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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钢管脚手架、
模板支架安全选用技术规程» 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５〕２７６号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３〕１３６号)的

要求,由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中建二局第三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主编的 «钢管脚手架、模板支架安全选用技术规

程»已经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发布,编号为 DB１１/T５８３－
２０１５,代替DB１１/T５８３－２００８ «钢管脚手架、模板支架安全选

用技术规程»,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起实施.
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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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为推荐性标准.
本规程是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北

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３〕１３６
号)的要求,由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和中建二局第

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对 DB１１/T５８３－２００８
«钢管脚手架、模板支架安全选用技术规程»进行的修订.

本规程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１总则、２术语、３构配件、４落

地双排扣件式脚手架、５满堂脚手架、６型钢悬挑式脚手架、７
模板支架、８施工、９安全管理、附录 A材料特性指标.其中附

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１、将原规程中的检查验收

和拆除合并到新增加的施工章节;２、结合住建部颁布的 «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 〔２００９〕８７号)和

北京市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京建施

〔２００９〕８４１号)对脚手架、型钢悬挑式脚手架和模板支架对应

内容进行了调整;３、梁模板支架选用增加了梁底无立杆和梁底

只设置一根立杆两种支模方法;４、楼板模板支架选用增加了住

宅工程常规设计楼板模板支撑方法;５、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建
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１３０、«建筑施工临

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３００对原标准脚手架和模板支架选用

表中的参数进行了局部修改.
本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负责

组织实施,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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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为了提高 «钢管脚手架、模板支架安全选用技术规程»的编

制质量和水平,请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积累

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至中

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６号

院３０号楼;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７０;电话:６３７７２８０１);E－mail:

２b３c＠cscec２b３ccom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新兴保信建设总公司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航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承包部

中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市海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振兴国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杨发兵　胡耀林　陈　红　杨国富

赵虎军　修　勇　彭其兵　董佳节

刘治国　杨晓毅　李鸿飞　戴连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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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学斌　程　峰　黄　亮　李胜松

张淑莉　朱文键　原　波　李全智

刘书剑　安凤杰　袁　梅　房连生

肖伟峰　王良波　李庆达　赵华颖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杨嗣信　艾永祥　李景芳　张元勃

赵玉章　高淑娴　李　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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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了简化建筑工程施工脚手架、模板支架的设计,提高

效率,确保施工安全,特制订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施工阶段扣件

式和碗扣式钢管脚手架、模板支架的选用、搭设与拆除、检查验

收.

１０３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按照本规程规定的条件直接选用脚手

架、模板支架时,其各项参数和使用条件必须全部满足本规程的

要求;施工时必须严格遵守本规程提出的各项构造要求和安全措

施,不得修改、降低.

１０４　脚手架、模板支架的搭设、拆除和验收,除应符合本规

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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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语

２１１脚手架　scaffold
为建筑施工而搭设的施工作业用的临时操作架体.

２１２　双排脚手架doublescaffold
由内外两排立杆和水平杆等构成的脚手架.

２１３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hangedscaffold
通过型钢水平构件将架体所受竖向荷载传递到主体结构上的

施工用外脚手架.

２１４　满堂脚手架fullscaffold
搭设面积和室内净空面积大致相当的双向多排脚手架.

２１５　模板支架formworkundercarriageconstruction
采用脚手架材料搭设的用于支撑模板的架体.

２１６　开口型脚手架openscaffold
沿建筑周边非交圈设置的脚手架.

２１７　构配件fittingpart
用于搭设脚手架、模板支架的各种钢管、扣件、碗扣、脚手

板等材料的统称.

２１８　横向斜撑horizontalcatercornerbracing
与双排脚手架内、外立杆或水平杆斜交呈之字形的斜杆.

２１９　连墙件structuralelementconnectedwithstructure
连接脚手架与建筑物的杆件.

２１１０　抛撑non－orthogonalbracingtubewithlateralsurface
ofscaffold

用于脚手架侧面支撑,与脚手架外侧面斜交的杆件.

２１１１　扫地杆horizontaltubeanearground
贴近地面,连接立杆根部的水平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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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２　横向水平杆horizontaltransversetube
沿脚手架横向设置的水平杆.

２１１３　纵向水平杆horizontallongitudinaltube
沿脚手架纵向设置的水平杆.

２１１４　剪刀撑crossbridging
脚手架、模板支架中成对设置的交叉斜杆.

２１１５　主节点hostnode
立杆、纵向水平杆、横向水平杆三杆紧靠的扣接点.

２１１６　作业层 workoingfloorofscaffold
上人作业的脚手架铺板层.

２１１７　立杆步距verticaldistancebetweenhorizontaltube
上下水平杆轴线间的距离.

２１１８　立杆纵距longitudinaldistancebetweenverticaltube
脚手架纵向相邻立杆之间的轴线距离.

２１１９　立杆横距transversedistancebetweenverticaltube
脚手架横向相邻立杆之间的轴线距离.

２２　符号

H ———脚手架或模板支架搭设高度;

h ———立杆步距;

h１ ———扫地杆高度;

h２ ———架体顶层水平杆中心线至可调托撑托板顶面的距离;

la ———立杆纵向间距;

lb ———立杆横向间距;

L１ ———悬挑钢梁悬挑长度;

L２ ———悬挑钢梁固定段长度;

L３ ———脚手架内立杆离墙面的距离;

Z ———悬挑脚手架所处高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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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构配件

３０１　钢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管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直缝电焊钢管»GB/T１３７９３
或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３０９１中规定的 Q２３５普通

钢管;其材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GB/

T７００中 Q２３５级钢的规定.

２　钢管的规格宜为４８３mm×３６mm,壁厚最小值不应小

于３０mm.

３０２　扣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扣件应采用钢板冲压制作,也可采用可锻铸铁或铸钢制

作;其质量和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板冲压扣件»GB
２４９１０和 «钢管脚手架扣件»GB１５８３１的规定.采用其它材料

制作的扣件,应经试验证明其质量符合该标准的规定后方可使

用.

２　扣件在螺栓拧紧扭力矩达到６５Nm 时,不得发生破

坏.

３０３　碗扣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上碗扣应采用可锻铸铁或铸钢制造,其材料机械性能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可锻铸铁件»GB/T９４４０中 KTH３３０－０８
及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GB/T１１３５２中ZG２７０－５００的规

定.

２　下碗扣、横杆接头、斜杆接头应采用碳素铸钢制造,其

材料机械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T１１３５２中ZG２３０－４５０的规定.

３　采用钢板热冲压整体成型的下碗扣,钢板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GB/T７００中 Q２３５－A 级钢的要求,板

材厚度不得小于６mm,并应经６００℃~６５０℃的时效处理,严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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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废旧腐蚀钢板改制.

３０４　碗扣架立杆连接处外套管与立杆间隙不应大于２mm,外

套管长度不应小于１６０mm,外伸长度不应小于１１０mm.

３０５　可调底座及可调托撑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可调底座及可调托撑应采用可锻铸铁或铸钢制造,其材

料机械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可锻铸铁件»GB/T９４４０中

KTH３３０－及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GB/T１１３５２中ZG２７０
－的规定;

２　可调托撑螺杆外径不应小于３６mm,直径与螺距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梯型螺纹»GB/T５７９６２、GB/T５７９６３的规

定;

３　可调托撑的螺杆与支托板焊接应牢固,焊缝高度不应小

于５mm;

４　可调托撑抗压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４０kN;可调底座

底板的钢板厚度不应小于６mm,可调托撑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５mm;

５　可调底座及可调托撑丝杠及调节螺母啮合长度不应少于

５扣,螺母厚度不应小于 ３０mm,插入立杆的长度不应小于

１５０mm.

３０６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用型钢的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GB/T７００或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１５９１
的规定.

３０７　脚手架用预埋钢筋锚环、锚固螺栓的材质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１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１４９９１
中 HPB３００钢筋的规定.加工应采用钢筋弯曲机冷弯成型,弯

心半径不应小于２５d,加工过程中不得进行反复弯折或加热处

理;丝扣加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阀门零部件、螺母、螺栓和

螺塞»JB/T１７００的有关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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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８　钢丝绳及绳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丝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一般用途钢丝绳»GB/T
２０１１８、 «重要用途钢丝绳»GB８９１８和 «钢丝绳用普通套环»

GB/T５９７４１的规定;

２　钢丝绳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丝绳夹»GB/T５９７６
的规定.

