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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顶板模板专项施工方案

一、编制依据：

1. 本工程设计施工图纸及其标准图（包括设计变更、图纸会审记录、设计交底等设计文

件）、工程地质报告

2. 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

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

4.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5.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01）

6.《建筑施工手册》（第四版）

7.《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

8.《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91）

9.《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04）

10.《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2008）

二、工程概况

（一）地理位置

银河湾明苑工程位于常州劳动中路以南、龙游路以北、红梅南路以东、清凉东路以北。

建筑总面积 28773.19㎡，地上 14层，地下二层，工程由公寓式办公楼、商铺、地下室组成，

框架－剪力墙结构。

（二）结构设计概况

本工程±0.00m相当于黄海高程 5.15m，地下室两层，－2层底板面标高为－8.4 m，－1

层楼面标高为－4.8 m，基础形式为桩+筏基础及承台+防水板基础。

1、－2 层顶板：板厚 250㎜，面标高－4.8M，层高 3.6M，模板搭设高度 3.35m，主梁断

面尺寸主要为 600×950、500×800，次梁断面尺寸主要为 400×800。

2、－1 层顶板： 板厚 300㎜，面标高－1.0，层高 3.8M，模板搭设高度 3.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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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梁断面尺寸主要为 600×1100、600×950，次梁断面尺寸主要为 500×900。

三、排架施工方案

（一）排架搭设方案

搭设所用钢管全部采用φ48×3.0，木方用 50mm×100mm，模板采用 15mm 厚多层板。

每根立杆底部设置垫板，垫板厚度不小于 50mm。

1、板底排架

板底模用 15㎜厚多层板，板底肋用 50×100㎜木方，间距 250㎜；立杆纵距为 800

㎜，立杆横距为 800㎜，板底纵横向钢管间距 800㎜，立杆顶部采用双扣件与板底纵横

向钢管连接；排架水平杆步距 1500㎜，在离楼（地）面 200㎜高处设一道纵横向扫地

杆。

2、梁底排架

（1）－2 层顶板主梁 600×950、500×800，－1 层顶板主梁 600×1100、600×

950，采用 15 厚多层板底模和侧模，侧模内肋用 50×100 木方，间距 200，外肋采用φ

48×3.0 双钢管，间距 400；梁高中部设 1 道φ12 对拉螺栓，水平间距 400；支撑排架

梁底木方 3 根（竖放），梁两侧立柱间距 1000，梁底增设 1 道承重立杆纵距 800，梁

底支撑小横杆间距 400；排架水平杆步距 1500㎜，在离楼（地）面 200㎜高处设一道

纵横向扫地杆。

（2）－2 层顶板次梁 400×800，－1 层顶板次梁 500×900，采用 15 厚多层板底模

和侧模，侧模内肋用 50×100 木方，间距 200，外肋采用φ48×3.0 钢管，间距 400；

支撑排架梁底木方 3 根（竖放），梁两侧立柱间距 1000，立柱梁跨度方向间距 800，

梁底增设 1 道承重立杆，立柱纵距 800，梁底支撑小横杆间距 400；排架水平杆步距

1500㎜，在离楼（地）面 200㎜高处设一道纵横向扫地杆。

排架搭设时先在底板或楼面上由测量人员放线定位确保排架位置的准确性，以利于

梁模板支架的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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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板模板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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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钢管扣件排架搭设要求

1、排架钢管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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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GB/T 700）中 Q235-A 级钢的规定，不得使用有严重锈蚀、弯曲、压

扁及裂纹的钢管。

2、扣件采用可锻铸铁制作，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脚手架扣件》（GB 

15831）的规定。扣件在螺栓拧紧扭力矩在 40-65Nm，并且保证达 65Nm 时不发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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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780 和《六角头螺栓》

GB/T5782 的规定。

3、排架必须设置纵、横向扫地杆。纵向扫地杆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距底座上皮

不大于 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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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立杆上。横向扫地杆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紧靠纵向扫地杆下方的立杆上。

4、梁、板底横杆与立杆连接必须采用双扣件。

5、支模架应由架子工（持证）搭设，施工前做好每项安全技术交底，施工时随做随检，

做好记录，验收合格后才能进入下道工序施工；

6、垂直剪刀撑严格按规范设置，并与地面顶紧；

其它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有关规范执行，确保安全。

四、混凝土浇捣注意事项

由于板厚较大，所以在浇捣混凝土时所产生的施工荷载对排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所以需注意以下事项：

