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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 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 批 准 《组 合 钢 模 板 技 术 规 范 》为 国 家 标 准 ，编号 为  
G B / T  50214—2 0 1 3 , 自 2014年 3 月 1 日 起 实施 。原 国 家 标 准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 B  50214—2001同时废止。

本 规 范 由 我 部 标 准 定 额 研 究 所 组 织 中 国 计 划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年 8 月 8 日



-luL. —

刖 吕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于 印 发 〈2010年工程建 
设 标 准 规范制订、修 订 计 划 〉的通知》（建 标 〔2010〕4 3 号 ）的 要 求 ， 

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和中国模板协会会同有关单位在原 
国家标准《组 合 钢 模 板 技 术 规 范》G B  50214—2001的基础上进行 
修订 而 成 。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规范编制组经深人调査研究，认真总结 
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 规 范 共 分 6 章 和 1 0个 附 录 ，主 要 技 术 内 容 是 ：总 则 ，术 语 ， 

模板设计与制作，模 板 工 程 的 施 工 设 计 ，模 板 工 程 的 施 工 及 验 收 ， 
运 输 、维修与保管等。

本规范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为：
1.增加了钢模板及配件的规格品种。
2.修改了钢模板及配件的制作质量标准。
3.调整了钢模板和钢管的钢材规格。
4.增补和修改了施工及验收、安 装 及 拆 除 、安 全 及 检 查 、维修 

及管理等有关条文。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 建 议 ，请寄送中冶建筑研究总院（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 3号 ，邮政编码：100088)，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 ：中治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模板协会



参 编 单 位 : 北 京 奥 宇 模 板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市太行钢模板有限公司
苏州市长城钢模板厂
北京城建赫然建筑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冶建模板开发总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物华租赁有限公司
山西省文水工程机械厂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立涛建筑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洛阳市邙山新星加工厂

主要起草人：糜嘉平 赵雅军 忻国强 仇铭华 党风伟
刘晨翔 王 纲 简大桥 沈正炳 陈季红
刘小虞 李士真 吴银涛 张六平

主要审查人：杨嗣信 李清江 张良杰 陆 云 艾永祥
胡长明 施炳华 胡 健 商自河 毛 杰
谢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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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了在工程建设中加强对组合钢模板的技术管理，提高组 
合钢模板产品的制作和使用质量，提高模板的周转使用效果，提高 
综合经济效益，制定本规范。
1 . 0 . 2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及一般构筑物的现浇混凝 
土工程和预制混凝土构件所用的组合钢模板的设计、制 作 、施工和
验 收 。
1 . 0 . 3 在 采 用 组 合 钢 模 板 设 计 和 施 工 时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 B  50666的有关规定。
1. 0. 4 组合钢模板的模数应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数协调统一 
标准》G B 〗2、《住宅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 B / T  50100和《厂房建筑 
模数协调标准》G B / T  50006相一致 。
1 . 0 . 5 组 合 钢 模 板 的 设 计 、制 作 、施 工 和 验 收 ，除应符合本规范  
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0. 1 组合钢模板 composite steel form

由钢模板和配件两大部分组成。钢 模 板 的 肋 高 为 5 5 m m ，宽 
度 、长 度 和 孔 距 采 用 模 数 制 设 计 。钢 模 板 经 专 用 设 备 压 轧 成 型  
并 焊 接 ，采 用 配 套 的 通 用 配 件 ，能 组 合 拼 装 成 不 同 尺 寸 的 板 面 和  
整 体 模 架 。组 合 钢 模 板 包 括 宽 度 为 1 0 0 m m 〜 3 0 0 m m ，长度为  
4 5 0 m m 〜1 5 0 0 m m 的 组 合 小 钢 模 ；宽 度 为 3 5 0 m m 〜6 0 0 m m ，长度 
为 4 5 0 m m 〜 1 8 0 0 m m 的 组 合 宽 面 钢 模 板 和 宽 度 为 7 5 0 m m 〜 
1 2 0 0 m m，长 度 为 4 5 0 m m 〜2 1 0 0 m m 的组合轻型大钢模。
2. 0. 2 钢模板 steel form

本规范所指的钢模板由通用模板和专用模板两部分组成。
2.0.3 通用模板 currency formwork

用于 基 础 、墙 体 、梁 、柱和板等各种结构平面部位及转角部位  
的模 板 ，包括平面模板、阴角模板、阳角模板、连接角模等。
2.0.4 专用模板 special formwork

用于建筑物异型结构部位和构筑物结构部位的模板，包括倒 
棱 模 板 、梁腋 模 板 、柔性 模板 、搭接 模板、可调模板及嵌补模板等。
2. 0. 5 配件 accessory

本规范所指的配件由连接件和支承件两部分组成。
2. 0. 6 连接件 pitman

用于钢模板之间拼接、钢模板与钢楞的连接，以及用于拉结两 
竖向侧模板的部件，包 括 U 形 卡 、L 形 插 销 、扣 件 、钩头 螺 栓 、紧固 
螺 栓 、对拉螺栓等。
2. 0. 7 支承件 bearing piece

用于支承钢模板，加强模板整体刚度，承受模板传递的荷载的



部 件 ，包括 钢楞、柱 箍 、钢 支 柱 、斜 撑 、扣 件 式 支 架 、门 式 支 架、碗扣 
式 支 架 、插接式支架和盘销式支架等。
2.0.8 支承系统 bearing system

由钢楞、支 架 、支 撑 、夹 具 等 和 其 他 配 件 等 组 成 的 模 板 承 载
系 统 。



3 模板设计与制作

3. 1 设 计

3 . 1 . 1 组合钢模板的设计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 
设 计 方 法 ，并应采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计算。
3. 1. 2 组合钢模板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并应满足稳定性的  
要 求 。
3. 1 . 3 平面模板在规定荷载作用下的刚度和强度应符合本规范  
表 3. 4. 4 的要求。其截面特征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 的要求。
3 . 1 . 4 钢模板应拼缝严密、装拆灵活、搬运方便。
3 . 1 . 5 钢模板采用模数制设计，通 用 模 板 的 宽 度 模 数 应 以 5 0 m m  

进 级 ，宽 度 超 过 6 0 0 m m 时 ，应 以 1 5 0 m m 进 级 ；长 度 模 数 应 以  
1 5 0 m m 进 级 ，长 度 超 过 9 0 0 m m 时 ，应 以 3 0 0 m m 进 级 ，并应符合  
本 规 范 第 A. 0 . 1条的规定。
3 . 1 . 6 钢模板施工时，可 根 据 工 程 特 点 的 需 要 ，增加其他专用模  
板 ，但其模数应与本规范钢模板的模数相一致，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A. 0 . 2条的规定。
3 . 1 . 7 钢模板 纵、横肋的孔 距 与 模 板 的 模 数应 一 致 ，模板横竖均 
可 拼 装 。
3 . 1 . 8 钢 模 板 的 规 格 应 符 合 表 3. 1 . 8和 本 规 范 附 录 C 、附 录 D  

的要求。
表 3. 1 . 8 钢模板规格（m m )

名 称 宽 度 长 度 肋 髙

平面模板

1200、1050、900、750、 

600、550、500、450、 

400、350、300、250、 

200、150、100

2100、 1800、 1500、 

1200、900、750、600、 

450

55



续表 3. 1.8

名 称 宽 度 长 度 肋 高

阴角模板 150X 150,100X150 1800、1500、1200、900、

阳角模板 100X100,50X50 750,600,450

连接角模 50X50
1500、1200、900、750、 

600,450

倒棱 角棱模 17,45
1800、1500、1200、900、 

750、600、450
模板 圆棱模 R 2 0、R35

梁腋模板 50X150,50X100

柔性模板 100 1500、1200、900、750、 55

搭接模板 75 600,450

双曲可调模板 300,200
1500、900、600

变角可调模板 200.160

平面嵌板 200、150、100

嵌
补 阴角模板 150X150,100X 150

300、200、150
模
板 阳角嵌板 100X100,50X50

连接角模 50X50

3. 1. 9 连接件应符合配套使用、装拆方便、操作安全的要求，连接 
件的规 格 应 符 合 表3. 1. 9、本 规 范 第 A. 0. 3 条 和 附 录 E 的要求。

表 3. 1 . 9 连接件规格（m m )

名 称 规 格

U 形卡 $12

L 形插销 伞 12、Z =  345

钩头螺栓 $12 J = 2 0 5、180

边肋连接销 012

紧固螺栓 <512^=55

对拉螺栓
M 1 2、M 1 4、M 1 0、

T 1 2、T 1 4、T16、T18、T20

扣件
3 形扣件 2 6型、12型

碟形扣件 2 6型、1 8型



3.1.1 0 支 承 件 均 应 设 计 成 工 具 式 ，其 规 格 应 符 合 表 3. 1. 10、本 
规 范 第 A. 0. 4 条 和 附 录 E 的要求。

表 3. 1 . 1 0 支承件规格（m m )

名 称 规 格

圆钢管型 0)48X3. 50

矩形钢管型 D 80X40X2. 00 100 X  50 X  3. 00

钢愣 轻型槽钢型 [80X40X3. 00、[ 100X50X3. 00

内卷边槽钢型 [ 80X40X15X3. 00、[ 100X50X20X3. 00

轧制槽钢型 [ 8 0X43X5. 00

角钢型 L 75X50X5. 00

柱箍 槽钢型 [ 80X43X5. 00、[ 100X48X5. 30

圆钢管型 O  48X3. 50

C-18 型 Z=1812 〜3112

钢支柱 C-22 型 Z =  2212〜3512

C-27 型 1=2712 〜4012

扣件式支架 <1)48X3. 50、/ =  2000〜6000

门式支架 $48X3. 50,^42X2. 50

碗扣式支架、插接式支架、 

盘销式支架
$48X3. 50

3. 2 材 料

3. 2. 1 组合钢模板的各类材料，其材 质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 
素结构钢》G B / T  700、《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 B / T  1591的规定。 
3. 2 . 2 组合钢模板钢材的品种和规格应符合表3. 2. 2 的规定，制 
作前其出厂材质证明，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检验标准进行复检，并应 
填写检验记录。改制再生钢材加工钢模板不得采用。



表 3 . 2 . 2 组合钢模板的钢材品种和规格（m m )

名 称 钢 材 品 种 规 格

钢模板 Q 2 3 5钢板 5—2* 50,2. 75,3. 00

U 形卡 Q 2 3 5圆钢 m 2

L 形插销

紧固螺栓 Q 2 3 5圆钢 m 2

钩头螺栓

扣件 Q 2 3 5钢板 8^2. 50,3. 00,4. 00

对拉螺栓 Q 2 3 5圆钢 M 1 2、M 1 4、M 1 6、T12、T14、T16、T18、T20

圆钢管 Q 2 3 5钢管 $48X3. 50

矩形钢管 Q 2 3 5钢管
□ 80X40X3. 00 

口 100X50X3. 00

钢楞 轻型槽钢 Q 2 3 5钢板
[8 0X40X3. 00 

L 100X50X3. 00

内卷边槽钢 Q 2 3 5钢板
L 80X40X15X3. 00 

L 100X 50X20X3. 00

轧制槽钢 Q2 3 5槽钢 L 80X43X5. 00

角钢 Q 2 3 5角钢 L 75X50X5. 00

柱箍 轧制槽钢 Q2 3 5槽钢
L 80X43X5. 00 

L 100X48X5. 30

圆钢管 Q 2 3 5钢管 $48X3. 50

钢支柱 Q 2 3 5钢管 $48X2. 50,<560X2. 50

扣件式支架 Q 2 3 5钢管 $48X3. 50

门式支架
Q 2 3 5钢管 048X3. 50,042X2. 50

Q 3 4 5钢管 048X2. 70、屯42X2. 00

碗扣式支架
Q 2 3 5钢管 

Q3 4 5钢管

048X3. 50 

帽  X2. 70

插接式支架
Q 2 3 5钢管 

Q 3 4 5钢管

$48X3. 50 

$48X2. 70

盘销式支架
Q 2 3 5钢管 

Q 3 4 5钢管

$48X3. 50 

$48X2. 70

注：1对拉螺栓宜采用工具式对拉螺栓。

2 宽度大于或等于3 5 0 _ 的 钢 模 板 宜 采 用 7 5 m m的钢板制作。

3 宽度大于或等于7 5 0mm的 钢 模 板 宜 采 用 0 0 m m的钢板制作。



3 . 3 制 作

3 . 3 . 1 钢模板的槽板制作应采用专用设备冷轧冲压整体成型的  
生 产 工 艺 ，沿槽板向两侧的凸棱倾角，应按标准图尺寸控制。
3 . 3 . 2 钢 模 板 槽 板 边 肋 上 的 U 形 卡 孔 和 凸 鼓 ，应采用机械一次  
冲孔和压鼓成型的生产工艺。
3 . 3 . 3 钢模板所有横肋均宜冲连接孔。
3 . 3 . 4 宽 度 大 于 或 等 于 4 0 0 m m 的钢模板纵肋，宜采用矩形管或  
冷 弯 型 钢 。
3. 3. 5 钢模板的组装焊接，应采用组装胎具定位及按焊接工艺要  
求 焊 接 。
3. 3 . 6 钢模板组装焊接后，对 模 板 的 变 形 处 理 ，应采用模板整形 
机 校 正 。当采用手工校正时，不得损伤模板棱角，且板面不得留有 
锤 痕 。
3 . 3 . 7 钢模板及配件的焊接，宜 采 用 二 氧 化 碳 气 体 保 护 焊 ，当采 
用 手工 电 弧 焊时 应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非 合 金 钢 及 细 晶 粒 钢 焊 条 》 
G B / T  5117的 有 关 规 定 ，焊 缝 外 形 应 光 滑 、均 匀 ，不 得 有 漏 焊 、焊 
穿 、裂纹等缺 陷；并不应产生咬肉、夹 渣 、气孔等缺陷。
3 . 3 . 8 选用焊条的材质、性 能 及 直 径 的 大 小 ，应与被焊物的材质  
性能及厚度相适应。
3.3.9 U 形 卡 应 采 用 冷 作 工 艺 成 型 ，其 卡 口 弹 性 夹 紧力 不 应 小  
于 1500N，经 5 0 次夹松试验后，卡 口 胀 大 不 应 大 于 1. 2 m m 。
3.3.10 U 形 卡 、L 形插销等配件的圆弧弯曲半径，应符合设计图  
的要求，且不得出现非圆弧形的折角皱纹。
3. 3. 1 1 连接件宜采用镀锌表面处理，镀锌厚度不应小于0. 05mm, 

镀层厚度和色彩应均匀，表面应光亮细致，不得有漏镀缺陷。

3.4 检 验

3. 4. 1 成品出厂应经检验被评定为合格、签发产品合格证后再出



厂 ，并应附说明书。
3. 4. 2 生产厂应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和质量检  
查 机 构 ，应 做 好 班 组 自 检 、车 间 抽 检 和 厂 级 质 检 部 门 终 检 原 始 记  
录 ，并应根据抽样检查的数据，评定出合格品和优质品。钢模板质 
量检验评定方法应按本规范附录H 执 行 。
3. 4 . 3 生产厂应进行产品质量检验。检验设备和量具，应符合国 
家三级及其以上计量标准要求。
3 . 4 . 4 钢模板在工厂成批投产后都应进行荷载试验，并应检验模 
板 的强 度、刚度和焊接质量等综合性能，当模板的材质或生产工艺  
等有较大变动时，均 应抽 样进 行荷 载 试 验 。荷载试验标准应符合  
表 3. 4 . 4的 要 求 ，荷 载 试 验 方 法 应 符 合 本 规 范 附 录 F 的 要 求 ，抽 
样 方法应按本规范附录G 执 行 。

表 3. 4. 4 钢模板荷载试验标准

试验项目
模板长度 

(mm)

