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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及北京市现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范北京市建筑工程脚手架钢板立网的设计、安拆、
验收、使用及安全管理，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建筑施工落地式脚手架和悬挑式脚手架钢板立网防护的设计、安拆、验收、使用及安
全管理。 
1.0.3  脚手架钢板立网的应用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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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冲孔钢板 punched steel plate 
板面冲压有设定孔型和目数的钢板。 

2.1.2  框架龙骨 frame keel 
支撑、承载冲孔钢板的金属框架型构件。 

2.1.3  钢板网片 steel netting 
冲孔钢板与框架龙骨连接而成的单元体。 

2.1.4  连接件 connector 
连接固定钢板网片的金属结构组合体。 

2.1.5  钢板立网 vertical steel netting 
钢板网片通过连接件安装于脚手架外立面组合形成的安全防护体系。 
 

2.2  符  号 
2.2.1  荷载和荷载效应 

ω0 ——基本风压值； 
ωk ——风荷载标准值； 

Mωk ——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 

Gnk ——单张钢板网片自重标准值； 
Gck ——单个连接件自重标准值； 
Pk ——钢板立网对脚手架施加的竖向荷载标准值； 
Fk ——风荷载产生的对脚手架施加的水平荷载标准值； 
M ——弯矩设计值； 
N ——传给连接件的竖向作用力设计值； 
R ——连接件传给纵向水平杆的横向作用力设计值； 
σ ——弯曲正应力； 
υ ——挠度。 

2.2.2  材料性能和抗力 
f ——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Nv ——连接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Rc ——扣件抗滑承载力设计值； 

[υ] ——容许挠度； 
E ——弹性模量。 

2.2.3  几何参数 
W ——截面模量； 
l ——钢板网片宽度； 
h ——钢板网片高度； 
I ——截面惯性矩； 
S ——单张钢板网片面积。 

2.2.4  计算系数 
μ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μs ——风荷载体型系数； 
μy ——地形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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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x ——风向影响系数； 
φ ——空间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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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与构配件 
 
3.0.1  框架龙骨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 中 Q195
级钢的规定。框架龙骨宜采用不小于 20mm×20mm×0.8mm的方钢管。采用其他型材时，应经试验证明其力学性能
不低于上述方钢管后方可使用。 
3.0.2  冲孔钢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冷轧钢板及钢带》GB/T 11253的规定，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中 Q195级钢的规定，圆孔的型式、参数、技术要求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
用筛板 板厚＜3mm的圆孔和方孔筛板》GB/T 10612的规定。冲孔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0.5mm，圆孔孔径宜为 6mm，
孔距不宜小于 10mm，开孔率不宜小于 18%。 
3.0.3  连接件卡头钢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冷轧钢板及钢带》GB/T 11253的规定，其材质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中 Q195级钢的规定。卡头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2.5mm。连接件钢管应采用现
行国家标准《直缝电焊钢管》GB/T 13793或《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1中规定的 Q235普通钢管，其
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中 Q235级钢的规定。钢管应采用 φ48.3mm×3.6mm的规格。螺
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 C级》GB/T 5780的规定。螺栓规格不应低于M8。 
3.0.4  扣件应采用可锻铸铁或铸钢制作，其质量和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脚手架扣件》GB 15831的规定，
采用其他材料制作的扣件，应经试验证明其质量符合该标准的规定后方可使用。扣件在螺栓拧紧扭力矩达到 65N·m
时，不得发生破坏。 
3.0.5  钢板立网的结构连接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手工焊接所采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GB/T 5117或《热强钢焊条》GB/T 
5118的规定，选择的焊条型号应与被焊接金属物理性能相适应； 

2  自动焊接或半自动焊接所采用的焊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熔化焊用钢丝》GB/T 14957、《熔化极气体保
护电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GB/T 8110、《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药芯焊丝》GB/T 10045、《热强钢药
芯焊丝》GB/T 17493的规定，选择的焊丝和焊剂应与被焊接金属物理性能相适应； 

