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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爬架是高层建筑在外墙施工中广泛使用的操作架体，它可将高处作业变为地面操作，

在高空施工变为架体内部作业。智能爬升脚手架是在普通的钢管式升降脚手架体的基础上，对构造上

进行改进优化，科技含量较高，具有工厂化制作、工具式组装，使用更便捷，操作更安全。随着科技

的发展，智能爬升脚手架采用电气集成模块的自动控制，升降同步的优点，解决高层建筑在高空作业

的难题。 

本文依据常州市天宁时代广场工程使用的整体集成智能爬升架体平台，在其构造、安装、使用、

拆除、安全控制等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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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简介 

常州市天宁时代广场工程项目，是一个集商业、办公于一体的大型超高层综合性公共建筑，由 A、

B两座主楼和裙楼连接成整体的大型建筑，主楼高度分别为 190m、145m。该工程的建成将成为常州天

宁区标志性建筑，工程毗邻人流量大的火车站、汽车站，工程高处作业的外立面选用适宜的智能爬升

脚手架体，能有效地防止高空坠物，而且外形美观，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及工程施工整体形象代表着常

州建筑业的一个缩影。 

  
工程效果图                 智能爬升架体平台外形实景 

二、智能爬升架体升降平台的构造、布置形式、选材及性能 

1、智能爬升架体升降平台的构造 

智能爬升升降平台按流水段以组为提升单位，平台由架体基本单元、附着支承系统、提升系统、

控制系统和防坠落装置等五部分组成。 

⑴架体基本单元由立柱、连接三角件、脚手板、密封翻板、内外立柱、左右立柱、连接桁架和安

全防护网等组成。 

⑵附着支承系统由附墙座、承载螺栓、垫片等组成。 

⑶提升系统由导轨、环链电动葫芦和链条、滑轮组组成。 

⑷控制系统由重力传感器、电气线路和总控箱、分控箱及控制模块构成。 

⑸防坠落装置由棘轮和单向运动阻挡构件组成。 

该工程设有提升机位 79个，架体总周长约 326m，其中：A楼架体布置 4组 42个机位，使用架体

周长 172m；B楼架体布置 4组 37个机位，使用架体周长 154m；至少 2个机位组成一个组，通过电气

模块控制及遥控按钮实现整体提升功能，也可更好地保持左右平衡。 

2、智能爬升架体升降平台的布置形式 

⑴架体立面：该工程层高 4.5m,架体按全高为 18 米。架体步高按照层高设置 5步架，保持与层高

一致，架体底部采用密封翻板完全封蔽，升降平台架体净宽度 0.6m。 

⑵架体集成单元：集成单元由脚手板、密封翻板、内外立杆、左右立杆、连接桁架、钢板冲孔防

护网等组成一个空间桁架结构，所有构件均采用螺栓连接。 

⑶附墙座：每个机位处竖向布置 3个防坠落附墙座，用 M30穿墙螺栓固定在建筑结构上。 



⑷智能提升系统：每个机位均配置有智能提升系统，提升机构均为 7.5T的电动葫芦。 

⑸脚手板：脚手板安装在集成单元内，用螺栓组件与集成单元内外立杆连接。 

⑹爬架升降平台的架体集成单元自带密封翻板，翻板为活动构件，与脚手板间用绞链连接，在爬

架升降时翻起，静止施工作业时将翻板翻下，起到水平防护作用。 

⑺升降平台架体组装后在外立面及端部处均安装多孔密封钢板网，防止飞溅物坠落，既美观又能

起到立面安全防护。 

     

