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Z005 装配式建筑构件安装赛项赛题第六套

2023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装配式建筑构件安装赛项

模块一理论知识竞赛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 （共 50题，每题 1 分，计 50 分）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的工作目标中提出,要推

动形成一批设计、施工、部品部件规模化生产企业，具有现代装配建造水平的（ ）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业化技能队伍。

A.设计总承包企业

B.工程总承包企业

C.施工总承包企业

D.设计-施工总承包企业

2.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应结合（ ）的原则整体策划，协同建筑、结构、几点、装饰

装修等专业要求，制定施工组织设计。

A.标准化设计

B.装配化施工

C.设计、加工、采购一体化

D.设计、生产、装配一体化

3.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应采用（ ）进行三维可视化设计，并进行各类设计分析。

A.建筑信息模型系统（BIM）

B.制造执行系统（MES）

C.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

D.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

4.由于下列因素出现，影响合同价款调整的，不应由发包人承担的是（ ）。

A.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发生变化

B.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人工费调整，但承包人对人工费或人工单价的报

价高于发布的除外

C.由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原材料等价格进行了调整

D.由于雨季持续性下雨导致的工期延误

5.预制混凝土模具的混凝土接触面的焊缝应磨平，接口平面之间及磨平后的焊缝与

板面之间的高低差，均不得大于（）mm。

A．0.5

B．1

C．1.5

D．2

6.下列不属于预制构件粗糙面常用处理工艺的是（ ）。

A.水洗法

B.拉毛

C.凿毛

D.喷砂

7.试拌调整混凝土时，发现拌和物的保水性较差，应采用( )措施。

A．增加砂率

B．减少砂率

C．增加水泥

D．增加用水量

8.剪力墙平面布置图中，预制构件的外表面用符号（ ）表示。

A.

B.WS

C.NS



D.MJ1

9.当预制构件粗糙面采用涂刷缓凝剂工艺时，预制构件脱模后应及时进行（ ），

露出骨料。

A.凿毛

B.喷砂

C.拉毛处理

D.高压水冲洗

10.编号为 WQM-3628-1823 的内叶墙板，其含义为（ ）。

A.预制内叶墙板类型为一个门洞外墙，标志宽度 3600mm，层高 2800mm，门宽 1800mm，

门高 2300mm。

B.预制内叶墙板类型为一个门洞外墙，层高 3600mm，标志宽度 2800mm，门宽 1800mm，

门高 2300mm。

C.预制内叶墙板类型为一个门洞外墙，标志宽度 3600mm，层高 2800mm，门高 1800mm，

门宽 2300mm。

D.预制内叶墙板类型为一个窗洞外墙，标志宽度 3600mm，层高 2800mm，窗宽 1800mm，

窗高 2300mm。

11.高温车间的衬护混凝土，宜选用（ ）。

A. 硅酸盐水泥

B. 普通硅酸盐水泥

C. 铝酸盐水泥

D. 粉煤硅酸盐水泥

12.《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JGJ355-2015 对材料、接头性能、设计等进

行要求，同时加入接头型式检验，考虑检验条件、检验试件和检验项目，对灌浆料

强度范围进行了确定，对于标养 28d 灌浆料强度在（ ），其接头拉伸试验当天灌

浆料的有效抗压强度为 80MPa~95MPa。

A. 80MPa

B. 95MPa

C. 90MPa

D. 85MPa

13.复合保温夹芯外墙采用反打一次成型工艺制作, 保温工序为（ ）。

A. 聚苯放样→构件加工图→聚苯下料→聚苯铺装→浇筑

B. 聚苯放样→聚苯下料→构件加工图→聚苯铺装→浇筑

C. 构件加工图→聚苯放样→聚苯下料→聚苯铺装→浇筑

D. 聚苯放样→聚苯下料→聚苯铺装→构件加工图→浇筑

14.沉降观测时，为了提高观测精度，可采用固定测量人员、固定测量仪器和（ ）

的“三固定”方法。

A.固定测量时间

B.固定测量周期

C.固定测量路线

D.固定测量精度

15.当构件翻身强度不得低于 ( )，经过复核满足翻身和吊装要求时，允许将构件

翻身和起吊。

A. 设计强度的 70%且不低于 C20

B. 设计强度的 30%并不低于 C15

C. 设计强度的大于 C15，低于 70%

D. 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16.装配式工业厂房吊车梁的吊装、应在基础杯口二次浇筑的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