3  自攻螺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十字槽盘头自钻自攻螺钉》GB/T 15856.1的规定，规格不应低于 ST4.2。
采用其他螺钉时，其性能不应低于该标准。 
3.0.6  钢板立网的表面处理宜采用静电粉末喷涂工艺，其作业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粉末
静电喷涂工艺安全》GB 15607的规定。采用其他工艺时，其作业标准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3.0.7  钢板立网构配件应具有良好的互换性，且可重复使用。构配件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不得使用带有裂纹、折痕、表面明显凹陷、严重锈蚀的钢管； 
2  铸件表面应光滑，不得有砂眼、气孔、裂纹、浇冒口残余等缺陷，表面粘砂应清除干净； 
3  冲压件不得有毛刺、裂纹、明显变形、氧化皮等缺陷； 
4  焊接件的焊缝应饱满，焊渣应清除干净，不得有未焊透、夹渣、咬肉、裂纹等缺陷。 

3.0.8  钢板立网构配件在每使用一个安装拆除周期后，应及时检查、分类、维护、保养，对不合格品应及时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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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荷  载 
 

4.1  荷载分类 
4.1.1  作用于钢板立网的荷载可分为永久荷载（恒荷载）与可变荷载（活荷载）。 
4.1.2  钢板立网永久荷载应包含下列内容： 

1  钢板网片自重：包括框架龙骨、冲孔钢板、自攻螺钉等自重； 
2  连接件自重：包括卡头钢板、螺栓、钢管等自重。 

4.1.3  钢板立网可变荷载应包含风荷载等。 
 

4.2  荷载标准值 
4.2.1   钢板网片、连接件等自重应按实际计算，其值也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规
定确定。 
4.2.2   作用于钢板立网上的水平风荷载标准值，按下式计算： 

0xyszk ωμμμμω ××××=                              （4.2.2） 

式中：ωk —风荷载标准值（kN/m2）； 

μ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的规定采用； 

μs —风荷载体型系数，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的规定采用。
当 μs≥1.0时，取 μs＝1.0； 

μy —地形修正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的规定采用； 

μx —风向影响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的规定采用； 

ω0 —基本风压值（kN/m2），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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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计算 
 

5.1  基本设计规定 
5.1.1  钢板网片、连接件的承载能力应按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的要求，采用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并应
进行下列设计计算： 

1  框架龙骨的抗弯强度计算； 
2  连接件的强度计算； 
3  连接扣件的抗滑承载力计算。 

5.1.2  计算构件的强度与连接强度时，应采用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永久作用分项系数应取 1.3，可变作用分项
系数应取 1.5。 
5.1.3  钢板立网中的受弯构件，尚应根据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验算变形。验算构件变形时，应采用标准组合
的效应设计值，各类荷载分项系数均应取 1.0。 
5.1.4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与弹性模量按表 5.1.4的规定确定。 

表 5.1.4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与弹性模量（N/mm2） 

Q195钢抗弯强度设计值 f 175 

Q235钢抗弯强度设计值 f 205 

弹性模量 E 2.06×105 

 
5.1.5  连接件、扣件承载力设计值按表 5.1.5的规定确定。 

表 5.1.5  连接件、扣件承载力设计值（kN） 

项目 承载力设计值 

连接件 0.12 

直角扣件、旋转扣件（抗滑） 8.0 

 
5.1.6  受弯构件的挠度不应超过表 5.1.6中规定的容许值。 

表 5.1.6  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 

构件类别 容许挠度[υ] 

框架龙骨 50mm 

 
5.2  设计计算 

5.2.1  框架龙骨的抗弯强度按下式计算： 

                                  
f

W
M

£=s
                              

（5.2.1） 

式中：σ —弯曲正应力； 
M —弯矩设计值（N·mm），按本规程公式 5.2.2计算； 

W —截面模量（mm3）； 
f —钢材抗弯强度设计值（N/mm2），按本规程表 5.1.4的规定取值。 

5.2.2  风荷载产生的框架龙骨弯矩设计值 M，按下式计算： 

32
35.1

2
k

ωk
lhMM w

=´=
                         

（5.2.2） 

式中：Mωk —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kN·m）； 
ωk —风荷载标准值（kN/m2），按本规程公式 4.2.2计算； 

l —钢板网片宽度（mm）； 
h —钢板网片高度（mm）。 

5.2.3  框架龙骨的挠度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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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lhv £×=

