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技术研究 
第 2 卷◆第 6 期◆版本 1.0◆2019 年 6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3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在工民建中的应用 
 

姜召泉 
恒大地产集团哈尔滨有限公司 
DOI:10.32629/btr.v2i6.2225 

 

[摘  要] 在工民建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是应用频率较高的材料,而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主要

介绍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基本特征以及关键环节,并论述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实践应用的注意事项,旨在为业内人

士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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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民建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材料质量与大体积混凝土

施工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整体工程建设质量。材料质量不达

标,施工技术不规范,会导致混凝土结构开裂,直接降低建筑

结构安全的稳固性,从而增加质量安全隐患。为此,加大混

凝土材料质量检查力度,完善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至关

重要。 

1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基本特征 

与其它混凝土施工技术相比,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的

基本特征为：通常情况下,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厚度在 80cm

左右,甚至更大。而混凝土结构厚度较大,对施工技术的标准

要求较高。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为进一步强化施工效果,往往

会在混凝土材料配制环节加入适量的减水剂。同时全面落实

混凝土结构养护工作,保证整体工程建设质量。 

2 严格控制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材料质量 

2.1 加大材料质量控制力度 

混凝土是由水泥、砂石、粗细骨料、水及适量外加剂,

按照一定配制比例混合而成的。各类主材料的控制工作有： 

2.1.1 水泥 

尽可能的避免水泥受潮,以防影响凝结功能。同时,优选

高级配、低热量的水泥材料。 

2.1.2 砂石 

在使用砂石前,需要冲洗干净,滤除砂石材料中掺入的

杂质,保证大体积混凝土的质量。 

2.2 落实材料准备工作 

结合实际情况,预先准备大体积混凝土所需的各类材

料。由于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所需材料较多,准备充足的材料,

可避免因材料供应中断导致的结构断层现象。为此,相关人

员要根据工程任务量与标准要求,保证材料储备的充分性与

合理性,满足施工需求,在预防混凝土结构断层现象的基础

上,促进施工作业的正常运转。 

3 工民建施工中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施工的关键流程 

就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施工的关键流程而言,主要是混凝

土搅拌技术、混凝土浇筑技术、柱体与墙体混凝土浇筑技术、

板混凝土浇筑技术以及混凝土结构养护处理等,下面笔者将

针对此流程进性详细论述。 

3.1 施工准确阶段,积极落实技术控制 

为推动混凝土浇筑作业的有序运转,需要落实前期准备

工作。而这也对一线施工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标

准要求。施工技术人员应严格遵照规章制度与标准规范执行

技术操作,着重把控各项细节,如剪力墙标号、柱体标号、梁

板标号、振捣形式、振捣频率及持续时间等。再者,依靠机

械设备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在正式浇筑作业前,施工技术

人员需预先调配机械设备,并检查设备性能,为施工作业提

供优质服务。另外,施工方应配置备用设备,以便在施工阶段,

替换临时故障设备。尽可能避免在阴雨天气开展施工作业,

以防气候变化影响混凝土结构质量。面对特殊天气情况,可

为浇筑后的混凝土结构覆盖塑料薄膜,以保证结构质量。 

3.2 混凝土搅拌技术 

在混凝土搅拌过程中,相关人员需严格遵照既定要求调

控材料配制比例,全面掌握各类材料的级配标准与基本特

征。采取同时进料、进水或者先加水、后加料的方法进行搅

拌。另外,相关人员要保证混凝土混合料颜色及拌和后的均

匀度,以便为后续浇筑作业创造有利条件。 

3.3 混凝土浇筑技术 

在混凝土振捣操作后,需严格检查混凝土结构的平整度

与光洁度。针对平整度不达标的混凝土结构,应采取行之有

效的修补措施。铲除凸起部位,平整毛边,填补凹陷点位。采

取必要的机械措施刮平处理凸起部位,且利用木抹子搓平。

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铁抹子实施压光操作。此外,采取蓄热

法,完成混凝土养护作业。蓄热法的基本流程如下：在混凝

土结构表面,敷设塑料薄膜,铺垫两层阻燃草帘,从而避免热

量流散过快,预防混凝土结构出现温度应力裂缝问题。 

3.4 柱体与墙体混凝土浇筑技术 

在浇筑作业前,预先填入同等级配的砂浆,并将砂浆层

厚度控制在 3-5 厘米范围内。分层浇筑是柱体与墙体结构混

凝土浇筑方式,在振捣环节也需要分层处理,而分层厚度取

决于振捣棒的规格。具体来说,若采用 30 棒的振捣棒,分层

厚度应控制在 30 厘米左右；若采用 50 棒的振捣棒,分层厚

度控制在 40 厘米左右。同时,相关人员也可以使用尺杆与手

把灯作为控制浇筑厚度的辅助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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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为预防洞口形变问题,可采

