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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建筑工程项目规模数量的日益增多，要求建筑工程结构主体结构施工技术和方法不断优化革

新。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使建筑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空前的挑战。基于此，本文从建筑主体结构工程施工的特

点入手，结合笔者多年的实践工作经验，对建筑工程结构中主体结构施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相应的预防对策展开深入探究，希

望本文的浅见能为建筑行业施工质量的全面提升，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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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建筑史中，人类对建筑的要求和功能设置还相对简

单，因此，结构体系相对单一，建筑主体结构施工中的问题

也较易解决。近年来，随着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使用功能和美观度要求在与日俱

增，建筑主体结构施工中的问题随之显现。为保证建筑工程

主体结构施工的质量能满足人们的使用和安全需求，要求建

筑企业必须不断提高主体结构的施工技术。在此，笔者将对

建筑工程结构中主体结构工程施工的问题与对策展开探究。

1.建筑主体结构工程施工的特点

1.1 复杂性

主体结构施工作为建筑工程中的基础工程内容之一，其

施工主体中包括建筑结构、支撑和承重等多项内容，施工过

程复杂，工序层叠
[1]
。因此，在对建筑主体结构工程进行施

工时，要求施工单位充分综合施工现场的地质情况、气候条

件和工程设计方案等多项内容，有序组织施工，以保证建筑

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质量安全。

1.2 艰巨性

鉴于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的复杂性，在施工过程中往

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除工程材料的消耗多

和快外，建筑工程还具有工期长的特点。因此，在对建筑工

程主体结构进行施工的过程中，施工方应做好充分准备，确

保物资到位，人力充足，以应对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任务

的艰巨性。

1.3 安全性和美观性

除了保证施工质量外，建筑物的使用安全和建筑物主体

结构工程施工中的安全性和美观性也不容小觑。因建筑工程

的主体施工包含建筑结构、支撑和承重三部分内容，所以其

施工环节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为消除施工风险，施工方应加

强对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确保所有施工人员的施工步骤都

严格执行现行规范标准，切实以施工设计方案为施工准绳，

真正做到安全施工的同时，提升建筑美感。

1.4 环保性

环保，是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的一项重要要求，即在

施工中尽量不给周围的环境造成损坏。因此，在施工过程中，

施工方应采取有效的降噪隔离和粉尘控制措施，保证周围环

境的卫生安全
[2]
。

2.建筑工程结构中主体结构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1 模板工程施工问题与对策分析

第一，混凝土支柱、墙等构件的位置和轴线偏移的问题

及干预对策。在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中，混凝土支柱、墙

等构件出现位移和轴线偏移问题较为常见。施工实践中，为

避免此类问题发生，一般会先对轴和轴之间的模板线做专业

检验和审查，合格后再投入使用。为保证模板施工中模板的

底部和顶部布设符合设计要求，避免出现构件位移和轴偏移

的情况，通常布位前先采取限位手段。建模过程中，通常会

先把模板和整体构件进行固定处理，确保其相互垂直，以保

证模板支撑力度的最大化，进而提升模板顶部和底部位置的

牢固度。为保证模板垂直于水平位置的精准度，支模施工时

还要设定总垂直控制线，施工人员应检查相应的扣件，以确

保模板和支架的稳固性达到施工标准要求。此外，混凝土的

搅拌力度和均匀度等也应严格控制，上述方面均应委派专人

做好日常施工监管，保证所有施工环节均与施工规范标准和

设计方案一致，一旦发现违规或不符之处，应第一时间进行

停工整改
[3]
。

第二，模板拆除后的混凝土土柱、墙和梁板处的凸肚、

缩颈和翘曲变形。建筑主体结构工程施工中，为避免此类问

题的发生，施工单位可采取如下应对措施：一是墙体的承受

力和模板的刚度。在设计之初就应将这两点因素考虑进去，

这就要求在设计过程中要保证梁体之间的间距，并在施工中

确保支架底部的混凝土夯实度符合要求，为减少形变等问题

的发生，还应提前布设相应的排水系统。工程实践中，可根

据施工的具体情况，采取铺放通反型钢，或垫木等方式来固

定系统，提升支架的整体支撑力。二是建筑物梁柱的间距问

题。这部分设计也必须要合理。若梁柱的模板均为卡具的情

况下，则应确保卡具的宽度小于界面的尺寸。此外，浇筑混

凝土时，还要充分搅拌，确保浇筑高度符合设计方案要求。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浇筑梁柱的过程中，要预留一定的临时