３０９　脚手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脚手板可采用钢、木材料制作,单块脚手板的质量不宜

大于３０kg.

２　冲压钢脚手板的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

GB/T７００中 Q２３５级钢的规定.

３　木脚手板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０５中IIa级材质的规定.脚手板厚度不应小于５０mm,两

端宜各设置直径不小于４mm 的镀锌钢丝箍两道.

３０１０　安全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网»GB５７２５及 «密
目式安全网»GB１６９０９的规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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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落地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

４１　选用条件及构造

４１１　脚手架的搭设场地应平整、坚实,并应有防、排水措施.
地基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脚手架的地基应根据脚手架所受荷载、搭设高度、搭设

场地土质情况单独进行承载力验算;

２　当脚手架立杆支承在混凝土结构构件上时,应按照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的有关规定对混凝

土结构构件进行承载力验算.

４１２　落地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选用应满足表４１２规定:
表４１２　落地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选用条件

项目 要求 说明

搭设高度 ＜５０m 当搭设高度超过５０m 时应另行设计计算

作业层活荷载标准值
≤２KN/m２ 装修用

≤３KN/m２ 结构用

总作业层活荷载标准值 ≤５KN/m２ ———

作业层数量 ≤２层 ———

铺设脚手板层数 ≤３
作业层垂直高度大于１０m 时,

应铺设防护脚手板或防护安全网

４１３　落地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架体构造应满足表４１３规

定:

７

DB１１/T５８３Ｇ２０１５



表４１３　落地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架体构造选用表

搭设高度 (H) H≤２４m ２４＜H≤３５m ３５＜H≤５０m ５０m 以上

立杆横距 (lb) ≤１０５m ≤１０５m ≤１０５m ≤１０５m

立杆纵距 (la) ≤１５m ≤１５m ≤１５m ≤１２m

立杆步距 (h) ≤１８m ≤１８m ≤１５m ≤１８m

连墙件 ３步３跨 ２步３跨 ２步３跨 ２步３跨

钢丝绳保险措施
(绳径１５５mm)

在架体约２/３高度主

节点处每四跨、架体

转角以及架体开口主

节点 等 部 位 设 置 一

道.

采 用 双 立 杆、 分

段 卸 荷 等 方 法,
并另行计算

　　注:风荷载地面粗糙度按C类 (有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考虑,其它风荷载

应另行设计.

４２　搭设要求

４２１　脚手架底部应铺设通长脚手板,搭设高度大于３０m 时宜

增设专用底座.

４２２　脚手架坐落于后浇带、采光井等孔洞上时,脚手架底部

宜采 用 型 钢 横 梁 支 承;型 钢 横 梁 的 规 格 应 计 算 确 定 (见 图

４２２).

图４２２　脚手架坐落采光井或后浇带结构上示意图

１－结构柱;２－脚手架;３－型钢横梁;４－采光井剪力墙;５－后浇带模板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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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立杆搭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立杆基础不在同一高度上时,应将高处的纵向扫地杆

向低处延长两跨与立杆固定,且高低差不应大于１m,靠边坡上

方的立杆轴线到边坡的距离不应小于５００mm (见图４２３－１);

图４２３Ｇ１　不同基础高度架体搭设

２　立杆接长除顶层顶步外,其余各层各步接头必须采用对

接扣 件 连 接;顶 层 顶 步 采 用 搭 接 时,搭 接 长 度 不 应 小 于

１０００mm,且不少于２个旋转扣件扣接,搭接杆件伸出扣件盖板

边缘的长度不应小于１００mm (见图４２３－２).

图４２３－２　立杆搭接接长

３　立杆顶端宜高出女儿墙上端１m,高出檐口上端１５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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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扫地杆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脚手架底部主节点处应设置纵横向扫地杆,横向扫地杆

应在纵向扫地杆下方;

２　纵向扫地杆必须连续设置,钢管中心距立杆底端不应大

于２００mm.

４２５　水平杆搭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图４２５):

１　纵向水平杆应设置在立杆内侧,其长度不宜小于３跨;

２　纵向水平杆接长宜采用对接扣件连接,也可采用搭接;

３　横向水平杆应放置在纵向水平杆上部,靠墙一端至墙装

饰面距离不宜大于１００mm;

４　主节点处必须设置横向水平杆;

５　杆件接头应交错布置,两根相邻杆件接头不应设置在同

步或同跨内,接头位置错开距离不应小于５００mm,各接头中心

至主节点的距离不宜大于纵距的１/３;

６　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１m,应采用不少于３个旋

转扣件固定.

图４２５　水平杆件接头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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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剪刀撑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搭设高度在２４m 以下时,应在脚手架外侧立面两端由

底到顶连续设置剪刀撑,剪刀撑之间的净距不应大于１５m (见
图４２６－１);

２　当搭设高度在２４m 及以上时,应在脚手架外侧立面整个

长度和高度方向连续设置剪刀撑 (见图４２６－２);

３　剪刀撑杆件接长采用搭接或对接,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

不应小于１m,应采用不少于２个旋转扣件固定.

４　斜杆应用旋转扣件固定在与之相交的横向水平杆的伸出

端或立杆上.

图４２６－１　２４m以下剪刀撑设置

图４２６－２　２４m以上连续剪刀撑设置

１－纵向扫地杆;２－横向扫地杆;３－剪刀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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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　横向斜撑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开口型双排脚手架的两端均必须设置横向斜撑,横向斜

撑应在同一节间,由底至顶层呈之字型连续布置;

２　脚手架在塔吊、电梯、物料提升机、卸料平台等需要断

开处,除设置连墙件外还应设置横向斜撑 (见图４２７).

图４２７　架体开口处加强做法

１－横向斜撑

４２８　连墙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搭设高度在６m 以下时,可采用加抛撑的方法保持架体

临时稳定 (见图４２８－１);

２　搭设高度在６m 以上时必须设置连墙件,连墙件与结构

的连接应采用刚性杆件连接 (见图４２８－２);
３　单个连墙件作用面积不应大于２４m２;
４　连墙件中的连墙杆应呈水平设置,当不能水平设置时,

应向脚手架一端下斜连接 (见图４２８－３);

５　 连 墙 件 应 靠 近 主 节 点 设 置,距 离 主 节 点 不 得 大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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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mm;

６　开口型脚手架的两端及脚手架的开口处必须设置连墙件;

７　连墙件应采用扣件与结构拉结,当单扣件承载力不满足

要求时,可选用双扣件、螺栓或焊接等方式连接;

８　双排钢管脚手架连墙件应与内外排杆件连接,且宜与立

杆连接;

９　连墙件宜优先设在结构层处.

图４２８－１　抛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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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２８－２　连墙件常用做法

图４２８－３　连墙件设置方向

１－连墙件

４２９　连墙件、剪刀撑、横向斜撑应随立杆、纵横向水平杆同

步搭设.

４２１０　扣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螺栓拧紧力矩应控制在４０Nm~６５Nm 之间;

２　主节点处固定横向水平杆、纵向水平杆、横向斜撑等用

的直角扣件、旋转扣件的中心点的相互距离不应大于１５０mm;

３　对接扣件开口应朝上或朝内;

４　各杆件端头伸出扣件盖板边缘的长度不应小于１００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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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１　脚手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作业层脚手板应铺满铺稳,离开施工墙面不宜大于

１００mm;

２　脚手板应设置在不少于三根的横向水平杆上,可采用对

接平铺,亦可采用搭接铺设;

３　脚手板对接平铺时,接头处必须设两根横向水平杆,脚

手板外伸长度应取１３０mm~１５０mm;脚手板搭接铺设时,接头

必须支在横向水平杆上,搭接长度应大于２００mm,其伸出横向

水平杆的长度不应小于１００mm;

４　作业层端部脚手板探头长度应取１３０mm~１５０mm,其

板长两端均应与支承杆可靠固定.

