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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推广研究
 

□ 牟   楠

[摘   要] 实践调查发现，装配式建筑已成为新农村房屋建造发展的趋势，但在实际推广应用中存在施工技术水平低、造价高、产业
链未形成等问题。为了探究如何更好地在新农村中推广装配式建筑，本文从农村房屋建筑的现状及装配式建筑的优势出发，介绍5
种适合农村推广的装配式建筑结构体系，分析影响装配式建筑在新农村建设中应用的因素，并提出优化新农村装配式建筑推广的措
施，以解决目前新农村建设中推广装配式建筑所面临的困境，为推动新农村实现绿色节能、生态宜居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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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目标以来，国家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也随之增大，
农村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村建设趋于向节约集约、生态宜居的方向发展。目前农
村房屋以砖混或砖木结构为主，缺乏统一规划且施工条件
比较简陋，农村房屋建设在质量和节能性能等方面存在不
足，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对新农村建设有着深远意义。

1  农村房屋建筑的现状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农

村房屋建筑已无法适应新农村的发展需求。传统农村房
屋建筑为砖混结构及砖木结构，在建筑强度及抗震性等
方面已无法满足现代建筑的要求。农村房屋建筑结构体
系情况见表1。

表1  农村房屋建筑结构体系

名称 阐述 优势 劣势

砖木
结构

此类结构的房屋，
其承重墙及柱子均
为砖砌筑，而楼板
及屋架则使用木质
结构

工艺比较简单、
施工效率快、造
价低、空间灵活
性强

整体抗震性较
差

砖混
结构

承 重 墙 为 砖 砌 结
构，支撑柱、梁、
楼板及屋面板等均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工艺较为简单、
造价低、耐久性
良好

整体结构的自
重较大，对高
度有限制，抗
震性较差

生土
结构

承重墙为未经过烧
制的土坯、灰土及
夯土混合制成

施工便捷、造价
低、耐火性良好

墙 体 厚 度 较
大、强度低、
抗震性较差

木结
构

以木质材料为主要
建材，并使用相应
的金属件进行连接

结 构 整 体 重 量
轻、抗震性较强
且绿色环保

防火性及抗腐
蚀性较差

石结
构

承重结构为砂浆砌
筑而成

取材便捷、抗风
性强、耐湿性好

抗震性及整体
性均较差

2  装配式建筑的优势
以砖混结构及砖木结构为主的农村房屋建筑，在

结构形式、保温隔音及抗震性等方面仍有诸多需要进一
步优化及完善的地方。虽然传统农村房屋建筑可以就地
取材，但也存在技术水平有限、易浪费资源且环境协调
性差等问题[1]。而装配式建筑的推广及应用可以弥补农
村房屋建筑在设计、施工及全寿命周期方面的不足及缺
陷，在质量、环保及节约资源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具体见图1。

图1  装配式建筑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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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配式建筑在新农村的推广应用情况
3.1  适合新农村房屋建筑的装配式结构体系
目前，针对新农村中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的政策还

不明确，支持力度也不足，再加上村民对装配式的认识
度和认可度不高，装配式建筑仍未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实
现大规模推广及应用[2]。但是随着国家对新农村推广应
用装配式建筑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村民对装配式建筑的
认识不断提高，装配式建筑将会逐渐广泛应用于新农村
建设中，进一步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就现有的装配式
建筑结构体系而言，比较适合新农村建设中应用的有
CL建筑结构体系、装配式复合墙结构体系、预制“凹
槽板”住宅体系、预制钢筋混凝土空心模剪力墙结构
体系。

3.2  影响新农村建设中应用装配式住宅的因素
3.2.1  造价较高

根据实践计算可知，由于受生产运输、技术水平
及人工成本等因素的影响，装配式建筑在造价上要比传
统结构建筑造价高20%～30%。村民收入来源单一、有
限，比较重视房屋建筑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装
配式建筑在新农村建设中大规模应用[3]。

3.2.2  村民接受程度低

由于装配式建筑还未形成规模，村民对装配式建筑
了解比较少，潜意识中不认可装配式建筑，所以不愿意
使用装配式建筑。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1）村
民对装配式建筑的质量存有质疑，认为像“搭积木”似
的装配式房屋不牢固；（2）成本高，村民不愿意花更多
的钱来居住建设；（3）由于传统房屋建筑形式在村民心
中根深蒂固，加上村民接受新事物慢，所以在接受装配
式建筑时比较困难[4]。

