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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进行编写。 

本标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厅提出并归口管理，授权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广西图正建筑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城乡规划设计院、广西建筑科

学研究设计院、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市建筑管理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林伊宁、马冀、冯家才、周宇宁、魏祚兴、卢萃辉、冯锦华、肖玉明、吴晓

广、顾胜、孙正坤、曾平凡、何玉岩、黎旭标、杨东源、严静。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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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针对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建筑施工模板经常倒塌造成人员伤亡的实际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厅委

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会同有关单位制定本标准，以求杜绝施工模板倒塌事故，

确保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 

通过对事故案例的分析发现，模板倒塌的技术原因主要是两点：计算错误或模板支架构造措施失当。

对计算问题，本标准解决的办法是，由标准起草小组设定一个数据范围进行计算，确定在此范围内的支

架安全后，将结果写入标准，凡符合本标准规定条件的支架，仅需作荷载计算，无需再作复杂的稳定性

计算。这样做既可避免因施工人员计算错误导致发生事故，又可省去既繁琐又重复的工作；对支架构造

措施问题，本标准解决的办法是，由标准起草小组经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总结了事故案例的教训和广西

成功的经验，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提出行之有效的支架构造措施写入标准。计算无误加上构造措施得

当，只有在两者兼备的前提下支架才是安全的，这应该成为支架设计、搭设、检查、验收所秉承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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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模板及作业平台钢管支架构造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模板和作业平台钢管支架构造的术语、定义及符号、应使用钢管搭设的支架、

支架支承面与细部构造、扣件式钢管支架的构造、其他形式钢管支架的构造、安全管理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新浇混凝土梁板、高架路桥等平面或斜面构件模板和施工作业平台的钢管支架构造。 

本标准的内容以对扣件式钢管支架的规定为主。第6章是对其他形式钢管支架的规定。 

本标准仅规定钢管支架的构造，不涉及计算。钢管支架的构造执行本标准，计算、构配件材质性能

及其他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但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JG
 
13  门式钢管脚手架 

JGJ
 
128  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130－2001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162－2008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 

JGJ
 
166  建筑施工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定义及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高大模板、高大作业平台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为高大模板或高大作业平台： 

—— 支撑体系高度达到或超过 8
 
m； 

—— 结构跨度达到或超过 18
 
m 的模板； 

—— 按 JGJ
 
162进行荷载组合之后的施工面荷载达到或超过 15

 
kN/m

2
； 

—— 按 JGJ
 
162进行荷载组合之后的施工线荷载达到或超过 20

 
kN/m； 

—— 按 JGJ
 
162进行荷载组合之后的施工单点集中荷载达到或超过 7 kN 的作业平台。 

3.1.2 一般模板、一般作业平台 

除高大模板、高大作业平台之外的模板、作业平台。 

3.1.3 支架、钢管支架 

—— 支架。用于支承新浇混凝土的模板或支承作业平台的支撑体系； 

—— 钢管支架。由钢管、扣件、零配件搭设而成的支架。 

3.1.4 侧移 

支架底部不动，上部其他部位在水平方向上所发生的位移。支架顶部的水平位移称为架顶侧移。 

3.1.5 几何不变架体 

在正常施工荷载作用下，内部任意两点之间无相对位移的支架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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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立杆 

支架中的竖向杆件。 

3.1.7 水平杆 

支架中在水平方向上连接立杆的水平杆件。 

3.1.8 步高、步 

水平杆在竖向上的间距称为步高，每一间距称为一步。 

3.1.9 立杆间距 

沿水平杆方向，相邻立杆之间的距离。 

3.1.10 封顶杆 

支架中最顶层的水平杆。 

3.1.11 扫地杆 

支架中最底层的水平杆。 

3.1.12 剪刀撑 

支架中成对设置的交叉斜杆。分为： 

—— 纵向竖直剪刀撑； 

—— 横向竖直剪刀撑； 

—— 水平剪刀撑。 

3.1.13 剪刀撑体系 

设置在支架内部，由纵向竖直剪刀撑、横向竖直剪刀撑、水平剪刀撑共同构建的体系，是从支架内

部防止支架发生侧移的装置。 

3.1.14 斜撑 

除剪刀撑外，与立杆、水平杆均斜交的杆件。 

3.1.15 扣件 

采用螺栓紧固的扣接连接件。分为： 

—— 直角扣件； 

—— 旋转扣件； 

—— 对接扣件。 

3.1.16 底座 

设于立杆底部的座垫。分为： 

—— 固定底座； 

—— 可调底座。 

3.1.17 垫板 

设于底座下宽度不小于 200 mm，厚度不小于 50
 
mm 的木板。 

3.1.18 可调顶托 

旋入立杆顶端，可以调节高度的配件。 

3.1.19 外连装置 

使支架与建筑物连结，将支架中的水平内力传至建筑物，是从外部防止支架发生侧移的装置。分为： 

—— 抱柱装置； 

—— 连墙装置； 

—— 连板装置； 

—— 保险装置。 

3.1.20 格构框架体系 

支架内沿支架纵横两向，由格构柱、格构梁组成的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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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标准： 

H——支架的高度； 

HD——支架中的危险区域； 

h——步高; 

