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框架混凝土结构竖向先行支撑闷拆施工工法

1.前言

建筑框架混凝土结构，为保证其高耸结构的强度及稳定性，其锚

固端地下室结构部分的深度也极大，此类深基坑支护形式一般采用安

全系数较高的混凝土内支撑形式。按照内支撑换撑的设计要求，下部

梁板水平结构完成并达到强度同时外墙肥槽回填完成后，才具备拆除

上一道支撑的条件。因此，建筑框架混凝土结构传统的施工部署为整

体施工一层地下室结构，随后拆除一道混凝土内支撑，循环往上直至

支撑全部拆除和地下室封顶。该传统施工部署地下室部分工期极长，

占用较长的关键施工路线，极大影响结构封顶时间。

根据上述的难题，本公司结合钢结构免支模的工艺特点，现提出

“建筑框架混凝土结构竖向先行支撑闷拆施工工法”，地下室部分混

凝土框架结构的核心体包括核心筒、墙和柱，先行快速施工，直到出

地面，并将该地面楼层改为钢梁+楼承板的结构形式，采取钢结构免

支模的工艺施工完成该层梁板，随后以此楼层作为结构平台，搭设支

撑架继续施工上部混凝土框架结构，实现混凝土框架结构快速出地

面、地上地下结构同步施工，极大缩短主体结构封顶时间。

此工法采取核心体的各个结构先行部署，省去水平梁板结构施

工、支撑拆除、肥槽回填等一系列繁杂前置工作，实现结构快速出地

面并形成后续施工的钢结构平台，形成地上地下结构同步施工的布

局，可极大缩短总工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2.特点

2.0.1 主楼可快速出地面，地上结构与地下室同步施工



地下室水平结构及支撑拆除与主楼上部结构可同步施工，不占用

关键工序及结构施工的关键路线，大大降低了基坑内支撑拆除对主体

结构施工进度的影响，同时支撑系统“闷拆”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解决基坑分区施工工期长、造价高的问题，从而降低基坑围护造价，

节省一定的工期。

2.0.2 施工质量良好，保证了结构先行的安全性

采用地下室水平结构后甩施工方案，可有效解决了基坑内支撑与

主楼梁、板的冲突问题，并通过临时水平拉结结构竖向受力结构，保

证了竖向先行结构的稳定性，安全性高，现场施工较为方便，工期得

到了有效保障。

支撑系统“闷拆”方案需避开结先行施工的结构柱、剪力墙等，

一般避开剪力墙较为困难，故“闷拆”方案比较适合运用在框架结构

体系内，对于无法避开的结构柱，可考虑采用临时托换处理。

临时托换涉及结构柱处荷载、顶板梁截面、配筋调整、临时增加

的托换钢柱与底板和顶板梁连接构造，及托换钢柱下是否增设工程桩

等事宜，需要协商处理。

2.0.3 施工绿色环保，污染小

内支撑拆除在结构内部，可以有效地减少拆撑导致的噪声污染和

环境污染，避免了位于市区内的工地扰民问题。

3.适用范围

建筑框架混凝土结构竖向先行支撑闷拆施工工法适用于多层的

混凝土框架结构，存在较多的混凝土内支撑，不影响核心筒及外框立

柱先行，通过从工期、经济角度对比传统内支撑顺拆工艺，能够实现

更高的收益价值，同时能保证结构的安全性、现场施工可行性。



4. 工艺原理

内支撑区域主体结构先行施工，地下室水平结构及内支撑拆除后

施工主要原理为：

1 复核主楼竖向结构与基坑内支撑梁板的冲突情况，保证内支撑

结构能够有效避开主体结构核心筒及剪力墙的梁、柱主要受力构件，

对于无法避开的结构柱，可考虑采用临时托换处理。临时托换涉及结

构柱处荷载、顶板梁截面、配筋调整、临时增加的托换钢柱与底板和

顶板梁连接构造，及托换钢柱下是否增设工程桩等事宜，需协商处理。

2 主楼核心筒及外框立柱等主要竖向受力结构出地面后，在地上

结构 L1层利用钢桁架楼板结构免支模施工工艺，实现主楼上部结构

与基坑内支撑结构拆除同步施工。

3 基坑内支撑结构闷拆施工结束后，拆除临时水平拉结结构，并

进行地面以下后甩的剩余主楼水平结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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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上部结构与闷拆同步进行施工



