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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与工程实践

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

潘林宏

（无为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安徽 芜湖 238300）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房屋建筑工程对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房屋建
筑工程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但是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作为主体阶段的
施工技术控制，经常出现一些问题，严重影响房屋建筑工程的主体施工质量。因此，为更好地促进房屋建筑
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实现房屋建筑工程的发展，本文主要对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的重要性进
行简单阐述，同时提出几个问题，然后根据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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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的重要性

1.1 有利于施工企业的成本控制

房屋建筑工程的从业人员都清楚，主体施工在整

个房屋建筑工程中的占比在50%左右，对个别的工程

成本造价更高，因此主体阶段的成本控制是房屋建筑

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的重要目标。在主体施工中，

施工技术控制不到位，必然造成施工成本增加，影响

施工企业的根本利益。例如：在主体施工阶段，如果

施工技术管理人员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对混凝土施

工质量控制不严格，必然造成主体结构强度达不到设

计要求，继而造成结构质量问题。施工企业必须采取

有效措施，才能确保主体质量的合格，无形中会造成

施工成本增加。由此可见，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

术控制有利于施工企业的成本控制，其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1]。

1.2 有利于下一阶段的施工

作为房屋建筑工程主体阶段的施工技术控制管

理，不仅是实现主体施工的质量保障，同时可为下一

步施工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如果在主体阶段施工中

的施工技术控制不严，造成质量问题，必然影响后期

其他工程的施工。例如：在房屋建筑工程主体阶段施

工中，需要加强对门窗洞口的尺寸、位置的控制，目

的就是为在后期门窗的安装中，保障门窗的尺寸。

但是如果在主体结构施工中，由于施工技术控制不到

位，造成主体门窗洞口出现变形、位置过大或者过

小，都会造成后期门窗安装固定出现问题，此时施工

企业只能采取剔凿或者修补，不仅影响施工的进度安

排，而且影响主体结构的质量安全性。由此可见，

在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中，强化施工技

术控制，有利于开展下一阶段施工，保障下一阶段

的施工质量，因此其施工技术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2]。

2 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中的问题

2.1 主体施工技术控制中的管理人员水平问题

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各阶段，施工技术控制是施

工技术管理人员的主要任务，同时是工程管理人员的

责任。因为在施工技术管理中出现技术管理人员技术

管控不到位、不及时，必然会造成房屋建筑工程的施

工质量出现问题，影响施工企业的利益。由此可见，

在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中，管理人员的水

平问题成为各阶段的技术控制的关键因素。而在实际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技术控制中，管理人员水平较低，

影响房屋建筑工程的主体施工质量。例如：在某房屋

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期间的钢筋工程施工中，筏板

钢筋接头在施工缝处预留长度不够，同时接头没错

开，后浇带钢筋加强筋未设置。基础马凳摆放错误，

如果换个方向，每一排马凳可省一固定用通长钢筋，

或者马凳上通长钢筋利用筏板上部同方向纵筋。筏板

面积较大，却仍按50%接头率，未按25%接头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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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钢筋接头浪费。有的底板纵筋接头长度太长，超过

一个搭接长度；有的则太短，不能满足规范要求的长

度。底板通长筋没绑扎成平行直线，导致同截面钢筋

根数不同等问题。以上问题皆由管理人员水平不足造

成，无法在施工过程的技术控制中发现问题，以及解

决问题，造成房屋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技术控制中

出现问题，不仅影响主体结构的施工质量，同时在验

收过程中，被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发现，即要求整

改，由此影响施工进度的计划安排，以及施工企业的

利益。因此，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施工企业必须引起重视，确保实现房屋

建筑工程主体施工的正常进行[3]。

2.2 主体施工中图纸问题发现不及时

主体施工是房屋建筑工程结构的重要施工阶段，

在此阶段，要想更好地实现施工技术控制，保证满

足工程后期其他工程的施工要求，则必须在主体阶

段加强对图纸问题的把关。由此确保后期其他构件

的安全性和工程整体美感。为此，必须在主体施工

中，深入地对图纸问题进行把关。虽然在房屋建筑工

程开工前，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

计单位对图纸进行会审，但是因问题不能被及时发

现，造成施工主体出现问题。因此导致施工企业和建

设单位成本的增加，给工程各方利益造成影响。例

如：房屋建筑工程开工前，因为图纸会审仓促，施

工企业、建设单位、监理单位都没有对图纸问题进

行细致的查找，同时在主体施工中，没有将结构图

纸与建筑图纸进行对照，各单位只是按照结构图纸

进行施工，因此造成主体立面的装饰线尺寸与建筑

不符，同时超出建筑的尺寸，严重影响建筑外立面

的效果。为此，只能采取剔凿的措施进行处理，然

后进行施工。该施工措施，虽然保障建筑外立面的

效果，单位因为对结构的剔槽影响结构的安全性，

同时增加施工企业成本，给工程各方的造价工程造

成影响，同时影响各方的利益。所以，在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技术控制中，主体施工中图纸问题发现不

