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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扣架与高强薄壁管（HFS）支撑系统施工工法

1 前言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具良好安全性、钢管材料耐久、承载力

高、配件定型化、工作效率高等优势。重盘扣架（Z型）相较轻型

架（B 型）更大立杆直径，架体承载能力、整体稳性大幅提高。相

同架体尺寸和荷载条件下，可有更大的立杆间距及间距选择范围，

单位面积内更少的钢管投入量且能达到更灵活的整体布置。重型盘

扣架更少的投入量除了提高施工效率，维护、运输、储存费用也明

显降低具更好的经济性。浙江省自 2022 年起，施工现场模板支撑架

全面推广承插型盘扣式脚手架。从目前的盘扣架的使用来看，标准

型（B 型）支撑架得到了普及，重型（Z 型）支撑架则使用很少，使

重型架的优势未完全发挥，主要原因有：

一.施工班组或项目部使用习惯上，更容易接受钢管及架体尺寸

接近原扣件式钢管的 B 型盘扣架。

二.重型架更大的立杆间距需与型钢龙骨配套，用于大跨度的主

次楞承重。而普通钢龙骨单重大，高处作业人工操作不便，其它如

地面回填土基础承载、型钢龙骨间及与模板间的固定、型钢龙骨起

拱、边梁模板支设等节点工艺有待完善。

三.盘扣架主次交接梁侧重叠立杆、三角架斜撑等目前安全软件

尚缺计算，对立杆间距大的重型架影响更明显；无重型架体自重经

验值等影响项目技术人员对重型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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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规定或实施细则对轻重型盘扣架采用了同一标准而未区

分，使重型架优势无法展现。

本工法选用超强薄壁型钢（HFS1350）作为重型架配套龙骨，一

是为适应立杆大跨距必须采用高强龙骨作主次楞；二为减重提高型

钢高空可操作性应采用薄壁高强方档；三是考虑到今后技术发展方

向的工具化复合化。如超强型钢与胶合板、塑木等材料组成复合龙

骨，形成与木模板可直接钉接的方式，提高施工便捷性。超强薄壁

钢又称超强铁（铝）合金，材料设计强度为 Q335 钢三倍，屈服强度

大于 1200mpa。良好的力学性能，为减重带来可能，该材料的扣件

式钢管已推广使用，本省主要用于承重架的龙骨方档。目前方档有

二种尺寸：48*48 及 50*100，壁厚 0.9（1.3）mm 和 1.5（3.0）mm，

用于主次楞，重量约为木方及普通型钢的 50%-60%。

我公司经成立专项组并与专业公司配合，经多个项目实践完善重

型（Z 型）盘扣架与高强薄壁管支撑系统工艺，在目前通用的技术

条件下形成本工法。工法首次完善了支架自重经验值的选定，方便

风险分析及支撑架承载计算。引入布料机等机具作为点荷载情况下

的风险分析计算方式，消除安全计算盲点。

实践中研制的多个龙骨固定卡扣，其中用于主龙骨固定于可调托

撑的卡扣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202308493497。为解决落

地超重承重架回填土基础承载力不足难题，专项组创造性的提出垫

层附筋解决方案，论文已发表于《工程技术》2023 年 2期，工法完

整引用论文成果。本文所提及高大支模架、安全等级 I 级支撑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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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的支撑架含意相近，所含定义略有差别，为方

