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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并归口，由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以及广州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

本文件是对DBJ440100/T 221-2015《建筑工程模块化塑料模板应用技术规程》的修订。与DBJ

440100/T 221—2015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文件名称；

——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改了材料性能相关要求；

——修改了包装、维修、报废等要求；

——新增了操作指引相关样图。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毅昌牛模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东众强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市广州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广东君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梁亮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中南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城

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立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范伟、冼京晖、唐黎、吴瑞卿、周红卫、刘晗晨、林伟明、李启明、林伟鸿、

冯 阳、黄小红、凌文轩、刘重新、庄志民、陈干志、王锦座、廖志辉、陈丽仙。

本文件审查人：蔡健、施旗、邓国基、陈卫文、劳锦洪、张兴富、郑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年首次发布为DBJ 440100/T 221—2015《建筑工程模块化塑料模板应用技术规程》；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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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应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中基本规定、制作、检验、设计、施工、验收、维修保管与运输

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JGJ 162-2008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assembled plastic formwork with ribs

根据建筑工程结构的特点，按模数设计，并经专用设备注塑加工而成的、可组合拼装的带肋模板。

3.2

平面模板 panel formwork

与背部肋板一同注塑成型的平面模板。

3.3

弧形模板 arc formwork

与背部肋板一同注塑成型的带有弧形面的模板。

3.4

阴角模板 inside corners formwork

与背部肋板一同注塑成型的用于阴角位置的模板。

3.5

阳角模板 outside corners formwork

与背部肋板一同注塑成型的用于阳角位置的模板。

3.6

锁销 closing key

塑料模板与塑料模板之间的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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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转接件 adapter pieces

塑料模板与其他类型模板连接所用的构件。

3.8

支承件 bearing piece

用于支撑塑料模板，加强模板整体刚度，承受模板传递的荷载的部件，包括主楞（背楞）、柱箍、

斜撑、扣件式钢管脚手架、门式钢管脚手架、碗扣式钢管脚手架、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满堂脚手

架及独立支撑等。

3.9

支承系统 bearing system

由支架、支撑等和其他配件等组成的模板承载系统。

4 基本规定

4.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应采用模数制设计，模板的宽度模数应以 50mm 进级；长度小于 1000mm 的模

数应以 50mm 进级，长度大于等于 1000mm 的模数应以 100mm 进级。根据工程特点的需要，可增加其他专

用模板。

4.2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应拼缝严密，装拆灵活，搬运方便。

4.3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的设计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计算方法，并应采用分项系数的

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计算。

4.4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平面模板在规定荷载作用下的强度和刚度应满足

表 1的要求。具体的测试方法按附录 A 的要求进行。

表 1 单块模板强度与刚度

试验项目 模板长度/mm
支点间距

L/mm

均布荷载

q/(kN/m
2
）

集中荷载

P/kN
允许挠度/mm 强度试验要求

强度 1000～2000 800 — 4 —
不破坏，残余挠度

≤1mm

刚度 1000～2000 800 4 2 ≦3 —

注：试验用的模板宽度应为 500mm 的模板。

4.5 锁销抗拉、抗剪性能应满足表 2 的要求。

表 2 锁销抗拉、抗剪性能

项目 标准值/kN

锁销
最小剪力 5

最小拉力 5

4.6 模板工程应根据钢筋混凝土施工的要求，对模板的选用、尺寸组合、连接、支撑系统等进行设计，

以满足混凝土质量及施工安全的要求，模板构件可根据用途按附录 B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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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工程应按照模板设计的要求进行制作和安装，安装过程中，应进行质量检查

和验收，并应提交模板工程质量检查记录及验收记录。对于塑料模板施工过程中遇到孔洞或模板不能覆

盖的区域，可采用与其它模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连接。

4.8 模板和配件拆除后，应及时进行清理和修复，并应妥善保存。

5 材料、制作与检验

5.1 材料

5.1.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所用的各类材料，其材质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塑料的物理性

能指标及材料强度设计值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塑料材料性能指标

弹性模量 Ea

/（N/mm
2
）

弯曲强度/

（MPa）

简支梁无缺口冲击

强度/（kJ/m
2
）

维卡软化点

/℃

加热后尺寸

变化率/%

燃烧性能等

级/级

表面硬度

（邵氏硬度）

≥4500 ≥50 ≥25 ≥100 ±0.2 ≥B2 ≥58

5.1.2 塑料模板及配件规格应满足表 4 的要求。

表 4 塑料模板及配件规格

名称 规格/mm

塑料模板
主面板δ=3、4、5

背部加强肋δ=3、4、5

锁销 Φ21×56

转接件 147×38×52

5.1.3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及配件应在-10℃～80℃温度条件下使用，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性能指标应

符合附录 C 的规定。

5.1.4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编号和规格应符合附录 D 的规定要求。

5.1.5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常用规格见附录 E。

5.2 制作

5.2.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的制作应采用定制模具，并通过专用设备注塑成型的生产工艺。

5.2.2 在注塑成型过程中应对成型周期、型腔温度、压力等参数进行合理调整，以注塑出产品质量合

格产品。每块塑料模板需应标注有生产日期相关的标识。

5.2.3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及配件不应有气孔、缺胶、毛刺、披锋等缺陷。

5.3 检验

5.3.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及配件产品应采取出厂检验和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经检验合

格、签发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5.3.2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的检验应包括强度、刚度的检验；锁销的检验应包括抗拉强度、抗剪强度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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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组批规则与抽样方案：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及配件专用料由同一生产线上相同材料、相同工艺

所生产的同一牌号的产品组批，生产厂也可按每六个月为一周期或存储料仓位每 1万平方米对产品进行

组批，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检验与验收。

5.3.4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及配件成品的尺寸检验，应符合表 5 和表 6 的要求。

表 5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制作质量标准

项目 尺寸/mm 允许偏差/mm 图例

模板的长度、宽度 a，b 0～-2

销孔

沿板长度的孔中心距 n×100
+0.50

-0.50

沿板宽度的孔中心距 n×50
+0.50

-0.50

孔中心与板面间距 50
+0.50

0

沿板长度孔中心与板

端间距
100

+0.50

0

沿板宽度孔中心与侧

面的间距
50

+0.50

0

孔直径 22
+0.50

-0.50

板面平整度 — ±3.0

侧面棱直线度 — 0.50

横肋、中纵肋与边肋高度差 — 0.5

注：n 代表孔与孔之间的个数，n为整数。

表 6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配件制作质量标准

项目 尺寸/mm 允许偏差/mm

锁销
锁头间距 56 ±0.5

外径 Φ21 ±0.3

转接件 孔中心距 100 ±0.5

6 设计荷载及变形值的规定

6.1 荷载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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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永久荷载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模板及其支架自重标准值（G1）应根据模板设计图纸计算确定，肋形或无梁楼板模板自重标准