棘轮防坠落装置及导轨          翻板与脚手板的连接       架体底部翻板及外立面防护 

3、智能爬升架体升降平台的选材、安装及性能 

智能爬升架体升降平台选用热镀锌矩型钢管，防腐性能好，架体集成单元的零部件在工厂内完成

预制，实现标准化、专业化生产。与普通的钢管式升降脚手架相比具有下列特点： 

⑴智能爬架架体的集成单元是在地面组装完成。采用 Φ 16 的螺栓连接将工厂预制的单片、单件

零部件拼接紧固，组装成一个个独立的架体集成单元，大大提高了架体单元连接的牢固性。螺栓的紧

固状态可在地面用扭力扳手进行复核，安全控制、质量验收变得更为直观明了。而普通的钢管式升(降)

脚手架需在高空使用钢管、扣件连接，检查验收较为困难，有时可能存在验收缺位的问题。 

⑵智能爬架架体的高处安装作业，是采用施工塔吊按集成单元构架整体吊装，附着棘轮支座与建

筑结构固定牢固，将升降导轨卡入棘轮支座内便安装完成。其安装和拆卸方便，操作使用简便，架体

的防护网采用冲孔式的镀锌钢板固定在架体外侧，当架体集成单元吊装就位后，将架体集成单元的翻

板均全部打开，实施底部密封和内侧防护，这样能有效的防止高空坠落物，且外形美观。解决了普通

的钢管式升降脚手架高空搭设不安全、不美观问题。 

⑶智能爬架架体的防坠采用棘轮防坠落附墙座，利用速度差进行有效机械式防坠，其附墙座构造

简单，安装和拆卸简便，适用施工现场的各类环境，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承载力大，使用寿命长，

维护成本低等显著特点。解决了普通附着式脚手架防坠装置易出现不安全隐患的问题。 

⑷智能爬架架体采用多重独立防坠系统，将分别独立的速度信号安全防坠系统和荷载信号安全防

坠系统通过电气智能模块有机集成，避免了两种控制信号单独使用时的缺陷，极大地提高了附着式升

降脚手架的安全防坠效果。 

⑸智能爬架架体的升降机构采用正挂自倒链电动葫芦，电动葫芦固定在建筑结构上，依靠自身的

升降设备和装置，爬架架体可随工程结构逐层爬升(下降)，不占用塔吊时间，省时方便。 

⑹智能爬架架体配设专用电气控制线路,设置错相和断相保护、过载及漏电保护，正反转、单独升

降、整体升降和接地安全保护、自动控制等装置。通过电气模块编程设置，可将升降过程中出现的故

障点通过模块指示灯显示，迅速查找和处理故障点，使得检查维修快速便捷。 



     

材料进场                    地面组装                  高空整体吊装 

三、智能爬升架体升降平台的应用及安全控制 

1、智能爬升架体升降平台在使用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⑴架体安装及操作人员应持有主管部门核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⑵架体安装完成后，架体安装单位和总包使用单位对架体进行预验收，合格后进行试运行(提升

和下降)。 

⑶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智能爬升架体进行检测，待检测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2、智能爬升架体升降平台使用与维护的安全控制 