1、浇捣梁混凝土时分层浇捣，尽量让荷载均匀分布，采用由中部向两边扩展的浇

筑方式，确保模板支架施工过程中均衡受载。

2、框架柱根据楼层结平标高分层浇筑，浇至顶板梁底 2～3cm，然后顶板、梁一起

浇至设计标高。

3、为了避免内模被冲坏和侧移，减少浇筑冲力，混凝土输出口必须安装 90 度弯头，

以减小倾倒混凝土的施工荷载。

4、严格控制实际施工荷载不超过设计荷载 1 kN/m2，对出现的超过最大荷载要有相

应的控制措施，钢筋等材料不能在支架上方堆放。

5、浇筑过程中，派人检查支架和支承情况，发现下沉、松动和变形情况及时解决。

并在浇筑前对施工区域设置警戒线，不准人员进入排架内部。

6、浇筑前必须有参建各方的书面验收通过手续方可实施。

五、排架的拆除

1、排架拆除前应有项目工程师召集有关人员对工程进行全面检查，确认相应部位

顶板混凝土均已达到设计强度，确已不需要时排架方可拆除。

2、支撑系统的拆除作业必须自上而下逐步进行，严禁上下步同时拆除作业，分段

拆除的高差不应大于 2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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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拆除排架时，地面应设围栏和警戒，并派专人看守，严禁非操作人员入内。

4、拆下的杆件与零配件应分堆，严禁高空抛掷。

六、排架的安全使用及管理

1、进入施工现场人员必须戴好安全帽，高空作业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带，并应系牢。

2、操作者应有特种作业上岗证，身体健康，并在接受本工程项目部的安全交底后

方可上岗。经医生检查认为不适宜高空作业的人员，不得进行高空作业。

3、二步架以上施工时应佩带安全带，严禁向下抛扣件等物品，上部施工时，地面

应有专人警戒守护。

4、作业人员应衣着灵便，但不准赤膊裸身。应脚穿软底防滑鞋。

5、施工中若发生安全设施隐患或缺陷，务必及时处理或停工，并向上级汇报，班

前、班后均应检查已施工部分的质量，安全情况，并按查验情况逐次以记录。

6、排架的搭设还是拆除，均不得上、下步同时作业。

7、严禁强风、雨、雪及夜间高空搭设和拆除作业操作。

8、在排架使用期间，严禁拆除主节点处的纵横向水平杆、纵横向扫地杆等。

9、模板支撑系统搭设后至拆除的使用全过程，立杆底部不得松动，不得任意拆除

任何一根杆件，不得松动扣件，不得用作起重缆风的拉结。

10、混凝土浇筑应尽可能使排架支撑系统均匀受载。

11、严格控制模板支撑系统的施工荷载，不得超过设计荷载，在施工中应有专人监

控。

12、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有专人对模板支撑系统进行监护，发现有松动、变形等

情况，必须立即停止浇筑并采取相应措施。

13、搭拆脚手架时，地面应设围栏和警戒标志，并派专人看守，严禁非操作人员入

内。

七、应急救援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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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在超厚模板区域内施工极可能发生高空坠落、模板坍塌、物体打击等重大事故。本

预案针对上述可能发生的高空坠落、模板坍塌及物体打击紧急情况进行应急准备和响

应。

（二）机构设置

为对可能发生的事故能够快速反应、求援，项目部成立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由项目

经理任组长，负责事故现场指挥，统筹安排等。

项目部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当施工发生事故，若应急救援小组组长不在位时，由副组长负责现场指挥救援。

施工现场紧急情况处理流程图

发现人 发现后立即向项目经理或现场负责人报告

公司质量安全管

理部负责人

项目经理或现场

负责人

迅速作出判断，下达应急指令；同时以最快方式向本单位工

程部门、经理报告，并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报警。

跟踪应急处理情况，必要时赶赴现场协助处理；处理完毕后，评审

应急准备和响应程序，必要时修订文件。

组  长

项目经理

副组长

施工负责人    

  组  员

施工员、安全员、材料员  

** ** ** **

各施工班组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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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职责

1、负责制定事故预防工作相关部门人员的应急救援工作职责。

2、负责突发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各类应急救实施的准备工作，统一对人员，材料物

