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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高层建筑施工而言,转换层的施工方案设计将会对最终的施工质量产生关键性影响,是施

工技术标准制定的的重要环节。本文将会对施工需要注意的技术方案进行了阐述,着重对混凝土施工技

术方案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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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rise buildings,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design of transfer floor will 

have a key impact on the final construction qual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formulation of 

construction technical standards. This paper will elaborate the technical scheme that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ical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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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高层建筑数量持续增加,

功能属性多样化的特点也非常明显,其

中牵扯到的工艺种类数量较为庞大,转

换层施工技术则是常用的施工技术之

一。目前,不同的转换层结构有着不同的

特点,往往需要根据工程的具体需求进

匹配,为转换层施工质量的保障打下坚

实基础。从这一点上来说,对转换层施工

技术进行深度研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转换层结构的施工特点 

不同方向建筑构件的受力方向在

经过转换层时,往往会发生明显变化,

受力方向将会进一步转变,转层施工技

术就是为了有效保障受力反向处在平

衡状态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转折功

能。在高层建筑额地结构体系构建之中,

转换层施工有着属于自己的施工特点

和支撑体系。 

1.1结构面积相对较大,支撑负荷

较大 

转换层结构往往会通过引发截面内

力的方式实现受力方向改变,结构内力

往往会覆盖多个方面,为了保障上部结

构的受力方向能顺利向下层进行传递,

往往会与楼面水平有着详细的技术标准

规定。因此,转换层结构构件所带来的负

荷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2合理确定浇筑顺序,优先浇筑构

建承载 

转换层构建高跨比参数设置比较高,

因为截面弯曲带来的位置错移是坚决不

能忽略的,原有的平截面假定理论已经

无法匹配现有的技术要求,往往会呈现

出明显的短深梁或厚板的受力特性。因

此,在采用二次叠浇法需要对构件的具

体的特点和技术标准进行严格审核,要

与设计单位保持密切的沟通联系,确保

承载能力能够得到保障。 

1.3结合下部结构,灵活布置支撑

系统 

1.3.1为了避免转换层构件的刚度

突然发生变化和剪力受力情况的出现,

可以对不落地支撑系统的技术方案和构

件结构做出灵活调整。 

1.4通过下部竖向构件卸荷 

在制定具体的技术设计方案时,要

对上下部分的负荷承载能力做出准确评

估,确保下部分的结构刚度有所提高,上

部分的结构刚度有所降低,为了保障转

换层结构在地震荷载参加组合的工况下

能够有良好的表现,要对轴压比限制做

出严格规定,确保结构本身具备较好的

延展性,从而实现以利用下部承载力富

余的竖向构件作为支撑传力构件的打

造。1.6利用钢骨架或预应力卸荷对于转

换层的解构设计来说,确保能够承受一

定等级地震能量的冲击而不变形将会是

重要的技术要求,其中常用的技术方案

就是钢骨混凝土和预应力技术两种。这

两种技术方案的优势在于可以做到对预

应力的有效平衡实现受力性能的进一步

提高。在具体的构建方式上往往都会采

用小柱网框架或开口剪力墙、壁式框架

等结构形式,使其预应力能够得到有效

平衡,对于冲击力的承载能力将会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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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强有利于高层建筑施工质量的保障。 