⑴为确保升降平台的正常使用，避免事故发生，应定期对升降平台进行维护保养，定期对电动葫

芦进行检查，加注润滑油使之润滑不卡阻，检查自锁装置、吊链的完好情况，检查架体构件焊接部位、

螺栓连接、悬挂端下沉情况等，确保安全使用。 

⑵架体在每次爬升(下降)前，操作人员应对架体的固定附着支座内的棘轮及弹簧机构进行检查，

确保机构活动灵活、锁定可靠，若发现问题应及时进行更换。每个机位均设置全机械化自动运行的摆

针防坠落棘轮装置，保证料台在爬升时的安全运行。 

⑶架体每次爬升(下降)前，作业单位应组织操作人员对架体进行全面检查，清除架体上的施工材

料、垃圾及影响升降作业的障碍物(架体上的翻板等)，清除楼面边缘 1 米范围内的堆载物、杂物，确

认安全后应填写架体升(降)作业单，经总包项目部、项目监理机构审核、现场检查，同意后方可进行

架体的升(降)作业。 

⑷提升(下降)准备工作完成并经确认后，应由作业的现场负责人发出指令(提升/下降)，整栋楼的

架体可同时提升(下降)，也可分组分区提升(下降)，架体提升(下降)设有故障停机功能。当无故障报

警自行停机时，可一次提升(下降)到位。当有故障时，应排除故障，故障排除后重复上述作业。 

⑸提升(下降)过程中应密切注意导轨垂直度，尤其是顶部固定附着棘轮支座及底部的固定附着棘

轮支座在同一垂直线上，如有偏差应暂停提升(下降)，进行重新调整。提升作业中当提升到底部固定

附着棘轮支座离开导轨后，停止提升并将该固定附着棘轮支座卸下移往顶部，对正导轨处安装好，方

可继续提升作业。 

⑹提升(下降)到位之前，将所有定位用的固定扣件全数松掉,提升(下降)到位停机后，将密封板、

脚手翻板全数封闭好后，再全数上好定位扣件，定位扣件固定上紧后，便可将葫芦链条进行卸荷。 

⑺每次提升(下降)完成后，用模板或编织袋等物体保护好固定附着棘轮支座，避免水泥砂浆及灰

尘杂物等进入导向件防坠装置棘轮支座内，确保防坠装置整洁，确保后续作业的顺畅灵活安全可靠。 

⑻棘轮防坠落附墙座在架体使用中不得少于三个，确保架体的稳定牢固。在架体上施工作业的人

员应保持架体的整洁，作业层上的施工荷载须符合设计要求，不得在架体上集中堆载物料，不得超载，

荷载必须均匀。不得将模板支架、缆风绳、卸料平台等固定或连接在架体上。不得拆卸架体上的任何

零部件，如发现架体存在问题应及时向项目部安全部门反馈，确保使用中安全。 



     

爬架的导轨及防坠器   架体操作空间及电气模块箱           架体立面剖面 

四、智能爬升架体升降平台拆除的安全控制 

2016年 8月 28日和 10月 28日工程 A、B楼主体相继封顶，智能爬架结束它应有的历史使命，在

2016年的 10月、12月分别对智能爬架进行拆除，拆除作业中做好如下工作： 

⑴设置安全防护区域，在拆架区域下方地面部位划出安全警戒区域，设有专人警戒守护，严密控

制无关的人员进入拆卸警戒区域。 

⑵拆架前技术人员必须对拆卸作业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对拆架作业人员进行合理分工，配备专职

的指挥，保证通信畅通可靠，清除架体上所有杂物、建筑垃圾等活动物件。 

⑶拆架时先用施工塔吊的钢丝绳固定所拆卸的集成单元，再卸除相应集成单元的电动葫芦、防坠

装置及相关连接点。集成单元在塔吊的牵引下吊离架体区，并吊至地面集中堆载。在此过程中，配备

两名塔吊指挥工，一名在地面指挥拆卸转运至堆场，另一名指挥人员在高处架体拆卸现场，指挥塔吊

吊离架体，确保拆卸作业的安全。 

⑷逐次按照爬架安装相反的顺序进行逐个架体单元的拆除作业，拆除完成后，在地面完成架体单

元拆卸、分解，各种材料零部件按品种、规格码放整齐，分类放置，这样的作业无需在空中完成拆解，

安全性高，杜绝普通钢管脚手架拆解过程中高空坠物的难题。 

   
地面进行架体拆卸                各种零部件分类堆放 

该工程 A、B楼整个架体拆除过程中，我们做到安全预控，监督到位，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相信

在不远的将来，这些零部件经检查、整修与保养后，将在另一座高层建筑上重新发挥其安全保障的功

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五、结语 

智能爬架升降平台是新兴产物，它具有工厂化生产，装配式组装，其特点安装简便，使用便捷，

操作安全，能反复使用。比普通钢管脚手架有独特的优点，凭借其较高的适用性和经济性，在建筑施

工中将会得到广泛的应用，其安全性远胜于普通钢管脚手架，从架体的结构上消除了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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