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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二 00四年度工程建设城建、建工行业标准制订、

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04]66 号）的要求，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

真总结了我国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应用的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构配件；4.荷载；5.设

计计算；6.构造要求；7.施工；8.检查与验收；9.安全管理。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荷载分类及计算；满堂脚手架、满堂支撑架、

型钢悬挑脚手架、地基承载力的设计；构造要求；施工；检查与验收；安全管理。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30号；邮政编码：100013）。 

本规范主编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本规范参编单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天津大学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九江信华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 

杭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北京城建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科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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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0.1  为在扣件式钢管脚手架设计与施工中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

确保施工人员安全，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等施工用落地式单、双排扣件式钢

管脚手架、满堂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型钢悬挑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满堂扣件式钢

管支撑架的设计、施工及验收 。 

1.0.3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施工前，应按本规范的规定对其结构构件与立杆地基承

载力进行设计计算，并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1.0.4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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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术语和术语和术语和符号符号符号符号    

 

2.1        术语术语术语术语    

2.1.1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  steel tubular scaffold with couplers  

为建筑施工而搭设的、承受荷载的由扣件和钢管等构成的脚手架与支撑架，

包含本规范各类脚手架与支撑架，统称脚手架。 

2.1.2  支撑架    formwork support  

    为钢结构安装或浇筑混凝土构件等搭设的承力支架。 

2.1.3  单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    single pole steel tubular scaffold with couplers 

    只有一排立杆，横向水平杆的一端搁置固定在墙体上的脚手架，简称单排架。 

2.1.4  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    double pole steel tubular scaffold with couplers     

由内外两排立杆和水平杆等构成的脚手架，简称双排架。 

2.1.5  满堂扣件式钢管脚手架    fastener steel tube full hall scaffold 

在纵、横方向，由不少于三排立杆并与水平杆、水平剪刀撑、竖向剪刀撑、

扣件等构成的脚手架。该架体顶部作业层施工荷载通过水平杆传递给立杆，顶部

立杆呈偏心受压状态，简称满堂脚手架。 

2.1.6  满堂扣件式钢管支撑架    fastener steel tube full hall formwork support 

在纵、横方向，由不少于三排立杆并与水平杆、水平剪刀撑、竖向剪刀撑、

扣件等构成的承力支架。该架体顶部的钢结构安装等（同类工程）施工荷载通过

可调托撑轴心传力给立杆，顶部立杆呈轴心受压状态，简称满堂支撑架。  

2.1.7  开口型脚手架    open scaffold  

沿建筑周边非交圈设置的脚手架为开口型脚手架；其中呈直线型的脚手架为

一字型脚手架。 

2.1.8  封圈型脚手架    loop scaffold 

    沿建筑周边交圈设置的脚手架。 

2.1.9  扣件    coupler 

    采用螺栓紧固的扣接连接件为扣件；包括直角扣件、旋转扣件、对接扣件。 

2.1.10  防滑扣件    skid resistant coup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