768
5 4

kw
j

                          
（5.2.3） 

式中：υ —挠度（mm）； 
[υ] —容许挠度，按本规程表 5.1.6的规定取值； 
φ —空间折减系数，取 0.32； 
E —弹性模量（N/mm2）； 
I—截面惯性矩（mm4）。 

 
5.2.4  连接件的强度应符合下式规定： 

vNN £
                            

（5.2.4） 

式中：Nv —连接件的承载力设计值（kN），按本规程表 5.1.5的规定取值； 
N —传给连接件的竖向作用力设计值（kN），按本规程公式 5.2.5计算。 

5.2.5  传给连接件的竖向作用力设计值，按下式计算： 

）（ cknk 2/3.1 GGN +´=
                       

（5.2.5） 

式中：Gnk —单张钢板网片自重标准值（kN）； 
Gck —单个连接件自重标准值（kN）。 

5.2.6  连接件与脚手架纵向水平杆连接时，扣件的抗滑承载力的验算，应符合下式规定： 

cRR £
                            

（5.2.6） 

式中：R —连接件传给纵向水平杆的横向作用力设计值（kN）； 
Rc —扣件抗滑承载力设计值（kN），按本规程表 5.1.5的规定取值。 

5.2.7  风荷载产生的对脚手架施加的水平荷载标准值，按下式计算： 

2/kk SF w=
                          

（5.2.7） 

式中：Fk —风荷载产生的对脚手架施加的水平荷载标准值（kN）； 
S —单张钢板网片面积（m2）。 

5.2.8  钢板立网对脚手架施加的竖向荷载标准值，按下式计算： 

SGGP /2 cknkk ）（ +=
                       

（5.2.8） 

式中：Pk —钢板立网对脚手架施加的竖向荷载标准值（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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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造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钢板网片的构造应满足施工需求，并应保证牢固、稳定。 
6.1.2  钢板立网所用钢板网片、连接件、构配件等应配套使用，连接节点应牢固可靠，且满足强度和刚度要求。 
6.1.3  钢板网片应根据其规格、荷载、结构构造和外观要求设置横向及斜向龙骨（图 6.1.3）。 

 
图 6.1.3  钢板网片标准框架示意图 

1—竖向龙骨；2—连接件；3—横向龙骨；4—冲孔钢板；5—斜向龙骨 
 

6.2  钢板网片 
6.2.1  钢板网片的规格尺寸应与脚手架构造相匹配，其高度不应超过 2000mm，宽度不应超过 1500mm，单件产品
质量不宜超过 15kg。 
6.2.2  框架龙骨的组装宜采用焊接方式，焊缝应满焊。 
6.2.3  框架龙骨与冲孔钢板的组装宜采用自攻螺钉连接，固定点间距不应超过 300mm（图 6.2.3）。 

 
图 6.2.3  固定点位置示意图 

1—固定点；2—框架龙骨；3—冲孔钢板 
 
6.2.4  钢板网片的表面处理宜采用静电粉末喷涂工艺，涂层厚度不应小于 40μm。钢板网片表面应光洁、色泽均匀，
颜色一致，不应有脱皮、气泡、露底等缺陷。 

 
6.3  连接件 

6.3.1  连接件应设置在横向框架龙骨两侧，单张网片数量不应少于 4个，固定点距外边缘宜为网片宽度的 0.2倍（图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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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连接件位置示意图 

1—钢板网片；2—连接件 
 
6.3.2  连接件钢管端头伸出扣件盖板边缘的长度不应小于 100mm。 
6.3.3  连接件宜采用上托下钩结构，并与框架龙骨尺寸相匹配，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3.3-1、图 6.3.3-2）： 

1  卡头钢板托钩深度不应小于 25mm，宽度超过框架龙骨不宜大于 5mm，托钩末端距钢管前端不应大于
15mm；拉钩深度超过框架龙骨不宜大于 2mm；弯钩与钢管的开口宽度宜为 10mm～15mm； 

2  卡头钢板应居中安装，每侧外露尺寸不应小于 5mm； 
3  钢管应水平设置，其长度不应小于 300mm，且不宜大于 400mm； 
4  钢管开槽宽度不应大于 5mm，长度不应大于 70mm； 
5  螺栓中心距钢管前端宜为 30mm～35mm，距卡头钢板末端不宜小于 20mm，螺栓规格不应低于M8，外露