值应按表 7 的规定选用；

表 7 楼板模板自重标准值

单位为 kN/m
2

模板构件的名称 模块化塑料模板

平面模板及小梁 0.2

楼板模板（其中包括梁的模板） 0.4

楼板模板及其支架（楼层高度为 4m 以下） 0.65

b) 新浇筑混凝土自重标准值（G2），对普通混凝土可采用 24kN/m3，其它混凝土可根据实际重力

密度或参考混凝土配合比确定；

c) 钢筋自重标准值（G3）应根据工程设计图确定。对一般梁板结构，楼板的钢筋自重可取 1.1kN/m3，

梁的钢筋自重可取 1.5kN/m3；

d) 当采用插入式振捣器且浇筑速度不大于 10m/h、混凝土坍落度不大于 180mm 时，新浇筑的混凝

土作用于模板的最大侧压力标准值（G4），可按公式(1)和（2）计算，并取其中的较小值：

2
1

028.0 VtF c  ...........................................................................(1)

HF c ...................................................................................(2)

式中：

F——新浇筑混凝土对模板的最大侧压力（kN/m2）；

γc——混凝土的重力密度（kN/m3）；

t0——新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h），可按实测确定；当缺乏试验资料时可采用t0＝200/（T+15）计

算，T为混凝土的温度（℃）；

β——混凝土坍落度影响修正系数：当坍落度大于50mm且不大于90mm时，b取0.85；坍落度大于90mm

且不大于130mm时，b取0.9；坍落度大于130mm且不大于180mm时，b取1.0；

V——混凝土浇筑高度（厚度）与浇筑时间的比值（m/h）；

H——混凝土侧压力计算位置处至新浇筑混凝土顶面的总高度（m）；

e) 混凝土侧压力的计算分布图形如图 1。

标引序号说明：

h——有效压头高度；

H——模板内混凝土总高度；

F——最大侧压力。

注：图中 h=F/γc。

图 1 混凝土侧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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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可变荷载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施工人员及设备荷载标准值（Q1），当计算模板和直接承受模板的小梁时，取均布活荷载

2.50kN/m
2
，再用集中荷载 2.5kN 进行核算，比较两者所得的弯矩值取其大值；当计算直接支

承小梁的主梁、钢支顶或其他支承结构构件时，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可取 1.50kN/m
2
。如有其他

施工荷载，按实际情况计算；

b) 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值（Q2），对水平面模板可采用 2.00kN/m
2
，对垂直面模板可采

用 4.00kN/m
2
，且作用范围在新浇筑混凝土侧压力的有效压头高度之内；

c) 倾倒混凝土时，对垂直面模板产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Q3）可按表 8的规定选用。

表 8 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

单位为 kN/m
2

向模板内供料方法 水平荷载

溜槽、串筒或导管 2

容量小于 0.2m
3
的运输器具 2

容量为 0.2 m
3
～0.8m

3
的运输器具 4

容量大于 0.8m
3
的运输器具 6

6.1.3 泵送混凝土或不均匀堆载等因素产生的附加水平荷载（Q3）的标准值，取计算工况下竖向永久

荷载标准值的 2%，并应作用在模板支架上端水平方向。

6.1.4 风荷载（Q4）的标准值，应按 GB 50009 的有关规定计算，基本风压按十年一遇的风压取值，但

基本风压取值不应小于 0.20kN/m
2
。

6.2 荷载设计值

6.2.1 计算模板及支架结构或构件的强度、稳定性和连接强度时，应采用荷载设计值。

6.2.2 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变形时，应采用荷载标准值。

6.2.3 荷载分项系数应按表 9 的规定选用。

表 9 荷载分项系数

荷 载 类 别 分项系数γi

模板及支架自重（G1） 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⑴当其效应对结构不利时：对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应取 1.2；对

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应取 1.35。

⑵当其效应对结构有利时：一般情况应取 1；对结构的倾覆、滑移验算，

应取 0.9。

新浇筑混凝土自重（G2）

钢筋自重（G3）

新浇筑混凝土对模板侧面的压力（G4）

施工人员及施工设备荷载（Q1） 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

一般情况下应取 1.4；

对标准值大于 4kN/m
2
的活荷载应取 1.3。

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Q2）

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Q3）

风荷载（Q4） 1.5

6.3 变形值规定

6.3.1 当验算模板的刚度时，其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下列容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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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结构表面外露的模板，为模板构件计算跨度的 1/400；

b) 对结构表面隐蔽的模板，为模板构件计算跨度的 1/250。

6.3.2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结构或其构配件的最大变形值，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表 10 模块化塑料模板及构配件的容许变形值

部件名称 容许变形值[υ]

塑料模板的面板 ≤3mm

单块塑料模板 ≤3mm

6.4 荷载组合

6.4.1 按极限状态设计时，其荷载组合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按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采用，并应采用公式（3）进行模板设计：

RSr 0 ....................................................................................(3)

式中：

0r ──结构重要性系数，其值按0.9采用；

S──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R──结构构件抗力的设计值，应按各有关建筑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

b) 对于基本组合，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S，应从下列组合值中取最不利值确定：

1) 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按公式（4）或公式（5）计算：

1
1

1
QrGrS Q

n

i
iG  



..........................................................................(4)





n

i
iQi

n

i
iG QrGrS

11
9.0 .................................................................... (5)

式中：

rG──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应按表 9采用；

rQi──第 i个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其中 rQ1为可变荷载 Q1的分项系数，应按表 9 采用；




n

i
iG

1

──按永久荷载标准值计算 G 的荷载效应值；

SQi──按可变荷载标准值 Qi计算的荷载效应值，其中 SQ1为诸可变荷载效应中起控制作用者；

n──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数；

2) 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按公式（6）计算：





n

i
QciQiGG i
SrSrS

1

...................................................................... (6)

式中：

ci ──可变荷载 Qi的组合值系数，应按 GB 50009 的规定采用；模板中规定的各可变荷载组合值系

D
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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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0.7；

注 1：基本组合中的设计值仅适用于荷载与荷载效应为线性的情况。

注 2：当对 SQ1无明显判断时，轮次以各可变荷载效应为 SQ1，选其中最不利的荷载效应组合。

注 3：当考虑以竖向的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时，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仅限于竖向荷载。

c)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采用标准组合，并按公式（7）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CS  ..................................................................................... (7)
式中：

C──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的规定限值，应符合 6.3 中有关变形值的规定，对于标准

组合，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 S应按公式（8）采用：

GSS  .....................................................................................(8)

式中：

SG——即为



n

i
iG

1 ，按永久荷载标准值计算G的荷载效应值。

6.4.2 参与计算模板及其支架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荷载的标准值组合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 模板及其支架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荷载

