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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807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承插型

盘扣式钢管支架安全技术规程》的公告

现批准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安全技术规程》为

行业标准 ， 编号为JGJ231
一 2010， 自2011年 10月 1日起实施 。

其中 ， 第3. 1. 2、 6. 1. 5、 9. 0. 6、 9. 0. 7条为强制性条文 ， 必须

严格执行 。

本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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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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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吐 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2008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 、 修订计划 （第 一 批）的通知》 （建标 ［2008]102号）

的要求 ， 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 参考

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 制

定本规程 。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 总则 ； 2 术语和符号；

3 主要构配件的材质及制作质量要求； 4 荷载 ； 5 结构设计

计算； 6 构造要求； 7 搭设与拆除； 8 检查与验收； 9 安全

管理与维护 ； 以及相关附录 。

本规程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 必须严格

执行 。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 ， 由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 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 请寄送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新金路 34号 ， 邮编 ： 226300） 。

本 规 程 主 编 单 位 ：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锡山三建实业有限公司

本 规 程 参 编 单 位 ： 东南大学

无锡速接系统模板有限公司

无锡速捷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速建脚手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市前友工程咨询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捷安建筑脚手架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院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 ： 易杰祥 郭正兴 邹明 武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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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总 则

1. 0. 1 为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的设计 、 施工 与验收中， 贯

彻执行国家现行安全生产的法律 、 法规 ， 确保施工人员安全 ， 做

到技术先进 、 经济合理 、 安全适用 ， 制定本规程 。

1. 0. 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等施工 中采用承插型

盘扣式钢管支架搭设的模板支架和脚手架的设计 、 施工 、 验收和

使用 。

1. 0. 3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双排脚手架高度在 24m以下时 ， 可按

本规程的构造要求搭设 ； 模板支架和高度超过 24m的双排脚手

架应按本规程的规定对其结构构件及立杆地基承载力进行设计计

算 ， 并应根据本规程规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

1. 0. 4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的设计 、 施工 、 验收和使用除应

符合本规程外 ，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 语

2. 1. 1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 disklocksteeltubularScaffold

立杆采用套管承插连接 ， 水平杆和斜杆采用杆端扣接头卡入

连接盘 ， 用楔形插销连接 ， 形成结构几何不变体系的钢管支架 。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由立杆 、 水平杆 、 斜杆 、 可调底座及可调

托座等构配件构成 。 根据其用途可分为模板支架和脚手架两类 。

2. 1. 2 立杆 standingtube

杆上焊接有连接盘和连接套管的竖向支撑杆件 。

2. 1. 3 连接盘 diskplate

焊接于立杆上可扣接 8个方向扣接头的八边形或圆环形

孔板 。

2. 1. 4 盘扣节点 disk一 piniointnode

支架立杆上的连接盘与水平杆 、 斜杆杆端上的插销连接的

部位 。

2. 1. 5 立杆连接套管 connectCollar

焊接于立杆 一 端 ， 用于立杆竖向接长的专用外套管 。

2. 1. 6 立杆连接件 pinforcollar

将立杆与立杆连接套管固定防拔脱的专用部件 。

2. 1. 7 水平杆 ledger

两端焊接有扣接头 ， 且与立杆扣接的水平杆件 。

2. 1. 8 扣接头 wedgehead

位于水平杆或斜杆杆件端头 ， 用于与立杆上的连接盘扣接的

部件 。

2. 1. 9 插销 wedge

固定扣接头与连接盘的专用楔形部件 。



2. 1. 10 斜杆 diagonalbrace

与立杆上的连接盘扣接的斜向杆件 ， 分为竖向斜杆和水平斜

杆两类 。

2. 1. 11 可调底座 basejack

安装在立杆底端可调节高度的底座 。

2. 1. 12 可调托座 U-- headiack

安装在立杆顶端可调节高度的顶托 。

2. 1. 13 挂扣式钢梯 ladder

挂扣在支架水平杆上供施工人员上下通行的爬梯 。

2. 1. 14 挑架 Sidebracket

与立杆上连接盘扣接的侧边悬挑三角形析架 。

2. 1. 15 挂扣式钢脚手板 Steeldeck

挂扣在支架上的钢脚手板 。

2. 1. 16 连墙件 anchoring

将脚手架与建筑物主体结构连接的构件 。

2. 1. 17 双槽钢托梁 doublechannelsteelbeam

两端搁置在立杆连接盘上的模板支架专用横梁 。

2. 1. 18 垫板 baseplate

设于底座下的支承板 。

2. 1. 19 挡脚板 toeboard

设于脚手架作业层外侧底部的专用防护件 。

2. 1. 20 步距 liftheight

同一 立杆跨距内相邻水平杆竖向距离 。

2. 2 符 号

2. 2. 1 荷载和荷载效应

凡 �D 作用在连接盘上的竖向力设计值 ；

M谕�D 风荷载设计值产生的弯矩 ；

呱 又
�D 设计荷载下模板支架抗倾覆力矩 ；

M士
�D 设计荷载下模板支架倾覆力矩 ；



N �D 立杆轴向力设计值；

Nk�D 立杆传至基础顶面的轴向力标准组合值 ；

NGIK
�D 脚手架立杆承受的结构自重标准值产生的轴向力 ；

NGZK�D 构配件自重标准值产生的立杆轴向力 ；

艺NGK�D 永久荷载标准值产生的立杆轴向力总和 ；

艺NQK
�D 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立杆轴向力总和；

N0�D 连墙件约束脚手架平面外变形所产生的轴向力 ；

Nz
�D 连墙件轴向力设计值 ；

Nlw�D 风荷载产生的连墙件轴向力设计值；

pk
�D 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 ， 立杆基础底面处的平

均压力 ；

叭
�D 风荷载标准值 ；

w 。
�D 基本风压 ；

一 弯曲正应力 。

2. 2. 2 材料性能和抗力

E一 一 － 钢材的弹性模量 ；

关
一 一 钢材的抗拉、 抗压 、 抗弯强度设计值；

几
�D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

Qb�D 连接盘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

R。

�D 扣件抗滑承载力设计值 ；

［司 �D 受弯构件容许挠度 。

2. 2. 3 几何参数

A�D 立杆横截面面积 ；

A。

�D 连墙件的净截面面积 ；

H ,
�D 连墙件竖向间距 ；

L,
�D 连墙件水平间距 ；

了�D 钢管截面惯性矩 ；

V厂一 一 杆件截面模量 ；

a
�D 模板支架可调托座支撑点至顶层水平杆中心线的距

离 ， 或者可调底座支撑点至底层水平杆中心线的距离 ；



h�D 相邻水平杆竖向步距 （以立杆上的连接盘间距为模

数）;

h
'

