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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在土木工程建筑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且成

熟。由于高层建筑的高度、厚度与强度不断增加,所以对混凝土性能的标准要求也不断提高。针对此,

本文论述了大体积混凝土的基本概念,概括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应用要点与注意事项,旨在为相

关技术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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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是指混凝土构件

厚度超过一米的建筑结构。由于混凝土

组成成分较为特殊,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水化热反应,同时,在

温度与湿度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下,

极易出现结构裂缝。通常来说,大体积混

凝土结构多应用在高层建筑的地下室结

构中,需要承担整个建筑结构产生的重

力荷载。由此可知,保证大体积混凝土结

构的施工质量,对于整体土木工程建筑

的高质量完工具有重要意义。 

1 大体积混凝土的基本概念 

大体积混凝土,即混凝土结构的实

际尺寸超过1米。由于混凝土中的胶凝材

料遇水后会发生剧烈的水化热反应,释

放大量的热量,使结构内部温度极速上

升。当外界环境温度持续走低时,由于混

凝土结构内外部温度差异过大,极易使

结构因温度应力超过自身的耐受限度而

产生裂缝,这也是大体积混凝土的主要

特征。 

2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应

用操作要点 

2.1混凝土配合比控制 

在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

通过优化调整混凝土配合比,可以在保

证混凝土结构强度满足土木工程建筑

要求的基础上, 大程度的降低水化热

反应,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在混凝土

配合比设计时,添加适量的粉煤灰,可

以有效改善水化热反应条件,降低发生

裂缝问题的概率,减少水泥使用量,节

约投资成本。 

2.2混凝土运输 

使用罐车运输混凝土,确保混凝土

材料供应的连续性与充足性；尽可能在 

预热工件在使用中则需考虑场地情况,

以免危险的发生。 

3.4蒸汽凝结水的回收利用。热能动

力系统运行中产生的蒸汽凝结水,如果

能够做到回收利用,可有效规避热能动

力系统的能耗问题,加强系统运行的效

果,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据现有数据资

料显示,蒸汽凝结水的热能浪费已经占

总热能的30%左右。为此,在系统优化和

改造中,还需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蒸汽热

能回收处理。依照目前技术水平,可采用

蒸水余热方式替代传统的低压蒸汽,充

分发挥蒸汽凝结水的余热作用,达到节

能目标。对于凝结水来说,回收的方法包

括下面两个方式：第一种为加压回收,

主要是应用气动凝结水加压泵来达到输

送凝结水的目标,稳定性较高；第二种为

背压回收,以输水阀来完成背压回收工

作,将水蒸汽和凝结水输送,确保回收水

和水蒸汽得到合理应用。 

3.5热能动力联产技术。虽然目前企

业在热能动力系统优化及节能改造中采

取了较多的措施手段,以达到节能目标,

维护自身的经济效益,但实际作业中,节

能效果甚微,还会造成大量的资金损耗。

这与采取措施不合理有着直接关系。在

优化改造中,多是对单独设备实施节能

处理,却并未考虑到系统间的关联性,这

使得系统间在联合运行中,产生了大量

的能源损耗。为此,就有必要加大联产技

术的融合力度,做到蒸汽动力联产、燃气

轮机联产,对热能动力系统进行调整和

优化,有效控制热能消耗,从而降低系统

运行中因温差带来的不良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热能动力系统优化和节

能改造需要考虑的内容较多,在实际作

业中,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根据

系统功能需求及能源消耗情况,采取科

学有效的技术手段,加大内部资源、能源

回收利用率,以维持系统的安全平稳运

行,达到节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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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停工时间段运输混凝土,一方面,施