项 目
参与组合的荷载类别

计算承载能力 验算挠度

平板和薄壳的模板及支架 G1+G2+G3+Q1 G1+G2+G3

梁和拱模板的底板及支架 G1+G2+G3+Q2 G1+G2+G3

梁、拱、柱（边长不大于 300mm）、墙（厚度不大于 100mm）的侧面模板 G4+Q2 G4

大体积结构、柱（边长大于 300mm）、墙（厚度大于 100mm）的侧面模板 G4+Q3 G4

注：验算挠度应采用荷载标准值；计算承载能力应采用荷载设计值。

7 模板施工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工程施工前，应根据结构施工图及模板支撑系统等现场条件，进行塑料模

板工程施工设计。

7.1.2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工程的施工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根据结构施工图，绘制塑料模板配板设计图、梁、板、柱、墙模板节点大样图、支撑系统设

计布置图、异形模板大样图；

b) 按模板承受荷载的最不利组合对模板和支撑系统进行验算；

c) 编制塑料模板与配件的规格、数量明细表与周转使用计划；

d) 制定技术安全措施，包括模板结构安装及拆卸的程序，特殊部位、预埋件、预留孔洞的处理

方法及安全措施；

e) 编写模板工程施工说明书。

7.1.3 模板及支撑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刚度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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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设计计算

7.2.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承受的荷载，应根据 GB 50204 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7.2.2 组成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系统的塑料模板、背楞和支撑，其变形容许值应符合 6.3.1 和 6.3.2

的规定。

7.2.3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所用材料强度的设计值，应通过试验取用，常用塑料模板可按附录 F 取值。

7.2.4 参与计算模板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荷载标准值组合，应符合 JGJ 162-2008 的相关规定。

7.2.5 面板按简支跨计算，应验算跨中和悬臂端的最不利抗弯强度和挠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抗弯强度计算，塑料模板面板抗弯强度应按公式（9）计算：

a
a

f
W
M

max＝ ................................................................................(9)

式中：

σ——抗弯强度（N/mm2）；

Mmax——最不利弯矩设计值（N·mm），取均布荷载与集中荷载分别作用时计算结果的大值；

Wa——净截面抵抗矩（mm
3
）；

fa——塑料模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N/mm
2
）；

b) 抗剪强度按公式（10）计算：

Vmax＜[V]................................................................................(10)
式中：

Vmax——最大剪力设计值（N）；

fva——单个锁销抗剪强度设计值（N/mm
2
）；

[V]——锁销总抗剪设计强度（N/mm
2
），其值为 fva×锁销数量；

c) 挠度验算，按公式（11）和公式（12）计算：

 v
IE
Lq

v
aa

g 
384
5 4

........................................................................ (11)

 v
IE

PL
IE
Lq

v
aaaa

g 
48384

5 34

................................................................(12)

式中：
v——挠度（mm）；

qg——恒荷载均布线荷载标准值（N/mm）；

P——集中荷载标准值（N）；

Ea——塑料的弹性模量（N/mm
2
）；

Ia——截面惯性矩（mm
4
）；

L——面板计算长度（mm）；

[υ]——容许挠度（mm），按 6.4.1 和 6.4.2 规定取值。

7.2.6 背楞计算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按连续梁、简支梁或悬臂梁计算，应验算最不利抗弯承载力与挠度，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抗弯强度应按公式（13）计算：

max
s

s

M
f

W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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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max——最不利弯矩设计值（N·mm）。应从均布荷载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M1、均布荷载与集中荷载产

生的弯矩设计值 M2两者中，选取计算结果较大者；

Ws ——背楞截面抵抗矩，按实际取用（mm
3
）；

fs ——背楞材料抗弯强度设计值（N/mm
2
）；

b) 抗剪强度应按公式（14）计算：

vs
Ws

f
tI

VS
0＝ ..............................................................................(14)

式中：

V——计算截面沿腹板平面作用的剪力设计值（N）；

S0——计算剪力应力处以上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mm
2
）；

IS——背楞毛截面惯性矩（mm
4
）；

tw——腹板厚度（mm）；

fvs——背楞材料抗剪强度设计值（N/mm
2
）；

c) 挠度应按下式计算：

1）简支梁应按公式（9）或公式（10）进行验算；

2）连续梁应按相应挠度系数取值验算。

7.2.7 对拉螺栓应确保背楞能满足设计要求的承载力、刚度和整体性。对拉螺栓承载力应按公式（14）、

公式（15）和公式（16）计算：

SN abF ................................................................................(15)

b b
t n tN A f ...............................................................................(16)

b
tN N ..................................................................................(17)

式中：

N——对拉螺栓最大轴力设计值（N）；
b
tN ——对拉螺栓轴向拉力设计值（N），按表 12 采用；

a——对拉螺栓横向间距（mm）；

b——对拉螺栓竖向间距（mm）；

Fs——新浇混凝土作用于模板上的侧压力设计值（N），包括新浇混凝土流体静压力、振捣混凝土

对垂直模板产生的水平荷载或倾倒混凝土时作用于模板上的侧压力设计值，公式（18）或公式（19）计

算：

3QrFrF QGS  ............................................................................. (18)

34 QrGrF QGS  .............................................................................(19)

式中：

An——对拉螺栓净截面面积（mm
2
），按表 12 采用；

ft

b
——螺栓的抗拉承载力设计值（N/mm

2
），按表 13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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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对拉螺栓轴向拉力设计值

螺栓直径/mm 螺栓内径/mm 净截面面积/mm
2

重 量/（N/m） 轴向拉力设计值
b
tN /（kN）

M12 9.85 76 8.9 12.9

M14 11.55 105 12.1 17.8

M16 13.55 144 15.8 24.5

M18 14.93 174 20.0 29.6

M20 16.93 225 24.6 38.2

M22 18.93 282 29.6 47.9

表 13 螺栓连接的承载力设计值

单位为 N/mm
2

螺栓的性能等级

普通螺栓

C级螺栓 A级、B级螺栓

抗拉
b
tf 抗剪

b
vf 承压

b
cf 抗拉

b
tf 抗剪

b
vf 承压

b
cf

普通螺栓

4.6/4.8 级 170 140 - - - -

5.6 级 - - - 210 190 -

8.8 级 - - - 400 320 -

7.2.8 支顶应承受模板结构的竖向荷载，其计算应符合 JGJ 162-2008 的相关规定。采用其它支撑方式

应由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

7.2.9 应用早拆模板技术时，应进行早拆模板支撑系统的设计。

7.3 配板设计

7.3.1 模板配板设计时，宜选用规格较大模板为主板，其他规格的模板作补充。

7.3.2 绘制模板配板设计图时，应标出板块的位置、规格、型号和数量。有特殊构造时，应加以标明

并绘制详图。

7.3.3 预埋件和预留孔的位置，应在模板配板设计图上标明，并注明其固定方法。

7.3.4 设置对拉螺栓或其他拉筋时，宜根据模板上的预留孔进行安装，避免钻孔。

8 模板安装与拆除

8.1 安装准备

8.1.1 施工和操作人员应熟悉模板工程的施工设计或模板配板设计排列图和模板支撑系统布置图，并

做好模板安装作业的分工。

8.1.2 模板安装前，应对模板和配件的规格、数量及外观逐项检查，合格才能使用。

8.1.3 采用预组装模板施工，应在组装平台或经平整处理的场地上进行预组装模板。

8.1.4 装运模板应按安装顺序进行。模板底层应垫高，放置应水平，高度不宜超过 2m。

8.1.5 竖向模板的安装底面应平整坚实，并有可靠的定位措施。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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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安装

