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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附着升降脚手架与钢结构建筑连接节点ꎬ为合理评价该类节点受

力性能和变形规律提供依据. 方法 对 ２ 个新型附着节点进行 ３ 种工况下的有限元模

拟ꎬ分析节点附着在不同位置、不同钢梁尺寸和不同数量下钢结构建筑和节点本身的

受力变形特征ꎬ绘制应力位移曲线ꎻ在有限元基础上进行架体在升降、使用和防坠过

程的现场试验ꎬ绘制试验过程应力曲线ꎬ并将有限元和试验过程的应力曲线进行对

比. 结果 当节点附着在钢梁端部且梁高较大时ꎬ节点和建筑结构的应力变形最小ꎻ通
过有限元与试验的对比ꎬ在升降和坠落的瞬间ꎬ节点和钢梁应力激增或骤减ꎬ而钢柱

应力变化较平缓. 结论 此类节点本身的受力性能良好ꎬ但附着位置和钢梁截面属性

对节点受力变形性能有显著影响ꎬ钢梁的抗扭性能对节点的破坏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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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装配

式建筑的大力推广以及对土地资源利用等

更高的要求ꎬ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已经成为城

市建设的主要类型. 在此基础上ꎬ附着式升

降脚手架等高空作业防护设备得到了大力

发展. 相比传统落地钢管脚手架ꎬ附着式脚

手架可以大量节约钢管和扣件等材料的使

用量ꎬ与一般的悬挑脚手架相比ꎬ操作简便

的同时较大程度地增加了效率[１ － ２] ꎬ特别在

建筑物高度超过 ８０ ｍ 的情况下ꎬ附着式升

降脚手架的经济适用性更加明显[３] . 因此ꎬ
在众多的安全防护设备中ꎬ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凭借其良好的性能和突出的优点脱颖而

出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 附着式升降脚

手架ꎬ就是依附在建筑物主体结构上ꎬ依靠

自身的升降设备ꎬ满足施工需求而自主升降

的脚手架体系[４] . 它的组成大致分为五个

部分ꎬ即以桁架、立杆、导轨和脚手板等由

螺栓固定成整体的架体系统ꎻ电脑模块和传

感器组成的载荷控制系统ꎻ电动升降设备和

固定吊点组成的提升系统ꎻ外挂防护网和脚

手踢板等组成的防护安全系统ꎻ由导向座、
连墙件和防坠器等组成的附着支撑装置

系统[５] .
附着支撑装置系统是脚手架架体和建筑

物主体连接的关键部位. 文献[６]研究了连

墙件只与内立杆相连时对脚手架立杆最大弯

矩的影响程度和规律ꎬ得到了仅与内立杆连

接时ꎬ最大弯矩主要出现在连墙件立杆节点

处ꎬ最大弯矩的影响程度可达近一倍. 文献

[７]研究了配备不同形式的支座对附着脚手

架架体及支座的应力位移影响情况ꎬ提出了

支座刚度大时ꎬ应力和位移较小. 文献[８ －
１５]均采用有限元模拟的分析方法先后对架

体的动力响应、模态和受力特性进行了研究ꎬ
分析得到了架体在高空风荷载、不同步升降

和倾斜升降等不同环境下结构安全性的影响

评价.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多附着在以混凝土为

主体的建筑物上ꎬ通过预埋螺栓固定导座实

现建筑物与架体的连接ꎬ显然这种方式无法

继续用在钢结构为主体的建筑物上. 国内已

有多个钢结构大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成功应

用了这类脚手架ꎬ诸如南京紫峰大厦、江苏财

富中心、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和上海中信城

等[１６ － １９] . 这些钢结构建筑与附着脚手架的连

接都是借助了一种新型的附加节点ꎬ连接方

式有了很显著的改变.
附着节点作为脚手架和钢结构连接必不

可少的配件ꎬ其形式较为统一ꎬ多为抱箍式结

构. 优点是安全可靠ꎬ能较好地发挥钢结构的

材料性能ꎬ缺点是占用了钢梁上翼缘ꎬ会对楼

面板的铺设及后续施工造成影响. 目前附着

节点的研究已经形成施工先于理论的局面ꎬ
针对节点部分的研究成果较少. 基于此ꎬ笔者

参照原有混凝土的连接特征和已适配钢结构

附加节点的形式ꎬ沿用导轨式附着脚手架的

导座ꎬ设计了两种新型的附着节点. 通过实体

建模与有限元分析ꎬ得到了节点的一些基本

受力规律ꎬ 并以甘肃七建设备租赁公司

ＬＺＣ１０ 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为对象进行了

附着节点试验ꎬ验证了附着节点的有限元分

析结果和破坏特点ꎬ得到了节点工作的应力

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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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附着节点的设计与模型建立

