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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森临建筑装饰系统有限公司长期致力于装配式装饰系统的研发制造，以及设计和施

工，最近几年完成了数十个城市标志性项目的装配式装饰工程，在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厉行

环境保护，以绿色化、工业化、信息化、集约化产业改造传统建造方式，切实把绿色发展理

念融入建筑装修生产方式的全要素，为社会提供生态的建筑装饰产品和服务做了一定的工

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本文以最近完成的南昌航信大厦装配式装饰为例，介绍森临装配式

系统和相应的施工技术，分享装配式装饰成果，并以此抛砖引玉，大家共同学习提高。

1引言1

在公共建筑装修工程中全面采用装配式内装技术，从装修策划、设计、建材选用、施工

组织等阶段进行全面绿色统筹，可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厉行环境保护，以绿色化、工业化、

信息化、集约化和产业改造传统建造方式，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建筑装修生产方式的全

要素、全过程和各环节，实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生态效益，为社会提供生态的建筑装饰

产品和服务，可促进装修行业往装配式转型发展。

目前，我国装配式内装技术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影响装配式内装技术发展的各类因

素中的“政策类因素”、“企业联盟和产业链因素”和“技术类因素”占据主导[1]。1990
后的美国各行各业一起奋力迅速推广 CTLS（冷弯薄壁型轻钢结构住宅体系），使得装配式

钢结构技术得到突飞猛进且应用普遍[2]。我国近年在一线城市陆续有装配式内装技术实践项

目，各企业将研发技术自成体系，装配式内装产业链也不完善，各技术间的通用性低[3-4]。

一些企业和项目进行了部分装配式内装技术的研发和运用，一个项目完全采用装配式内装体

系的极少[5-10]。

2 装配式内装概念

2.1 基本概念

装配式内装是主要采用干式工法，将工厂生产的内装部品、设备管线等在现场进行组合

安装的室内装修方式[11]。

装配式内装技术是指从单一的材料或配件，经过组合、融合、结合等技术加工而形成具

有复合功能的部品部件，再由部品部件相互组合形成集成技术系统。从而实现提高装配精度、

装配速度和实现绿色装配的目的。

2.2 森临装配式装饰系统的概述

森临装配式装饰系统由组合隔墙系统、单墙系统、配套门系统和金属吊顶系统构成。

森临装配式装饰系统理念贯穿了系统化设计、工业化制造、装配式施工和循环使用，可

以实现各子系统和部品标准化设计，全部部品部件工厂制作，统一的安装逻辑和标准的安装

工艺，全部部品部件可重复无损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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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钢制复合面板的组成

2.3 森临装配式装饰系统的优点

针对传统装饰行业的痛点和不足，从策划设计、加工制造、安装施工、使用维护的四个

阶段进行问题的分解，采取对应的措施和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

传统装修定义为一项综合的建设工程项目，由装修施工单位按设计图纸购买建材在现场

施工，以施工单位为主体，大量的木工、泥工等专业人员在现场进行材料加工和湿作业。而

装配式装修为一个工业化产品，现场只是产品生产线上的一个移动性总装车间，以产品供应

商为主导，通过产品供应商输出的装配工人以标准的现场组装干式工法进行安装组合作业。

装配式内装系统以手工装配为主，辅以部分自动化和智能化装配。装配工艺专业性强，

技术含量较高，需要多个工作、多个专业合作，各专业之间的接口多、交叉多、综合程度高、

技术较复杂，安装、调试和检验工作量较大。功能部件多、零件数量巨大，各装配单元之间

的协调关系复杂，精度控制要求高。装配过程中采用数字化控制技术，以确保各个装配式装

修部品、部件和总体的安装精度和技术指标。

森临装配式装饰系统主要由组合隔墙系统、单墙系统、配套门系统、金属吊顶系统四大

部分构成。它具有高性价比、装饰性、抗冲击性、隔声性、防火性、环保性六个方面的优势。

1）环保性。各项环保检测指标都优于国家标准，例如，隔墙系统采用的 PVC 覆膜墙面

板成品的有害物空气挥发指标检测值，与国家标准值对比见表 1。

表 1 PVC 覆膜墙面板成品的有害物空气挥发指标对比

检测项目名称 国家标准规范允许值 实际检测值

甲醛（mg/m³） ≤0.08 0.008

TVOC（mg/m³） ≤0.5 0.084

2）防火性。装配式内装系统的结构组件和面板基材均为镀锌钢板，根据技术分析和需

要增加背衬石膏板、瓦楞板或蜂窝芯；钢制复合饰面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为 B1 级, 部分装修