支点间距 

L(mm)

均布荷载 

(j(kN/m2)

集中荷载 

P( N/ m m )

允许挠度值 

(mm)

强度试验 

要求

刚度试验

2100
1800

1500

1200

900 30 10 <1. 50 —

900

750

600

450 — 10 <0. 20 一

强度试验

2100
1800

1500

1200

900 45 15 —

不破坏， 

残余挠度 

^0. 2 m m

900

750

600

450 — 30 — 不破坏

注：试验用的模板宽度应为200、300、400、600、900、1200nim的模板。



3 . 4 . 5 钢模板成品的质量检验，应 包 括 单 件 检 验 和 组 装 检 验 ，其 
质 量 标 准 应 符 合 表3. 4. 5-1和 表 3. 4. 5-2的规定。

表 3. 4. 5 - 1 钢模板制作质量标准（m m )

项 目 要求尺寸 允许偏差

外形

尺寸

长度 L
0

- 1 .  00

宽度 b
0

- 0 .  80

肋髙 55 士 0. 50

U 形 

卡孔

沿板长度的孔中心距 nX 150 士0. 30

沿板宽度的孔中心距 士0. 60

孔中心与板面间距 22 士 0. 30

沿板长度孔中心与板端间距 75 士 0. 60

沿板宽度孔中心与边肋凸棱面的间距 — 士 0. 60

孔直径 <J>13. 8 士0. 25

凸棱

尺寸

髙度 0. 30
+  0. 30 

—0. 05

宽度 6. 00 士 1. 00

边肋圆角 90。 0)0. 5 0 钢针通不过

面板端与两凸棱面的垂直度 90。 J < 0 .  50

板面平整度 — /i<l. 00

凸棱直线度 — / 2< 0 .  50

横肋
横肋、中肋与边肋髙度差 — A < 1 . 20

两端横肋组装位移 0. 30 A < 0 . 60

焊缝

肋间焊缝长度 30. 0 士 5. 00

肋间焊脚高 2. 50(2. 00) +  1. 00

肋与面板焊缝长度 10. 0(15. 00) +  5. 00

肋与面板焊脚髙度 2. 50(2. 00) +  1. 00

模板板面两对角线之差 — <0. 50%o

凸鼓的高度 1. 00
+  0. 30 

—0. 20

防锈漆外观 油漆涂刷均匀，不得漏涂、皱皮、脱皮、流淌

角模的垂直度 90。 厶< 1 .  00

注：1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焊脚髙度与焊缝长度为括号内数据。

2 模板长度2100m m 的允许偏差为0、一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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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5 - 2 钢模板产品组装质量标准（m m )

项 目 允许偏差

两块模板之间的拼接缝隙 < 1 .  00

相邻模板面的髙低差 < 1 .  50

组装模板板面平整度 < 2 .  00

组装模板板面的长宽尺寸 士2. 00

组装模板两对角线长度差值 < 3 .  00

注：组装模板面积为2100mmX 2000m m。

3 . 4 . 6 钢 模 板 检 验 的 合 格 品 和 优 质 品 应 按 本 规 范 附 录 H 判 定 。 
产品抽样方法和批合格判定应按本规范附录G 执 行 。
3 . 4 . 7 配件的强度、刚度 及焊接 质量 等 综合 性能 ，在成批投产前  
和投产后均应按设计要求进行荷载试验。当配件的材质或生产工  
艺有变动时，也 应 进 行 荷 载 试 验 。其 中 U 形 卡 、钢支柱的质量检  
验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J 和 附 录 K 的要求。
3. 4. 8 配件合格品应符合表3. 4. 8 的要求，产品抽样方法应按本  
规 范 附 录 G 执 行 。

表 3 . 4 . 8 配件制作主项质量标准（m m )

项 目 要 求 尺 寸 允 许 偏 差

卡口宽度 6. 00 ± 0 .  50

脖高 44 士 1. 00

U 形卡
弹性孔直径 020

+  2. 00 

0

试验 5 0 次后的卡口残余变形 — < 1 .  20

高度 — ± 2 .  00

螺栓孔直径 — 土 1. 00

扣件
长度 — 土 1. 50

宽度 — 士 1. 00

卡口长度 一

+  2. 00 

0

11



续表3. 4.8

项 目 要 求 尺 寸 允 许 偏 差

钢管的直线度 — <L/1000

支柱最大长度时上端最大振幅 — <6 0

支柱 顶板与底板的孔中心与管轴位移 — 1. 00

销孔对管径的对称度 — 1. 00

插管插入套管的最小长度 >280 —

注：1 U 形卡试件试验后，不得有裂纹、脱皮等疵病。

2 扣件、支柱等项目都应做荷载试验。

3. 4 . 9 钢模板及配件的 表面应 先除 油、除 锈 ，再 按 表 3.4.9的要 
求做防锈处理。

表 3. 4. 9 钢模板及配件防锈处理

名 称 防 锈 处 理

钢模板 板面涂防锈油，其他面涂防锈漆

U 形卡

L 形插销

钩头螺栓 镀锌

紧固螺栓

扣件

柱箍 定位器、插销镀锌，其他涂防锈漆

钢楞 涂防锈漆

支柱、斜撑 插销镀锌，其他涂防锈底漆、面漆

支架 涂防锈底漆、面漆、镀锌

注：1 电泳涂漆和喷塑钢模板面可不涂防镑油。

2 U 形卡表面可做氧化处理。

3. 4. 1 0 对产品质量有争议时，应按国家现行有关项目的质量标  
准及检验方法进行复检。

3 . 5 标志与包装

3. 5. 1 钢模板的背面应标志厂名、商 标 、批 号 等 。
3. 5 . 2 组合钢模板应根据运输及装卸条件，采用捆扎或包装。

• 12  •



4.1 一 般 规 定

4. 1. 1 模板工程施工前，应根 据 结 构 施 工图 、施工总平面图及施  
工设备和材料供应等现场条件，编制模板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主要 
内容应列入工程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编制模板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必要 
时应由施工单位组织专家对专项方案进行论证。
4. 1. 2 模板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 程 简 介 、施 工 平 面 图 布 置 、施 工 要 求 和 具 备 的 施 工 条  
件 等 。

2 相关法律、法 规 、规范性文件、标 准 、规范及图纸、施工组织 
设 计 等 。

3 施工进度计划、材料与设备计划等。
4 技术参数、工艺流程、施工方法、检査验收等。
5 组 织保障、安全技术措施、应急预案、监测监控等。
6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等。
7 计算 书、绘制配板设计图等。

4 . 1 . 3 在采用组合轻型钢大模组拼时，应结合大模板施工工艺特  
点和工程情况，合理选 择起重设备、模 板 类 型 ，并应提出冬季和雨 
季施工技术措施。
4. 1. 4 简单的模板工程可按预先编制的模板荷载等级和部件规  
格间距选用图表，以及绘制模板排列图及连接件与支承件布置图， 
并应对关键的部位做力学验算。
4 . 1 . 5 钢模板周转使用宜采取下列措施：

1 宜分层分段流水作业。

4 模板工程的施工设计

• 13 •



2 竖向结构与横向结构宜分开施工。
3 宜利用有一定强度的混凝土结构支承上部模板结构。
4 宜采用预先组装大片模板的方式整体装拆。
5 宜采用各种可重复使用的整体模架。

4 . 2 刚度及强度验算

4. 2 . 1 组合钢模板承 受的荷 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0204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4 . 2 . 2 组成模板结构的钢模板、钢楞和支柱应采用组合荷载验算  
其 刚 度 ，其 容许 挠度应符合表4. 2. 2 的规定。

表 4 . 2 . 2 钢模板及配件的容许挠度（m m )

部 件 名 称 容 许 挠 度

钢模板的面板 1. 50

单块钢模板 1. 50

钢楞 Z/500

柱箍 6/500

桁架 //1000

注^ 为计算跨度，6 为柱宽。

4. 2 . 3 组 合 钢 模 板 所 用 材 料 的 强 度 设 计 值 ，应 按现 行 国 家 标 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17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应根据组合钢模  
板的新旧程度、荷载性质和结构不同部位，乘 以 系 数 1.00〜1. 18。
4 . 2 . 4 钢楞所用矩形钢管与内卷边槽钢的强度设计值，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 B  50018的有关规定执  
行 ；强度设计值不应提高。
4. 2. 5 当验算模板及支承系统在自重与风荷载作用下抗倾覆的  
稳 定性 时 ，抗 倾 覆 系 数 不 应 小 于1.15。风荷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 B  50009的有关规定执行。

4.3 配 板 设 计

4. 3 . 1 配 板 时 ，宜选 用 大 规 格 的钢模板为主板，其他规格的钢模
• 14 •



板应作补充。
4. 3 . 2 绘制配板图时，应标 出 钢 模 板 的 位 置 、规 格 、型 号 和 数 量 。 
对于预组装的大模板，应标绘出其分界线。有特殊构造时，应加以 
标 明 。
4 . 3 . 3 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的位置，应 在 配 板 图 上 标 明 ，并应注明  
其固定方法。
4 . 3 . 4 钢模板的配板，应根 据 配 模 面 的 形 状 和 几 何 尺 寸 ，以及支 
撑形式确定。
4 . 3 . 5 钢模板短向缝宜采用错开布置。
4 . 3 . 6 设置对拉螺栓或其他拉筋时，应采取减少和避免在钢模板  
上钻孔的措施。需要在钢模 板 上 钻孔 时，应使钻孔的模板能多次  
周转使用 。
4 . 3 . 7 柱 、梁 、墙、板的各种模板面的交接部分，应采用连接简便、 
结构牢固的专用模板。
4 . 3 . 8 相邻钢模板的边肋，均 应 用 U 形卡插卡 牢固 ，U 形卡的间 
距 不 应 大 于 3 0 0 m m ，端 头 接 缝 上 的 卡 孔 ，应 插 上 U 形 卡 或 L 形 
插 销 。

4 . 4 支承系统的设计

4 . 4 . 1 支承系统的设计与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0204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  
范》G B  50666的有关规定。
4. 4. 2 模板支承系统应根据设计承受的荷载，按部件的强度和刚  
度要求进行布置。内钢愣的配置方向应与钢模板长度的方向相垂 
直 ，内 钢 愣 的 间 距 应 按 荷 载 数 值 和 钢 模 板 的 力 学 性 能 计 算 确 定 。 
外钢楞的配置方向应与内钢楞相垂直。
4. 4. 3 内钢愣悬挑部分的端部挠度应与跨中挠度相等，悬挑长度 
不 宜 大 于 4 0 0 m m ，支柱应着力在外钢愣上。
4. 4. 4 一般柱 、梁模 板 ，宜采用柱箍和梁卡具作支承件；断面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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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柱 、梁 、剪 力 墙 ，宜采用对拉螺栓和钢楞。
4 . 4 . 5 模板端缝齐平布置时，每 块 钢 模 板 应 有 两 个 支 承 点 ，错开 
布 置 时 ，其间距可不受端缝位置的限制。
4 . 4 . 6 在同一工程中可多次使用的预组装模板，宜采用钢模板和 
支承系统连成整体的模架。整 体 模架 可 按 结 构 部 位 及 施 工 方 式 ， 
采取不同的构造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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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板工程的施工及验收

5.1 施 工 准 备

5. 1. 1 组合钢模板安装前，应向施工班组进行施工技术交底及安  
全技术交底，并应履行签字 手续。有关施工及操作人员应熟悉施  
工图及模板工程的施工设计。
5. 1. 2 施工现场应有可靠的能满足模板安装和检查需用的测量  
控 制 点 。
5.1. 3 施工单位应对进场的模板、连 接 件 、支承件等配件的产品  
合 格 证 、生产许可证、检测报告进行复核，并应对其表面观感、重量 
等物理指标进行抽检。
5. 1. 4 现场使用的模板及配件应对其规格、数 量 逐 项 清 点 检 查 。 
损坏未经修复的部件不得使用。
5 . 1 . 5 采 用 预 组 装 模 板 施 工 时 ，模 板 的 预 组 装 应 在 组 装 平 台 或  
经 平 整 处 理 过 的 场 地 上 进 行 。组 装 完 毕 后 应 予 编 号 ，并 应 按  
表 5. 1. 5 的组装质量标准逐块检验后进行试吊，试吊完毕后应进  
行 复 查 ，并应再检查配件的数量、位置和紧固情况。

表 5 . 1 . 5 钢模板施工组装质量标准（m m )

项 目 允许偏差

两块模板之间拼接缝隙 

相邻模板面的高低差 

组装模板板面平整度 

组装模板板面的长宽尺寸 

组装模板两对角线长度差值

<2. 00 

<2. 00

<3. 00(用 2 m 长平尺检查）

< 长度和宽度的1/1000最大士4. 00 

< 对角线长度的1/1000最大<7. 00

5. 1 . 6 经检查合格的组装模板，应 按安 装 程 序进 行 堆 放 和 装 车 。 
平行叠放时应稳当妥帖，并 应 避 免 碰 撞 ，每 层 之 间 应 加 垫 木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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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垫木均应上下对齐，底层 模板 应 垫 离 地 面 不 小 于1 0 0 m m 。立放 
时 ，应采取防止倾倒并保证稳定的措施，平装运输时，应整堆捆紧。
5. 1. 7 钢模板安装前，应 涂 刷 脱 模 剂 ，但不得采用影响结构性能  
或妨碍装饰工程施工的脱模剂，在涂刷模板脱模剂时，不得沾污钢 
筋和混凝土接槎处，不得在模板上涂刷废机油。
5 . 1 . 8 模板安装时的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梁和楼板模板的 支柱支设在土壤地面，遇 松 软 土 、回填土 
等 时 ，应根据土质情况进行平整、夯 实 ，并 应 采 取 防 水 、排 水 措 施 ， 
同时应按规定在模板支撑立柱底部采用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的垫 
板 。

2 竖向 模板的安装底面应平整坚实、清 理 干 净 ，并应采取定  
位 措 施 。

3 竖向模板应按施工设计要求预埋支承锚固件。
5. 1. 9 在钢模板施工中，不得 用 钢 板 替 代 扣 件 、钢筋替代对拉螺  
栓 ，以及木方替代柱箍。

5 . 2 安装及拆除

5 . 2 . 1 现场安装组合钢模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配板图与施工说明书循序拼装。
2 配件应装插牢固。支柱和斜撑下的支承面应平整垫实，并 

应有足够的受压面积，支撑件应着力于外钢楞。
3 预埋件与预留孔洞应位置准确，并应安设牢固。
4 基础模板应支拉牢固，侧模斜撑的底部应加设垫木。
5 墙和柱子模板的底面应找平，下端应与事先做好的定位基  

准靠紧垫平 ，在 墙 、柱上继续安装模板时，模板应有可靠的支承点， 
其平直度应进行校正。

6 楼板模板支模时，应先完成一个格构的水平支撑及斜撑安  
装 ，再逐渐向外扩展。

7 墙柱与梁板同时施工时，应先支设墙柱模板调整固定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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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上架设梁、板 模 板 。
8 当墙柱混凝土已经浇筑完毕时，可利用已灌筑的混凝土结  

构来支承梁、板 模 板 。
9 预组装墙模板吊装就位后，下 端 应 垫 平 ，并应紧靠定位基  

准 ;两侧模板均应利用斜撑调整和固定其垂直度。
1 0 支柱在高度方向所设的水平撑与剪力撑，应按构造与整  

体稳定性布置。
1 1 多层及高层建筑中，上下层对应的模板支柱应设置在同  

一竖向中心线上。
1 2 模 板 、钢筋及其他材料等施工荷载应均匀堆置，并应放平 

放 稳 。施工总荷载不得超过模板支承系统设计荷载要求。
1 3 模板支承系统应为独立的系统，不得与物料提升机、施工 

升 降机 、塔吊等起重设备钢结构架体机身及附着设施相连接；不得 
与施工脚手架、物料周转材料平台等架体相连接。
5 . 2 . 2 模板工程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同一条拼缝上的U 形 卡 ，不宜向同一方向卡紧。
2 墙两侧模板的对拉螺栓孔应平直相对，穿插螺栓时不得斜  