�D 顶层或底层水平杆步距 （以立杆上的连接盘间距为模

数）;

i�D 杆件截面回转半径 ；

Za�D 立杆纵距 ；

lb�D 立杆横距 ；

z。
�D 立杆计算长度 。

2. 2. 4 计算系数

群S

�D 支架风荷载体型系数 ；

召z

�D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

犷
一 一 考虑模板支架稳定因素的单杆计算长度系数 ；

产
�D 考虑脚手架整体稳定因素的单杆计算长度系数 ；

k�D 模板支架悬臂端计算长度折减系数 ；

甲
一 一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

几�D 杆件长细比；

，」�D 杆件容许长细比 。



3 主要构配件的材质及制作质量要求

3. 1 主要构配件

3. 1. 1 盘扣节点应由焊接于立杆上的连接盘 、 水平杆杆端扣接

头和斜杆杆端扣接头组成 （图 3. 1. 1）。

红 据短冀乒瞥

图3. 1. 1 盘扣节点

1一 连接盘； 2
一 插销； 3

一 水平杆杆端扣接头；

4一 水平杆 ； 5
一 斜杆； 6

一 斜杆杆端扣接头； 7
一 立杆

3. 1. 2 插销外表面应与水平杆和斜杆杆端扣接头内表面吻合， 插销

连接应保证锤击自锁后不拔脱， 抗拔力不得小于 劝洞。

3. 1. 3 插销应具有可靠防拔脱构造措施 ， 且应设置便于 目视检

查楔人深度的刻痕或颜色标记 。

3. 1. 4 立杆盘扣节点间距宜按 0. sm模数设置 ； 横杆长度宜按

0. 3m模数设置 。

3. 1. 5 主要构配件种类 、 规格宜符合附录 A表 A-- 1的要求 。

3. 2 材 料 要 求

3. 2. 1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的构配件除有特殊要求外 ， 其材



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碳素结构钢》GB/T 700以及 《一 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GB/T

11352的规定 ， 各类支架主要构配件材质应符合表 3. 2. 1的

规定 。

表3. 2. 1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主要构配件材质

立杆 ｝水平杆
竖向

斜杆

水平

斜杆
扣接头

立杆连

接套管

可调底座 、

可调托座

可调

螺母

连接盘、

插销

Q345闪Q235AIQ1951Q235B}ZG230一 450

ZG23O一 45C

或 20号无

缝钢管

QZ3SB
ZGZ70

一 500

ZGZ30一45(

或QZ35B

3. 2. 2 钢管外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 2. 2的规定 ， 钢管壁厚允

许偏差应为士0. lmm。

表3. 2. 2 钢管外径允许偏差 （? )

外径D 外径允许偏差

+0．

呱
一

＋0．

呱

33、 38、 42、 48

3. 2. 3 连接盘 、 扣接头 、 插销以及可调螺母 的调节手柄采用碳

素铸钢制造时 ， 其材料机械性能不得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一 般工

程用铸造碳钢件》GB/T 11352中牌号为 ZG230一 450的屈服强

度 、 抗拉强度 、 延伸率的要求 。

3. 3 制作质量要求

3. 3. 1 杆件焊接制作应在专用工艺装备上进行 ， 各焊接部位应

牢固可靠。 焊丝宜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

钢 、 低合金钢焊丝》GB/T 8110中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 、 低

合金钢焊丝的要求 ， 有效焊缝高度不应小于 3. smm。



3. 3. 2 铸钢或钢板热锻制作的连接盘的厚度不应小于 smm， 允

许尺寸偏差应为士。． smm； 钢板冲压制作的连接盘厚度不应小

于 10mm， 允许尺寸偏差应为士0. smm。

3. 3. 3 铸钢制作的杆端扣接头应与立杆钢管外表面形成良好的

弧面接触 ， 并应有不小于 50Omm
“
的接触面积 。

3. 3. 4 楔形插销的斜度应确保楔形插销楔人连接盘后能自锁 。

铸钢 、 钢板热锻或钢板冲压制作的插销厚度不应小于 smm， 允

许尺寸偏差应为士。． lmm。

3. 3. 5 立杆连接套管可采用铸钢套管或无缝钢管套管 。 采用铸

钢套管形式的立杆连接套长度不应小于 90mm， 可插人长度不应

小于 75mm； 采用无缝钢管套管形式的立杆连接套长度不应小于

160mm， 可插人长度不应小于 110mm。 套管内径与立杆钢管外

径间隙不应大于 Zmm。

3. 3. 6 立杆与立杆连接套管应设置固定立杆连接件的防拔出销

孔 ， 销孔孔径不应大于 14mm， 允许尺寸偏差应为士0. lmm； 立

杆连接件直径宜为 12mm， 允许尺寸偏差应为士0. lmm。

3. 3. 7 连接盘与立杆焊接固定时 ， 连接盘盘心与立杆轴心的不

同轴度不应大于 0. 3mm； 以单侧边连接盘外边缘处为测点 ， 盘

面与立杆纵轴线正交的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 3mm。

3. 3. 8 可调底座和可调托座的丝杆宜采用梯形牙 ， A 型立杆宜

配置 势48丝杆和调节手柄 ， 丝杆外径不应小于 46mm; B型立杆

宜配置 笋38丝杆和调节手柄 ， 丝杆外径不应小于 36mm。

3. 3. 9 可调底座的底板和可调托座托板宜采用 Q235钢板制作 ，

厚度不应小于 smm， 允许尺寸偏差应为士。． Zmm， 承力面钢板

长度和宽度均不应小于 150mm； 承力面钢板与丝杆应采用环焊 ，

并应设置加劲片或加劲拱度 ； 可调托座托板应设置开 口挡板 ， 挡

板高度不应小于 40mm。

3. 3. 10 可调底座及可调托座丝杆与螺母旋合长度不得小于 5

扣 ， 螺母厚度不得小于 30mm， 可调托座和可调底座插入立杆内

的长度应符合本规程第 6. 1. 5条的规定 。



3. 3. n 主要构配件的制作质量及形位公差要求 ， 应符合本规程

附录 A表 A一 2的规定 。

3. 3. 12 可调托座 、 可调底座承载力 ， 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表

A-- 3的规定 。

3. 3.13 挂扣式钢脚手板承载力 ， 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表 A一 4

的规定 。

3. 3. 14 构配件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钢管应无裂纹 、 凹陷 、 锈蚀 ， 不得采用对接焊接钢管 ；

