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
安全管理

Ø   冯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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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盘扣式钢管脚手架简介章节 PART



1.1  标准更新



Ø  承载能力强：盘扣架立杆采用Q345钢材，普通钢管为Q235钢材，盘扣架立杆

强度明显优于普通钢管。盘扣节点抗扭转能力强，强度、刚度、稳定性更可靠。

1.2  盘扣式脚手架的特点

＞



Ø  组装方便：盘扣架只由立杆、横杆、斜杆三类构件组成，组装方便快捷，且

能大大减少传统脚手架活动零配件散失的损失。



Ø使用寿命长：盘扣架一次性投资比

传统扣件钢管架大（约为1.3~1.4倍），

但盘扣架构件全部采用热镀锌防腐工

艺，较传统扣件钢管架可提高10倍以

上使用寿命。

Ø  成型美观：盘扣架杆件均为定尺件，

架体的几何外形能得到保证，立杆垂

直度偏差小，利于轴心传力。



Ø  盘扣式脚手架由立杆、水平杆、斜

杆、可调底座及可调托座等构配件组成。

立杆采用套管承插连接，水平杆、斜杆

采用杆端扣接头卡入连接盘，用楔形插

销快速连接，形成几何不变体系。

Ø  根据用途，盘扣式脚手架分为支撑

架和作业架两种。

1.3  盘扣式脚手架构造



盘扣架构配件

Ø 立杆：焊接有连接盘和连接套管的竖向支撑杆件。
常用规格：H=500mm、1000㎜、1500㎜、2000㎜、
2500mm、3000mm；直径：∅  =48.3㎜ ；壁厚t=3.2
㎜
Ø  盘扣节点：立杆上的连接盘与水平杆及斜杆杆端
上插销连接的部位。

Ø  连接盘：焊接于立杆上可扣接8个方向扣接头的
八边形或圆环形孔板。

Ø  连接套管：固定于立杆一端，用于立杆竖向接长
的专用套管。

Ø  水平杆：两端焊接有扣接头，可与立杆上的连接
盘扣接的水平杆件。

Ø  插销：装配在扣接头内，用于固定扣接头与连接
盘的专用楔形零件。

Ø  斜杆：两端装配有扣接头，可与立杆上的连接盘
扣接的斜向杆件，分为竖向斜杆和水平斜杆两类。

Ø  可调底座：插入立杆底部可调节高度的底座。

Ø  可调托座：插入立杆顶端可调节高度的托座。



02 一般规定章节 PART



Ø  脚手架施工前应根据施工现场情况、地基承载力、搭设高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

应经审核批准后实施。

Ø  专项施工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程概况：模板支撑体系（脚手架）工程概况和特点、施工平面及立面布置、施工要求、风险辨识
与分级、施工地的气候特征和季节性天气、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2）编制依据：法律依据（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等）；项目文件（施工
合同、勘察文件、施工图纸等）；施工组织设计等。
　　 3）施工计划：包括施工进度计划、材料与设备计划、劳动力计划。
　　 4）施工工艺技术：技术参数、工艺流程、施工方法及操作要求、检查要求等。
　　 5）施工安全质量保证措施：组织保障措施、技术措施、监测监控措施等。
　　 6）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施工管理人员、专职安全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其他作业人员等
的名单及岗位职责。
　　 7）验收要求：验收标准、验收程序及人员、验收内容等。
　　 8）应急处置措施：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救援小组组成与职责, 应急救援工作流程、联系方式等；应急
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周边建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产权单位各方联系方式、救援
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应急物资准备。
         9）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2.1 专项施工方案



Ø  盘扣式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或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按分部分项向施
工现场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专业施工员、材料员、质检员等）进行方
案交底，交底内容应当包括施工工艺、材料、设备、工作流程、工作条件、安全技术措
施，以及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措施等，应由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Ø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交底，交底由双方和项目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Ø  盘扣式脚手架搭设期间，项目负责人应当在施工现场履职，并巡查盘扣架专项施工方
案实施情况。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
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立即整改，并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及企业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组织限期整改。