便大多以“高大支模架”或“I级支架”成文。

2 工法特点

2.0.1 一体连续承重架体，同批架体内不设调节跨，确保架体整体

性，减少非盘扣钢管搭接和使用量，提高工效。

2.0.2 重型架跨距大可选立杆间距广，使立杆布局有更大的自度，

按表 5.4.5，可先布置后计算。大跨度下利用梁在二侧立杆间的非

对称布置，可提高立杆整体布置灵活性。水平梁在单跨内的非对称

布置，可减少支架单元格跨距调整，布局适用性高。

2.0.3 梁底优先何用型钢横托梁，除边梁外不使用和减少使用梁底

立杆，减少立杆跨数即减少跨间斜杆使用量，也相应减少了斜杆使

用的尺寸类型。

2.0.4 木模板（钉接类板）楞钢木混搭，由钢龙骨承重，木档接合

胶合板。面板与钢楞无法钉接，木模面板施工中存翘曲可能。

2.0.5 利用钢筋制作卡扣用于超强薄壁管固定。撑方盘内主楞、主

次楞方管间的卡扣固定，可避免施工过程中的倾覆、位移，保证型

钢楞计算、施工间距。详图 4.3.2-4.3.5。

2.0.6 利用垫层附筋方式提高支架回填土地基础承载力。大跨距重

型架立杆有较大轴力，回填土通常无法满足承载力要求，附筋垫层

使地面垫层与结构层楼面类似承载力。



4

2.0.7 省标 DB33/T1221 及 JGJ130 同为扣件式脚手架规范得出重型

盘扣架自重标准值经验值，使支架安全计算及危险性分析有可靠参

数和依据。推演过程详 4.4.2。重型盘扣支撑架立杆承受的每米支

架自重标准值：0.21KN/M；重型盘扣支撑架每米高每平支架自重标

准值：0.1 KN/M
3
。

2.0.8 模板支撑架上布料机等施工机具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参钢结

构安装把点荷载纳入模板支撑架进行风险性识别，并给出荷载计算

方式。详 5.3.5-3。

3 适用范围

本工法用于建筑工程水平向混凝土结构模板支架设计与施工。坡

度大于 10%混凝土结构水平构件，支架部分可参照适用。

4 工艺原理

4.1 支架连续整体布置原理

4.1.1 楼板支架立杆间距范围 2.4-0.9 米按模数纵橫布置，梁侧立

杆间距 1.5-0.6 米按模数纵橫布置，与相邻板纵向一致或成模数。

板跨纵横组合为 15种方案，梁计有 1 种，考虑梁二侧与立杆最少间

距 200mm，实际应为 9种组合，详表 5.4.5。重型架多样化的间距组

合，可适应常规混凝土结构连续无间断支架布置，保证架体统一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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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连续整体架

4.1.2 重型支架立杆、支座底座在不考虑失稳情况下承载力设计值

高达 140KN，常规构件荷重下很难达到其中的一二成。梁底无立杆

布置，是通过梁底双拼型钢横向搁置到连接盘（双受剪承载力设计

值 40KN），充分利用立杆轴向承载力。

4.1.3 四周边梁第一根支架立杆从梁底且偏外侧起步，因此无法保

证中间框架梁、次梁位于支架单元格正中，梁荷载应按二侧立杆非

对称计算。边梁、超重梁底等加设立杆（称附加杆），改变单元格

组成，即水平杆分段设置外，斜杆按基本单元格构设。

4.2 落地支架扩展及附筋垫层基础

4.2.1 支承于回填土之上的支架，受垫板面积限定（0.3m
2
）无法简

单通过增加垫板面积来提高地面承载能力。各类脚手架标准、基础

设计标准求回填土承载力特征值（fak）调系数取 0.4，大荷载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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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很难通过回填土基础验算。目前承重支架必须设不少于 100mm 厚

