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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各地对建筑施
工现场管理要求的不断
提高 ,脚手架不再仅仅
是传统意义上的施工辅
助工具 ,而日益成为城
市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由于各种建筑物
的外形、结构不尽相同 ,

各施工单位采用的脚手
架形式也各不相同 ,加
之脚手架工程国家至今
尚未发布新的标准 ,各
地又纷纷出台了本地区
的管理规定 ,这样就造
成了施工单位对脚手架
工程施工管理的难度。
本文拟就落地式钢管脚
手架在搭、拆及使用过
程中的常见通病及预防
对策作浅要探讨 ,以期
引起同行重视。

1 　基础方面
基础是脚手架的整

体承压部位 ,基础处理
不当就会从一开始就留下极大隐患。多层建筑与高
层建筑用脚手架对基础的要求不尽相同。多层建筑
由于高度不太高 ,许多工地对脚手架基础处理不够
认真 ,有的甚至在回填土未夯实前就开始搭设 ,一旦
下雨回填土下沉 ,脚手架就会产生较大的不均匀沉
降 ,使脚手架整体产生较大变形 ;有些工地多层用脚
手架基础浇捣混凝土 ,而搭设时立杆下不置垫块 ,这
样就减小了传力杆与基础的接触面积 ,增大了对基
础的压强 ;一些工地在脚手架下部不绑扎扫地杆 ,未
能解决立杆移位的毛病。高层用脚手架的基础必须
在施工组织中进行设计计算 ,目前一些工地上未能
做到这点 ,搭设时只是凭经验设置基础 ,这样就不能
从技术上保证脚手架的安全。脚手架一经搭设其地
基不准随意开挖 ,一些工地在做配套工程时随意开
挖基础 ,造成脚手架基础局部地方承压强度急剧减
小 ,留下事故隐患。

2 　材料方面
搭设脚手架用钢管应符合 3 号钢的技术要求 ,

外径不小于 <48mm ,壁厚不小于 315mm ,其材质应
符合 GB7000 - 793 号钢的技术要求。一些工地钢
管使用的时间较长 ,壁厚减小而又未能及时进行检
测 ,这种钢管用到脚手架上 ,一经使用变形挠度就会

超标 ;同时一些工地目前仍在使用压扁、裂缝、有孔
的钢管 ,这些钢管局部地方抗压、抗弯强度较小 ,用
在脚手架上整体承载能力相应减小。

扣件宜采用铸铁扣件 ,铸铁扣件采用 KT - 33

- 8 可锻铸铁铸造。一些工地上用的扣件耳板开口
较大且螺栓变形、滑丝 ,这就给钢管紧固带来困难。

脚手架用的竹笆国家没有具体的统一标准 ,各
工地进货验收的依据只是各地管理规定中的有关条
款及实践经验 ,这种操作随意性较大。有些工地上
用的竹笆其竹片较薄且清嫩 ,整张竹笆较软 ,一经使
用就易破损、散边 ;有些工地上用的竹笆由于周转次
数较多 ,有的已经枯脆 ,这种竹笆一经受载竹片即断
裂。

外口围护许多工地用密目式安全网 ,而建筑市
场上密目式安全网品牌较多 ,质量鱼龙混杂 ,主要表
现为每 100cm2 少于 2000 目 ,有些阻燃性能也不达
标。

3 　主要尺寸及节点构造要求
脚手架的立杆纵距必须按搭设高度取值 ,横距、

步距按国家及各地有关管理规定取值。设置双立杆
时 ,双立杆除与大横杆连接外 ,在每一步中还要用旋
扣连接。这一点目前许多工地未能做到 ,双立杆设
置随意性较大 ,两立杆未能真正地连接起来 ,未能发
挥双立杆的作用。

小横杆里端距建筑物要小于等于 100mm ,且外
端挑出要大于 250mm。部分工地为便于施工人员
操作 ,随意增大与墙间距 ,这样就增大了落人、落物
的可能性 ;外端挑出部分 ,部分工地由于钢管较短 ,

挑出长度减小 ,增加了钢管脱扣的可能性 ;有些工地
的小横杆挑出部分长度不一 ,影响脚手架的外观美。

脚手架阴阳转角处应形成井字形 ,而一些工地
上搭设的脚手架阴阳转角处少里立杆 ,形成脚手架
受力的簿弱点。由于脚手架宽度一致 ,故转角处应
呈正方形。与此同时 ,一些工地搭设的脚手架在转
角处立杆间距大、小不均 ,这是没有按脚手架的搭设
长度预先进行纵距平分所致。

脚手架立杆搭接宜采用对接扣件 ,搭接接头不
能在同一平面内。一些工地搭设的脚手架立杆搭接
接头是相对错开了 ,但在同一步距内 ,这种搭接是不
符合要求的 ,两立杆搭接应错开大于等于 500mm ,

且不在同一步距内。上下两纵向水平杆搭接接头处
理同样如此 ,应错开大于等于 500mm ,同一步距内
两纵向水平管的接头应错开不在同一跨内。

4 　拉结及剪刀撑
拉结及剪刀撑是防止脚手架横向及纵向变形的

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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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结分为硬拉结和软拉结两类。目前许多工地
上使用软、硬拉结的随意性较大 ,哪个好设置就用哪
个。其实脚手架拉结是用来抵抗风荷载、荷载偏心力
矩及减小立杆的长细比的 ,故拉结至关重要。脚手架
高度大于 30m 时 ,必须采用经技术部门设计的硬拉
结 ,其拉结设计拉力应大于等于 7000N。软拉结在各
工地都使用得较多 ,但各工地拉结用的铅丝型号不
一 ,多数工地的铅丝直径偏细且股数偏少 ,拉与撑的
距离偏大 ,有些拉结设置在受力簿弱的窗框和锈蚀的
金属埋件上 ,这些因素都对脚手架的安全使用留下极
大隐患。软拉结应采用双股并联的 10～12 # 铅丝 ,只
能在结点处缠绕 ,结点之间 (预埋点 ,里立杆处结点)