１ １　 模型几何参数

根据现场搭设的试验架体尺寸ꎬ节点设

计附着于 １ ~ ３ 层ꎬ每层设置 ４ 个节点ꎬ分别

作用于梁高为 ２５０ ｍｍ 和 ４００ ｍｍ 的 Ｈ 型钢

梁上. 考虑节点的重复利用及便于施工ꎬ并适

用于原有固定导座(见图 １)ꎬ设计了加劲肋

开孔和装配抱箍两种节点形式(见图 ２) . 其
中节点①通过加劲肋的螺栓孔与钢梁连接ꎬ
节点②通过可装配的抱箍构件与钢梁连接.
导座从原有的直接同建筑物连接变为与附着

节点的连接ꎬ成功实现架体的附着.

图 １　 原有固定导座

Ｆｉｇ 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图 ２　 节点模型

Ｆｉｇ 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ｎｏｄｅｓ

１ ２　 有限元模型参数设置

１ ２ １　 单元及材料属性

附着节点利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软件进行实体

建模ꎬ 材料均为 Ｑ２３５ 钢ꎬ 钢材密度 ρ ＝
７ ８５０ ｋｇ / ｍ３ꎬ弹性模量 Ｅ ＝ ２０６ ＧＰａꎬ泊松比

μ ＝ ０ ３ꎬ体积模量 Ｋ ＝ １６７ ＧＰａꎬ剪切模量

Ｇ ＝ ７６ ９ ＧＰａ. 建 模 后 利 用 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模块对接并进行有限元分析.

１ ２ ２　 荷载设置

架体在使用过程中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架体通过自行升降达到施工作业层的升降阶

段ꎬ这个阶段主要由电动提升装置进行控制ꎻ
第二阶段为满足实际工程施工需要而进行的

正常使用阶段. 根据实际操作的情况和附着

脚手架的技术规程将各工况下荷载情况在

表 １中列出. 为了能较为真实的进行试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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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ꎬ便于现场操作ꎬ现场采用了高 １４ ｍ、宽
１２ ｍ的架体ꎬ架体每米的质量为 ５２３ ｋｇꎬ在
１ ~ ３层每层布置 ４ 个附着节点. 分析时将架

体对节点及钢梁的作用进行了等效ꎬ分别考

虑架体自重和正常使用时的荷载效应ꎬ将这

些作用力等效为作用在导座上的一组附加弯

矩和一个竖直向下的力ꎬ这些作用最终由附

加节点传递到支撑钢梁上. 钢梁尺寸和跨度

均参照现场试验所设计的架体尺寸ꎬ分析时

在钢梁的两端施加固定约束.
表 １　 架体荷载标准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工况类别 施工类型
同时作业

层数 / 层

每层活荷载标准值 /

(ｋＮｍ － ２)

使用工况
结构施工 ２ ３. ０
装修施工 ３ ２. ０

升降工况
结构和装

修施工
２ ０. ５

２　 不同工况下附着节点的受力

分析

　 　 附着式脚手架可以根据建筑物外立面形

式的不同进行相应的装配组合ꎬ节点可能附

着在钢结构的任何位置ꎬ这就要求附着节点

在不同的安装部位都能保持安全和稳定. 结
合施工中钢结构的受力特征和附着节点的安

装特点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附着节点进

行分析和验证.
２ １ 　 节点附着在不同截面钢梁下的变化

规律

　 　 高层建筑结构的截面尺寸不是一成不

变的ꎬ底层至顶层截面尺寸都会有很大的

不同ꎬ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对节点附着在

不同截面钢梁的情况进行分析 . 截面尺寸

越大ꎬ相应抵抗外力的能力也就越高ꎬ反
之亦然 . 对钢梁截面尺寸越小的情况进行

分析就越能反映问题ꎬ因此本次分析采用

截面高度分别２５０ ｍｍ、３００ ｍｍ 和４００ ｍｍ
的 Ｈ 型钢梁 . 图 ３ 为附着位置在跨中、钢
梁跨度为 ３ ９ ｍ 情况下ꎬ这两种节点分别

附着在上述三种不同尺寸钢梁下的应力位

移情况 .