撑头，这样才能不影响建筑结构梁体和墙体的上口宽度
[4]
。

第三，混凝土漏浆或蜂窝问题。在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

工中，混凝土出现漏浆或蜂窝问题较为常见，主要是由于接

缝处不严引发的模板空隙，继而导致混凝土漏浆，及表面的

蜂窝问题。要消除这些问题，施工单位应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严格控制木模板的含水量，做好前期的湿润准备工作，

合理把握模板的安装周期。二是做好建筑物梁柱交接部位的

支撑工作，杜绝出现拼缝问题，一旦发现要及时整改处理，

直至达到施工标准要求。

第四，没有排气和浇捣孔时出现的问题。当施工主体结

构为封闭或竖向的模板的无设置排气和浇筑孔的工程时，混

凝土浇筑前应先预设排气孔，为保证排气效果，设计洞口要

足够大，只有这样，进行混凝土浇筑时才能不留缝隙。需要

注意的是，为保证浇筑效果，方便振捣和浇筑混凝土，施工

中通常会选择在高柱和高墙的侧模处开设浇捣孔。

2.2 钢筋工程施工问题与对策分析

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中，钢筋材料的使用极为常见。

钢筋工程施工中较易出现交叉部位叉杆主筋相互碰撞的问

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会影响钢筋工程施工的正常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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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施工单位必须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施工前全面考察施工图纸，确保所有的现场钢筋施工都

严格执行设计方案，特别是杆件的交叉处，必须在专业人员

的监管和审改下进行施工，确保钢筋间的交叉头满足施工要

求，不影响工程的顺利进行。如在同一连接区段内的钢筋接

头位置较多时，更影严格做好配料工作，确保入场原材料的

长度和接头都符合施工规范，再根据钢筋所处位置的差异，

确定其位于受压区还是受拉区，以此来推断不同部位钢筋接

头面积的百分率，提升其设计合理性。如遇到钢筋所处区位

无法确定的情况，则一般参照受拉区的要求进行设计
[5]
。

需要注意的是，钢筋施工过程中，还会出现骨架交错绑

扎的情况，如遇此类问题，则应积极整改调整。具体的处理

方法可根据工程进展情况灵活调整，当工期紧张时，则可直

接进行焊接处理。

2.3 混凝土工程施工问题与对策分析

第一，蜂窝、气泡或麻面问题。在混凝土工程中，蜂窝、

气泡、麻面问题已经司空见惯。究其根源，造成此类问题的

原因与混凝土搅拌、振捣和浇筑操作不当间有着密切关联。

为避免此类问题的再次出现，施工单位应做好如下工作：严

格把关水灰比和含气量，根据规定，混凝土的含气量一般在

2%-4%之间。在使用电动搅拌方式时，要将水灰搅拌均匀，不

能存在块状水灰颗粒，搅拌时间不能低于最小的拌和时间规

定。下料过程中，应保证混凝土浇筑的高度不高于 2米，如

超出则要用到串筒或滑槽辅助施工，混凝土的分层厚度应不

超过 30cm，振捣过程中振捣器的移动半径不得超出规范标

准。当混凝土浇筑部位为箱梁两端且有钢筋密布时，要遵循

“定人专人振捣”的基本原则，以避免交叉振捣、漏振或过

振等情况的发生
[6-7]