４２１２　搭设高度大于３５m 的双排脚手架应采用钢丝绳保险体

系,钢丝绳不得参与受力计算.保险钢丝绳上拉点可采用预埋直

径不小于２０钢筋锚环或穿梁、抱梁、抱墙、背钢管等拉接方式

(见图４２１２a、４２１２b).

图４２１２a　钢丝绳卸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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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２１２b　钢丝绳卸荷上部拉结节点设置

１－钢丝绳卡;２－垫块;３－套管;

４－结构阳角防磨构造软垫;５－钢管和防滑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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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满堂脚手架

５１　选用条件及构造

５１１　满堂脚手架的基础必须满足本规程４１１条的规定.

５１２　满堂脚手架选用必须满足表５１２规定.
表５１２　满堂脚手架选用条件

项目 要求 说明

搭设高度 ≤３６m 当搭设高度超过３６m 时应另行设计计算

作业层活荷载标准值
≤２KN/m２ 装修用

≤３KN/m２ 结构用

作业层数量 １层 —

５１３　满堂脚手架架体构造应满足表５１３规定.
表５１３　满堂脚手架构造选用表

架体高度 (m)
立杆纵、横间距 (m)

施工荷载２kN/m２ 施工荷载３kN/m２
步距 m

＜５ １４ １１

５≤H＜１０ １３ １

１０≤H＜２０ １１ １

２０≤H＜３０ １ ０９

３０≤H≤３６ ０９ ０８

≤１８

５２　搭设要求

５２１　满堂脚手架的立杆、水平杆、扫地杆的搭设及杆件接头

应满足本规程第４２１条至４２５条的有关要求.

５２２　搭设高度在８m 以下的满堂脚手架架体四面两端应由底

至顶连续设置竖向剪刀撑,剪刀撑净距超过３０m 时,应增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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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竖向剪刀撑 (见图５２２－１).搭设高度在８m 以上的满堂脚

手架架体四周及立杆纵、横向不大于每１０排 (跨距６m~８m 之

间)应由底至顶连续设置竖向剪刀撑 (见图５２２－２).

图５２２－１　８m以下的满堂脚手架竖向剪刀撑设置

 

图a　设置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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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　跨距要求

图５２２－２　８m以上的满堂脚手架竖向剪刀撑设置

１－竖向剪刀撑

５２３　当架体搭设高度在５m 以下时,可不设水平剪刀撑;当

架体搭设高度在５m~８m 时,应在架体顶部设置连续水平剪刀

撑;当架体搭设高度在８m 及以上时,应在架体底部、顶部及竖

向间隔不超过８m 分别设置连续水平剪刀撑.水平剪刀撑宜在竖

向剪刀撑斜杆相交平面设置.剪刀撑宽度应为６m~８m.

５２４　高宽比大于２的满堂脚手架架体应采用连墙件与建筑物

结构可靠拉接;当不具备拉接条件时应在架体四角及四周每隔

１５m 处增设缆风绳,缆风绳拉接点应位于架体高度的２/３以上

处.

５２５　满堂脚手架架体内部需设置运输或行人水平通道时,应

单独进行专项设计.

５２６　满堂脚手架上人孔洞口处应设马道或爬梯,爬梯步距不

得大于３００mm,高度超过４m 时应设置马道或搭设与结构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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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接的通道.

５２７　满堂脚手架局部承受不大于８KN/m２ 集中荷载时,可在

架体局部对荷载传递构成影响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构造措施.
将架体立杆及横杆间距按构造选用表中立杆的间距加密一倍.

５２８　碗扣式满堂脚手架架体高度超过１２m 时,架体立杆接头

位置应相互错开,同一断面上有接头的立杆数量不应超过立杆总

数的５０％.

５２９　碗扣式满堂脚手架应按照扣件式钢管满堂脚手架的构造

规定,设置竖向和水平剪刀撑,并应符合本章各项构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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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

６１　选用条件及构造

６１１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选用必须满足表６１１规定:
表６１１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选用条件

项目 要求 说明

支撑悬挑梁的主体结构 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 其中板厚≥１２０mm
悬挑梁 工字钢 本规程第３０６条

架体高度 ＜２０m
超过２０m 时应分段搭设或另行

设计,架体所处高度≤１００m

作业层活荷载标准值
≤２KN/m２ 装修用

≤３KN/m２ 结构用

总作业层活荷载标准值 ≤５KN/m２ ———

作业层数量 ≤２层 ———

铺设脚手板层数 ≤３层
作业层垂直高度大于１０m 时,

应铺设防护脚手板或防护安全网

　　注:当架体高度＜１０m 时,脚手板限搭二层,作业层限搭一层.

６１２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型钢型号选用应满足表６１２规定:
表６１２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型钢型号选用

　　H (m)

L１ (m)　　

工字钢梁选用型号

２kN/m２ ３kN/m２ ５kN/m２

＜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５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８＃
１７５ １６＃ １８＃ １８＃ ２０a＃
２００ １８＃ ２０a＃ ２０a＃ ２２a＃
２２５ １８＃ ２０a＃ ２２a＃ ２５a＃
２５０ ２０a＃ ２２a＃ ２５a＃ ２５a＃
２７５ ２２a＃ ２５a＃ ２５a＃ ２８a＃
３００ ２２a＃ ２５a＃ ２８a＃ ２８a＃

　　注:１每个钢梁上设置两根立杆设计.
２立杆横向间距L６按照１０５m 考虑.
３L３ 按照０．３０mm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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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架体构造应满足表６１３规定:
表６１３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架体构造

架体所处高度Z (m) 立杆步距h (m) 立杆横距 (m) 立杆纵距 (m)

≤６０ ≤１８ ≤１０５ ≤１５

６１~１００ ≤１５ ≤１０５ ≤１５

６２　搭设要求

６２１　型钢悬挑梁宜采用双轴对称截面的型钢.悬挑钢梁型号

及锚固件应按设计确定.钢梁截面高度不应小于１６０mm.

６２２　悬挑钢梁悬挑长度应按施工方案确定,固定段长度不应

小于悬挑段长度的１２５倍.

６２３　型钢悬挑梁应设置在主体结构上,悬挑端应按悬挑跨度

起拱０５％~１％.支承点应设置在结构梁或墙上;若设置在外

伸阳台上或悬挑板上时,应有加固措施,并经结构设计负责人确

认 (见图６２３－１、图６２３－２).

图６２３－１　悬挑钢梁穿墙做法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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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３－２　悬挑钢梁楼面做法

１－２５短钢筋１５０mm 高;２－硬木楔子楔紧;３－１００×１５０×１０钢板

６２４　型钢悬挑梁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型钢悬挑梁间距应按悬挑架架体立杆纵距设置,每一纵

距设置一根;当立杆下不能设置型钢悬挑梁时,应增设纵向钢

梁;

２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搭设在非直线 (折、弧线)的结构外

围时,悬挑梁应垂直于外围面或为径向,架体应按照最大荷载进

行设计.

６２５　型钢悬挑梁固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型钢悬挑梁末端应采用不少于２个预埋环或预埋 U 型螺

栓与建筑结构梁板固定,预埋环或预埋 U 型螺栓宜预埋至混凝

土梁内、板底层钢筋位置,并应与混凝土梁内、板底层钢筋绑扎

牢固,其锚固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０中钢筋锚固的规定.平面转角处悬挑梁末端锚固位置

应互相错开 (见图６２５－１、图６２５－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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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５－１　悬挑梁末端预埋 U型螺栓固定做法

１Ｇ直径≥１８mm 锚固螺栓;２Ｇ主体结构楼板;３Ｇ硬木楔子侧向楔紧;

４ＧL６３角铁、长度≥２６０mm;５Ｇ２Φ１８锚固钢筋、长度１０００mm

图６２５－２　悬挑梁末端预埋环固定做法

１Ｇ直径≥１６mm预埋环;２Ｇ硬木楔子楔紧;３Ｇ２Φ１８锚固加强钢筋、长度１０００mm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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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预 埋 锚 环 圆 钢 的 直 径 不 应 小 于 １６mm,宽 度 宜 为

１６０mm,高度经计算确定;预埋环的锚固端平直段应埋置于楼

板底排钢筋以下;

３　 预 埋 U 型 螺 栓 的 直 径 不 应 小 于 １８mm,宽 度 宜 为

１６０mm,高度经计算确定;U 型螺栓丝扣应采用机床加工,不

得使用板牙套丝或挤压滚丝,长度宜不小于１２０mm;

４　预埋环、U型螺栓与型钢间隙应用硬木楔楔紧.

