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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施工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66—2008）于2009年7月颁布实施，由于规范中结
构计算引入了多项新概念以及规范最后定稿时文字高度浓缩，使得理解和应用难度较大。
本书将编制过程中的主要结构设计原理、计算简图及结构试验的有关成果进行了详尽叙述，并对主要
计算公式采用实例进行示范计算，深入浅出地解析碗扣式脚手架的结构设计，帮助施工技术人员更好
地理解和使用规范，本书可作为学习规范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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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碗扣式钢管架的引入和发展　　扣件式钢管架引入我国是在20世纪60年代，其
特点是扣件加钢管，引入的时代主要是“以钢带木”的技术，主要目的是解决工程建设中木材(特别是
杉篙)供应不足的问题，其主要应用的范围是脚手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建设高潮，脚手架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新型脚手架引人的就有门式架和碗扣架等。
碗扣架是钢管架的另一种形式，1987年北京星河机器人公司购买了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碗扣式钢管架
的专利。
为了将专利商业化，机器人公司与北京住总集团合作，将碗扣式钢管架发展为定型专业产品在北京亚
运会工程开始了工程试点和大规模推广应用。
　　碗扣式钢管架的明显优势是连接可靠，承载能力高。
主结构中心受力无偏心，由于碗扣是焊于立管上，横插头也是焊接于横杆上，其承载力很大。
对于承受竖向荷载来说远远大于扣件式连　　接（只靠摩擦力），可以说在通常脚手架的荷载下，节
点几乎不可能破坏；其次是其节点连接除焊接外，扣件与主体连锁无丢失的可能。
这就显示了它立足于建筑施工的优良条件。
　　1987年碗扣式钢管架在工程运用的初期即遇到了当时脚手架技术发展的通用难题，即如何适用于
高层建筑的问题。
此问题已是脚手架技术的瓶颈，扣件式钢管架在1983年发生了北京社科院倒塌事故之后，其搭设高度
已被限制在20m之内。
为了解决高层建筑的施工，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低于45m的脚手架下部20m采用双管立杆；二是
高于45m的采用分段增设挑梁的办法。
后者明显的缺点是，挑梁插入各楼层，大量消耗钢材又影响楼层内外的安装及装饰工程，应当说极不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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