2 施工技术控制要点 

根据混凝土转换结构的实际特点,

在实际技术方案制定时往往需要结合具

体施工环境,对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分

析,具体如下： 

(1)上部构件在实际建筑环境中所

承受的负荷重量是比较大的,应该在支

撑方案设计上进一步优化,并根据建筑

物的具体特点做到有针对性的体系设计,

进一步提高构件的支撑能力。 

(2)在支撑体系完成建立以后,转换

结构的负载承受能力和投入使用之后是

有着明显区别的,这个时候应该对实际

使用状态下的承载能力进行进行计算,

确保转换层及下部楼层的楼板拥有足够

的承受能力。在具体技术方案制定过程

中,应该对附加内里所带来的实际影响

做出准确评估,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技术

解决方案。 

(3)针对架构较为庞大的混凝土转

换板,在进行施工是应该注意防止发生

明显的形变变化,避免温度裂缝和收缩

裂缝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4)为了使转化板能够承受较大负

荷,必须在钢筋骨架的原材料选择和施

工技术上进行优化,确保材料的物理稳

定性。 

(5)为了避免材料形变对于施工带

来的实际影响,应对施工环境进行有效

监测,对各种不合理的施工行为进行及

时纠正,确保技术方案不打折扣。 

3 混凝土工程的施工分析 

高层建筑转换板一般比较厚,所占

用空间大。和普通钢筋混凝有着明显的

区别,无论是钢筋的使用数量还是消耗

的混凝土立方数都比较大,施工技术难

度更大。因此,在具体的指标设置上,除

了要必须满足 基本的物理强度外,还

要在控制温度形变和裂缝现象产生方面

进行一定的技术优化。简单来说,就是在

具体施工过程中个要做到混凝土内部温

度的有效控制,避免较大温差情况的出

现。总的来说,温度应力能否得到有效控

制将会对于结构物体的整体性能带来巨

大影响,同时也和多种因素有着密切关

联,必须要温度差控制方面严格要求,为

混凝土质量的保障打下坚实的基础。 

3.1原材料要求 

3.1.1水泥：在满足基本物理性能指

标的情况下,应该以低热或中热的矿渣

水泥、火山灰水泥为首要的材料选项,

要对水泥质量进行严格检测。 

3.1.2骨料：粗骨料碎石和卵石都可

以作为原材料的第一选项,颗粒直径不得

超过钢筋 小净距的3/4。为了保障混凝

土 终的质量,必须要保障骨料的纯度,

含泥量也不得超多百分之一。细骨料宜选

用粗砂或中砂,含泥量应小于等于3%。当

采用泵送混凝土时,其粗细率以2.6-2.8

为宜。控制细砂以0.3二筛孔的通过率为

15%-30%；0.15mm筛孔的通过率为5%-10%。 

粉煤灰为了减少水泥用量,可掺入

水泥用量25%的粉煤灰取代水泥。粉煤灰

的烧失去量应小于 15%,SO3 应小于

3%,SiO2应大于40%,并应对水泥无不良

反应。外加剂为了满足和易性和减缓水

泥早期水化热发热量的要求,宜在混凝

土中掺入适量的缓凝型减水剂。 

3.2混凝土用料设计 

对于规模较大的钢筋混凝土的温度

裂缝控制来说,合理确定混凝土的配比

比例就变得很关键了。一般来说,混凝土

之所以会产裂缝和水泥本身的物理特性

有着密切关联,水泥水化会散发出大量

的热量,大体积混泥土因为热胀冷缩往

往不出现体系迅速变大的的现象,再加

之混凝土本身的散热情况并不理想,就

会到导致大体积混凝土本身要承巨大的

拉应力,这对于混凝土质量将会带来巨

大的考验。目前,混凝土的原材料品种种

类比较多,其中热膨胀系数大小将会对

于混凝土的抗裂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在

具体选用上要和工程本身的特点相匹

配。从骨料粒径进行判断也是常用的判

断方式之一,骨料粒径比较大的混凝土,

其中的水泥浆用量占比相对叫小,温差

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想对较小,可以很

好的结局大体积混凝土本身的温度应力

问题,使能够有效克服应力带来的实际

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大体积混凝土出现

裂缝的主要原因是明显的,在当今混凝

土配合比设计和施工中通常采用如下几

点措施：①低水化热的水泥和尽量减小

水泥用量；②尽量减少用水量,提高混凝

土强度；③合理使用混凝土外加剂；④

选用热膨胀系数小的骨料和较大的骨料

粒径；⑤预冷原材料；⑥合理分缝、分

块,减轻约束；⑦在混凝土中预埋冷却水

管；⑧在混凝土表面绝热,调节表面温度

下降速率。 

从上面通常采用的措施可看出,这

多种措施中,除施工过程中可采取的措

施外,从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角度看,主

要应从①一③着手,进行配合比设计。进

行配合比设计时注意：①设计配合比时

尽量利用混凝土60d或90d的后期强度,

以满足减少水泥用量的要求。但必须征

得设计单位的同意和满足施工荷载的要

求。②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使用的材料

通过试配确定。水灰比应小于等于0.6。

砂率应控制在0.33-0.37(泵送时宜为

0.4-0.45)。坍落度应根据配合比要求严

加控制。当采用商品混凝土泵送时,坍落

度的增加应通过调整砂率和掺用减水剂

或高效减水剂解决,严禁在现场随意加

水以增加坍落度,并应将坍落度控制在

10-14cm为宜。 

3.3施工准备以及要点 

混凝土施工准备工作将会对 终的

施工质量产生一定影响,在具体施工前

往往需要从原材料、机械设备、技术措

施等方面出发,并根据不同的施工项目

特点,及时调整辅助设备,特别要做好施

工方案的实际制定工作,为大体积混凝

土施工质量保障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

保障施工项目 终质量。 

施工方案编制的重点,应该是： 

①根据具体的施工指标,对不同的

层间和块间制定合理的施工措施②对施

工过程中原材料可能产生的实际热量进

行提前评估,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温度控

制方案,避免裂缝现象的出现。③合理制

定混凝土施工技术措施④制定混凝土的

保温方案。⑤制定科学的安全事故应对

方案,全面提高日常安全管理水平。混凝

土工程在施工中要注意以下要点：混凝

土构件尺寸较大的情况下,在较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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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施工是 为合理的技术方案,温度界

