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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对生活物质追求的不断提升,对建筑物使用功能、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筑防水作为现阶段建筑工程最

为关键的环节,必定成为衡量建筑质量的标准之一。混凝土结构自防水是利用密实性好、抗渗性能高的防水混凝土,作为结构

的承重体系,结构本身既承重又防水所以能在建筑结构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通过对混凝土结构自防水施工技术进行分析,

探讨了其有关施工要点,以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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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混凝土属结构自防水,理论上其防水效果及耐久性

均较好,但实际施工中,施工技术措施和操作工艺是取得预

期防水效果的关键和重要保证,值得探讨和在实践中加以验

证。在具体工程中,按照前述施工方法来指导和控制实际施

工,严格控制操作工艺,取得了非常好的防水效果,满足了设

计防水要求。 

1 混凝土结构自防水分析 

混凝土结构自防水技术是在施工中高低是利用密实性

好、渗透性能高的材料形成的防水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混

凝土结构作为一个较为常见的承重体系,其结构本身既存在

着承重性能高,又需要具备着防水性要求。在目前的防水工

程中,大多混凝土结构都是以有机或者无机胶结材料为主,

在固化的时候必然会产生收缩而引起内应力,而水泥无机胶

结材料还会由于多余水分的蒸发而产生干缩应力。在这种基

础上,混凝土结构要想达到高性能防水要求,就必须要在水

泥或者混凝土施工建设中提高工程质量、加大施工建设力度,

从而实现高密度、高防水性能的要求。 

2 防水混凝土施工配置策略 

混凝土结构是目前建筑工程施工的主要结构形式,伴随

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混凝土施工技术也变得复杂

多变、五花八门,其中各种新材料、新工艺也不断的涌现了

出来,使得混凝土施工技术变得更加丰富。在混凝土结构中,

混凝土结构自防水主要指的是在施工的过程中以混凝土结

构本身的密实度为基础来达到防水功能的要求和措施,这种

施工方式和施工工艺是混凝土结构中 为常见的一种,是替

代传统混凝土结构补强施工的一项重要方式。在目前防水混

凝土结构施工中,常采用的等级强度通常都是 C30 防水混凝

土,这种混凝土结构在施工的过程中具备着超强的防水质量

优势,同时在外加剂的使用中通常都是选择混凝土早强膨胀

剂。在目前的防水混凝土施工项目中,必须要采用高频机械

振捣密实,振捣时间以混凝土泛浆和不冒气泡为准,避免漏

振、欠振和超振。浇注完后的砼,应加以养护,及时用草帘覆

盖。砼硬化后,要有专人负责养护,养护时间不少于 14 天,

如出现蜂窝孔洞,可把松散地方剔除,精心处理后,再用掺

PNC 的砂浆或细石砼修补好。 

3 主要施工工艺 

一般在工程项目中,通过采用大量的地下工程渗漏修补

表明,在施工中,施工质量是 为关键的环节与因素。 

3.1 施工顺序 

安装绑扎支模架钢管——焊接柱筋——绑扎柱筋——

安装柱模——安装梁底模——绑扎梁筋——浇筑柱混凝土

——安装梁侧模、楼板模——绑扎板筋——管盒预埋——浇

灌梁板混凝土 

3.2 混凝土浇筑注意事项 

施工模板、钢筋、放线高程控制,机械、电工、材料、试验、

技术、质安、劳动力、后勤逐一落实到人,并实行内部签字

确认的制度,以便分别落实责任；作业班组必须有管理人员

值班,以便生产经理现场协调劳务事宜；为保证振捣和布料

的均衡、连续和浇筑质量,按 8h 三班作业制工作,严禁操作

人员连续疲劳作业。同时,配备二班制保洁人员；重点部位

要有专人旁站监督；浇筑以后浇带为分界线分段连续浇筑,

循序合拢。外墙 200mm 高止水导墙,待墙下的底(楼)板混凝

土浇筑 1h 后方能浇筑上凸部分,在初凝时间内,对已浇筑的

混凝土必须进行二次重复振捣密实,间隔 1～2h,以防根部

出现裂缝、烂根、蜂窝麻面、孔洞等。 

3.3 柱混凝土浇筑 

墙支模前,对其根部的水平施工缝进行处理,浇水冲洗干净,

方可支墙体模板。墙混凝土采用臂架泵输送,混凝土的浇筑

方向为从一端开始,采用斜面分层法向另一端推进。浇筑混

凝土时,振捣器必须均匀的分布开,保证不漏振,以提高混凝

土的密实度,达到设计的抗渗要求。浇筑门窗洞口时要两边

均匀下料,防止模板移位。浇筑钢筋较密的梁时,应用锲形撬

杠撬开钢筋,以利于混凝土的下料和振捣棒的插入。浇灌柱

子混凝土前先浇筑一层 50～80mm 厚与混凝土配合比相同的

减石混凝土,然后再分层浇筑。每层浇筑厚度不超过 400mm,

混凝土应连续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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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混凝土振捣应选用频率高振幅大的振捣器,混凝土应分