工现场停放的大型设备较少,可以维持

运输道路的通畅性,另一方面,避免混凝

土运输车辆扰乱施工现场秩序。但需要

格外强调的是,夜间运输必须提供良好

的照明条件,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安全事

故；在运输车辆风挡玻璃的醒目位置上

粘贴编号,明确标注运输的混凝土材料

的等级与使用部位,以便现场管理人员

进行调度；运输车辆的调度必须与搅拌

站的调度保持协调性,确保混凝土运输

量满足现场施工要求；将混凝土从卸料

出机到浇筑施工结束的间隔时间控制在

1小时以内,同时,做好作业面重叠覆盖

工作；在运输途中,搅拌滚筒要连续匀速

运转,防止混凝土出现离析分层问题。 

2.3混凝土浇筑 

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应保持连续性,

不留施工缝。同时,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

对抗渗性也提出了较高的标准要求；分

层浇筑底板,待下层初凝前浇筑上层。借

助精确的计算,将分层厚度控制在600毫

米左右；混凝土浇筑前,设置指示杆,明

确标注单层浇筑厚度。采用布料机对混

凝土进行浇筑。混凝土运输与浇筑的总

时长,不得超过初凝时间。合理安排施工

工序,使下层混凝土因水化热反应产生

的热量可以完全流散,从而减少蓄热量,

降低温度应力,避免发生结构裂缝问题。 

在混凝土浇筑施工中,应将自由下

落高度控制在2米以内。若自由下落高

度超过2米,可设置串筒或加长软管进

行浇筑,以维持混凝土进料的连续性,

避免因物料中断致使泵管进入空气产

生堵塞问题。 

2.4混凝土振捣 

使用插入式振捣棒,按照快插慢拨

的规则开展混凝土振捣。在对上层混凝

土实施振捣时,将振捣棒插入到下层5厘

米左右的位置,并将各插捣点的持续振

捣时间控制在20—30秒之间。严格控制

振捣棒和模板之间的距离,以免发生不

必要的碰撞。一旦发现振捣棒移位,应第

一时间加以调整。 

2.5混凝土养护 

混凝土浇筑结束后立即开展初压,

并使用湿草帘实行保湿覆盖。在电梯井

的侧模位置覆盖一层湿草帘,防止混凝

土表面的水分快速流失。同时,降低混凝

土结构的内外部温差,避免发生温度应

力裂缝。在混凝土养护过程中,不定时的

洒水保湿,以延缓表面温度下降速率。养

护时,不得随意掀开塑料苫布。根据施工

现场不同时间段的温度变化情况,严格

控制养护时间。养护结束后,逐层掀开塑

料薄膜和保温被,以防各层温差过大。在

实际施工过程中,将实际测温结果作为

参考依据,并且保证持续养护时间超过

14天。 

3 混凝土施工中的注意事项 

在混凝土施工前,应定完善且合理

的施工计划,对各道施工工序加以协调,

以促进施工作业的有序运转,避免发生

质量安全事故。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

要使中间部位的浇筑厚度略高于四周部

位,以免振捣产生的泌水从四周排出,减

少表面产生的浮浆现象。 

若振捣作业时产生的泌水量较大,

可以使用2台小型吸水高压泵加以引流,

待泌水引流至集水井后,经排水系统排

放到施工场地外。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对

水井、电梯基坑等关键部位展开施工。

在施工过程中,边浇筑边振捣,注重浇筑

的均匀性与振捣的充分性。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指定专人对

钢筋、模板与预埋构件进行看护管理。

具体来说,不能随意改动钢筋参数、移动

模板位置和碰触预埋构件。施工班组还

需指定专人对施工现场存放的混凝土加

以看管,在下层混凝土初凝前,浇筑上

层混凝土,以防混凝土结构出现冷缝。

严禁随意在混凝土中加水,以免因水灰

比过大而影响混凝土的膨胀率,加大混

凝土结构出现裂缝的概率。再者,密切

关注施工区域的天气变化情况,尽可能

的避免在恶劣天气下施工,防止混凝土

在未充分凝固前遭受雨水强有力的冲

击。如果在雨季施工,必须严格检测混

凝土中粗骨料的含水率,确保含水率满

足标准要求。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土木工程建筑施工过

程中,需合理应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

术,以提升整体施工水平。施工人员要注

重混凝土的振捣浇筑,且做好后期养护

管理,防止裂缝的产生,进一步明确大体

积混凝土施工技术操作要点与注意事项,

以确保 终的高质量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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