资等资源的调配。

3、进行有针对性的应急救援应变演习，有计划区分任务，明确责任。

4、当发生紧急情况时，立即报告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并及时采取救援工作，尽

快控制险情蔓延，必要时，报告当地部门，取得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帮助。

（三）应急救援工作程序

1、当事故发生时小组成员立即向组长汇报，由组长立即上报公司，必要时向当地

政府相关部门，以取得政府部门的帮助。

2、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织项目部全体员工投入事故应急救援抢险工作中去，

尽快控制险情蔓延，并配合、协助事故的处理调查工作。

3、事故发生时，组长或其他成员不在现场时，由在现场的其他组员作为临时现场

救援负责人负责现场的救援指挥安排。

4、项目部指定专人负责事故的收集、统计、审核和上报工作，并严格遵守事故报

告的真实性和时效性。

（四）救援方法

1、地当发生模板坍塌事故时，立即组织人员及时抢救，疏散施工人员，防止事故

扩大，在有伤亡的情况下控制好事故现场；

2、报 120 急救中心，到现场抢救伤员。

3、急报项目部应急救援小组、公司和有关应急救援单位，采取有效应急救援措施；

4、清理事故现场，检查现场施工人员是否齐全，避免遗漏伤亡人员，把事故损失

控制到最小；

5、预备应急救援工具：常用药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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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排架计算书

计算说明：

1、本工程地下室楼板厚有两种：－2 层板厚 250㎜，层高 3.6M；－1 层板厚 300㎜，

层高 3.8M。所以对两种板厚模板分别进行验算。

2、梁模板及支架计算时，因－2 层梁截面主要为 600×950，对应层高 3.6M；－1

层梁截面主要为 600×1100，对应层高 3.8M，所以计算按－1 层梁截面 600×1100 计

算。

－2层板模板(250厚)计算书

模板支架的计算依据：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0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01)、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03)等规范编制。

（一）、参数信息:

横向间距或排距(m):0.80；纵距(m):0.80；步距(m):1.50；

采用的钢管(mm):Φ48×3.0 ；面板采用胶合面板：厚度为15mm；

木方的截面宽度(mm):50.00；木方的截面高度(mm):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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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楼板支撑架荷载计算单元

（二）、模板面板计算:

面板为受弯构件,需要验算其抗弯强度和刚度，取单位宽度1m的面板作为计算单元 

面板的截面惯性矩I和截面抵抗矩W分别为：

W = 100×1.52/6 = 37.5 cm3；

I = 100×1.53/12 = 28.125 cm4；

模板面板的按照三跨连续梁计算。

     

                     面板计算简图

1、荷载计算

(1)静荷载为钢筋混凝土楼板和模板面板的自重(kN/m)：

q1 = 25×0.25×1+0.35×1 = 6.6 kN/m；

(2)活荷载为施工人员及设备荷载(kN)：

q2 = 1×1= 1 kN/m；

2、强度计算

最大弯矩考虑为静荷载与活荷载的计算值最不利分配弯矩和，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q=1.2×6.6+1.4×1= 9.32kN/m

最大弯矩M=0.1×9.32×0.252=  0.058 kN·m；

面板最大应力计算值  σ= 58250/37500 = 1.553 N/mm2；

面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f]=13 N/mm2；

面板的最大应力计算值 1.553 N/mm2 小于面板抗弯强度设计值 13 N/mm2,满足要求!

3、挠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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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q = 6.6kN/m

面板最大挠度计算值 v = 0.677×6.6×2504/(100×9500×4166666.667)=0.004 mm； 

面板最大允许挠度  [V]=250/ 250=1 mm；

面板的最大挠度计算值 0.004 mm 小于 面板的最大允许挠度 1 mm,满足要求!

（三）、模板支撑方木的计算:

方木按照三跨连续梁计算，截面惯性矩I和截面抵抗矩W分别为:

W=5×10×10/6 = 83.33 cm3；

I=5×10×10×10/12 = 416.67 cm4；

                

             方木楞计算简图

1.荷载的计算：

(1)钢筋混凝土板自重(kN/m)：q1= 25×0.25×0.25 = 1.562 kN/m；

(2)模板的自重线荷载(kN/m):q2= 0.35×0.25 = 0.088 kN/m ；

(3)活荷载为施工荷载标准值与振倒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kN)：

p1 = (1 + 2)×0.8×0.25 = 0.6 kN；

2.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考虑为静荷载与活荷载的计算值最不利分配弯矩和，计算公式如下:

                

均布荷载   q =  1.2 × (q1 +  q2) = 1.2×(1.562 + 0.088) = 1.98 kN/m；

集中荷载   p = 1.4×0.6=0.84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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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弯距   M = Pl/4 + ql2/8 = 0.84×0.8 /4 + 1.98×0.82/8 = 0.326 kN；

最大支座力 N = P/2 + ql/2 = 0.84/2 +1.98×0.8/2 = 1.212 kN ；

方木最大应力计算值  σ= M /W = 0.326×106/83333.33 = 3.917 N/mm2；

方木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f]=13.0 N/mm2；

方木的最大应力计算值为 3.917 N/mm2 小于方木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13.0 N/mm2,满足要求!