图 ３　 节点应力、位移随梁截面高度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ｎｏｄ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ｂｅａｍ ｈｅｉｇｈｔ

　 　 由图 ３ 可以看到ꎬ随着所附着钢梁截面

尺寸的增加ꎬ节点的最大应力及位移均会减

小. 当钢梁截面高度较小时ꎬ节点最大应力已

明显超过钢材所能承受的极限承载力ꎬ构件

失效. 但是ꎬ还可以发现ꎬ图中曲线的斜率随

着截面高度的不断增大而变得平缓ꎬ最大应

力及位移的减小速度随着截面高度的增大而

变慢. 当附着在 ４００ ｍｍ 钢梁跨中时ꎬ已达到

正常工作应力水平. 可以看出ꎬ这两个附着节

点的受力性能受到钢梁截面特性的极大影

响ꎬ并且节点的受力特性在附着一定截面高

度或更大时已能达到正常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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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节点附着在钢梁不同位置时的变化

规律

　 　 随着建筑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建筑

技术的日新月异ꎬ例如迪拜塔和上海中心等

建筑物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 这些建筑外

立面形式丰富独特ꎬ造型别具一格ꎬ但同时对

施工防护体系和设备的要求也更高. 因此ꎬ有
必要考虑脚手架附着在不规则外立面的情

况ꎬ通过节点在钢梁任意位置的附着ꎬ模拟立

面形式的多样对节点的影响ꎬ分析发现当附

着节点距钢梁端部距离越大ꎬ最大应力和变

形也会越大(见图 ４) .

图 ４　 节点附着位置对应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ｏｄ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这两类节点附着在不同尺寸钢梁上ꎬ其中

节点①附着在梁高 ３００ ｍｍ、跨度 ３ ６ ｍ 的钢

梁上ꎬ节点②附着在梁高 ４００ ｍｍ、跨度６ ｍ的

钢梁上. 图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两类节点的应力

值随着附着位置的不同程线型变化ꎬ距离端部

越近受力性能越好ꎬ应力值随着距端部的距离

逐渐增大ꎬ在跨中达到极值. 其中节点①在跨

中时最大应力达到了５８０ ＭＰａꎬ节点②在跨中

时最大应力达到了 ２０８ ＭＰａ.
２ ３　 同一钢梁附着不同数量节点的变化规律

建筑施工附着升降脚手架管理暂行规定

中明确提出架体直线布置时的支撑跨度应小

于 ８ ｍꎬ架体曲线或折线布置时的支撑跨度

应小于 ５ ４ ｍ[２０] . 实际工程常常会遇到大跨

度钢梁ꎬ那么就必须处理好多个节点同时作

用于一个梁的情况. 根据规范要求和本次分

析钢梁长度ꎬ对 ６ ｍ 跨度钢梁同时附着两个

节点的情况进行分析. 附着节点个数不同对

受力特征的影响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附着节点个数不同对受力特征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ｎｏｄ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由图 ５ 可知ꎬ虽然作用在每个节点的力

和弯矩是相同的ꎬ即同时附着两个节点的钢

梁将承受双倍的力的作用ꎬ但得出的结果却

恰恰相反. 附着两个节点的应力和位移ꎬ比作

用一个节点时的情况小很多. 这是因为两个

节点布置在钢梁两端ꎬ而单个节点布置在跨

中ꎬ这就再次说明节点附着在跨中对钢梁影

响巨大. 同时也可以看到ꎬ同一钢梁布置多个

节点时ꎬ合理优化布置方案ꎬ尽量避免布置在

距离跨中较近的不利位置可以提高整个架体

的附着稳定性.
２ ４　 附着节点的最不利位置

通过分析发现ꎬ这两类节点因为附着形式

的不同而最不利位置相差较大ꎬ其中节点①的

最不利位置出现在 π 型板构件和加劲肋连接

的螺栓处ꎬ节点②的最不利位置出现在抱箍钢

板和钢梁下翼缘接触的表面. 节点①加劲肋构

件与 π 型板连接处的螺栓受到拉力和剪切力

的作用ꎬ节点②抱箍钢板受到导座作用后给予

钢梁下翼缘一个较大的压力.