丝扣不应少于 3扣。 
 
 
 

 
图 6.3.3-1  连接件“上托下钩”构造示意图 

1—立杆；2—横向水平杆；3—纵向水平杆；4—连墙件； 
5—连接件；6—钢板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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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3-2  连接件构造详图 

1—托钩；2—卡头钢板；3—拉钩；4—螺栓；5—钢管开槽；6—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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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装与拆除 

 
7.1  一般规定 

7.1.1  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中应明确钢板立网安装与拆除技术要求、施工流程和安全措施。 
7.1.2  钢板立网安装和拆除作业前，应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7.1.3  钢板立网构配件进场应按本规程附录 A 检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并应按品种、规格分类码
放整齐、稳固。 

 
7.2  安  装 

7.2.1  钢板网片安装应随脚手架搭设进度分段、分层，自下而上进行。 
7.2.2  钢板网片应通过连接件安装在脚手架外侧，并随架体搭设同步安装到位。 

 
图 7.2.2  脚手架钢板网安装示意图 

1—脚手架立杆；2—脚手架横向水平杆；3—脚手架纵向水平杆； 
4—钢板网片；5—连接件 

7.2.3  钢板网片、连接件与脚手架连接牢固，脚手架开口处钢板网片应设置防止水平位移的措施。 
7.2.4  钢板网片随安装同步校正，钢板立网应平整、严密。 
7.2.5  安全通道、卸料平台和塔式起重机附着装置等部位的钢板网片应根据现场具体条件和需求进行安装。 
 

7.3  检查与验收 
7.3.1  根据下列技术文件进行钢板立网的检查与验收： 

1  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 
2  钢板立网构配件进场检查应符合附录 A规定。 

7.3.2  钢板网片的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和检验报告； 
2  钢板网片质量应符合本规程第 3.0.1、3.0.2条的规定； 
3  钢板网片外观应无变形、翘曲、断裂、严重锈蚀、喷涂层剥落等缺陷； 
4  钢板网片焊接部位应无裂纹、开焊，自攻螺钉应无松动、遗漏等缺陷； 
5  钢板网片应进行防锈处理。 

7.3.3  连接件的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和检测报告； 
2  连接件质量应符合本规程第 3.0.3条的规定； 
3  连接件应进行防锈处理。 

7.3.4  钢板立网应在下列阶段与脚手架同步进行检查与验收： 
1  脚手架每搭设完 6m至 8m高度； 
2  达到设计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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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级及以上大风前、后； 
4  脚手架停用超过一个月。 

7.3.5  钢板立网验收和检查应包含下列内容： 
1  钢板网片、连接件的设置应符合要求； 
2  钢板网片外观无变形、翘曲、断裂、锈蚀、喷涂层剥落等缺陷； 
3  钢板网片、连接件焊接部位无裂纹、开焊等缺陷； 
4  连接件扣件螺栓拧紧扭力矩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 中

相关规定要求； 
5  连接件钢管端头伸出扣件盖板边缘的长度应符合本规程第 6.3.2条的规定； 
6  钢板立网应拼接严密。 
 

7.4  拆  除 
7.4.1  钢板立网拆除应按脚手架专项方案施工，拆除前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1  全面检查钢板立网的状况； 
2  清除钢板立网上的杂物及周边影响拆除的障碍物。 

7.4.2  钢板立网拆除作业应由上而下逐层进行，不得上下同时作业。 
7.4.3  钢板立网拆除作业应分工明确，专人指挥，有序作业。 
7.4.4  拆下的钢板立网构配件应按品种、规格分类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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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管理 
 