混凝土垫层及砂石垫层，可利用混凝土及碎石垫层作为立杆刚性基

础，考虑垫层扩散角提升下层回填土受力面积以提升承载力。

4.2.2-4.2.3 采用刚性基础方式，4.2.4 采用垫层内附加钢筋以柔性

基础计算，满足不同荷载下重型架立杆回填基础受力情况。

4.2.2 回填土常规使用粘土，粘土 fak 值在 80KN-180KN 间，按安全

软件垫板计算方式，则回填土可承受轴力范围 9.6-21.6KN 间。垫层

在素混凝土情况下配套使用可底座，按刚性基础计算可承受荷载

8.8-19.7KN，如图 4.2.1 承载力扩展宽度 B，提升回填土受力面积

方式提高承载能力。

图 4.2.1 混凝土、碎石垫层计算图 图 4.2.2 带糟钢垫板计算图

4.2.3《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JGJ130-2011 在立杆下铺厚

50mm-6mm，宽度小于 200mm 的木垫或木脚手板，规范限定面积不大

于 0.3m
2
，最大宽度下大跨间距上限仅 1.5m。按 16#糟钢垫层计，按

扩展基础回填土宽度 B 约为 0.543m，则基础可承受荷载理论参考值

26.06-58.6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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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回填土承载力特征值一定情况下，可在垫层中附筋进一步提

高回填土承载力，如图 4.2.3。因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计算的纵横向

配筋量差别大，按多跨连续板计算应上下配筋，都利于施工。考虑

到现场更方便双向对称布置钢筋，也方便脚手架单元格垫层满布钢

筋。则按 1.5m 间距反推可回填土承受最大荷载为：0.4×130×

1.52=117KN。悬臂计算弯矩方式计算纵橫向配筋为 HRB335 则 721

mm2，混凝土强度 C20，厚度 120mm。计算参 5.4.6。

图 4.2.3 附筋垫层计算图

4.2.5 综合以上情况并经计算取舍，以回填土特征值 130KN 且调整

系数为 0.4 的回填土，垫层 C20 为代表，按立杆轴力设计值分类的

基础选择表.2.4 供参考，具体应按现状况计算确定。

表 4.2.4 立杆基础类型选择表

立杆垫层

基础类型

立杆轴力设计值 N（KN）

N≤12 12＜N≤25 25＜N≤40 40＜N≤60 N＞60

100 厚砼 √ √ √

120 以上碎石 √ √ √ √ √

12-18#糟钢 √

Φ6.5 附筋 √

≥Φ8附筋 √ √

120 厚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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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打勾√为选择。钢筋间距应在 150mm 内保证立杆底座下砼垫层纵横向有

一根钢筋。其中Φ6.5 附筋为 HPB235，Φ8以上应为 HPB235、HRB335。

4.3 固定与定位用钢筋卡扣

4.3.1 高强薄壁管目前是全封闭管，相互间无损固定连接不易，且

应顾及上部安装模板、次楞位置。薄壁管单位重量轻，方管在安装

时更易倾覆、移位卡扣采用Φ3-6.5 重量轻加工半径小，建议钢材

采用 Q235 及冷拔丝。卡扣开口尺寸略小于方管尺寸，利用钢材弹性

及摩擦固定。图 4.3.2-4.3.5 是几种常用卡扣。

4.3.2 主楞（方管）与可调托盘固定、定位

图 4.3.2 托盘主楞卡扣三维及安装图

4.3.3 主楞（方管）与可调托盘临时固定、定位

4.3.3 托盘内主楞临时扣 图 4.3.双方管接临时固定扣

4.3.4 双主楞（方管）接临时固定卡

4.3.5 大方管上方档定位卡扣，具体尺寸应按型钢尺寸，这里示意

尺寸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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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5 次楞管与主楞管定位卡扣