６２６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架体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立杆、水平杆、扫地杆、扣件及横向斜撑的搭设应满足

本规程第４２３条至第４２７条的有关要求;

２　架体所处高度低于６０m 时连墙件按２步３跨设置,所处

高度大于６０m 时连墙件按２步２跨设置;

３　外立面剪刀撑应自下而上连续设置.

６２７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结构在平面转角或悬挑结构处应采取

加强措施 (见图６２７)并进行验算,钢梁应避开框架柱和暗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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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７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角部加强做法

１－结构外边线;２－主节点小横杆;３－角部悬挑架体;４－内外纵杆交点;

５－１０＃槽钢;６－卸荷支杆;７－抱柱钢管;８－双扣件连接立杆;

９－双扣件连接抱住钢管;１０－保险钢丝绳;１１－悬挑钢梁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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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８　悬挑式脚手架架体的底部与悬挑构件应固定牢靠,不得

滑动或窜动;(见图６２８)

图６２８　悬挑架体底部做法

１－钢丝绳;２－钢丝绳卡;３－Φ２５短钢筋与钢梁焊接;

４－钢丝绳防滑移顶棍

６２９　 钢 丝 绳 保 险 装 置 应 符 合 下 列 规 定 (见 图 ６２９a、

６２９b):

１　钢丝保险绳不应参与悬挑钢梁受力计算,且直径不宜小

于１５５mm.

２　钢丝保险绳每二跨设置１道,与上部结构拉结;外墙阳

角处、楼梯间、悬挑结构构件等处每个型钢悬挑梁外端应设置钢

丝绳与上部结构拉结.

３　钢丝绳与建筑结构拉结的吊环应使用 HPB３００级钢筋,
其直径不宜小于２０mm,吊环预埋锚固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１０中钢筋锚固的规定;

４　钢丝绳的作用位置宜与悬挑结构轴线一致;

５　钢丝绳与预埋钢筋锚环拉结处宜设置钢丝绳梨形环,钢

７２

DB１１/T５８３Ｇ２０１５



丝绳绳卡的设置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GB/T５９７６的规定执行.钢

丝绳与钢梁的水平夹角应不小于４５°.

图６２９a　　钢丝绳拉接做法

图６２９b　悬挑架体钢丝绳上部拉结做法

１－钢丝绳受力观察卡;２－钢丝绳受力卡;３－垫块;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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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模板支架

７１　选用条件及构造

７１１　模板支架地基承载力应进行验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场地应坚实、平整,并应有防、排水措施;

２　冻胀性土层,应有防冻胀措施.

７１２　模板支架选用必须满足表７１２规定:
表７１２　模板支架选用条件

项目 要求 说明

结构 (构件)类型
钢筋混凝土梁、
板等平面构件

构件为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时,应另行

计算

搭设高度 ≤２０m 当搭设高度超过２０m 时应另行设计计算

龙骨、面板 龙骨、面板的选择应另行计算确定,自重荷载不大于０３５KN/m２

７１３　模板支架架体构造

１　混凝土板类构件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按表７１３－１选

用: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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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当满足下表要求时,梁下可不设置立杆.
表７１３－５　梁下不设置立杆时钢管模板支架

支架高度 (H) H≤３m ３m＜H＜５m ５m≤H＜８m

梁截面 (mm) b≤３００且h≤５００

梁边板厚 (mm) h≤１５０

剪刀撑 无 无 有

立杆纵距 (mm) １２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０００

梁两侧立杆横距 (mm)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步距 (mm)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梁底小横杆间距 立杆纵距/２ 立杆纵距/２ 立杆纵距/２

６　当满足下表要求时,梁下可只设置１根立杆.
表７１３－６　梁下设置１根立杆时钢管模板支架

———无剪刀撑框架式模板支架

支架高度 H≤３m ３m＜H≤５m

梁截面积 (m２) ≤０２７ ≤０４５ ≤０２ ≤０３３

梁边板厚 (mm) h≤１５０

立杆纵距 (mm) １２００ 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６００

梁两侧立杆横距 (mm)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步距 (mm)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表７１３－７　梁下设置１根立杆时钢管模板支架

———有剪刀撑框架式模板支架

支架高度 H＜５m ５m≤H＜８m ８m≤H＜１０m １０m≤H＜１５m １５m≤H＜２０m

梁截面积 m２≤ ０３５ ０５５ ０４ ０６ ０３５ ０５５ ０３ ０５ ０２５ ０４５

梁边板厚 (mm) h≤１５０

立杆纵距 (mm)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

步距 (mm)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梁两侧立杆

横距 (mm)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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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住宅工程当满足下表要求时,楼板模板支架可按下表进

行支设.
表７１３－８　住宅工程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

层高 ≤３m

楼板厚度 ≤１２０mm

施工方法 先施工墙,后施工楼板

扫地杆距地面高度 (h１) ≤４００mm

架体顶层水平杆中心线至可调托撑托板顶面的距离 (h２) ≤６５０mm

步距 (h) ≤１７００mm

立杆纵横向间距 ≤１２００mm

　　注:混凝土布料机等集中荷载部位不适于本表,需按受力计算进行布置.按照

此表选用的模架体系,竖向和水平向构件应分开施工,边立杆距已施工完竖向结构

不大于３００mm.

表７１３－９　住宅工程碗扣式钢管模板支架

层高 ≤３m

楼板厚度 ≤１２０mm

施工方法 先施工墙,后施工楼板

扫地杆距地面高度 (h１) ≤３５０mm

架体顶层水平杆中心线至可调托撑托板顶面的距离 (h２) ≤６５０mm

步距 (h) ≤１８００mm

立杆纵横向间距 ≤１２００mm

　　注:混凝土布料机等集中荷载部位不适于本表,需按受力计算进行布置.按照

此表选用的模架体系,竖向和水平向构件应分开施工,边立杆距已施工完竖向结构

不大于３００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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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搭设要求

７２１　结构梁的模板支架的纵向立杆应沿梁长方向布置;横向

立杆应沿梁截面中心线两侧对称布置,且最外侧立杆距梁外侧边

的距离不得大于１５０mm.根据不同截面情况可按以下三种方法

进行搭设:

图７２１－１　结构梁模板支架设置在结构梁下

(适用于表７１３－２和表７１３－４)

图７２１－２　在结构梁下设置一根立杆的梁模板支架

(适用于表７１３－６和表７１３－７)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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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２１－３　在梁下不设立杆的模板支架 (适用于表７１３－５)

１－架体立杆;２－架体横杆３－小横杆;

７２２　模板支架立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立杆接长除顶层步距可采用搭接外,其余各层步距接头

应采用对接扣件连接,两个相邻立杆的接头不应设置在同一步距

内.当顶层步距内采用搭接时,搭接长度不应小于１０００mm,且

不应少于 ３ 个扣件连接,单根立杆的轴力标准值不应 大 于

１２KN;

２　梁与板的模板支架立杆间距、步距应相等或互为倍数关

系;

３　对现浇混凝土结构,上、下楼层模板支架的立杆应对位;

４　立杆下端应设有底托或垫板.

７２３　模板支架应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 扣 件 式 模 板 支 架,扫 地 杆 高 度 (h１) 不 应 大 于

２００mm,满足 表 ７１３－８ 的 住 宅 工 程 可 放 宽 至 不 应 大 于

４００mm;

２　 对 碗 扣 式 模 板 支 架,扫 地 杆 高 度 (h１) 不 应 大 于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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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mm.

７２４　模板支架顶部可调托撑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扣件式模板支架顶层水平杆中心线至可调托撑托板顶面

的距离不应大于５００mm,满足表７１３－８的住宅工程不应大于

６５０mm;

２　碗扣式模板支架顶层水平杆中心线至可调托撑托板顶面

的距离不应大于６５０mm;

３　可调托撑螺杆伸出长度不应大于３００mm,插入立杆内的

长度不应小于１５０mm;

４　可调托撑螺杆外径与立杆钢管内径的间隙不宜大于

３mm,安装时上下应同轴;

５　可调托撑上的主龙骨 (支撑梁)应居中.