8.2.1 模板应严格按模板工程的施工设计或模板配板设计排列图和支撑系统布置图进行安装，保证安

装正确及安全。

8.2.2 安装模板应保证各构件定位准确，锁销连接紧密、牢固，不能漏装。

8.2.3 安装楼面模板时，宜采用先安装完成一个区域的支撑系统和模板，并将该区域作为楼面模板的

预装平台再逐渐向外扩展。

8.2.4 不得站在下层模板安装上层竖向模板。

8.2.5 现浇多层或高层房屋和构筑物，安装上层模板及其支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下层楼板应具有承受上层荷载的承载能力，否则应加设支架；

b) 下层支架立柱底应铺设垫板，上层支架立柱应对准下层支架立柱。

8.2.6 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当跨度大于 4m 时，模板应起拱；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起拱高度宜为

全跨长度的 1/1000～3/1000。

8.2.7 模板安装过程中应对模板面板和边角保护。

8.2.8 梁、板的模板上施工荷载不能超过设计的要求。已承受荷载的支架和配件，不得随意拆除或移

动。

8.2.9 安装模板及支撑系统支架时，应对其检验，确保安装过程符合要求。

8.2.10 安装模板时所需各种配件应放在工具箱或工具袋内，严禁散放在模板或脚手架上。

8.2.11 安装预组装成片模板时，应边就位边安设锁销。

8.3 检查与验收

8.3.1 模板及支撑系统应在搭设完成后，应按流程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后续工序的施工。

8.3.2 模板安装的质量检查，除应按 GB 50204 和 GB 50300 的有关规定，以及模板工程的施工设计或

模板配板设计排列图和支撑系统布置图的要求进行检查外，尚应检查以下内容：

a) 模板安装质量，应符合表 14 模板安装质量标准的规定；

b) 连接件及支承件的规格、质量和紧固情况；

c) 支承着力点和模板结构整体稳定性；

d) 模板轴线位置和标志；

e) 竖向模板的垂直度和横向模板的侧向弯曲度；

f) 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模板安装起拱情况；

g) 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的规格、数量、偏差及固定情况；

h) 对拉螺栓、背楞与支撑的间距；

i) 有关安全措施。

表 14 模板安装质量标准

项 目 允许偏差/mm

两块模板之间的拼接缝隙 ≤1.5

相邻模板面的高低差 ≤1.5

组装模板板面平面度 ≤2.0(用 2m 长尺检查)

组装模板板面的长宽尺寸 ≤长度和宽度的 1/1000，最大±2.0

组装模板两对角线长度差值 ≤对角线长度的 1/1000，最大±5.0

8.3.3 模板工程质量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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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板工程的施工设计、或模板配板设计排列图和支撑系统布置图；

b) 按附录 G表 G.1 的要求填写模板工程质量检查记录及验收记录；

c) 模板工程的重大质量问题及处理记录。

8.4 拆除

8.4.1 模板拆除前应制订模板拆除施工技术方案，明确模板及其支撑系统拆除的顺序及安全措施。

8.4.2 拆除模板及其支撑系统，应依据 GB 50204 的有关规定执行。

8.4.3 拆除模板及其支撑系统的顺序和方法，应按模板拆除施工技术方案的要求进行。当设计无要求

时，可按先支的后拆、后支的先拆、先拆非承重模板、后拆承重模板，并应从上而下进行的原则拆除。

8.4.4 拆除墙、柱模板，应先拆除外角模板，后拆除墙、柱面板。拆除模板时应逐块拆卸，不得成片

撬落或拉倒。且不得使用大锤硬砸，撬棍硬撬。

8.4.5 拆除梁模板时，应先拆除外角模板，后拆除梁侧模板，最后拆除梁底模板。

8.4.6 拆除楼面模板时，应按施工方案先拆除其中的一块小块模板，然后以小块模板为起点拆除四周

模板，拆除模板时应逐块拆卸，不得成片撬落或拉倒，不得损伤模板和混凝土。

8.4.7 在提前拆除相互搭连并涉及其他后拆模板的支撑时，应补设临时支撑。

8.4.8 拆除模板时如遇中途停歇，应将松动、悬空、浮吊的模板及支撑系统支架进行临时支撑固定或

拆除，保证模板整体稳固。

8.4.9 使用起重机拆除模板，先应拆除模板与混凝土结构之间所有对拉螺栓和连接件，模板与混凝土

结构分离后，才可使用起重机起吊模板。

8.4.10 模板应绑扎牢固，配件应放在工具箱或工具袋内，才可吊运。

8.5 要求

8.5.1 严禁攀爬模板，不得在高空的墙顶、独立梁等模板上面行走。

8.5.2 模板及其支撑系统支架在安装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防倾覆的临时固定措施。

8.5.3 进行动火作业时，应有保护模板的措施。

8.5.4 模板装拆时，上下应有人接应，模板应随装拆随转运，不得堆放在脚手架上，严禁抛、掷、踩、

撞，若中途停歇，必须把活动部件固定牢靠。

8.5.5 装拆超过一定高度的模板时，必须有稳固的操作平台或脚手架。高处作业，操作人员应佩带安

全帽、系安全带、穿防滑鞋。安全帽和安全带应定期检查，不合格者严禁使用。

8.5.6 按模板施工方案的规定，应控制好混凝土浇筑速度，确保混凝土压力不超过模板设计值。

8.5.7 安装墙、柱模板时，应及时固定支撑，防止倾覆。

8.5.8 模板的预留孔洞、电梯井口等处，应加盖或设置防护栏，必要时应在洞口处设置安全网。

8.5.9 拆除承重模板时，为避免突然整块坍落，必要时应先设立临时支撑点，然后进行拆卸。

8.5.10 拆除后的模板临时堆放处与楼层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1m，高度不得超过 1m，楼层边口、通道

口、脚手架边缘等处严禁堆放任何拆除物件。

9 维修、保管与运输

9.1 维修与保管

9.1.1 模板及配件拆除后，应及时清除粘结的水泥砂浆等杂物，避免损伤模板及配件。

9.1.2 对变形及损坏超过质量标准的模板及配件，应及时修补，修复后应达到表 15 的主要质量标准要

求，仍达不到质量标准要求的应报废并回收处理。连接件一旦出现损坏，应立即报废，不得继续使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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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模板及配件修复后的主要质量标准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模板
板面平面度 ≤3.0