8.0.1  钢板立网安装与拆除应由建筑架子工进行，并持证上岗。 
8.0.2  钢板立网安装与拆除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8.0.3  钢板立网的安全检查与维护，应按本规程第 7.3.4、7.3.5条的规定进行。 
8.0.4  钢板立网安装与拆除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止施工，迅速撤离作业人员，并在采取安全措施
后方可恢复施工。 
8.0.5  遇五级及以上大风、浓雾、雨、雪等恶劣天气时，应及时停止钢板立网的安装与拆除作业。雨、雪后上架
作业应有防滑措施，并应及时清除钢板立网上的积雪、覆冰。 
8.0.6  夜间不宜进行钢板立网的安装与拆除作业。 
8.0.7  钢板立网应安装牢固严密，物料、设备以及人员不得倚靠钢板立网。 
8.0.8  钢板立网在使用时，不得拆除连接件。 
8.0.9  安装与拆除钢板立网时，应设置警戒区域，派专人看守，非操作人员不得入内，构配件不得随意抛掷。 
8.0.10  钢板立网与配电线路的安全距离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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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钢板立网构配件进场检查验收表 
 

表 A  钢板立网构配件进场检查验收表 

钢板立网构配件进场检查验收表 

表 AQ-XX 
编号  

工程名称  

总承包单位  

供应厂商  

序号 项目 要求 
验收 

结果 

1 连接件 

外观质量：钢管无裂纹、折痕、表面明显凹陷或严重锈蚀等缺陷；铸件表面应光滑，无砂眼、气孔、

裂纹、浇冒口残余等缺陷，表面沾砂应清除干净 
 

钢管：外径 48.3mm，允许偏差±0.5mm；壁厚 3.6mm，允许偏差±10%，最小壁厚 3.24mm；长度：300mm

≤L≤400mm；开槽长度≤70mm，开槽宽度≤5mm 
 

卡头钢板：厚度≥2.5mm；托钩深度≥25mm，宽度超过框架龙骨不宜大于 5mm，拖钩末端距钢管前端不

应大于 15mm；拉钩深度超过框架龙骨不宜大于 2mm；弯钩与钢管的开口宽度宜为 10mm～15mm；每侧外

露尺寸不应小于 5mm 

 

螺栓：螺栓中心距钢管前端宜为 30mm～35mm，距卡头钢板末端不宜小于 20mm  

2 钢板网片 

外观质量：外观无变形、翘曲、断裂、严重锈蚀或喷涂层剥落等缺陷；焊接部位无裂纹、开焊，自攻

螺钉无松动、遗漏等缺陷 
 

尺寸：高度≤2000mm，宽度≤1500mm 

质量：单张网片≤15kg 
 

框架龙骨：当采用方管时，边长≥20mm，壁厚≥0.8mm  

冲孔钢板：厚度≥0.5mm；圆孔孔径 6mm，孔距≥10mm，开孔率≥18%  

固定点间距：间距≤300mm  

3 技术资料 
产品质量合格证 

 
产品检验报告 

验收结论  

验收人签字 

总承包单位 供应厂商 安装单位 

   

监理单位验收： 

符合验收程序，同意使用（  ）       不符合验收程序，重新组织验收（  ） 

监理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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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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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2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1 
3 《碳素结构钢》                                                GB/T 700 
4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 3091 
5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T 5117 
6 《热强钢焊条》                                                GB/T 5118 
7 《六角头螺栓 C级》                                               GB/T 5780 
8 《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                                GB/T 8110 
9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药芯焊丝》                                            GB/T 10045 
10《工业用筛板 板厚＜3mm的圆孔和方孔筛板》                                         GB/T 10612 
11《碳素结构钢冷轧钢板及钢带》                                            GB/T 11253 
12《直缝电焊钢管》 GB/T 13793 
13《熔化焊用钢丝》                                               GB/T 14957 
14《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粉末静电喷涂工艺安全》                                         GB 15607 
15《钢管脚手架扣件》                                                   GB 15831 
16《十字槽盘头自钻自攻螺钉》                                             GB/T 15856.1 
17《热强钢药芯焊丝》                                               GB/T 17493 
18《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 46 
19《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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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脚手架钢板立网应用广泛，但缺少相应标准对脚手架钢板立网进行规范，因此制定本规
程对脚手架钢板立网的各个工作阶段提出要求。 
1.0.2  本条明确本规程主要适用于建筑施工落地式脚手架和悬挑式脚手架的钢板立网防护设计、安拆、验收、使
用及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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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5  钢板立网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安全防护体系，其主要特点是： 
1  安全适用性高，其主要材质为钢材，安装方式牢靠、稳固，能够有效防止施工现场各种物体自由坠落； 
2  防火阻燃性好，能够有效减少施工现场火灾事故，降低火灾风险； 
3  安装效率高，采用定型化加工成型，安装工艺和步骤简单，节省人工； 
4  周转次数多，摊销费用低，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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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与构配件 
 