3.2.3  装配式建筑标准不完善

从新农村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的工作现状来看，还
未建立有关装配式建筑自设计到验收全过程的完善标准
体系，从而影响了装配式建筑在新农村中的推广速度。
主要原因是掌握核心技术的装配式建筑企业不愿公开共
享其专利技术，不利于国家制定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
各地政府在农村房屋建设方面的监管力度不足，所以未
构建出完善的强制性质量标准[5]。

3.2.4  未形成装配式建筑产业链

从农村装配式建筑现状来说，仍未形成设计、生
产、运输、施工、销售和服务等一个完整闭合的产业
链，装配式建筑企业也都是独立运营，上下游企业之间
存在脱节问题，即使政府加大了装配式建筑的推广力

度，但该种新型技术形式也难以快速被市场认可，完整
的产业链形成较为缓慢。

4  优化装配式建筑在新农村建设中推广的措施
4.1  为新农村建设推广装配式建筑营造良好环境
为了加快装配式建筑在新农村建设中推广应用，需

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及扶持政策，指导和支
持新农村推广装配式建筑，并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给
新农村推广装配式建筑提供法律依据。制定的内容要务
实、细致，结合新农村发展的实际建立符合新农村建设
的标准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推广装配式建筑营造良好的
环境。

4.2  构建有一定生产规模的产业链
根据新农村建设及发展的实际需要，需制定措施加

快农村装配式建筑的研发、生产、设计、运输、安装、
运维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闭合的产业链，降低造价成
本，以此带动农村装配式建筑实现规模化发展。

4.3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村民对装配式建筑的认知度
村民对装配式建筑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决定了装配式

建筑能否在新农村中实现规模化推广及应用。因此，应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村民对装配式建筑的认识。根据当
地村民的认知水平因地制宜制订宣传策略，以确保宣传
的效率及效果。如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录制通俗
易懂的宣传视频传递给村民，扩大宣传，可适当使用方
言，更接地气。同时，也可借助政府力量，利用基层工
作者和村两委加快农村装配式建筑推广。

4.4  结合农村实际，加大轻型装配式建筑结构的研
究及推广

为了节省施工时间、降低工作量，市场的装配式建
筑结构构件普遍比较大。但是这种大型的构件并不适合
农村，这是因为农村的道路普遍较窄、交通条件较差，
不便于中大型装配式建筑构件运输及安装。因此，根据
农村的实际及道路承载能力研究和推广轻型装配式建筑
结构具有一定可行性，尤其是研发小型预制构件，以解
决农村装配式建筑运输、安装等方面的难题。

4.5  提高装配式建筑施工水平
为推动装配式建筑在农村中实现快速、规模化发

展，需要政府在政策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制订积极措
施和方案，以提高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水平。比如，针对
现有的农村施工队伍开展有关装配式建筑的技术及理念
培训，培育和组建专业的装配式建筑施工队伍，从根本
上提高农村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技术水平。同时，由政府
牵头对新农村装配式建筑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招标，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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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质优越、经验丰富的建筑企业进行装配式建筑建设，
攻克装配式建筑技术难题，推动农村装配式建筑发展。

4.6  构建装配式建筑新农村示范点
鉴于装配式建筑在新农村建设中推广进度较慢，政

府可以从保障房、移民搬迁等方面入手，并以此为切入
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建立装配式建筑新农村示范
基地，充分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并将成功经验及时向
全国推广，进一步加快全国新农村建设。

4.7  整合应用先进技术
在新农村建设中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的过程中，为

了优化推广应用效果，将BIM、VR、智慧建筑等先进技
术与装配式建筑技术整合应用，从而提高装配式建筑设
计、生产、安装等全过程的信息化水平。同时，也可以
利用BIM、VR、智慧建筑等先进技术监理实施信息交流
平台，与项目各参与方密切联系，方便各方准确、快速
地了解工程建设信息，提高施工效率及效果，降低项目
建设成本。