la——沿支架纵向的立杆间距； 

lb——沿支架横向的立杆间距。 

4   支架材质、支架支承与细部构造 

4.1 支架材质 

当支架高度超过 3.6
 
m时，应使用钢管搭设。禁止使用接长的木杆作立杆，禁止使用叠层搭设的木

材支撑体系代替钢管支架。 

注： 叠层搭设的木材支撑体系，是指在底层木立杆顶上满铺木板之后，在木板上再设置支架的支撑体系。 

4.2 支架支承 

4.2.1 支架的支承面为地面时，场地应平整，排水应畅通，地面不应发生沉陷。地基承载力应按 JGJ
 

162 的要求进行验算。 

a) 验算后符合要求的，可以根据以下情况放置立杆： 

1) 搭设一般作业平台支架的，可在地基上铺垫板后放置立杆，立杆下应设置底座。 

2) 搭设高大作业平台支架、一般模板支架和高大模板支架的，应浇捣混凝土支承面后再放置

立杆。 

b) 验算后不符合要求的，可以根据支架荷重和场地情况选择如下方法之一进行处理： 

1) 进行地基处理后按本条 a）项处理。 

2) 先按施工图完成地面混凝土工程，再搭设支架。 

4.2.2 支架的支承面为楼面或屋面时，应符合如下规定： 

搭设一般模板支架或高大模板支架的，支承面下应加支顶，应根据实际荷重对该支承面进行结构验

算，以确定实际需要支顶的层数，但至少支顶1层。搭设高大作业平台支架的，应根据实际荷重对该支

承面进行结构验算，以确定是否需要对支承面进行支顶和需支顶的层数。 

注：支架下传的荷载可 JGJ162-2008的式5.2.5-14计算（该式见本标准第5.1.7条注），楼面或屋

面的设计活荷载按GB 50009-2001(2006版)的表4.1.1给出的标准值乘以1.4的分项系数计算。 

4.2.3 高大模板支架和高大作业平台支架的立杆下宜设置底座。 

4.3 细部构造 

4.3.1 封顶杆、扫地杆 

封顶杆应尽量贴近模板底，扫地杆位于支承面以上≤200
 
mm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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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板；2—封顶杆；3—扫地杆；4—立杆；5—水平杆；6—竖直剪刀撑；a—尽量贴近 

图1 封顶杆、扫地杆 

4.3.2 剪刀撑 

4.3.2.1 剪刀撑倾角为 45°～60°（宜优先采用 45°），跨越 5～7条立杆，宽度≥6m，如图 2所示： 

 

图2 剪刀撑 

4.3.2.2 剪刀撑分为竖直剪刀撑和水平剪刀撑。 

a) 竖直剪刀撑分为： 

1) 纵向竖直剪刀撑，在竖直面上紧贴立杆沿支架纵向全高全长设置； 

2) 横向竖直剪刀撑，在竖直面上紧贴立杆沿支架横向全高全长设置。 

注: 竖直剪刀撑应尽量与每一条与其相交的立杆扣接。 

b) 水平剪刀撑：沿水平面紧贴水平杆全平面设置，并与每一条与其相交的立杆扣接，不能与立杆

扣接之处应与水平杆扣接。 

4.3.3 扣件式钢管支架的杆件接长 

杆件接长分为搭接和对接： 

—— 搭接 1：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700
 
mm，用 3 个旋转扣件扣接，搭接如图 3A 所示。 

—— 搭接 2：搭接长度不小于 900
 
mm，用 4 个旋转扣件扣接，搭接如图 3B 所示。 

—— 对接：对接的两杆杆轴在同一条直线上。对接如图 3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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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搭接1                             B 搭接2                          C  对接 

1—杆件；2—扣件 

图3 杆件接长 

注：搭接2用于无法采用搭接1接长的部位。 

4.3.4 抱柱装置 

使支架与建筑物的柱连结的装置，如图4所示。 

        

 

A 与单柱连结的抱柱                   B 与多柱连结的抱柱 

1—混凝土柱；2—支架的水平杆；3—扣件；4—抱柱箍 

图4 抱柱装置 

4.3.5 连墙装置 

使支架与建筑物的混凝土墙连结的装置，如图5所示。 

 

 

 

1—墙两侧的长管(与短管扣接)；2—混凝土墙；3—支架中的水平杆(与长管扣接)； 

4—短管（长为墙厚加 500）；5—预留孔 60；S1—连接点间距 

图5 连墙装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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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连板装置 

使支架与建筑物的楼面板、屋面板连结的装置，如图6所示。 

 

 

1—长管(与短管扣接)；2—楼屋面板；3—支架中的水平杆(与长管扣接)； 

4—预埋短管（长为板厚加 250）； S2—连接点间距 

 

图6 连板装置 

4.3.7 连梁装置 

使支架与建筑物的梁连结的装置，如图7所示 

 

 

 

 

 

 

 

 

图7 连板装置 

 

 

4.3.8 辅助装置 

在无法采用抱柱装置、连墙装置、连板装置、连梁装置与建筑物连结之处，为防止架顶侧移所设置

的装置，如图8、图9所示。钢丝绳（≥9.3mm）适度收紧，但不可对立杆施力过大，以免立杆向架内侧

移。钢丝绳应贴近水平杆设置，并在水平杆下方引入引出 

 



DB45/T 618—2009 

7 

 

1—楼面；2—抱柱装置；3—混凝土柱；4—花蓝螺栓； 5—用 1～3 道水平钢丝绳拉住支架顶部；6—绕过 3 条立杆 

图8 在一处设置保险装置（平面图） 

 

1—楼面；2—抱柱装置；3—混凝土柱；4—花蓝螺栓； 5—用 1～3 道水平钢丝绳拉住支架顶部；6—绕过 3 条立杆 

图9 在多处设置保险装置（平面图） 

4.3.9 格构柱 

由支架中 4 条或多条立杆围成的矩形截面柱。柱的 4 个侧面设之字斜撑，之字斜撑与组成柱的立杆

扣接；每步高设 2 道水平短剪刀撑，水平短剪刀撑与柱角的立杆扣接。如图 10、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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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杆；2—立杆；3—水平短剪刀撑；4—之字斜撑  

图10 4条立杆围成的格构柱 

                                 

1—水平杆；2—立杆；3—水平短剪刀撑；4—之字斜撑  

图11 多条立杆围成的格构柱 

4.3.10 格构梁 

由支架中 4条或多条水平杆围成的矩形截面梁。梁的 4个侧面设之字斜撑，之字斜撑与组成梁的水

平杆扣接；沿梁长方向每 la或每 lb设 1道与梁垂直的竖直短剪刀撑，竖直短剪刀撑与组成梁的水平杆扣

接，短剪刀撑位置在立杆附近 200
 
mm 以内，如图 11所示。格构梁的支座是格构柱。 

 

                           

1－1  4条水平杆                 2－2  多条水平杆 

围成的格构梁                  围成的格构梁          

1—水平杆；2—立杆；3—竖直短剪刀撑；4—之字斜撑  

图12 格构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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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扣件式钢管支架的构造 

