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工程建设标准《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
成建筑应用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编制筹备工作进展

根据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下达 2024 年广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立

项通知的通知”的要求，启动《钢-混凝土组合模块建筑技术

规程》编制任务。本次规范制订的主编单位为中建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广州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广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进行标准技术归口单位管理。

2022 年以来，对现行模块建筑、钢-混凝土组合建筑的

技术、标准规范、在全国各地的工程应用进行全面调研和分

析总结，根据调研结果，形成钢-混凝土组合模块的建筑、结

构、内装和机电设备的全专业技术方案。2022 年 12 月-2023

年 3月，第一栋 2 层试验楼在广州落地，全面总结了设计、

生产、施工中的问题。2022 年 3月-2024 年 6月，系统进行

了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性能研究与测试，完成了大

量组合剪力墙结构关键节点性能试验，关键构件的力学性能

试验和耐火性能试验、耐久性能试验，完成了多种外墙与内

装性能试验和生产施工关键技术工艺试验。2023年 7月-11

月，一栋 8层组合模块办公楼建筑在深圳完成建设。2024 年

6月形成钢-混凝土组合模块建筑全专业全套设计、生产、施

工及验收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本规范初稿。

二、标准编制的依据、背景、意义

（一）编制依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倪虹部长多次提出：“要下力气建设

好房子，住房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让人民群众能住上更好的

房子。”好房子将主要聚焦在“绿色、低碳、智能、安全”

等方面。

在《广东省建筑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将智

能建造发展任务融入建筑业“十四五”核心指标并确定五年

工作计划全盘推进。将教育和自然资源部门纳入责任单位，

联合 15个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

发展的实施意见》，构建广东发展智能建造政策体系。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23年 3月 23日印发了《广

州市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推动智能建造与

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掌握一批具有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

的智能建造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行业影

响力的骨干企业，形成广州特色的智能建造产业集群，智能

建造发展整体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工程建设领域实现从

建造、制造到智造的转变，成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典范。

推动智能建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产

业深度融合，大力培育智能建造产业生态、全过程 BIM技术

应用、建筑设计、生产和施工智慧协同、智慧绿色施工、产

业互联网平台、科技和人才支撑等智能建造产业链。

根据以上国家、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重点工作部署，围绕

好房子、保障房建设等重点任务；按照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广州市地方标

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启动《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



建筑应用技术规程》编制任务，目的是为钢-混凝土组合模块

集成建筑的安全合理实施提供支撑和依据，为智能建造和模

块化建筑的实施提供一种新的技术路径。

（二）编制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国内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相对紧缺形