部品可达 A2 级；金属实体隔墙系统耐火极限可达 2 小时；玻璃隔墙系统耐火极限可达到 1.5
小时（非隔热）。

3）隔声性。按 GB/T 50121-2005《建筑隔声评价标准》要求对隔墙系统的空气隔声性能

进行检测和评价，金属实体隔墙系统的空气隔声单值评价结果为 47dB（7 级），双层玻璃

隔墙系统的空气隔声单值评价结果为 42dB（6 级）。

4）耐撞击性。系统主要结构件均采用高强度冷弯钢型材，按照 GB/T 21086-2007《建筑

幕墙》的耐撞击性能等级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检测，撞击点为单元墙面板正中心，撞击物自

重 50kg，降落高度 2.3m，撞击能量 1100N.m，性能等级 3 级。

5）装饰性。面板的材质、颜色、肌理的选择性非常广泛，例如，覆膜的有木纹、墙纸、

皮革、布艺等；喷涂的有平光、砂纹、龟裂纹、仿石材等；玻璃的有清透玻璃、夹胶玻璃、

烤漆玻璃、丝印网纱或喷绘玻璃等。

6）高性价比。



主要体现在制造安装、维护使用、拆除回收三个方面。制造安装方面可将质量和安装效

率大幅度提高，安装成本大幅度下降，同等档次与传统造价持平；维护使用方面可以使用寿

命大幅提高，维护成本大幅度降低，重复拆装，循环使用；拆除回收方面龙骨配件可回收重

复使用，面板可以作为废钢回收，无建筑垃圾处理费用。

高性价比另一方面表现为灵活拆改性，装配式装修将内装与结构分离，适应不同功能建

筑和不同空间布局对对建筑空间需求的变化，室内空间可以多次灵活调整，不损伤主体结构，

保障建筑使用寿命。安装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利用隔墙部品进行空间划分、布局变换简单。

同部品的骨架和配件可通用，不同材质的单元面板可自由组合安装。所有部品可拆卸可重复

安装，可以在项目中循环使用，也可回收至工厂进行再分配利用。

2.4 工程概况

南昌航信大厦位于南昌市红谷滩规划一路与会展路的路口西北角，其室内装修面积为地

上 26886.49 ㎡，地下 1730 ㎡，建筑高度 50.8 米，地上 12 层，地下 2 层，全面采用森临装

配式室内装饰系统，是江西省首个装配式办公楼项目，也是首个完全采用装配式内装技术的

项目。

南昌航信大厦室内装修全面采用装配式钢制装饰系统，有墙面、隔墙、吊顶、地面、配

套门、收纳柜等，涉及的装饰材料多、组合形式多、细部收口多，采取具有建造活动绿色化、

建造方式工业化、建造手段信息化、组织方式集约化、建造过程产业化的特点，采用装配式

内装技术，较好的实现了设计预期效果和较为紧迫的工期。

图 1 航信大厦

3 装配式内装数字化控制创新

为确保装配式内装技术的顺利推进，在装配式内装实施过程中，运用了数字化控制方法，

创建了装配式全方位坐标体系，并针对项目的内装设计方案进行了一系列部品的优化和创

新，将装配式装修部品集成化、现场施工装配化、施工过程绿色化、施工组织高效化、成本

控制透明化。

在装配式内装实施过程中，各类尺寸的准确性直接影响者各部品部件下单、安装定位、

组合拼装等装配式内装全过程。常见的装配式内装为边安装边下单，在项目大面积安装完成

后进行边角洞口的部品下单，导致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是施工现场精度控制和投放测量

尺寸精度不够，而装配式内装数字化控制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3.1 数字化控制方法