5.1 一般规定 

5.1.1 所用钢管及扣件应符合 JGJ130-2001（2002 版）的规定。 

5.1.2 支架内部应按本章各节要求设置剪刀撑体系，以保证支架整体成为几何不变架体，从支架内

部防止支架发生侧移。 

5.1.3 支架应按本章各节要求设置外连装置与建筑物连结，从外部防止支架发生侧移。 

5.1.4 杆件接长、水平杆与立杆的扣接。 

a) 水平杆的接长：所有支架的封顶杆、以及在封顶杆往下 h 处的水平杆和危险区域 HD范围内（见

5.3.4 条、5.4.2 条）的水平杆采用搭接接长，禁止对接；相邻两水平杆的接头不应在同一 la

或同一 lb内。 

b) 剪刀撑采用搭接接长； 

c) 立杆应采用对接接长，相邻两立杆的接头不应在同一步高内。 

d) 纵横两向所有水平杆（包括封顶杆、扫地杆）均应直接与立杆扣接，禁止用水平杆之间相互扣

接的形式代替水平杆与立杆的扣接。 

5.1.5 支承楼面板、屋面板的立杆，其间距应与支承梁的立杆间距成倍数关系。 

5.1.6 截面高度达到或超过 1
 
m的梁的支承。 

a) 支承立杆应不少于 2排； 

b) 承托梁底模的水平杆与立杆的扣接应使用双扣件； 

c) 梁底水平杆抗弯及梁底水平杆与立杆相扣的扣件抗滑移应按有关标准另行计算； 

d) 截面高度达到或超过 1.2
 
m的梁，应直接用立杆或立杆顶部的可调顶托承重，并应在其底模两

侧并支承梁的立杆上，沿梁长方向全高全长各设置一道竖直剪刀撑(竖直剪刀撑如上端达到封

顶杆位置，可兼作剪刀撑体系中的竖直剪刀撑，否则应在原剪刀撑体系中增设)； 

5.1.7 在按本标准规定设置剪刀撑体系和外连装置，遵守本标准杆件接长规则的前提下，分别满足

如下 a)款全部条件或 b)款全部条件的，可以不做立杆稳定性计算。 

a) H≤40
 
m、h≤1.5

 
m 的支架： 

1) 按 JGJ
 
162－2008 式中 5.2.5－14 进行荷载组合后（见本条注），荷载在单立杆截面上所

产生的轴向内力 Nw≤20
 
kN； 

2) 立杆的间距 la≤1.5
 
m，lb≤1.5

 
m； 

3) 搭设地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除海岛以外的地区。 

b) H≤8
 
m、h≤1.6

 
m 的支架： 

1) 按 JGJ
 
162－2008 中式 5.2.5－14 进行荷载组合后，荷载在单立杆截面上所产生的轴向内力

Nw≤20
 
kN； 

2) 立杆的间距 la≤1.5
 
m，lb≤1.5

 
m； 

3) 搭设地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除海岛以外的地区。 

注: 立杆轴向内力表达式见JGJ 162－2008： 

                        )4.19.02.1(9.0
11




n

i
Qik

n

i
Gikw

NNN   ………………………（5.2.5-14） 

式中： 




n

i
Gik

N
1

——各恒荷载标准值在单立杆截面上产生的轴向内力之和。恒荷载包括模板及支架自重、新浇混凝土

及钢筋自重。 

   


n

i
Qik

N
1

——各活荷载标准值在单立杆截面上产生的轴向内力之和。活荷载包括施工人员重量、机具设备重量及

施工中所产生的荷载等。 

5.1.8 不满足 5.1.7 条所列 a)款全部条件或 b)款全部条件的，应做立杆稳定性计算，经计算确定立

杆的间距和水平杆的步高。计算可按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 

5.1.9 水平杆的布置按如下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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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步高按 5.1.7 或 5.1.8 确定，但不应超过本章各节的规定； 

b) 水平杆应纵横两向布置，每步高上纵横两向均不应缺杆； 

c) 支架内应有封顶杆、扫地杆，并且纵横两向均不应缺杆。 

5.1.10 从楼面挑出型钢梁作上层支架的立杆支座时，应对型钢梁和锚固件进行计算（含强度、稳定

性和抗倾覆计算）、对支承梁的楼面结构构件进行强度验算。型钢梁搁置在楼面上的长度与挑出长度

之比应≥2（如有可靠的抗倾覆措施，此比值可适当减小），型钢梁与楼面接触部分的首尾两端均应

与楼面有可靠锚固。在立杆支承点上，型钢梁应有可靠的限位装置，以保证立杆在型钢梁上不发生滑

移。 

挑出型钢梁挑出端部之间或型钢梁与建筑结构之间应有刚性连接（平面外约束），以保证梁端不发

生水平摆动。 

挑出的型钢梁的支座不应设置在建筑物的悬臂板或悬臂梁上。禁止用钢管代替型钢做悬挑梁使用。

禁止从外脚手架中伸出钢管斜支悬挑的作业平台或模板。 

5.1.11 可调底座、可调顶托伸出长度限制。 

a) 可调底座伸出长度不应超过 300
 
mm； 

b) 可调顶托伸出长度不应超过 200
 
mm。 

5.1.12 扣件螺栓的拧紧力矩不应小于 40
 
N·m，不应大于 65

 
N·m。安装完成后的扣件螺栓应采用力

矩扳手抽样检查。抽样部位及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抽样应按随机并覆盖所检部位的原则进行，检查中发现不合格点时，应在该点邻近区域增加抽样点。 

第一次抽样检查不合格的部位，应对该部位的扣件重新拧紧，拧紧后进行第二次抽样检查，直至达

到表 1的要求。 

表1 扣件拧紧抽样检查部位、数量及质量判定标准 

抽样部位 安装扣件数量（个） 抽检数量（个） 允许的不合格数（个） 附注 

封顶杆位置及封顶杆往

下一步高 h 范围内 
不限 

所抽部位的 5%，且

不少于 10 个 
0  

截面高度达到或超过1m

的梁，承托梁底模的水

平杆与立杆扣接的扣件 

不限 全数 0  

其余部位 

51～90 5 0 

在 HD 范 围 内 抽

80%，HD 范围外抽

20%。如扣件安装数

量超过 3
 
200 个，

抽样数量应增加。 

91～150 8 1 

151～280 13 1 

281～500 20 2 

501～1
 
200 32 3 

1
 
201～3

 
200 50 5 

注： 本表参照JGJ
 
130－2001(2002年版)的表8.2.5制定。 

5.1.13 当支架的高宽比大于 1时，应适当增加外连装置的数量。当支架的高宽比大于 1.5时，应采

取增加外连装置的数量或扩大外连装置的设置范围、扩大支架宽度尺寸等做法，或采取其他构造措施。 

5.1.14 禁止输送混凝土的泵管与支架连结。 

5.2 一般作业平台支架和一般模板支架 

5.2.1 水平杆最大步高： 

—— 
 
一般作业平台支架，h≤1.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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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模板支架，h≤1.6

 
m。 

5.2.2 立杆最大间距： 

—— 
 
一般作业平台支架，la≤1.5

 
m，lb≤1.5

 
m；  

—— 
 
一般模板支架，la≤1.4 m，lb≤1.4 m。 

5.2.3 剪刀撑体系的设置： 

a) 支架周边应设置竖直剪刀撑，全高全长全立面设置； 

b) 封顶杆位置应设置水平剪刀撑，全平面设置； 

c) 支架内部应分别设置纵横两向竖直剪刀撑，间距为：沿支架纵向每≤4.5
 
m 设一道，沿支架横

向每≤4.5
 
m 设一道。每道竖直剪刀撑均为全高全长设置； 

d) 支架内部应设置水平剪刀撑，位置为：从封顶杆开始并往下每≤4.5
 
m 设一道，每道水平剪刀

撑均为全平面设置。 

剪刀撑体系如图 13 所示。 

 