2 钢管应平直 ， 直线度允许偏差应为管长的 1/500， 两端

面应平整 ， 不得有斜口 、 毛刺 ；

3 铸件表面应光滑 ， 不得有砂眼 、 缩孔 、 裂纹 、 浇冒口残

余等缺陷， 表面粘砂应清除干净 ；

4 冲压件不得有毛刺 、 裂纹 、 氧化皮等缺陷；

5 各焊缝有效高度应符合本规程第 3. 3. 1条的规定 ， 焊缝

应饱满 ， 焊药应清除干净 ， 不得有未焊透 、 夹渣 、 咬肉、 裂纹等

缺陷；

6 可调底座和可调托座表面宜浸漆或冷镀锌 ， 涂层应均匀 、

牢固； 架体杆件及其他构配件表面应热镀锌 ， 表面应光滑 ， 在连

接处不得有毛刺 、 滴瘤和多余结块 ；

7 主要构配件上的生产厂标识应清晰 。



4 荷 载

4. 1 荷 载 分 类

4. 1. 1 作用于模板支架和脚手架上的荷载 ， 可分为永久荷载和

可变荷载两类 。

4. 1. 2 模板支架的永久荷载可分为下列荷载 ：

1 模板自重应包括模板和模板支承梁的自重 ；

2 模板支架自重应包括立杆 、 水平杆 、 斜杆和构配件自重 ；

3 作用在模板上的新浇筑混凝土和钢筋自重 。

4. 1. 3 模板支架的可变荷载可分为下列荷载 ：

1 作用在支架结构顶部模板面上的施工作业人员 、 施工设

备 、 超过浇筑构件厚度的混凝土料堆放荷载 ；

2 作用在支架结构顶部的泵送混凝土 、 倾倒混凝土等未预

见因素产生的水平荷载 ；

3 风荷载 。

4. 1. 4 脚手架的永久荷载可分为下列荷载 ：

1 脚手架架体自重 ；

2 脚手板 、 挡脚板 、 护栏 、 安全网等配件自重 。

4. 1. 5 脚手架的可变荷载可分为下列荷载 ：

1 施工 活荷载 ， 包括作业层上的操作人员 、 存放材料 、 运

输工具及小型工具等 ；

2 风荷载 。

4. 2 荷载标准值

4. 2. 1 模板支架永久荷载标准值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模板自重标准值应根据混凝土结构模板设计图纸确定 。

对肋形楼板及无梁楼板的模板 自重标准值可按表 4. 2. 1的规定



确定 。

表4.2. 1 楼板模板自重标准值 （kN／时 ）

模板构件名称 木模板 定型钢模板

平板的模板及小楞

楼板模板 （包括梁模板）

2 支架的架体自重标准值应按支模方案及本规程附录 A表

A一 1计算确定 。

3 新浇筑混凝土 自重标准值 ， 对普通梁钢筋混凝土 自重可

采用 25. skN/m3， 对普通板钢筋混凝土 自重可采用 25. IkN/m
"
,

对特殊钢筋混凝土结构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

4. 2. 2 模板支架可变荷载标准值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作用在模板支架上的施工人员及设备荷载标准值可按实

际情况计算，
一 般情况下可取 3. OkN/mZ;

2 泵送混凝土 、 倾倒混凝土等未预见因素产生的荷载等 ，

其水平荷载标准值可取 2％的垂直永久荷载标准值 ， 并应以线荷

载的形式水平作用在架体顶部 ；

3 作用在支架上的风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

wk 一 产z召、飞口。

式中： wk
�D 风荷载标准值 （kN/mZ);

产z

�D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 应按本规程附录 B确定 ；

热
�D 支架风荷载体型系数 ， 应按本规程第 4. 2

采用 ；

2. 2)

3条

坳
�D 基本风压值 （kN/mZ)，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采用 ， 取重现期

n 一 10对应的风压值 ， 但不得小于 0. 3kN/m
“
。

4. 2. 3 支架风荷载体型系数应符合表 4. 2. 3的规定 。



表4. 2.3 支架风荷载体型系数从

背靠建筑物状况

｝全封闭、

全封闭墙

1. 0势
支架状况

半封闭

敞开 、 框架和开洞墙

1. 3势

敞开

注： 1 热 tw值可将支架视为析架 ， 按 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的规定计算 ；

势为挡风系数 ， 势一 1. ZAn/Aw， 其中1.ZAn为挡风面积； Aw为迎风面积；

密目式安全立网全封闭脚手架挡风系数 势不宜小于 0. 8。

4. 2. 4 脚手架架体自重标准值应按支架搭设尺寸确定 。

4.2. 5 脚手架配件自重标准值 ， 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

1 木脚手板 、 钢脚手板 、 竹笆片自重标准值可按 0. 35k哪时

取值；

2 作业层的栏杆与挡脚板 自重标准值可按 0. 17kN/m

取值；

3 脚手架外侧满挂密 目式安全立 网 自重标准值可按
0. olkN/mZ取值 。

4. 2. 6 脚手架的施工荷载标准值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装修与结构脚手架作业层上的施工 均布活荷载标准值 ，

应按表 4. 2. 6采用 ， 其他用途脚手架的施工 均布活荷载标准值 ，

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

2 操作层均布施工荷载标准值 ， 应根据脚手架的用途 ， 按

表 4. 2. 6确定 ；

3 脚手架同时施工 的操作层层数应按实际计算 ， 作业层不

宜超过 2层 。

表 4. 2. 6

类 别

防护脚手架

装修脚手架

结构脚手架

施工均布活荷载标准值

标准值 （kN/mZ)



4. 2. 7 作用于脚手架上的风荷载标准值应按本规程第 4. 2. 2条

计算 。

4. 3 荷载的分项系数

4. 3. 1 计算模板支架及脚手架构件承载力 （抗弯 、 抗剪 、 稳定

性）时的荷载设计值 ， 应取其标准值乘以荷载的分项系数 ， 分项

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 取 1. 2； 计算结构抗倾覆稳定且

对结构有利时 ， 取 0. 9;

2 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 ， 取 1. 4。

4. 3. 2 计算模板支架及脚手架构件变形 （挠度）时的荷载设计

值 ， 应取其标准值乘以荷载的分项系数 ， 各类荷载分项系数均

取 1. 0。

4. 4 荷载效应组合

4. 4. 1 设计模板支架及脚手架承重构件时 ， 应根据使用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荷载取其最不利荷载效应组合进行计算 ， 荷载效应组