4.4 重型盘扣架自重经验标准值来源及推导

4.4.1 目前省标 DB33/T1221 给出Φ483 管支架 0.15KN/M 的自重，软

件默认用于构件承载计算，危险性分则默认 0.15KN/M
3
用于支架自重

标准。以上参数来源 JGJ130-2011 表 A.0.3 中步距 1.8m、纵 1.0m×

1.0m，相应每米高自重值 0.1498KG/M（单立杆轴力），相应每米高

度每平的支架自重标准值为 0.1498KG/M
3
（每平米自重荷载）。在安

全计算时尚无法确定支架布置方式，也无法按实际计算支架自重值。

4.4.2 重型盘扣架板立杆间距 2.1-1.5 米，梁 1.5-0.9 间，按经验

纵横向间距取 1.5 米。如果按步距 1.5 米计，则 1.5 米立方体内，

Φ60.3 立杆一根（9.6K）、Φ48.3 水平杆二根（5.86KG×2）、取

最大Φ48.3 斜杆一根（7.31KG）、连接棒一根（1.0KG）,不计水平

剪刀撑情况下合计 29.63KG，换算每米高（29.63×9.8/1.5/1000）

0.1936KN/M。可作为支架每米自重的最小标准值。

4.4.3 JGJ130-2011 表 A.0.3 基于Φ48.3×3.6 钢管，3.6 应是最大

壁厚。重型盘扣立杆为Φ60.3×3.2、水平杆 48.3×2.5、竖向斜杆

48./33.7×2.5/2.3，实际钢管壁厚在 3.25。钢管厚度相同布置情

况下（除立杆外），扣件式钢管支架重量应大于盘扣架，因此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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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方式计算重型架自重值偏大。盘扣架标准步距下，JGJ130-2011

表 A.0.2 步距 1.5 米纵横距 1.35×1.5M，延伸插入法得 1.5×1.5M

自重值 0.2042 KN/M，加上重型架立杆与扣件钢管每米重量差 4.51-

3.97=0.54KG/M 计 0.2116KN/M，作为支架每米自重的最大标准值。

4.4.4 根据重型盘扣架每米自重标准 0.1936-0.2116 KN/M，实际取

值 0.21 KN/M，支架单元格 1.5M×1.5M，换算成每米高每平米标准

值为 0.093KN/M
3
，实际取 0.1 KN/M

3
。二标准值分别用于支架验算、

风险分析时的支架自重参数。

5 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5.1 工艺流程

承重脚手架安全计算及支架布置在其工艺过程中占重要一环，为

此把这二项从施工方案中独立出来，也是本工法的一个重点。目前

对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专项的管理要求，流程中给

予列明，即安全等级识别（危险性分析）。以下流程图中Ⅰ和Ⅱ为

表达方便包括“搭设跨度 18m 及以上”模板支架，即高大模板支架

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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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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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前期准备

5.2.1 熟悉施工合同、投标文件、施工组织设计等，了解项目安全、

质量、工期、进度、制度及组织架构等，并在此要求框架下编制模

板支架方案。

5.2.2 掌握图纸中全部结构构成，了解工程基本设计要求和项目单

元。进一步对照工程量清单中与结构、支架相关的工程量、技术措

施及相关条件，了解项目所需支架规模、施工难点、组织方式等。

5.2.3 结合施工场地、地质勘探报告、现场开挖和回填、土质试验，

了解支架基础承载能力。

5.2.4 掌握施工机具布置、材料堆放及仓库设置、出入口设置，了

解临时水电、消防、脚手架布置情况或计划，提出施工支架专项上

的要求和建议。

5.3 安全等级识别

5.3.1 在支架计算前先进行安全等级识别，是与结构重要性系数相

关，影响计算结果；其次是支撑架构造可能会有差别；再次是高大

模板支架应单独编制专项施方案，并认证验收。

5.3.2 安全等级识别可以通过相关安全计算软件和三维模型进行危

险性分析，但应按现场施工情况选择参数。表 5.3 中荷载设计值 1

为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引入荷载设计值 2 是考虑支撑架可能出现

的布料机等较大的施工荷载，表 5.3.2 荷载设计值 2为用于钢结构

安装、施工机具等荷载自重设计值。

表 5.3.2 支撑体系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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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级 搭设高度（m） 荷载设计值 1 荷载设计值 2