1—水平剪刀撑；2—纵向竖直剪刀撑；3—横向竖直剪刀撑  

图13 一般作业平台支架和一般模板支架剪刀撑体系平面布置图 

5.2.4 外连装置的设置。 

a) 抱柱装置。在可以与支架连结的每条结构柱上设置： 

1) 沿柱高每楼层至少设 1 道。楼层高于 4 m 的，按每≤4 m 设 1 道； 

2) 一般作业平台支架在封顶杆位置设 1 道。H＜6 m 的一般模板支架，紧贴梁底下方设 1 道； 

3) H≥6 m 的一般模板支架，紧贴梁底下方及封顶杆往下一个步高位置上各设 1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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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连墙装置。在可以与支架连结的每幅混凝土墙上设置（禁止在砌体墙上设置）： 

1) 竖直方向上，在水平剪刀撑位置设置； 

2) 水平方向上，连结点间距等于竖直剪刀撑的间距 S（见图 5），应将竖直剪刀撑平面内的 1

条水平杆伸出扣在连墙装置上。 

c) 连板装置。在可以与支架连结的每层楼面板和屋面板上设置，连结点间距等于竖直剪刀撑的间

距 S（见图 6），应将竖直剪刀撑平面内的 1条水平杆伸出扣在连板装置上。 

d) 连梁装置。在无墙无板但有梁的大空间中，可设置连梁装置，连结点间距等于竖直剪刀撑的间

距 S（见图 6），应将竖直剪刀撑平面内的 1条水平杆伸出扣在连梁装置上。 

e) 辅助装置。在无法采用以上 4 种方法与建筑物连结之处设置，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1 道或 2

道。设置位置为，第 1道设在封顶杆位置，第 2 道设在封顶杆下方 h 处。 

注: 连墙装置和连板装置在位置上重合时，可任选其中一种设置。 

5.3 H≤40 m 的高大作业平台支架和高大模板支架 

5.3.1 支架的构造除应符合 5.1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节的规定。 

5.3.2 水平杆最大步高 h≤1.5 m。 

5.3.3 立杆的最大间距： 

—— 高大作业平台支架，la≤1.4
 
m，lb≤1.4

 
m； 

—— 高大模板支架，la≤1.2
 
m，lb≤1.2

 
m。 

5.3.4 支架中的危险区域应采取加强措施。从封顶杆位置往下 HD的区域为危险区域： 

—— 当 H＜8
 
m，HD =

 
2
 
h； 

—— 当 8 m≤H≤10
 
m， HD≥3

 
m； 

—— 当 10
 
m＜H≤15

 
m，HD≥4.5

 
m；  

—— 当 15
 
m＜H≤20

 
m，HD≥6

 
m； 

—— 当 20
 
m＜H≤25

 
m，HD≥7.5

 
m； 

—— 当 25
 
m＜H≤30

 
m，HD≥9

 
m； 

—— 当 30
 
m＜H≤40

 
m，HD≥10.5

 
m。 

对倾斜模板，应将从开始倾斜处的水平面至结束倾斜处的水平面之间的范围列入 HD范围。 

5.3.5 剪刀撑体系应按如下规定设置： 

a) 支架周边应设置竖直剪刀撑，全高全长全立面设置。 

b) 封顶杆、扫地杆位置应设置水平剪刀撑，全平面设置。 

c) 支架内部应分别设置纵横两向竖直剪刀撑，间距为： 

1) 高大作业平台支架，沿支架纵向每≤4.5
 
m 设 1 道，沿支架横向每≤4.5

 
m 设 1 道。每道

竖直剪刀撑均为全高全长设置； 

2) 高大模板支架，沿支架纵向每≤4
 
m 设 1 道，沿支架横向每≤4

 
m 设 1道。每道竖直剪刀

撑均为全高全长设置。 

a) 支架内部应设置水平剪刀撑，位置为：从危险区域加密的最下一道水平剪刀撑往下每≤4.5 m

设 1道。每道水平剪刀撑均为全平面设置。 

b) 危险区域加密水平剪刀撑的措施： 

1) H≤10
 
m。封顶杆位置 1 道，往下再设 1 道，间距为 h，即支架顶部设置 2 道加密的水平

剪刀撑； 

2) H＞10
 
m。封顶杆位置设 1 道，往下再设 2 道，间距为 h，即支架顶部设置 3 道加密的水

平剪刀撑； 

剪刀撑体系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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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剪刀撑；2—纵向竖直剪刀撑；3—横向竖直剪刀撑；4—加密水平剪刀撑；5—扫地杆位置水平剪刀撑 

图14 高大作业平台支架和高大模板支架剪刀撑体系平面布置图 

5.3.6 外连装置应按如下规定设置。 

a) 抱柱装置。在可以与支架连结的每条结构柱上设置： 

1) 高大作业平台支架在封顶杆位置设 1 道，高大模板支架紧贴梁底设 1 道； 

2) 在危险区域 HD 范围以内沿柱高，每步水平杆均抱柱； 

3) 在危险区域 HD 范围以外沿柱高，每楼层至少设 1 道。楼层高于 4
 
m 的，按每≤4

 
m 设 1 道。 

b) 连墙装置。在可以与支架连结的每幅混凝土墙上设置（禁止在砌体墙上设置）： 

1） 竖直方向上，在水平剪刀撑位置设置； 

2） 水平方向上，连结点间距 S1(见图 5)等于竖直剪刀撑的间距，连结点应设在竖直剪刀撑平  

面内的水平杆上。 

c) 连板装置。在可以与支架连结的每层楼面板和屋面板上设置，连结点间距 S2（见图 6）等于竖

直剪刀撑的间距，连结点应设在竖直剪刀撑平面内的水平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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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险装置。在无法采用以上 3 种方法与建筑物连结之处设置，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1 道至 3