拉 硬 顶 。钻孔应采用机具，不得用电、气 焊灼孔。
3 钢楞宜取用整根杆件，接 头 应 错 开 设 置 ，搭接长度不应少 

于 2 0 0 m m o

5 . 2 . 3 模板安装的起拱、支模的方法、焊接钢筋骨架的安装、预埋 
件和预留孔洞的允许偏差、预组装模板安装的允许偏差，以及预制 
构件模板安装的允许偏差等，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0204的有关规定执行。
5 . 2 . 4 曲面结构可用双曲可调模板，采 用 平 面 模 板 组 装 时 ，应使 
模板面与设计曲面的最大差值不超过设计的允许值。
5 . 2 . 5 模板工程安装完毕，应经检查验收后再进行下道工序。混 
凝土的浇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 》G B  50204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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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6 模 板 及 其 支 架 拆 除 前 ，应 核 查 混 凝 土 同 条 件 试 块 强 度 报  
告 ，拆除时的混凝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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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  50204的有关规定。
5 . 2 . 7 现场拆除组合钢模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拆模前应制订拆模顺序、拆模方法及安全措施。
2 应先拆除侧面模板，再拆除承重模板。
3 组合大模板宜大块整体拆除。
4 支承件和连接件应逐件拆卸，模 板 应 逐 块 拆 卸 传 递 ，拆除 

时不得损伤模板和混凝土。
5 拆 下 的 模 板 和 配 件 均 应 分 类 堆 放 整 齐 ，附件应放在工具  

箱 内 。

5 . 3 安 全 要 求

5 . 3 . 1 在 组 合 钢 模 板 上 架 设 的 电 线 和 使 用 的 电 动 工 具 ，应采用  
3 6 V 的 低 压 电 源 或 采 取 其 他 有 效 的 安 全 措 施 。在操作平台上进  
行 电 、气 焊作 业时 ，应有防火措施和专人看护。
5 . 3 . 2 登高作 业时 ，连 接 件 应 放 在箱 盒或 工 具 袋中 ，不应放在模  
板或 脚手 板上 ，扳手等各类工具应系挂在身上或置放于工具袋内， 
不 得 掉 落 。
5 . 3 . 3 高耸建筑施工时，遇到雷电、6 级及 以 上 大 风 、大雪和浓雾 
等 天 气 时 ，应停止 施工，应 对 设 备 、工 具 、零 散 材 料 等 进 行 整 理 、固 
定 ，并应做好防护，全部人员撤离后应立即切断电源。
5. 3. 4 高空作业人员不得攀登组合钢模板或脚手架等上下，也不 
得在高空的墙顶、独立梁及其模板等上面行走。
5 . 3 . 5 组合钢模板装拆时，上 下 应 有 人 接 应 ，钢模板应随装拆随 
转 运 ，不得堆放在脚手板上，不得抛掷踩撞，中途停歇时，应将活动 
部件固定牢靠。
5 . 3 . 6 装拆模板应有稳 固的登高工 具或脚手 架，高 度 超 过 3.5m 

时 ，应搭设脚手架。装 拆 过 程 中 ，除 操 作 人 员 外 ，脚手架下面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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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人 ，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应系安全带，地面应设置安全通道、围 
栏 和 警 戒 标 志 ，并 应 派 专 人 看 守 ，非 操 作 人 员 不 得 进 人 作 业 范  
围内。
5 . 3 . 7 安 装 墙 、柱模 板 时 ，应随时支撑固定。
5 . 3 . 8 安装预组装成片模板时，应边就位、边校正和安设连接件， 
并应加设临时支撑稳固。
5 . 3 . 9 预组装模板装拆时，垂 直 吊 运 应 采 取 两 个 以 上 的 吊 点 ，水 
平吊运应采取四个吊点，吊点应合理布置并进行受力计算。
5 . 3 . 1 0 预组装模板拆除时，宜 整 体 拆 除 ，并 应 先 挂 好 吊 索 ，然后 
拆除支撑及拼接两片模板的配件，待模板离开结构表面后再起吊， 
吊钩不得脱钩。
5 . 3 . 1 1 拆除承重模板时，应先设立临时支撑，然后进行拆卸。 
5 . 3 . 1 2 模板支承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立柱底部不得松动悬空，不 
得任意拆除任何杆件，不得松动扣件，且不得用作缆风绳的拉接。

5 . 4 检 查 验 收

5. 4. 1 模板支撑系统应在搭设完成后，由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及项目相关人员进行验收。验收 合 格 ，应经施工单位  
项目技术负责人及项目总监 理 工 程 师签 字 后 再进 人 后 续工 序的  
施 工 。
5 . 4 . 2 组合钢模板工程安装过程中，应 进 行 质 量 检 查 和 验 收 ，并 
应检查下列内容：

1 组合钢模板的布局和施工顺序。
2 连接件、支承件的规格、质量和紧固情况。
3 支承着力点和模板结构整体稳定性。
4 模板轴线位置和标志。
5 竖向模板的垂直度和横向模板的侧向弯曲度。
6 模板的拼缝宽度和高低差。
7 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的规格、数量及固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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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 3 整 体 式 结 构 模 板 安 装 的 质 量 检 查 ，除 应 按 现行 国 家 标 准  
《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G B  50301的有关规定执行外，尚应 
检查 下列内 容 ：

1 扣件规格与对拉螺栓、钢愣的配套和紧固情况。
2 支 柱 、斜撑的数量和着力点。
3 对 拉 螺 栓 、钢楞与支柱的间距。
4 各种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的固定情况。
5 模板结构的整体稳定。
6 有关安全措施。

5 . 4 . 4 模板工程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
1 模 板 工 程 的 施 工 设 计 或 有 关 模 板 排 列 图 和 支 承 系 统 布  

置 图 。
2 模板工程质量检查记录及验收记录。
3 模板工程支模的重大问题及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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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输、维修与保管

6.1 运 输

6 . 1 . 1 钢模板运输时，不 同规 格 的 模 板 不 宜 混 装 ，当超过车厢侧  
板高 度 时 ，应采取防止模板滑动的措施。
6. 1. 2 短途运输时，钢模板可采用散装运输；长途运输时，钢模板 
应用简易集装，支承件应捆扎，连接件应分类装箱。
6 . 1 . 3 预组装模板运输时，可根 据 预 组 装 模 板 的 结 构 、规格尺寸  
和运输条件等，采 取 分 层 平 放 运 输 或 分 格 竖 直 运 输 ，并应分隔垫  
实 、支撑牢固。
6 . 1 . 4 装卸模板和配件可用起重设备成捆装卸或人工单块搬运， 
均 应轻装轻卸，不 得拋 掷，并应防止碰撞损坏。

6 . 2 维修与保管

6. 2. 1 钢模板和配件拆除后，应及时清除黏结的砂浆杂物和板面涂 
刷防锈油，对变形及损坏的钢模板及配件，应及时整形和修补，修复后 
的钢模板和配件应达到表6. 2. 1 的要求，并宜采用机械整形和清理。

表 6. 2. 1 钢模板及配件修复后的主要质量标准

项 目 允许偏差（mm )

钢模板

板面平整度 <2. 00

凸棱直线度 <1, 00

边肋不直度 不得超过凸棱高度

肋板 有少量损伤，已修补

U 形卡孔 无开裂

焊缝 开焊处已补焊

防锈油漆 基本完好，板面涂防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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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2.1

项 目 允许偏差（m m )

U 形卡

卡口宽度 ±0. 50

卡口残余变形 <1. 20

弹性孔直径 士 1. 00

表面质量 黏附灰浆和锈蚀已清除

扣件

螺栓孔 不允许破裂

外观 允许少量变形，不影响使用

表面质量 黏附灰浆和锈蚀已清除

钢支柱

直线度 <L/1000

插管、套管外观 所有凹坑应修复

焊缝 开焊处应补焊

调节螺管壁厚 >3. 50

插销 不允许有折弯

底板、顶板 应平整

6 . 2 . 2 对暂不使用的钢模板，板 面 应 涂 刷 脱 模 剂 或 防 锈 油 ，背面 
油 漆脱 落 处 ，应补涂防 锈 漆，焊 缝 开 裂 时 应 补 焊 ，并应按规格分类  
堆 放 。
6 . 2 . 3 维 修 质 量 达 不 到 本 规 范 表6.2. 1 要求的钢模板和配件应  
报 废 处 理 ，并不得将报废的钢模板改制成小规格钢模板。
6. 2 . 4 钢 模 板 宜 放 在 室 内 或 敞 棚 内 ，模 板 的 底 面 应 垫 离 地 面  
1 0 0 m m 以 上 ；露天 堆放时 ，地面应平整、坚 实 ，并 应 采 取 排 水 措 施 ， 
模 板 底 面 应 垫 离 地 面 1 5 0 m m 以 上 ，两 支 点 离模 板 两 端 的 距 离 不  
应 大 于 模 板 长 度 的 1/6。
6. 2 . 5 配件入库保存时，应分类存放，小件应点数装箱入袋，大件 
应整数成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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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组合钢模板的用途

A. 0. 1 通用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模板可用于基础、墙 体 、梁 、柱和板等各种结构的平面  

部 位 （图 A. 0. 1-1) 。

内主承力钢楞

图 A. 0 . 1 - 1 平面模板 

2 阴角模板可用于墙体和各种构件的内角及凹角的转角部  
位 （图 A.O.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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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阳角模板 可用于柱、梁 及 墙 体 等 外 角 及 凸 角 的 转 角 部 位
(图 A. 0. 1-3) 。

图 A. 0 . 1 - 3 阳角模板 

4 连 接 角 模 可 用 于 柱 、梁 及 墙 体 等 外 角 及 凸 角 的 转 角 部 位  
(图 A. 0. 1-4) 。

图 A. 0 . 1 - 4 连接角模 

A . 0 . 2 专用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倒棱模板可用于柱、梁及墙体等阳角的倒棱部位。倒棱模 

板有角棱模板和圆棱模板（图 A. 0. 2-1) 。

图 A. 0 . 2 - 1 倒棱模板 

2 梁腋模板可用于暗渠、明 渠、沉箱及高架结构等梁腋部位  
( 图 A. 0.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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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0. 2 - 2 梁腋模板

3 柔性模板可用于圆形筒壁、曲面墙体等结构部位。
4 搭 接 模 板 可 用 于 调 节 5 0 m m 以 内 的 拼 装 模 板 尺 寸 （图

A. 0. 2-3) 。

图A. 0 . 2 - 3 搭接模板 
5 双曲可调模板可用于构筑物曲面部位（图 A. 0.2-4) 。

图 A. 0 . 2 - 4双曲可调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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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变角可调模板可用于展开面为扇形或梯形的构筑物的结  
构部位（图 A. 0.2-5)。•

图 A. 0 . 2 - 5 变角可调模板

7 嵌补模板可用于梁、板 、墙 、柱等结构的接头部位。
A. 0. 3 连接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U 形 卡 可 用 于 钢 模 板 纵 横 向 自 由 拼 接 ，将相 邻钢 模 板 夹  
紧固定的主要连接件（图 A. 0. 3-1) 。

2 L 形插销可用作增强钢模板纵向拼接刚度，保证接缝处板  
面平整（图 A. 0. 3-2) 。

图 A. 0.3-1 U 形卡

图 A. 0.3-2 L 形插销

28 •



3 钩 头 螺 栓 可 用 作 钢 模 板 与 内 外 钢 愣 之 间 的 连 接 固 定 （图
A. 0. 3-3) 。

图 A. 0. 3 - 3 钩头螺栓 

4 紧固螺栓可用作紧固内、外 钢 愣 ，增强拼接模板的整体固
定 （图 A. 0. 3-4) 。

图 A. 0 . 3 - 4 紧固螺栓

5 边肋连接销可用于将相邻钢模板夹紧固定的主要连接件
(图 A. 0. 3-5) o

图 A. 0 . 3 - 5 边肋连接销

6 扣件可用作钢愣与钢模板或钢楞之间的紧固连接，应与其 
他配件一起将钢模板拼装连接成整体，扣件应与相应的钢楞配套  
使 用 ；可按钢楞的不同形状分别采用碟形扣件和3 形 扣 件 ，扣件的 
刚度应与配套螺栓的强度相适应（图 A. 0. 3-6、图 A. 0. 3-7) 。

h
r

4

图 A. 0. 3 - 6 碟形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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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0. 3-7 3 形扣件

7 对 拉 螺 栓 可 用 作 拉 结 两 竖 向 侧 模 板 ，保 持 两侧模板的间  
距 ，承受混凝土侧压力和其他荷重，确保模板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  
(图 A. 0. 3-8) o

1 2 3

A

图 A. 0. 3 - 8 对拉螺栓 

1 一内拉杆：2—顶帽；3—外拉杆

i 支承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楞可用于支承钢模板和加 强其 整体 刚度 。钢愣材料应  

包括圆 钢管 、矩形 钢管和 卷边槽 钢等 形式 。钢愣的力学性能应符  
合 本 规 范 附 录 E 的要求。

2 柱箍可用于支承和夹紧模板，其 型 式 应 根 据 柱 模 尺 寸 、侧 
压力大小等因素选择（图 A. 0. 4-1) 。

(b)型钢型 

图 A. 0. 4-1 柱植 

1 一插销；2—限位器；3—夹板；4一模板；5—型钢A;6—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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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0 . 4 - 2钢支柱

4 斜撑可用于承受单侧模板的侧向荷载和调整竖向支模的
垂 直 度 。

5 扣 件 式 支 架 可 用 作 梁 、楼 板 及 平 台 等 模 板 支 架 、外脚手
架 等 。

6 门式支架可用作梁、楼 板 及 平 台 等模 板 支 架 、内外脚手架  
和移动脚手架等。

7 碗 扣 式 支 架 可 用 作 梁 、楼 板 及 平 台 等 模 板 支 架 、外脚手
架 等 。

8 插 接 式 支 架 可 用 作 梁 、楼 板 及 平 台 等 模 板 支 架 、外脚手  
架 等 。

9 盘 销 式 支 架 可 用 作 梁 、楼 板 及 平 台 等 模 板 支 架 、外脚手
架 等 。

3 钢支柱可用于承受水平模板传递的竖向荷载(图 人 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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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平面模板截面特征

平面模板截面特征（图 B)应 按 表 B 计 算 。

图 B 平面模板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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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平面模板截面特征

模板宽度6 

(mm)
1200 1050 900 750 600 550 500 450

板面厚度5 

(mm)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肋板厚度而 

(mm)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3. 00 2. 75

净截面面积

A  (cm2)
52. 00 48. 80 47. 50 44. 60 43. 00 40. 50 34. 20 32. 10 29. 70 28. 00 23. 90 22. 30 22. 40 20. 90 20. 90 19. 60

中性轴位置 

yx(cm)
0. 97 1. 00 1. 05 1. 08 1. 14 1. 17 1. 06 1. 09 1. 21 1. 23 0. 99 1. 00 1. 04 1. 06 1. 10 1. 12

净截面惯性矩

/x(cm4)
135. 40 131. 00 132. 00 128. 00 128. 00 123. 90 95. 10 91. 80 90. 70 87. 50 60. 60 58. 00 59. 50 57. 00 58. 20 55. 70

净截面抵抗矩 

W x(cm3)
29. 90 29. 10 29. 70 29. 00 29. 40 28. 60 21. 40 20. 80 21. 10 20. 50 13. 40 12. 90 13. 30 12. 80 13. 20 12. 70