Ⅰ ≤8
≤15kN/m

2

≤20 kN/m
≤7 kN/点

Ⅱ ＞8
＞15kN/m

2

＞20 kN/m
＞7 kN/点

5.3.3 浙江省二个标准（DB33/T1221、DB33/T1035）中高大模板支

架定义，未包括钢构安装等点荷载。住建部[2018]31 号文“承受单

点集中 7KN 及以上”归入“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分项，

JGJ231-2021 表 3.0.4 点荷载已纳入风险识别且未注明仅钢结构安

装。因布料机等较大施工机具荷载直接由模板支承体系承受，且受

力场境复杂，应参钢结构安装项目进行风险分析。布料机指三-四只

支撑脚支撑于模板上的商品砼布料机，承载计算参 5.3.5-3。

5.3.4 在目前盘扣架尚无浙江省标准情况下，本省项目荷载取值应

参《建筑施工承插型轮扣式钢管模板支架技术规程》DB33/T1221-

2020，该标准已执行《建筑结构可靠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新内容，即永久、可变荷载分项系数按 1.3、1.5 取值，可变荷载调

整系数按 0.9(GB50068-8.2.10)。在危险性分析阶段，不考虑支架

重复使用情况调整的承载力设计调整系数(JGJ231-4.4.3)，不再调

整其它系数值。

5.3.5 根据重型盘扣架每米自重标准实际取值 0.21kN/m，及 0.1

kN/m
3
。模板自重标准值板 DB33/T1221-2020（或 JGJ231-2021）表

4..1 采用，施工荷载按 4.2.2-4.2.4 取值。其中支撑架有水平泵管

设置取值自 GB51210-2016 表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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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板施工总荷载

S1=1.3(G1k+G2k×a+G3k×a)+1.5×γLQ1k

S1-------------板施工总荷载（kN/m
2
）；

Q1k------------施工荷载标准值(kN/m
2
)，取 3kN/m

2
，带泵管取 4 kN/m

2
；

G1k------------模板及支架自重标准值(kN/m
2
)，支架自重取 0.1( kN/m

3
)×

H；

G2k------------新浇筑混凝土自重标准值(kN/m
3
)，砼自重取 24kN/m

3
；

G3k------------钢筋自重标准值(kN/m
3
)，板钢筋自重取 1.1 kN/m

3
；

a-------------楼板最大板厚(m) ；

H-------------最大建筑层高(m) ；

γL------------可变荷载调整系数，取 0.9；

2.梁集中线荷载

S2=b[1.3×(G1k+G2k×h+G3k×h)+1.5×γLQ1k]

S1---------------梁集中线荷载（kN/m）；

b --------------取最大截面积对应梁宽(m)；

h---------------取最大截面积对应梁高(m)；

G3k--------------钢筋自重标准值(kN/m
3
)，梁钢筋自重取 1.5 kN/m

3
；

3.模板上施工机具集中点荷载

这里以布料机为例，按 GB50210-2016（5.1.4）要求考虑动力系

数 1.35。布料机配重方向变动、泵送冲击等各因素，机具自重无法

平均至支腿，机具自重按机具支架腿个数 n-1 平均至每个支腿以点

荷载计。支架单元格尺寸应按实际计，考虑风险分析阶段可取较小

值 0.9×1.2=1.08m
2
（板底立杆加密加固布置），支架自重经验值不

变。这里点荷载情况下不考虑新浇筑混凝土自重及振捣，即不考虑

布料机撑脚下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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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lalb[1.3×(G1k+G3k×a)]+1.5×γL[lalb×Q1k+1.35×Q2k/(n-1)]

