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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剪力墙结构中滑模施工技术应用分析
薛行超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8）

摘　要　剪力墙结构作为一种建筑结构新形式，在高层建筑中应用广泛，其具有刚度大、整体性良好、抗侧能力

强等优势，深受建筑施工者的青睐。而滑模施工技术是一种新型、高效的施工技术，具有施工效率高、抗震性能强、

作业安全等优势，能够满足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的要求，应用频率较高。本文以某高层建筑工程为例，对滑

膜施工技术在剪力墙结构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提高施工技术应用水平，保障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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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膜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应用广泛，作为一种

新型施工技术，具有施工效率高、抗震性能强、作业

安全等优势。高层建筑多为竖向结构，包括剪力墙、

框架梁柱等，采用滑模施工技术十分适合。且剪力墙

是高层建筑主要承受荷载的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加强对滑模施工技术在高层建筑剪力墙结构中的

应用与研究十分必要。

1 高层建筑剪力墙结构及滑模施工技术概述

剪力墙也被称作结构墙，是目前建筑常用的一种

结构形式，适用于高层建筑，主要指建筑物中用于承

受外界环境因素导致的水平荷载的钢筋混凝土墙体，

同时也能够承受不同荷载下形成的内力，能够进一步

加强对结构水平力的控制，有效提高整体结构的稳定

性，在高层房屋建筑中十分常见 [1]。

滑模施工包括诸多施工工艺，如模板、动力滑升

设备等，另外也包括诸多配套施工工艺。目前，滑模

施工主要将液压千斤顶作为其主要滑升动力，在动力

的影响下，模板与滑框可以沿着初步成型混凝土，逐

渐移动至后模板的表面，在模板上口对混凝土进行分

层，之后在套槽中完成浇筑，通常情况下各层的厚度

低于 3cm，待混凝土达到一定的强度后，将机具提升至

相应的高度，在这一作用下加快模板套槽的滑动，达

到连续性施工作业的效果，直至达到设计高度，完成

施工任务。对该项技术的优势进行分析，主要体现在

无需使用固定模板，所以施工阶段并不需要借助大量

固定模板，位置及方向的主要依据只是拉线、激光等。

因此该项技术具有极高的机械化水平，有助于提高施

工效率，且占用面积减少，能够提高整体结构的稳定性，

另外还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有助于提高建筑企业的综

合效益 [2]。对高层建筑而言，通常情况下建筑结构采

用竖向结构，具体由剪力墙、框架梁柱等构成，因此

滑模施工技术十分适用。同时剪力墙是房屋或建筑物

承载水平荷载的主要结构，在高层建筑中占据重要地

位，所以加强对剪力墙结构中滑模施工技术的研究十

分必要。

对滑模装置的运行原理进行分析，滑模装置由多

个子系统构成，如模板系统、施工平台、监控系统等。

在提升系统中，液压千斤顶目前应用广泛，通过安全

可靠的液压系统提升模板，因此多被称作液压滑模法。

模板系统主要使用滑升模板，可以作为现浇混凝土的

成型胎膜，具有活动性的特点，主要由工具模板、提

升机具等构成，工具式模板由多个标准模板组成，根

据设计的相应形状拼接形成。在两侧模板间，产生一

个活动套槽。实际施工阶段，通过对提升机具的利用，

工具式模板能够向上滑升。在模板的上口分层中，在

套槽内进行混凝土的浇灌处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模

板内下层混凝土的强度不断提高，通过对提升机具的

合理运用，套槽能够沿着已浇灌混凝土壁逐渐滑升，

混凝土浇灌与滑升同时进行，成型混凝土处于脱模的

状态。在这一过程中，直到达到设计高度，通常在施

工任务完成前，模板无需拆卸或重新组装，有效提高

施工质量。

2 剪力墙结构设计要点

对高层建筑而言，其受力构件主要包括剪力墙、

框架柱、梁、楼板等，而剪力墙作为一种竖向构件，

有助于生成结构侧力刚度，也是高层建筑最为重要的

一个构件，具有极强的承载性能，不但可以承受竖向

荷载，也可以承受多数水平荷载。该工程项目受力主

体结构主要为平面剪力墙，剪力墙体系稳定。其中单

片剪力墙具有较强的承受性能。作为一种刚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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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的位移曲线具有弯曲性，其强度、刚度均具备