续表B

模板宽度6 

(mm)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板面厚度5 
(mm)

3.00 2. 75 3. 00 2. 75 2. 75 2. 50 2. 75 2. 50 2. 75 2. 50 2. 75 2. 50 2. 75 2. 50

肋板厚度而 

(mm)
3. 00 2. 75 3. 00 2. 75 2. 75 2. 50 2. 75 2. 50

净截面面积

A  (cm2)
19. 40 18. 20 13. 94 12. 80 11. 42 10. 40 10. 05 9. 15 7. 61 6. 91 6. 24 5. 69 4. 86 4. 44

中性轴位置 

Y x ( cm)
1. 18 1. 20 1. 00 0. 99 1. 08 0. 96 1.20 1. 07 1. 08 0. 96 1. 27 1. 14 1. 54 1. 43

净截面惯性矩
56. 70 54. 20 35.11 32. 38 36. 30 26. 97 29. 89 25. 98 20. 85 17. 98 19.37 16. 91 17. 19 15. 25

净截面抵抗矩

W x(cm3)
13. 10 12. 60 7. 80 7. 10 8. 21 5. 94 6. 95 5. 86 4. 72 3. 96 4. 58 3.88 4. 34 3. 75



附录C 钢模板规格编码表

表 C 钢模板规格编码（mm )

模板长度
悮极

450 600 75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1200 P12004 1200X450 P120061200X600 P12007 1200X750 P12009 1200X900 P12012 1200X1200 P12015 1200X1500 P12018 1200X1800 P12Q21 1200X2100

1050 P10504 1050X450 P10506 1050X600 P10507 1050X750 P10509 1050X900 P10512 1050X1200 P10515 1050X1500 P10518 1050X1800 P10521 1050X2100

900 P9004 900X450 P9006 900X600 P9007 900X750 P96009 900X900 P9012 900X1200 P9015 900X1500 P9018 900X1800 P9021 900X2100

平 750 P7504 750X450 P7506 750X600 P7507 750X750 P7509 750X900 P7512 750X1200 P7515 750X1500 P7518 750X1800 P7521 750X2100
囬
模

宽
600 P6004 600X450 P6006 600X600 P6007 600X750 P6009 600X900 P6012 600X1200 P6015 600X1500 P6018 600X1800 - —

饭
代
县

度 550 P5504 550X450 P5506 550X600 P5507 550X750 P5509 550X900 P5512 550X1200 P5515 550X1500 P5518 550X1800 - 一

P 500 P5004 500X450 P5006 500X600 P5007 500X750 P5009 500X900 P5012 500X1200 P5015 500X1500 P5018 500X1800 - -

450 P4504 450X450 P4506 450X600 P4507 450X750 P4509 450X900 P4512 450X1200 P4515 450X1500 P4518 450X1800 -

400 P4004 400X450 P4006 400X600 P4007 400X750 P4009 400X900 P4012 400X1200 P4015 400X1500 P4018 400X1800 - —

350 P3504 350X450 P3506 350X600 P3507 350X750 P3509 350X900 P3512 350X1200 P3515 350X1500 P3518 350X1800 - -



续表c

模板

名称

模板长度

450 600 75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平
面
模
板
代
号
P

宽
度

300 P3004 300X450 P3006 300X600 P3007 300X750 P3009 300X900 P3012 300X1200 P3015 300X1500 - - - -

250 P2504 250X450 P2506 250X600 P2507 250X750 P2509 250X900 P2512 250X1200 P2515 250X1500 - - - -

200 P2004 200X450 P2006 200X600 P2007 200X750 P2009 200X900 P2012 200X1200 P2015 200X1500 - - - -

150 P1504 150X450 P1506 150X600 P1507 150X750 P1509 150X900 P1512 150X1200 P1515 150X1500 — - - -

100 P1004 100X450 P1006 100X600 P1007 100X750 P1009 100X900 P1012 100X1200 P1015 100X1500 - - - -

模板

名称

模板长度

450 600 750 900 1200 1500 1800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代号 尺寸

阴角模板

(代号E)

E1504
150X150

X450
E1506

150X600

X600
E1507

150X150
X750

E1509
150X150

X900
E1512

150X150
X1200

E1515
150X150

X1500
E1518

150X150

X1800

E1004
100X150

X450
E1006

100X150

X600
E1007

100X150

X750
E1009

100X150

X900
E1012

100X150

X1200
E1015

100X150

X1500
E1018

100X150

X1800

阳角模板

(代号Y)

Y1004
100X100

X450
Y1006

100X100

X600
Y1007

100X100

X750
Y1009

100X100

X900
Y1012

100X100

X1200
Y1015

100X100

X1500
Y1018

100X100

X1800

Y0504
50X50

X450
Y0506

50X50

X600
Y0507

50X50

X750
Y0509

50X50

X900
Y0512

50X50

X1200
Y0515

50X50

X1500
Y0518

50X50

X1800

连接角模

(代号J)
J0004

50X50

X450
J0006

50X50

X600
J0007

50X50

X750
J0009

50X50

X900
J0012

50X50

X1200
J0015

50X50

X1500
— -



I
板

角棱模板

(代号JL)

JL1704 17X450 JL1706 17X600 JL1707 17X750 JL1709 17X900 JL1712 17X1200 JL1715 17X1500 JL1718 17X1800

JL4504 45X450 JL4506 45X600 JL4507 45X750 JL4509 45X900 JL4512 45X1200 JL4515 45X 1500 JL4518 45X1800

圆棱模板

(代号YL)

YL2004 20X450 YL2006 20X600 YL2007 20X750 YL2009 20X900 YL2012 20X1200 YL2015 20X1500 YL2018 20X1800

YL3504 35X450 YL3506 35X600 YL3507 35X750 YL3509 35X900 YL3512 35X1200 YL3515 35X 1500 YL3518 35X1800

梁腋模板

(代号IY)

IY1004
100X50

X450
IY1006

100X50

X600
IY1007

100X50

X750
IY1009

100X50

X900
IY1012

100X50

X1200
IY1015

100X50

X1500
IY1018

100X50

X1800

IY1504
150X50

X450
IY1506

150X50

X600
IY1507

150X50

X750
IY1509

150X50

X900
IY1512

150X50

X1200
IY1515

150X50

X1500
IY1518

150X50

X1800

柔性模板

(代号Z)
Z1004 100X450 Z1006 100X600 Z1007 100X750 Z1009 100X900 Z1012 100X1200 Z1015 100X1500 - -

搭接模板

(代号D)
D7504 75X450 D7506 75X600 D7507 75X750 D7509 75X900 D7512 75X1200 D7515 75X1500 - -

双曲可

调模板

(代号T)

- - T3006 300X600 — - T3009 300X900 - - T3015 300X1500 T3018 300X1800

- - T2006 200X600 - - T2009 200X900 - - T2015 200X1500 T2018 200X1800

变角可

调模板

(代号B)

- - B2006 200X600 — - B2009 200X900 - - B2015 200X1500 B2018 200X1800

- - B1606 160X600 - - B1609 160X900 - — B1615 160X1500 B1618 160X1800



附录D 组合钢模板面积、质量换算表

表 D 组合钢模板面积、质量换算

序号 代号 尺寸（m m )
每块

面积

( m 2)

每块质量（kg) 每平方米质量（kg)

S -  
2. 50

d -  
2. 75 3. 00

8 -  
2. 50

8 -  

2. 75

S =  

3. 00

1 P12021 1200X2100X55 2. 520 — 92. 79 99. 18 — 36. 82 39. 36

2 P12018 1200X1800X55 2. 160 — 79. 24 85.43 — 36. 69 39. 55

3 P12015 1200X1500X55 1. 800 — 67. 05 71. 68 — 37. 25 39. 82

4 P12012 1200X1200X55 1. 440 — 54. 18 57. 93 — 37. 63 40. 23

5 P12009 1200X900X55 1. 080 — 41.02 43. 69 — 37. 98 40. 45

6 P12007 1200X750X55 0. 900 — 34. 28 36. 26 — 38. 09 40. 29

7 P12006 1200X600X55 0. 720 — 28. 44 29. 89 — 39. 50 41. 51

8 P12004 1200X450X55 0. 540 一 21.41 22. 43 — 39. 65 41. 54

9 P10521 1050X2100X55 2. 205 — 84. 48 90. 11 — 38. 31 40. 87

10 P10518 1050X1800X55 1. 890 — 72. 75 77. 60 — 38. 49 41. 06

11 P10515 1050X 1500X55 1. 575 — 61. 01 65. 10 — 38. 74 41. 33

12 P10512 1050X1200X55 1. 260 — 49. 26 52. 59 — 39. 10 41. 74

13 P10509 1050X900X55 0. 945 — 37. 54 40. 07 — 39. 72 42. 40

14 P10507 1050X750X55 0. 787 — 31. 17 33. 27 — 39. 61 42. 27

15 P10506 1050X600X55 0. 630 — 25. 81 27. 61 — 40. 97 43. 83

16 P10504 1050X450X55 0. 473 — 19. 44 20. 79 — 41. 10 43. 95

17 P9021 900X2100X55 1. 890 — 76. 25 81. 14 — 40. 34 42. 93

18 P9018 900X1800X55 1. 620 — 65. 65 69. 86 — 40. 52 43. 12

19 P9015 900X1500X55 1. 350 — 55. 05 58. 59 — 40. 78 43. 40

20 P9012 900 X 1200 X  55 1. 080 — 44. 44 47. 31 — 41. 15 43. 81

21 P9009 900X900X55 0. 810 — 33.84 36.04 — 41. 78 44. 49

22 P9007 900X750X55 !丨a  675 — 28. 11 29. 94 — 41. 64 44. 36

23 P9006 900X600X55 ；0. 540 — 22. 67 24. 13 — 41. 98 4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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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D

序号 代号 尺寸（m m )
每块

面积

(m2)

每块质量（kg) 每平方米质量（kg)

8— 
2. 50

8 -  
2. 75

8— 
3. 00

8 -
2. 50

S -  
2. 75

d -  
3. 00

24 P9004 900X450X55 0. 405 — 17. 79 18. 97 — 43. 92 46. 84

25 P7021 750X2100X55 1. 470 — 57. 95 61. 85 — 39. 42 42. 07

26 P7018 750X 1800X55 1. 260 — 49. 90 53. 26 — 39. 60 42. 27

27 P7015 750X1500X55 1. 050 — 41. 84 44. 67 — 39. 85 42. 54

28 P7012 750X1200X55 0. 840 — 33. 79 36. 08 — 40. 23 42. 95

29 P7009 750X900X55 0. 630 — 25. 74 27. 49 — 40. 86 43. 63

30 P7007 750X750X55 0. 525 — 21. 37 22. 83 — 40. 70 43. 48

31 P7006 750X600X55 0. 420 一 17. 68 18. 87 — 42. 10 44. 93

32 P7004 750X450X55 0. 315 — 13. 32 14. 23 — 42. 28 45. 17

33 P6018 600X1800X55 1. 080 — 45. 11 48. 04 — 41. 77 44. 48

34 P6015 600X1500X55 0. 900 — 37. 82 40. 28 — 42. 02 44. 76

35 P6012 600X 1200X55 0. 720 — 30. 53 32. 52 — 42. 40 45. 17

36 P6009 600X900X55 0. 540 — 23. 23 24. 76 — 43. 02 45. 85

37 P6007 600X750X55 0. 450 — 19. 30 20. 57 — 42. 89 45. 71

38 P6006 600X600X55 0. 360 — 15. 94 16. 99 — 44. 28 47. 20

39 P6004 600X450X55 0. 270 — 12. 01 12. 81 — 44. 48 47. 44

40 P5518 550X 1800X55 0. 990 — 36. 62 39. 36 — 36. 99 39. 76

41 P5515 550X 1500X55 0. 825 — 30. 72 33. 02 — 37. 24 40. 02

42 P5512 550X1200X55 0. 660 — 24. 82 26, 69 — 37. 61 40. 44

43 P5509 550X900X55 0. 495 — 18. 94 20. 35 — 38. 26 41. 11

44 P5507 550X750X55 0. 412 — 15. 69 16. 88 — 38. 08 40. 97

45 P5506 550X600X55 0. 330 — 13. 03 14. 00 — 39. 48 42. 42

46 P5504 550X450X55 0. 247 — 9. 77 10. 50 — 39. 55 42. 51

47 P5018 500X1800X55 0. 900 — 34. 56 37. 12 — 38. 40 41. 24

48 P5015 500X 1500X55 0. 750 — 28. 99 31. 13 — 38. 65 41. 51

49 P5012 500X 1200X55 0. 600 — 23. 41 25. 15 — 39. 02 41. 92

50 P5009 500X900X55 0. 450 — 17. 84 19. 17 — '39. 64 42. 60

51 P5007 500X750X55 0. 375 — 14. 77 15.87 — 39. 39 4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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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D

序号 代号 尺寸（m m )
每块 每块质量（kg) 每平方米质量（kg)

面积

(m2) 2. 50

8 -  
2. 75

s -
3. 00

8 -  
2. 50

8 -  
2. 75

8 -  
3. 00

52 P5006 500X600X55 0. 300 — 12. 26 13. 22 — 40. 86 44. 07

53 P5004 500X450X55 0. 225 — 9. 20 9. 98 — 40. 89 44. 35

54 P4518 450X1800X55 0. 810 — 31. 87 34. 61 — 39. 35 42. 73

55 P4515 450X1500X55 0. 675 — 26. 75 28. 69 — 39. 63 42. 50

56 P4512 450X 1200X55 0. 540 — 21. 62 23. 19 — 40. 04 42. 94

57 P4509 450X900X55 0. 405 — 16. 49 17. 70 — 40. 72 43. 70

58 P4507 450X750X55 0. 337 — 13. 67 14. 67 — 40. 56 43. 53

59 P4506 450X600X55 0. 270 — 11. 36 12. 20 — 42. 07 45. 18

60 P4504 450X450X55 0. 202 — 8. 54 9. 17 — 42. 28 45. 40

61 P4018 400X1800X55 0. 720 ：— 29. 52 31. 70 — 41. 00 44. 03

62 P4015 400X1500X55 0. 600 — 24. 76 26. 53 — 41. 27 44. 22

63 P4012 400X1200X55 0. 480 — 20. 01 21. 44 — 41. 69 44. 67

64 P4009 400X900X55 0. 360 — 15. 20 16. 35 — 42. 22 45. 42

65 P4007 400X750X55 0. 300 — 12. 68 13. 59 — 42. 27 45. 30

66 P4006 400X600X55 0. 240 — 10. 49 11. 25 一 43. 71 46. 88

67 P4004 400X450X55 0. 180 — 8. 46 8. 49 — 47. 00 47. 17

68 P3518 350X1800X55 0. 630 — 22. 96 25. 05 — 36. 44 39. 76

69 P3515 350X 1500X55 0. 525 — 19. 27 21. 02 — 36. 70 40. 04

70 P3512 350X 1200X55 0. 420 — 15. 57 16. 90 — 37. 07 40. 24

71 P3509 350X900X55 0. 315 — 11. 77 12. 74 — 37. 37 40. 44

72 P3507 350X750X55 0. 262 — 9. 67 10. 55 — 36. 91 40. 27

73 P3506 350X600X55 0. 210 — 8. 09 8. 83 — 38. 52 42. 05

74 P3504 350X450X55 0. 157 6. 05 6. 61 — 38. 53 42. 10

75 P3015 300X1500X55 0. 450 15. 63 17. 19 一 34. 73 38. 20 —

76 P3012 300X1200X55 0. 360 12. 61 13. 87 — 35. 03 38. 53 —

77 P3009 300X900X55 0. 270 9. 61 10. 57 — 35. 59 39. 15 —

78 P3007 300X750X55 0. 225 7. 95 8. 75 — 35. 33 38. 89 —

79 P3006 300X600X55 0. 180 6. 61 7. 27 — 36. 72 40. 39 一

80 P3004 300X450X55 0. 135 4. 96 5. 46 — 36. 74 40.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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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D