S3------------集中点荷载（kN/m
2
）；

lalb-----------单元格纵横间距乘积取大值（m
2
），重型盘扣架取 1.08m

2
；

G3k------------钢筋自重标准值(kN/m
3
)，板钢筋自重取 1.1 kN/m

3
；

Q1k------------施工荷载标准值(kN/m
2
)，取施工人员及随身设备 1kN/m

2
；

Q2k------------布料机或机具自重标准值（kN）；

n-------------布料机支腿数量，大于 4则取 4；

γL------------可变荷载调整系数，取 1.0，如布料机自重包括管内混凝土

重取 0.9；

5.3.6 高大支模架所属范围

1.高大支模架构造措施、工作流程、结构重要性系数、施工验收

等与普通模板支架有区别，因此有必要明确高大支模架在风险分析

后支架所属范围。在同批连续浇筑混凝支架，宜统一按高安全等级

施工，如大面积情况下需单独划分Ⅰ级安全等级，除满足高宽比小

于 2，应至少满足以下各个条件。

2.点荷载判断的高大支模架，范围包括点荷载所在单元格相邻全

部单元格，或多个点荷载所围成的单元格外延一圈单元格所在支架。

3.带泵管荷载判断的高大支模架，板上泵管二侧合计四米范围应

属高大支架范围。

4.线荷载判断的梁类高大支模架，应包括二侧开间板支模架（含

柱）。搭设跨度 18米及以上梁相同处理。

5.面荷载判断的板类高大支模架，包括四周梁支撑架。

6.按高度判别高大支模架，可排除室外的边梁、电梯井坑、机房、

排水井沟、管井、外挑阳台雨蓬等个别场景，且限定安置单排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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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高差少于 1.5 米。即总体结构支架高度少于 8 米，仅单排立杆可

能处于超 8米的特殊状况。此情况下可按实际高度相应安全等级计

算，按安全等级Ⅱ执行相应管理措施。

5.3.7 风险识别后，高大支模架应由公司（子公司）组织编制专项

施工方案，项目技术负责人参与。其它方案由项目部负责编制。

5.4 安全计算

5.4.1 为保证模板支撑架安计算的准确、完整，首选安全计算软件

辅助计算。安全计算软件必须按最新版本及项目所在地的本省模块

选用，各项参数的输入应按施工工实际情况。重型盘架与高强薄壁

管支撑系统应按以下方式输入参数并计算。（参品茗建筑云安全计

算软件 V2.0.3）

5.4.2 梁、板模板支架除选择盘扣架模块外，梁优先选择梁底用

“搁置横梁”方式。进入模块后，立杆“钢管截面类型”选择φ

60.3×3.2，“钢管计算截面类型”选择φ60×3.0。小梁和主梁

“材质和类型”选择方钢管（发着新材料），“截面类型”小梁、

主梁通常选用 48×48×0.9（1.3）及 50×100×1.5（3.0）。如输

入窗口未找到“发着新材料”，则主次楞项下如表 5.4.2 参数修改。

表 5.4.2 高强（HFS1350）薄壁管计算参数(例)

材料尺寸 48×48×0.9/1.3 50×100×1.5/3.0

截面惯性矩 Ix（cm
4
） 6.15/8.9 57.77/106.46

截面最小抵抗矩 wx（cm
4
） 2.56/3.58 11.55/21.29

抗弯强度设计值 f(N/mm
2
) 1034

抗剪强度设计值τ((N/mm
2
)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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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按设计图填写高度、支架纵横尺寸。可变荷载“施工人员及

