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管落地脚手架施工方案(汇总5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大家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方案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钢管落地脚手架施工方案篇一

1、脚手架搭设前应对架子工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交底内容要
有针对性，交底双方履行签字手续。

2、脚手架搭设后由公司组织分段验收（一般不超过3步架），
办理验收手续。验收表中应写明验收的部位，内容量化，验
收人员履行验收签字手续。验收不合格的，应在整改完毕后
重新填写验收表。脚手架验收合格并挂合格牌后方可使用。

3、脚手架应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并按要求填写检查
表，检查内容量化，履行检查签字手续。对检查出的问题应
及时整改，项目部每半月至少检查一次。

钢管落地脚手架施工方案篇二

1、毛竹脚手架步距不大于1.8m，立杆纵距不大于1.5m，横距
不大于1.3m，架子总高度不得超过25m。

2、钢管脚手架步距底部高度不大于2m，其余不大于1.8m，立
杆纵距不大于1.8m，横距不大于1.5m。如搭设高度超过25m须
采用双立杆或缩小间距的方法搭设，超过50m应进行专门设
计计算。

3、架子转角处立杆间距应符合搭设要求。



4、脚手架外侧设置剪刀撑，由脚手架端头开始按水平距离不
超过9m设置一排剪刀撑，剪刀撑杆件与地面成45-60°角，
自下而上、左右连续设置。设置时与其他杆件的交叉点应互
相连接（绑扎），并应延伸到顶部大横杆以上。竹脚手架剪
刀撑底部斜杆应深埋超过30cm。

5、毛竹脚手架必须设置顶撑，顶撑能有效地搁在小横杆上，
不得移位、偏离。

6、严禁搭设单排脚手架。

钢管落地脚手架施工方案篇三

一、施工准备

1、材料准备

经过验收合格的钢管、扣件、密目网、大眼网等。

2、场地准备

搭设场地应平整、夯实，排水畅通。

3、人员准备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二、搭设

1、垫板采用方木头。

2、脚手架必须配合施工进度搭设，一次搭设高度不应超过相
邻连墙件的上两步。



3、搭设立杆时，每隔六跨设置一根抛撑，直至连墙件安装稳
定后，方可根据情况拆除。

4、立杆距墙为1.2m，纵距为1.5m，相邻立杆的对接件不得在
同一高度内，应错开布置在不同的步距内且不小于50cm。

5、大横杆步距为1.5m，上下横杆的接头位置应错开布置在不
同的立杆纵距中，与相近立杆的距离不大于纵距的三分之一。

6、横杆贴近立杆布置，搭在大横杆之上并用直角扣件扣紧，
不得随意拆除作为基本框架结构杆件的小横杆。

7、剪刀撑除两端设置外，中间每隔15m设一道，剪刀撑应联
系3—4根立杆，斜杆与地面夹角为450—600。剪刀撑应沿架
高连续布置。剪刀撑的斜杆，除两端用旋转扣件与脚手架的
立杆或大横杆扣紧外，在其中间应增加2—4个扣接点。

8、每三步五跨设置连墙件，其垂直间距不大于6m，水平间距
不大于6m。

9、密目网与架子同步围护，水平网在第二层上搭一道，以上
按操作一层搭一道。

三、拆除

1、拆除作业必须由上而下逐层进行，严禁上下同时作业。

2、连墙件必须随脚手架逐层拆除，严禁先将连墙件整层或数
层拆除后再拆脚手架，分段拆除，高差不应大于二步。

3、当脚手架拆至下部最后一根长立杆的高度时，应先在适当
位置搭设连墙件和横向斜撑加固。

四、注意事项



1、脚手架搭拆时必须配戴安全带，穿防滑鞋。

2、严禁从高空向下抛物。

3、雨雪天禁止作业。

4、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的严禁上架作业。

5、拆除时需拉警戒线，专人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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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落地脚手架施工方案篇四

1、外脚手架应设置上下走人斜道，附着搭设在脚手架的外侧，
不得悬挑。斜道的设置应为来回上折形，坡度不大于1∶3，
宽度不小于1m，转角处平台面积不小于3m2。斜道立杆应单独
设置，不得借用脚手架立杆，并应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每
隔一步或一个纵距设一连接。

2、斜道两侧及转角平台外围均应设1.2m高防护栏杆和30cm
高踢脚杆，并用合格的密目式安全网封闭。

3、斜道侧面及平台外侧应设置剪刀撑。

5、外架与各楼层之间应设置进出通道，坡度不大于1∶3，宽
度不小于1m，通道宜采用木板铺设，两边设1.2m高防护栏杆
和30cm高踢脚杆，并固定牢固。

6、斜道和进出通道的栏杆、踢脚杆统一漆红白相间色。



钢管落地脚手架施工方案篇五

1、脚手架搭设前应对架子工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交底内容要
有针对性，交底双方履行签字手续。

2、脚手架搭设后由公()司组织分段验收（一般不超过3步
架），办理验收手续。验收表中应写明验收的部位，内容量
化，验收人员履行验收签字手续。验收不合格的，应在整改
完毕后重新填写验收表。脚手架验收合格并挂合格牌后方可
使用。

3、脚手架应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并按要求填写检查
表，检查内容量化，履行检查签字手续。对检查出的问题应
及时整改，项目部每半月至少检查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