（ ）以上，方可进行。

A.30%

B.50%



C.70%

D.90%

17.关于施工测量放线和验线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测量放线工作必须严格遵守“三检”制度和验线制度

B.测量员放线工作完成后，必须进行自检，并填写自检记录

C.验线工作应由项目负责人进行，发现不合格立即返工重测

D.放线工作自检合格后，应填写《放线报验表》并报监理验线

18.预制构件连接部位后浇混凝土及灌浆料的（ ）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拆除临时

固定措施。

A.强度

B.刚度

C.稳定性

D.硬度

19.在控制流程反馈与纠正两个环节之间的是 （ ）

A．计划

B．对比

C．转换

D．纠正

解析：控制流程：投入 转换 反馈 对比 纠正。

20.墙板采用靠放架堆放时与地面倾斜角度宜大于（ ）。

A.80°

B.60°

C.70°

D.30°

21.当预制外挂墙板就位至安装部位后，顶板吊装工人用挂钩拉住揽风绳将预制外

挂墙板（ ）预留钢筋插入现浇梁内。

A.下部

B.左部

C.上部

D.右部

22.主要适用于竖向构件（墙、柱）的钢筋连接是( )。

A.全灌浆套筒

B.铸造灌浆套筒

C.机械加工灌浆套筒

D.半灌浆套筒

23.墙板码放储存时储存架类型有立式码放存储架、斜式码放存储架、模块式码放

存储架、专用码放存储架和（ ）。

A.叠合码放存储架

B.悬吊码放存储架

C.固定式码放存储架

D.竖向码放存储架

24.预制构件重叠平运时，各层之间必须放（ ）木方支垫，且垫块位置应保证构件

受力合理，上下对齐。

A.100×100

B.80×80

C.60×60

D.50×50

25.在混凝土浇筑之前，用海绵塞紧预制外挂墙板预埋件上的套筒孔，并用胶纸缠

绕，避免浇筑混凝土时（ ）。



A.漏气

B.松脱

C.混凝土浆外溢

D.堵塞预埋件的套筒孔

26.关于预制构件吊装安全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建筑施工楼层围挡高度不低于 1.6m，施工顺序采用线连接结构板梁或剪力墙，超

过安全操作高度，作业人员必须佩戴穿芯自锁保险带。

B. 吊装前必须检查吊具、钢梁、葫芦、钢丝绳其中用品的性能是否完好，如有出

现变形或者损害，必须及时更换。

C.预制构件在安装吊具过程中，严禁拆除预制构件与存放架的安全固定装置 ，待

起吊时方可将其拆除，避免构件由于自身重力或振动引起的构件倾斜和翻转。 D.