势加剧，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建筑工人人力资源短缺,建筑

业工业化程度低、施工周期长，建筑产品质量不高等一系列

问题的出现，十三五期间国家及地方政府大力推广装配式建

筑，相关产业政策层出不穷，从中央到地方，呈现遍地开花

的趋势。

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是多高层建筑中主要的结

构受力体系。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住宅建筑类都采用剪力

墙结构，众多公用建筑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剪力墙结构、

框架-剪力墙结构中的剪力墙按结构形式可分为现浇混凝土

剪力墙、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组合结构剪力墙，装配式混

凝土剪力墙主要类型包括采用套筒灌浆连接的装配整体式

剪力墙、免模双皮墙剪力墙及部分企业为主体研发的装配式

剪力墙体系；组合结构剪力墙包括内置钢板-外包混凝土的组

合剪力墙、外包双层钢板-内部浇筑混凝土的组合剪力墙，和

框架及内嵌于框架内的钢板组成的剪力墙。装配整体式剪力

墙结构是近年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中最主流的形式，占据

绝大部分市场，在设计、产品供应、构件生产、施工安装等

环节技术较成熟，有综合优势，但是连接做法比较复杂，现



场吊装构件数量多，水平和竖向连接节点处工程量较大，施

工效率比较低，施工速度普遍为 6-8天/层，施工精度较差，

内、外装修施工在结构施工完成后进行，用时多、工程量大，

总体来说目前相较现浇混凝土剪力墙体系成本增量较高、工

期未缩短、人工有节约。

模块化集成建筑在美国、欧洲、新加坡、日本、香港等

国家和地区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应用历史，具有建造速度快、

劳动力成本节约、集成度高等优势。模块化集成建筑的主要

部分在工厂内完成，现场仅需要简单的安装连接就可以形成

整体建筑，是实现建筑工业化及智能建造的最佳载体，也是

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的最佳技术路线，可以明显的

提高建造速度和质量、减少人工和资源消耗。

目前模块化集成建筑的结构主体形式，主要有钢结构模

块和混凝土模块两种。其中前者主要用于酒店、学校等；后

者主要用于住宅。国内中建科工、中建海龙、中建科技、广

州建筑、远大住工等企业均开发了相关技术和产品，形成生

产能力，并开展了示范应用。其中，钢结构集成模块主要存

在着成本较高、适用高度受限、功能不适用于住宅等问题，

混凝土模块主要存在生产的智能化程度不高、运输吊装成本

较高、现场仍需要较多钢筋绑扎、模板和混凝土浇筑作业等

问题，成本也较高。

针对以上问题，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近年研发了钢-

混凝土组合模块建筑体系，竖向结构采用钢-混凝土组合剪力

墙结构体系，墙体参与结构受力的同时也作为施工期间模板，



楼板采用钢筋桁架楼承板。设计初期根据建筑使用功能合理

优化建筑的开间和进深，将建筑每层按房间和使用功能拆分

为六面体（墙+顶板+底板）标准模块单元，采用模块化的手

段将结构组合剪力墙的钢构件部分、钢筋桁架楼承板的预制

部分、建筑面层的预制部分提取出来，在工厂完成拼装，形

成六面体标准模块单元自受力体系，标准模块单元可同时附

带建筑门窗、外墙的外饰面、飘窗、阳台、卫生间、内部隔

墙、大部分的地面、顶面及墙面装修、机电管线等内外装饰

装修部品部件，施工现场仅需进行模块吊装、混凝土浇筑工

程，取消全部或大部分的小构件吊装、脚手架与施工支撑架

设工作，钢结构焊接、螺栓连接工作，混凝土模板支设、钢

筋绑扎与焊接工作、同时现场内外装饰装修工程也可大幅度

减少。相比于现有钢模块化技术，由于以组合结构受力为主，

减少用钢量并节约造价；现场浇筑的混凝土保证结构整体性，

解决连接问题；结构整体性好，适用高度可以与现浇混凝土

结构一致。与预制混凝土模块相比，更有利于在工厂实现模

块的智能制造，且模块轻，运输吊装方便。该技术已经在深

圳和广州地区完成示范项目建设，效果良好，综合工期节约

50%，成本比钢集成模块或混凝土集成模块有优势，具有非

常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目前，此类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建筑设计、生产和施