及时是影响施工技术控制的主要问题，必须认真对

待，确保实现对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的 

目的[4]。

2.3 主体施工中的技术控制不严

在房屋建筑工程主体的施工技术控制中，要想保

障工程的施工质量，必须严格控制施工过程中的技

术，只有严格控制技术，才能有效保障主体阶段质量

的合格，实现房屋建筑工程主体阶段质量的提高。然

而在实际施工技术控制管理中发现，由于施工企业在

施工技术控制中，技术控制不严，存在严重的马虎大

意、得过且过等思想，因此造成严重的质量问题。例

如：在房屋建筑工程主体阶段的模板施工技术控制

中，模板支撑体系选配和支撑方法不当，造成结构浇

筑混凝土时出现变形，其原因就是支撑选配未经过安

全验算，没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和刚度。同时支撑稳定

性差，无保证措施，混凝土浇筑后支撑自身失稳，使

模板出现变形，造成模板质量问题。另外，模板的接

缝不严，由于施工中施工作业人员开展模板施工时，

模板间接缝不严，使混凝土浇筑时产生漏浆，混凝土

表面出现蜂窝，严重时甚至出现孔洞露筋。其主要原

因如下：翻样不认真或有误，拼装时接缝过大；木模

板制作粗糙，拼缝不严；模板使用周期过长，木模干

缩或裂缝；长期使用模板，模板变形未及时修整；工

人为赶进度，存在安装模板时接缝措施不当；梁、

柱、墙交接部位、接头尺寸不准、错位，底部基层

不平整。以上问题都是日常施工技术控制中的主要

问题，都是由于施工技术人员控制管理不到位、缺

乏严格性导致的。因此，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控制中，技术控制不严是影响施工技术控制的主要

问题，必须重视，确保实现对主体阶段的施工技术 

控制[5]。

3 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术控制的措施

3.1 加强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人员的水平

为更好地保障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阶段的施工

技术控制，提高施工质量，保障主体施工质量合格，

施工企业必须在主体施工前提高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人

员水平。首先，应该选择具有实际管理水平的技术管

理人员，担任主体结构各专业的施工技术管理人员。

为更好地实现对主体结构施工期间的技术控制，施工

企业在选择管理人员时，必须选择具有实际管理经验

的人员，由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负责，以

便在施工过程中管理人员可以利用自身专业的知识、

经验发现问题，同时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实现对房屋

建筑工程主体阶段的施工技术控制。其次，提高管理

人员技术水平。当前房屋建筑工程出现大量新技术、

新工艺，要想更好地保障施工期间的技术控制，必须

想办法提高管理人员的水平。例如：对装配式房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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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技术这一国家重点推行的新工艺技术，一些技术管

理人员是陌生的。鉴于此，施工企业应该在装配式建

筑工程主体施工前，组织所有的现场管理人员前往相

应的厂家或者已建工地进行观摩学习，同时集中人员

进行现场培训。以此可以实现对装配式建筑工程主体

施工中的技术控制，保障主体施工的质量。所以，提

高现场施工技术管理人员的水平，是实现主体阶段施

工技术控制的重要、有效的措施，希望工程各单位

给予重视，有效实现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技术的 

控制。

3.2 强化施工图纸中问题的重视程度

要想实现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中的技术控制，

保障工程质量，同时实现对各单位的利益保障，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企业应强化对施工图纸中问题的重视程

度。首先，应该重视图纸会审制度。房屋建筑工程建

设单位应发挥图纸会审制度的领导组织作用。开展房

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前，建设单位应该留出足够的时

间，要求各单位人员对图纸内容进行认真检查，同时

要求各单位对相关问题做好记录。在图纸会审当天，

由设计单位进行解决，并且形成文字记录，以此作为

后期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期间的数据依据。其次，

在主体施工阶段，要经常核实图纸，保障图纸问题被

发现在萌芽阶段。在主体阶段，无论是施工技术管理

人员，还是施工作业人员，都应根据以往的施工经验

发现图纸问题，以此实现对工程中的技术控制。例

如：在主体阶段的施工中，应注意室内露台上方有没

有雨棚，结构图上雨棚的中心点是否和施工图上门的

中心点重合。由此可以提前考虑露台的尺寸，避免主

体结构施工完成后，无法保障后期露台剔槽而影响结

构质量。

3.3 加强施工过程中施工技术控制的严肃性

确保在施工技术控制中具有严谨性、严格性。首

先，强化施工技术交底。在房屋建筑工程主体施工

前，应该依据施工方案编制完善的施工技术交底，同

时向各专业班组下发，并且依据不同的工艺要求进行

现场讲解，避免施工作业出现误操作和不规范的操

作，以免影响主体施工质量。例如：在装配式房屋建

筑工程主体施工过程中，必须下发技术交底，避免施

工作业出现技术问题。在交底中应明确吊装质量的控

制重点，目的在于确保施工测量的精度控制。为达到

构件整体拼装的严密性，避免因累计误差超过允许偏

差值致使后续构件无法正常吊装就位等问题出现，吊

装前需对所有吊装控制线进行认真的复检，构件安装

就位后需由项目部质检员与监理工程师验收构件的安

装精度。安装精度经验收签字通过后方可进行下道工

序施工。同时吊装后轴线、柱、墙定位边线及200 mm

或300 mm控制线、结构1 m线、建筑1 m线、支撑定

位点在放线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标识。其次，应该加强

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验收工作。在完成每项工作后，施

工技术管理人员必须根据图纸、规范要求对现场的施

工作业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实现施工技术的控制。例

如：在房屋建筑工程顶板模板施工中，铺主次龙骨

时，主龙骨采用ϕ48 mm×3.5 mm钢管，将主龙骨与

立杆用扣件连接。然后根据顶板的标高控制线，拉线

调整主龙骨的高度。对跨度大于4 m的顶板模板，按

1.5/1000标准在跨中起拱，施工方法：在跨中找好起

拱最高点，向边缘拉线找坡，调节支柱高度，使其符

合起拱要求，然后在主龙骨上面敷设次龙骨，次龙

骨采用50 mm×100 mm木方，次龙骨的间距不可大于

300 mm，用铁钉将次龙骨固定在主龙骨上。该工序

完成后，施工技术管理人员必须进行验收，既确保质

量，又可实现对顶板模板的安全控制。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施工技术控制在房屋建筑工程中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

细致分析，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有效促进房屋建筑

工程主体施工的技术控制，保障房屋建筑工程实现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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