3.抗剪验算：

最大剪力的计算公式如下:Q = ql/2 + P/2

截面抗剪强度必须满足: T = 3Q/2bh < [T]

其中最大剪力: Q = 1.98×0.8/2+0.84/2 = 1.212 kN；

方木受剪应力计算值 T = 3 ×1.212×103/(2 ×50×100) = 0.364 N/mm2；

方木抗剪强度设计值 [T] = 1.4 N/mm2；

方木受剪应力计算值 0.364 N/mm2 小于 方木抗剪强度值 1.4 N/mm2，满足要求!

4.挠度验算:

最大挠度考虑为静荷载与活荷载的计算值最不利分配挠度和，计算公式如下:

                

均布荷载   q = q1 + q2 = 1.65 kN/m；

集中荷载   p = 0.6 kN；

最大挠度计算值   V= 5×1.65×8004 /(384×9500×4166666.667) +600×8003 /( 48×9500×

4166666.7)  = 0.384 mm；

最大允许挠度  [V]=800/ 250=3.2 mm；

方木最大挠度计算值 0.384 mm 小于 方木的最大允许挠度 3.2 mm,满足要求!

（四）、板底支撑钢管计算:

支撑钢管支撑钢管按照集中荷载作用下的三跨连续梁计算；

集中荷载P取纵向板底支撑传递力，P = 1.98×0.8 + 0.84 = 2.424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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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钢管计算简图 

                       支撑钢管计算弯矩图(kN.m) 

                       支撑钢管计算变形图(mm) 

                       支撑钢管计算剪力图(kN)   

最大弯矩 Mmax = 0.652 kN.m ；最大变形 Vmax = 1.258 mm ；

最大支座力 Qmax = 8.602 kN ；最大应力 σ= 651923.437/4490 = 145.195 N/mm2；

支撑钢管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f]=205 N/mm2；

支撑钢管的最大应力计算值 145.195 N/mm2 小于 支撑钢管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205 N/mm2,满足要求!

支撑钢管的最大挠度为 1.258mm 小于 800/150与10 mm,满足要求!

（五）、扣件抗滑移的计算:

按照《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双扣件承载力设计值取16.00kN，按照扣件抗滑

承载力系数0.80，该工程实际的旋转双扣件承载力取值为12.80kN 。

纵向或横向水平杆与立杆连接时，扣件的抗滑承载力按照下式计算(规范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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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Rc

其中 Rc -- 扣件抗滑承载力设计值,取12.80 kN；

          R-------纵向或横向水平杆传给立杆的竖向作用力设计值; 

计算中R取最大支座反力,R= 8.602 kN；

R < 12.80 kN,所以双扣件抗滑承载力的设计计算满足要求! 

（六）、模板支架立杆荷载标准值(轴力):

作用于模板支架的荷载包括静荷载、活荷载和风荷载。

1.静荷载标准值包括以下内容：

(1)脚手架的自重(kN)：NG1 = 0.129×3.35 = 0.432 kN；

(2)模板的自重(kN)：NG2 = 0.35×0.8×0.8 = 0.224 kN；

(3)钢筋混凝土楼板自重(kN)：NG3 = 25×0.25×0.8×0.8 = 4 kN；

静荷载标准值 NG = NG1+NG2+NG3 = 4.656 kN；

2.活荷载为施工荷载标准值与振倒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

活荷载标准值 NQ = (1+2 ) ×0.8×0.8 = 1.92 kN；

3.立杆的轴向压力设计值计算公式：N = 1.2NG + 1.4NQ = 8.276 kN；

（七）、立杆的稳定性计算:

立杆的稳定性计算公式

                