3.0.1  一般情况下，受风荷载影响大或撞击风险高的钢板立网可适当提高钢材牌号，正常情况均选择 Q195级钢。
试验和工程实践经验表明，采用 Q195级钢能满足避免或减轻人、物坠落及物击伤害的要求。当采用其他牌号的钢
材时，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钢板立网直接承受风荷载以及偶然发生的冲击荷载，起到重要的防护作用，直接影响着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为此，对钢板立网材料与构配件厚度提出要求，以保证钢板立网的承载力和刚度，是十分必要的。本规程所涉及

的厚度，均为不考虑喷塑的材料实际厚度。 
3.0.2  经广泛调查研究，综合安全防护、作业面采光、风荷载以及外观效果等因素，对圆孔参数做出规定。经模
拟风荷载加载试验验证，可满足承载力和刚度要求。孔距为两个孔的中心距，孔径为孔的直径。 
3.0.7  要求钢板立网所用构配件具有良好互换性，是因为钢板立网的构配件必须规格、型号一致，配套统一，才
能保证组合、安装方便快捷，满足安装工艺和施工要求，这对构配件制作精度提出了较严格的要求，因为构配件

制作精度如果达不到标准，则会出现组配困难、超过允许误差等现象。 
3.0.8  对周转使用的构配件的检验，是采用外观检验的方法全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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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荷  载 
 

4.1  荷载分类 

4.1.1  本条采用的永久荷载（恒荷载）和可变荷载（活荷载）分类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
GB 55023确定的。 
4.1.2  根据不同规格、尺寸、型号的材料、构配件，钢板立网的自重应按实际计算。 
 

4.2  荷载标准值 

4.2.2  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规定的风荷载标准值中，还应考虑风荷载脉动的增大效应，
以考虑风压脉动对高层结构的影响。考虑到钢板立网附着在脚手架上，故取效应值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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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计算 
 

5.1  基本设计规定 

5.1.2  荷载分项系数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规定采用。 
5.1.4  本规程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的规定，对 Q235级钢的抗弯强度设计
值 f 确定为：205N/mm2。根据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选用技术规程》DB11/T 2100
的规定，对 Q195级钢的抗弯强度设计值确定为 175N/mm²。 
5.1.5  表 5.1.5 给出的扣件抗滑承载力设计值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的规定确定，连接件承载力设计值根据连接件承载力试验确定。 
5.1.6  表 5.1.6的容许挠度根据模拟风荷载加载试验结果确定，超过此设计值，钢板网片会出现由于框架龙骨变形
而从连接件托钩内脱出的风险。 

5.2  设计计算 
5.2.1  框架龙骨所受风荷载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冲孔钢板所受风荷载，由固定点传递给框架龙骨，二是框架龙骨
自身所受风荷载。抗弯强度计算时，作用在钢板立网上的风荷载，均匀分摊给左右两侧的框架龙骨，根据力学公

式，计算龙骨的抗弯强度。 
5.2.3  框架龙骨所受风荷载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冲孔钢板所受风荷载，由固定点传递给框架龙骨，二是框架龙骨
自身所受风荷载。挠度计算时，作用在钢板立网上的风荷载，均匀分摊给左右两侧的框架龙骨，根据力学公式，

计算龙骨的挠度变形。考虑到单根杆件承载与空间承载的效应不同，开展了空间效应模拟试验，总结得到空间折

减系数。 
钢板立网框架龙骨的挠度变形，受风荷载和钢板网片自身的规格参数控制。随着钢板立网使用高度的增加，

风荷载逐渐增加，框架龙骨的挠度变形随之增大。工程中在使用较大规格尺寸钢板网片时，应根据现场实际工况

条件，对框架龙骨的挠度变形进行验算，必要时可通过降低使用高度、加强框架龙骨等方式，保证框架龙骨挠度

变形符合要求。 
5.2.4  连接件属于悬臂受弯构件，根据连接件承载力试验，以连接件的挠度变形为控制指标，提出连接件的承载
力设计值。本计算式适用于本规程规定的上托下钩型连接件，当采用其他类型连接件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计算。