序号 代号 尺寸（m m )
每块

面积

(m 2)

每块质量（kg) 每平方米质量（kg)

8— 

2. 50
8 -  
2. 75

d -
3. 00

8 -
2. 50

8 -  
2. 75

8 -  
3. 00

81 P2515 250X1500X55 0. 375 13. 79 15. 17 — 36. 77 40. 45 —

82 P2512 250X1200X55 0. 300 11. 13 12. 24 — 37. 10 40. 80 —

83 P2509 250X900X55 0. 225 8. 47 9. 32 — 37. 64 41. 42 —

84 P2507 250X750X55 0. 187 7. 01 7. 71 — 37. 49 41. 12 —

85 P2506 250X600X55 0. 150 5. 81 6. 39 — 38. 73 42. 60 —

86 P2504 250X450X55 0. 112 4. 36 4. 80 — 38. 76 42. 67 —

87 P2015 200X1500X55 0. 300 10. 42 11. 46 — 34. 73 38. 20 —

88 P2012 200X1200X55 0. 240 8. 41 9. 25 一 35. 04 38. 54 —

89 P2009 200X900X55 0. 180 6. 41 7. 05 — 35. 61 39. 17 —

90 P2007 200X750X55 0. 150 5. 31 5. 84 — 35. 40 38. 93 —

91 P2006 200X600X55 0. 120 4. 41 4. 85 — 36. 75 40. 42 —

92 P2004 200X450X55 0. 090 3. 31 3. 64 — 36. 78 40. 44 —

93 P1515 150X 1500X55 0. 225 8. 58 9. 44 — 38. 13 41. 96 —

94 P1512 150X1200X55 0. 180 6. 92 7. 61 — 38. 45 42. 28 —

95 P1509 150X900X55 0. 135 5. 27 5. 80 — 39. 04 42. 96 —

96 P1507 150X750X55 0. 112 4. 37 4. 81 — 38. 84 42. 76 —

97 P1506 150X600X55 0. 090 3. 62 3. 98 — 40. 22 44. 22 —

98 P1504 150X450X55 0. 067 2. 71 2. 98 — 40. 15 44. 15 —

99 P1015 100X1500X55 0. 150 6. 74 7. 41 — 44. 93 49. 40 —

100 P1012 100X1200X55 0. 120 5. 44 5. 98 — 45. 33 49. 83 —

101 P1009 100X900X55 0. 090 4. 13 4. 54 — 45. 89 50. 44 —

102 P1007 100X750X55 0. 075 3. 43 3. 77 — 45. 73 50. 27 —

103 P1006 100X600X55 0. 060 2. 82 3. 10 — 47. 00 51. 67 —

104 P1004 100X450X55 0. 045 2. 12 2. 33 — 47. 11 51. 78 —

105 E1518 150X150X 1800 0. 540 16. 32 18. 06 — 30. 22 33. 45 —

106 E1515 150X 150X 1500 0. 450 13. 68 15. 16 —- 30. 40 33. 69 —

107 E1512 150X 150X1200 0. 360 11. 04 12. 26 — 30. 67 34. 06 —

108 E1509 150X150X900 0. 270 8. 40 9. 34 — 31. 11 34. 59 —

109 E1507 150X150X750 0. 225 6. 96 7. 77 — 30. 93 34.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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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D

序号 代号 尺寸（m m )
每块 每块质量（kg) 每平方米质量(kg)

面积

(m2)
8 -  

2. 50

8 -  

2. 75

$ -  

3. 00

8 -  

2. 50

8 -  

2. 75

S -  

3. 00

110 E1506 150X150X600 0. 180 5. 76 6. 46 — 32. 00 35. 89 —

111 E1504 150X150X450 0. 135 4. 32 4. 87 — 32. 00 36. 07 —

112 E1018 100X150X1800 0. 450 14. 14 15. 65 — 31. 42 34. 78 —

113 E1015 100X150X1500 0. 375 11. 85 13. 13 — 31. 60 35. 01 —

114 E1012 100X150X1200 0. 300 9. 55 10. 61 — 31. 83 35. 37 —

115 E1009 100X150X900 0. 225 7. 26 8. 07 — 32. 27 35. 87 —

116 E1007 100X150X750 0. 187 6. 02 6. 71 — 32. 11 35. 79 —

117 E1006 100X150X600 0. 150 4. 97 5. 44 — 33. 13 36. 27 —

118 E1004 100X150X450 0. 112 3. 73 4. 20 — 33. 16 37. 33 —

119 Y1018 100X100X1800 0. 360 12. 85 14. 56 — 35. 69 40. 45 —

120 Y1015 100X100X1500 0. 300 10. 79 12. 29 — 35. 97 40. 97 —

121 Y1012 100X100X1200 0. 240 8. 73 9. 72 — 36. 38 40. 50 —

122 Y1009 100X100X900 0. 180 6. 67 7.46 — 37. 06 41. 45 —

123 Y1007 100X100X750 0. 150 5. 63 6. 19 — 37. 53 41. 27 —

124 Y1006 100X100X600 0. 120 4. 61 5. 19 — 38. 42 43. 25 —

125 Y1004 100X100X450 0. 090 3. 46 3. 92 — 38. 44 43. 56 —

126 Y0518 50X50X1800 0. 180 8. 49 9. 41 — 47. 17 52. 28 —

127 Y0515 50X50X1500 0. 150 7. 12 7. 90 — 47. 47 52. 67 —

128 Y0512 50X50X1200 0. 120 5. 76 6. 40 — 48. 00 53. 33 —

129 Y0509 50X50X900 0. 090 4. 39 4. 90 — 48. 78 54. 44 —

130 Y0507 50X50X750 0. 075 3. 64 4. 07 — 48. 53 54. 27 —

131 Y0506 50X50X600 0. 060 3. 02 3. 40 — 50. 33 56. 67 —

132 Y0504 50X50X450 0. 045 2. 27 2. 56 — 50. 44 56. 89 —

133 J0015 50X50X1500 — 3. 33 3. 66 — — — —

134 J0012 5 0 X 5 0 X  1200 — 2. 67 2. 94 — — — —

135 J0009 50X50X900 — 2. 02 2. 23 — — — —

136 J0007 50X50X750 — 1. 68 1. 85 — — — —

137 J0006 50X50X600 — 1. 36 1. 50 — — — —

138 J0004 50X50X450 — 1 1. 02 1. 1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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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钢模板配件规格及截面特征

E. 0. 1 柱箍截面特征应按表E. 0. 1 选 用 。
表 E.O. 1 柱箍截面特征

规格（m m )
夹板

长度
(mm)

截面积 

(cm2)

惯性矩 

(cm4)

截面

抵抗矩
(cm3)

适用柱宽范围 
(mm)

扁钢 ■ 60X6 790 3. 60 10. 80 3. 60 250〜500

角钢 L 7 5 X 5 0 X 5 1068 6. 12 34. 86 6. 83 250〜750

槽钢

[ 8 0 X 4 3 X 5 1340 10. 24 101. 30 25. 30 500〜1000

[100X48X5. 3 1380 12. 74 198. 30 39. 70 500〜1200

圆钢管

048X3. 5 1200 4. 89 12. 10 5. 08 300〜700

$51X3. 5 1200 5. 22 14. 81 5. 81 300〜700

E. 0. 2 对拉螺栓承载能力应按表E. 0. 2 选 用 。
表 E . 0 . 2 对拉螺栓承载能力

螺栓直径（m m ) 螺纹内径(mm) 净面积( m m 2) 容许拉力（kN)

M12 10. 11 76 12. 90

M14 11. 84 105 17. 80

M16 13. 84 144 24. 50

T12 9. 50 71 12. 05

T14 11. 50 104 17. 65

T16 13. 50 143 24. 27

T18 15. 50 189 32. 08

T20 17. 50 241 4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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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0. 3 扣 件 容 许荷载应按表E. 0. 3 选 用 。
表 E . 0 . 3 扣件容许荷载

项 目 型 号 容许荷载(kN)

碟形扣件
2 6型 26

1 8型 18

3 形扣件
2 6型 26

1 2型 12

E . 0 . 4 钢支 柱截面特征应 按表E. 0.4选 用 。
表 E . 0 . 4 钢支柱截面特征

项目
直径(mm) 壁厚

(mm)

截面积

A(cm2)

惯性矩

K c m 4)

回转半径 

i?(cm)外径 内径

插管 48 43 2. 5 3. 57 9. 28 1. 61

套管 60 55 2. 5 4. 52 18. 70 2. 03

E . 0 . 5 钢支柱截面特征应 按表E. 0.5选 用 。
表 E . 0 . 5 钢支柱截面特征

项目
直径(mm) 壁厚

(mm)

截面积

A  (cm2)

惯性矩

I ( cm4)

回转半径 

尺（cm)外径 内径

插管 48 41 3. 5 4. 89 12. 19 1. 58

套管 60 53 3. 5 6. 21 24. 88 2. 00

E. 0. 6 钢 楞 截 面特征应按表E. 0. 6 选 用 。
表 E . 0 . 6 钢楞截面特征

规 格 截面积 惯性矩 截面抵抗矩

(mm) (cm2) (cm4) (cm3)

$48X3. 0 4. 24 10. 78 4. 49

.圆钢管 $48X3. 5 4. 89 12. 19 5. 08

051X3. 5 5. 22 14. 81 5.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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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E. 0.6

规 格

(mm)

截面积

(cm2)

惯性矩

(cm4)

截面抵抗矩

(cm3)

矩形

钢管

□ 60X40X2. 5 4. 57 21. 88 7. 29

口 80X40X2. 0 4. 52 37. 13 9. 28

□ 100X50X3. 0 8. 54 112. 12 22.42

轻型

槽钢

[ 8 0 X 4 0 X 3 .  0 4. 50 43. 92 10. 98

[ 1 0 0 X 5 0 X 3 . 0 5. 70 88. 52 12. 20

内卷边

槽钢

[ 8 0 X 4 0 X  15X3. 0 5. 08 48. 92 12. 23

[ 1 0 0 X 5 0 X 2 0 X 3 .  0 6. 58 100. 28 20. 06

轧制

槽钢
[ 8 0 X 4 3 X 5 .  0 10. 24 101. 3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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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钢模板荷载试验方法

F . 0 . 1 钢 模 板 荷 载 试 验 可 采 用 均 布 荷 载 或 集 中 荷 载 进 行 ，当模 
板 支 点 间 距 为 9 0 0 m m ，均 布 荷 载 为 3 0 k N / m 2 时 ，或 集 中 荷 载 为  
1 0 N / m m 时 ，最 大 挠 度 不 应 超 过 1 . 5 m m ;均 布 荷 载 为 4 5 k N / m 2 

时 ，或 集 中 荷 载 为 1 5 N / m m 时 ，不应发生局部破坏或折曲，卸荷后 
残余 变 形 不 应 超 过 0. 2 m m ，保 荷 时 间 应 大 于 2h，所有焊点无裂纹  
或 撕 裂 。
F. 0. 2 荷载试验标准（图 F. 0. 2)应 符 合 本 规 范 表3. 4. 4 的要求。

________ q-qb_______  P' P'=Pb

TV A

900

m m
L

m
\

L

(a)均布荷载试验 （b)集中荷载试验

图 F. 0. 2 荷载试验简图 

g—均布荷载；P—集中荷载;6—模板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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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抽 样 方 法

G. 0 . 1 钢模板和配件的检测抽样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计数 
抽 样 检 验 程 序 第 1 部 分 :按接收质量限（A Q L ) 检索的逐批检验  
抽 样 计 划 》G B / T  2828. 1 的 有 关 规 定 进 行 随 机 抽 样 ，钢模板和配  
件样本的抽取、检查及合格品的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模板和配件的质量检验合格质量水平应采用6. 5，荷载 
及破坏性检测的合格质量水平应采用4. 0 。

2 钢模板和配件的质量检查水平应采用一般检查水平I，荷 
载及破坏性检测可使用特殊检查水平S-3。

3 钢模板和配件质量检验开始应使用正常检查抽样方案，荷 
载及 破坏 性 检 测 可 使 用 放 宽 检 查 抽 样 方 案 。严格度的转移规 则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计 数 抽 样 检 验 程 序 第 1 部 分 ：按接收质量  
限（A Q L ) 检 索 的 逐 批 检 验 抽 样 计 划 》G B / T  2828.1的有关规定  
执 行 。

4 抽样方案宜采用一次抽样方案，在 生 产 稳 定 、质量保证体  
系健全的情况下，可采用二次抽样方案。采用二次抽样方案时，检 
查 水 平 、合 格 质 量 水 平 、抽 样 方 案 、严 格 度 ，以及提交检查批的规  
定 ，均应与一次抽样方案相同。

5 钢模板和配件的提交检查批，应由具有基本相同的设计和  
生产条件下制造的单位产品组成，提交检查的每一个检查批的数  
量 不 得 小 于 151件 。

6 样本应从提交的检查批中随机抽取，所抽取样本的大小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计 数 抽 样 检 验 程 序 第 1 部 分 ：按接收质量限  
( A Q L )检 索 的 逐 批 检 验 抽 样 计 划 》G B / T  2828.1的有关规定执  

行 。抽取样本的时间可在批的形成过程中，也可在批形成后。



7 样 本 单 位 的 质 量 检 验 应 按 本 规 范 表 3. 4. 5-1、表 3. 4. 5-2 

和 表 3. 4. 8 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准逐项对样本单位进行检査。
8 样 本 的 合 格 品 判 定 应 按 本 规 范 附 录 F 的 规 定 执 行 ，样本 

单位合格品数之和及不合格品数之和应为该检查批的合格判定数  
与不合格判定数，可根据规定数的大小判定该检查批的合格或不  
合 格 。

9 判为合格后的检查批的接受与判为不合格后的再次提交  
检 査 的 处 理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计 数 抽 样 检 验 程 序 第 1 部 分 : 

按接收质量限（A Q L )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G B / T  2828. 1 的 
有 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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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 钢模板质量检验评定方法

H . 0 . 1 钢 模 板 质 量 检 验评 定 方 法 应 按 百 分 制 评 定 质 量 ，检查内 
容应包括单件检查和组装检查。其中单件 检 查 应 为9 0分 ，组装检 
查 应 为 1 0分 ，满 分 应 为 100分 。
H. 0 . 2 钢 模 板 的 质 量 应 分为 优 质 品 和 合 格 品 二 个 等 级 ，其标准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 查 点 合 格 率 达 到 9 0 % 和 累 计 分 数 平 均 达 到 9 0 分可评  
为优质品。

2 检 査 点 合 格 率 达 到 8 0 % 和 累 计 分 数 平 均 达 到 8 0 分可评  
为合格品。
H. 0. 3 检查抽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抽样 规格品种不应少于6 种 。从每个规 格 中 应 抽 查5 块 ， 
抽样总 数不 应 少 于3 0块 ，其 中 模 板 长 度 大 于 或 等 于 9 0 0 m m 的应 
抽 4 种 ，角 模 应 抽 1 种 。

2 应 由 检 查 人 员 从 成 品 仓 库 中 或 从 用 户 库 存 产 品 中 随 机  
抽 样 。

3 每种规格的数量不得少于 1 0 0 件 。
H. 0. 4 评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 查 项目 应共 有2 9项 ，应按项目的重要程度分为关键项、 
主项和一■般 项 。

2 关键项应按合格点数的比例记分。每块板测三点时，有一 
点不合格者，应 扣 除 该 项 应 得 分 数 的 1/3;测 两 点 时 ，应扣除该项  
应 得 分 数 的 1/2;有两点不合格者，不应记分。