预制构件吊运时，起重机械回转半径范围内，应设置警示带，严禁非作业人员进入

吊装区域，以防坠物伤人。

27.机械加工灌浆套筒的加工分类代号用字母（ ）表示。

A.J

B.Z

C.Q

D.B

28.后浇混凝土或灌浆料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以上方可拆除。

A. 50%

B. 70%

C. 75%

D.100%

29.水平角观测所使用的全站仪、电子经纬仪和光学经纬仪，其光学（或激光）对

中器的视轴与竖轴的重合度不应大于（ ）。

A.0.5mm

B.1.0mm

C.1.5mm

D.2.0mm

30.叠合板支座处的纵向钢筋在端支座处宜从板端伸出并锚入支撑梁或墙的后浇混

凝土中，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

A.3d

B.5d

C.7d

D.10d

31.预应力筋放张时，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同条件养护的混凝土立方体

抗压强度不应低于设计混凝土强度等级值的（ ）。

A.70%

B.75%

C.80%

D.85%

32.施工现场钢筋套筒接头灌浆料应留置同条件养护试块，试块规格为（ ）。

A.40mm×40mm×160mm

B.150 mm×150 mm×150mm

C.70.7 mm×70.7 mm×70.7 mm

D.100mm×100mm×100mm

33.构件上的预埋件和预留孔洞宜通过模具进行定位，并安装牢固，其吊环中心线

位置允许误差为（ ）。

A.1mm

B.2mm



C.3mm

D.4mm

34.当房屋高度不大于 10m 且不超过 3 层时，预制剪力墙截面厚度不应小于（ ）。

A.100mm

B.120mm

C.140mm

D.160mm

35.预制构件码放储存通常可采用平面堆放和（ ）两种方式。

A.立式堆放

B.叠加堆放

C.竖向固定

D.竖直堆放

36.当环境温度高于（ ）时，应采取降低灌浆料拌合物温度的措施。

A.30℃

B.31℃

C.32℃

D.33℃

37.预制构件与后浇混凝土、灌浆料、坐浆材料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键槽，粗

糙面的面积不宜小于结合面的（ ）。

A.70%

B.75%

C.80%

D.85%

38.建设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独立或由立法机关授权并强制制定、实施

的规范工程建设活动的各项规章为 （ ）。

A．建设工程法律

C．建设工程部门规章

B．建设工程行政法规

D．建设工程单行条例

39.采用消除应力钢丝或钢绞线作为预应力筋的先张法构件，尚不应低于（ ）。

A.15MPa

B.20MPa

C.25Mpa

D.30Mpa

40.预制楼梯施工流程正确的是（ ）

A.定位钢筋预埋及吊具安装→预制楼梯的安装及校正→预制楼梯吊运→预制楼梯

与现浇结构节点处理→预留洞口以及施工缝隙填补。

B.定位钢筋预埋及吊具安装→预制楼梯吊运→预制楼梯与现浇结构节点处理→预

制楼梯的安装及校正→预留洞口以及施工缝隙填补。

C.定位钢筋预埋及吊具安装→预制楼梯吊运→预制楼梯的安装及校正→预制楼梯

与现浇结构节点处理→预留洞口以及施工缝隙填补。

D.定位钢筋预埋及吊具安装→预制楼梯吊运→预制楼梯的安装及校正→预留洞口

以及施工缝隙填补→预制楼梯与现浇结构节点处理。

41.关于预制剪力墙、柱的安装叙述不正确的是（ ）

A.在预制剪力墙安装施工层配置一名信号工和四名吊装工；

B.在吊装工的指挥下，塔吊将预制剪力墙、柱下落至设计安装位置；

C.下一层预制剪力墙墙、柱的竖向预留钢筋插入预制剪力墙、柱底部的套筒中，定

向入座后，立即加设不少于 2根的斜支撑对预制剪力墙、柱临时固定；

D.斜支撑与楼面的水平夹角不应小于 60゜。



42.套筒接头一端采用灌浆方式连接，另一端采用非灌浆方式（通常采用螺纹连接）

连接钢筋，这种灌浆套筒为（ ）。

A.全灌浆套筒

B.铸造灌浆套筒

C.机械加工灌浆套筒

D.半灌浆套筒

43.预制梁或叠合梁安装顺序宜遵循（ ）的原则。

A.先主梁后次梁、先高后低

B.先主梁后次梁、先低后高

C.先次梁后主梁、先高后低

D.先次梁后主梁、先低后高

44.套筒接头两端均采用灌浆方式连接钢筋，这种灌浆套筒为（ ）。

A.全灌浆套筒

B.铸造灌浆套筒

C.机械加工灌浆套筒

D.半灌浆套筒

45. 安装预制墙板、预制柱等竖向构件时，应采用可调（ ）临时固定；支撑的位

置应避免与模板支架、相邻支撑冲突。

A.横支撑

B.竖支撑

C.斜支撑

D.剪刀撑

46.由于操作面的限制，不便于混凝土的振捣密实时，宜采用()结合部位或接缝处

混凝土施工，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A、微膨胀混凝土

B、自密实混凝土

C、细石混凝土

D、高强混凝土

47.安装施工前，应核对()的混凝土强度、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等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 和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并应核对预制构件

的混凝土强度及预制构件和配件的型号、规格、数量等符合设计要求。( )

A、已养护完成结构

B、已浇筑完成结构

C、已施工完成结构

D、以上都是

48.预制墙和板构件的安装尺寸允许偏差检验中，在同一检验批内，应按有代表性

的自然间抽查 10%，且不少于（ ）间。

A.2

B.3

C.4

D.5

49. 以 下 关 于 现 阶 段 装 配 式 建 筑 发 展 的 重 点 推 进 方 向 错 误 的 是

( )