Ø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盘扣脚手架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发现危及人身安全的
紧急情况，应当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2.2   现场管理



Ø  对进入施工现场的盘扣式脚手架构配件的
检查与验收应符合：

          1）应有脚手架产品标识及产品质量合格证、
型式检验报告；

         2）应有脚手架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及产品使
用说明书；

        3）当对脚手架及构件质量有疑问时（不能
提供产品相关资料、构配件外观存在问题等），
应进行质量抽检和整架试验。



Ø  脚手架基础应按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并应按基础承载力要求进行验收，脚手架

应在地基基础验收合格后搭设。

Ø  土层地基上的立杆下应采用可调底座和垫板，垫板的长度不宜小于2跨。

Ø  当地基高差较大时，可利用立杆节点位差配合可调底座进行调整。

2.3  地基与基础



Ø  应根据施工方案计算得出的立杆纵横向间距选用定长的水平杆和斜杆，并应根

据搭设高度组合立杆、基座、可调托撑和可调底座。

Ø 脚手架搭设步距不应超过2m。

Ø 脚手架竖向斜杆不应采用钢管扣件。除水平剪刀撑外，架体其余部位均不得混

用普通钢管。

Ø 杆端扣接头与连接盘的插销连接锤击自锁后不应拔拖，宜采用不小于0.5kg锤

子敲击插销顶面不少于2次，直至插销销紧。销紧后应再次击打，插销下沉量不应

大于3mm。（盘扣式脚手架横杆插销是否敲紧直接影响盘扣节点转动刚度，施工时

必须敲紧插销，确保扣接头端部弧面与立杆外表面紧密贴合。）

2.4  架体搭设



支撑架需进行检查和验收的情况：

1）基础完工后及支撑架搭设前;

2）超过8m的高支模每搭设完成6m高度后;

3）搭设高度达设计高度后和混凝土浇筑前;

4）停用1个月以上，恢复使用前;

5）遇6级及以上强风、大雨及冻结的地基

土解冻后。

2.5  架体验收

作业架需进行检查和验收的情况：

1）基础完工后及作业架搭设前;

2）首段高度达到6m时;

3）架体随施工进度逐层升高时;

4）搭设高度达设计高度后;

5）停用1个月以上，恢复使用前;

6）遇6级及以上强风、大雨及冻结的地基

土解冻后。



Ø  盘扣式脚手架根据其类型，应分别采用JGJ/T 231-2021标准附录D中的《表
D.O.1 支撑架施工验收记录》或《表D.O.2 作业架施工验收记录》进行验收。

Ø  验收人员应当包括：

    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或授权委派的专业技术人员、项目负责
人、项目技术负责人、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人员、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
相关人员；

