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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手册分为四篇共二十七章，分别详细地介绍了高层建筑基础、结构、装饰和
施工管理方面的内容。本书在介绍近年来高层建筑施工中出现的新的施工工艺和
组织管理方法的同时还介绍了高层建筑施工中实用的计算方法和计算实例，便于
读者应用参考。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新
方法。
本手册中介绍的许多新的施工工艺，对非从事高层建筑施工的人员亦大有参
考价值。本书供从事建筑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供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
生参考。
本书（第一版）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图书二等奖；建设部第二届全国优秀建筑
科技图书二等奖；第六届全国科技类优秀图书畅销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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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间有相对温度差和收缩差的
计算
7.4.3.3底板混凝土浇筑后再浇筑板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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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顶板的地下室结构，其墙顶与
底板有相对温度差和收缩差的
计算
7.4.3.4先浇筑底板、板墙的地下室结构
其后浇筑顶板，对板墙有相对温
度差和收缩差的计算
7.4.4“后浇带”设计
7.5防止产生温度裂缝的技术措施
7.5.1控制混凝土温升
7.5.2延缓混凝土降温速率
7.5.3减少混凝土收缩、提高混凝土的
极限拉伸值
7.5.4改善边界约束和构造设计
7.5.5施工监测
7.6大体积钢筋混凝土基础结构
施工实例
7.6.1钢筋、模板工程
7.6.1.1钢筋、支架和操作平台
7.6.1.2模板与支撑
7.6.2混凝土的运输和泵送
7.6.2.1泵送混凝土机具数量的计算
7.6.2.2施工平面布置
7.6.3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
7.6.3.1混凝土浇筑方法
7.6.3.2混凝土振捣
7.6.3.3混凝土的泌水处理
7.6.3.4混凝土的表面处理
7.6.3.5水化热测定
7.7大体积钢筋混凝土结构裂缝
控制计算实例
7.7.1深坑底板温度应力计算
7.7.1.1最高温升值
7.7.1.2各龄期的温度升降值
7.7.1.3各龄期的混凝土收缩值及收缩
当量温差
7.7.1.4各龄期的混凝土的综合温差
及总温差
7.7.1.5各龄期的混凝土弹性模量
7.7.1.6各龄期的混凝土松弛系数
7.7.1.7最大温度应力计算
7.7.2深坑墙板温度应力计算
7.7.2.1第一段墙板应力计算
7.7.2.2第二段墙板应力计算
7.7.2.3第三段墙板应力计算
7.7.3主要施工技术措施及测温数据
7.7.3.1混凝土的配合
7.7.3.2深坑底板部分
7.7.3.3深坑墙板部分
7.7.3.4温度理论计算与实测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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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层建筑地下防水工程施工
8.1高层建筑地下防水的重要性
及其发展
8.2高层建筑地下防水方法
8.2.1材料防水施工
8.2.1.1卷材防水施工
8.2.1.2防水涂料施工
8.2.2刚性防水施工
8.2.3构造防水
8.3高层建筑地下防水工程的修
补堵漏
8.3.1刚性防水补漏
8.3.2压力渔浆补漏
8.3.3卷材贴面法补漏
9.高层建筑的结构体系
9.1高层建筑的结构特点和结
构类型
9.1.1结构受力特点
9.1.2结构类型
9.1.3结构体系
9.2高层建筑剪力墙结构体系
9.3高层建筑框架结构体系
9.4高层建筑筒体结构体系
9.4.1空心筒体
9.4.2框筒结构
9.4.3筒中筒结构
9.4.4群筒结构
9.5高层建筑楼盖结构体系
10.高层建筑施工测量
10.1高层建筑施工测量的特点
及基本要求
10.1.1高层建筑施工测量的特点
10.1.2高层建筑施工测量的基本准则
10.2建立施工控制网
10.2.1平面控制
10.2.2高程控制
10.3建（构）筑物主要轴线的定
位及标定
10.3.1定桩位
10.3.2建筑物基坑与基础的测定
10.3.3建筑物基础上的平面与高程控制
10.4高层建筑中的竖向测量
10.4.1吊线坠法
10.4.2激光铅垂仪法
10.4.2.1激光经纬仪的构造
10.4.2.2激光经纬仪的操作方法
10.4.2.3激光经纬仪的特点和用途
10.4.3天顶垂准测量（仰视法）
10.4.4天底垂准测量（俯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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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高层建筑中的变形观测
10.5.1沉桩过程中的变形观测
10.5.2各施工阶段中的变形观测
10.5.3建（构）筑物全部竣工后的变形
观测
10.6测量仪器的检验和校正
10.6.1经纬仪的检验与校正
10.6.2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10.6.3钢尺的检定
10.7特殊工程的施工测量
10.7.1电视塔施工中的施工测量
10.7.2上海电视塔（东方明珠）的施工
测量简介
10.8新技术在施工测量中的应用
10.8.1激光经纬仪
10.8.2激光水准仪
10.8.3光电测距仪
11.高层建筑施工的起重运输机械
11.1起重运输机械的重要地位
和国内外概况
11.1.1起重运输机械在高层建筑施工中
的重要地位
11.1.2国内外起重运输机械发展概况
11.2高层建筑施工用的起重运输
机械
11.2.1高层建筑施工用起重运输机械的
类型
11.2.2塔式起重机
11.2.2.1塔式起重机的基本形式
11.2.2.2塔式起重机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11.2.2.3有关自升塔式起重机的路基、附
着支撑以及塔机稳定性的验算
11.2.2.4自升式塔式起重机的主要技术性能
11.2.2.5塔机驾驶安全操作要点
11.2.2.6自升式塔式起重机的维护保养
11.2.2.7自升式塔式起重机的装拆、运
输及安全验收检查
11.2.3混凝土泵和泵车
11.2.3.1基本形式
11.2.3.2构造原理与主要特点
11.2.3.3混凝土泵与泵车的主要技术
性能
11.2.3.4使用要点
11.2.3.5操作注意事项
11.2.3.6混凝土泵与泵车的故障排除
方法
11.2.4快速提升机
11.2.4.1快速提升机的基本形式
11.2.4.2快速提升机的构造原理