良好的延展性，传力直接、均匀，具备良好的整体性

和抗荷载性能。与单纯框架形式或者框架与剪力墙混

合形式相比，更具应用优势，结构设计的要点包括以

下几点。

2.1 合理定位

对剪力墙进行布设时，尽可能按照主轴或者其他

方向进行双向布设。剪力墙结构的设计具有抗震设计

要求，单向有墙的结构形式难以满足要求。在平面布

置方面，应确保其对称和均匀，使墙面的结构与质量

处于一定的重合状态，有效降低扭矩 [3]。在内外剪力墙

方面，需要进行拉通，确保其对直。

2.2 明确厚度

按照相关技术规程要求中的剪力墙截面尺寸，该

工程按照相应的抗震等级合理设计截面厚度，对底面

加强部位而言，需要大于层高，具体应大于 200mm；

对其他部位来说，同样也需要大于层高，具体应大于

160mm。

2.3 大墙肢处理

剪力墙结构应具备良好的延展性，针对高宽比＞

2，细高状的剪力墙，设计时极易将其作为延性剪力墙，

具有抗弯曲破坏性能，能够有效防止受到脆性导致的

剪切破坏。如果墙长度较长，为了满足各墙段高宽比

＞ 2的要求，可以采用开洞等方法对长墙进行分割，

在此基础上生成多个独立墙段，占用面积小，分布均匀。

除此之外，如果墙段长度较小，能够减少其受弯形成

裂缝的宽度，进而保证墙体配筋支持作用的有效发挥。

针对剪力墙结构，如果一些墙肢的长度超过 8cm，

基于理论计算结果，楼层中大墙肢可承受大部分剪力，

但是受到地震或者其他强烈震动的影响，大墙肢也最

易受到破坏，如果小墙肢配筋不足，极易对整个墙面

结构造成破坏，因此应加以重视。

2.4 连梁超筋的处理

连梁超筋的主要原因在于剪力与剪压比要求不符，

多发生于剪力墙结构中总高度 1/3的楼层。墙段在平面

结构中长度大，中部的连接梁极易出现超筋现象。特

别是在墙梁中墙肢节目高度、大小差异较大，连梁超

筋现象在墙肢部位也十分常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设计时当剪力墙和梁在相同平面时，计算时对梁端

采用刚接计算；当两者不在同一平面，应保证梁钢筋

的锚固长度合理；如果剪力墙的厚度浇薄，应适当减

少梁钢筋锚固长度的水平段。

3 滑模施工技术方案

3.1 设计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

滑模技术的应用不能单纯依靠施工经验，在项目

前期设计过程中，应全面分析滑模施工技术的特点、

经济性，明确决定采用该项技术时，高层建筑在建筑、

结构、设备等方面的设计均需要按照滑模施工技术进

行设计，特别是高层建筑的平面设置、结构形式等要素，

均需要认真考虑滑模施工工艺的应用实际 [4]。

3.2 合理设置滑模装置

滑模施工技术的应用需要借助相应的滑模装置，

不但需要采用常规通用构件，部分装置应随着高层间

结构类型、平面布设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滑模装置具

有较强的专业性，所以在滑模施工时，应充分结合滑

模施工特点，合理选择结构类型和平面设置方法，在

施工图设计时，基于施工特点进行科学设计，为后续

施工的顺利进行夯实基础。

3.3 保证平台的刚度与稳定性

首先，加强对相关材料设备数量的控制，确保其

布设均匀。其次，提高垂直支撑系统的稳定性，增加

一些剪刀撑。最后，如果存在建筑布局不规则的情况，

结构的设计应以建筑布局为基础，采取可行的构造方法。

4 滑模施工技术的应用要点

4.1 混凝土质量

滑模技术的应用对混凝土性能质量有较高的要求。

为了确保混凝土质量，应做好配比设计工作，混凝土

的配比是否合理决定其质量优劣，也是保证后续滑模

施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混凝土原材料应按照配比

要求，确保原材料质量合格，需要施工单位择优选择

原材料。入模坍落度是一项重要指标，对混凝土输送、

保温、初凝时间均具有直接影响，应加以重视。在混凝

土拌合的质控方面，可采用硅酸盐水泥，确保配比设计

与施工设计强度等级、施工现场温度、滑升速度等相符，

通过试验室进行试配明确相关参数。另外，混凝土和易

性对滑模施工也有直接影响，施工人员应加以关注。

4.2 混凝土施工

混凝土施工应掌握以下要点：（1）对混凝土进行

浇筑前，对模板进行均匀洒水，使其能够充分湿润。（2）

混凝土浇筑应注重分层，对各层进行铺筑的过程中，

所采用水泥砂应按照 1:2的比例铺设在墙板底部。通常

情况下，各层厚度应保持在 3cm~5cm。完成分层铺筑

后，严格控制整体浇筑厚度，保持在 60cm~70cm。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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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分层浇筑应严格控制间隔时间，避免超过水泥的