取振捣与下灰协调配合的方式。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相关人

员必须尽可能的保证墙洞口两侧混凝土高度的协调性。在此

基础上,预留开口位置的透气孔,且重复振捣大洞口的下部

模板。在混凝土振捣过程中,首要前提是避免振捣棒触及钢

筋或预埋件；然后指定专业技术人员检查是否存在漏振或过

振问题。 

在墙体浇筑阶段,严格控制每台振捣棒的间隔距离,以 6

米为宜。然后对振捣棒进行加固处理,避免随意移动。柱体

与墙体的分层浇筑,需保证施工缝的平滑顺直性。在上层混

凝土浇筑环节,利用无齿锯切割边缘部位。需要强调的是,

技术人员务必严格控制切割深度,以防钢筋受损。 

3.5 梁板混凝土浇筑技术 

在梁板浇筑环节,框架格模式的应用较为广泛。例如,

采取框架格浇筑,可根据高度特征划分浇筑阶梯。在板底浇

筑过程中,采取阶梯形延伸手段控制浇筑距离,且加强浇筑

方向与混凝土倾倒方向的合理性,并着重把控振捣流程。实

际浇筑与振捣作业,应尽可能的远离钢筋和预埋件,并在梁

柱与梁底的振捣部位选用直径 30 厘米或 50 厘米的振捣器。

若振捣部位钢筋分布较为密集,可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振捣

棒规格,加大振捣点密度。由于板混凝土虚铺厚度超过板体

自身厚度,可在振捣作业后实施刮平处理。在此环节,可选择

横向长度在 1.5-4 米之间的刮械,使用木抹子实施表面抹平

处理。 

3.6 混凝土结构养护处理 

由于大体积混凝土表面水分蒸发速率过快,会导致干缩

性裂缝问题的出现。为此,相关人员应当全面落实混凝土养

护工作。具体流程如下所述： 

3.6.1 人工洒水降温 

在浇筑过程中,组织人工洒水作业,降低混凝土结构内

部温度。为保证混凝土质量,可使用自动喷雾器均匀洒水,

以免水分过多导致表面外溢现象。除喷洒内部外,也可着重

注意喷洒表面,从而强化混凝土结构冷却效果,降低内外部

温度差异,避免温度裂缝问题。 

3.6.2 铺垫湿草帘 

在混凝土浇筑完毕后,进行为期 7—14 天的养护,并尽

可能的缩短浇筑施工与养护作业间隔时间,以防混凝土混合

料塑性裂变引发结构裂缝问题。在混凝土结构表面铺垫湿草

帘,可满足混凝土结构养护需求。 

4 混凝土浇筑环节的注意事项 

对于混凝土浇筑作业来说,尽管施工企业积累了丰富的

实践经验,但在技术操作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突

出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混凝土浇筑质量,也会导致

工程综合效益受损。为此,施工企业必须着重注意如下几方

面工作：第一；严格控制混凝土浇筑时间,尽量控制在 5 小

时以内,降低冷缝现象发生率。第二；为保证混凝土浇筑施

工进度,在混凝土入模时,将混凝土倒在钢筋骨架模板上,同

时将混凝土浇筑高度控制在2米以内。若浇筑高度超过2米,

则可采取串筒方式。第三；除 2-3 次的混凝土表面浇筑外,

施工技术人员还要积极采取其它维护工作。第四；确保混凝

土表面不下沉,且无气泡,施工技术人员应当严格控制混凝

土浇筑振捣时间。第五；为提高混凝土质量,施工技术人员

可以梁柱点部位作为浇筑起点,保证密实度,且让高标号混

凝土高度超过低标号混凝土高度。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工民建施工过程中,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

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施工水平直接决定了整体工程

建设质量。为此,相关技术人员必须严格遵照标准规范执行

技术操作,以此提高混凝土浇筑与振捣质量,避免出现结构

裂缝问题,增大工程建设的安全系数。 

[参考文献] 

[1]王士超,周艳英.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研究[J].建材

与装饰,2018,(43):5-6. 

[2]王超.大体积混凝土裂缝控制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对

策[J].中国设备工程,2019,(07):211-212. 

[3]胡箫.关于大体积混凝土裂缝控制技术的探讨[J].建

材与装饰,2016,(47):50-51. 

[4]杨二韦.大体积混凝土配比优化设计及裂缝控制技术

研究[J].绿色环保建材,2017,(05):49. 

[5]王双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工程中的

应用[J].建材世界,2017,38(06):13-15. 

[6]朱斌.浅析房建施工中大体积砼无缝技术的应用[J].

居业,2017,(06):102+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