当每张钢板网片连接件数量超过 4个时，也应根据实际情况计算。 
5.2.6  钢板立网所受风荷载通过扣件传给脚手架纵向水平杆。当所传递的荷载超过扣件的抗滑承载能力时，扣件
将沿连接件滑动，为此必须计算扣件的抗滑承载力。扣件所承受的最大荷载，应按其荷载传递方式经计算确定。 
5.2.7  本条提出了钢板立网对脚手架施加的水平荷载的计算方法，在脚手架设计计算时，可视情况予以考虑。本
计算式适用于本规程规定的上托下钩型连接件，当采用其他类型连接件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当每张钢板网

片连接件数量超过 4个时，也应根据实际情况计算。 
5.2.8  本条提出了钢板立网对脚手架施加的竖向荷载的计算方法，在脚手架设计计算时，可视情况予以考虑。本
计算式适用于本规程规定的上托下钩型连接件，当采用其他类型连接件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当每张钢板网

片连接件数量超过 4个时，也应根据实际情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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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造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2  钢板立网所用钢板网片、连接件、构配件等应配套使用，是保证钢板立网施工时能够顺利组配、安装，并
能够满足构造要求和安装质量的必然要求。钢板网片、连接件、构配件配套，一般是指下列内容： 

1  组成钢板网片的各类材料规格型号配套； 
2  组成连接件的各类材料规格型号配套； 
3  钢板网片与连接件配套； 
4  连接件与脚手架、扣件配套等。 

连接节点的强度和刚度，一般是指： 
1  连接件与脚手架连接节点的抗滑移承载力； 
2  连接件的抗弯承载力和刚度； 
3  焊接、自攻螺钉连接、螺栓连接等的承载力。 

6.1.3  目前市场上存在半米字形、一字形、叉字形等多种框架结构形式，框架的结构形式与其规格、荷载、结构
构造及外观要求等因素有关，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6.2  钢板网片 

6.2.1  规定钢板网片高度、宽度限值、单件产品质量的依据： 
1  根据北京地区近十年的实践经验及对北京地区的调查，针对扣件式钢管脚手架，钢板网片的常用规格尺寸

为：1800mm×1200mm、1800mm×1500mm、1500mm×1500mm、1500mm×1200mm；针对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
钢板网片的常用规格尺寸为：2000mm×1000mm。 

2  根据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 规定，“常用双排脚手架设计步距为
1.8m、1.5m。”《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规定，“当搭设双排外作业架时或搭
设高度 24m及以上时，应根据使用要求选择架体几何尺寸，相邻水平杆步距不宜大于 2m。” 

3  连接件承载力试验。条文中的单件产品质量是根据连接件承载力试验结果确定。 
钢板网片的规格尺寸直接影响其使用高度，在选用相应规格尺寸的钢板网片时，应按照本规程要求开展计算。

单件产品质量超过 15kg的钢板网片，可采用加强连接件、增加连接件数量等有效措施，应根据现场实际工况条件，
进行设计计算。采用加强连接件的，还应针对连接件的承载力开展模拟试验。 
6.2.2  框架龙骨的焊接可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以充分保证焊接质量。 
6.2.3  框架龙骨与冲孔钢板组装时，固定点间距应满足上述要求，以保证在荷载作用下的连接强度。根据自攻螺
钉连接强度试验数据，上述构造要求可满足风荷载下的连接强度。对于角部固定点位置，应根据框架龙骨尺寸合

理确定，宜靠近框架龙骨内边缘以减少撕裂情况的发生。 
本规程对连接方式不做强制性要求，当采用除自攻螺钉以外的其他连接方式时，连接材料应符合相关国家标

准的要求，其连接性能应不低于上述自攻螺钉的连接要求。 
6.2.4  根据《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GB/T 10125中性盐雾试验的测试方法，钢板立网在采用静电粉末喷涂
工艺时，涂层厚度 40μm开始出现腐蚀的时间满足要求。当采用其他喷涂工艺时，其防腐性能不应低于前述要求。 