Page 13



《高层建筑施工手册(第二版)》

11.2.4.3快速提升机的主要技术性能
11.2.4.4快速提升机的操作要点
11.2.4.5维护保养
11.2.4.6安装与拆卸（以SJ88－1型为例）
11.2.5建筑施工电梯
11.2.5.1建筑施工电梯的基本形式
11.2.5.2建筑施工电梯的构造原理
11.2.5.3建筑施工电梯的主要技术性能
11.2.5.4建筑施工电梯的操作要点
11.2.5.5建筑施工电梯的维护保养
11.2.6井架吊篮（亦称吊盘、井架提升机）
11.2.7灰浆输送泵与喷涂机
11.3高层建筑施工用起重运输体
系及其机械选择
11.3.1起重运输体系的组成
11.3.1.1自升式塔式起重机加料斗的
吊运体系
11.3.1.2混凝土泵加布料杆的泵送体系
11.3.1.3快速提升机加手推车（或皮
带输送机）的斗送体系
11.3.1.4竖直运输机械各种输送体系
的混合使用
11.3.2起重运输体系的选择
11.3.2.1起重运输机械的输送能力
11.3.2.2起重运输机械在国内高层建
筑工程中配套使用实例
11.3.3起重运输机械应用的经济性
12.高层建筑施工中的商品混凝土技术
12.1商品混凝土的发展及其优点
12.1.1国内外商品混凝土的发展
12.1.1.1国外商品混凝土的发展
12.1.1.2我国商品混凝土的发展
12.1.2商品混凝土的优点
12.2商品混凝土的生产
12.2.1商品混凝土工厂的规划和布局
12.2.2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工艺
12.2.2.1商品混凝土生产的工艺流程
12.2.2.2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年产量的
确定
12.2.2.3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工艺与生
产设备
12.3商品混凝土的供应
12.3.1商品混凝土供应管理
12.3.1.1供应计划的编制
12.3.1.2供应计划的执行与变更
12.3.1.3现场服务
12.3.1.4生产调度
12.3.2商品混凝土供应设备
12.3.3商品混凝土的质量管理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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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1商品混凝土的质量管理
12.3.3.2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检验
12.4商品混凝土的浇筑
12.4.1泵送混凝土的材料及配合比
12.4.2泵送混凝土机械选择
12.4.2.1混凝土泵或泵车排量的计算
12.4.2.2输送管路布置
12.4.3泵送混凝土的泵送和布料
12.4.3.1泵送混凝土施工对模板的要求
12.4.3.2泵送混凝土施工对钢筋的要求
12.4.3.3混凝土泵送
12.4.3.4高层建筑泵送混凝土施工实例
27.4.1高层建筑施工中的消防
27.4.1.1建立消防组织和制度
27.4.1.2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器材
27.4.1.3明火管理
27.4.1.4现场防火要求
27.4.2高层建筑施工的卫生要求
27.4.3高层建筑施工的一般机电安
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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