合宜按表 4. 4. 1采用 。

表4. 4, 1 荷载效应组合

计算项 目
荷载效应组合

模板支架 脚手架

立杆稳定

永久荷载＋施工均布荷载 永久荷载＋施工均布荷载

永久荷载＋0. 9 （施工均

布荷载＋风荷载）

永久荷载＋。． 9 （施工均

布荷载＋风荷载）

支架抗倾覆稳定
永久荷载＋0. 9 （施工均布荷载

＋未预见因素产生的水平荷载）

水平杆承载力与变形 永久荷载＋施工均布荷载 永久荷载十施工均布荷载

连墙件承载力 风荷载＋3. OkN



5 结构设计计算

5. 1 基本设计规定

5. 1. 1 结构设计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
一 标准》GB50068、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钢结构

设计规 范 》GBS。。17和 《冷 弯薄壁 型 钢结构技术 规 范》

GB50018的规定 ， 采用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 ， 采用分项系数的

设计表达式 。

5. 1. 2 模板支架应进行下列设计计算 ：

1 模板支架的稳定性计算 ；

2 独立模板支架超出规定高宽比时的抗倾覆验算 ；

3 纵 、 横向水平杆及竖向斜杆的承载力计算 ；

4 通过立杆连接盘传力的连接盘抗剪承载力验算 ；

5 立杆地基承载力计算 。

5. 1. 3 脚手架应进行下列设计计算 ：

1 立杆的稳定性计算 ；

2 纵 、 横向水平杆的承载力计算 ；

3 连墙件的强度 、 稳定性

/ }\

甘
图 5.

1一 斜杆；

1. 5 独立方塔架

2一 水平杆； 3
一 立杆

和连接强度的计算 ；

4 立杆地基承载力计算 。

5. 1. 4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

的架体结构设计应保证整体结构

形成几何不变体系 。

5. 1. 5 当模板支架搭设成双 向

均有竖向斜杆的独立方塔架形式

时 （图 5. 1. 5) ， 可按带有斜腹杆

的格 构柱结构形 式进行计 算



分析 。

5. 1. 6 模板支架应通过立杆顶部插人可调托座传递水平模板上

的各项荷载 ， 水平杆的步距应根据模板支架设计计算确定 。

5. 1. 7 模板支架立杆应为轴心受压形式 ， 顶部模板支撑梁应按

荷载设计要求选用 。 混凝土梁下及楼板下的支撑杆件应用水平杆

件连成 一 体。

5. 1. 8 当杆件变形量有控制要求时 ， 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

算其变形量 。 受弯构件的挠度不应超过表 5. 1. 8中规定的容

许值 。

表5. 1. 8

构件类别

受弯构件

注： Z为受弯构件跨度 。

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

容许挠度 ［司

l/150和 IOmm

5. 1. 9 模板支架立杆长细比不得大于 150， 脚手架立杆长细比

不得大于 210；其他杆件中的受压杆件长细比不得大于 230， 受

拉杆件长细比不得大于 350。

5. 1. 10 双排脚手架立杆不考虑风荷载时 ， 应按承受轴向荷载杆

件计算 ； 当考虑风荷载时 ， 应按压弯杆件计算 。

5. 2 地基承载力计算

5. 2。 1 立杆底部地基承载力应满足下列公式的要求 ：

pk镇 几 (5. 2. 1一 1)

(5. 2. 1一 2)

式中： 八
�D 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 ， 立杆基础底面处的

平均压力 （kPa);

从 �D 立杆传至基础顶面的轴向力标准组合值 （kN);

Ag
�D 可调底座底板对应的基础底面面积 （耐 ）;

几
�D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kPa) ，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的规定确定。

5. 2. 2 当支架搭设在结构楼面上时 ， 应对支承架体的楼面结构

进行承载力验算 ， 当不能满足承载力要求时应采取楼面结构下方

设置附加支撑等加固措施 。

5. 3 模板支架计算

5,3. 1 支架立杆轴向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不组合风荷载时 ：

N 一 1. 2艺NGK+ 1. 4艺NQK (5. 3. 1一 1)

组合风荷载时 ：

N 一 1. 2艺从 袱 ＋0. 9只 1. 4艺NQK (5. 3. 1一 2)

式中 ： N
�D 立杆轴向力设计值 （kN);

艺NGK
�D 模板及支架自重 、 新浇筑混凝土 自重和钢筋自重标

准值产生的轴向力总和 （kN);

艺NQK
�D 施工人员及施工设备荷载标准值和风荷载标准值产

生的轴向力总和 （kN）。

5. 3. 2 模板支架立杆计算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并应取其中

的较大值 ：

l。 ＝ 恤 （5. 3. 2一 l)

Z。 一 h'+2版 （5. 3. 2一 2)

式中： l。
�D 支架立杆计算长度 （m );

a
�D 支架可调托座支撑点至顶层水平杆中心线的距离

(m );

人�D 支架立杆中间层水平杆最大竖向步距 （m );

h
'

�D 支架立杆顶层水平杆步距 （m )， 宜比最大步距减

少 一 个盘扣的距离 ；

专
�D 支架立杆计算长度修正系数 ， 水平杆步距为 0. sm

或 lm时 ， 可取 1. 60； 水平杆步距为 1. sm时 ， 可

取 1. 20;

k�D 悬臂端计算长度折减系数 ， 可取 0. 7。



5. 3.3 立杆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不组合风荷载时 ：

(5. 3. 3一 1)

组合风荷载时 ：

N ．
左肠 ／ ,

二下
．

十 下而厂 溉乏 I
赞犷1 vV

(5. 3. 3一 2)

式中： 凡肠�D 计算立杆段由风荷载设计值产生的弯矩 （kN· m ),

可按本规程式 （5 . 4. 2一 2） 计算 ；

关
一 一 钢材的抗拉 、 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N/m 耐 ）,

应按本规程附录 C表 C-- 1采用 ；

尹
一 一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应根据立杆长细比

、一 粤按本规程附录 D取值；
7

W �D 立杆截面模量 （Cm ")， 应按本规程附录 C表 C- 2

采用 ；

A �D 立杆的截面积 （Cm
"
)， 应按本规程附录 C表 GZ

采用 。

5. 3.4 盘扣节点连接盘的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FR蕊 Qb (5. ;. 4)

式中： 凡 �D 作用在盘扣节点处连接盘上 的竖向力设计值

(kN);

Qb�D 连接盘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kN)， 可取 40kN。

5.3.5 高度在 sm以上 ， 高宽比大于 3， 四周无拉结的高大模板

支架的独立架体， 整体抗倾覆稳定性应按下式计算：

呱 之）Mr (5. 3. 5)

式中： 从 之
�D 设计荷载下模板支架抗倾覆力矩 （kN · m );