 
6.3  连接件 

6.3.1  对连接件设置规定的说明： 
当连接件数量为 4 个时，根据均布荷载的力学简图可知，当杆件中点的弯矩等于外伸自由端的弯矩时，杆件

的最大弯矩存在最小值，此时固定点距外边缘约为网片宽度的 0.2倍。当连接件数量超过 4个时，固定点位置应通
过理论计算确定。 
6.3.2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钢管从扣件中滑脱，为抗滑移提供安全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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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本规程对连接件的构造形式不做强制性要求，可采用其他形式，当使用其他连接形式时，其承载力、刚度
和稳定性应满足要求。 

对连接件构造的说明： 
1  本条规定的连接件细部构造要求，是在满足安全性和施工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力学试验结果确定。在荷载

逐渐增大的情况下，由于框架龙骨变形，钢板网片首先从托钩处脱落，因此对托钩深度的控制尤为重要； 
2  连接件的传力体系是通过卡头钢板传递给钢管，只有卡头钢板居中安装，方可保证钢管与卡头有足够的接

触长度，若存在旋转角度，将会由于接触面积减小产生挠度变形过大，甚至存在卡头钢板脱落的风险； 
本条规定卡头钢板的外露尺寸，旨在保证在钢管上有足够的支撑，以防卡头钢板滑脱。在钢板立网安装过程

中，由于卡头钢板过窄造成脱落的现象十分普遍，致使连接件的受力性能显著降低。 
3  为满足连接件端头伸出扣件盖板边缘长度的规定，对连接件钢管的最小长度提出要求。连接件属于悬臂受

弯构件，根据连接件承载力试验数据，对钢管的最大长度提出要求。当局部需要使用加长连接件时，应针对连接

件的承载力开展计算或模拟试验； 
4  本条规定钢管开槽的宽度和长度，以保证钢管不产生过大的变形； 

5  本条规定螺栓的外露长度，是为了保证螺栓在使用过程中不脱落，维持连接件的整体性。参照《钢结构高
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螺栓的长度在终拧完成后，螺栓外露丝扣为 2～3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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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装与拆除 

 
7.1  一般规定 

7.1.1  钢板立网作为脚手架的组成部分，应当在施工前提前策划，并在方案中明确技术要求、施工流程和安全措
施。 
7.1.3  为了防止不合格产品进入施工现场，把好材料、构配件质量关，施工单位应对进场材料、构配件的规格、
型号、质量等进行检查验收。 

 
7.2  安  装 

7.2.2  明确钢板立网的安装顺序、安装方法，是保证钢板立网安装施工质量和安全的重要环节。图中仅展示连接
件与脚手架横杆的连接方式，若采用其他连接形式，本规程不做强制性规定，但应满足钢板立网安全可靠性要求。 
7.2.4  随安装及时校正能够发现和及时纠正安装的钢板网片之间可能存在的偏差，防止累积，造成后期的纠偏困
难。 
7.2.5  安全通道、卸料平台和塔式起重机附着装置等部位的钢板网片，其规格尺寸以及安装顺序可能有所变化，
因此应根据现场具体条件和需求进行安装。 
 

7.3  检查与验收 
7.3.1  本条规定明确了钢板立网检查验收的技术依据。 
7.3.2  为约束钢板网片的出厂质量，生产厂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并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开
展质量检验，出具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和检验报告建议包含如下内容： 

1  钢板网片尺寸、质量； 
2  框架龙骨类型、截面尺寸、壁厚； 
3  冲孔钢板厚度、孔径、孔距、开孔率等。 

7.3.3  为约束连接件的出厂质量，生产厂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并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
质量检验，出具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和检验报告建议包含如下内容： 

1  连接件长度； 
2  卡头钢板厚度等。 

7.3.4  规定了钢板立网应进行检查与验收的阶段，说明如下： 
钢板立网由于自重和受风荷载影响大的因素，本规程要求钢板立网在遇五级及以上大风前进行检查、风后进

行验收。 
 

7.4  拆除 
7.4.1  本条规定了钢板立网拆除前的主要准备工作。 
7.4.2  明确了钢板立网在拆除过程中的施工顺序，避免因交叉作业、违规拆除导致的安全事故。 
7.4.3  明确了钢板立网拆除过程中的人员配置及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