工技术符合国家的强制性通用标准要求。但由于本体系中的

具体构件和节点构造、生产和施工方式均具有创新性，暂时

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有详细的规定；虽然可



参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执行，但针对性和适用

性不强。为了推广这种技术体系的应用，为在广州市范围内

该技术体系的设计、施工和工程验收等提供依据，编制此标

准。钢-混凝土组合模块建筑体系及与之配套的生产、施工技

术推广和实施，可促进建筑行业多学科融合及制造业技术发

展，有利于推动装配式建筑的技术进步和效益提升，可大幅

度提升工厂自动化生产水平，简化现场施工工序和作业量，

减少施工现场工人数量，提高建筑工业化水平。

三、标准编制的工作基础

（一）主要技术内容和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作为一种新型的模块建筑形式，采用

的结构体系、围护做法、机电管线做法均和传统建筑有所区

别，生产建造组织方式和验收方式也不同。需要重点解决的

问题包括：

1.模块的标准化设计方法；

2.结构系统的安全性及设计方法；

3.生产及施工工艺，自动化的生产设备；

4.验收的方法及标准。

（二）主要研究工作

编制组认真调查和总结了现行模块建筑在全国各地的

工程实践经验；针对以上重点问题，开展了以下研究工作：

1.完成建筑系统标准化设计方法研究，形成模块组合及

划分规则、集成设计方法、平立面设计方法等。

2.结构力学及抗震性能研究，包括钢柱连接节点试验，



墙板钢筋锚固试验、组合剪力墙力学性能试验、组合梁组合

墙耐火性能试验等多项专题试验研究工作。

3.完成模块墙体的浇筑工艺试验、楼承板的力学性能测

试工作。

4.完成了样板房建设，对围护、结构、内装各项关键技

术进行工艺验证，形成工艺标准流程及检验标准。

5.完成了模块系统的参数化建模程序研究，形成参数化

建模方法。

6.开发了模块生产专用智能化设备。

通过以上工作，形成了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全专业的集成

设计方法和设计、生产、施工验收的全流程技术，为规程的

编制提供技术支撑，并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示范工程建设工作

广州方石安置区项目幼儿园

项目位置：广州白云机场临空经济产业园区；

建筑面积：2960 ㎡；

层数：地上 3层，地下 1层；

最大建筑高度：13.2m；

结构形式：地上 1层为现浇混凝土剪力墙，现浇混凝土楼

板，2-3层为 CMC模块建筑技术体系，既钢-混凝土组合

结构剪力墙，楼板为钢筋桁架楼承板。



图 1 方石安置区项目幼儿园

图 2 方石项目现场吊装图



四、标准编制大纲及说明

1 总则..........................................................................................................................1

2 术语和符号 ..............................................................................错误！未定义书签。

2.1 术语 ....................................................................................错误！未定义书签。

2.2 符号 ....................................................................................错误！未定义书签。

3 基本规定 ..................................................................................错误！未定义书签。

4 材料 ..........................................................................................错误！未定义书签。

5.1 一般规定 ............................................................................错误！未定义书签。

5.2 平面、立面设计 ................................................................错误！未定义书签。

5.3 建筑构造 ............................................................................错误！未定义书签。

6 结构设计 ..................................................................................错误！未定义书签。

6.1 一般规定 ............................................................................错误！未定义书签。

6.2 结构分析 ............................................................................错误！未定义书签。

6.4 节点及接缝设计 ................................................................错误！未定义书签。

6.5 模块单元设计 ....................................................................错误！未定义书签。

6.6 耐火设计 ............................................................................错误！未定义书签。

6.7 防腐设计 ............................................................................错误！未定义书签。

7 内装与设备管线系统设计 ......................................................错误！未定义书签。

7.1 一般规定 ............................................................................错误！未定义书签。

7.2 内装系统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 设备管线系统 ....................................................................错误！未定义书签。

8 模块单元生产及运输 ..............................................................错误！未定义书签。

8.1 一般规定 ............................................................................错误！未定义书签。

8.2 模块组装 ............................................................................错误！未定义书签。

8.3 成品检验 ............................................................................错误！未定义书签。

8.4 运输和成品保护 ................................................................错误！未定义书签。

9 施工安装 ..................................................................................错误！未定义书签。

9.1 一般规定 ............................................................................错误！未定义书签。

9.2 施工准备 ............................................................................错误！未定义书签。



9.3 模块安装 ..........................................................................错误！未定义书签。

9.4 模块连接及混凝土浇筑 ..................................................错误！未定义书签。

9.5 外围护及内装机电系统施工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 质量验收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1 一般规定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2 进场验收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3 模块单元安装与连接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4 设备管线安装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5 饰面层接缝安装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6 实体检验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 智能建造 ..................................................................................错误！未定义书签。

12 使用及维护 ..............................................................................错误！未定义书签。

附录 A 模块拼缝分析模型 ............................................................错误！未定义书签。

附录 B 模块单元钢结构箱体检查表 ............................................错误！未定义书签。

本标准用词说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引用标准目录 ..................................................................................错误！未定义书签。

条文说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五、进度计划安排

1.2024年 10月 23日，启动会暨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初稿讨论。

2.2024 年 10 月 23日-11月 26日，各参编单位向主编单

位汇总分章节稿件，主编单位形成征求意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