３　 现场试验

试验场地由甘肃七建设备租赁公司提

供ꎬ所用建筑结构为五层钢结构单榀框架ꎬ所
用钢梁尺寸同有限元分析一致ꎬ架体部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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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公司 ＬＺＣ１０ 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节点

按照有限元模型和附着钢梁尺寸进行加工ꎬ
其中节点①附着在高 ２５０ ｍｍ 的钢梁上ꎬ节
点②附着在高 ４００ ｍｍ 的钢梁上ꎬ节点实物

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节点加工后实物图

Ｆｉｇ ６　 Ｆｉｅｌ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ｎｏｄｅｓ

３ １　 节点试验

　 　 试验旨在验证有限元分析结果以及观察

架体在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通过对节点部分

有限元分析时应力最大处数据的采集ꎬ对比

二者的应力曲线ꎬ得到最终结果ꎬ并以此为基

础对节点安全可靠性进行合理的评价. 由上

文提到的这两种节点的最不利位置可以看

到ꎬ由于节点构造问题均无法布设应力传感

器ꎬ因此结合节点安装后的实际情况ꎬ将传感

器放置在了应力较大的位置. 其中节点①的

应变片放置在了加劲肋和导座的接触位置ꎬ
节点②的应变片放置在了下翼缘和导座的接

触位置. 试验分别依次模拟了脚手架的上升、
下降、工作及防坠的情况.

此次试验参照施工顺序分 ４ 个阶段进

行ꎬ即加载阶段、提升阶段、下降阶段和防坠

阶段. 加载阶段分两次在首层和二层进行重

物的放置ꎬ以此模拟正常使用及升降状态下

的装修施工荷载ꎬ此阶段节点应力随着重物

的放置呈正比例增长. 提升阶段架体以

９ ｃｍ / ｍｉｎ的速度向上提升ꎬ节点应力较加载

停滞后略微增大ꎬ但在架体由静止到起吊的瞬

间ꎬ应力瞬间增大ꎬ随后在架体匀速上升后在

正常使用水平上下浮动. 下降阶段同上升阶段

类似ꎬ同样在转变运动状态时有较大突变ꎬ随
着运动状态的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 防
坠阶段通过防坠支撑控制架体进入此状态ꎬ此
阶段时间短变化快ꎬ最大应力在防坠装置启动

瞬间突然增大后逐渐平稳(见图 ７) .

图 ７　 节点测点应力值

Ｆｉｇ ７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ｄｅｓ

　 　 图 ７ 是上述 ４ 个阶段试验与有限元模拟

过程下最大应力点位的数据曲线对比图ꎬ其
中节点①附着在梁高 ２５０ ｍｍ 距离端部

９００ ｍｍ的位置、节点②附着在梁高 ４５０ ｍｍ
距离端部 ６００ ｍｍ 的位置. 通过对比有限元

模拟与试验数据不难看出:在 ４ 个阶段转换

的瞬间ꎬ节点应力因为架体状态的改变而产

生应力的激增和骤降ꎬ应力曲线有明显的拐

点和波动ꎬ但变化幅度不是很大ꎬ随着运动状

态的稳定ꎬ曲线在很小的幅度内上下浮动.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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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进一步数据比对ꎬ节点试验数值较有限元

分析数据起伏较大ꎬ这可能和现场试验存在

一定的干扰有关.
３ ２　 钢结构主体部分

为了得到架体在升降使用过程中对建筑

结构的影响ꎬ本次试验根据有限元结果在钢

梁和钢柱上布置合理测点ꎬ其中钢梁测点紧

邻节点附着的位置ꎬ钢柱测点分别布置在四

根柱子的底部. 图 ８ 为二层框架梁 ＪＬ２ － １ 到

ＪＬ２ － ６ 测点应变曲线图ꎬ图 ９ 为 ２ 个钢柱

ＪＺ５、ＪＺ６ 的测点应变曲线图.