道。设置位置为，第 1 道设在架顶第一道水平剪刀撑位置（封顶杆位置），第 2 道、第 3 道依

次设在架顶往下第二道、第三道水平剪刀撑位置。其中： 

1） 5
 
m＜H≤30

 
m 的支架至少设 2 道； 

2） H＞30
 
m 的支架至少设 3 道。 

注1: 当连墙装置和连板装置在位置上重合时，可任选其中一种设置。 

注2: 若因条件所限无法设置外连装置，可视具体情况参照5.4.4设置格构框架体系。 

5.4 H＞40 m 的高大作业平台支架和高大模板支架 

5.4.1 支架的构造除应符合 5.1 节和 5.3节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节的规定。 

5.4.2 支架中危险区域应采取加强措施。从封顶杆位置往下 HD的区域为危险区域： 

—— 当 40 m＜H≤60 m，HD
 
= 10

 
h 并≥15

 
m； 

—— 当 H＞60
 
m，HD

 
=H/4。 

对倾斜模板，HD范围按 5.3.4的规定。 

注: 危险区域HD范围内的加强措施同5.3.5条和5.3.6条。 

5.4.3 应按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立杆稳定性计算。 

5.4.4 支架内应按如下规定设置格构框架体系： 

a) 格构柱的设置间距约为每 6
 
m，沿支架纵横两向设置，形成格构柱网。最外侧的格构柱边缘离

支架最外侧立杆的距离≤la（或 lb）； 

b) 格构梁设在格构柱上，在竖直方向上连续设置，间距约为每 6
 
m，沿支架纵横两向设置，与格

构柱共同形成双向框架。最底层的格构梁在扫地杆位置，最顶层的格构梁在建筑物梁底下方位

置。各层格构梁在同一平面上设置。 

c) 所有格构梁两侧各设置竖直剪刀撑，满布由格构柱和格构梁所包围的方框。格构梁两侧设置的

竖直剪刀撑可兼作剪刀撑体系中的竖直剪刀撑。 

格构框架体系如图 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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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构柱；2—格构梁；3—竖直剪刀撑 

图 14  格构框架体系平面布置图（水平剪刀撑未示出） 

6  其他形式钢管支架的构造及使用范围。 

6.1 碗扣式钢管支架 

6.1.1 材质应符合 JGJ 166 的要求，计算执行 JGJ 166 的规定。 

6.1.2 剪刀撑体系的设置、外连装置的设置、格构框架体系的设置、危险区域的范围及加强措施执

行本标准的规定（支架顶部加密水平剪刀撑的做法按本标准，其他部位的水平剪刀撑间距按 JGJ 166

的规定）。其他构造措施执行 JGJ 166 的规定。 

6.1.3 碗扣式钢管支架可用作所有作业平台支架及模板支架。 

6.2 门式钢管支架 

6.2.1 材质应符合 JG 13 和 JGJ 128 的要求，计算及构造措施执行 JGJ 128 的规定。 

6.2.2 禁止在支架中省略剪刀撑、水平架、水平加固杆。 

6.2.3 禁止以角钢或扁钢代替钢管充当交叉支撑。 

6.2.4 交叉支撑不应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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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门式钢管支架可用作 H≤3.6 m 的一般作业平台支架和 H≤3.6 m 的一般模板支架，超出此范

围不应使用。禁止在高大作业平台支架和高大模板支架中使用。 

6.3 插销式钢管支架 

禁止使用插销式钢管支架作为作业平台支架和模板支架。 

7   安全管理程序 

7.1 一般作业平台支架和一般模板支架的安全管理程序 

7.1.1 编制方案 

搭设前由施工企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工方案应包含如下技术内容：荷载计算、支承面处理、

步高和立杆间距的确定、梁的支承、剪刀撑体系布置平面图和剖面图、外连装置设置。 

7.1.2 审查方案 

施工企业、项目监理机构分别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 

7.1.3 批准方案 

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搭设的作业平台支架，以及支撑体系高度达到或超过5
 
m、或结构跨度达到

或超过10
 
m、或在按JGJ 162进行荷载组合之后的荷载值达到或超过10

 
kN/m

2
或15 kN/m、或支架的高宽

比大于1而且相对独立无联系的模板支架的专项施工方案，在审查符合要求之后，分别送施工企业技术

负责人批准，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批准。 

除上述以外的一般作业平台支架和一般模板支架的专项施工方案，在审查符合要求之后，分别送施

工企业技术部门负责人批准、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批准。 

经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存档。 

7.1.4 技术交底 

由施工企业工程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就有关构造要求的技术细节和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

班组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的技术交底。技术交底应有记录，技术交底记录应由交底人和接受交底人签字

确认后存档。 

7.1.5 执行方案 

项目经理应对专项施工方案的实施负责，并指定专人对实施进行监督，支架的搭设应严格按照经批

准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不允许随意修改。如因外部环境或条件发生变化，专项施工方案确需修改的，

修改之后的方案应重新审查和批准。 

7.1.6 检查监控 

支架搭设过程中，施工单位和项目监理机构应进行检查监控，发现错误应当纠正。检查监控应使用

附录A表A.1或表A.2。检查记录应存档。 

7.1.7 整架验收 

支架搭设完成后，由施工企业的工程项目部、监理企业的项目监理机构共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整

改后再验收；验收合格的，由作业班长、工程项目部专职安全员、工程项目部专职质检员、工程项目部

技术负责人、项目经理、监理工程师和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交付下道工序安装作业平台或安装模板。 

验收应使用附录A表A.3。验收记录应存档。 

7.2 高大作业平台支架和高大模板支架的安全管理程序 

7.2.1 编制方案 

搭设前由施工企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工方案应包含如下技术内容：荷载计算、支承面处理、

步高和立杆间距的确定、梁的支承、剪刀撑体系布置平面图和剖面图、外连装置设置。对 H＞40
 
m 的支架，

尚需绘出格构框架体系布置平面图和剖面图，并绘出格构柱和格构梁的详图。 

7.2.2 初审方案 

由施工企业和项目监理机构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专项施工方案经项目经理、施工

企业技术负责人、监理工程师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分别签字后送专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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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专家论证 

由施工企业组织不少于 5人的专家组，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审查。专家组应提出论证审查报告。

论证审查报告应存档。 

7.2.4 修改方案 

根据专家组的论证审查意见，由施工企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完善。修改后的方案由负责修改