初凝时间。（3）分层分区浇筑是混凝土施工的重点，

为了避免发生离析现象，在模板浇筑时，避免直接使

用吊斗或布料杆，应确保其均匀性，及时卸在受料平台，

将其转移到模板内。（4）混凝土浇筑应遵循对称性原则，

加强对摊铺作业的重视。另外，应避免对钢筋造成污染，

对后续施工造成影响。（5）砼振捣过程中，需要使振

捣器插入前一层砼 50mm内，同时注意施工时避免振

捣棒与支撑杆、钢筋及模板直接基础。避免振捣的时

间过长，通常以 10s~30s为宜，插入应迅速，拔出则缓

慢，泛出浆液且不存在气泡后可停止振捣，避免振捣

时间不当对混凝土面板质量造成影响。模板滑升时，

避免进行砼振捣施工 [5]。

4.3 模板的滑升

模板滑升应掌握以下施工要点：（1）初滑过程中，

应加强对滑升行程的控制，避免滑升行程过多，可以

将一个千斤顶的行程适当提高，减少沾模等问题的发

生。初滑的主要目的在于检测滑模装置的带负荷情况，

通过准确判断明确具体的出模时间和滑升速度。（2）

滑模施工应确保模板滑升速度和混凝土初凝程度的协

调性，所以应加强检测，对出模混凝土贯入阻力值进

行检测，如果在 5kPa~35kPa这一范围内，能够进行正

常滑行，也就是按照各层浇筑 200mm~300mm滑升 9~12

个行程，模板滑升时，每隔一段时间应滑升 1~2个行程。

另外，模板滑升速度极易受到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如

支撑杆荷载及运行情况、混凝土的硬化性能、施工现场

温度等，施工人员应综合考虑，通过试验明确。（3）

待滑升到顶部后，最后一层确保一次完成浇筑，同时应

将其浇筑在相同水平面。（4）混凝土最后一层浇筑 4h内，

每隔 30min进行 1次提升，直至模板和砼不粘连为止。

4.4 钢筋的制作、安装

首先，通过绑扎搭接调压井受力钢筋，制作后的

材料通过塔吊运输到滑模平台，进行绑扎处理。但是

要避免平台堆放过多钢筋以及集中堆放，沿着外壁均

匀堆放。其次，为了加强对钢筋保护层的控制，可预

制适量砂浆块，共同进行钢筋绑扎和模体滑升施工。

浇筑作业结束后，将电渣压力焊用于暗柱竖筋，接头

位置在板面上约 1.5m，各层均设置一次接头。

4.5 施工纠偏

因为滑模操作平台与模板结构空间的范围较大，

所以施工时应避免操作平台出现偏移、扭转等不良情

况，加强对建筑物垂直偏差的控制，保持在高度的 0.1%

之内，且不可超过 50mm。滑模施工的纠偏方法较多，

应结合实际合理选择。纠偏应缓慢进行，严格控制施

加纠正力，如果力度过大极易导致滑模装置变性，对

支撑杆的承载性能造成不良影响。纠偏结束后，及时

将其他措施解除，避免发生过纠问题。

4.6 滑模施工技术的其他应用思路

为了进一步提高施工质量，还需要注重创新，基

于对施工情况的分析，运用新思路进行施工。具体包括：

（1）通常情况下，在千斤顶和提升架横梁之间进行升

降调节器的安装，用于液压滑模、爬模的千斤顶只可

升高，无法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注重升降调

节器的设计，优化其结构，新设计装置采用纠偏调节

装置，且配备相应的活动支架，安装位置并未发生改变，

同时能够避免发生相关问题。（2）对支撑杆布局进行

优化，将外墙设置在窗口部位，内墙和内柱梁设置在

体外滑模，采用常规方法，外墙的支承杆则设置在窗

间墙内，有助于提高施工质量及效率。（3）外墙与电

梯井筒中的提升架立柱接长，对提升架使用纠偏装置，

使其两根立柱长度相等，并且将一个连接板焊接在外

墙外侧与电梯井筒内提升架立柱之间，通过螺栓有效

连接，合理控制其长度，将滑道槽钢和纠偏调节装置

的安装部位为接长段下侧，纠偏装置主要组成部分包

括螺母、支架、连接板、滑轮等，支架端部的滑轮与

墙面相贴近。（4）对爬模模板来说，可采用分段后退

的方法，使其移植到滑膜，进而能够全面清理滑模及

钢筋间缝隙的杂质。（5）将伸缩销替代滑条，目前多

数滑模均将焊条直接焊接在模板面上，插板通过滑条

进行定位与滑动。

5 结语

综上所述，因为滑模施工具有机械化程度高、施

工效率高、结构稳定性强、安全性高等优势，目前已

成为高层建筑结构施工的常用方法。在实际施工时，

施工人员应充分结合工程实际，合理设计，严格控制

施工各环节，以保证施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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