5  结语
新农村建设及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方向，为了解决新

农村建设发展中与资源环境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需要
加大装配式建筑的研究。并根据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实际
需要，加大装配式建筑的宣传，使村民对装配式建筑有
全面的认识。同时，改善装配式建筑技术水平及构件形
式，使得装配式建筑更接地气。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制定
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从宏观上对新农村中应用装配
式建筑进行调控，促进新农村装配式建筑实现规模化发
展，推动新农村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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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地铁施工中的防水堵漏技术工艺

□ 磨巧梅    孙宗丹

[摘   要] 在地铁施工中经常会出现渗漏问题，对地铁施工质量带来很大影响。本文分析地铁工程出现渗漏的影响因素，提出地铁工
程的防水堵漏施工工艺应用，即需要从地铁的明挖结构、暗挖结构、附加防水层和诱导缝4个方面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要做好
质量控制以提高防水性能。

[关键词] 地铁施工；防水堵漏；技术

地铁施工中防水堵漏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地铁
的渗漏问题并提高地铁工程施工的质量，保证地铁在后
期能够安全运营。在防水堵漏技术应用中，需要重点对
地铁施工中的底板部位、侧墙部位、顶板部位和施工缝
等裂缝部位进行防水堵漏处理，重视防水板和混凝土的
施工质量和施工过程，加强地铁施工中附加防水层和诱
导缝的处理，全方位把控地铁施工的质量。

1  地铁工程出现渗漏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地铁施工中经常会出现渗漏问题，主要是受到混

凝土的质量、结构和地质等因素的影响。一是地铁混凝
土质量较差会降低地铁工程施工的整体质量，对防水堵
漏技术工艺的防渗效果产生影响。在实际的地铁施工过
程中，相关部门可能为了节省成本而在选购混凝土材料
时降低质量标准，导致地铁防水堵漏施工中使用质量不
合格的混凝土材料。在搅拌混凝土和浇筑的过程中，如
果没有按照混凝土制备规范进行合理调制，也会降低混
凝土的质量。在施工后期对混凝土的养护不够重视同样
容易导致地铁施工发生渗漏。二是对于地铁工程的混凝
土结构而言，混凝土会经常出现变形缝渗漏问题，通常
会使用橡胶止水带防止变形缝的渗漏，但橡胶止水带的
不规范应用会影响混凝土的密封性和地铁工程的防渗施
工质量。三是对于地铁工程的地质环境而言，地铁工程
中存在一定范围的软土地基，软土土质的地基处理需要
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进行处理，软土地基得不到科学处理
会影响地铁工程地基的稳定性，容易使地基发生变形和
渗漏。

2  防水堵漏技术在地铁施工中的具体应用
2.1  地铁施工中明挖结构的防水堵漏技术
第一，采用底板和侧墙部位的防水堵漏措施。对

地铁明挖部分的底板和侧墙进行防水堵漏的主要方法是
对沥青防水材料进行改性处理，需要使用自粘聚酯胎来
调整底板和侧墙的材料性质，在改性处理中将尺寸保持
在4mm左右。使用自粘聚酯胎时应当使底板材料和侧
墙的沥青防水材料始终处于平整状态，不会发生倾斜和
出现尖角等情况，以免不规范的施工影响沥青防水材料
的性能。应用防水堵漏技术时应注意施工环境的温度条
件，保证温度处于5℃～35℃的范围内，如果温度高于
35℃，就要对沥青防水卷材做好遮蔽处理，以免材料
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对沥青防水卷材的性能和质
量产生影响。在粘贴沥青防水卷材时应当确保粘贴的均
匀、密实和完整，即将施工结束时重点注意材料的密封
性，避免材料封闭不完全对材料性能和施工效果产生影
响。为加强防水材料的防渗漏性能，可以在施工结束时
对防水材料表面涂抹聚氨酯[1]。

第二，采用顶板部位的防水堵漏措施。在地铁工程
的顶板防水层施工和防水堵漏技术的应用中，需要注意
在使用涂料之前，先清理干净顶板表面的碎土等物质，
顶板在整洁状态下才能进行涂料。如果顶板处于阴阳角
的部位，则应在设计阶段尽量采用弧形的顶板形态，方
便后期的施工。在地铁顶板的施工过程中，如果顶板出
现水渍，需要在涂料前擦拭干净，在完成顶板的防水处
理后就可以继续下一个施工环节，以提高地铁施工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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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工艺、新技术以及新材料，增强建筑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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