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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筑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混凝土材料在现代建

筑工程中起到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它取材简便且易于运输的优势,使得它在房屋建筑行业受到极大的欢

迎,对于推动城市化建设和建筑行业转型具有关键意义。本文就建筑工程混凝土施工技术与质量控制进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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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工程中混凝土施工技术

分析 

1.1模板技术的应用 

模板工程的施工质量会对混凝土

的浇筑产生直接的影响,其在实际中包

括了模板安装、清理、拆除等施工工序,

在建筑工程中需要严格的按照混凝土

施工要求来对模板技术进行控制。首先,

需要按照建筑工程施工方案的要求来

进行模板的安装拼接,在安装之前对模

板的规格、型号进行检查,确认其质量

达到规定要求后按照规定的顺序进行

拼装。其次,在完成模板的拼装施工后

需要检查其拼接处是否存有缝隙,若是

模板拼装存有问题需要及时的进行处理,

避免在混凝土浇筑中出现漏浆、冒浆的

情况,之后检查模板内侧是否平整、光

滑、干净,以此来保证混凝土结构其表面

的质量。 

1.2钢筋技术的应用 

建筑工程中通常会采用钢筋混凝土

作为主体结构来进行施工,这样可以保

证建筑整体的强度及稳固度。为此在钢

筋技术的应用中应按照建筑工程设计方

案的要求来进行钢筋的搭设,根据实际

施工情况及施工要求来选用适当的连接

技术,如捆扎、焊接、机械连接等技术。

其主要是由于在建筑工程中不同部位钢

筋的受力情况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

需要确认其适用的钢筋连接方法,从而

保证建筑结构整体的质量及性能。 

1.3浇筑施工技术 

在混凝土的浇筑阶段,首先要把握

好卸料的高度,同时要注意在施工过程

中出现的材料离析现象,卸料的高度一

般以2m以下为宜。溜管和串筒是浇筑混

凝土最为常用的两种方法,竖状混凝土

搅拌材料在浇筑时,高度不能超过3m,并

且在浇筑之前,倒嚼和混凝土、砂浆以及

水泥等材料在底部进行填充,厚度以

50～100mm为宜,根据实际浇筑高度,科

学分配水、灰配比,以提高混凝土质量, 

“四季有景”的设计目的,也就是说要求

所设计的小区景观能够常年保持绿色生

机感。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设计目的,

不仅需要合理地运用常绿树种,同时还

需要使用不同落叶期的树种做搭配,使

植物四季的变化更加明显。例如,对于春

夏的显示,可以通过绿色来进行代表,使

用黄色来代表秋天,而冬天则需要使用

到树叶枯落的棕色来进行代表。为了使

得整个景观更加丰富立体,在许多绿色

植物中,还可以放几株不同颜色的树种,

这样能够使得整个空间更具有灵动性。 

3.4入口建筑景观效果图。建筑与景

观一体化结合体现在建筑的入口景观空

间营造上。在建筑入口设计中,为了营造

良好的空间体验与仪式感,通过需要建

筑室内与室外空间的一种过渡性,这种

过渡基本上通过景观造园得以实现。在

设计中可以通过种植一些绿化进行空间

上的引导,也可以通过铺地材质的变化

起着标识性作用。也可以通过一些细致

的装置物增强空间上的体验感,丰富空

间的层次。 

4 结语 

由于建筑的实用性和美观性符合社

会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工作需

要,建筑企业需要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

提高建筑的实用性和美观性。而提升建

筑设计和景观设计相融合水平是保证建

筑的实用性和美观性的关键点,因此建

筑企业需要抓住关键点,不断地优化两

者融合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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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施工过程中工程质量的把控。对柱