A.主体结构由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向建筑各系统集成转变

B.装饰装修与主体结构的一体化发展

C.部品部件的标准化应用和产品集成

D.精装修是装配式建筑的倡导方向

50.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大力推行 EPC 管理模式，其中 EPC 指的是（ ）。

A.施工装配一体化

B.工程总承包



C.项目总承包

D.设计标准化

二、多项选择题（共 15 题，每题 2 分，计 30 分。其中 5 个备选项中包含 2 个及以

上正确答案，错选、多选、漏选均不得分）

1.关于场区控制测量的说法，错误的有（ ）。

A.控制网点位应选在通视良好、土质坚实、便于施测、利于长期保存的地点

B.建筑方格网点的布设，应与建（构）筑物的设计轴线平行

C.当采用导线网作为场区控制网时，导线相邻边的长度之比不宜超过 1：4

D.场区高程控制网，应布设成闭合环线、附合路线或结点网

E.场区水准点应单独布设在场地相对稳定的区域，不得设在平面控制点的标石上

2．下列关于工程结算方式的有关表述中，正确的是( )。

A．可以先预付部分工程款，在施工过程按月结算工程进度款，竣工后进行竣工结

算

B．实行竣工后一次结算方式的，承包商不能预支工程款

C. 实行按月结算的，当月结算的工程款应与工程形象进度一致，竣工后不再结算

D．实行分阶段结算的，可以按月预支工程款

E．实行竣工后一次结算的工程，当年结算的工程款应与分年度的工程量一致，年

终不另清算

3.叠合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进行设计，并应符合下列哪些规定（ ）。

A.叠合板的预制板度不宜小于 60mm,后浇混凝土叠合层厚度不应小于 60mm

B.当叠合板的预制板采用空心板时，板端空腔应封堵

C.跨度大于 3m 的叠合板，宜采用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

D.跨度大于 6m 的叠合板，宜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

E.跨度小于 3m 的叠合板，宜采用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

4.预制钢筋混凝土楼梯,根据实际情况均匀振捣，振动棒（ ），振捣间距（ ），

每处振捣约 20-30 秒；根据砼料坍落度适当调整振捣时间。

A.应快插慢拔

B.应慢插快拔

C.10-15 cm

D.15-20cm

E.20-30 cm

5.当未设置桁架钢筋时，叠合板的预制板与后浇混凝土叠合层之间应设置抗剪构造

钢筋，下列做法正确的是（ ）。

A.单向叠合板跨度大于 4．0m 时，距支座 1／4跨范围内；

B.双向叠合板短向跨度大于 4．0m 时，距四边支座 1／4 短跨范围内；

C.悬挑叠合板；

D.悬挑板的上部纵向受力钢筋在相邻叠合板的后浇混凝土锚固范围内。

E.单向叠合板跨度小于 4．0m 时。

6.预制混凝土构件与后浇混凝土、灌浆料、坐浆材料的接触面须做成 ( )

A.粗糙面

B.光滑面

C.抹压面

D.键槽

E.叠合层

7.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后浇混凝土部分的模板与支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

A.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宜采用工具式支架和定型模板。

B.模板应保证后浇混凝土部分形状、尺寸和位置准确。

C.模板与预制构件接缝处应采取防止漏浆的措施，可粘贴密封条。

D.由于墙面平整，不需粘贴密封条防止漏浆。

E.模板必须采用铝模板，效果更好。



8.预制墙体混凝土振捣时，振捣器宜采用（ ），混凝土振捣完成后应用机械抹

平压光。

A.人工振捣

B.振动平台

C.内部振动器

D.外部振动器

E.平板振动器

9.施工安全控制的动态性是由( BC)引起的。

A．项目的控制面广

B．项目的单件性

C. 施工项目的分散性

D．控制的严谨性

E．控制的主观性

10.水平预制构件安装采用临时支撑时，做法正确的是 ( )

