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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我国的建筑行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同时人们对工民建工程的需求也随之增多。在工民建施工体系中,混凝

土浇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混凝土浇筑施工水平也直接决定了整体工程质量。基于此,本文围绕工民建施工中混凝土浇

筑施工技术的实践应用展开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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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统称为工民建工程。工民建工程施

工质量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稳定息息相关。一旦工民建工

程施工质量不达标,不仅会阻碍经济稳定增长,还会对公众

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在工民建工程施工过程中,优化混

凝土浇筑施工技术,加大技术管理力度,有助于强化整体工

民建工程施工质量,促进建筑行业的良好发展。 

1 混凝土施工技术的科学内涵 

在工民建工程混凝土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混凝土结构抗拉应能力、抗形

变能力较强,被广泛应用到工民建施工领域。在应用混凝土

浇筑施工技术时,往往需要一定数量的水泥,而水泥材料在

水化热反应下会形成凝胶,具有流动性与粘结性特征,将凝

胶与砂料按照一定配制比例充分混合,能够形成砂浆。再经

过一段时间的养护,获得高强度的混凝土材料。由于原料的

配制比例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混凝土材料的和易性与耐久

性,所以相关人员需积极落实技术管理工作,预防混凝土结

构裂缝问题,从而消除工程安全隐患。 

2 工民建工程施工中混凝土浇筑的前期准备工作 

工民建工程项目中,混凝土施工环节的前期准备工作主

要包括如下三方面：材料采购、混合料配制与混凝土运输。 

2.1优化施工设计,严格控制施工原料质量 

混凝土质量直接影响整个工民建工程施工质量。混凝土

材料是由石料、水泥与砂料按照一定比例混合配制而成。这

三种原料的质量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混凝土质量。为此,在

工民建施工过程中,施工企业要严格控制材料采购工作。在

工民建工程施工前期,施工技术人员需结合工程项目基本情

况,制定完善的施工组织计划与施工进度计划,引导与规范

采购行为,从而确保混凝土原料质量符合标准要求。 

2.2按照配制比例拌制混凝土 

混凝土混合料是由各类材料混合而成的。在混合料配制

过程中,要严格遵照预先设定的投放流程与比例进行拌和,

保证混合料的流动性与和易性符合标准要求。在混凝土混合

料配制前,施工企业需结合工民建工程的基本要求,预先设

定配制比例,并使用专业的称重仪器,确保各类原材料用量

与配比的精确性。 

此外,专业人员还应着重注意如下几方面内容：①避免

使用不同种类、不同级别的原料；②在混合料配制环节,一

旦遇到特殊天气,施工技术人员要实时监测空气中水分含量,

进而调整骨料投放量与用水量,以防混凝土材料水分含量超

标,降低强度等级；③为加强混合料配制比例精确性,要严格

控制外加剂掺入量。 

2.3落实混凝土运输管理工作 

通常情况下,混凝土配制场所与施工场所不在同一位

置。为此,在工民建施工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混凝土运输问

题。为保证混凝土材料供应的时效性与充分性,应利用移动

泵与托泵。尽管施工现场负责混凝土运输管理工作的人员拥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不同施工现场所使用的移动泵与托

泵存在较大的操作流程差异与功能差异。为此,在混凝土运

输前,工民建施工企业应组织专业培训活动,确保一线运输管

理人员准确掌握移动泵与托泵的基本功能,同时准备备用零

构配件,以防机械设备突发故障影响工民建施工正常运转。 

混凝土材料在运输过程中,极易出现跑浆或离析现象,

相关人员要保证设备密封效果与管道疏通效果,以防影响混

凝土质量。另外,在运送混凝土时,固定管道,降低输送泵压

力,以促进施工的正常运转。 

3 工民建工程施工中的混凝土施工要点 

在工民建工程混凝土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振捣施工技

术、垫层混凝土浇筑技术、墙、柱混凝土浇筑技术、板、梁

混凝土浇筑技术与楼梯混凝土浇筑技术至关重要,同时,相

关人员还要着重注意混凝土结构的养护作业,从而确保整体

混凝土施工质量满足工程的标准要求。 

3.1混凝土振捣施工技术 

在工民建工程施工过程中,应指定专业人员负责混凝土

振捣工作。首先,确保振捣器插入深度至少超过5厘米,以防振

捣效应过大,对模板或钢筋造成不利影响；其次,将各个点位

的振捣持续时间控制在20—30秒左右,保证混凝土表面出现

浮浆,但不下沉；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振捣计划,避免因过度

振捣诱发离析现象。如果采用插入式振捣器,则要将普通混凝

土振捣区域控制在振捣半径的1.5倍范围内,将轻骨料混凝土

振捣区域控制在振捣半径的1.5倍范围内。需要格外注意的是,



建筑技术研究 
第 2 卷◆第 7 期◆版本 1.0◆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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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务必将振捣器与模板间隔距离控制在振捣辐射半径的二分之