图７２４　可调托座伸出立杆顶层水平杆的悬臂长度

１－可调托座;２－螺杆;３－调节螺母;４－立杆;５－顶层水平杆

７２５　模板支架搭的纵、横向水平杆应双向拉通;梁与两侧楼

板横向水平杆步距不同时,梁下横向水平杆应伸入两侧楼板的模

板支架内不少于两根立杆,并与立杆扣接.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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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６　碗扣架的水平杆与立柱的扣接应牢靠,不应滑脱.

７２７　竖向剪刀撑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模板支架应在纵向、横向分别布置竖向剪刀撑 (图
７２７),剪刀撑布置宜均匀对称.竖向剪刀撑间隔不应大于６
跨,每个剪刀撑的跨数不应超过６跨,剪刀撑倾斜角度宜在４５°
~６０°之间,模板支架外围应设置连续封闭的剪刀撑;

(a)平面图　　　　　　　　　　　 (b)立面图

图７２７　有剪刀撑框架式模板支架的剪刀撑布置图

１—立杆;２—水平杆;３—竖向剪刀撑;４—水平剪刀撑

２　竖向剪刀撑两个方向的斜杆宜分别设置在立杆的两侧,
由底至顶连续设置;

３　竖向剪刀撑应采用旋转扣件固定在与之相交的立杆或水

平杆上,旋转扣件中心宜靠近主节点.

７２８　水平剪刀撑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水平剪刀撑间隔层数不应大于６步;

２　顶层应设置水平剪刀撑;

３　扫地杆层宜设置水平剪刀撑;

４　水平剪刀撑应采用旋转扣件固定在与之相交的立杆或水

平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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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９　剪刀撑接长时可采用搭接或对接,搭接应符合本规程

４２３条第２款的规定,剪刀撑应与支架同步搭设.

７２１０　当同时满足下列规定时,可采用无剪刀撑模板支架:

１　搭设高度在５m 以下;

２　被支撑结构自重的荷载标准值小于５KN/m２;

３　模板支架支承于坚实均匀的地基土或结构层上;

４　模板支架与既有结构有可靠连接.

７２１１　有既有结构时,模板支架应采用拉或顶的方式与既有结

构进行可靠连接;竖向连接间隔不宜超过２步,水平连接间隔不

宜超过８m,并优先布置在水平剪刀撑层处.

７２１２　在坡道、台阶、坑槽和凸台等部位的模板支架,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模板支架地基高差变化时,在高处扫地杆应与此处的纵

横向水平杆拉通 (见图７２１２);

２　设置在坡面上的立杆底部应有可靠的固定措施.

图７２１２　不同标高扫地杆布置图

１－　拉通扫地杆;２－扫地杆

７２１３　当立杆承受荷载较大需加密时,加密区的水平杆应向非

加密区延伸至少两跨;非加密区立杆、水平杆间距应与加密区间

距互为倍数 (见图７２１３－１、７２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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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２１３－１　模板支架加密区立杆布置平面示意图

图７２１３－２　模板支架不同立杆间距布置平面示意图

７２１４　当模板支架高宽比大于３,且四周无可靠连接时,应在

模板支架上对称设置缆风绳或采取其它防止倾覆的措施.

７２１５　后浇带的模板支架应独立设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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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施工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脚手架租赁企业应提供营业执照、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

文件,并对构配件质量负责.

８１２　构配件进入施工现场时,施工单位应进行检查和验收,
并对扣件进行现场随机抽样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力学性

能检测.

８１３　脚手架、模板支架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内容包括:工

程概况、编制依据、施工计划、施工工艺、施工安全保证措施、
劳动力计划、计算书及相关图纸等.专项施工方案应由公司技术

负责人审批.

８１４　脚手架、模板支架搭设与拆除施工前,专项施工方案编

制人应向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并作出记录.

８１５　脚手架、模板支架搭设与拆除的施工作业人员应经过专

业培训,并持证上岗.

８１６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大的脚手架、模板支架安全专项

施工方案应组织专家论证.

８２　构配件进场

８２１　构配件材料进场后应码放整齐,存放地点不宜距架体搭

设场地过远.

８２２　构配件材料进场应按下表进行外观质量检查.
表８２２　构配件进场检查要求

项目 要求 抽检数量 检查方法

技术资料

营业执照、资质证明、生产许可证、产

品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相关合同要

件
－ 检查资料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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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２２
项目 要求 抽检数量 检查方法

钢管

钢管表面应平直光滑,不得有裂缝、结

疤、分层、错 位、硬 弯、毛 刺、压 痕、
深的划道 及 严 重 锈 蚀 等 缺 陷,严 禁 打

孔;钢管外壁使用前必须涂刷防锈漆,
钢管内壁宜涂刷防锈漆

全数 目测

钢管外径及壁厚 外径４８．３mm;壁厚大于等于３mm ３％ 游标卡尺测量

扣件

不允许有裂缝、变形、滑 丝 的 螺 栓 存

在;扣件与 钢 管 接 触 部 位 不 应 有 氧 化

皮;活动部位应能灵活转动,旋转扣件

两旋转面间隙应小于１mm;扣件表面应

进行防锈处理

全数 目测

碗扣

碗扣的铸造件表面应光滑平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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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件不得

有毛刺、裂纹、氧化皮等缺陷.碗扣的

各焊缝应饱满,不得有未焊透、夹砂、
咬肉、裂纹等缺陷

全数 目测

碗扣立杆

连接套管

碗扣架的立杆连接套管,其壁厚不应小

于３．５mm,内径不应大于 ５０mm,套

管长度不应小于１６０mm,外伸长度不应

小于１１０mm.连接焊缝应饱满,不得有

未焊透、夹砂、咬肉、裂缝等缺陷

３％ 游标卡尺测量

底座及

可调托撑螺杆

可调底座及可调托撑螺杆与螺母捏合长

度不得少于４扣~５扣,螺杆直径不小

于３６mm,插入立杆内的长度不得小于

１５０mm

３％ 钢板尺测量

脚手板

木脚手板不得有通透疖疤、扭曲变形、
劈裂等影响安全使用的缺陷,严禁使用

含有标皮的、腐朽的木脚手板

全数 目测

安全网

安全网绳不得损坏和腐朽,平支安全网

宜使用锦纶安全网;密目式阻燃安全网

除满足网目要求外,其锁扣间距应控制

在３００mm 以内

全数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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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　扣件进场应按下表进行力学性能检测.
表８２３　扣件进场检测要求

构配件名称 检测项目 抽检数量 检测标准

扣件

直角:抗滑性能、抗破坏性

能、扭转刚度

旋转扣件:抗滑性能、抗破

坏性能、抗拉性能、抗压性

能

２８１~５００件　 ８件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１３件

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２０件

按照现行国家标

准 «钢管脚手架

扣件»GB１５８３１
的规定

８２４　构配件尺寸有抽检不合格时应对该全部构配件进行实测,
不满足要求的严禁使用.

８３　搭设和验收

８３１　架体搭设前应清除场地障碍物,对承载力不足的地基土

或楼板应进行加固处理.

８３２　架体地基验收合格后,应按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放线定位.

８３３　架体应自下而上顺序搭设,并符合本规程相关的搭设要

求.

８３４　当架体搭设过程中临时停工时应采取安全稳固措施.

８３５　架体搭设完成后按表８３５进行检查验收.
表８３５　模板支架验收表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备注

１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按权限进行审批 － 检查资料 －

２ 基础及楼面

承载力 满足设计要求 － 应有设计计算书
要有验收

记录

排水 不积水 － 观察 －

底座或

垫块

不晃动、滑动 － 观察 －

不沉降 －１０ 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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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３５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备注

３ 立杆垂直度 －
≤５‰且不大

于１００mm
用经纬仪或

吊线和卷尺
－

４ 杆件间距

步距 － ±２０ 钢板尺 －

纵距 － ±５０ 钢板尺 －

横距 － ±２０ 钢板尺 －

扫地杆高度 ±２０ 钢板尺

模板支架立

杆自由高度
－ ±２０ 钢板尺 －

５
水平加强层、水平和

竖向剪刀撑
按规范要求设置 － 钢板尺 －

８３６　钢管扣件式脚手架、模板支架搭设完后,应按表８３６
对螺栓拧紧扭力矩进行检查.采用钢管扣件搭设高大模板支撑系

统时,还应对扣件螺栓的紧固力矩进行抽查,抽查数量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１３０的规定,对梁底扣件应进行１００％检查.