其中  N ---- 立杆的轴心压力设计值(kN) ：N = 8.276 kN；

      σ---- 轴心受压立杆的稳定系数,由长细比 Lo/i 查表得到；

      i ---- 计算立杆的截面回转半径(cm) ：i = 1.59 cm；

      A ---- 立杆净截面面积(cm2)：A = 4.24 cm2；

      W ---- 立杆净截面模量(抵抗矩)(cm3)：W=4.49 cm3；

      σ-------- 钢管立杆受压应力计算值 (N/mm2)；

     [f]---- 钢管立杆抗压强度设计值 ：[f] =205 N/mm2；

      L0---- 计算长度 (m)；

如果完全参照《扣件式规范》，由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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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0 = h+2a                  

      a ---- 立杆上端伸出顶层横杆中心线至模板支撑点的长度；a = 0.1 m；

得到计算结果：

立杆计算长度 L0 = h + 2a = 1.5+2×0.1 = 1.7 m ；

L0 / i = 1700 / 15.9=107 ；

由长细比 lo/i  的结果查表得到轴心受压立杆的稳定系数φ= 0.537 ；

钢管立杆受压应力计算值；σ=8275.782/(0.537×424) = 36.347 N/mm2；

立杆稳定性计算 σ= 36.347 N/mm2 小于 钢管立杆抗压强度设计值 [f]= 205 N/mm2，满足要求！

－1层板模板(300厚)计算书

模板支架的计算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0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01)、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03)等规范编制。

（一）、参数信息:

横向间距或排距(m):0.80；纵距(m):0.80；步距(m):1.50；

采用的钢管(mm):Φ48×3.0 ；面板采用胶合面板，厚度为15mm。

木方的截面宽度(mm):50.00；木方的截面高度(mm):100.00；

                

                   图1  楼板支撑架荷载计算单元

（二）、模板面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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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为受弯构件,需要验算其抗弯强度和刚度，取单位宽度1m的面板作为计算单元 

面板的截面惯性矩I和截面抵抗矩W分别为：

W = 100×1.52/6 = 37.5 cm3；

I = 100×1.53/12 = 28.125 cm4；

模板面板的按照三跨连续梁计算。

     

                     面板计算简图

1、荷载计算

(1)静荷载为钢筋混凝土楼板和模板面板的自重(kN/m)：q1 = 25×0.3×1+0.35×1 = 7.85 kN/m；

(2)活荷载为施工人员及设备荷载(kN)：q2 = 1×1= 1 kN/m；

2、强度计算

最大弯矩考虑为静荷载与活荷载的计算值最不利分配的弯矩和，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q=1.2×7.85+1.4×1= 10.82kN/m

最大弯矩M=0.1×10.82×0.252=  0.068 kN·m；

面板最大应力计算值  σ= 67625/37500 = 1.803 N/mm2；

面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f]=13 N/mm2；

面板的最大应力计算值为 1.803 N/mm2 小于面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13 N/mm2,满足要求!

3、挠度计算

挠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q = 7.85kN/m

面板最大挠度计算值 v = 0.677×7.85×2504/(100×9500×4166666.667)=0.005 mm； 

面板最大允许挠度  [V]=250/ 250=1 mm；



16

面板的最大挠度计算值 0.005 mm 小于 面板的最大允许挠度 1 mm,满足要求!

（三）、模板支撑方木的计算:

方木按照三跨连续梁计算，截面惯性矩I和截面抵抗矩W分别为:

W=5×10×10/6 = 83.33 cm3；

I=5×10×10×10/12 = 416.67 cm4；

                

                                方木楞计算简图

1.荷载的计算：

(1)钢筋混凝土板自重(kN/m)：q1= 25×0.25×0.3 = 1.875 kN/m；

(2)模板的自重线荷载(kN/m):q2= 0.35×0.25 = 0.088 kN/m ；

(3)活荷载为施工荷载标准值与振倒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kN)：

p1 = (1 + 2)×0.8×0.25 = 0.6 kN；

2.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考虑为静荷载与活荷载的计算值最不利分配的弯矩和，计算公式如下:

                

均布荷载   q =  1.2 × (q1 +  q2) = 1.2×(1.875 + 0.088) = 2.355 kN/m；

集中荷载   p = 1.4×0.6=0.84 kN；

最大弯距   M = Pl/4 + ql2/8 = 0.84×0.8 /4 + 2.355×0.82/8 = 0.356 kN；

最大支座力 N = P/2 + ql/2 = 0.84/2 +2.355×0.8/2 = 1.362 kN ；

方木最大应力计算值  σ= M /W = 0.356×106/83333.33 = 4.277 N/mm2；

方木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f]=13.0 N/mm2；

方木最大应力计算值为 4.277 N/mm2 小于方木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13.0 N/mm2,满足要求!

3.抗剪验算：

最大剪力的计算公式如下:Q = ql/2 + P/2

截面抗剪强度必须满足: T = 3Q/2bh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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