3 主项和一般项均应按合格点数的比例记分。每块板测三  
点 时 ，有一点不合格者，应 扣 除 该 项 应 得 分 数 的 1/3，有两点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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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者 ，应 扣 除 应 得 分 数 的2/3。
4 钢模板关键项的同一项目有4 0 % 的检查点超出允许偏差  

值 时 ，应 另外 加倍 抽 样 检 验 。加 倍 抽 样 检 验 的 结 果 ，仍 有 20% 的 
检查点超出允许偏差值时，该品种应为不合格品。

5 焊 点应全 部检查。合 格 点 数 大 于 或 等 于 9 0 % 者 ，应记满  
分 ，可 折 合 成 三 个 合 格 点 ；小 于 9 0 % 和 大 于 或 等 于 8 0 % 者 ，应记  
2 / 3的分数，可 折 合 成 两 个 合 格 点 ；小 于 8 0 % 和 大 于 或 等 于 7 0 %  

者 ，应 记 1 / 3的 分 数 ，可 折 合 成 一 个 合 格 点 ；小 于 70% 者不应记  
分 。有 夹 渣 、咬肉或气孔等缺陷时，该点应按不合格记，有 漏 焊 、焊 
穿 等缺 陷 时 ，该板焊缝均不应记分。

6 油漆应检查分漏涂、皱 皮 、脱皮和流淌四项，每块有一项不  
合 格 应 扣 除 1 分 。

7 单件检查 完后，应 从 样 本 中 随 机 抽 样 做 组 装 检 查 ，并应由 
受 检 单 位 派 4 人 在 2 h 内拼装完毕，每 超 过 5 min应 扣 1 分 。
H. 0 . 5 组装检查的拼模边长不应小于2 m ，组装模板的规格不应  
少 于 6 种 。
H. 0. 6 钢模板 荷载试 验应符 合本 规 范 附 录F 和 本 规 范 表 3. 4. 4 

的规定。抽样方法和批合格判定应按本规范附录G 的 要 求 执 行 。 
荷载试验不合格的产品应判定为不合格品。
H. 0. 7 钢模板质量检查方法和评定标准应按表H. 0. 7 执 行 。

表 H . 0 . 7 钢模板质量检查方法和评定标准

序号 检 查 项 目
项目

性质

评分

标准

检查

点数
检 査 方 法

1

外
形
尺
寸

长度 关键项 6 3
检查中间及两边倾角

部位

宽度 关键项 6 3 检查两端及中间部位

肋高 —般项 3 3
检查两侧面的两端及 

中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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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H. 0.7

序号 检 查 项 目
项目

性质

评分

标准

检查

点数
检 査 方 法

2

U

形
卡
孔

孔直径 一般项 3 3 检査任意孔

沿板长度的孔中心距 关键项 6 3
检查任意间距的两孔 

中心距

沿板宽度的孔中心距 主项 2 2
检査两端任意间距的 

两孔中心距

沿板宽度方向孔与边 

肋间的距离
主项 2 4

检査两端孔与两侧面 

的距离

孔中心与板面的间距 主项 4 3 检查两端及中间部分

沿板长度的孔中心与 

板端间距
主项 4 4

检查两端孔与板端 

间距

3

凸
棱
尺
寸

髙度 主项 3 3

检查任意部位宽度 主项 3 3

边肋圆角 一般项 3 2

4
面板端与两凸棱面的垂 

直度
关键项 6 2

直角尺一侧与板侧边 

贴紧检查另一边与板端 

的间距

5 板面平面度 主项 4 3

检查沿板面长度方向 

和对角线部位测量最 

大值

6 板侧面凸棱直线度 主项 4 2

检查沿板长度方向靠 

板侧凸棱面测量最大 

值，两个侧面各取一点

7 横
肋

横肋、中纵肋与边肋 

的高度差
一般项 3 3 检査任意部位

两端横肋组装位移 一般项 3 4 检査两端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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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H. 0.7

序号 检 査 项 目
项目

性质

评分

标准

检查

点数
检 查 方 法

肋间焊缝长度 主项 4 3

肋间焊缝高度 主项 3 3

8 焊
缝

肋与面板间的焊缝 

长度
一般项 3 3 检査所有焊缝

肋与面板间的焊脚 

髙度
一般项 3 3

9 模板板面对角线之差 主项 3 2
检査辑面对角线部位 

测量长度之差

10 凸鼓的髙度 一般项 3 3 检査任意部位

11 防锈漆外观 一般项 3 4
外观目测漏、皱、脱、 

淌各占1 分

12 角模90°偏差 主项 3 3 检查两端及中间部位

两块模板之间的拼缝 

间隙
一般项 2 1

相邻模板板面的高 

低差
—般项 2 1 检查任意部位

13

组
装
检
查

组装模板板面的平 

整度
一般项 2 1

组装模板板面长宽 

尺寸
一般项 2 2

检査任意部位，长宽 

各占 1分

组装模板板面对角线 

的长度差值
一般项 2 1 检査任意部位

累 计 100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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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J U 形卡荷载试验及质量检验方法

J. 0.1 荷载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U 形卡卡口弹性试验时，应 将 U 形 卡 插 人 厚 度 为 7 . 4 m m  

的实验板内，夹 紧板肋，保 荷 5 m i n卸 下 。反 复 进 行 5 0 次 后 ，其卡 
口最大残余变形不应大于1. 2 m m ，弹性孔内圆受拉面不得有横向
裂 纹 。

2 U 形卡夹紧力试验时，应在试验机上，将 U 形卡的卡口张  
大 到 7. 4 m m ，保 荷 5min，相 应 的 拉力值 应为U 形卡的夹紧力。反 
复 进 行 5 0次 后 ，其 卡 口 夹 紧 力 不 应 小 于 1500N，弹性孔内圆受拉  
面不得有横向裂纹。
J.0.2 U 形 卡的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 
钢模板质量检验评定标准》Y B / T  9251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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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K 钢支柱荷载试验及质量检验方法

K. 0. 1 钢支柱荷载试验可分为刃形支承和平面支承（图 K. 0. 1-1 

和 图 K. 0. 1-2)，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K. 0 . 1 - 1 刃形支承试验 图 K. 0 . 1 - 2 平面支承试验

1 抗压强度试验时，应 将 试 件 长 度 调 至 3 4 0 0 m m。刃形支承  
试 验 时 ，上下刃形支座应相互平行，插销的方向与刃形支座的方向  
应 成 直 角 ，钢 支 柱 应 保持 垂直 ，承 受 荷 载 不 应 小 于 1 7 k N。平面支  
承试 验时 ，加压板应直接放在托板上，钢 支 柱 应 保 持 垂 直 ，承受荷 
载 不 应 小 于 3 8 k N。

2 挠 度 试 验 时 ，应 采 用 刃 形 支 承 ，试 件 长 度 应 为 3 4 0 0 m m。 
在钢支柱中间可设标尺测横向挠度。试 验 荷 载 为 9 k N 时 ，最大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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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挠度不应超 过7 m m 。
K . 0 . 2 钢支柱的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 
钢模板质量检验评定标准》Y B / T  9251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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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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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 ；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 。
' 2 条文中指 明应按其他 有 关 标 准 执 行 的 写法为 应 符 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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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说订修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 B / T  50214—2013，经住房城乡建设  
部 2013年 8 月 8 日 以 第 118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 范 是 在 原 国 家 标 准 《组 合 钢 模 板 技 术 规 范》G B  50214- 

2001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冶金部建筑研究总  
院 ，参编单位是武钢集团金属结构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建工集团第  
一建筑公司、中国有色六冶金结钢模板厂、中 煤建 安机械厂、广西 
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钢模板厂、石家庄市太行钢模板厂、宁波市建筑安装集团总公  
司设备租赁公司、淄 博 市 钢 模 板 租 赁 公 司 ，主要起草人员是糜嘉  
平 、陶茂华、于可立、忻 国 强 、黄 国 明 、商自 河、李 晓 平 、谭碧 霞 、党风 
伟 、陈建国、王纲 。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规范编制组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  
究 ，总结了我国组合钢模板的设计、制 作 和 施 工 技 术 的 实 践 经 验 ， 
同时参考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 标 准 ，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 工 、科 研 、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组 合 钢 模 板 技 术 规 范 》编制 
组 按 章 、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 是 ，本条文说  
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 

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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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1 . 0 . 1 推广应用组合钢模板不仅是以钢代木的重大措施，同时对 
改革施工工艺，加快工程 进 度，提 高 工 程 质 量 ，降低工程费用等都  
起着较大的作用。 目前，钢模板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工  
作 跟不 上 ，钢 模 板 周 转 次 数 偏 低 、损 坏 率 偏 高 、零 配 件 丢 失 较 多 。 
所 以 ，为切实加强对钢模板的制作质量和技术管理，加速模板的周 
转 使 用 、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制定本规范。
1 . 0 . 2 本条对组合钢模板的适用范围作了规定。多年来的工程  
实 践 ，组合钢模板已在各种类型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的现浇混凝土  
工程中得到大量应用。在桥 墩、筒 仓 、水坝等一般构筑物以及现场  
预制混凝土构件施工中，也已大量采用。对于特殊工程，应结合工 
程 需 要 ，另行设计异型模板和配件。

本规范已包括组合钢模板的设计、制 作 、施工和技术管理等内  
容 ，也包含了产品标准的内容。当钢模板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与  
本规范内容相冲突时，应以本规范为准。
1. 0. 4 本条要求设计单位在结构设计时，应结合钢模板的模数进  
行 设 计 ，以利于钢模板的推广使用。 目前有些设计单位已针对本  
规范的要求，制订了使用组合钢模板对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模数  
的一些规定。这样使设计与施工结合起来，有利于施工单位使用
钢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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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板设计与制作

3.1 设 计

3.1.1 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17中采用极限状  
态的计 算方 法 ，因此本规范也一致采用概率极限状态设计原则和  
分项系数表达的计算方法。
3 . 1 . 3 钢模板的刚度和强度，与 钢 材 的 材 质 、钢板的厚度有很大  
关 系 。不少钢 模板厂采用钢板下公差较大，造成钢模板的刚度和  
强度无法保证。
3 . 1 . 4 根 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要求，钢 模 板 应 拼 缝 严 密 ，保证 
混凝土浇筑质量。同时钢模板应发挥装拆灵活、搬运方便的特点。
3 . 1 . 5 关于钢模板模数设计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1)钢模板是采用模数制设计，宽 度 模 数 是 以 5 0 m m 进 级 （宽 
度 超 过 6 0 0 m m 时 ，以 1 5 0 m m 进 级 ），长 度 模 数 是 以 1 5 0 m m 进级 
(长 度 超 过 9 0 0 m m 时 以 3 0 0 m m 进 级 ），由 于 模 板 能 横 竖 拼 装 ，所 
以 模板尺寸的模数可为5 0 m m 进 级 。

(2)本规范中钢模板附图仅为示意图，生产厂制作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组合钢模板标准设计》GB J T  1(—）进行加工。

(3)阴角模板、阳角模板系对混凝土结构而言。
(4)阳角模板刚度较大，使 用 阳 角 模 板 的 混 凝 土 构 件 ，外观平  

整 ，角 度准确。如果没有阳角模板可以用连接角模代替。
(5)嵌补模板中各种嵌板的形状，分别与平面模板、阴角模板、 

阳角模板、连接角模等相同，所以在附图中不再另加。
3. 1 . 6 本规范所列钢模板规格为通用性较大的基本规格，如有的 
部门和地区对此基本规格感到不足，可以结合工程需要增加其他  
规 格 模 板 和 异 形 模 板 ，但 这 些 增 加 的 模 板 应 与 本 规 范 的 模 数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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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 ，并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生产。
3 . 1 . 7 为满足组合钢模板横竖拼装的特点，钢 模 板 纵 、横肋的孔  
距 与 模 板 长 度 和 宽 度 的 模 数 应 一 致 ，由 于 模 板 长 度 的 模 数 以  
1 5 0 m m 进 级 ，宽 度 模 数 以 5 0 m m 进 级 ，所 以 ，模板纵肋上的孔距宜  
为 1 5 0 m m ，端 横 肋 上 的 孔 距 宜 为 5 0 m m ，这样可以达到横竖任意  
拼装的要求。现行国家标准《组 合 钢 模 板 标 准 设 计》GB J T  1 中已 
将 1 0 0 m m 宽 模 板 改 为 2 个 孔 ，2 0 0 m m 和 2 5 0 m m 宽 的 模 板 改 为 4 

个 孔 ，在 制 作 中 也可 以将1 5 0 m m 宽 的 模 板 改 为 3 个 孔 ，3 0 0 m m 宽 
的 模 板 改 为 6 个 孔 ，更利于模板的横竖组合拼装。
3 . 1 . 9 关于连接件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1)本规范中的连接件附图，仅 作 示 意 图 ，所以尺寸不全或没 
有 尺 寸 ，制 作 应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组 合 钢 模 板 标 准 设 计》GB J T  1 

(二 ）进行加工。
( 2 ) U形 卡 一 般 都 采 用 Q 2 3 ]俐 制 作 ，通 过 工 程 实 践 使 用 ，基 

本能满足要求，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有 的 U 形 卡 使 用 几次 后 ，卡口 

张 大 ，夹紧力不足，弹性孔内圆面有裂纹，使用几次易产生断裂，所 
以 宜 提 高 U 形 卡 材 质 。卡 口 处 尺 寸 应 根 据 板 厚 来 调 整 ，卡口宽  
度 =  2 S + l m m G 为 钢 板 厚 ）。另 外 ，在加工工艺上 要 保 证加 工 质  
量 。 目前采用改制钢材加工的U 形卡已很 多，这 种 U 形卡价格很 
低 ，但 不 能 满 足 使 用 要 求 。各 有 关 部 门 应 严 格 限 制 生 产 这 种 U  

形 卡 。
(3)扣 件 。有 碟 形 和 3 形 两 种 。碟形扣件是用于承载能力大  

的矩形钢管或卷边槽钢。3 形 扣 件 用 于 承 载 能 力 小 的 圆 形 钢 管 ， 
原碟形扣件的外形设计不太合理，虽然耗用钢材多，但承载能力并  
不 大 ，3 形扣件的外形较合理，承载能力较大。从 表 1 的试验结果  
可 见 ，3 形 扣 件 的 破 坏 荷 重 比 碟 形 扣 件 大 ，所 以 在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组合钢模 板 标 准 设 计》GBJ T  1(二 ）中 ，已对碟形扣件的钢板加  
厚 ，外形设计也作了改进，使碟形扣件的承载能力提高到能与钢愣  
和拉杆配套使用。



表 1 扣件承载试验

项 目 试件
荷重（kN) 破坏荷重 

(kN)5 10 15 20

变形

(mm)

碟形

扣件

1 — 3. 50 4. 50 —- 1. 75

2 0. 50 3. 00 4. 50 — 1. 50

3 — 3. 00 4. 50 6. 50 2. 08

3 形 

扣件

1 1. 50 2. 50 4. 00 6. 00 2. 15

2 2. 00 2. 50 4. 50 6. 5 2. 10

3 2. 00 2. 50 3. 50 6. 50 2. 38

(4)对 拉 螺 栓，是模板拉杆的一种形式，由内、外拉杆和顶帽组  
成的三节工具式对拉螺栓，其 优 点 是 ：

1)能将内外面模板的位置固定，不 用 再 加 内 顶 杆 。用它来承  
受混凝土侧压力，使模板的支撑简单。

2)内拉杆不露出混凝土表面，适于防水混凝土结构。
3)外拉杆和顶帽装拆简单，可多次周转使用。
但也有一些缺点，如外拉杆加工较复杂，使用时模板上要打孔  

洞 ，内拉杆安装时两头的丝扣量不易保证均匀，内拉杆不易取出。
对拉装置的种类和规格尺寸较多，可按设计要求和供应条件  

选 用 ，目前有不少单位使用通长螺栓代替内外拉杆，加 工 简 单 ，也 
有采取在内拉杆外用纸包裹或加水泥管、塑材管等办法，可以取出 
内拉杆。还 有 板 条 式 拉 杆 和 螺 纹 拉 杆 等 ，需 通 过 工 程 实 践 后 再  
总 结 。
3 . 1 . 1 0 关于支承件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1)支承件的附图均为示意图，其 种 类 还 不 齐 全 ，还需要通过  
实践使用加以补充完善。