Mr�D 设计荷载下模板支架倾覆力矩 （kN · m ）。

5. 4 双排外脚手架计算

5. 4. 1 无风荷载时 ， 立杆承载验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立杆轴向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N 一 1. 2（从 nK＋凡 论K)+ 1. 4艺NQK (5 . 4. 1一 1)

式中 ： NGIK
�D 脚手架结构自重标准值产生的轴力 （kN);

NGZK
�D 构配件自重标准值产生的轴力 （kN);

艺NQK
�D 施工荷载标准值产生的轴向力总和 （kN)， 内外

立杆可按 一 纵距 （跨）内施工荷载总和的 1/2取

值。

2 立杆计算长度应按下式计算：

l。 ＝ 陋 （5. 4. 1一 2)

式中 ： h�D 脚手架水平杆竖向最大步距 （m );

召
�D 考虑脚手架整体稳定性的立杆计算长度系数 ， 应按

表 5. 4. 1确定 。

表5. 4. 1

类 别

双排架

脚手架立杆计算长度系数

连墙件布置

2步 3跨 ｛ 3步 3跨

1. 70

3 立杆稳定性应按本规程式 （5 . 3. 3一 1） 、 （5 . 3. 3一 2） 计算 。

5. 4. 2 采用组合风荷载时 ， 立杆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1 立杆轴向力设计值 ：

N = 1. 2（从 nK+NGZK)+0. 9又 1. 4艺N以 （5. 4. 2一 1)

2 立杆段风荷载作用弯矩设计值 ：

M访 一 0. 9只 1. 4M诉K -

0. 9只 1. 4wklahZ
1O

(5. 4. 2一 2)

3 立杆稳定性 ：

N .
M讨 ／ ,

万不 叶
－

万牙7 灸泛 I
甲且 vV

(5. 4. 2一 3)

式中 ： 艺NQk
�D 施工荷载标准值产生的轴向力总和 ， 内、 外立

杆各按 一 纵距内施工荷载总和的 1/2取值 ；

州嘛 �D 由风荷载产生的立杆段弯矩标准值 （kN · m )

la�D 立杆纵距 （m ）。



5。 4。 3

1

式中：

连墙件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

连墙件的轴向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

Nl一 凡 w +N0 (5. 4. 3一 1)

Nl�D 连墙件轴向力设计值 （kN);

从 w

�D 风荷载产生的连墙件轴向力设计值 ， 应按本规程

第 5. 4. 4条的规定计算；

NO
.

�D 连墙件约束脚手架平面外变形所产生的轴向力 ，

双排架可取 3kN。

连墙件的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

(5. 4. 3一 2)

式中： An�D 连墙件的净截面面积 （mm "
）。

3 连墙件的稳定性应符合下式要求 ：

Nl镇 泌f (5 . 4. 3一 3)

式中 ： A�D 连墙件的毛截面面积 （mm ");

尹
一 一 －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 应根据连墙件的长细比

按本规程附录 D采用 。

4 当采用钢管扣件做连墙件时 ， 扣件抗滑承载力的验算 ，

应满足下式要求：

Nl镇 R。 （5. 4. 3一 4)

式中 ： Rc�D 扣件抗滑承载力设计值 （kN)， 一 个直角扣件应

取 8. OkN。

5 螺栓 、 焊接连墙件与预埋件的设计承载力应按相应规范

进行验算 。

5. 4. 4 由风荷载产生的连墙件的轴向力设计值 ， 应按下式计算 ：

从 w
一 1. 4 · 二 k

· Lz· H, (5. 4. 4)

式中： wk
�D 风荷载标准值 （kN/mZ);

乙，
�D 连墙件水平间距 （m );

H,
�D 连墙件竖向间距 （m ）。



6 构 造 要 求

6.1 模 板 支 架

6. 1. 1 模板支架搭设高度不宜超过 24m； 当超过 24m时 ， 应另

行专门设计 。

6. 1. 2 模板支架应根据施工方案计算得出的立杆排架尺寸选用

定长的水平杆 ， 并应根据支撑高度组合套插的立杆段 、 可调托座

和可调底座 。

6. 1.3 模板支架的斜杆或剪刀撑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搭设高度不超过 sm的满堂模板支架时， 步距不宜超过