5.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5.1 工艺流程

施工操作流程图如图 5.1 所示

复核地下室结构与内支撑

相对位置、标高

拆除与结构冲突的内支撑

次梁及封板

深化与内支撑冲突处的

结构施工节点

混凝土框架结构核心体

先行施工出地面

结构出地面后变更为

钢梁+压型钢板体系

地上结构与内支撑拆除同步进行

图 5.1 建筑框架混凝土结构竖向先行支撑闷拆施工工艺流程图

5.2 操作要点

5.2.1 复核地下室结构与内支撑相对位置、标高

若主楼竖向结构与基坑内支撑次梁板冲突，拆除冲突部位支撑次



梁板，若主楼竖向结构与基坑内支撑主梁板冲突，调整竖向结构位置

并在首层进行转换，确保主楼竖向结构可提前施工至地面；

5.2.2 拆除与结构冲突的内支撑次梁及封板

若主楼水平结构与基坑内支撑梁板不冲突，则在基坑内支撑梁板

上搭设主楼水平结构的模板支撑架，若主楼水平结构与基坑内支撑梁

板局部冲突，拆除冲突部位支撑次梁板，若主楼水平结构与基坑内支

撑梁板大量冲突，将该层水平结构后甩，并在主楼水平结构之间设置

临时水平拉结结构保证竖向先行结构的稳定性；

图 5.2.2-1 复核主楼水平结构与基坑内支撑梁板的标高冲突

情况

1 提前破除与核心筒冲突处内支撑封板：由于支撑封板面积较

大，采用切割机将封板分割成块体后的数量极大，且无法用塔吊直接

吊运，叉车转运效率低，为保证结构施工工期，支撑封板采用炮机破

碎后拆除。采用挖机改装后的炮机破除，逐跨拆除，并逐跨及时将钢



筋切断。为避免破碎的支撑梁及封板碎渣掉落至地下室楼板上造成破

坏冲击，利用木模板及钢板进行铺设防护底板混凝土面，完成场地清

理后用叉车转运至汽车吊指定吊运点吊装运出。

图 5.2.2-2 内支撑封板拆除

图 5.2.2-3 内支撑封板拆除后进行结构竖向先行施工

5.2.3 深化与内支撑冲突处的结构施工节点

支撑梁与核心筒、剪力墙冲突无法避开，在剪力墙留设后浇洞口，

具体做法如下：

1 洞口周边新旧混凝土结合面按施工缝凿毛处理；

2 预留洞口待支撑拆除后采用强度等级较原设计提高一级的微

膨胀混凝土浇注；



3 预留洞口纵筋采用钢筋搭接焊接，搭焊长度为双面 5d；

4 预留洞上部剪力墙下悬空位置，需采取措施保证混凝土施工质

量；

5 预留洞口削弱剪力墙承载力，局部设置加固钢筋。

图 5.2.3-1 核心筒、剪力墙先行与内支撑冲突处采用钢筋加强

处理

图 5.2.3-2 第一道支撑与核心筒剪力墙冲突位置



图 5.2.3-3 第一道支撑与核心筒剪力墙冲突详图

图 5.2.3-4 剪力墙预留洞口做法大样图

6 优化内支撑与结构冲突处内支撑梁



图 5.2.3-4 腰梁与结构柱冲突处设置开口

5.2.4 结构出地面后变更为钢梁+压型钢板体系

混凝土框架结构楼面为混凝土梁板结构体系，外框采用十字劲性

钢骨立柱，为保证核心筒结构先行施工后，主楼外框结构在地面 以

上可正常施工，其中地面楼层混凝土梁板体系变更为钢梁+压型钢板

体系，并将地下室水平结构梁、板，水平结构后甩，采取核心筒先行，

为保证竖向外框立柱的稳定性，根据先行核心筒的竖向高度设置相应

的临时钢框进行水平拉结，以保证竖向先行钢立柱结构的稳定性。

5.2.5 地上结构与内支撑拆除同步进行

混凝土框架结构在地面以上楼层正常流水施工，地下室后甩水平

结构及基坑内支撑结构闷拆同步进行，施工按照从下层到上层顺序进

行，支撑梁体按照先拆支撑梁处封板、后拆次梁再拆主梁最后拆立柱

的顺序进行，梁体内部支撑杆件按照先切割受力小的杆件后切割受力

大的杆件的顺序进行，同一类型的支撑梁体按照间隔拆除的原则进

行，保证拆撑过程中应力释放的均匀性。拆除临时水平拉结结构，并



