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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应用说明

装配式建筑中，通过建筑、结构、机电、装修等专业、专项的协同设计，采用设计标准化、集成化等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实现在预制

构件中的功能集成，可以有效的提高品质、简化操作、提升效率、降低造价。

在这种情况下，在竖向预制构件内通过预制轻质隔墙板设置非结构受力的填充墙，可以达到减轻结构重量、简化现场操作等目标。

根据各地规定不同，非结构受力部分可按竖向构件预制混凝土体积（各地折减系数不同）或围护墙非砌筑（预制围护墙）应用，计入装配率计算评分。

墙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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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设计要点

1.协同设计

1.1 设计方法：

在遵循安全、适用、经济基础上，针对装配式建造方式，采用标准化的设计方法，建筑门窗洞

口与结构墙体布置协同设计，设计阶段综合考虑结构构件与建筑围护系统的集成。

1.2 荷载取值：

非结构墙位置，按材料容重输入线荷载，轻质隔墙板间设置竖向空腔后浇带时，按混凝土与轻

质材料比例折算。

1.3 结构计算：

1 采用与现浇结构相同的计算方法。

2 非承重墙位置根据梁跨高比，按结构洞或框架梁输入，梁跨度宜与成品轻质条板宽度模数协

调设计。

3 结构周期折减系数与非装配式建筑相同，根据非承重墙体布置位置及数量确定，一般剪力墙

结构取0.95~1.0。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基本性能

强度级别 A 2.5 A 3.5 A 5.0 A 7.5

干密度级别 B 04 B 05 B 06 B 07

干密度（kg/m³） ≤425 ≤525 ≤625 ≤725

抗压强度（MPa）
平均值 ≥2.5 ≥3.5 ≥5.0 ≥7.5

单组最小值 ≥2.0 ≥2.8 ≥4.0 ≥6.0

导热系数（干态）[W(m·K)] ≤0.12 ≤0.14 ≤0.16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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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设计要点

2.装配式专项设计

2.1 平面布置

1 应根据建筑、结构墙体布置，综合考虑加工、运输、吊装能力确定合理的空腔墙布置。宜采用大尺寸墙板，实现一墙一板，综合提升生产、安装效率。

2 预制空腔墙尺寸不应大于模台尺寸（长8m~9m，宽3.5m~4m）-边模宽度（150mm~250mm）*2，且重量不宜大于4T。

PC工厂模台对PC构件最大尺寸的限制

工艺 限制项目 常规模台尺寸 构件最大尺寸 说明

固定模台

长度（m） 12 11.5
主要考虑生产框架体系的梁，也有

14米长的但比较少

宽度（m） 4 3.7
更宽的模台要求订制更大尺寸的钢

板，不易实现，费用高

允许高度（m） - -
窄高型的模具要特别考虑模具的稳

定性

流水线

长度（m） 9 8.5 模台越长，流水作业节拍越慢

宽度（m） 3.5 3.2 模台越宽，厂房跨度越大

允许高度（m） 0.4 0.4 受养护窑高度限制

说明：本表数据可作为设计大多数构件时的参考，如果有个别构件大于此表的最大尺寸，可以采

用独立模具或其他模具制作。但构件规格还要受吊装能力、运输规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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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设计要点