表８３６　钢管扣件式脚手架、模板支架扣件抽检要求

安装扣件数量
(个)

抽检数量
(个) 扭力矩值范围 检验方法 允许的不合格数

５１~９０ ５

９１~１５０ ８

１５１~２８０ １３

２８１~５００ ２０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３２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５０

４０N．m－
６５N．m

随机抽取,
力矩扳手测扭力矩

０

１

１

２

３

５

８３７　脚手架、模板支架应由项目负责人组织技术、安全及监

理等相关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签字后方可使用.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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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使用

８４１　架体在使用过程中应进行下列检查:

１　基础是否有不均匀沉降,立杆底座与基础面的接触有无

松动或悬空情况;

２　杆件的设置和连接,连墙杆、支撑、门洞桁架等的构造

是否符合要求;

３　悬挑架各支点,压、拉固定点和螺栓是否松动;

４　扣件螺栓是否松动;

５　立杆的沉降与垂直度的偏差是否符合要求;

６　开挖管沟是否影响架体地基与基础的承载力;

７　安全防护措施是否符合要求;

８　是否超载.

８４２　在下列情况应对架体重新进行检查验收:

１　遇六级以上大风或大暴雨后;

２　寒冷地区开冻后;

３　停工超过一个月恢复使用前.

８５　监测

８５１　脚手架使用过程中应设专人定期对架体的变形和位移情

况进行观测.

８５２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设专人对模板支架进行观测,发现

异常时应立即停止施工.

８５３　危险性较大模板支架有条件时应对架体四周和中心位置

的立杆及水平杆的应力应变进行监测.

８６　拆除

８６１　脚手架、模板支架拆除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全面检查架体的连接件、支撑体系、连墙件等是否符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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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构造要求;

２　应根据检查结果补充完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中的拆除顺

序和措施,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３　应由单位工程项目负责人组织进行拆除安全技术交底;

４　应清除脚手架、模板支架上的杂物及地面障碍物.

８６２　拆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拆除作业应按顺序施工,应坚持按从上而下、从外到内、
逐层拆除的顺序拆除施工;

２　连墙件应随支架逐层拆除,分段拆除时高差不得大于两

步,否则应增设临时连墙件;

３　严禁先拆除或松开下层脚手架、模板支架的杆件连接和

拉结;

４　拆除后的构配件必须妥善运至地面,严禁高空抛掷.

８６３　模板支架拆除时混凝土的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４中的有关规定.

８６４　对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侧模板应在预应力张

拉前拆除;底模支架的拆除应按施工技术方案执行,当无具体要

求时,不应在结构构件张拉预应力前拆除.

８６５　后浇带模板的拆除和支设应按施工技术方案执行.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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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安全管理

９０１　脚手架、模板支架的搭设人员必须带安全帽、系安全带、
穿防滑鞋.

９０２　夜间不得进行脚手架、模板支架的搭设与拆除.

９０３　雨雪天及六级以上大风天不得在室外进行脚手架、模板

支架的搭设与拆除.当有六级及以上强风、浓雾、雨或雪天气

时,应停止架体搭设、使用及拆除作业.

９０４　脚手架、模板支架搭设及拆除时,地面应设围栏和警戒

标志,派专人看守,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现场.

９０５　脚手架作业层架体外立杆内侧应设置上下两道防护栏杆

和挡脚板 (挡脚笆),上道栏杆高度为１２m,下道栏杆高度为

０６m,挡脚板高度为０１８m (挡脚笆高度不小于０５m).塔吊

处或开口的位置应密封严实.

９０６　脚手板必须铺设牢靠、严实,并应用安全网兜底.

９０７　落地式、悬挑式脚手架沿架体外围必须用密目式安全网

全封闭,密目式安全网宜设置在脚手架外立杆的内侧,并顺环扣

逐个与架体绑扎牢固.安装时,密目网上的每个环扣都必须穿入

符合规定的纤维绳,允许使用强力及其他性能不低于标准规定的

其他绳索 (如钢丝绳或金属线)代替.

９０８　不得在脚手架、模板支架附近进行挖掘作业.

９０９　脚手架、模板支架在使用过程中严禁进行下列作业:

１　在架体上拉结吊装缆绳;

２　利用架体吊运物料;

３　脚手架、模板支架、起重设备、物料平台相互连接;

４　任意拆除架体结构件或连墙件;

５　拆除或移动架体上安全防护设施;

６　利用脚手架支顶模板;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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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其它影响架体安全的作业.

９０１０　脚手架、模板支架在使用过程中有重物水平移动时应采

取安全可靠的措施保证架体稳定.

９０１１　混凝土浇筑作业开始前应再次对模板支架进行全面检

查,合格后方能浇筑混凝土;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模板支架下不得

有作业人员.

９０１２　脚手架、模板支架的实际荷载不得超过设计允许荷载.

９０１３　工地临时用电线路的架设及脚手架接地、避雷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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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手架和模板支架严禁与起重机械设备等连

接,脚手架与模板支架严禁连接.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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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材料特性指标
(资料性附录)

A０１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与弹性模量应按表 A０１采用.
表A０１　钢材的强度和弹性模量 (N/mm２)

钢材抗拉、抗压、抗弯强度设计值f
Q３４５钢 ３００

Q２３５钢 ２０５

弹性模量E ２０６×１０５

A０２　扣件、碗扣、底座及可调托撑承载力设计值应按表

A０２采用.
表A０１　扣件、底座、可调托撑的承载力设计值 (kN)

项目 承载力设计值

对接扣件 (抗滑) ３２０

直角扣件、旋转扣件 (抗滑)
单扣件 ８

双扣件 １２

碗扣节点 ６０

可调托撑、底座 (抗压) ４０

A０３　焊缝强度承载力设计值应按表 A０３采用采用.
表A０３　焊缝强度承载力设计值 (N/mm２)

焊接方法和焊条型号 钢号
厚度或直径

(mm)

对接焊缝 角焊缝

抗压fw
c 抗拉fw

t 抗剪fw
v

抗拉、抗压、
抗剪

自动焊、半自动焊和

E４３型焊条的手工焊
Q２３５

≤１６ １８５ ２１５ １２５

１７~４０ １７５ ２０５ １２０
１６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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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０４　螺栓连接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A０４采用.
表A０４　螺栓连接强度 (N/mm２)

钢号 抗拉 抗剪

Q２３５ １７０ １３０

A０５　受弯构件的挠度不应超过表 A０５　采用.
表A０５　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

构件类别 容许挠度 V

脚手板,脚手架纵向、横向水平杆 l/１５０与１０mm

脚手架悬挑受弯杆件 l/４００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悬挑钢梁 l/２５０

　　注:l为受弯构件的跨度,对悬挑杆件为其悬伸长度的２倍.