子和墙壁间连接的梁板浇筑混凝土的过

程中,要避免因混凝土下沉而产生的混

凝土裂缝,这一情况施工处理的正确方

法是先对墙壁及柱子浇筑混凝土,在一

定的时间间隔之后,再对之间的空隙进

行浇筑,这种浇筑方式有利于混凝土与

柱体或者墙壁的附着,且不容易出现因

混凝土体下沉而产生的裂缝。 

1.4振捣技术的应用 

混凝土浇筑后,必须及时进行振捣,

振捣的具体作用是使洪凝土的结构变

得紧凑,而且要使得模板周围的位置都

可以填满,甚至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混

合。否则,在浇筑过程中会使混凝土的

强度出现差异,会对整体质量造成一定

的影响。所以在混凝土浇筑和震动的过

程当中一定要选择有经验的施工人员,

同时要对设备进行检查,在具体的施工

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严格的技术标准

进行,从而确保混凝土的整体施工质量

得到保障。 

1.5养护技术 

施工人员需要严格按照要求开展养

护工作,确保混凝土结构性能符合工程

要求,避免因环境等外界因素影响而产

生严重的质量问题。在养护混凝土的过

程中,施工人员需要合理控制混凝土的

温湿度,降低其表面的散热效率和水分

流失效率,合理控制混凝土内外温差,避

免因为水化反应引发结构裂缝问题。在

控制表面湿度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可以

将塑料、草帘等材料覆盖在混凝土表面,

避免水分过度蒸发,确保混凝土不会产

生干缩裂缝现象。 

2 建筑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控

制措施 

2.1按照质量要求选择混凝土材料 

材料质量是混凝土施工质量的前提,

在施工之前需要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对混

凝土配比材料进行选择,为了避免材料

选型错误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对过

程中的人员进行规范管理,避免因为混

凝土材料的质量问题导致后续施工技术

受到影响。在混凝土材料选型的过程中,

管理人员需要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进行材

料的选型,对于大规模的建筑工程需要

应用商品性的混凝土材料,对于小规模

的建筑施工可以根据企业的经济实力选

择相应的材料,在过程中需要以材料质

量满足施工要求为前提。其次,为了避免

所选的材料质量与实际严重不符,需要

在采购过程中要求厂家出具相应的质量

检验报告,并且尽可能选择与质量有保

障、信用高的供应商合作。最后,材料在

进入施工现场之前,管理人员也需要安

排技术人员应有专业设备对材料各方面

的性能进行抽样检测,在检测合格后方

可将混凝土材料投入建筑工程之中。 

2.2混凝土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 

(1)应做好混凝土构件钢筋绑扎工

作,应该严格依据相关规范保证钢筋的

规格、尺寸、长度等要素达标,在钢筋绑

扎操作前,务必要保证钢筋位置符合设

计图纸要求,在绑扎过程中要确保绑扎

牢固,还要确保预留的混凝土保护层厚

度达标；(2)要确保侧模底部严密不漏浆,

妥善在侧模底部安装压脚条以保证侧模

安装严密,进而方便后续混凝土浇筑作

业的开展；(3)要合理的控制混凝土的浇

筑,将每次浇筑的混凝土厚度控制在

400mm以内,同时要保证首次浇筑与二次

浇筑的间隔时间在2h以内,此外,对于新

老混凝土的交界部分,还要妥善做好钢

筋留设工作,以保证新老混凝土面的钢

筋相互搭接。 

2.3施工完成后的验收管理 

在本项目实施后期养护管理与验收

时,由专业的技术人员根据合同约束的

内容与要求来进行验收。在验收过程中

发现了一些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

策略对其进行整改,解决后再进行重新

验收。质量与合同存在不符或者出入的

时候,则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进行进一步

解决,也可以通过商议修补方案的方式

进行解决,从而平衡双方关系,最大化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3 结语 

建筑工程混凝土使用质量,关系到

建筑整体质量、安全、使用时间等方面,

因而为提高混凝土施工质量,需要做好

混凝土配比,选择适合的施工技术和工

艺处理,同时认真施行混凝土养护工作,

从而达到建筑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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