的部门负责人审查后报请批准。如专项施工方案经专家论证后需作重大修改的，修改后应重新组织专

家论证。 

7.2.5 批准方案 

修改后的专项施工方案分别送施工企业（法人单位）的技术负责人批准，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批

准，送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经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存档。 

7.2.6 技术交底 

由施工企业工程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就有关构造要求的技术细节和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

班组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的技术交底。技术交底应有记录，技术交底记录应由交底人和接受交底人签

字确认后存档。 

7.2.7 执行方案 

项目经理应对专项施工方案的实施负责，并指定专人对专项施工方案的实施进行监督。支架的搭

设应严格按照经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不允许随意修改。如因外部环境或条件发生变化，专项施

工方案确需修改的，修改后应重新组织专家论证。 

7.2.8 检查监控 

支架搭设过程中，施工单位和项目监理机构应进行检查监控，发现错误应当纠正。检查监控应使用

附录 A 表 A.4 或表 A.5。检查记录应存档。 

7.2.9 整架验收 

支架搭设完成后，由施工企业（法人单位）的技术部门、施工企业的工程项目部、监理企业的项目

监理机构共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整改后再验收；验收合格的由作业班长、工程项目部专职安全员、工

程项目部专职质检员、工程项目部技术负责人、项目经理、施工企业的技术部门人员、方案编制人、方

案审查人、监理工程师和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交付下道工序安装作业平台或安装模板。 

验收应使用附录 A 表 A.6。验收记录应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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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查表与验收表 

 

A.1 一般作业平台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 

一般作业平台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见表A.1。 

表 A.1一般作业平台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 

工程名称  支架材质 钢管□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资  料  检  查 

有专项施工方案 □ 审

查

方

案 

施工企业技

术部门审查 
□ 

批准

方案 

经施工企业技术部门负责人批准 

或经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注 2） 
□ 

有计算书（纵横两向立杆间距、

步高取值，立杆稳定计算或可

以不计算的说明） 

□ 

经总监理工程师批准 □ 

项目监理机

构审查 
□ 有技术交底记录 □ 

现  场  检  查 

保证

支架

内部

稳固

的措

施 

设置纵横两向扫地杆，且纵横两向均不缺杆 □ 

外

连

装

置

设

置 

封顶杆位置、每楼层（或沿柱高每

≤4 
m）设抱柱装置 

□ 沿立杆每步均设置纵横水平杆且纵横两向均不缺杆 □ 

设置纵横两向封顶杆，封顶杆位置有水平剪刀撑 □ 

竖直方向沿纵向全高全长从两端开始

每≤4.5 
m 设一道剪刀撑 

剪刀撑倾角

45°～60°，

跨越 5～7 条

杆，宽度≥6 m 

□ 每楼层设连板装置 □ 

竖直方向沿横向全高全长从两端开始

每≤4.5 
m 设一道剪刀撑 

□ 

连墙装置在水平剪刀撑位置上设

置（禁止在砌体上设置） 
□ 

在无墙无板处设连梁装置 □ 

水平方向沿全平面从封顶杆往下每

≤4.5 
m 设一道剪刀撑 

□ 
在无法采用以上 4 种方法处设辅

助装置 
□ 

立杆

支承 

支于地面时，有垫板。支承面的处理

符合规定 

□ 
建筑物

悬挑部

分的作

业平台

支 架 

立杆支在地面上有垫板，支承面的处理符合

规定 
□ 

□ 从楼面（悬臂结构除外）挑出型钢梁作上层

作业平台的立杆支座，型钢梁搁置在楼板上

的长度与挑出长度之比≥2，型钢梁与楼面接

触部分的首尾两端均与楼板有可靠锚固。型

钢梁的限位装置能保证立杆不滑移 

□ 可调底座或可调顶托的伸出长度不大

于 300 
mm 

□ 

禁止 

事项 

禁止用钢管代替型钢梁从楼层挑出作

为立杆支座 
□ 

水平杆在禁止区域内，禁止对接 □ 

禁止用钢管从外脚手架上伸出斜支悬挑作业平台 □ 

禁止用木杆接长作立杆 □ 禁止使用叠层搭设的支撑体系 □ 

其它 立杆间距、水平杆步高符合要求 □ 扣件螺栓拧紧符合规定 □ 

检查

结论 

□1 通过  □2 整改  □3 停止搭设 

整改或停止范围如下： 

检查单位：施工□    监理□ 

检查人： 

 

               年   月   日 

注1: 一般作业平台是指除高大作业平台之外的作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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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 须经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见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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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一般模板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 

