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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0_89_E8_84_9A_E6_c62_537669.htm （三）架体构造 1、

架体部分。即按一般落地式脚手架的要求进行搭设，双排脚

手架的宽度为0.9 ~1.1m。限定每段脚手架下部支承跨度不大

于8m，并规定架体全高与支承跨度的乘积不大于110m。其目

的以使架体重心不偏高和利于稳定。脚手架的立杆可按1.5m

设置，扣件的紧固力矩40～50N.m，并按规定加设剪刀撑和连

墙杆。 2、水平梁架与竖向主框架。已不属于脚手架的架体

，而是架体荷载向建筑结构传力的可靠性。刚性是指两部分

，一是组成框架的杆件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刚度；二是杆件

的节点必须是刚性，受力过程中杆件的角度不变化。因为采

用扣件连接组成的杆件节点是半刚性半铰结构的，荷载超过

一定数值时，杆件可产生转动，所以规定支撑框架与主框架

不允许采用扣件连接，必须休用焊接或螺栓连接的定型框架

，以提高架体的稳定性。 3、在架体与支承框架的组装中，

必须牢固的将立杆与水平梁架上弦连接，并使脚手架立杆与

框架立杆成一垂直线，节点杆件轴线汇交于一点，使脚手架

荷载直接传给水平梁架。此时还应注意将里外两榀支承框架

的横向部分，按节点部位采用水平杆与斜杆，将两榀水平梁

架连成一体，形成一个空间框架，此中间杆件与水平梁架的

连接也必须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 4、在架体升降过程中，

由于上部结构尚未达到要求强度或高度，故不能及时 设置附

着支撑而使架体上部形成悬臂，为保证架体的稳定规定了悬

臂部分不得大于架体高度的2/5和不超过6.0m，否则应采取稳



定措施。 5、为了确保架体传力的合理性，要求从构造上必

须将水平梁架荷载，传给竖向主框架（支座），最后通过附

着支撑将荷载传给建筑结构。由于主框架直接与工程结构连

接所以刚度很大，这样脚手架的整体稳定性得到了保障，又

由于导轨直接设置在主框架上，所以脚手架沿导轨上升或下

降的过程也是稳定可靠的。 （四）附着支撑 附着支撑是附着

式升降脚手架的主要承载传力装置。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升

降和到位后的使用过程中，都是靠附着支撑附着于工程结构

上来实现其稳定的。它有三个作用：第一，传递荷载，把主

框架上的荷载可靠地传给工程结构；第二，保证架体稳定性

确保施工安全；第三，满足提升、防倾、防坠装置的要求，

包括能承受坠落时的冲击荷载。 1、要求附着支撑与工程结

构每个楼层都必须设连接点，架体主框架沿竖向侧，在任何

情况下均不得少于两处。 2、附着支撑或钢挑梁与工程结构

的连接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1）做到严密、平整、牢

固； （2）对预埋件或预留孔应按照节点大样图纸做法及位

置逐一进行检查，并绘制分层检测平面图，记录各层各点的

检查结果和加固措施； （3）当起用附墙支撑或钢挑梁时，

其设置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有强度报告符合设计规定，并不

得小于C10。 3、钢挑梁的选材制作与焊接质量均按设计要求

。连接使用的螺栓不能使用板牙套制的三角形断面螺纹螺栓

，必须使用梯型螺纹螺栓，以保证螺纹的受力性能，并由双

螺母或加弹簧垫圈紧固。螺栓与混凝土之间垫板的尺寸按计

算确定，并使垫板与混凝土表面接触严密。 （五）升降装置

1、目前脚手架的升降装置有四种：手动葫芦，电动葫芦、专

用卷扬机、空芯液压千斤顶。用量较大的是电动葫芦，由于



手动葫芦是按单个使用设计的，不能群体使用，所以当使用

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葫芦群吊时，手动葫芦操作无法实现同步

工作，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故规定使用手动葫芦最多只能

同时使用两个吊点的单跨脚手架的升降，因为两个吊点的同

步问题相对比较容易控制。 2、升降必须有同步装置控制。 

（1）分析附着升降脚手架的事故，其最终多是因架体升降过

程中不同步差过大造成的。设置防坠装置是属于保险装置，

设置同步装置是主动的安全装置。当脚手架的整体安全度足

够时，关健就是控制平衡升降，不发生意外超载。 （2）同

步升降装置应该是自动显示、自动控制。从升降差和承载力

两个方面进行控制。升降时控制各吊点同步差在3cm以内；

吊点的承载力应控制在额定承载力的80%，当实际承载力在

到和超过额定承载力的80%时，该吊点应自动停止升降，防

止发生超载。 3、关于索具吊具的安全系数。 （1）索具和吊

具都是指起重机械吊运重物时，系结在重物上承受荷载的部

件。刚性的称吊具，柔性的称索具（或称吊索）。 （2）按

照《起重机械安全规程》规定，用于吊挂的钢丝绳其安全系

数为6。所以有索具、吊具的安全系数≥6的规定。这里不包

括起重机具（电动葫芦、液压千斤顶等）在内，提升机具的

实际承载能力安全系数应在3～4之间，即当相邻提升机具发

生故障时，此机具不因超载同时发生故障。（相当于按极限

状态计算时，设计荷载=荷载分项系数（1.2 ~1.4）×冲击系

数（1.5）×荷载变化系数（2）×标准荷载=3～4×标准荷载

） 4、脚手架升降时，在同一主框架竖向平面附着支撑必须

保持不少于两处，否则架体会因不平衡发生倾覆。升降作业

时，作业人员也不准站在脚手架上操作，手动葫芦当达不到



此要求时，应改用电动葫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