co

.

0

-

的

Oco
.

0

-

寸
卜
卜

．

0

-

瞬
寸
卜

．

0

-

61
卜

．

0

-

的
6

?
O

-

洲
卜

？
O

-

的
的

？
O

-

6
的

？
O

-

的
囚

？
O

-

-K
暇

目
洛

寸

60
.

0

-

的
闪
0
.

0

帅
闪
1

.

0

191
.

0

的

61
.

0

9
囚
囚

。

O

帅
瞬
囚

．

0

100
囚

．

0

的
O
的

．

0

9
闪
的

．

0

的
娜
的

。

O

洲

9
的

．

0

帅
卜

的
．

0
爱

娜
6
帅

．

0

-

卜
卜
寸

．

0

-

瞬
卜
的

．

0

-

6
的
帅

．

0

-

的
O
的

．

0

-

邸
卜
囚

．

0

-

的
寸
N

.

0

-

6
叫

闪
．

0

-

的

61
.

0

-

瞬
卜
1

.

0

-

瞬
瞬
洲

．

0

-

OCO
洲

．

0

-

心

NT
.

0

-

一
｝

u
日
心

帅
洲

瞬
．

0

卜
洲
寸
．

0

O
帅
们

．

0

86
囚

．

0

卜
9
闪

！

O

卜
的
囚

．

0

60
闪

．

0

的
co
洲

．

0

卜
瞬
T

.

0

的
的
1

.

0

［

洲

洲

．

0

060
.

0

O
卜
0
.

0
富

的

00
.

0

a000
.

0

的

10
.

0

610
.

0

9
闪
0

.

0

的
帅
0

.

0

O
甘
0
.

0

卜
哪
0

.

0

的
帅
0

.

0

090
,

O

的

90
.

0

O
卜
0
.

0
富

就
麟
朋
髻
汾
降
劣
11

甲
N

．

口

形

画

缠

燕

撑

氨
铸
只
概
＂

裂
枷
名
卜
叹
举
燕
担
姆
沉
禅
轶
绷
划
劣
汁
跨

凶
．

Q

的
．

N

的
N

．

囚

0
.

N

6
.

1

8
.

t

卜
．

1

9
。

工

的
．

1

寸
！

洲

的
．

1

N
.

1

1

.

T

0
.

1
畏

89



闪
卜
2

.

1

工

的
洲

．

洲

工

的
0

.

T

的

006
.

0

卜
帅
6

.

0

0000
.

0

的
邸
8

.

0

006
卜

。

O

的
的
卜

．

0

000
卜

．

0

的
9

?
O

的
N

?
O

的

OO
的

．

0

9

哪
的

．

0

闪
工

的
．

0

的
OO
寸

．

0

09
咄

．

0

O
的
寸

．

0

19
寸

．

0

只
峭
姐

夕
闪
帅
6

.

0

-

69co
.

0

-

卜
6
卜

．

0

-

T

卜
卜

．

0

-

卜
寸
卜

．

0

-

娜
N
卜

．

0

-

呻
O
卜

．

0

-

田
们

？
O

-

89
?
O

-

闪
的

？
O

-

6
仍

？
O

-

卜
N

?
O

-

卜
工

？
O

-

000
?
O

-

NO
?
O

-

的
O
旧

．

0

-

帅
6
的

。

O

-

的
O
的

．

0

-

90
的

．

0

-

杖
碱

省
洛

井
岔
纲
姆
宾
怜
崛
燕
舰

O
卜
仍

．

0

卜
O
帅
．

0

O
帅
N

.

0

O
囚
2

.

0

的
O
闪

．

0

000OT
.

0

691
.

0

洲
的
T

.

0

寸
的
T

.

0

QOT
工

．

0

的
O
洲

．

0

6
的
O

,

O

的
卜
0

.

0

闭

90
.

0

工

的
0

.

0

O
洲
0

.

0

叫

帅
0
.

0

NNO
.

0

的

10
。

O

只
碉
哎
峨

（

虽
丫
等

X

戴
咯
于
粥
”
只
椒

（

日
·

虽
〉

｝

苍

x

氨
吸
任
邢
“
裂
枷

拭

令

城

卞

N
叫

洲

．

0

工

洲
洲

．

0

01
1

.

0

60
洲

．

0

601
.

0

的

OT
.

0

卜

01
.

0

卜

OT
.

0

gOT
.

0

的

01
.

0

洲
O
洲

．

0

的

01
。

O

州

01
,

O

00
洲

。

O

0060
.

0

960
.

0

寸

60
.

0

闪

60
.

0

0000
.

0

长
碱
〕
峭

O
瞬
囚

．

叫

的
闪
洲

．

洲

000
.

1

O
的
6

.

0

000
.

0

O
的
00

.

0

0000
.