(2)钢楞的称呼较多。如“连 杆 ” 其含义是能将单块板连结拼  
成大块的杆 件；“龙骨”即骨架的意思；“背楞”即模板背面的楞；“ 加 
强梁”即对模板起加强作用的梁，以及檩条、格 栅 、连 系 梁 、支 撑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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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反复推敲，认为称“背愣”较 适 宜 。由于目前背愣都是用的钢材， 
为强调以钢代木，最后正式定名为“钢楞 ” ，钢楞的类型和规格尺寸  
较 多 ，本规范不可能将各地使用的类型都包括进去，各地可根据设 
计要求和供应条件选用。

(3)柱 箍 ，又称定位夹箍、柱卡箍等。对目前使用的柱箍主要有 
两个意见，一是认为刚度不够，二是认为应增加通用性。 L 7 5 m m X  

2 5 m m X 3 m m 角 钢 柱 箍 的 刚 度 较 差 ，在 侧 压 力 3 0 k N / m 2时 ，柱宽 
不 大 于 6 0 0 m m ，现 巳 改 为 L 7 5 m m  X  2 5 m m  X  5 m m 。为增加通用  
性 ，可以设计成柱箍与梁托架通用，又 可 以 利用 现有 钢 楞 （如圆钢 
管 、内卷边槽钢等)作为 柱箍 ，这在有些工程中巳采用，效果较好。

(4)钢 支 柱 ，又称 钢管 架、钢 管 支 撑 、钢 顶 撑 等 ，是一种单管式  
支 柱 ，其 优点 是：①在使用长度内，可以自由连续调节高度；②采用 
深槽方牙螺纹，旋 转 流 畅 ，制 动 灵 活 ；③ 结 构 简 单 ，强 度 较 大 ，使用 
安全 可 靠；④操作简单，适应 性 强 ，可多次重复使用。

外螺纹钢支柱在使用中，存在砂浆等污物易沾结螺纹，螺纹在 
使用和搬运中易碰坏，以及帽盖、链条 和 插 销 丢 失 较 严 重 等 问 题 。 
内螺纹钢支柱，除具有上述优点外，还 可 以 避 免 以 上 的 不 足 ，由于 
还未大量应用，所以暂未列入本规范。

(5)钢管支架，是 利用 现有 扣件 式脚 手钢 管 来 作模 板 支 架 ，目 
前 ，钢 管 支 架 的 应用 已比 较普 遍 ，其 优 点 是 ：① 装 拆 方 便 ，组装灵  
活 ，可按需要组装成各种形状，适应建筑物平、立面的变化；②通用 
性 强 ，坚 固 耐 用 ，可 用 于 各 种 不 同 现 浇 混 凝 土 结 构 的 模 板 工 程 ； 
③结构简单，搬运方便 。

但 是 ，扣件式钢管支架的安全性较差，在高大空间的模板支架  
中 ，应避免使用。

(6)门式支架，是 利 用 门 式 脚 手 架 来 作 模 板 支 架 ，其 优 点 是 ： 
①装拆简单，施工工效高；②承载性能好，使用安全可靠；③使用功 
能 多 、寿命 长，经济效益好。 目前已大量应用，效果也较好。

(7)碗扣式（插 接 式 、盘销 式 ）支 架 ，是 利 用 碗 扣 式 （插接,式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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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式)脚手架来作模板支架，其优点是:①装拆灵活、操作方便，可提 
高工效;②结构合理、使用安全、使用寿命长;③使用功能多，应用范 
围广。碗扣式支架是新型脚手架中推广应用量最多的脚手架。

3.2 材 料

3 . 2 . 1 组合钢模板加工制作的各种材料，主材有钢板、型 钢 ；辅材 
有 焊 条 、油 漆 等 ，各 类材料的 材质均 应符 合 国 家 有 关 标 准 的 规 定 。 
主 材 的 钢 材 为 Q 2 3 5，其中 质量 等级 可 采 用A 、B 或 C ，脱氧方法采  
用 镇 静 钢 Z 的钢材，一 般采用热轧钢板。
3. 2. 2 钢板的材质应在模板制作前，按国家有关现行标准复查或  
检 验 。 目前 不少生 产厂用于 钢模板的 钢 材 材 质 不 符 合 规 范 的 要  
求 ，甚至有的厂家还采用改制再生钢材加工钢模板，不能满足施工 
要 求 。另 外 ，有不少钢 模板厂采 用的钢板厚度名誉为2. 5 0 m m ，实 
际 只 有 2. 2 0 m m 〜2. 3 0 m m ，钢 模 板 的刚 度和 强 度 无 法 保 证 ，严重 
影响钢模板的制作质量和使用效果。

原规范中采用脚手架钢管的材质为Q 2 3 5，由于低合金钢管在 
物理力学性能上均明显优于普碳钢管，发达国家的脚手架钢管材  
质 普 遍 采 用 Q 3 4 5，目前国内不少脚手架企业也已采用Q 3 4 5 的钢 
管 。因此修订规范中对钢模板和钢管的材质应作相应补充，杜绝 
改制钢材加工钢模板。

3.3 制 作

3 . 3 . 1 本条强调“采用 冷 轧冲压整体成型的生产工艺 ” 。钢模板  
制作有三种方法：

(1)采用角钢作边肋，与钢板焊接。
(2)边肋与面板都是钢板，采用通长焊接。
(3)边肋 与面板连成一体，采 用 专 用 设 备 压 轧 成 型 ，如 图 1 所

/J、o

前两种方法加工质量不易保证，生 产 效 率 低 ，不 应 再 采 用 ，第



三种方法利于组织机械化生产，劳动效率高，产品质量好。
凸棱倾角是钢模板的重要部位，也是制作的技术难关，应严格 

按制作图所示的尺寸加工。 目前凸棱倾角有以下三种形式，如 图 2 

所 示 。其中以第一种使用最普遍，其他两种也可采用。

f u  』  n n ji........... r

⑴ (2) (3)

图 1 钢模板成型图

,0.3

「

^ ~  r-----------
i---------------------

(1) (2) (3)

图 2 凸棱倾角图

3 . 3 . 2 钢 模 板 边 肋 上 孔 眼 的 尺 寸 精 度 是 模 板 拼 装 质 量 的 关 键 。 
采 用 一 次 冲 2 个〜5 个孔的加工工 艺，不易保证孔眼的尺寸精度， 
所以宜采用一次冲压和压鼓的生产工艺。
3 . 3 . 3 为方便钢模板与钢愣连接，钢模板所有横肋均宜带孔。
3 . 3 . 4 宽 幅 钢 模 板 纵 肋 宜 采 用 5 0 m m X 5 0 m m 矩形钢管或冷弯  
型钢 。
3 . 3 . 6 钢模板组装焊接后，模 板 会产 生 不 同 程 度 的 变 形 ，必须通  
过校正来保证质量。 目前大多数制作厂都采用手工校正，劳动强 
度 大 ，工作条件差，矫 平质 量 不 易保 证，所以应强调采用模板整形  
机 ，不但可提高工效，还能消除在人工矫平中产生的噪声和繁重的  
体力劳动。
3 . 3 . 7 钢 模 板 生 产 中 宜 采 用 二 氧 化 碳 气 体 保 护 焊 ，采用手工电  
弧 焊 时 ，必 须 强 调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非 合 金 钢 及 细 晶 粒 钢 焊 条 》 
G B / T  5117的 规 定 执 行 ，且 不 得 有 漏 焊 、焊 穿 、裂 纹 等 缺 陷 ，不宜 
产生咬肉、夹 渣 、气孔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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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U 形卡的夹紧 力不 小 于1500N，经 5 0次夹松试验，卡口胀 
大 不 超 过 1. 2 m m ，如 表 2 和 表 3 所 來 。

表 2 夹紧力试验（N)

反复次数（次） 10 20 30 50 100

原卡口尺寸5. 6 m m
2500 2500 2200 2200 2200

控制卡口至张大尺寸

原卡口尺寸6 m m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控制卡口至张大尺寸

表 3 夹松弹性试验

第一组（m m ) 第二组（m m ) 第三组（m m )

原卡口尺寸 5. 32 原卡口尺寸 5. 32 原卡口尺寸 5. 65

控制卡口 

至张大
7. 40

控制卡口 

至张大
7. 40

控制卡口 

至张大
7. 40

1 0次 5. 70 1 0次 5. 90 1 0次 6. 52

2 0次 5. 70 2 0次 5. 90 2 0次 6. 60

3 0次 5. 80 3 0次 6. 00 3 0次 6. 60

5 0次 6. 70 5 0次 6. 40 5 0次 6. 68

100次 6. 90 100次 6. 40 100次 6. 68

3 . 3 . 1 1 连接件宜采用镀锌表面处理。 目前大部分生产厂的镀锌 
质 量都 较差，不仅镀锌层厚度小，而且表面无光泽，防锈效果较差。

3.4 检 验

3. 4.1N3. 4 . 2 为确保钢模板的制作质量，应 加 强 产 品 质 量 管 理 。 
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和检查机构，认真做好自检、抽检和终检三种检  
查 。 目前，还有不少厂家质量检查机构不健全，检查原始记录不齐  
全 ，甚至有的厂家无终检检查记录。

本规范中订出了合格品和优质品的标准，各生产厂可根据本
• 72 •



规范的质量标准，另行 制 订 厂 标 ，其 标 准 应 高 于 国 家 标 准 ，以作为 
评定本厂产品等级的依据。
3 . 4 . 3 生产厂必须达到国家三级及其以上计量标准，有条件的单 
位还应建立检测中心站。
3 . 4 . 4 荷载试验标准中，模板试验可采用均布荷载或集中荷载进  
行 。当模板支点间距为9 0 0 m m ，均 布 荷 载 g =  3 0 k N / m2，相当于集 
中 荷 载 P = 1 0 N / m m ; 均 布 荷 载 g =  4 5 k N / m2，相 当 于 集 中 荷 载  
J ° = 1 5 N / m m。其推导过程如下：

均布荷载时的最大挠度：
fmax =  ̂ ql4/S8AEI (1)

二点集中荷载时的最大挠度：
/ m a x  =  23/),Z3/648E7 (2)

其 中 = 叻(板宽），// = 冲 (板宽）
当 / _  =  / _ 时 ，则 5的Z4/384£：J =  2 3 / ^ 3/648£：J 

得 p=Q . 367ql 
当 Z =  9 0 0 m m  时 ，

P =  0：367X900q=330.  3q 

均布荷载 g =  3 0 k N / m 2 =0. 0 3 N / m m 2 时 ，
集中荷载 p =  330. 30X0. 03 =  9. 909 =  10(N/mm)

均布荷载 g ^ A S k N / m 2 =0. 0 4 5 N / m m 2 时 ，
集中荷载 P  =  330. 30X0. 045 =  14. 8635 =  15(N/mm)

3 . 4 . 5 本条规定的钢模板制作质量标准与原规范相比作了如下  
修 改 ：

(1)沿板长度的孔中心距允许偏差±0. 60，改为±0. 30。
(2)沿 板 长 度 的 孔 中 心 与 板 端 间 距 允 许 偏 差 ±  0• 39，改

为士0. 60。
(3)沿板宽度孔中心与边肋凸棱面的间距允许偏差±0. 30，改 

为士0. 60。
(4)凸棱 的宽 度4. 0 0 改 为 6. 00;允 许 偏 差 +  2. 00、一1. 00，改

• 73



为 ±1. 00。
(5) 增 加 模 板 板 面 两 对 角 线 之 差 允 许 偏 差 小 于 或 等 于

0. 50%0。
(6) 钢模板产品组装质量标准的相邻模板面的高低差小于或  

等 于 2. 00，改 为 小 于 或 等 于1. 50。
3 . 4 . 6 钢模板成品质量的合格判定，按现行国家标准《计数抽样  
检 验 程 序 第 1 部 分 :按接收质量限（A Q L )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 划 》G B / T  2828. 1 抽 样 方 案 、抽 样 检 验 及 判 定 。样本的合格品  
判定按《组合钢模板质量检验评定标准》Y B / T  9251来 确 定 。
3 . 4 . 8 本 条 规 定 的 配 件 制 作 质 量 标 准 与 原 规 范 相 比 ，删除了桁 
架 、梁 卡 具 、门式支架和碗扣式支架的质量标准项目。

3 . 4 . 9 钢模板表面应经除油、除 镑 处 理 后 ，再 做 防 镑 处 理 。 目前 
不少生产厂对除油这道工序不够重视，涂漆附着力差，油漆容易脱 
落 ，模 板 易 生 锈 ，影响使用寿命。

3.5 标志与包装

3 . 5 . 1 钢模板产品出厂，应 打 印 厂 名 、商 标 、批 号 等 标 志 ，以便于 
用户对生产厂产品质量监督。 目前不少厂家还未曾向有关部门注  
册 商 标 ，即使有商标的厂家，也不重视打印标志。
3 . 5 . 2 钢模板运输要采用捆扎或包装，不 强 求 必 须 装 入 集 装 箱 。 
由于采用集装箱包装不仅增加包装费用，而且空集装箱占地面积  
大 ，给用户增加很大负担。 目前不少生产厂自行设计研究了各种  
捆扎或包装方式，避 免采 用 集 装 箱 ，但 是 ，必须满足产品在运输中  
能保证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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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使用组合钢模板必须预先做好施工设计。在使用木模板  
时 ，只要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对支模方案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工人就 
能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图纸，在 现 场临 时拼 制 和 组 装 。在使用钢  
模 板 时 ，因模板及配件都是定型工具，不 允 许 在 现 场 锯 切 改 制 ，需 
要事先做好模板工程施工设计，确定钢模板的配置和支架布置方  
案 ，并提出需用部件的规格、数 量 ，以便 做好备料工作。施工时工  
人可按图拼装。

目前一般建筑工程的混凝土模板都已进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范围（搭 设 高 度 5 m 及 以 上 ；搭 设 跨 度 1 0 m 及 以 上 ；施工 
总 荷 载 1 0 k N / m 2及 以 上 ；集 中 线 荷 载 1 5 k N / m 及 以 上 ），为适应项 

目施工技术管理要求，建筑施工中的常见模板工程都应编制专项  
施工方案。
4. 1. 2 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中，施工设计应包括编制钢模板  
与配件的规格、品种与数量计划表、使 用 机 具 计 划 表 等 ；施工工艺  
技术应包括模板搭设技术参数，模板施工工艺流程，模板支承系统 
安装及拆卸的程序，特 殊 部 位 、预 埋 件 及 预 留 孔 洞的 处理 方 法 ，必 
要的加热、保温或隔热措施等 ;设计计算和相关图纸应包括根据结  
构构造型式和施工条件确定模板荷载，对模板和支承系统做力学  
验 算 ；连接件和支承系统布置图、细部结构和异型模板详图及特殊  
部位详图等。
4. 1. 4 提倡各施工单位根据自己的施工经验和置备情况预先编  
制有关模板工程的各种计算图表，使施工人员利用这些图表可以  
直接配板和布置支承系统，以减少制图和计算的工作量。

4 模板工程的施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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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 5 为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强 调 使 用 钢 模 板 时 ，要特别重视加  
快 模 板 周 转 使 用 的 速 度 。因 此 ，本 条 提 出 各 种 加 快 模 板 周 转 的  
措 施 。