A.首层支撑架体的地基应平稳坚实，宜进行硬化处理

B.临时支撑的间距及其与墙、柱、梁边的净距应经设计计算确定，竖向连续支撑层

数不宜少于 2 层且上下层支撑宜对准

C.叠合板预制底板下部支架宜选用定型独立钢支柱，竖向支撑间距应经计算确定

D.预制构件与吊具的分离应在校准定位及临时支撑安装前完进行

E.预制构件与吊具的分离应在校准定位及临时支撑安装后完进行

11.当测设的角度精度要求一般时，测设的具体步骤是（ ）。

A.设在地面上已有 AB方向，要在 A点以 AB 为起始方向，按设计图给出或计算出向

右测设的水平角β

B.将经纬仪安置在 A 点，用盘左测设β

C.固定照准部，倒转望远镜成盘右，测设β角

D.取盘左、盘右测设的中点，为所测设的β角

E.测量 A点水平角进行角度改正

12.受弯叠合构件的装配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A.应根据设计要求或施工方案设置临时支撑

B.施工荷载宜均匀布置，并不应超过设计规定

C.在混凝土浇筑前，应按设计要求检查结合面的粗糙度及预制构件的外漏钢筋

D.叠合构件在后浇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前，可拆除临时支撑

E.构件吊装可在大雨大风天气下施工

13.预制楼梯构件养护要求正确的是（ ）。

A.对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拌制的混凝土，不得少于

7d；

B.对掺用缓凝型外加剂或有抗渗要求的混凝土，不得少于 21d；

C. 冬季采取加盖养护罩蒸汽养护的方式，养护罩内外温差小于 200C 时，方可拆除

养护罩进行自然养护；

D.自然养护要保持楼梯表面湿润；

E.对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拌制的混凝土，不得少于

14d；

14.预制混凝土构件吊装，当绑扎水平吊升的构件时，应符合（ ）规定。

A.绑扎点应按设计规定设置，无规定时，最外吊点应在距构件两端 1/5~1/6 构件全

长处进行对称绑扎

B.各支吊索内力的合力作用点应处在构件重心线上

C.屋架绑扎点宜在节点上或靠近节点

D.水平吊升构件绑扎钢丝绳与物体间的水平夹角可小于 45°

15 下列关于绑扎水平吊升的构件时各支吊索内力的合力作用点(或称绑扎中心)必

须处在构件位置错误的是（ ）。

A.圆心



B.中心

C.铅锤

D.重心

三、判断题（共 20题，每题 1 分，计 20 分）

1.影响硅酸盐水泥凝结硬化最主要因素是水灰比，与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无关。

( )

2.预制柱吊装应校正的内容包括平面位置。( )

3.构件应在脱模起吊至整修堆场或平台时进行标识，标识内容应包括工程名称、产

品名称、型号、编号、生产日期，构件待检查、修补后再标注合格章及工厂名。( )

4.结构设计时一般以屈服强度作为强度取值的依据( )

5.滑行法吊装柱时，平面布置要求绑扎点靠近基础，绑扎点、柱脚中心和基础中心

三点同弧。（ ）

6.双向板跨中两个方向的钢筋都是受力筋，应将沿长跨方向的钢筋放外侧。( )

7.预制混凝土模具组装后，底模、侧模和端模混凝土接触面之间的局部最大缝隙不

得大于 1mm。( )

8.后张法是先浇筑混凝土后张拉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混凝土生产方法。( )

9.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的房屋最大适用高度同现浇剪力墙结构。( )

10.灌浆料的搅拌时间控制在 4-5 分钟，直到产生均匀砂浆，且不产生泌水现象，

静置 2 分钟，排出气泡。( )

11.分仓区域内任意两个灌浆套筒间距不宜超过 1.5m。( )

12.吊装时吊索的直径和长度要根据吊装构件外形尺寸和吊装构件的吊点位置确定。

( )

13.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竖向构件钢筋对接时，钢筋灌浆

套筒在竖向预制构件顶部时，连接时在灌浆套筒中插入带肋钢筋后注入灌浆料拌合

物。( )

14.有抗震设防要求时,外挂墙板及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应进行抗震设计。

( )

15.预制柱、墙安装前，应在预制构件及其支撑构件间设置垫片，宜采用钢制垫片，

有利于均匀受力并调整构件底部标高。( )