限以300C为基准,一旦高出这个标准就

要考虑制定各种温度控制措施。在实际

配置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不同材料直接

的配比规则和具体搅拌时间,不得随意

更改,否则就有可能导致混净土本身的

物体特性发生改变没无法满足具体的施

工要求。在雨季进行施工时,要做到灵活

调整,确保骨料的含水量符合具体的技

术标准规范。 

当搅拌完成以后,就要进行入模浇

筑工作。在这个工作过程中要仔细观察

浇筑过程,一旦出现不合理现象时,要及

时调整浇筑方案,确保浇筑量能够符合

实际工程需求,进一步提高施工质量。 

3.4混凝土浇筑要点 

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应根据整体

连续浇筑的要求,结合结构尺寸的大小、

钢筋疏密、混凝土供应条件等具体情况,

选用以下三种方法： 

全面分层。该种技术方案主要适用

于数层浇筑施工要求,其中的核心要点

在于在已浇筑完的混凝土并未形成凝固

状态时,便开始浇筑另一层。要注意的是,

在整个浇筑过程中往往都是按照一定地

顺序进行浇筑, 合理的技术方案就是

从两端向中间同时进行或者从中间向两

端。 

分段(块)分层。适用于厚度较薄而

面积或长度较大的工程。施工时从底层

一端开始浇筑混凝土,进行到一定距离

后浇筑第二层,如此依次向前浇筑其他

各层。 

斜面分层。适用于结构的长度超过

厚度三倍的工程,振捣工作应从浇筑层

底层开始,逐渐上移,此时向前推荐的浇

筑混凝土摊铺坡度应小于1:3,以保证分

层混凝土之间的施工质量。 

分层的厚度决定于振捣器的棒长和

振动力的大小,也要考虑混凝土的供应

量大小和可能浇筑量的大小,一般为20

—30cm。插入式振捣器应伸入下层50cm

为宜。 

分层浇筑时,上层钢筋的绑扎应在

下层混凝土经一定养护其强度达到

1.2N/mm2,混凝土表面温度与混凝上浇

筑后达到稳定时的室外温度之差在250C

以下时进行。为了加强分层浇筑层间的

结合,可以采取在下层混凝土表面设置

键槽的办法。键槽可用100mm×100mm的

木方每隔lm左右留设。分层浇筑间隔的

时间,应以混凝土表面温度降至大气平

均温度为好,即水化热温升的峰值以后,

一般为3-5d,因此间隔时间以大于5d为

宜。 

混凝土应采用机械振捣。振捣棒的

操作应做到“快插慢拔”,在振捣过程中,

宜将振动棒上下略有抽动,以使上下振

捣均匀。每点振捣时间以20-30s为宜,

但还应视混凝土表面不再显著下沉、不

再出现气泡、表面泛出灰浆为准。分层

振捣时,振捣棒应插入下层5cm左右,以

消除两层之间的接缝。振捣时要防止振

动模板,并应尽量避免碰撞钢筋、管道、

预埋件等。每振捣完一段,应随即用铁锹

摊平拍实。 

3.5混凝土的养护 

混凝土拌和物浇筑成型后应及时进

行养护。养护的目的是为混凝土正常硬

化创造必要的温度、湿度条件,防止收缩

开裂,保证混凝土达到设计要求的强度。

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在12h内加以覆盖

和浇水。具体要求是,普通硅酸盐水泥拌

制的混凝土不得少于14d,矿渣水泥、火

山灰质水泥、大坝水泥、矿渣大坝水泥

拌制的混凝土不得少于21d。养护方法分

为降温法和保温法两种。降温法即在混

凝土浇筑成型后,用蓄水、撒水或喷水养

护；保温法是在混凝土成型后,使用保温

材料覆盖养护(如塑料薄膜、草袋等)及

薄膜养生液养护,可视具体条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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