设备荷载”应取 3kN/m
2
,立杆自重取 0.21 kN/m。主次梁间距应考虑

主次楞搭接，即小楞间距大于双倍方管宽度，托座内净距大于主楞

宽度。其它可参 5.3 或选默认值。

5.4.4“承载力设计值调整系数”是对支架钢管及配件本身周转次数、

保养程度的一个调整，取值越大说明周转次数多、保养差等，可按

1.0-1.5 选取。如计算软件盘扣架计算截面立杆厚度只能选 3.2，无

法按省标要求 3 厚计，在这里可降调承载力设计值，取得相似折减

厚度效果。

5.4.5 梁和板计算前还应分类，相近截面梁、板或同一批支撑架宜

相同的立杆间距和构造，也是为了减少计算工作量和支架构件、模

板主次梁配件类型。梁、板分类在 4 米高，298 厚 0.52 平截面以下

按Ⅱ类、无泵管布料机布置情况下，立杆最大间距与板梁近似关系

（主次楞悬挑暂定 600）如下表 5.4.4。

表 5.4.5-1 最大板厚与立杆间距

板厚（mm） ≤121 ≤161 ≤196 ≤263 ≤298 ≤387

立杆间距(m) 2.4×2.1 2.1×2.1 2.11.8 1.8×1.8 1.8×1.5 1.5×1.5

注：分类参考，仅用于梁板立杆布置配合。布置及分类完成后应按实计算。

表 5.4.5-2 最大梁截面与立杆间距（搁置横梁）

注：供梁分类参考，Ⅱ类受限于次楞 100×50 方管，考虑钉接木档净空。

梁截面（m） 0.25×0.48 0.3×0.8 0.35×1.1 0.45×1.8 0.5×1.8

立杆间距(m) 1.5×2.1 1.5×1.8 1.2×1.8 1.5×1.5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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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基础及楼面安全计算可以利用软件进行，按施工现况输入各

参数即可。重型盘扣架有相对更高的立轴力设计值，落地支架基础

无法通过软件计算情况下，可参 4.2.1 条采取施工措施并人工验算。

1. 表 4.2.4 给出了不同轴力状况下，对应回填土基础处理方式，

这里以附筋垫层的配筋计算为例，进行配筋计算。基础常规是按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公式 8.2.11 按柔性基础计算，

但该计算适用框架基础，配筋分主次纵橫向、配筋量相距大，难以

适应以单元格纵横分布情况，施工不便。参照楼面按多跨连续板计

算配筋，钢筋应上下双层布置，不便于施工配筋量大。

2. 按单向悬臂弯矩计算配筋。举例参数及计算如下：

立杆按 900×900 布置、垫层 C20 厚 100。按常规回填土地基承

载力为 130 kn／m2，回填土折减系数 0.4，按单元格面积约满载计

0.4×130×0.9×0.9=42.12 kn，立杆轴力取 42 kn。

M=PBL
2
/8=N×B×L

2
/8A （5.4.4-1）

=42.0×0.727×0.92/(8×0.727×0.9)

=42.0×0.9/8=4.73kn·m

M---------弯矩设计值（kn·m）；

P---------立杆轴力设计值，这里取 42 kn；

B---------立杆计算宽度（m），参图 4.2.3,也可按 0.9m 计;

L---------立杆计算长度，这里按 0.9m;

A---------基础面积，这里按 B×L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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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矩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系数（αs=0.073），钢

筋选用 HPB235 应 261mm
2
计 8Φ6.5，0.9m×0.75m 纵横向布置。

5.4.7 常规梁下顶托应分布在梁底二侧对称布置，楼层上边梁顶托

下立杆应布置在梁中至外侧范围内。异型梁应按梁底宽、总截面不

变（变高）的方式近拟计算各构件承载。伸缩缝处双分开浇筑时但

支架是同一批时，双梁应合并截面计算荷载。

5.4.8 盘扣架软件目前无主次梁交叠立杆计算。布置确定应检查计

算书，对应主梁轴力、连接盘剪力不到承载设计值一半的可不再计

算，但应检查计算次梁最大悬挑。超过一半承载力设计值应手动叠

加计算立杆连接盘剪力、立杆稳定、底座、基础等承载能力。如计

算不能通过应采取增设立杆等措施重新计算。

5.4.9 梁板单元格如无法做到在梁跨度方向尺寸一致（尺寸无法协

调），优先在梁跨度方向加密立杆，次选在梁底加横向立杆。加密

立杆所成框架不作为基本单元格，斜杆除非无法拉通，宜按原单元

格布置。

5.4.10 多楼层支模架情况下，如立杆不设底座或上下层立杆有可能

未对齐的情况出现，板面必须进行立杆基础验算。楼面支架通常应

验算立杆基础，即楼面抗剪及砼抗压验算。

5. 支架布置

5.5.1 搁置横梁的支架布置通常按纵（横）向从边梁开始，向中间

梁逐间推进，向另一侧边梁结束，总体长度应满足盘扣架模数。

5.5.2 边梁第一排（最后一排）立杆应从梁外边侧开始，梁侧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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