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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协会标准项目建议书

建议项目名称

(中文)
3D打印混凝土预制构件

建议项目名称

(英文)

3D printed concrete
element

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

采用程度 □ IDT □ MOD □ NEQ 采标号 /

国际标准名称（中

文）
/ 国际标准名称（英文） /

ICS分类号 91.100.30 中国标准分类号 Q 14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华润水

泥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东南大学
计划起止时间 2022.04～2023.04

目的﹑意义或必

要性

3D 打印混凝土技术是将 3D 打印技术与混凝土材料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智能制造技术。

其主要原理是将混凝土构件进行 3D 建模和分割产生三维信息，然后将配制好的混凝土拌合物

通过挤出装置，按照设定好的程序，由打印头挤出进行打印，最终得到混凝土构件。与传统浇

筑成型工艺相比，3D 打印混凝土技术具有免模具、自动化程度高、节省人工、节省工期等优势，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人工成本日益增加的社会背景下，建筑 3D 打印技术在建筑工业化和智能

化的发展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随着 3D 打印混凝土技术的不断发展，混

凝土 3D打印成果转化的脚步也逐渐加快，工程应用案例不断涌现，3D 打印混凝土房屋、桥梁、

景观小品等在建筑、市政、水利等领域的成功应用，也表明了 3D 打印混凝土技术在智能制造

领域的巨大前景。

建筑 3D打印按建造方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原位 3D打印和预制装配式 3D 打印两种方式。

目前来说，建筑 3D 打印以预制装配式的建造方式为主。所谓预制装配式，即在工厂内完成构

件的打印，养护至规定龄期后，运输至现场进行装配式组装。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装配式建筑的技术研究逐渐改善、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国家政策层

面上的扶持，我国正迎来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新阶段。装配式建筑在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城乡建设领域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带动了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式

设计、施工、装修等建筑产业链的发展。装配式建筑与传统建筑相比，其碳排放优势显著。装

配式建筑采用规模化的集约式生产，可节约材料，提升品质；其在建筑施工过程中采取机械化

安装的方式，降低劳动强度，减少噪声、废气、废物废水排放等污染，降低整个建筑生命周期

内的碳排放。随着“碳中和”与“碳达峰”发展目标的提出，装配式建筑天然的绿色环保优势

将越发凸显。

预制楼梯属于装配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预制楼梯不仅可以减

少模板费用，同时，也可以充分发挥 3D 打印设计灵活的特点，满足不同形式、尺寸等楼梯生

产的需求，实现按需定制，进一步降低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浇筑混凝土预制工艺不同，3D 打印混凝土技术在建造方式、构件的

表面性能和力学性能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如何规范 3D 打印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和验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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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限制 3D 打印工程化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于此，拟编制 3D打印混凝土预制构件标准，规范 3D 打印预制楼梯的分类、检测、质量

评估、验收、运输等。

范围和主要

技术内容

适用范围：一般工业及民用建筑中采用挤出成型工艺制备的 3D打印混凝土预制构件。

主要技术内容：本标准的技术要求重点突出建材行业用建筑 3D 打印设备的技术创新点及

先进性，包括以下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分类、代号和标记

5 一般要求

6 要求

6.1 外观质量

6.2 尺寸偏差

6.3 混凝土强度

6.4 混凝土保护层

6.5 结构性能检验

7 试验方法

8 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8.2 型式检验

9 标志、堆放和运输

10 产品合格证

国内外情况

简要说明

1. 国内外对该技术研究情况简要说明：

3D 打印混凝土技术在土木建筑领域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近几年，水泥基材料 3D

打印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工程应用实例不断涌现。迪拜的 3D 打印办公大楼是最具代表性的

3D 打印建筑之一；在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等地，已经出现了上市出售的 3D 打印房屋；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单位、生产企业开始进行 3D 打印的研发和成果转化，3D 打印

房屋、桥梁、公交站台、景观小品等不断涌现。上述这些工程应用实例都表现了 3D 打印建筑

的巨大市场和发展潜力。

满足 3D打印工艺的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和性能优化是发展 3D 打印的重点与核心，其力

学性能是实现实际建筑结构的重要保障。目前针对 3D 打印混凝土技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拌

合物性能和硬化后的力学性能两个方面，国内外学者在 3D 打印混凝土的流变性能与打印性能、

配合比设计与制备、力学性能的各向异性和层间性能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一系列成

果，这也为建筑 3D 打印技术的推广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本团队负责主编的《3D 打印混凝

土力学性能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和《3D 打印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团体标准现已进

入报批阶段，也为 3D 打印混凝土性能检测提供了方法标准。

基于 3D 打印技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优势，将其应用于建筑业，成为当前工程领域研究的

热点之一。但是，这种技术在设计方法、打印材料、打印设备以及施工工艺等方面还存在诸多

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大规模的推广应用。与其他应用领域相比，3D 打印技术在建筑

行业中的应用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结构优化设计、评价标准以及施工工艺等方面仍需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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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尤其是高质量、高适用性的标准的制定，已迫在眉睫。

本标准从 3D 打印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工艺和质量要求等根本特征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适

用于 3D 打印混凝土预制构件的产品标准，有效规范 3D 打印预制构件的生产、验收、运输等环

节，为建筑 3D 打印及预制装配式的发展助力。

2. 项目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采用程度的考虑：

经检索，该标准暂无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3. 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

本该标准项目暂无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该标准项目在标准体系中属于首创，处于引领

位置。

4. 指出是否发现有知识产权的问题。

没有发现有知识产权的问题。

牵头单位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签字、盖公章） 月 日

归口管理部门 （签字、盖公章）

月 日

[注 1] 填写制定或修订项目中，若选择修订必须填写被修订标准号；

[注 2] 选择采用国际标准，必须填写采标号及采用程度；

[注 3] 选择采用快速程序，必须填写快速程序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