一范围内,以防预埋件、模板与钢筋等发生碰撞。 

3.2垫层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 

在完成基槽验收后,使用臂架式泵车实施钉柱桩浇筑作

业。施工人员先要采用平板式振捣器对预先配制的混凝土进

行充分振捣,然后以水平标高小棉线及钢筋棍上的标准为基

准,检测混凝土的平整度。针对平整度不达标的,采取必要的

修复措施,或铲除高出的位置,或填补凹陷位置。使用水平刮

板刮平,尽可能提高表面平整度,接下来使用木抹子抹平处

理。 后,使用铁抹子对作业面进行压光处理。 

3.3墙、柱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 

在浇筑墙体混凝土与柱体混凝土前,应预先填充与混凝

土同级配的砂浆,并将砂浆填充厚度控制在30—50毫米范围

内。采取分层浇筑法对墙体混凝土与柱体混凝土进行浇筑处

理,且注意混凝土分层振捣。根据选用的振捣棒的规格,设定

混凝土分层厚度。如果选用30棒振捣棒,则需将分层厚度控

制在300毫米左右；如果选用的是50棒振捣棒,则需将分层厚

度控制在400毫米左右,然后使用手把灯与尺杆控制混凝土

浇筑厚度。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预留孔两侧的混凝土高度,

尽可能的保证高度的一致性。采取协同振捣与下灰的方式,

预防孔径发生不规则形变。此外,对大洞口的下部模板开口

部位实施重复振捣施工,并预留一定数量的透气孔。在振捣

过程中,尽可能的避免振捣棒与预埋件发生碰撞,且在上层

混凝土振捣时,指定专业技术人员敲打下部模板,以免发生

漏振问题。 

在墙体浇筑过程中,按照600厘米的间隔距离标准设置

振捣棒。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振捣棒保持启动状态时,不得

随意移动。若墙体混凝土与柱体混凝土分层振捣,应使用无

齿锯处理施工边缘部位,防治施工缝弯曲,并严格控制切割

深度,以防与钢筋发生碰撞,降低浇筑振捣质量。 

3.4板、梁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 

根据框架格顺序,调整板体与梁体混凝土施工流程。在

各框架格浇筑过程中,由于格栅高度不同,应采取阶梯式分

层浇筑作业模式。在底板浇筑过程中,可以协同浇筑其它板

面。按照阶梯式的延展顺序,不断推移浇筑距离,使混凝土浇

筑与倾倒保持相反方向。另外,选用30棒或50棒振捣棒对梁

底或梁柱进行混凝土振捣处理。在整个振捣过程中,严格监

控振捣棒工作状态,以防与预埋件相碰撞。若柱与梁节点的

钢筋密度较大,则需采用直径偏小的振捣棒。同时,适当拉近

振捣点位间隔距离。再者,保证板混凝土的虚铺厚度超过板

自身的厚度,并在完成振捣操作后,选用长度约150—400厘

米的刮械进行刮平处理。 后,使用板面平标高拉线检测板

面平整度。 

3.5楼梯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 

在楼梯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按照由上至下的次序执行技

术操作。先要对底板混凝土进行振实处理,在延展至踏跳部

位后,选用踏步混凝土满足浇筑操作需求。在此过程中,需要

格外注意的是,技术人员应整组浇筑的连续性,及时使用木

抹子抹平处理混凝土面层。 

3.6混凝土结构养护技术 

在完成混凝土浇筑12小时后及时实施洒水保湿,并在混

凝土表面覆盖塑料薄膜,减缓水分蒸发速度。由于混凝土构

成材料不同,养护时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故而针对抗渗性能

较强或掺入缓凝剂的混凝土,应当将塑料薄膜覆盖时间控制

在半个月左右；针对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

酸盐水泥配制而成的混凝土,覆盖时间至少要保证在一个星

期以上。同时,根据混凝土结构的变化情况,适当调整洒水频

率,尽可能的保证混凝土水分的充足性。 

此外,相关人员也可以在混凝土表面均 涂抹一定厚度

的养护剂,对结构立面形成保护层。在持续高温天气状态下,

应适当增加楼板浇水频率,在表面覆盖塑料薄膜,以起到涵

养水分的作用,避免水分蒸发速度过快,引起结构干缩裂缝

问题。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工民建工程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浇筑环节

至关重要,其与整体工程施工质量息息相关。为此,相关人员

需要持续完善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全面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以此 大限度的保障工程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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