层振捣,振捣棒插入下层混凝土内的深度不小于 50mm,插点

间距不大于振捣器作用半径的 1.5 倍,振捣器距模板不大于

振捣器作用半径的1/2。钢筋较密处应选用细长高频振捣棒。

严禁贴模板振捣,不准漏振和过振。振动棒操作要做到“快

插慢拔”,振捣中,宜将振动棒上下略有抽动,以使上下振动

均匀。每点振捣时间一般为 20～30s,同时视混凝土表面呈

水平不再显著下沉,不出现气泡,表面泛出灰浆为准。 

3.4 梁板混凝土的浇筑 

楼板采用平板式振捣器,平板式振捣器的间距,应能满足平

板覆盖住已振实部分的边缘,前后位置搭接 30mm～50mm 为

宜,每一位置上的振捣时间为 25～40s。控制好侧模的振捣

时间,下料不得对侧模板直冲。浇筑时,每隔半小时采取在混

凝土初凝时间内对已浇筑的混凝土进行一次重复振捣的措

施,以排出混凝土的泌水、在粗骨料和水平筋下部生成的水

分和空隙,提高混凝土与钢筋间握裹力、增强密实度,提高抗

裂性。在已浇筑成型的混凝土表面较厚的水泥砂浆,应及时

按设计标高用刮尺括平,在初凝前用木抹子抹平、压实,以闭

合收水裂缝。注意控制混凝土间隔浇捣的时间,下一次混凝

土的浇捣需在上一次混凝土未初凝前浇捣,一般不超过 2h,

以保证混凝土接缝严密连续成整体,无施工冷缝。 

4 常见的混凝土裂缝 

4.1 砼施工缝渗漏水的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 

4.1.1 产生原因施工缝的预留位置不当,在支模时有杂

物掉入缝内没有及时清理,浇筑砼后,在新旧砼间形成夹层。

在浇筑上层砼时,没有先在施工缝上铺一层水泥浆或水泥砂

浆,上下层砼不能牢固粘结。 

4.1.2 预防措施施工缝是防水砼工程中的薄弱部位,应

尽量不留或少留,底板砼应连续浇筑,不得留施工缝,底板与

墙体间必须留施工缝时,应留在墙上,且要高出底板上表面

不少于 200mm,墙体不得留垂直施工缝。 

4.2 混凝土开裂渗漏水的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 

4.2.1产生原因由于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水灰比设计、

骨料级配、外加剂掺量、矿物掺合料的种类及用量等)不合

理导致混凝土的流变性能不好,无法形成密实的内部结构,

或者由于施工时振捣不均匀、不密实而造成的蜂窝、麻面、

孔洞,或者由于混凝土浇注后养护不好等原因导致混凝土产

生裂纹,从而导致结构渗漏。 

4.2.2 预防措施。 

4.2.2.1一般混凝土浇到设计标高后,用刮杠刮平,木抹

子第一遍搓平,在初凝后终凝前进行第二遍收面,从而避免

混凝土的脱水干裂。 

4.2.2.2预防温度裂缝,可从控制温度,改进设计施工操

作工艺,改善砼性能,减少约束条件等方面入手,尽量选用低

热或中热水泥,选用良好级配的骨科,加强振捣,以提高砼的

密实性和抗拉强度。 

4.3 准确的搅拌计量。混凝土如采用现场搅拌,配料系

统使用前必须进行校验。人工添加膨胀剂及粉煤灰时必须对

操作人员进行交底和培训,务必添加准确,误差≤0.5%。加入

粉煤灰和膨胀剂后的混凝土搅拌时间应比普通混凝土延长

30s,保证各种材料拌合均匀,发挥作用。 

4.4 施工质量及细部结构(施工缝、后浇带、钢筋撑角、

穿墙管道和螺栓、桩头等)的处理。 

4.4.1 混凝土振捣时必须专人负责,振捣时间宜为 10～

30s,以混凝土泛浆和不冒气泡为准,确保不漏振、不欠振、

不超振。并应严格按预先设计好的浇筑方法进行浇筑。 

4.4.2 施工缝。按照规范的规定,墙体水平施工缝应留在

高出底板表面不少于300mm的墙体上,施工缝防水的构造形式

主要有设置BW遇水膨胀止水条和中埋钢板止水带两种。 

4.5 混凝土的拆模及养护、保护。防水混凝土应进行更

严格的养护,保持混凝土表面湿润。防水混凝土 好延长带

模养护时间,有的工地为加快施工进度,1～2d 就拆模,其实

这时混凝土的水化热温升 高,早拆模造成散热快,增加了

墙内外温差,易于形成温差裂缝。墙体宜在第 5d 拆模,带模

慢淋水养护,拆模后用麻布帖墙并淋水保湿养护 10～14d。 

5 结束语 

混凝土结构自防水既能满足结构自身防水的要求,又避

免了后期因渗漏带来的返工而造成的工期延误及经济损失。

在当下建筑工程环境中,混凝土结构自防水施工技术的广泛

应用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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