边肋不直度 ≤3.0

锁销 锁头间距 ≤0.5

9.1.3 模板使用完毕后，利用模板作包装箱（即自包装），然后将模板放入箱内，模板一律装箱放置，

不得乱堆乱放。露天放置应有防晒措施，地面应平整、结实。

9.1.4 配件应装箱并分类存放保管。

9.1.5 模板的主面板破损后（破损面积小于 50cm2）可以通过补胶或用塑料片等方式封堵破损面。

9.2 运输

9.2.1 运输模板，应有防止模板变形及面板损伤的措施。

9.2.2 模板及配件装卸时，应轻装轻卸，防止碰撞损坏。

9.2.3 模板装卸过程宜使用叉车。若使用吊车进行装卸，吊索宜使用合成纤维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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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A.1 单块模板强度与刚度见表A.1。

表 A.1 单块模板强度与刚度

试验项目 模板长度/mm
支点间距

L/mm

均布荷载

q/（kN/m
2
）

集中荷载

P/（kN）

允许挠度

/mm
强度试验要求

强度 200～1000 800 --- 4 ---
不破坏，残余挠度

≤1mm

刚度 200～1000 800 4 2 ≤3.0 ---

注：试验用的模板宽度应为500mm的模板。

A.2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强度刚度测试方法见图A.1。

图 A.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强度刚度测试方法D
B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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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体系的组成

B.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体系由模板及配件组成见图B.1～B.4。

标引序号说明:

1——阴角模板；

2——梁；

3——板；

4——其他板材模板；

5——阳角模板；

6——柱；

7——转接件；

8——平面模板；

9——锁销；

10——墙。

图 B.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装配图

标引序号说明:

1——阴角模板。

图 B.2 阴角拼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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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阳角模板。

图 B.3 阳角拼接图

标引序号说明:

1——其他板材模板；

2——转接件；

3——锁销；

4——平面模板。

图 B.4 转接件拼接

B.2 平面模板见图B.5。

1

2

3

4567

8

9

标引序号说明:

1——锁销孔；

2——侧壁；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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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板；

4——主纵肋；

5——主横肋；

6——次横肋；

7——次纵肋；

8——加强肋；

9——工艺孔。

图 B.5 平面模板图

B.3 阴角模板见图B.6。

6

1

2

345

标引序号说明:

1——锁销孔；

2——侧壁；

3——阴角锁销孔；

4——侧壁板；

5——加强筋；

6——工艺孔。

图 B.6 阴角塑料模板图

B.4 阳角模板见图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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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标引序号说明:

1——锁销孔；

2——侧壁；

3——工艺孔

图 B.7 阳角模板图

B.5 连接件见图B.8～B.10。

1

2

3

标引序号说明:

1——锁头；

2——锁身；

3——手柄

图 B.8 短锁销图

D
B
4
4
0
1



DB4401/T 153—2022

20

图 B.9 长锁销图

图 B.10 销钉图

B.6 转接件见图B.11～B.13。

1

2

3

标引序号说明:

1——连接面；

2——加强筋；

3——锁销孔

图 B.11 转接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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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2 转接件拼接图

图 B.13 转接件拼接图

B.7 嵌补模板见图B.14～B.15。

图 B.14 嵌补模板图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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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5 嵌补模板拼接图

B.8 早拆体系见图B.16。

图 B.16 早拆示意图

B.9 梁支撑体系见图B.17。

图 B.17 梁支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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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墙加固体系见图B.18～B.19。

图 B.18 墙加固示意图

图 B.19 墙加固示意图D
B
4
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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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材料性能指标

C.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材料性能指标见表C.1。

表 C.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材料性能指标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材料性能指标

项次 项目 单位 数值

1 弯曲弹性模量 MPa ≥4500

2 弯曲强度 MPa ≥50

3 耐腐蚀

耐酸 /
外观尺寸无变化

表面无鼓泡、龟裂

耐碱 /
外观尺寸无变化

表面无鼓泡、龟裂

4 吸水率 % ≤0.3

5 表面硬度（邵氏硬度） HD ≥58

6 适用温度 ℃ -10～80

7 阻燃 /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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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规格尺寸表

D.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规格尺寸见表D.1。

表 D.1 常用模板规格尺寸表

名称 构件编号 标准板编号 肋高/mm 范围/mm 图例

平面模板 P P a/b ≥70
a：150～2000

b: 150～500

弧形模板 H H α/l ≥70
α: 0～90

l: 150～1000

阴角模板 N N h ≥70 h: 150～500

阳角模板 W W h ≥70 h: 150～50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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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名称及规格表

E.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名称及规格见表E.1。

表 E.1 常用塑料模板名称及规格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a×b×h（mm）

1 平面模板 2000×500 2000×500×70

2 平面模板1000×500 1000×500×70

3 平面模板1000×250 1000×250×70

4 平面模板1000×200 1000×200×70

5 平面模板1000×150 1000×150×70

6 平面模板250×250 250×250×70

7 平面模板250×200 250×200×70

8 平面模板250×150 250×150×70

9 平面模板200×200 200×200×70

10 平面模板200×150 200×150×70

11 平面模板150×150 150×150×70

12 平面模板250×180 250×180×70

13 平面模板200×180 200×180×70

14 平面模板150×180 150×180×70

15 三面角模200×200 200×200×70

16 阴角模板500×200 500×200×70

17 阴角模板250×200 250×200×70

18 阴角模板200×200 200×200×70

19 阴角模板150×200 150×200×70

20 阴角模板200×180 200×180×70

21 阳角模板500×70 500×70×70

22 阳角模板200×70 200×70×70

23 阳角模板150×70 150×70×70

24 平面模板1000×700 1000×700×70

注：本表为常用模板的规格尺寸，随着工程应用增多，规格将相应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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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力学性能指标

F.1 常用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力学性能指标见表F.1。

表 F.1 常用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力学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符号 设计值 单位

1 抗弯强度 fa 70 MPa

2 塑料模板弹性模量 Ea 5000 MPa

3 塑料模板惯性矩 Ia 207.82 cm
4

4 截面抵抗矩 W 39.96 cm
3

5 抗弯强度 σ 50 MPa

6 锁销抗剪强度 τ 40 MPa

7 单个锁销截面积 A 255.7 m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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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安装及拆除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G.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安装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见表G.1。

表 G.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安装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单位（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

总承包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专业承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本文件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

评定记录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记录

主控

项目

1
安装现浇结构的上层模板及其支架，下层楼板应

具有承受上层荷载的承载力，或加设支架

2 支撑等支架的规格、间距、垂直度等是否符合要求

3
锁销、背楞、对拉螺栓、定位撑条等的数量、位

置是否符合要求

一般项目

1 模板安装的拼缝应平整、严密，不应漏浆

2 模板与混凝土接触面应清理干净

3 浇筑混凝土前，模板内的杂物应清理干净

4

模板的

起拱高

度

当设计有要求时按设计要求，无设计

要求时按跨度的 1%-3%

5
预埋

件、预
预埋管、预埋孔中心线位置 3mm



DB4401/T 153—2022

29

留孔预

留洞偏

差

预埋螺栓

中心线位置 2mm

尺寸

＋10

mm

0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 10mm

尺寸

＋10

mm

0

6

模板安

装允许

偏差

模板垂直度 5mm

梁侧、墙、柱模板平整度 3mm

梁、墙、柱模板轴线位置 3mm

截面内部尺

寸
柱、墙、梁

＋4

mm

-5

单跨楼板模板的长宽尺寸累

计误差
±5mm

相邻两板表面高低差 1.5mm

相邻模板拼接缝隙宽度 ≤1.5mm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专业工长（施工员） 施工班组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专业质量检查员填写，施工单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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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条文说明