图 ８　 钢梁测点应变值

Ｆｉｇ ８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ｍ

　 　 图 ８ 中应变曲线形状相似ꎬ曲线数值大

小随着紧邻附着节点和钢梁截面的不同有

明显差异. 应变由大到小依次为 ＪＬ２ － １、
ＪＬ２ － ５、ＪＬ２ － ４、ＪＬ２ － ６、ＪＬ２ － ３ 和 ＪＬ２ －
２ . ＪＬ２ － １ 测点布置在梁截面高度 ２５０ ｍｍ
的①类节点附近ꎬＪＬ２ － ５ 测点布置在梁截

面高度３００ ｍｍ的①类节点的附近ꎬ均因节

点应力较大影响到钢梁的应力与应变ꎻ而其

余 ４ 个测点应变数值较小ꎬ则是因为布置在

距节点较远或钢梁截面较大的位置. ６ 组应

变曲线呈现相同的变化特征ꎬ特别是在上

升、下降和防坠时ꎬ应变曲线在运动状态

改变瞬间有明显的波动ꎬ后随着运动状态的

稳定趋于平稳. 这不仅与节点部分的变化特

征相同ꎬ而且再次验证了有限元分析的

结果.

图 ９　 钢柱测点应力值

Ｆｉｇ ９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ｎ

　 　 图 ９ 中的 ２ 个钢柱因承受压力的作用应

变均为负值ꎬ虽然附着节点在钢梁上的布置

情况各不相同ꎬ但是传递到钢柱上的应变数

值及规律相差不大.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ꎬ在加

载完成后测点的应变始终在 １００ × １０ － ６上下

波动ꎬ不会随着架体状态的改变发生明显变

化. 因此可以看出ꎬ架体在各种荷载作用下仅

对钢梁的受力特性和变形产生影响ꎬ而基本

不会影响钢柱的承载情况.
３ ３　 节点破坏试验

根据有限元分析可知ꎬ当节点位于跨中、
梁的跨度较大时容易出现破坏ꎬ而随着建筑

结构梁截面尺寸的增加ꎬ节点上的应力会有

明显的变小ꎬ可见钢梁的属性对节点的受力

和变形有重要的影响. 针对这种情况ꎬ现场取

了一根跨度 ３ ９ ｍ、高度 ２５０ ｍｍ 的钢梁ꎬ将
受力性能较差的节点①固定在跨中位置ꎬ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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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个和架体作用时相当的力ꎬ观察其变化

情况. 通过加载ꎬ钢梁连同节点一起发生了扭

转变形ꎬ变形程度愈来愈明显ꎬ随之发生破

坏. 破坏位置与有限元模拟最不利位置相同ꎬ
连接螺栓发生剪切破坏. 为了对比钢梁的变

形对节点承载力的影响ꎬ现场又取了一根同

样尺寸的钢梁ꎬ节点附着位置及加载情况均

和破坏时相同ꎬ 但对钢梁做了加固处理

(见图 １０)ꎬ限制其扭转变形. 可以明显地发

现随着荷载的增加ꎬ钢梁未发生明显扭转ꎬ节
点直至加载完毕也没有发生破坏.

图 １０　 节点加固前后对比图

Ｆｉｇ 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ｎｏｄ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４　 结　 论

(１)本次设计和分析的两种附着节点在

不受 其 他 条 件 的 影 响 下 最 大 应 力 在

５５ ~ ７５ ＭＰａꎬ在有效附着的同时有较好的安

全储备.
(２)节点的应力变形随着附着截面尺寸

的增加而减小ꎬ特别在截面尺寸较小时ꎬ尺寸

效应较大ꎬ而在截面增加到一定尺寸后ꎬ节点

正常工作ꎬ尺寸效应的影响程度不再明显.
(３)随着节点距钢梁端部距离的增加ꎬ

节点应力及变形数值逐渐变大ꎬ呈线性变化

规律ꎬ并在跨中达到极值.
(４)单节点跨中布置相比双节点梁端布

置ꎬ应力位移更大ꎬ应尽量合理优化布置方

案ꎬ避免布置在距离跨中较近的不利位置可

以提高整个架体的附着稳定性.
(５)通过对比加固前后钢梁破坏试验ꎬ

在限制钢梁扭转后ꎬ节点始终没有发生破坏ꎬ
再次验证了节点本身强度满足要求. 结合有

限元模拟得出的钢梁及节点的变形形态ꎬ认
为影响钢梁附着节点最主要的因素是钢梁截

面的扭转属性.
(６)本次分析的两种钢结构附着节点构

造简单易于使用ꎬ但会根据附着钢梁的跨度、
截面尺寸大小和附着位置等不同产生受力特

征的差异. 截面属性特别是扭转刚度对此类

节点影响显著ꎬ因此在装配此类节点时应综

合考虑以上因素ꎬ均匀合理布置.