一般模板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见表A.2。 

表 A.2 一般模板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  

工程名称  支架材质 钢管□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资  料  检  查 

有专项施工方案 □ 审

查

方

案 

施工企业技

术部门审查 
□ 

批准

方案 

经施工企业技术部门负责人批准 

或经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注 2） 
□ 

有计算书（纵横两向立杆间

距、步高取值，立杆稳定计

算或可以不计算的说明） 

□ 

经总监理工程师批准 □ 

项目监理机

构审查 
□ 有技术交底记录 □ 

现  场  检  查 

保证

支架

内部

稳固

的措

施 

设置纵横两向扫地杆，且纵横两向均不缺杆 □ 

外

连

装

置

设

置 

梁底位置、每楼层（或沿柱高每

≤4
 
m）设抱柱装置。H≥6

 
m 的，

封顶杆往下 h 处抱柱 

□ 沿立杆每步均设置纵横水平杆且纵横两向均不缺杆 □ 

设置纵横两向封顶杆，封顶杆位置有水平剪刀撑 □ 

竖直方向沿纵向全高全长从两端开始

每≤4.5
 
m 设一道剪刀撑 

剪 刀 撑 倾 角

45°～60°，跨越

5～7 条杆，宽

度≥6 m 

□ 每楼层设连板装置 □ 

竖直方向沿横向全高全长从两端开始

每≤4.5
 
m 设一道剪刀撑 

□ 
连墙装置在水平剪刀撑位置上设

置（禁止在砌体上设置） 
□ 

水平方向沿全平面从封顶杆往下每

≤4.5
 
m 设一道剪刀撑。 

□ 
在无法采用以上 3 种方法处设保

险装置 
□ 

立杆

支承 

支于地面时，须在混凝土地面上支立杆。

支承面的处理符合规定 
□ 

建筑物悬

挑部分的

模板支架 

立杆支在混凝土地面上，支承面的处理符合

规定 
□ 

支于楼面时，楼面下至少加一层支顶 □ 从楼面（悬臂结构除外）挑出型钢梁作上层

模板的立杆支座，型钢梁搁置在楼板上的长

度与挑出长度之比≥2，型钢梁与楼面接触

部分的首尾两端均与楼板有可靠锚固。型钢

梁的限位装置能保证立杆不滑移 

□ 可调底座或可调顶托的伸出长度:板

底不大于300mm，梁底不大于200 mm 
□ 

禁止 

事项 

支承梁的立杆必须对接，禁止搭接 □ 水平杆在禁止区域内，禁止对接 □ 

禁止用钢管代替型钢梁从楼层挑出作

为立杆支座 
□ 禁止用钢管从外脚手架上伸出斜支悬挑模板 □ 

禁止用木杆接长作立杆 □ 禁止使用叠层搭设的支撑体系 □ 

其它 
立杆间距、水平杆步高符合要求 □ 

截面高度 1
 
m 及以上的梁的支承情况 □ 

扣件螺栓拧紧符合规定 □ 

检查

结论 

□1 通过  □2 整改  □3 停止搭设 

整改或停止范围如下： 

 

 

 

检查单位：施工□    监理□ 

检查人： 

 

               年   月   日 

注1: 一般模板是指除高大模板之外的模板。 

注2: 须经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见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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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一般模板支架、一般作业平台支架整架验收记录表 

一般模板支架、一般作业平台支架整架验收记录表见表A.3。 

表 A.3 一般模板支架、一般作业平台支架整架验收记录表 

类别：一般模板支架□    一般作业平台支架□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轴 

验收 

内容 

实测项         实测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方案值 

立 杆

间距 

横距             

纵距             

水平杆步高             

每道纵向竖直剪刀撑间距             

每道横向竖直剪刀撑间距             

每道水平剪刀撑间距             

架顶部位加强措施 H≥6
 
m 模板支架封顶杆以下 h 处加一道抱柱装置：               保险装置： 

外连装置设置情况 抱柱：                  连板：                         连墙： 

支承面为地面的处理情况  支承面为楼层的支顶情况  

水平杆缺失情况  扫地杆缺失情况  

封顶杆缺失情况  
封顶杆位置设置 

水平剪刀撑情况 

 

扣件螺栓拧紧情况  
截面高度 1m 及以上的梁的支承情况 

 

禁止对接区内，水平杆的搭接情况  

责任人

验  收 

意  见 

架子班长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安全员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质检员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项目部技术负责人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监理工程师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验收 

结论 

项目经理 签名： 结论： 合格（   ）不合格（   ）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签名： 结论： 合格（   ）不合格（   ） 



DB45/T 618—2009 

22 

A.4 高大作业平台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 

高大作业平台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见表A.4。 

表 A.4 高大作业平台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  

工程名称  支架材质 钢管□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资  料  检  查 

有专项施工方案 □ 不少于 5 人的

专家组论证专

项施工方案并

出具论证意见 

□ 

论证后经修

改的方案 

经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 □ 

有计算书（纵横两向立杆间

距、步高取值，立杆稳定计

算或可以不计算的说明） 

□ 

经总监理工程师批准 □ 

有技术交底记录 □ 

现  场  检  查 

保

证

支

架

内

部

稳

固

的

措

施 

设置纵横两向扫地杆，扫地杆位置有水平剪刀撑 □ 

外

连

装

置

设

置 

封顶杆位置、每楼层（或沿柱

高每≤4
 
m）设抱柱装置，危

险区域每步高设抱柱装置 

□ 沿立杆每步均设置纵横水平杆且纵横两向均不缺杆 □ 

设置纵横两向封顶杆，封顶杆位置有水平剪刀撑 □ 

竖直方向沿纵向全高全长从两端开始每

≤4.5
 
m 设一道剪刀撑 

剪 刀 撑 倾 角 

45°～60°，跨

越 5～7 条杆，

宽度≥6 m 

□ 每楼层设连板装置 □ 

竖直方向沿横向全高全长从两端开始每

≤4.5
 
m 设一道剪刀撑 

□ 
连墙装置在水平剪刀撑位置

上设置（禁止在砌体上设置） 
□ 

水平方向沿全平面每≤4.5
 
m 高设一道剪

刀撑，架顶部位加密水平剪刀撑 
□ 

在无法采用以上 3种方法处设

保险装置 
□ 

立

杆

支

承 

支于地面时，须在混凝土地面上支立杆。支

承面的处理符合规定 
□ 

建筑物悬

挑部分的

作业平台

支   架 

立杆支在混凝土地面上，支承面的处理

符合规定 
□ 

支于楼面时，需支顶层数由验算定 □ 

从楼面（悬臂结构除外）挑出型钢梁作

上层作业平台的立杆支座，型钢梁搁置

在楼板上的长度与挑出长度之比≥2，型

钢梁与楼面接触部分的首尾两端均与楼

板有可靠锚固。型钢梁的限位装置能保

证立杆不滑移 

□ 

可调底座或可调顶托的伸出长度不大于

300 mm 
□ 

禁

止 

事

项 

禁止用钢管代替型钢梁从楼层挑出作为

立杆支座 
□ 

水平杆在禁止区域内，禁止对接 □ 

禁止用钢管从外脚手架上伸出斜支悬挑作业平台 □ 

禁止用木杆接长作立杆 □ 禁止使用叠层搭设的支撑体系 □ 

其

它 

立杆间距、水平杆步高符合要求 □ 

格构框架体系设置 □ 

扣件螺栓拧紧符合规定 □ 

检

查

结

论 

□1 通过  □2 整改  □3 停止搭设 

整改或停止范围如下： 

 

 

 

检查单位：施工□    监理□ 

检查人： 

 

 

               年   月   日 

注: 高大作业平台是指达到或超过以下指标的作业平台：高度8 m，或经荷载组合后的施工面荷载15
 
kN/m

2
，或经

荷载组合后的施工线荷载20
 
kN/m，或经荷载组合后单点集中荷载7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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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高大模板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 