。除委派专人振捣外，还应分派有经验的

质监人员加强监控，以保证振捣质量符合施工要求标准。一

般情况下，该部位多选用附着式振捣和插入式振捣、提浆机

振捣相结合的振捣方式：当振捣部位为梁箱下部时，多选用

附着式振捣器；当振捣部位为梁箱的上部时，多选用插入式

振捣器；当振捣的部位为梁箱的顶部时，则通常选用提浆机。

无论采用哪种振捣方式，都应严格控制振捣频率，执行振捣

规范。需要提醒的是，在混凝土搅拌、浇筑和振捣过程中，

应将砂石中的土块、冰块等杂物清理干净，确保砂石的纯净

度，以免混凝土工程中出现蜂窝、气泡和麻面等问题。

第二，混凝土表面的裂缝问题。通过对诸多工程案例的

分析发现，导致混凝土工程出现裂缝的原因多样，只有加强

预防，方可有效降低此类问题的发生率，为建筑工程整体主

体结构质量提供安全保障。实际施工中，如遇高温天气，施

工人员应及时对混凝土做内部降温处理，可选择加盖保湿材

料后再孔道内通循环水的方式降温，并不定时抽查检测混凝

土的强度，拆除时也应严格遵循相应的施工标准。待混凝土

浇筑成型后的拆模处理，应选用倒链，切忌不可用蛮力强行

拆除，否则很容易造成混凝土墙体的损坏。此外，混凝土施

工中，还应做好墙体和梁体的预应力初张拉，即在保证混凝

土强度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墙体和梁体的抗变形能力。

第三，混凝土露筋问题。造成混凝土露筋的原因多样，

具体包括：一是保护层垫块出现位移或脱落，存在稀疏现象，

钢筋与模板之间出现贴附影响保护层功能发挥。二是钢筋尺

寸的不规范和骨架绑扎不标准，导致骨架外形大于设计要求，

局部出现与模板的紧贴。三是振捣过程中造成对钢筋的振捣，

致使钢筋出现位移和绑扣松散。四是保护层振捣密实度不足

或模板在使用前的湿润度不达标，吸水过多。根据这些问题，

在工程实践中，可根据露筋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加以处理。具体包括：如露筋范围较小时，可用 1：2 或 1：

2.5 的砂浆做抹平处理；如露筋位置周边的混凝土有麻点时，

则应按照麻点的分布围绕露筋将其敲开或凿除，待混凝土表

面看不到孔眼后，再用一定比例的砂浆进行抹平；如混凝土

露筋严重时，要先将薄弱混凝土做凿除处理，冲刷之后再将

其湿润，再用选用高一级的混凝土进行捣实，最后做规范养

护
[8]
。

第四，混凝土色差的问题。混凝土出现色差，也是建筑

工程中主体结构施工中常见的问题之一，要预防此类问题，

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严把原材料质量关，对所有入场的原

材料做全面检查，一旦发现原材料不合格，立即做清退处理。

二是吊装钢筋之前，先把模板打磨干净，涂完脱模剂之后再

投入使用。三是对已经入模合模的钢筋，要第一时间浇筑混

凝土，一旦不能完成此步骤，则应先将整个模板做覆盖处理。

四是增加对砂石料含水率的测量频率，混凝土的拌和全程都

应有专业试验人员监控跟踪，如发现拌和的混凝土不达标，

则应及时调整配比。

第五，结构直边和棱角处的混凝土脱落问题。预防此类

问题，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一是加强对混凝土的养护，提

升混凝土的强度性能。二是模板在设计时要确保直角处是圆

形，或者比直角大。当混凝土施工中所需架设模板的位置为

拐弯部位时，要按直角来处理。三是拆模要严格执行操作规

范，严谨暴力施工。四是梁体带模张拉过程中需注意方式方

法，严格遵守施工规范。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要求建筑工程的美观度、耐久性和质量安全等不断提升。

然而，由于施工单位相关经验的匮乏和施工技术的不过硬等，

导致工程主体结构施工中的各类问题层出不穷，一次次为建

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敲响质量警钟。主体结构作为建筑工程

的核心内容，其施工质量对建筑工程的整体品质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因此，解决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问题迫在眉睫。

身为施工方，唯有了解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特点及施工中

存在的各项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预防应对，才能

提升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施工质量，提升建筑使用安全系数和

整体性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建筑功能使用需求，推动建

筑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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