H.1 范围

H.1.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特点在于其为模块化设计，具有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可重复使用

和回收利用，拼装便捷等优点，是一种节能型和绿色环保的产品，可以完全替代木胶建筑模板、钢制建

筑模板等，技术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符合国家“以塑代木、以塑代钢”的节能环保政策，以及推动建

筑工业化发展的产业政策。其施工效率可比木、钢模板提升30%～40%左右，按国外施工经验数据周转次

数可达60～100次，且能保证100%回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在混凝土施工中进一步推广，确保其

设计、制作和施工质量，更好地取得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绿色环保等效果，在总结已有的

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本文件。

H.1.2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施工混凝土结构工程中采用的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对其设计、制作、安装

和拆除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可供设计、制作与施工单位应用。

H.1.3 应用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技术，除应符合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H.2 术语

本章术语的条文仅列出容易混淆、误解和概念模糊的术语。

本文件给出了9个有关模板工程方面的专用术语，并在我国惯用的模板工程术语基础上赋予其特定

的涵义。所给出的英文译名是参考国外某些标准拟定的。

H.3 基本规定

H.3.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强度与刚度是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数据统计得出，试验选用宽度为500mm，

长度为1000mm～2000mm的板进行，支撑跨度为800mm，如下图1所示。试验测试3次为一组，共计两组数

据，可以求得强度及刚度的标准值，本文件所述强度及刚度需满足的要求，指该两项指标均需通过实际

测试，至少要满足表中的要求。

图 H.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强度刚度测试方法

H.3.2 锁销抗拉、抗剪性能需要通过实验进行测试，通过特定的工装及拉伸机测试锁销锁头能够承受

的拉力以及锁销锁身截面的抗剪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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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3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拼缝严密可保证水泥浇筑时不漏浆，方便拆模，同时提高混凝土表面质量。

塑料模板通过锁销连接十分方便，产品重量轻，搬运省工省力。

H.3.4 专用模板指根据工程实际需要进行定制出来的，非标准的塑料模板，通过标准模板与非标准模

板的结合使用，从而适应施工复杂多变的结构。其中非标准模板的宽度模数应以50mm进级，长度小于1

000mm的模数以50mm进级，长度大于等于1000mm的模数以100mm进级。

H.4 材料、制作与检验

H.4.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所用的各类材料，包括不同厂家生产的塑料模板，其材质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应有生产日期的标识，并配合有效使用期，控制模板的生命周期，

超出产品有效使用期后需进行强制报废并回收处理。

H.4.2 根据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其刚度与强度，其面板及肋板的厚度应满足表4的要求；其中根据锁销

的抗拉与抗剪要求，其规格应为Φ21×56；转接件的规格应与平面模板、木模板（或其他材料的平板模

板）的规格相配合。

H.4.3 根据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的特性，环境温度在-10℃～80℃温度条件下均可使用。

H.4.4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编号和规格应符合附录C的要求。

H.4.5 披锋指塑料产品边缘部位多出的无用部分，因为多出的部分通常有点伤手，所以带有锋。塑料

行业中也称毛边、飞边、溢边为披锋。通常产生于模具分型面上，是由于材料流动性，模具结构缺陷，

成型工艺不适当造成的。

H.4.6 模板、锁销所需检验的力学性能指标见附录B。

H.5 设计荷载及变形值的规定

H.5.1 通过对已应用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的工程进行全面统计，每平方米混凝土接触面积的模板重量

为15kg～20kg，因此在计算时模板自重标准值取0.20kN/m
2
偏安全。

新浇混凝土模板侧压力计算公式是以流体静压力原理为基础，并结合浇筑速度与侧压力的国内试验

结果而建立的，考虑了不同密度混凝土的凝固时间、坍落度和掺缓凝剂的影响等因素。它适用于浇筑速

度在6m/h以下的普通混凝土及轻骨料混凝土。

H.5.2 永久荷载取值出自JGJ 162-2008第4.1.1条。

H.5.3 可变荷载取值出自JGJ 162-2008第4.1.2条。

H.5.4 施工中的泵送混凝土、倾倒混凝土等未预见因素产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Q3，可取模板上混凝土

和钢筋重量的2%作为标准值，并应以线荷载形式作用在模板支架上端水平方向。

H.5.5 荷载设计值指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分项系数。

H.6 模板施工设计

H.6.1 由于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为模块化产品，需要设计排模图纸和施工方案，并提供给施工方，施

工方按施工方案和图纸进行施工。

H.6.2 验算挠度时不考虑可变荷载值，仅考虑永久荷载标准值。由于模板结构属临时结构，在满足承

载力验算的前提下，挠度验算主要是针对混凝土及自重本身作用下的模板变形值有影响，因此可以不用

考虑可变荷载同时作用。

H.6.3 背楞是指承受模板传递荷载的水平构件。根据工程特点可用木方、钢管、方钢、槽钢等。

H.6.4 挠度计算：实际计算中采用简支梁计算偏于安全而且较为简便，采用连续梁的机率较低。因此

本文件中连续梁的挠度计算未详细列出，需要时可参考相关规范。

H.6.5 为提高施工效率，配板多采用大板。穿墙螺栓位置应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的要求进行设置，施工

方案中在穿墙位置处塑料模板上进行了螺栓孔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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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6 对于边角拼板，因与普通夹板厚度不同，底下木枋在连接位置需要进行切割以弥补高度差，一