在装配式装修工程中，利用数字化技术控制装配式装修的全过程，初试将数字化技术控

制与装配式内装技术有机的结合，将装配式建筑误差测量分析与装配式内装施工紧密的结

合，通过建立装配式内装全方位坐标体系，整合建筑误差对装配式装修的影响，形成多样的

数字化控制的安装形式，进一步扩大装配式内装的可实施范围。



为了提高装配式内装的安装品质，通过详细而全面的分析设计图、建筑误差与装配式内

装之间的关系，依据现场实测数据调整和优化装修深化设计图，解决数字化控制各类装配式

内装工厂加工的构件，用精确数字化分格技术进一步确保现场安装质量，有机地将各专业设

备箱和设备末端一次数字化控制到位，并根据现场实际条件，采用多种数字化控制方法，大

大提高生产效率。方法可操作性极强，对工厂与现场施工的全过程进行精确数字化控制，分

布逐项管理，大大提高了数字化控制装配式内装的施工工艺指导与操作要求。数字化技术控

制装配式内装施工工艺的操作方法、分层明确，层次及控制清晰，操作方便，安全性极高。

3.2 装配式内装全方位坐标体系的创建

装配式装修工程中的部品设计、加工与装配对深化设计图纸和施工现场关键尺寸有全面

精准的要求，装修的尺度关系、各专业与装修的关系、末端的定位等都需要提前汇集在装修

施工前在深化设计图纸上，并通过有效途径落实到建筑实体中，再将装配式部品构件等精准

的在施工现场组合装配，这个过程需要一种精确的全方位具有坐标定位的体系进行把控，将

装修楼层平面坐标化，把装饰面完成线关键点进行坐标转换，把装修的天花板、墙板、地板、

门窗、橱柜、设备末端等的关键点调入坐标系中，创建全方位坐标体系，统筹装修专业内部

以及与其他专业之间的关系，为装配式装修工程控制与管理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装配式装修工程全方位坐标体系是运用全站仪的原点法放样法建立符合装修工程设计