不应缠绕许多圈 (这样使铅丝产生过度延伸 ,极易断
裂) ,拉结处的小横杆与建筑物间加撑头与建筑物抵
紧、拉与撑要尽量靠近 ,距离不大于 1m。

拉结点设置位置要合理 ,且点与点之间距离要
合理。目前一些工地脚手架的拉结点在建筑物结构
好拉设的地方多设 ,不好设置的地方少设或不设 ,这
样就造成了局部地方拉结过密而部分地方偏少 ,偏
少的地方立杆变形挠度超标。拉结垂直方向每二
步、水平方向每三跨应设置一处拉结 ,顶部适当加
密 ,攀拉部位应是脚手架立杆、垂直设置在小横杆下
方 100mm 左右。

剪刀撑是保证脚手架纵向稳固的措施之一 ,即
满足受拉和受压要求 ,脚手架每一立面都应连续覆
盖。目前一些工地上的脚手架外侧设置的剪刀撑为
每 9m 设置一道 ,致使同一立面每组剪刀撑覆盖的
面积不一 ,影响外观美 ;同时同一高度范围内的剪刀
撑交接点高度不一 ,甚至有些工地在转角、圆弧等难
设置的地方取消剪刀撑 ,设剪刀撑时为凑足钢管长
度任意减小搭接长度 ,有些钢管头紧缩在固定扣件
内 ,这些都不符合脚手架安全使用要求。脚手架剪
刀撑应每小于等于 9m 设置一道 ,每一立面同一设
置高度范围内应根据设置组数预先平分纵距 ,保证
剪刀撑尺寸统一 ;转角处不好设置十字形剪刀撑时
应设单道剪刀撑 ,呈“之”字型上下连续设置 ,圆弧处
将钢管按圆弧的弧度预弯再设置 ,钢管搭接长度应
大于等于 400mm ,且用不少于 2 只扣件紧固 ,钢管
头伸出扣件大于等于 100mm ,以免引起脱扣 ,剪刀
撑应与于之相交的每一立杆扣紧。剪刀撑最下面斜
管与立杆连接点离地面不大于 500mm ,钢管与水平
方向夹角宜为 45 度至 60 度。

5 　脚手架安全防护方面
脚手架施工操作层应满铺竹笆 ,四角绑扎牢固 ,

绑扎材料规格不小于 18 号铅丝。目前一些工地上
搭设的脚手架宽度略小于竹笆宽度 ,竹笆按下去较

紧 ,有些搭设人员就少绑铅丝或不绑 ,这样 ,一旦付
诸使用就易松动。脚手架外侧应设二道扶手栏杆
(高度分别为 110～112m 及 016～019m) 。有些工
地为节约钢管随意取消下道踢脚杆 ,这样一旦操作
人员下蹲操作时就非常危险了。栏杆内侧应设竹笆
围护 ,必要时应增设密目式安全网防护 ,设密目式安
全网围护时可取消竹笆。

脚手架内侧与建筑物距离大于 250mm 时应有四
排一隔离措施 ,隔离分安全网隔离及板式全封闭隔
离。结构施工阶段大多数工地做得较好 ,而到外墙粉
刷阶段四排一隔离经常遭破坏 ;此阶段立体垂直施工
较多 ,稍有疏忽就会对下方操作人员造成伤害 ,应引
起重视 ,建议此阶段使用易移动式九夹板隔离。

落地式脚手架且无人货梯时应设置登高设施 ,

以免工人上下攀爬脚手架。斜道可用预制钢筋梯子
或用钢管搭设 ,走人坡度不大于 1∶3 ,运料用坡度不
大于 1∶4 ,登高设施要有防滑措施 ,斜道纵向外侧及
横向两侧应设剪刀撑。登高挂梯不要设置在脚手架
通道中间。

6 　脚手架管理方面
(1)脚手架必须由持证人员搭设。目前各地培

训班较多 ,脚手架工成才较快 ,初持证者由于经验不
足 ,搭设、拆除脚手架易留下事故隐患 ,甚至引发事
故 ,建议各工地使用初持证者时要慎重 ,要有实践锻
炼期。

(2)脚手架各种杆件、拉结、安全防护设施不能
随意拆除。如确实需要拆除时 ,要首先征得工程负
责人同意 ,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后方可拆除 ,施工完
毕 ,要及时复位。

(3)脚手架主要受力杆件材质要一致 ,严禁钢木
混用。脚手架不允许有铅丝绑扎 ,这种绑扎不容易
绑紧 ,因为钢管壁无弹性。

(4)脚手架上不得附装机械设备、摇臂扒杆、悬
挑平台、拉缆风绳及搭 (挂)卸料槽等。

(5)脚手架要及时进行验收 ,验收后方可使用。
脚手架必须分段、分部验收 ,及时消除隐患。验收要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6)金属脚手架要按规定在四角设防雷装置 ,接
地电阻不大于 10Ω。许多人认为脚手架本身是一个
金属整体无需另设防雷装置 ,实际上脚手架上部未
能完全形成避雷网且无严格意义上的接地装置 ,故
需重新设置。

(7)脚手架拆除必须先加固后拆除 ,建筑物各立
面脚手架要同步拆除 ,同时设置必要的警戒区 ,以免
在脚手架拆除时发生倒塌事故。

(本文收稿 1999 —0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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