高大模板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见表A.5。 

表 A.5 高大模板支架安全要点检查表  

工程名称  支架材质 钢管□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资  料  检  查 

有专项施工方案 □ 
不少于 5 人的

专家组论证专

项施工方案并

出具论证意见 

□ 

论证后经修

改的方案 

经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 □ 

有计算书（纵横两向立杆间

距、步高取值，立杆稳定计

算或可以不计算的说明） 

□ 

经总监理工程师批准 □ 

有技术交底记录 □ 

现  场  检  查 

保

证

支

架

内

部

稳

固

的

措

施 

设置纵横两向扫地杆，扫地杆位置有水平剪刀撑 □ 

外

连

装

置

设

置 

梁底位置、每楼层（或沿柱

高每≤4
 
m）设抱柱装置，危

险区域每步高设抱柱装置 

□ 沿立杆每步均设置纵横水平杆且纵横两向均不缺杆 □ 

设置纵横两向封顶杆，封顶杆位置有水平剪刀撑 □ 

竖直方向沿纵向全高全长从两端开始每≤

4
 
m 设一道剪刀撑 剪刀撑倾角

45°～60°，跨

越5～7条杆，

宽度≥6 m 

□ 每楼层设连板装置 □ 

竖直方向沿横向全高全长从两端开始每≤

4
 
m 设一道剪刀撑 

□ 
连墙装置在水平剪刀撑位置

上设置（禁止在砌体上设置） 
□ 

水平方向沿全平面每≤4.5
 
m 高设一道剪

刀撑，架顶部位加密水平剪刀撑 
□ 

在无法采用以上 3 种方法处

设保险装置 
□ 

立

杆

支

承 

支于地面时，须在混凝土地面上支立杆。

支承面的处理符合规定 
□ 建筑

物悬

挑部

分的

模板

支架 

立杆支在混凝土地面上，支承面的处理符

合规定 
□ 

支于楼面时加支顶，需支顶层数由验算定，

但不少于 1 层 
□ 

从楼面（悬臂结构除外）挑出型钢梁作上

层模板的立杆支座，型钢梁搁置在楼板上

的长度与挑出长度之比≥2，型钢梁与楼面

接触部分的首尾两端均与楼板有可靠锚

固。型钢梁的限位装置能保证立杆不滑移 

□ 
可调底座或可调顶托的伸出长度: 板底不

大于 300
 
mm，梁底不大于 200

 
mm 

□ 

禁

止 

事

项 

支承梁的立杆必须对接，禁止搭接 □ 水平杆在禁止区域内，禁止对接 □ 

禁止用钢管代替型钢梁从楼层挑出作为立

杆支座 
□ 禁止用钢管从外脚手架上伸出斜支悬挑模板 □ 

禁止用木杆接长作立杆 □ 禁止使用叠层搭设的支撑体系 □ 

其

它 

立杆间距、水平杆步高符合要求 □ 截面高度 1
 
m 及以上的梁的支承情况 □ 

扣件螺栓拧紧符合规定 □ 格构框架体系设置 □ 

检

查

结

论 

□1 通过  □2 整改  □3 停止搭设 

整改或停止范围如下： 

 

 

 

检查单位：施工□    监理□ 

检查人： 

 

               年   月   日 

注: 高大模板是指达到或超过以下指标的模板：高度8
 
m，或结构跨度18

 
m，或经荷载组合后的施工面荷载15

 
kN/m

2
，

或经荷载组合后的施工线荷载20
 
kN/m。 

 

 

 



DB45/T 618—2009 

24 

A.6 扣件拧紧抽样检查表 

     扣件拧紧抽样检查表见表 A.6。 

表 A.6扣件拧紧抽样检查表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支架所在部位  

抽样部位 安装扣件数量（个） 
规定抽检 

数量（个） 

允许不合

格数（个） 

实抽数

（个） 

不合格数

（个） 
所检部位质量判定 

封顶杆位置及封

顶杆往下一步高

h 范围内 

不限 

所抽部位 

的 5％，且不

少于 10 个 

0   
合  格 □ 

不合格 □ 

截面高度≥1m 并

＜1.2m 的梁，承

托梁底模的水平

杆与立杆扣接的

扣件（注 5） 

不限 全数 0   
合  格 □ 

不合格 □ 

其 

余 

部 

位 

在 HD 范 

围内抽 

80％，HD

范围外 

抽 20％ 

51～90 5 0   
合  格 □ 

不合格 □ 

91～150 8 1   
合  格 □ 

不合格 □ 

151～280 113 1   
合  格 □ 

不合格 □ 

281～500 20 2   
合  格 □ 

不合格 □ 

501～1200 32 3   
合  格 □ 

不合格 □ 

1201～3200 50 5   
合  格 □ 

不合格 □ 

＞3200 n n/10   
合  格 □ 

不合格 □ 

检查结论  

处理意见  

检查人  

注 1：使用力矩扳手检查，拧紧力矩为 40N·m～65 N·m. 

注 2：“其余部位”栏中，按所检支架安装实际安装扣件数的栏目填写。 

注 3：扣件安装数量超过 3200 个，抽样数应增加。 

注 4：对检查不合格的部位，应重新拧紧后再次抽样检查，直至合格。 

注 5：截面高度≥1.2m 的梁，直接用立杆或立杆顶部的可调顶托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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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高大模板支架、高大作业平台支架整架验收记录表 

高大模板支架、高大作业平台支架整架验收记录表见表A.7。 

表 A.7 高大模板支架、高大作业平台支架整架验收记录表 

类别：高大模板支架□    高大作业平台支架□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轴 

验收 

内容 

实测项       实测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方案值 

立杆

间距 

横距             

纵距             

水平杆步高             

每道纵向竖直剪刀撑间距             

每道横向竖直剪刀撑间距             

每道水平剪刀撑间距             

危险区域加强措施 加密抱柱：              加密顶部水平剪刀撑             保险装置： 

外连装置设置情况 抱柱：                  连板：                         连墙： 

支承面为地面的处理情况  支承面为楼面的支顶情况  

扫地杆缺失情况  扫地杆位置的水平剪刀撑  水平杆 

缺失情况 

 

封顶杆缺失情况  封顶杆位置的水平剪刀撑  

扣件螺栓拧紧情况  
截面高度 1

 
m 及以上的梁的支承情况 

 格构框架体系

设置情况 

 

禁止对接区内水平杆搭接  

责任人 

验收意见 

架子班长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安全员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质检员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项目部技术负责人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公司技术部门人员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监理工程师 签名： 意见： 合格（   ）不合格（   ） 

方案编审

人员意见 

方案编制人 签名： 意见： 通过（   ）不通过（   ） 

方案审查人 签名： 意见： 通过（   ）不通过（   ） 

验收 

结论 

项目经理 签名： 结论： 合格（   ）不合格（   ）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签名： 结论： 合格（   ）不合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