A０６　受压、受拉构件的长细比不应超过表 A０６的规定.
表A０６　受压、受拉构件的容许长细比

构件类别容许长细比 λ

立杆 １８０

横向斜掌、剪刀撑中的压杆 ２５０

拉杆 ３５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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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用语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用语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由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

写法为 “应执行规定”或 “应符合规定”.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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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安全网» GB５７２５
２ «重要用途钢丝绳» GB８９１８
３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１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１４９９１
４ «钢管脚手架扣件» GB１５８３１
５ «密目式安全网» GB１６９０９
６ «钢板冲压扣件» GB２４９１０
７ «木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０５
８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１０
９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５０６６６
１０ «碳素结构钢» GB/T７００
１１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１５９１
１２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３０９１
１３ «梯型螺纹» GB/T５７９６２、３
１４ «钢丝绳用普通套环» GB/T５９７４１
１５ «钢丝绳夹» GB/T５９７６
１６ «可锻铸铁件» GB/T９４４０
１７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T１１３５２
１８ «直缝电焊钢管» GB/T１３７９３
１９ «一般用途钢丝绳» GB/T２０１１８
２０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１３０
２１ «建筑施工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１６６
２２ «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 JGJ３００
２３ «阀门零部件、螺母、螺栓和螺塞» JB/T１７０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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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给施工企业提供便利,省去繁琐的脚手架、模板支架

的设计过程,凡满足本规程限定条件的脚手架、模板支架均可按

本规程选用搭设,不必对架体进行设计.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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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构配件

３０１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３０９１第４１１条规定,脚手架钢管直径４８mm×３５mm 改为

４８３mm×３６mm,考虑到目前广泛使用的脚手架钢管直径多为

４８mm×３５mm,且壁厚仍按原钢管直径要求进行生产,故仍要

求壁厚不应小于３mm.

３０７　本条明确了脚手架所用吊环或预埋螺栓材质及加工要求.

３０８　本条因钢丝绳卡的选用、数量和方向在建筑工地上使用

较不清晰,故明确钢丝绳绳卡设置的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钢丝夹

绳»GB/T５９７６.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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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落地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

４１　选用条件及构造

４１２　本条规定了落地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适用基本条件,
凡超出表格所列条件的落地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不适用本规

程.

４１３　本条对原选用表进行了调整,明确３５m~５０m 落地扣件

式双排脚手架应在架体约２/３高度处、架体转角及开口等部位采

用钢丝绳进行卸载.高度大于５０m 的落地扣件式双排脚手架应

采用双立杆、分段卸载等方法,并要求另行设计计算确定.

４２　搭设要求

４２１　据行业标准并经过多年来实践证明,脚手架搭设高度在

３０m 以下时,其底部垫板基本没有破坏,当搭设高度超过３０m
以上时,其垫板随搭设高度的提升,由于受到立杆集中力的影

响,均有不同程度的凹陷破坏,因此要求搭设高度超过３０m 时

在垫板上加设专用底托,也可以使用通长槽钢或自制底托代替.

４２２　脚手架如果落在后浇带、采光井等孔洞上时,脚手架的

立杆下可设置截面对称的型钢梁,型钢上应焊接短钢筋用于固定

钢管,型钢梁应平整稳固.如架体落在后浇带上,后浇带下支撑

体系不应拆除.

４２３　本条对立杆的搭设进行两个方面的规定:

１　依据脚手架受力状态而制定的强化措施,脚手架立杆底

部属自由高度的光滑面约束,加上立杆底部应力最大,极易失

稳,故强调对扫地杆设置的要求;当高低差大于１m 时,应对边

坡的稳定性进行核算,设计架体形式和确定架体构造要求.

２　立杆要求采取对接做法是为了保证受力处于轴力状态,
由于顶部通常为立面防护部分,受力很小,考虑到节约材料故允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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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采取搭接做法.

４２５　本规范要求纵向水平杆跨过三根立杆是为了保证架体的

整体连贯性,允许采取搭接是为了节约材料;脚手架保持格构状

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杆件作用,因此凡立杆与纵向水平杆相交

处必须设置横向水平杆,此节点称为主节点;规定横向水平杆内

侧距装修面不大于１００mm 是为了确保安全同时方便操作.

４２６　本条对剪刀撑的设置作出了规定.一般情况下连续剪刀

撑的杆件才需要对接或搭接,考虑到设置连续剪刀撑架体的刚度

较大,从方便操作、材料节约及架体美观的角度出发,允许剪刀

撑杆件对接.

４２７　脚手架搭设、使用、拆除与塔吊、外用电梯、物料提升

机平台等经常会发生位置重叠,为防止发生彼此之间力传递而造

成影响以及妨碍拆除,因此要求彼此断开,脚手架断开处属于自

由边界,极易失稳,因此要求层层加设斜撑.

４２８　脚手架受到风荷载通过连墙件传给结构,连墙件起着支

座的作用.双排脚手架失稳都主要发生在横向,设置连墙件是防

止脚手架失稳的重要构造措施.对于６m 以下脚手架可以采取加

临时抛撑的方法是考虑到首层较高时不便设置连墙件而采取的临

时设施.

４２１２　本条明确了脚手架高度大于３５m 时所采用钢丝绳保险

绳对架体进行拉接节点做法.其中穿剪力墙背钢管的做法,钢丝

绳需绕钢管一周、钢管１０００mm 长为宜,钢管两端用扣件锁死

防滑移,防滑扣件距离钢丝１００mm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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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满堂脚手架

５１　选用条件及构造

５１２　本条规定了满堂脚手架适用基本条件,凡超出表格所列

条件的满堂脚手架均不适用于本规程.

５１３　本条主要针对３６m 以下满堂脚手架立杆纵、横向间距和

步距的选择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大于３６m 的架体应单独设计.

５２　搭设要求

５２７　由于满堂脚手架有时用于散拼钢屋盖安装等,经常会发

生高空临时存放材料或设备,本条明确了在此情况下的具体要

求.荷载影响区可按荷载作用投影面积的１５倍并不少于纵横两

个立杆间距考虑,立杆间距加密一倍是指在空间格构上各个立杆

之间的距离较选用表中的立杆间距缩短１/２.因此,满堂脚手架

有集中荷载时应事先确定荷载位置并按要求搭设脚手架.

５２８　本条的目的是要求高度大于１２m 的碗扣脚手架立杆应采

用两种不同长度相互交错搭设.现阶段,很多工程未能执行此项

工艺要求,造成了架体变形过大,降低了碗扣脚手架的承载能

力.

５２９　目前施工现场碗扣脚手架很少用斜杆,建议按照扣件脚

手架要求设置竖向剪刀撑和水平剪刀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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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型钢悬挑式脚手架

６１　选用条件及构造

６１１　原规范条文说明５１１规定了不同悬挑结构脚手架选用

的基本条件.本规程推荐优先选用梁式悬挑脚手架.悬挑梁采用

工字钢梁,是由于工字钢梁较其他型钢选购、设计和施工均方

便,结构性能可靠,具有截面对称性、受力稳定性好、传力路径

明确等优点.此外工字钢梁除少量附件焊接外,无需其他加工,
与其他结构 (桁架和需加工的承重结构)相比,消除了加工环节

的质量风险.
型钢悬挑脚手架搭设高度限制２０m,主要是考虑架体重量

对结构承载力的影响.

６１２　本条型钢的选用是根据作业层荷载、架体高度、外挑长

度对工字钢型进行了列表选用.

６２　搭设要求

６２２　悬挑梁的长度取１２５倍的悬挑长度是为了合理减少平衡

段的支座反力,降低支座处楼板的负弯矩.

６２３　悬挑梁支撑点必须设置结构梁或墙上,原则上不得设置

在外伸阳台上或悬挑板上 (有加固的除外),主要是考虑悬挑梁

对结构的作用力较大,一般阳台和悬挑板不能承受该荷载.关于

起拱０５％~１％是考虑到降低悬挑梁挠度值.

６２４　考虑到减轻对主体结构的影响,不提倡主次梁的结构形

式,尽量采取采用一纵距一根梁的结构形式.

６２５　本规程推荐使用 U型螺栓固定悬挑梁是因为目前使用较

多倒 U型锚环存在木楔固定变形大、可靠性差、水平抗力不足,
不利于悬挑梁整体稳定性.建议钢梁后端采用倒 U 型锚环,前

端采用开口 U型螺栓,便于钢梁安装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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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　本条明确了型钢悬挑式脚手架结构在平面转角或悬挑结

构处应采取加强措施,要求加强措施应有验算和构造详图,并提

出采用钢管斜撑卸载方法.明确了钢梁设置位置不应影响框架柱

和暗柱结构受力.

６２９　在施工现场因为钢丝绳拉紧程度和本身变形较大,不应

参与计算,仅作为安全储备措施.外墙阳角处、楼梯间、悬挑结

构构件等处每根钢梁外端均应设置上拉保险钢丝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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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模板支架

７１　选用条件及构造

７１２　本条选用条件基本未进行修改,但考虑到目前建筑结构

设计变化较大及住建部颁布建质 〔２００９〕８７号 «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和京建施 〔２００９〕８４１号北京市实

施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要求,对高大模

板支架提出需单独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组织论证,故对原搭设

高度３０m 调减到２０m.