般情况下若因模数不足需要拼板时，补的缝需要控制在10mm～20mm以内，木模板直接盖在转接块上，并

用铁钉钉牢，不需要再增加木方进行加固。

H.6.7 对于竖向结构梁、柱、墙侧模等根据载荷情况确定是否需要对拉螺栓，墙体穿墙螺栓竖向间距

由塑料模板上预留的结构孔确定，具有一定的模数限制。在2m以内，竖向间距一般为500mm。

H.7 模板安装与拆除

H.7.1 模板安装前应按照施工方案对操作人员进行安全及技术交底，交底主要指施工方案以及模板施

工安装说明等安全技术性文件。

有场地允许的条件下，宜采取预拼装的方式进行模板拼装，可较大地提高施工效率。

在安装模板前需要对地面进行平整，从而保证模板安装过程方便、快捷、准确。应用早拆模板技术

时，应绘制其配模图及支撑体系图。支模前应在楼地面上标出支撑位置。

对于施工过程中遇到孔洞或塑料模板不能覆盖的区域时，采用转接块结合木模板的方式进行拼接。

操作过程为：先通过锁销将转接块按间隔250mm的距离与塑料模板进行连接；再将木模板置于转接块上，

并采用铁钉将木模板与转接块钉牢。

对于施工过程中遇到孔洞或塑料模板不能覆盖的区域时，采用转接块结合木模板的方式进行拼接。

操作过程为：先通过锁销将转接块按间隔250mm的距离与塑料模板进行连接；再将木模板置于转接块上，

并采用铁钉将木模板与转接块钉牢。

采用早拆模板技术时，应绘制模板配板设计图及支撑系统图。支模前应在楼地面上标出支撑位置，

以防搞错支撑位置。

H.7.2 配板图是由厂家根据模板规格尺寸进行排模设计，计算出某区域的模板安装用量及其连接方式

的图纸，施工人员应根据该图纸进行施工拼接。

支撑系统包括扣件式钢管脚手架、门式钢管脚手架、碗扣式钢管脚手架、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

满堂脚手架等支撑系统。

H.7.3 模板安装质量检查与验收，除应按GB 50300和GB 50204的有关规定进行质量检查外，还应满足

模板施工方案要求。在验收时可采用塞规、卡尺、靠尺等工具对模板的拼缝、高低差、平面度等进行检

查测量。

H.7.4 模板拆除应按施工方案进行，并应保证模板在拆除过程中的安全。

表 H.1 底模拆除时混凝土的强度要求

构件类型 构件跨度/m 达到设计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百分率

板

≤2 ≥50%

＞2 且≤8 ≥75%

＞8 ≥100%

梁
≤8 ≥75%

＞8 ≥100%

悬臂构件 － ≥100%

考虑到模板翻模的需要，拆模时在保证拆除面积小于等于1.5㎡的前提下，可多块模板一起拆除，

从而减少下层模板的拼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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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工程施工完成后，需要对所有模板进行全部拆除，首先将损坏的模板挑选出来，然后将完好

的模板按规格、型号进行归类，以便下一个工程的周转使用。

H.7.5 在模板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部、省和广州市颁布的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确保安

全生产。

H.8 维修、保管与运输

H.8.1 塑料模板的主面板破损后（破损面积小于50cm
2
），可以通过补胶或用塑料片等方式封堵破损面。

破损面积超过50cm
2
进行报废回收处理。

H.8.2 为减少其他辅助材料的使用，塑料模板宜采用拼箱方式装箱包装。模板装箱高度不宜超过2m，

在运输过程中需要对模板进行固定，以防运输过程倒塌。在模板装卸过程宜使用叉车进行运输。若使用

吊车进行装卸，为减少装卸时吊索对模板的损伤，宜使用合成纤维吊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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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　模板安装的质量检查，除应按GB 50204和GB 50300的有关规定，以及模板工程的施工设计或模板
	a)模板安装质量，应符合表14模板安装质量标准的规定；
	b)连接件及支承件的规格、质量和紧固情况；
	c)支承着力点和模板结构整体稳定性；
	d)模板轴线位置和标志；
	e)竖向模板的垂直度和横向模板的侧向弯曲度；
	f)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模板安装起拱情况；
	g)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的规格、数量、偏差及固定情况；
	h)对拉螺栓、背楞与支撑的间距；
	i)有关安全措施。
	8.3.3　模板工程质量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技术文件：
	a)模板工程的施工设计、或模板配板设计排列图和支撑系统布置图；
	b)按附录G表G.1的要求填写模板工程质量检查记录及验收记录；
	c)模板工程的重大质量问题及处理记录。

	8.4　拆除
	8.4.1　模板拆除前应制订模板拆除施工技术方案，明确模板及其支撑系统拆除的顺序及安全措施。
	8.4.2　拆除模板及其支撑系统，应依据GB 50204的有关规定执行。
	8.4.3　拆除模板及其支撑系统的顺序和方法，应按模板拆除施工技术方案的要求进行。当设计无要求时，可按先支的后拆
	8.4.4　拆除墙、柱模板，应先拆除外角模板，后拆除墙、柱面板。拆除模板时应逐块拆卸，不得成片撬落或拉倒。且不得
	8.4.5　拆除梁模板时，应先拆除外角模板，后拆除梁侧模板，最后拆除梁底模板。
	8.4.6　拆除楼面模板时，应按施工方案先拆除其中的一块小块模板，然后以小块模板为起点拆除四周模板，拆除模板时应
	8.4.7　在提前拆除相互搭连并涉及其他后拆模板的支撑时，应补设临时支撑。
	8.4.8　拆除模板时如遇中途停歇，应将松动、悬空、浮吊的模板及支撑系统支架进行临时支撑固定或拆除，保证模板整体
	8.4.9　使用起重机拆除模板，先应拆除模板与混凝土结构之间所有对拉螺栓和连接件，模板与混凝土结构分离后，才可使
	8.4.10　模板应绑扎牢固，配件应放在工具箱或工具袋内，才可吊运。

	8.5　要求
	8.5.1　严禁攀爬模板，不得在高空的墙顶、独立梁等模板上面行走。
	8.5.2　模板及其支撑系统支架在安装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防倾覆的临时固定措施。
	8.5.3　进行动火作业时，应有保护模板的措施。
	8.5.4　模板装拆时，上下应有人接应，模板应随装拆随转运，不得堆放在脚手架上，严禁抛、掷、踩、撞，若中途停歇，
	8.5.5　装拆超过一定高度的模板时，必须有稳固的操作平台或脚手架。高处作业，操作人员应佩带安全帽、系安全带、穿
	8.5.6　按模板施工方案的规定，应控制好混凝土浇筑速度，确保混凝土压力不超过模板设计值。
	8.5.7　安装墙、柱模板时，应及时固定支撑，防止倾覆。
	8.5.8　模板的预留孔洞、电梯井口等处，应加盖或设置防护栏，必要时应在洞口处设置安全网。
	8.5.9　拆除承重模板时，为避免突然整块坍落，必要时应先设立临时支撑点，然后进行拆卸。
	8.5.10　拆除后的模板临时堆放处与楼层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1m，高度不得超过1m，楼层边口、通道口、脚手架边缘等


	9　维修、保管与运输
	9.1　维修与保管
	9.1.1　模板及配件拆除后，应及时清除粘结的水泥砂浆等杂物，避免损伤模板及配件。
	9.1.2　对变形及损坏超过质量标准的模板及配件，应及时修补，修复后应达到表15的主要质量标准要求，仍达不到质量
	9.1.3　模板使用完毕后，利用模板作包装箱（即自包装），然后将模板放入箱内，模板一律装箱放置，不得乱堆乱放。露
	9.1.4　配件应装箱并分类存放保管。
	9.1.5　模板的主面板破损后（破损面积小于50cm2）可以通过补胶或用塑料片等方式封堵破损面。