1. sm， 支架架体四周外立面向内的第
一 跨每层均应设置竖向斜杆 ，

架体整体底层以及顶层均应设置竖向斜杆 ， 并应在架体内部区域每

隔 5跨由底至顶纵 、 横向均设置竖向斜杆 （图6. 1. 3--1） 或采用扣件

钢管搭设的剪刀撑 （图 6. 1. 3--2） 。 当满堂模板支架的架体高度不超

过 4个步距时， 可不设置顶层水平斜杆； 当架体高度超过 4个步距

时， 应设置顶层水平斜杆或扣件钢管水平剪刀撑 。

图 6. 1. 3一 1 满堂架高度不大于 sm 图 6. 1. 3一 2 满堂架高度不大于 sm

斜杆设置立面图 剪刀撑设置立面图

1一 立杆； 2
一 水平杆； 3

一 斜杆； 4
一 扣件钢管剪刀撑

2O



2 当搭设高度超过 sm的模板支架时 ， 竖向斜杆应满布设

置 ， 水平杆的步距不得大于 1. sm， 沿高度每隔 4一 6个标准步距

应设置水平层斜杆或扣件钢管剪刀撑 （图 6. 1. 3一 3）。 周边有结

构物时 ， 宜与周边结构形成可靠拉结 。

＼
、

｝/

＼

止
／

/

裂
翁
举
辑
令
92
味

\ }/

\ l}}/ l \

\
＼

一

，

/

图6. 1. 3一 3 满堂架高度大于 sm水平斜杆设置立面图
1一 立杆； 2

一 水平杆； 3
一 斜杆； 4

一 水平层斜杆或扣件钢管剪刀撑

3 当模板支架搭设成无侧向拉结的独立塔状支架时 ， 架体
每个侧面每步距均应设竖向斜杆 。 当有防扭转要求时 ， 在顶层及

每隔 3一 4个步距应增设水平层斜杆或钢管水平剪刀撑 （图

6. 1. 3一 4）。

/ }\ } /
／
一

＼

/ l\
/ l \ I/

＼
一

／补扮
/ I\ l /

/ I \

A一 A剖面图

图6. 1. 3一 4 无侧向拉结塔状支模架
1一 立杆； 2

一 水平杆 ； 3
一 斜杆； 4

一 水平层斜杆



6. 1. 4

比 H/B

6。 1。 5

对长条状的独立高支模架， 架体总高度与架体的宽度之

不宜大于 3。

模板支架可调托座伸出顶层 L喻 口 一 一 一 一

寸

水平杆或双槽钢托梁的悬臂长度

（图6. 1. 5） 严禁超过 650nml， 且丝

杆外露长度严禁超过 400nlnl， 可调

托座插入立杆或双槽钢托梁长度不

得小于 15omm。

6. 1. 6 高大模板支架最顶层的水平

杆步距应比标准步距缩小
一 个盘扣

间距 。

6. 1. 7
． 模板支架可调底座调节丝

杆外露长度不应大于 300mm， 作

为扫地杆的最底层水平杆离地高度

不应大于 55Omm。 当单肢立杆荷

牛
图 6. 1. 5 带可调托座伸出顶层

水平杆的悬臂长度

1一 可调托座； 2
一 螺杆； 3

一 调节

螺母； 4
一 立杆； 5

一 水平杆

载设计值不大于 40kN时 ， 底层的水平杆步距可按标准步距设

置 ， 且应设置竖向斜杆 ； 当单彼 立 杆荷载设计值大于 40kN

时 ， 底层的水平杆应比标准步距缩小
一 个盘扣间距 ， 且应设置

竖向斜杆 。

6. 1. 8 模板支架宜与周围已建成的结构进行可靠连接 。

6. 1. 9 当模板支架体内设置与单肢水平杆同宽的人行通道时 ，

可间隔抽除第一 层水平杆和斜杆形成施工人员进出通道 ， 与通道

正交的两侧立杆间应设置竖向斜杆 ； 当模板支架体内设置与单肢

水平杆不 同宽人行通道时 ， 应在通道上部架设支撑横梁 （图

6. 1. 9)， 横梁应按跨度和荷载确定 。 通道两侧支撑梁的立杆间距

应根据计算设置 ， 通道周围的模板支架应连成整体 。 洞口顶部应

铺设封闭的防护板 ， 两侧应设置安全网。 通行机动车的洞口 ， 必

须设置安全警示和防撞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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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 9 模板支架人行通道设置图

1一 支撑横梁； 2
一 立杆加密

6. 2 双排外脚手架

6. 2. 1 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搭设双排脚手架时 ， 搭设高度

不宜大于 24m。 可根据使用要求选择架体几何尺寸 ， 相邻水平杆

步距宜选用 Zm， 立杆纵距宜选用 1. sm或 1. sm， 且不宜大于

2. lm， 立杆横距宜选用 0. gm或 1, Zm。

6. 2. 2 脚手架首层立杆宜采用不同长度的立杆交错布置 ， 错开

立杆竖向距离不应小于 500mm， 当需设置人行通道时 ， 应符合

本规程第 6. 2. 4条的规定 ， 立杆底部应配置可调底座 。

6. 2. 3 双排脚手架的斜杆或剪刀撑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沿架体外侧纵向每 5跨每层应设置 一 根竖向斜杆 （图
6. 2. 3一 1） 或每 5跨间应设置扣件钢管剪刀撑 （图 6. 2. 3一 2) ， 端

跨的横向每层应设置竖向斜杆 。

6. 2. 4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应由塔式单元扩大组合而成 ， 拐

角为直角的部位应设置立杆间的竖向斜杆 。 当作为外脚手架使用

时 ， 单跨立杆间可不设置斜杆 。

6. 2. 5 当设置双排脚手架人行通道时 ， 应在通道上部架设支撑

横梁 ， 横梁截面大小应按跨度以及承受的荷载计算确定 ， 通道两

侧脚手架应加设斜杆 ； 洞口顶部应铺设封闭的防护板 ， 两侧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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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 3一 1 每 5跨

每层设斜杆

1一 斜杆； 2
一 立杆； 3

一 两端竖向斜杆；

图 6. 2. 3一 2 每 5跨设扣

件钢管剪刀撑

4一 水平杆； 5
一 扣件钢管剪刀撑

置安全网； 通行机动车的洞口 ， 必须设置安全警示和防撞设施 。

6. 2. 6 对双排脚手架的每步水平杆层 ， 当无挂扣钢脚手架板加

强水平层刚度时 ， 应每 5跨设置水平斜杆 （图 6. 2. 6） 。

厂
一

图 6. 2. 6 双排脚手架水平斜杆设置

1一 立杆 ； 2
一 水平斜杆； 3

一 水平杆

6. 2. 7 连墙件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连墙件必须采用可承受拉压荷载的刚性杆件 ， 连墙件与

脚手架立面及墙体应保持垂直 ， 同一 层连墙件宜在同一 平面 ， 水

平间距不应大于 3跨 ， 与主体结构外侧面距离不宜大于 30Omm;

2 连墙件应设置在有水平杆的盘扣节点旁， 连接点至盘扣

节点距离不应大于 30Omm； 采用钢管扣件作连墙杆时 ， 连墙杆

应采用直角扣件与立杆连接 ；



3 当脚手架下部暂不能搭设连墙件时 ， 宜外扩搭设多排脚

手架并设置斜杆形成外侧斜面状附加梯形架 ， 待上部连墙件搭设

后方可拆除附加梯形架 。

6. 2. 8 作业层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钢脚手板的挂钩必须完全扣在水平杆上 ， 挂钩必须处于

锁住状态 ， 作业层脚手板应满铺 ；

2 作业层的脚手板架体外侧应设挡脚板 、 防护栏杆 ， 并应

在脚手架外侧立面满挂密目安全网； 防护上栏杆宜设置在离作业

层高度为 I000mm处 ， 防护中栏杆宜设置在离作业层高度为
SOOmm处 ；

3 当脚手架作业层与主体结构外侧面间间隙较大时 ， 应设

置挂扣在连接盘上的悬挑三角架 ， 并应铺放能形成脚手架内侧封

闭的脚手板 。

6. 2. 9 挂扣式钢梯宜设置在尺寸不小于 0. gm只 1. sm的脚手架

框架内， 钢梯宽度应为廊道宽度的1/2， 钢梯可在 一 个框架高度

内折线上升 ； 钢架拐弯处应设置钢脚手板及扶手杆 。



7
一

搭设与拆除

7. 1 施 工 准 备

7. 1. 1 模板支架及脚手架施工前应根据施工对象情况 、 地基承

载力 、 搭设高度 ， 按本规程的基本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 并应

经审核批准后实施 。

7. 1. 2 搭设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和专业考试合格后 ，

持证上岗。 模板支架及脚手架搭设前 ， 施工管理人员应按专项施

工方案的要求对操作人员进行技术和安全作业交底 。

7. 1. 3 进入施工现场的钢管支架及构配件质量应在使用前进行

复检 。

7. 1. 4 经验收合格的构配件应按品种 、 规格分类码放 ， 并应标

挂数量规格铭牌备用 。 构配件堆放场地应排水畅通 、 无积水 。

7. 1. 5 当采用预埋方式设置脚手架连墙件时 ， 应提前与相关部

门协商 ， 并应按设计要求预埋 。

7. 1. 6 模板支架及脚手架搭设场地必须平整 、 坚实 、 有排水

措施 。

7. 2 施 工 方 案

7. 2. 1 专项施工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工程概况 、 设计依据 、 搭设条件 、 搭设方案设计 ；