参考文献

[ １ ]　 毛华荣ꎬ王进ꎬ马军星ꎬ等. 桅柱式升降工作平
台结构有限元分析 [ Ｊ] . 建筑机械ꎬ ２０１１
(１９):１０４ － １０６.

　 (ＭＡＯ Ｈｕａｒｏ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Ｊｉｎꎬ ＭＡ Ｊｕｎｘｉ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ｓｔ －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Ｊ ]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ꎬ
２０１１(１９):１０４ － １０６. )

[ ２ ]　 朱正权. 导座式升降脚手架爬升过程中动力
响应分析研究 [Ｄ] . 合肥:安徽建筑大学ꎬ
２０１６.

　 (ＺＨＵ 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ｓｅａｔ ｔｙｐｅ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Ｄ] . 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６. )

[ ３ ]　 余宗明. 高层建筑脚手架及其优化选择[ Ｊ] .
建筑技术ꎬ１９９９(８):７ － ９.

　 (ＹＵ Ｚｏｎｇｍｉｎｇ. Ｈｉｇｈ￣ｒｉｓ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１９９９(８):７ － ９. )

[ ４ ]　 王峰ꎬ温雪兵ꎬ郭玉增ꎬ等. 常用附着式升降脚
手架的类型和特点[Ｊ] . 建筑机械化ꎬ２０１６ꎬ３７
(６):２８ － ３０.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ꎬＷＥＮ ＸｕｅｂｉｎｇꎬＧＵＯ Ｙｕｚｅ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 [ Ｊ ]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６):２８ －
３０. )

[ ５ ]　 张健ꎬ刘曣ꎬ韦蓼英.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应
用效果分析[Ｊ] .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ꎬ２００３ꎬ１９(１):１９ － 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ꎬＬＩＵ ＹａｎꎬＷＥＩ Ｌｉａｏｙ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３ꎬ１９(１):１９ － ２１. )

[ ６ ]　 秦桂娟ꎬ刘国文. 连墙件设置缺陷对脚手架立
杆最大弯矩的影响[ Ｊ] .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９ꎬ３５(１):１０９ － １１６.

　 (ＱＩＮ ＧｕｉｊｕａｎꎬＬＩＵ Ｇｕｏｗ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ｕｐｒｉｇｈｔ ｔｕｂ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９ꎬ３５(１):１０９ － １１６. )



第 ２ 期 王秀丽等: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新型钢结构附着节点应用研究 ２８１　　

[ ７ ]　 刘晓旭ꎬ马治民ꎬ赵明ꎬ等. 支座形式对附着式
升降脚手架影响分析[Ｊ] . 施工技术ꎬ２０１７ꎬ４６
(１８):７０ － ７３.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ｘｕꎬＭＡ ＺｈｉｍｉｎꎬＺＨＡＯ Ｍｉ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ｙｌｅ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 [ Ｊ ]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７ꎬ４６(１８):７０ － ７３. )

[ ８ ]　 赵飞. 超高层建筑附着升降脚手架施工技术
性能研究[Ｄ] . 上海:同济大学ꎬ２００８.

　 (ＺＨＡＯ Ｆｅ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ｓｅｌｆ￣ｌｉｆｔ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 ｈｉｇ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 Ｄ ]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８. )

[ ９ ]　 罗继曼ꎬ邢艳ꎬ刘大江ꎬ等. 基于 ＡＮＳＹＳ 的施
工升降机导轨架结构模态分析[Ｊ] . 沈阳建筑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０９ꎬ２５(３):５７０ －
５７３.

　 (ＬＵＯ ＪｉｍａｎꎬＸＩＮＧ ＹａｎꎬＬＩＵ Ｄａｊｉａ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ｓｔ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ｈｏｉ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ＳＹ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５ ( ３ ):
５７０ － ５７３. )

[１０] 宾莹ꎬ莫秋云ꎬ张旭. 提升脚手架自动控制系
统动态特性分析及仿真[ Ｊ] . 世界科技研究
与发展ꎬ２００９ꎬ３１(３):４３０ － ４３２.