2.装配式专项设计

2.2 构件设计

1 应根据墙体所处位置选取合适的构件形态（图2.2-1），当为普通内墙构件时，宜采用双侧内嵌的构件；当构件暴露室外或位于有水房间时，宜采用单侧内嵌的

构件。

2 轻质隔墙板底部至预制墙体根部应设置高度不小于250mm的水平空腔后浇带（图2.2-1 ），轻质隔墙板顶部宜与梁底平齐。

3 轻质隔墙板在预制空腔墙宽度方向宜成对布置，两对墙板间应设置宽度不小于200mm的竖向空腔后浇带（图2.2-2），并宜通过调整竖向空腔后浇带宽度使轻质

隔墙板尺寸符合模数化要求。当结构洞宽度较大时，轻质隔墙板下部宜设置切角，便于墙底混凝土浇筑密实。

4 预制空腔墙水平及竖向后浇带内钢筋应根据墙体临时工况验算确定，且纵向钢筋不应小于4根直径不小于10mm，拉筋直径不应小于8mm间距不应大于400mm。

5 轻质隔墙板应进行排板设计，并绘制图纸，以方便并减少切割工作量，计算板材及配件重量。

图 2.2-1 墙体剖面示意图 图 2.2-2 墙体立面示意图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常用规格

长度L（mm） 宽度B（mm） 厚度D（mm）

1800~6000
（300模数）

600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50 300

120 18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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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设计要点

2.3 接缝设计

1 轻质隔墙板与预制混凝土间通过成品卡口连接，卡口布置方式应满足轻质隔墙板相关要求。

2.当采用双侧内嵌构件时，A/B面轻质隔墙板子母槽口宜错缝布置。

3.轻质隔墙板间及其与混凝土间宜采用150宽网格布及抗裂砂浆加强。

轻质隔墙板字母槽口错缝布置示意图

轻质隔墙间板缝构造示意图 轻质隔墙与钢筋混凝土间板缝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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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应用案例

装配式专项设计

墙体拆分平面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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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应用案例

空腔墙深化设计图

装配式专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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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应用案例

材料堆放 连接卡扣 A面条板及钢筋笼安装 A面混凝土浇筑

B面条板安装 B面混凝土浇筑 构件翻转 养护出窑

空腔墙构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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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应用案例

成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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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常见问题及解决措施

问题1：ALC板长度非标准增加切割工序，

造成边角破损严重。

解决措施：根据设计要求购标准规格ALC

板（带企口），加强运输保护。

问题2：A面预制板内ALC板周边卡件与

邻近钢筋位置关系不统一和焊接必要性。

解决措施：先绑扎钢筋笼后放ALC板改为

先放ALC板后绑扎钢筋笼，无需焊接。

问题3：并联ALC板周边及板间应设置卡

件的数量和间距是否有依据。

解决措施：现行做法是ALC板宽度方向布

置2个，长度方向和板缝布置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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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常见问题及解决措施

问题4：在模台上安装卡件安装造成ALC

板大量粉屑飘落在脱模剂上。

解决措施：卡件安装作业应在ALC板放置

前完成。

问题5：B面预制板卡件距离模台位置过

高影响A面压入，过低导致保护层不足。

解决措施：先进行钻孔定位，确保卡件

保护层厚度15mm。

问题6：B面预制板混凝土坍落度过小，

导致A面预制板下压困难。

解决措施：控制B面预制板混凝土坍落度

不低于1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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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常见问题及解决措施

问题7：B面预制板中ALC板在混凝土振动

时发生偏移导致拼缝增大。

解决措施：B面预制板中ALC板铺放后应

采取固定措施防止偏移和上浮。

问题8：B面预制板中ALC板在混凝土振捣

时发生位置偏移。

解决措施：B面预制板中ALC板铺放后应

采取固定措施防止偏移和上浮。

问题9：A面预制板箍筋挑出部分倾斜导

致翻转时难以全部落入边模预留槽中。

解决措施：A面预制板箍筋挑出部分在浇

筑混凝土前应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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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墙减重技术常见问题及解决措施

问题10：空腔厚度通过边模上设木楔子

控制精度差，容易发生下沉。

解决措施：将木楔子横跨边模转角位置，

粗调后再进行微调。

问题11：A面预制板在ALC板角部至边缘

处出现裂纹。

解决措施：疑似A面预制板下压时出现，

在进行翻转时应确保与B面模具对位准确。

问题12：B面预制板ALC板角部出现混凝

土夹渣和碎裂。

解决措施：控制在A面预制板翻转时确保

与B面模具对位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