2 搭设施工 图 ， 包括下列内容 ：

1） 架体的平面 、 立面 、 剖面图和节点构造详图；

2） 脚手架连墙件的布置及构造图；

3）脚手架转角 、 门洞口的构造图；

4） 脚手架斜梯布置及构造图 ， 结构设计方案 ；

3 基础做法及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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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架体搭设及拆除的程序和方法 ；

5 季节性施工措施 ；

6 质量保证措施 ；

7 架体搭设 、 使用 、 拆除的安全措施 ；

8 设计计算书 ；

9 应急预案 。

7. 2. 2 架体的构造应符合本规程第 6. 1节 、 第 6. 2节的有关

规定 。

7. 3 地基与基础

7. 3.1 模板支架与脚手架基础应按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 并

应按基础承载力要求进行验收 。

7. 3.2 土层地基上的立杆应采用可调底座和垫板 ， 垫板的长度

不宜少于 2跨 。

7. 3. 3 当地基高差较大时 ， 可利用立杆 0. sm节点位差配合可

调底座进行调整 （图 7. 3. 3） 。

图7. 3. 3 可调底座调整立杆连接盘示意

7. 3. 4 模板支架及脚手架应在地基基础验收合格后搭设 。



7. 4 模板支架搭设与拆除

7. 4. 1 模板支架立杆搭设位置应按专项施工方案放线确定 。

7. 4. 2 模板支架搭设应根据立杆放置可调底座 ， 应按先立杆后

水平杆再斜杆的顺序搭设 ， 形成基本的架体单元 ， 应以此扩展搭

设成整体支架体系 。

7.4. 3 可调底座和土层基础上垫板应准确放置在定位线上 ， 保

持水平 。 垫板应平整 、 无翘曲， 不得采用已开裂垫板 。

7. 4. 4 立杆应通过立杆连接套管连接 ， 在同一 水平高度内相邻

立杆连接套管接头的位置宜错开 ， 且错开高度不宜小于 75mm。

模板支架高度大于 sm时 ， 错开高度不宜小于 50Omm。

7.4. 5 水平杆扣接头与连接盘的插销应用铁锤击紧至规定插入

深度的刻度线 。

7. 4. 6 每搭完 一 步支模架后 ， 应及时校正水平杆步距 ， 立杆的

纵 、 横距 ， 立杆的垂直偏差和水平杆的水平偏差 。 立杆的垂直偏

差不应大于模板支架总高度的 1/500， 且不得大于 50mm。

7.4. 7 在多层楼板上连续设置模板支架时 ， 应保证上下层支撑

立杆在同一 轴线上 。

7. 4. 8 混凝土浇筑前施工管理人员应组织对搭设的支架进行验

收 ， 并应确认符合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后浇筑混凝土 。

7.4. 9 拆除作业应按先搭后拆 ， 后搭先拆的原则 ，
．
从顶层开始 ，

逐层向下进行 ， 严禁上下层同时拆除 ， 严禁抛掷 。

7.4. 10 分段 、 分立面拆除时 ， 应确定分界处的技术处理方案 ，

并应保证分段后架体稳定 。

7. 5 双排外脚手架搭设与拆除

7.5. 1 脚手架立杆应定位准确 ， 并应配合施工进度搭设 ，
一 次

搭设高度不应超过相邻连墙件以上两步 。

7.5. 2 连墙件应随脚手架高度上升在规定位置处设置 ， 不得任

意拆除 。



7.5. 3 作业层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满铺脚手板 ；

2 外侧应设挡脚板和防护栏杆 ， 防护栏杆可在每层作业面

立杆的 。． sm和 1. Om的盘扣节点处布置上 、 中两道水平杆 ， 并

应在外侧满挂密目安全网；

3 作业层与主体结构间的空隙应设置内侧防护网。

7. 5. 4 加固件扩
‘

斜杆应与脚手架同步搭设 。 采用扣件钢管做加
固件 、 斜撑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

安全技术规范》JGJ130的有关规定 。

7. 5. 5 当脚手架搭设至顶层时 ， 外侧防护栏杆高出顶层作业层

的高度不应小于 1500～ 。

7. 5. 6 当搭设悬挑外脚手架时 ， 立杆的套管连接接长部位应采

用螺栓作为立杆连接件固定 。

7. 5. 7 脚手架可分段搭设 、 分段使用 ， 应由施工管理人员组织

验收 ， 并应确认符合方案要求后使用 。

7. 5. 8 脚手架应经单位工 程负责人确认并签署拆除许可令后

拆除 。

7. 5. 9 脚手架拆除时应划出安全区 ， 设置警戒标志 ， 派专人

看管 。

7. 5. 10 拆除前应清理脚手架上的器具 、 多余的材料和杂物 。

7. 5. 11 脚手架拆除应按后装先拆 、 先装后拆的原则进行 ， 严禁

上下同时作业 。 连墙件应随脚手架逐层拆除 ， 分段拆除的高度差
不应大于两步 。 如因作业条件限制 ， 出现高度差大于两步时 ， 应

增设连墙件加固。



8 检查与验收

8. 0. 1 对进人现场的钢管支架构配件的检查与验收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应有钢管支架产品标识及产品质量合格证 ；

2 应有钢管支架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及产品使用说明书；

3 当对支架质量有疑问时 ， 应进行质量抽检和试验 。

8. 0. 2 模板支架应根据下列情况按进度分阶段进行检查和验收 ：

1 基础完工后及模板支架搭设前 ；

2 超过 sm的高支模架搭设至
一 半高度后 ；

3 搭设高度达到设计高度后和混凝土浇筑前 。

8. 0. 3 脚手架应根据下列情况按进度分阶段进行检查和验收 ：

1 基础完工后及脚手架搭设前 ；

2 首段高度达到 6m时；

3 架体随施工进度逐层升高时；

4 搭设高度达到设计高度后 。

8. 0. 4 对模板支架应重点检查和验收下列内容 ：

1 基础应符合设计要求 ， 并应平整坚实 ， 立杆与
．

基础间应

无松动、 悬空现象 ， 底座 、 支垫应符合规定 ；

2 搭设的架体三维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 搭设方法和斜杆 、

钢管剪刀撑等设置应符合本规程规定 ；

3 可调托座和可调底座伸出水平杆的悬臂长度应符合设计

限定要求 ；

4 水平杆扣接头与立杆连接盘的插销应击紧至所需插人深

度的标志刻度 。

8. 0. 5 对脚手架应重点检查和验收下列内容 ：
'