　 (ＢＩＮ ＹｉｎｇꎬＭＯ ＱｉｕｙｕｎꎬＺＨＡＮＧ Ｘｕ.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ｌｉｆｔｉｎｇ￣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ｒ ＆ ｄ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１ ( ３ ): ４３０ －
４３２. )

[１１] 杨艳. 升降平台动力学分析[Ｄ] . 重庆:西南
大学ꎬ２００９.

　 ( ＹＡＮＧ Ｙ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Ｄ ] .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０９. )

[１２] 秦桂娟ꎬ吴思怡ꎬ葛文志. 风载作用下扣件式
钢管脚手架大横杆受力分析[ Ｊ] . 沈阳建筑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５):８５５ －
８６２.

　 (ＱＩＮ ＧｕｉｊｕａｎꎬＷＵ ＳｉｙｉꎬＧＥ Ｗｅｎｚｈｉ.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ｕｂｅ ｉｎ ｓｔｅｅｌ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ｕｐｌ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ｉｎｄ ｌｏａｄ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５):８５５ － ８６２. )

[１３] 王美华ꎬ李荣帅ꎬ张文泽. 装配式建筑结构施
工升降工作平台结构的静力分析[ Ｊ] . 建筑
施工ꎬ２０１７ꎬ３９(８):１２３１ － １２３５.

　 ( ＷＡＮＧ Ｍｅｉｈｕａꎬ ＬＩ Ｒｏｎｇｓｈｕａｉꎬ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ｚ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７ꎬ
３９(８):１２３１ － １２３５. )

[１４] 王美华ꎬ李荣帅ꎬ张文泽. 装配式建筑施工升
降工作平台动力学特性研究[ Ｊ] . 建筑施工ꎬ
２０１７ꎬ３９(６):８９３ － ８９６.

　 (ＷＡＮＧ ＭｅｉｈｕａꎬＬＩ Ｒｏｎｇｓｈｕａｉꎬ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ｚ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Ｊ]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９ ( ６ ): ８９３ －
８９６. )

[１５] 王秀丽ꎬ胡隆德ꎬ冉永红.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不同步运动时结构的响应分析[ Ｊ] . 沈阳建
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８ꎬ３４ (４):
６６６ － ６７５.

　 (ＷＡＮＧ ＸｉｕｌｉꎬＨＵ ＬｏｎｇｄｅꎬＲＡＮＧ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
ｍｏｔｉ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８ꎬ３４(４):６６６ －
６７５. )

[１６] 张伟峰. 南京紫峰大厦钢结构工程整体升降
脚手架施工技术 [ Ｊ] . 建筑施工ꎬ２０１０ꎬ３２
(８):８１２ － ８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ｆｅ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ｆｏｒ ｓｔｅ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ｚｉｆｅｎｇ ｔｏｗｅｒ [ Ｊ]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０ꎬ３２(８):８１２ － ８１４. )

[１７] 顾永明. 整体升降脚手架在上海外滩中信城
超高层结构施工中的应用[ Ｊ] . 建筑施工ꎬ
２０１４ꎬ３６(７):８４１ － ８４３.

　 (ＧＵ Ｙｏｎｇ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ｕｌｔｒａ ｔａ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ｉｔｉｃ ｐｌａｚ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ꎬ３６(７):８４１ －８４３. )

[１８] 刁伟俊. 附着式整体脚手架在城市更新项目
中的施工研究[ Ｊ] . 建筑施工ꎬ２０１８ꎬ４０(６):
９２５ － ９２８.

　 ( ＤＩＡＯ Ｗｅｉｊｕ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Ｊ ]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４０(６):９２５ － ９２８. )

[１９] 徐卫星ꎬ高 路 恒ꎬ 陈 旭 元. 江 苏 财 富 中 心
ＬＰＴ －０１ 型组合式施工防护升降平台关键技
术[Ｊ] . 施工技术ꎬ２０１７ꎬ４６(８):１３３ － １３６.

　 (ＸＵ ＷｅｉｘｉｎｇꎬＧＡＯ Ｌｕ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Ｘｕｙｕａｎ.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ＰＴ － ０１ ｔｙｐｅ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 Ｊ ]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４６(８):１３３ － １３６. )

[２０] 建设部建筑管理司安全处. 建筑施工附着升
降脚手架管理暂行规定[ Ｊ] . 施工技术ꎬ２０００
(１２):１ － ５.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０ ( １２ ):
１ － ５. )

(责任编辑:刘春光　 英文审校:范丽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