	9.2　运输
	9.2.1　运输模板，应有防止模板变形及面板损伤的措施。
	9.2.2　模板及配件装卸时，应轻装轻卸，防止碰撞损坏。
	9.2.3　模板装卸过程宜使用叉车。若使用吊车进行装卸，吊索宜使用合成纤维吊带。



	附　录　A（资料性）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A.1　单块模板强度与刚度见表A.1。
	A.2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强度刚度测试方法见图A.1。

	附　录　B（资料性）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体系的组成
	B.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体系由模板及配件组成见图B.1～B.4。
	B.2　平面模板见图B.5。
	B.3　阴角模板见图B.6。
	B.4　阳角模板见图B.7。
	B.5　连接件见图B.8～B.10。
	B.6　转接件见图B.11～B.13。
	B.7　嵌补模板见图B.14～B.15。
	B.8　早拆体系见图B.16。
	B.9　梁支撑体系见图B.17。
	B.10　墙加固体系见图B.18～B.19。

	附　录　C（资料性）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材料性能指标
	C.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材料性能指标见表C.1。

	附　录　D（资料性）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规格尺寸表
	D.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规格尺寸见表D.1。

	附　录　E（资料性）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名称及规格表
	E.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名称及规格见表E.1。

	附　录　F（资料性）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力学性能指标
	F.1　常用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力学性能指标见表F.1。

	附　录　G（资料性）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安装及拆除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G.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安装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见表G.1。

	附　录　H（资料性）条文说明
	H.1　范围
	H.1.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特点在于其为模块化设计，具有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可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拼装便
	H.1.2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施工混凝土结构工程中采用的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对其设计、制作、安装和拆除等方面都作了
	H.1.3　应用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技术，除应符合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H.2　术语
	H.3　基本规定
	H.3.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强度与刚度是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数据统计得出，试验选用宽度为500mm，长度为100
	H.3.2　锁销抗拉、抗剪性能需要通过实验进行测试，通过特定的工装及拉伸机测试锁销锁头能够承受的拉力以及锁销锁身
	H.3.3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拼缝严密可保证水泥浇筑时不漏浆，方便拆模，同时提高混凝土表面质量。塑料模板通过锁销
	H.3.4　专用模板指根据工程实际需要进行定制出来的，非标准的塑料模板，通过标准模板与非标准模板的结合使用，从而

	H.4　材料、制作与检验
	H.4.1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所用的各类材料，包括不同厂家生产的塑料模板，其材质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组
	H.4.2　根据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其刚度与强度，其面板及肋板的厚度应满足表4的要求；其中根据锁销的抗拉与抗剪要求
	H.4.3　根据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的特性，环境温度在-10℃～80℃温度条件下均可使用。
	H.4.4　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编号和规格应符合附录C的要求。
	H.4.5　披锋指塑料产品边缘部位多出的无用部分，因为多出的部分通常有点伤手，所以带有锋。塑料行业中也称毛边、飞
	H.4.6　模板、锁销所需检验的力学性能指标见附录B。

	H.5　设计荷载及变形值的规定
	H.5.1　通过对已应用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的工程进行全面统计，每平方米混凝土接触面积的模板重量为15kg～20k
	新浇混凝土模板侧压力计算公式是以流体静压力原理为基础，并结合浇筑速度与侧压力的国内试验结果而建立的，
	H.5.2　永久荷载取值出自JGJ 162-2008第4.1.1条。
	H.5.3　可变荷载取值出自JGJ 162-2008第4.1.2条。
	H.5.4　施工中的泵送混凝土、倾倒混凝土等未预见因素产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Q3，可取模板上混凝土和钢筋重量的2%
	H.5.5　荷载设计值指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分项系数。

	H.6　模板施工设计
	H.6.1　由于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为模块化产品，需要设计排模图纸和施工方案，并提供给施工方，施工方按施工方案和图
	H.6.2　验算挠度时不考虑可变荷载值，仅考虑永久荷载标准值。由于模板结构属临时结构，在满足承载力验算的前提下，
	H.6.3　背楞是指承受模板传递荷载的水平构件。根据工程特点可用木方、钢管、方钢、槽钢等。
	H.6.4　挠度计算：实际计算中采用简支梁计算偏于安全而且较为简便，采用连续梁的机率较低。因此本文件中连续梁的挠
	H.6.5　为提高施工效率，配板多采用大板。穿墙螺栓位置应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的要求进行设置，施工方案中在穿墙位置处
	H.6.6　对于边角拼板，因与普通夹板厚度不同，底下木枋在连接位置需要进行切割以弥补高度差，一般情况下若因模数不
	H.6.7　对于竖向结构梁、柱、墙侧模等根据载荷情况确定是否需要对拉螺栓，墙体穿墙螺栓竖向间距由塑料模板上预留的

	H.7　模板安装与拆除
	H.7.1　模板安装前应按照施工方案对操作人员进行安全及技术交底，交底主要指施工方案以及模板施工安装说明等安全技
	有场地允许的条件下，宜采取预拼装的方式进行模板拼装，可较大地提高施工效率。
	在安装模板前需要对地面进行平整，从而保证模板安装过程方便、快捷、准确。应用早拆模板技术时，应绘制其配
	对于施工过程中遇到孔洞或塑料模板不能覆盖的区域时，采用转接块结合木模板的方式进行拼接。操作过程为：先
	对于施工过程中遇到孔洞或塑料模板不能覆盖的区域时，采用转接块结合木模板的方式进行拼接。操作过程为：先
	采用早拆模板技术时，应绘制模板配板设计图及支撑系统图。支模前应在楼地面上标出支撑位置，以防搞错支撑位
	H.7.2　配板图是由厂家根据模板规格尺寸进行排模设计，计算出某区域的模板安装用量及其连接方式的图纸，施工人员应
	支撑系统包括扣件式钢管脚手架、门式钢管脚手架、碗扣式钢管脚手架、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满堂脚手架等
	H.7.3　模板安装质量检查与验收，除应按GB 50300和GB 50204的有关规定进行质量检查外，还应满足模
	H.7.4　模板拆除应按施工方案进行，并应保证模板在拆除过程中的安全。
	考虑到模板翻模的需要，拆模时在保证拆除面积小于等于1.5㎡的前提下，可多块模板一起拆除，从而减少下层
	在整个工程施工完成后，需要对所有模板进行全部拆除，首先将损坏的模板挑选出来，然后将完好的模板按规格、
	H.7.5　在模板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部、省和广州市颁布的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确保安全生产。

	H.8　维修、保管与运输
	H.8.1　塑料模板的主面板破损后（破损面积小于50cm2），可以通过补胶或用塑料片等方式封堵破损面。破损面积超
	H.8.2　为减少其他辅助材料的使用，塑料模板宜采用拼箱方式装箱包装。模板装箱高度不宜超过2m，在运输过程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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