进行地面以下后甩的剩余主楼水平结构施工。

图 5.2.5-1 地上结构与内支撑拆除同步进行

临时梁采用 40a 工字钢。示意图如下：

图 5.2.5-2 临时梁与钢骨柱连接示意图

1 构件倒运



因受支撑影响，钢梁水平运输需采用倒链进行吊装、定位，水平

运输困难，现场拟投入 15 名工人负责钢构件的水平倒运，施工工期

约 4 个月。

图 5.2.5-3 钢梁吊装示意图

2 钢管立柱洞口补强

在修补因基坑竖向钢管穿结构楼板及穿结构梁留下的洞口时，为

保证洞口新旧接槎的可靠连接，要求在原洞口将四周混凝土剔成向上

坡的接槎，洞口放置补强钢筋，后采用比原设计提高一级的微膨胀混

凝土进行补强施工，剔凿时须对结构楼板进行有效保护，防止楼板开

裂。

1）楼板上洞口填补；

剔凿露出结构板内钢筋，使其能保证满足焊接长度 d=100mm，在

洞口内设置 10@150 补强钢筋，钢筋采用单面搭接焊连接，剔凿示意

图如下：



图 5.2.5-4 支撑洞口补强区域平面示意图

2）结构梁上洞口填补

剔凿露出结构梁内钢筋，使钢筋能保证满足焊接长度d=250mm 为

止，在洞口内设置与结构梁同型号的补强钢筋，钢筋采用单面搭接焊

连接：

图 5.2.5-5 结构梁剔凿范围剖面示意图

3坡道施工

采用回顶脚手架进行施工，其中脚手架回顶参数为回顶立杆纵横

间距均≯900，横杆步距≯1.2m，扫地杆距地≤0.2m。支架外围周圈

及内部双向每≯6 跨设竖向剪刀撑，高宽比≯3。



图 5.2.5-1 坡道施工剖面示意图

6.材料与设备

6.1材料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主要技术指标见表6.1.1。

表 6.1.1 主要材料表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 主要指标 用途

1 钢马镫
14#、12#槽钢，

5mm 钢板

马镫由上横梁（14#槽钢）、八字立

柱（12#槽钢）、两侧联系梁（12#

槽钢）焊接成整体，八字脚下

焊接 5mm 钢板

净高小于2m时

回顶切割支撑

梁

2 枕木 / 500-1000 厚

距 离 梁 底 约

150mm 缝隙采

用枕木进行回

顶压实。

3 金刚石链

条

直径 2.2mm 根据实际长度设置 切割支撑梁及

腰梁



4

扣件式钢

管脚手架
Φ48.3×3.5

纵距≤0.5m，横杆步距≯1.2m，

扫地杆距地≤0.2m，立杆伸出

顶层水平杆至可调托撑底板≯

0.5m；200 板下立杆纵横间距均

≯900，横杆步距≯1.2m，扫

地杆距地≤0.2m；支架外围周

圈及内部双向每≯6 跨设竖向

剪刀撑，高宽比≯3。

超过 2m 净高

时内支撑梁拆

除时采用脚

手架进行回

顶

6.2设备

主要施工机具、型号、性能、能耗等信息见表6.2.1。

表 6.2.1 主要设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技术指标 用途

1 钢筋砼钻孔机 1.4kw 电源 380V

钢筋砼开孔

及破碎
2 镐头机 / 电源 380V

3 绳锯切割机 18KW
额定功率

5.5(KW)
切割梁、板

4 盘锯机 18KW 电源 380V 切割板

5 叉车 10 吨 / 砼块运输

6 汽车吊 STC800 / 砼块吊运

7 平板汽车 长 13 米 /
切割梁块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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