0

O
的
卜

．

0

00
卜

。

O

O
的

？
O

00
?
O

O
的
的

．

0

00
的

．

0

O
的
娜

．

0

00
寸

．

0

O
帅
的

．

0

00
帅

．

0

O
的
囚

．

0

OON
.

0

着
卜

张
哪
琐
教
珊
跨
智
川

CO
的
6

.

0

-

甘
的
co

.

0

-

100
卜

．

0

-

的
的
卜

．

0

-

工

的
卜

．

0

-

000
卜

．

0

-

卜
co

?
O

-

的
9

?
O

-

T
帅

？
O

-

9
的

？
O

-

闪
闪

？
O

-

O
洲

？
O

-

00
?
O

-

闪
6
的

．

0

-

gco
的

．

0

-

NOO
帅

。

O

-

Oco
叻

．

0

-

000
的

．

0

-

帅
OO
旧

．

0

-

侧

夕

的

90
。

O

9
对
洲

．

0

6
工

N
.

0

的
寸
闪

．

0

OgN
.

0

N6N
.

0

们
t

的
．

0

闪
的
的

。

0

O
寸
们

。

O

帅
9
的

．

0

OO
卜
的

．

0

00
的

．

0

00
寸

．

0

coo
娜

．

0

寸
1

寸
．

0

的
工

寸
．

0

ON
哪

．

0

O
闪
甘

．

0

卜
工

寸
．

0
爱

的
帅
洲

．

0

-

寸
的
的

．

0

-

[

OON
.

0

-

的
的
囚

．

0

-

工

的
N

.

0

-

的

ON
。

O

-

卜
阅
洲

．

0

-

的
9
洲

．

0

-

T

帅
1

.

0

-

9
的
1

.

0

-

闪
N
洲

．

0

-

011
.

0

-

OOT
.

0

-

N6O
.

0

-

9000
.

0

-

闪

000
.

0

-

OcoO
.

0

-

OcoO
.

0

-

的
的
0
.

0

-

督
答

岔
燕
稚

哪
哪
帅

。

O

6
卜
囚

．

0

6
工

N
.

0

90
洲

．

0

对
卜
1

.

0

的
的
T

.

0

的
仍
洲

．

0

的
工

叫

。

O

洲

60
。

O

9
卜
0
.

0

OO
的
0
.

0

工

娜
0

.

0

的
囚
0
.

0

010
.

0

900
.

0

-

工

囚
0
.

0

-

的
的
0
.

0

-

6
娜
0
.

0

-

帅

90
.

0

-
睿

甲
N

．

口

琳

困

坦

燕

但

闪

00
.

0

曰

10
.

0

寸
闪
0
.

0

O
的
0
.

0

9
的
0
.

0

的
洲
0
。

0

6
寸
O
。

O

的
的
0
.

0

TgO
.

0

990
.

0

闪
卜
0
.

0

9
卜
0
.

0

0000
.

0

仍

000
.

0

9000
.

0

卜

000
。

O

c000O
.

0

8000
.

0

卜
的
0
.

0
富

的
．

囚

的
闪

．

囚

0
．

闪

6
．

洲

00
.

1

卜
．

T
？
工

的
．

洲

对
．

T

帅
．

T

N
．

洲

工

。

叫

0
.

1

6
!

O

00
.

0

卜
．

0
?
O

的
．

0

寸
．

0
畏

9O



，侧
日
口
日
日
口
划
l

口
目
日
日
日
日
口
日
日
r

苏

。
闰

叫

国

叫

�D
“

夕

（

。

I
、

。
）

中

111
省

(

,
9

＋
、

鲁
！

，
、

。
）

很
11

参

、

!

le-

]

'

b

鲜
一

一针
1
门
J
斗

目
日
划
l
-

口
目
日
日
口
口
“
"
-

苍

11
国

叫

山

叱

�D
”

夕

N

苍

如
l
。

省

。
．

1

'

.

比
co

。

．

伟

派
仕

。
吮
之
曰

习
f
．

。

日
〔二
一

一

t

一

t
·
.

? ． 门卜

一 ～ 门卜

一 口，

目 ～ 呻卜

川
似

口
目
日
口
划
、
�D
.

-

口
日
目
日
口
日
�D
l

-
es

叫

“
门

叫

谓
�D
。

君

出
�D
11

若
V

(

q

！

邑

倔
11

奢

．

。
、

囚

出

汁
�D
.
.

1
．

引
�D
-
�D
斗

争
�D
�D
二

目
日
日

目

11

口
目
目
目
日
日
日
目
目
目

叫

。
国

叱

国

叱

�D
11
声
译

试
�D
。

若
峨

刹舅
}1

爵

权
袂
燕
但

困

滚
画
洛

只
侧

只
称

裂
韧

侧
举

艰
侧
羁
＂

裂
韧
尹

只
概
尹

只
以
名
就
钡
啪

哟

O

报

侧
举
＂

星
伽
＂

只
概
＂

只
喊
名
以
钡
唤

内
。

Q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