1 搭设的架体三维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 斜杆和钢管剪刀



撑设置应符合本规程规定 ；

2 立杆基础不应有不均匀沉降 ， 立杆可调底座与基础面的

接触不应有松动和悬空现象 ；

3 连墙件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 应与主体结构 、 架体可靠

连接 ；

4 外侧安全立网、 内侧层间水平网的张挂及防护栏杆的设

置应齐全 、 牢固；

5

记录；

6

8. 0。 6

周转使用的支架构配件使用前应作外观检查 ， 并应作

搭设的施工记录和质量检查记录应及时 、 齐全 。

模板支架和双排外脚手架验收后应形成记录 ， 记录表应

符合本规程附录 E的要求。



9 安全管理与维护

9. 0. 1 模板支架和脚手架的搭设人员应持证上岗 。

9. 0.2 支架搭设作业人员应正确佩戴安全帽 、 安全带和防滑鞋 。

9. 0.3 模板支架混凝土浇筑作业层上 的施工 荷载不应超过设

计值 。

9. 0. 4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 应派专人在安全区域内观测模板支

架的工作状态 ， 发生异常时观测人员应及时报告施工负责人 ， 情

况紧急时施工人员应迅速撤离 ， 并应进行相应加固处理 。

9. 0.5 模板支架及脚手架使用期间 ， 不得擅自拆除架体结构杆

件 。 如需拆除时 ， 必须报请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以及总监理工程

师同意 ， 确定防控措施后方可实施 。

9. 0. 6 严禁在模板支架及脚手架基础开挖深度影响范围内进行

挖掘作业 。

9. 0. 7 拆除的支架构件应安全地传递至地面 ， 严禁抛掷 。

9. 0. 8 高支模区域内， 应设置安全警戒线 ， 不得上下交叉作业 。

9. 0. 9 在脚手架或模板支架上进行电气焊作业时 ， 必须有防火

措施和专人监护 。

9. 0. 10 模板支架及脚手架应与架空输电线路保持安全距离 ， 工

地临时用电线路架设及脚手架接地防雷击措施等应按现行行业标

准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的有关规定执行 。



附录 A 主要产品构配件种类及规格

表A- 1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主要构配件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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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mm )

必60火3. 2只500

势60又3. 2火1000

价60只3. 2火1500

势60又3. 2又2000

势60X3. 2只2500

沪60又3. 2又3000

血8又3. 2只500

包8只3. 2火1000

笋48火3. 2X1500

血8只3. 2X2000

沪48只3. 2只2500

沪48只3. 2又3000

必48X2. 5X240

势48X2. 5又540

笋48X2. 5又840

沪48只2. 5又1140

势48只2. 5X1440

笋48只2. 5又1740

笋48只2. 5只1940

势42X2. 5X240

势42只2. 5只540

包2又2. 5只840

势42X2. 5火1140

笋42只2. 5只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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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42火2. 5又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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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1

规格 （mm )

笋48火2. 5火1008

沪48又2. 5又1506

血8X2. 5汉1089

穴8X2. 5火1560

包8X2. 5汉1238

笋48X2. 5汉1668

笋48X2. 5只2129

笋48又2. 5只1436

势48X2. 5火1820

沪48只2. 5火2250

沪48只2. 5火1664

功48只2. 5火2005

笋48只2. 5火2402

血8X2. 5X1912

包8又2. 5火2215

势48只2. 5火2580

笋48X2. 5又2085

势48X2. 5只2411

势48只2. 5只2756

势33又2. 3又1057

势33又2. 3又1555

势33X2. 3只1131

必33火2. 3X1606

允3又2. 3又1277

笋33只2. 3只1710

势33只2. 3只2173

势33又2. 3又1472

必33又2. 3又1859

材 质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I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l95

Q195

Q195

Ql95

Ql95

Ql95

Ql95

理论重量 （kg)

4。 10

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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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型 号 规格 （mm ) 材 质 理论重量 （kg)

竖向斜杆

件XG1200又2000 价33只2. 3又2291 Ql95 5. 10

件XGeel500X1000 笋33火2. 3只1699 Ql95 4.09

件XG150O又1500 笋33只2. 3X2042 Ql95 4. 70

BXG 1500又2000 势33又2. 3只2402 Ql95 5.40

件XG1800X1000 必33又2. 3只1946 Ql95 4. 53

仔XG-- 1800又1500 笋33只2. 3又2251 Ql95 5. 05

冬XG1800只2000 势33又2. 3只2618 Ql95 5. 70

且XGZ000又1000 势33X2. 3只2119 QI95 4. 82

珍XGZOOO只1500 允3又2. 3X2411 Ql95 5. 35

BXGZ000又2000 笋33X2. 3丫2756 QI95 5. 95

水平斜杆

A-- SX0900X900 笋48X2. 5只1273 Q235B 4. 30

ASSXGgOOX1200 势48只2. 5只1500 Q235B 5. 00

A-- SXGgOO又1500 血8只2. 5又1749 QZ3SB 5. 70

AeSXG1200义1200 势48又2. 5只1697 QZ35B 5. 55

A-- SXG12OO火1500 乡48X2. 5只1921 Q235B 6. 20

A-- SXG-- 15OO又1500 势48只2. 5火2121 Q235B 6. 80

B-SX0900又900 似2只2. 5X1272 Q235B 3. 80

BSXGwegOO火1200 沪42只2. 5X1500 QZ3SB 4. 30

BSXG90O只1500 包2只2. 5X1749 QZ3SB 5. 00

BSXG1200又1200 笋42只2. 5又1697 Q235B 4. 90

件SXG120O火1500 价42只2. 5X1921 QZ3SB 5. 50

RSXG15OO只1500 穴2又2. 5又2121 QZ3SB 6.00

可调托座

A--ST-- 50O 血8丫6. 5火500 QZ3SB 7. 12

A--S下 600 笋45火6. 5X600 QZ3SB 7. 60

件ST-- SOO 笋38X5. 0只500 QZ3SB 4. 38

BST-- 60O 笋38X5. O又600 QZ3SB 4. 74

续表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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