为了降低施工工程费用，加强对钢模板和配件的管理，根据实 
践使 用的 经 验 ，钢 模 板 的 周 转 次 数 一 般 都 不 少 于5 0 次 ，连接件的  
周 转 次 数 不 少 于 2 5次 ，支承件的周转次数不少于7 5 次 。

4 . 2 刚度及强度验算

4 . 2 . 1 作用于水平模板上的垂直荷载，一般比较容易得出切合实  
际的荷载数值。作 用于竖向 模 板 上 的 混 凝 土侧 压 力，目前国内外 
规范所推荐的侧压力计算公式较多。由于 侧 压 力 计算 很复 杂，目 
前我们还提不出有可靠根据的计算公式。鉴于《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0204为国内现行的国家规范，所 以 ，本规 
范中组合钢模板承受的荷载，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0204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和组合。
4 . 2 . 2 模板结构本身的重量较轻，其破坏主要由构件的变形和失 
稳 引 起 。所以要用总荷载或最大侧压 力验算钢模板、钢楞和支柱  
的刚度。
4 . 2 . 3 材料的强度设计值，按 长 期 和 短 期 荷 载 的 不 同 ，各取不同  
的数值。模板结构材 料的强度 设计 值，根据组合钢模板的新旧程  
度 、荷载性质和结构部位，可 在 长 期 与 短 期 之 间 ，取用适当的中间  
值 。本条规定模板材料的强度设计值，按照现行规范规定的数值  
乘 以 1. 00〜1. 1 8 系数是安全的。

4.3 配 板 设 计

4 . 3 . 1 配板时宜选用较大尺寸的钢模板为主板。这是因为模板  
越 大 ，用钢量越省，装拆也省工。根据日本和我国工业建筑工地使  
用 情 况 ，以 3 0 0 m m X  1 5 0 0 m m 的 钢 模 板 为 主 板 ，使用 量占 模板 总  
面 积 7 5 % 左 右 ，因 为 这 种 模 板 的 重 量 尚 能 由 人 工 操 作 ，钢楞的间



距 为 7 5 0 m m 也较为合适。
4 . 3 . 3 在钢模板上固定预埋件尚无简便的方法，用 螺 栓 固 定 ，需 
要 钻 孔 ，破坏了钢模板；把 预埋 件 固 定 在 钢 筋 上 ，不与模板连接固  
定 ，有可能因模板变形，预埋件被砂浆埋盖，拆模后找不到预埋件。 
有人认为与木模板相比，钢 模 板 刚 度 大 ，不 容 易 变 形 ，所以预埋件  
不与模板连接固定是可行的。但 这还 需 要 由 更 多 的 实 践 来 证 明 ， 
所以目前还不能制订出统一具体的固定方法。
4. 3. 5 钢模板端头接缝错开布置可增加模板面积的整体刚度，就 
地支 模 时 ，可 以 不 用 外 愣 。对 于 3 0 k N / m 2以 内 的 荷 载 ，内楞间距 
可以扩大。接缝齐平布置时，接缝处刚度较差，每块钢模板必须有  
两个支承点才能稳定。
4. 3 . 6 钢模板上钻孔，一般 都是 每 次 安 装 以 后 ，按所需位置进行  
钻 孔 ，每次钻孔和修补需要用专用工具，也 损 坏 了 模 板 。所 以 ，应 
使用有标准孔的模板，以便多次周转使用。长期以来在框架柱、剪 
力墙上埋设墙体拉结筋一直困扰着施工行业，采用拉结筋弯折后  
装入模板，待浇筑混凝土拆模后再将其撬出，不但损坏混凝土结构  
还会使埋设位置偏差太大；采用模板钻孔法，损坏模板缩短其使用  
寿 命 ，拆 模 困 难 ，同样埋设精度也无法满足要求。 目前常用做法是 
沿框架柱或剪力墙全高每隔4 0 0 m m 〜5 0 0 m m 用 植 筋 法 埋 设 206 

拉结 钢 筋，避免了在钢模板上钻孔。
4 . 3 . 7 柱 、梁 、墙 、板 的 交接 部 分 是模板施工的难点，应使用专用  
模 板 ，可以保证节点施工混凝土的质量。

4 . 4 支承系统的设计

4 . 4 . 2 内 钢 楞 的 间 距 ，对 于 1 5 0 0 m m 长 的 钢 模 板 来 说 ，宜采用
7 5 0 m m o

钢模板的肋条已相当于木模板的小楞，对于由人工单块组装  
的模板，只要设置一道钢楞作为模板支承，使支柱或对拉螺栓可以  
着 力 ，就能成为稳固的结构。但目前单块组装的钢模板，还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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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纵横双重钢楞，多花费了支模工料。
所以本条特别指出，外楞的作用在于加强模板的整体刚度和  

调 整 平 直度，对于预 组 装 大模 板 ，为 加 强 吊 装 刚 度 ，设置纵横楞是  
有必 要 的 。对于单块组装的模板，外楞是可以节省的。

在施工设计中，模板的支承系统一般是根据支模惯例、参考图 
表 、供 料 情 况 、选用构 件 的 规 格 和 间 距 ，进 行 安 排 布 置 。如果模板  
结 构 形式复杂，应取用代表 性和 构造 特殊 的 部 分 进 行 验 算。只有 
满足此构造要求，钢模板才是安全的。
4 . 4 . 4 柱箍和梁卡具是工具式部件，装 拆 方 便 ，适用于断面不大  
的柱 、梁 结 构 。对于大断面的柱、梁 结 构 ，因侧向荷载较大，宜用对 
拉螺栓和 钢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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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施 工 准 备

5. 1. 1 本条规定组合钢模板安装前，应向施工班组进行技术交底  
及安全技术交底，并履行签字手续。此规定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
5. 1. 2 测量控制点应在模板工程施工以前进行评定，并将控制线 
和标高引入施工安装场地。
5. 1. 3 由于组合钢模板规格扩大，为确保模板连接和支撑安全可  
靠 ，施工单位应对进场的模板连接件、支承件等配件的产品质量加
强 检 查 。
5 . 1 . 4 本条规定了对进场的模板及配件的复检要求。由于模板 
使用后会变形，现场修复往往达不到原来的精度，但应达到本规范 
表 6. 2. 1 钢模板及配件修复后的主要质量标准。对于板面严重弯 
曲或扭曲，肋板脱落或脱焊多处，钻 孔 较 多 或 较 大 ，模板损伤或裂  
缝 严 重 ，已无法修复者，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钢模板质量检验  
评定标准》Y B / T  9251执 行 ，均作报废处理。
5. 1 . 5 为了确保模板的组装质量和安全可靠性，对试吊完毕后的 
组装模板进行复查，并 再检 查 配 件 的 数量 、位 置 和 紧 固 情 况 ，十分
必 要 。

另 外 ，在钢模板施工组装质量标准中，组装模板板面平整度小  
于 或 等 于 2. 00，改 为 小 于 或 等 于3. 00。
5. 1. 6 经检查合格的组装模板一般做法是：运 输 时 ，组装模板平  
放稳当妥帖，每层之间加垫木，模 板 与 垫 木 均 应 上 下 对 齐 ，底层模  
板应垫 离 地面 不 小 于1 0 0 m m。工 地 上 ，按模板编号顺序立插在模  
板 架 内 ，便于吊装使用。

5 模板工程的施工及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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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7 模 板 上 涂 废 机 油 影 响 混 凝 土 的 感 观 ，以及后期抹灰的黏 
结 ，严重 影响钢筋与混凝土的黏结力，从 而 影 响 工 程 质 量 ，因此本 
条 规 定 ，在涂刷模板脱模剂时，不 得 沾 污 钢 筋 和 混 凝 土 接 槎 处 ，严 
禁在模板上涂刷废机油。
5. 1. 8 模板的安装底面事先应做好找平工作对组合钢模板的顺  
利安装和混凝土浇筑质量关系极大。模板安装时，如底面的定位、 
找 平 、稳固等措施不可靠，对模 板 的 合 缝 和 调 整 会 带 来 困 难 ，同时 
会引起漏浆烂根，影响混凝土构筑物的质量，因此本条款列举了具  
体的措施和方法，保证底面平整坚实，并采取可靠的定位措施。 
5 . 1 . 9 当 前 在 钢 模 板 施 工 中 ，有 不 少 施 工 企 业 采 用 钢 板 替 代 扣  
件 ，用钢筋替代对拉螺栓，用木方替代柱箍，严重影响了施工质量， 
应禁止使用 。

5 . 2 安装及拆除

5 . 2 . 1 本条对组合钢模板的现场安装作了详细的说明规定，目的 
是为了确保在浇筑混凝土时，组装的钢模板能抵抗混凝土的侧压  
力而不发生漏浆、形 变 、爆 模 ，甚至倒塌事故，确保混凝土按建筑设  
计 要 求 成 型。因此，必须严格遵守本条款的规定。
5. 2 . 2 本条目的在于保证模板拼接牢固和模板整体平整度，以及 
保证对拉螺栓孔眼大小、形 状 的 规 整 和 受 力 ，避 免 漏 浆 、爆模等混  
凝土质量事故的发生。
5 . 2 . 3 对于模板安装的起拱支模、焊 接 钢 筋 骨 架 、预埋部件和预  
留孔洞以及预制构件模板安装等事项均需遵照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0204的相应规定。
5 . 2 . 4 曲面结构的模板面与设计曲面的最大差值，不得超过设计  
的允许值，系指正负差值都不得超过设计允许值。
5 . 2 . 5 模板安装完毕，必 须 按 本 规 范 第 5. 4 节的要求进行检查验  
收后 方可 进行 下道 工序 。混 凝 土 的 浇 筑 必 须 按 照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0204的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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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5 . 2 . 6 拆除模板的时间对确保混凝土建筑结构的寿命有极重要  
意 义 。因此在模板承重系统拆除前，必须核查混凝土同条件试块  
强度报 告，确保浇筑混凝土达到拆模强度后方可拆除。
5 . 2 . 7 本条对现场拆除组合钢模板时所作的各项规定，对于保证 
新浇筑混凝土表面质量、保护与方便模板和配件的周转使用有重  
要指导作用。

5 . 3 安 全 要 求

5 . 3 . 1 组合钢模板容易导电，曾多次 发生 事故 ，所以本条款强调  
要用低压电源，否则必须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5 . 3 . 2 本 条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高 处 作 业 分 级 》G B / T  3 6 0 8的规 
定 ，凡 高 度 在 2 m 及 2 m 以 上，就应注意连接件和工具的掉落伤人。 
5 . 3 . 3 钢模板用于建筑施工时，遇有大风和雨雪、浓 雾 、雷电等恶 
劣天气和环境应有预防措施。
5 . 3 . 4 高空作业人员攀登组合钢模板或脚手架等上下，以及在高 
空的墙顶、独立梁及其模板等上面行走都是极不安全的作业，经常 
发生事故，甚至伤及生命，必须严格禁止。
5 . 3 . 5 本条强调装拆时，上 下 应 有 人 接 应 ，随 装 拆 、随 转 运 ，不要 
在脚手板上堆置钢模板及配件。因平放叠置的钢模板及配件受到  
推 撞 时 ，容易滑落伤人。装 拆 模 板 ，不 得 拋 掷 踩 撞 。若 中 途 停 歇 ， 
应把活动部件固定牢靠。
5 . 3 . 6 本条强调装拆模板，应 有 稳 固 的 登 高 工 具 或 脚 手 架 ，不得 
有不稳固的临时措施。装 拆 过 程 中 ，操 作 面 以 下 不 得 站 人 。高处 
作 业 时 ，操作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带，地 面 应 设 置 围 栏 和 警 戒 标 志 ， 
并有专A 看 守 ，不得有非作业人员进人作业区内。
5 . 3 . 7 安装模板时，应随时有相应可靠支撑固定，防止跌落、倾覆 
伤 人 。
5 . 3 . 9 预组装模板装拆时，垂 直 吊 运 应 采 取 两个 以 上 的吊 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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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吊运应采取四个吊点，吊点应合理布置并进行受力计算。吊具 
的起始重量至少是与组装模板重量的一倍。
5. 3. 1 0 预组装模板拆除时，应先挂好吊索，然后拆除支撑及对拉  
螺栓等连 接 件 ，待模板脱离开 结 构 表面 ，经 检 查 ，没有与结构有任  
何连接后再起吊，采用不会脱钩的吊钩。
5 . 3 . 1 1 拆除承重模板时，操 作 人 员 应 站 在 安 全 地 点 ，逐 块 拆 除 ， 
不得架空猛撬、硬拉或大面积撬落和拉倒。如果先将支模架拆除  
时 ，应搭设临时支撑再进行拆卸。
5. 3. 1 2 模板支承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其底部应稳固，不得任意拆  
除连接杆件和松动连接件，更不能用作缆风绳或其他拉接。

5 . 4 检 查 验 收

5 . 4 . 1 模 板 支 撑 系 统 搭 设 完 成 后 ，应 由 项 目 负 责 人 组 织 施 工 单  
位 、监理单位及相关人员进行逐项仔细验收。验 收 合 格 ，经施工单 
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方可进人后续工  
序的 施工。本条规定是根据近年来所发生的脚手架模板倒塌重大  
事故的经验总结。
5 . 4 . 2 本条规定了组合钢模板工程安装过程中，进行质量检查和  
验收的具体内容，必须遵照执行。
5 . 4 . 3 本条规定了整体式结构模板安装的质量检查和验收的具  
体 内 容 ，应遵照执行。
5 . 4 . 4 本条规定了模板工程验收必须具备的文件，其书面表格形  
式可由各单位自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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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输、维修与保管

6. 1 运 输

6. 1. 1 钢模板装车时一般宜采用同规格模板水平重叠成垛码放， 
垛 高 一 般 不 宜 超 过3 0 块 模 板 ，但不能超过车厢侧板的高度。当超 
过车厢侧板的高度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模板滑动。
6 . 1 . 2 短途运输时可以采取散装运输。长途运输时，钢模板应用 
包装带或集装箱。支承件应捆成捆，连接件应分类装箱，保证在吊 
车装卸过程中不散捆。
6 . 1 . 3 预组装模板短途运输时，可根 据 预 组 装 模 板 的 结 构 、尺寸 
和运输条件等，采取分层平放运输或分格竖直运输，但都应分格垫 
实 、支撑牢靠，防止松动变形。
6 . 1 . 4 装 卸 模 板 和 配 件 时 应 轻 装 轻 卸 ，应用起重设备 成捆 吊下  
车 ，不 得 成 捆 抛 下 车 ，但 可 以 拆 包 后 单 块 卸 车 ，卸 车 时 防 止 碰 撞
损 坏 。

6 . 2 维修与保管

6.2. 1 拆除后的模板和配件.应及时清除砂浆、杂物 等 ，并在面板 
涂刷防锈油。对变形的模板应及时整形，脱焊或肋板脱落的模板， 
应及时补焊和修补。修复后的钢模板及配件的质量应达到本规范  
表 6. 2. 1 的要求。
6 . 2 . 4 钢模板和配件宜放在室内或敞棚内，不得直接码放在地面  
上 。模 板 的 底 面 应 垫 离 地 面 。钢 模 板 宜 采 用 横 竖 间 隔 码 放 ，存 
放 时 间 过 长 要 检 查 模 板锈 蚀情 况；露 天 堆 放 时 ，应码放在平整结  
实 的 地 面 上 ，垫 高 地 面 1 5 0 m m 以 上 ，并 设 有 遮 盖 雨 水 和 排 水 的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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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 5 入库保存的配件，应是经过维修保养合格的，并分类存放， 
小件应点数装箱人袋，大件要整数成垛，以便清仓查库。堆放场地 
不平整时应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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