    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专业监理工程师。



03 构造要求章节 PART



3.1  支撑架

Ø  支撑架的高宽比宜控制在3以内，高宽比大于3的支撑架应采取与既有结构
进行刚性连接等抗倾覆措施。

Ø 对标准步距为1.5m的支撑架，应根据支撑架搭设高度、支撑架型号及立杆
轴向力设计值进行斜杆布置。





Ø  盘扣式脚手架（有/无斜杆）破坏性试验：

   试验架体搭设尺寸一致，参数如下：

架体高度 5400mm 立杆纵横间距 1500mm×1800mm

水平杆步距 1500mm 水平杆步数 3步

扫地杆高度 400mm 立杆顶步自由端 450mm



Ø  盘扣式脚手架（无斜杆）试验——极限破坏值：21KN



Ø  盘扣式脚手架（有斜杆）试验——极限破坏值：105KN



Ø  支撑架搭设高度大于16m时，顶层步距内应每跨布置竖向斜杆。

Ø 支撑架可调托撑伸出顶层水平杆中心线的悬臂长度不应超过650mm，且丝
杆外露长度不应超过400mm，可调托撑插入立杆的长度不得小于150mm。



Ø  悬臂长度对稳定承载力的影响试验

   以顶部悬臂长度作为变化参数α，
取α由300mm增加到700mm，每级增

加50mm。对满布斜杆和不布置斜杆

的钢管支架以顶部悬臂长度α为变化参

数进行试验分析，得到满布斜杆和不

布置斜杆的盘扣式钢管支架单杆稳定

承载力随顶部悬臂长度α的变化情况如

图所示：



以上分析结果说明：

Ø 顶部悬臂长度的变化对自身稳定性较强的支架的承载力影响较大；

Ø 对自身稳定性较弱的支架的承载力影响较小。

Ø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对于搭设斜杆的钢管支架，其顶部悬臂长度应该严格控制，

以保证钢管支架的整体稳定性与安全性。



Ø 支撑架可调底座丝杆插入立杆长度
不得小于150mm，丝杆外露长度不宜大
于300mm，作为扫地杆的最底层水平杆
中心线距离可调底座的底板不应大于
550mm。

Ø 当支撑架搭设高度超过8m、周围有
既有建筑结构时，应沿高度每间隔4~6
个步距与建筑结构做可靠拉结。

Ø 支撑架沿高度每间隔4~6个标准步距
应设置水平剪刀撑。



3.2  作业架
Ø  作业架的高宽比宜控制在3以内，当作业架高宽比大于3时，应设置抛撑或
缆风绳等抗倾覆措施。

Ø 双排作业架首层立杆宜采用不同长度交错布置，立杆底部宜配置可调底座
或垫板。

Ø 当立杆处于受拉状态时，立杆的套管连接接长部位应采用螺栓连接。

防拔销栓

起步杆套筒受力平面



Ø 双排脚手架的外侧立面上应设置竖向斜杆：

   1）脚手架的转角处、开口型脚手架端部应由底至顶连续设置斜杆；

阴
角
斜
杆

端
部
斜
杆



    2）应间隔不大于4跨设置一道竖向连续斜杆；当架体高度在24m以上时，应
间隔不大于3跨设置一道竖向斜杆。

    3）竖向斜杆应在双排作业架外侧相邻立杆间由底至顶连续设置。

斜杆



Ø 连墙件的设置要求：

    1）连墙件应采用可承受拉、压荷载的刚性杆件，并应与建筑主体结构和架
体连接牢固；
    2）连墙件应靠近水平杆的盘扣节点设置；
    3）同一层连墙件宜在同一水平面，水平间距不应大于3跨，连墙件之上架
体的悬臂高度不得超过2步。

悬臂高度不得超过2步刚性连接

转角加密



Ø 连墙件的设置要求：

    4）在架体的转角处或开口型

双排脚手架的端部应按楼层设置，

且竖向间距不应大于4m；

    5）连墙件宜从底层第一道水

平杆处开始设置；

    6）连墙件宜采用菱形布置，

也可采用矩形布置；

    7）连墙点应均匀分布；

    8）当脚手架下部不能搭设连

墙件时，宜外扩搭设多排脚手架

并设置斜杆，形成外侧斜面状附

加梯形架。

竖向间距不应大于4m

端
部
应
按
楼
层
设
置



防护栏杆的设置要求：

Ø 双排外作业架外侧应设挡脚板和防护栏杆，防护栏杆可在每层作业面立杆的

0.5m和1.0m的连接盘处布置两道水平杆，并应在外侧满挂密目安全网；

Ø 作业架顶层的外侧防护栏杆高出顶层作业层的高度不应小于1500mm。

每层作业面防护栏杆 顶层作业层防护栏杆



水平防护的设置要求：

Ø 脚手架作业层应满铺脚手板，并应满足稳固可靠的要求。

Ø 脚手架底层脚手板应采取封闭措施。

Ø 采用挂钩连接的钢脚手板，应带有自锁装置且与作业层水平杆锁紧。

Ø 脚手架底层脚手板应采取封闭措施。

锁扣锁紧



Ø 沿所施工建筑物每3层或高度不大于10m处应设置一层水平防护。



盘扣架配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