图纸要求的精确坐标网，包含各楼层、各部位、各施工段等定位数据的坐标体系。

图 2 装配式内装数字化控制全方位坐标体系示意图

结合装修平面图建立虚拟坐标系，将虚拟坐标采用全站仪放样，完成首级施工控制网点

的投放，形成施工控制网，复杂部位进行控制网加密处理，关键部位直接投放完成面坐标。

利用全方位坐标体系网（点）可检查建筑实体与图纸的误差，可将各配套专业交接定位协调

有机联系在一起，可精准指导装修各部位二级控制网（十字线、中心线等）、三级控制网（完

成面线、门窗线、末端点位等）的投放，可有效控制工程整体施工的精准度，更可满足装配

式装修面板、构件等下料数据提供的准确性要求，它将装配式装修工程全方位进行实质有效

地控制。

创建符合装配式装修工程的全方位坐标体系，生成的三级控制网是装配式装修项目技术

的控制核心与关键，可有效提供所有装修细部、所有专业设备定位的放线定位依据，形成装

修施工过程中统一的标准与口径，让各专业之间沟通的渠道和定准框架形成。

在装配式内装施工过程中，将测绘技术与装饰工程有机融合创新，通过数据采集、坐标

系转换、计算机坐标体系建立、现场坐标放样创建的装配式装修过程全方位坐标体系，涵盖

的各类数据坐标精准，完全满足工程技术需求和项目管理，是建筑装饰施工领域的技术创新，

也是装配式装饰工程项目管理的一种新方法。



4 装配式内装部品

装配式内装部品是通过工厂化制造技术，将传统的装修主材、辅料和零配件等进行集成

加工而成的，是在装修材料基础上的深度集成与装配工艺的升华。将以往单一的、分散的装

修材料，以工业化手段，融合、混合、结合、复合成的集成化、模数化、标准化的模块构造，

以满足施工干式工法、快速支撑、快速连接、快速拼装的要求。

装配式内装部品的优化（设计）和创新在装配式装修实现过程中尤为重要，也是实现装

配式装修价值的重点，细部设计决定了装配式装修功能部品的简单与复杂程度，构造越简单，

可装配性就越高，装配效率就越高，装配成本就越低。在装配式装修部品细部优化全过程中，

全方位围绕可装配性、可加工性、可检测性、可靠性、可维修性、可回收性等方面要素展开，

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适合装配式内装部品的关键问题。

4.1 单墙

针对建筑填充墙为轻质加气块材料的情况，为确保墙面装修部品的连接牢固和安全可

靠，采用镀锌钢管制作附墙龙骨，使主要受力连接点设置在建筑梁、柱、楼板及结构件上，

装配式墙面部品的龙骨系统与钢骨架连接，部品系统采用上海森临优化和创新的“单墙”建

筑装饰系统。“单墙”系统由单墙龙骨、固定码、墙面板安装码、顶部修边件、踢脚、单元

墙面板、嵌缝磁条等组成。

墙面板根据设计要求的各种材质制作相应的钢制复合面板，复合面板由背衬板、钢板基

材、覆膜面层组成，可进行冲折成型、打孔、切割等机械加工，采用的聚氨酯胶水不产生环

境污染。

安装流程：单墙放线→安装单墙系统龙骨→镀锌钢隔墙系统龙骨定位分档→镀锌钢系统

横龙骨→顶底龙骨安装固定→装饰墙板安装→安装收口构造。

图 3 装配式内装会议室、茶水吧

4.2 隔墙

隔墙装修部品系统上方采用轻钢龙骨石膏板封闭，中间填充岩棉，为墙面管线由顶部顺

利穿插进入隔墙内，底槽采用钢制 U 型穿孔式龙骨，上部的隔墙又俗称“吊墙”。隔墙系

统由系统竖龙骨、顶槽、底槽、高度调节基座、龙骨固定码、横撑龙骨、墙面板安装码、单

元墙面板、填充岩棉、嵌缝磁条等组成。专业设计与制造的部品构件，具备高性能、高精度、

通用性、可调节装配的优势和特点。不同面层材质隔墙产品可组合安装，同规格的单元墙板

或配套门可以灵活调换安装。

安装流程：隔墙放线→安装镀锌钢顶底龙骨→镀锌钢隔墙系统竖向龙骨定位→镀锌钢系

统横龙骨→单侧装饰墙板/单侧玻璃框安装→隔音棉/百叶帘 →另一面装饰墙板玻/璃框→

安装收口构造。



图 4 装配式内装走道

4.3 吊顶

装配式吊顶系统采用勾挂连接方式，由龙骨主件（C50 主龙骨、Z 字型副龙骨）、龙骨

配件（勾搭金属吊顶明龙骨挂件、勾搭金属吊顶扣件、主副龙骨连接件）、紧固材料（对

穿螺栓、高密度胶条）、勾搭金属天花板组成。单块规格较大者采用背衬瓦楞板确保平整度。

安装流程：勾搭金属板吊顶放线→安装勾搭金属吊顶 C50 主龙骨→安装 Z字型副龙骨→

安装勾搭金属板。

图 5 装配式内装休息区、报告厅

4.4 配套门

与隔墙部品配套的门部品，门框和门扇均采用镀锌钢板材质，门扇内置蜂窝芯，表面可

静电粉末喷涂或覆膜饰面，铰链为特质部件，其余五金件可自由选择和搭配。

图 6 装配式内装配套门

4.5 风口灯具集成模块

在内装设计中，设计师将部分区域的风口、灯具、喷淋、烟感、喇叭等有机整合在同一

区域较常见，形成风口灯具集成模块（带）。而在许多工程施工中未完全按设计理念进行，

高档装修的吊顶配备的往往是常规的风口，出现风口与吊顶风格不搭，规格尺寸不吻合，色



泽不一，视觉舒适感欠缺等缺点。为避免这些问题，装配式内装工程的风口划分到由装修实

施单位制作范围，纳入装配式吊顶系统共同深化设计，形成与吊顶系统安装配套、色泽统一

的集成模块。

图 7 装配式内装风口灯具集成模块

4.6 GRG 吊顶

GRG 是预铸式玻璃纤维加强石膏板，它是一种特殊装饰改良纤维石膏装饰材料，造型的

随意性使其成为要求个性化的建筑师的首选，它独特的材料构成方式足以抵御外部环境造成

的破损、变形和开裂。项目优化设计后的大堂吊顶全部采用 GRG 材料，一方面可降低变形

和开裂的风险，另一方面 GRG 模块可采用垂直升降机进行安装，大堂不需要完全搭设满堂

脚手架操作台，节省了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时间的效益。

图 8 装配式内装 GRG吊顶安装

4.7 收纳柜

办公室收纳空间采用工厂化加工制作和现场拼装的蜂窝芯复合钢板，层板高度可调节，

层板数量可增减，整个收纳柜与隔墙系统集成一体化，柜门与单元墙面板一致，外观统一，

整齐美观。

图 9 装配式内装一体化收纳柜



4.8 细部

装配式隔墙部品中，竖龙骨之间增设固定设备末端（疏散指示、开关、插座等）底盒的

横撑龙骨，“吊墙”底槽 U 型穿孔龙骨给机电管线穿插带来便利。装配式单墙部品可与卫

浴空间墙面嵌入安装的垃圾箱集成一体化安装。消火栓、电器控制线等可采设置配套暗门，

开启角度满足消防要求可达 160 度，外观与墙面装修一致整体美观。末端设施在面板上开孔

均在工厂进行，其定位、尺寸、开孔质量等都得到控制。

8 存在的问题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制约装配式内装实施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装配式内装数字化控制技术的采用率和成果的最大化仍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一

是所有参与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安装人员等）都应加深对数字化控制理念的认

识；二是在各环节（包括测量放线、深化设计、排版下单、组合装配等）都应最大化利用数

字化成果数据；三是严格按照数字化坐标进行现场组合和装配施工。

另一方面是装配式部品的标准化、模数化的实现程度不高，主要原因是装配式内装部品

的这些特点暂未完全渗入到策划设计阶段，仅凭靠二次深化设计不能完全解决，应在装配式

内装行业制定各部品模数标准，供设计师在设计初期参照执行。

这两大问题如能较好地得到转变，相信装配式内装的实施路径会更加清晰。这也将是改

变我国装修行业“资源消耗大、污染排放高、建造方式粗放、组织方式落后、相关标准存在

差距”等现状的挑战。开展绿色装配式建造活动，进行转型发展，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绿色

发展的产业支撑，也是推进共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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