16. 框架梁预制部分的腰筋不承受扭矩时，可不伸入梁柱节点区。( )

17.预制剪力墙的边缘构件的竖向钢筋应逐根连接。( )

18.现场文明施工的要求是科学管理、创建文明现场。( )

19.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中，当采用叠合梁时，框架梁的后浇混凝土叠合层

厚度不宜小于 120mm，次梁的后浇混凝土叠合层厚度不宜小于 100mm。( )

20.预制混凝土模具的混凝土接触面，不应有裂缝、结疤、分层等缺陷，如有某些

擦伤、锈蚀、划痕、压痕和烧伤，其深度不得大于 0.5mm，宽度不得大于 2mm。( )



2023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装配式建筑构件安装赛项

模块二任务一吊装环节任务书

工位号：____________

一、竞赛须知

1、本竞赛环节为师生 3 人（1个老师 2 个学生）合作竞技项目，师生 3人合作

完成 “建筑装配式构件吊装”，分值为 100 分。该环节加权系数为 0.45。

2、本竞赛环节总时长为连续 90分钟。

3、竞赛过程中请参赛选手注意赛场纪律，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施工。正确佩戴

和使用劳保用品，安全文明施工。

4、竞赛过程中遇到意外情况，应及时向当值裁判报告，听从裁判安排，不要

自行处理。

5、工位示意图

二、竞赛任务要求

工位示意图中墙板材料存放区存放多块预制板材，选手按图示要求选剪力墙板

按《规范》吊装并安装如下图所示，并对角柱进行钢筋绑扎、模板安装。

YNQ-05 要求：砼强度 C35;连接方式灌浆套筒连接；构件尺寸 1000mm×1250mm

×200mm（长×高×厚）。

YNQ-06 要求：砼强度 C35;连接方式灌浆套筒连接；构件尺寸 1000mm×1250mm

×200mm（长×高×厚）

三、竞赛注意事项

1、 吊装施工前，应对已完成结构的强度、外观质量、尺寸进行检查；并应对预制

构件的砼强度及预制构件和配件的型号、规格、数量等进行检查；

2、吊装施工前，应清洁接合面，并进行测量放线，设置构件安装定位标识；

3、吊装施工前，应复核构件装配位置、节点连接构造及临时支撑方案等；

4、吊装施工前，应检查复核吊装设备及吊具处于安全操作状态；



5、预制构件安装前，构件底部应设置可调整接缝厚度和底部标高的垫块；

6、吊装就位后，应及时校准并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7、选手确认提前完成、申请离场，在完成全部任务要求的前提下现场裁判确认提

前完成时间量。未全部完成任务而提前离场的不计算时间提前量。



2023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装配式建筑构件安装赛项

模块二任务二灌浆环节任务书

工位号：____________

一、竞赛须知

1、本竞赛环节为师生 3 人（1 个老师 2 个学生）合作竞技项目，3人合作完成

“装配式建筑构件安装赛项灌浆”，分值为 100 分。该环节加权系数为 0.35。

2、本竞赛环节总时长为连续 90分钟。

3、竞赛过程中请参赛选手注意赛场纪律，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施工。正确佩戴

和使用劳保用品，安全文明施工。

4、竞赛过程中遇到意外情况，应及时向当值裁判报告，听从裁判安排，不要

自行处理。

5、工位示意图

二、竞赛任务要求

工位示意图中灌注柱尺寸为:400mm×400mm×600mm（长×宽×高）,选手按设

计要求选 C30 柱按《规范》灌浆如下图所示：

三、竞赛注意事项



1、 灌浆施工前，应对已完成结构的强度、外观质量、尺寸进行检查；并应对预制

构件的砼强度及预制构件和配件的型号、规格、数量等进行检查；

2、灌浆施工前，应清洁接合面，并进行测量放线，设置构件安装定位标识；

3、灌浆施工前，应复核构件灌浆孔位及临时支撑方案等；

4、吊装施工前，应检查复核吊装设备及吊具处于安全操作状态；

5、吊装就位后，应及时校准并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6、选手完成后必须恢复工位、清理现场，在完成全部任务要求的前提下现场裁判

确认提前完成时间量。未全部完成任务而提前离场的不计算时间提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