７１３　表中模板支架搭设参数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临时

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３００－２０１３的相关规定计算.模板支架

立杆伸出顶层横向水平杆中心线至模板支撑点的长度,扣件架取

５００mm,碗扣 架 取 ６５０mm.扫 地 杆 距 地 面 高 度,扣 件 架 取

２００mm,碗扣架取３５０mm.立杆稳定性验算时,应力值控制在

１８０kN/mm２ 左右.有剪刀撑框架式模板支架,剪刀撑宽度按６
跨计算,高大模板时,剪刀撑宽度不大于５m.设计模板支架

时,应按梁、楼板模板支架立杆间距和步距相同或成倍数考虑,
梁支模架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

JGJ３００中规定的单元框架加密处理.
其中本规程７１３中５、６条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增加

了两种梁模板支架选用表.７１３中７条是结合目前住宅工程施

工实际情况,经过讨论核算后,新增住宅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和

碗扣式钢管模板支架构造选用表.对住宅符合表中条件工程的模

板支架体的扫地杆、立杆顶部悬臂长度进行适当调增.

７２　搭设要求

７２１　本条对梁模板支架进行了三种分类支设说明:图７２１
－１中支设方式采用托梁式,不借用梁两侧楼板支撑立杆,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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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选用条件表７１３－２和表７１３－４.图７２１－２中采用梁

底设置１根立杆,且借用梁两侧楼板支撑立杆的支设方式,适用

于选用条件表７１３－６和表７１３－７.图７２１－３中采取完

全借用梁两侧楼板支撑立杆对梁底进行支设方式,适用于选用条

件表７１３－５.

７２５　本条是为保证模板支架的整体刚度而提出的要求.

７２１４　缆风绳应在同一高度设置,夹角宜在４５°~６０°,采用与

缆风绳拉力相适应的花篮螺栓拉紧,下端与地锚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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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施工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３　施工单位应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方案的编制,方案

应具有适用性和操作性,并进行认真的审核和审批.
脚手架设计计算依据为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

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１３０,模板支架设计计算依据为现行

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３００.

１　计算书中荷载分项系数应按照下表确定.
表８２１　荷载分项系数选用表

序号 验算项目
荷载分项系数

永久荷载 可变荷载

１
支模架稳定性验算

与强度验算

永久荷载控制 １３５ １４

可变荷载控制 １２ １４

２ 脚手架稳定性验算与强度验算 １２ １４

３ 变形验算 １０ １０

注: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规范»GB５０００９第３２５条的规定及 «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５０６６６第４３１１规定,明确计算书中模板支架与脚手架荷

载分项系数的取值.

２　满堂模板支架和满堂脚手架应与既有结构作可靠连接.
当架体高宽比大于３,且四周无可靠连接时,应在架体上对称设

置缆风绳或采取其它防止倾覆的措施,并应参照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３００－２０１３与 «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５０６６６相关规定进行架体的抗倾覆验算.

８１５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

则»GB５０３６的相关规定进行培训和考核.

８１６　按照住建部颁布建质 〔２００９〕８７号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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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和京建施 〔２００９〕８４１号北京市实施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组织好专家

论证工作.

８２　构配件进场

８２２　由于市场竞争与考虑成本的影响,管材壁厚有减少趋势,
施工中严禁使用壁厚小于３mm 以下的管材.

８２３　对扣件的检查是保证架体受力的关键工序,应严格按表

中规定执行.如不合格数超标,则应加倍检验;加倍后不合格数

仍超标的,则应全数验收.

８３　搭设和验收

８３３　脚手架搭设应按顺序施工,这是因为选择合理搭设顺序

和施工操作程序,是保证脚手架搭设安全和减少架体搭设积累误

差的重要措施.
作业脚手架搭设与工程施工同步,这是满足工程施工的要

求;一次搭设高度不宜超过最上层连墙件两步,且不应大于

４m,是为了保证搭设施工安全、当超过时,应采取临时固定措

施.
模板支架逐排、逐层搭设是为了保证搭设安全和减少搭设积

累误差.模板支架逐层搭设,搭设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便于调校

消除.多层楼板连续施工时,当支撑层楼板承载力或挠度不满足

要求时,应采用上下层支撑立杆在同一轴线上的传力方式,以避

免支承楼面承载力不够导致楼面破坏.
剪刀撑、斜撑等杆件对架体有加固作用,应与架体同步搭

设,这是为了避免在架体搭设时产生变形或危机施工安全,不允

许先搭设架体而后安装加固杆件.
脚手架每搭设一步架后,应进行检查、校正,避免产生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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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
连墙件是保证作业脚手架稳定的重要构件,必须与作业脚手

架同步搭设并连接牢固,否则已搭设的架体处于悬空状态,有倒

塌危险.作业脚手架的作业层不得高出相临连墙件２步,否则,
架体上部悬臂段过高,会危机架体安全.

悬挑脚手架搭设前一定要认真检查预埋件、锚固件的固定是

否牢固,应特别注意锚固或固定部位结构混凝土的强度,应满足

设计要求.

８３６　本条依据 “关于印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

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质 〔２００９〕８７号和 “关于印发 «建设工

程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导则»的通知”建质

〔２００９〕２５４号规定制定的.

８５　监测

８５２　本条对混凝土浇筑明确提出安排专人对模板支架进行观

测要求.观测可根据模板支架结构情况按有关规定在安全专项施

工方案中编制监测内容,包括测点布置、监测方法、监测人员及

主要仪器设备、监测频率和监测报警值.架体观测可按以下要求

进行:

１　监测的内容包括模板支架的位移监测和内力监测.
模板支架设计应根据模板支架类别,按表８５１选择监测项

目.
表８５１　监测项目选择

监测项目 高大模板支架

模板支架水平位移 (立杆垂直度) 应测

模板支架变形 (水平杆挠度) 应测

模板支架内力 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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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位移监测点应根据周边结构状况 (封闭或开敞),设置在

模板支架或模板支架模板上.

１)在模板支架的顶层、底层及每５步宜设置位移监测点.

２)监测点宜设在角部和四边的中部位置.

３)模板支架顶部可采用在立杆上端挂钢丝垂球作为监测点.

４)模板支架模板可采用在水平结构钢筋上焊接竖向钢筋作

为监测点.

３　当有下条件之一时,宜对模板支架进行预压或监测:

１)承受重载或设计有特殊要求时;

２)特殊模板支架或需了解其内力和变形时;

３)地基为不良的地质条件时;

４)跨空和悬挑模板支架;

５)其它认为危险性大的重要临时模板支架.
监测基准点应设置在附近已施工完毕的竖向结构或模板支架

上.

４　监测项目的监测频率应根据模板支架规模、周边环境、
自然条件、施工阶段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混凝土浇筑期,监测按间隔不超过３０min进行,混凝土

浇筑完毕可停止监测.

２)当监测数值比前次数值增长时,应进行连续监测,直至

数值稳定.

３)混凝土浇筑临近结束阶段,应进行连续监测.

５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专人对模板支架体系进行监测.模

板支架监测数据应及时整理和反馈.当出现下列危险征兆时应立

即报警,安全员立即组织施工人员通过安全通道有序撤离.

１)模板支架变形达到变形限值,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变

形限值见表８５２模板支架变形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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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５２　模板支架变形限值

监测项目 变形限值

模板支架水平位移 模板构件跨度的１/１０００或模板支架高度的１/３００

模板支架挠度 模板构件跨度的１/４００

模板支架内力 设计计算值或近３次读数平均值的１５倍

　　注:监测报警值应采用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量和变化速率值进行控制.

２)模板支架的荷载突然发生意外变化时.

３)模板支架发出异响.

４)模板标高异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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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安全管理

９０３　六级及以上大风停止高处作业的规定是按照现行行业标

准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８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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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

«钢管脚手架、模板支架安全选用技术规程»
(DB１１/T５８３Ｇ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年　月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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