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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是高层建筑建设施工中的主要结构,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要求十分严格,在工程建设中,应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混凝土温度差所导致的应力裂缝。所以,为了保证基础底板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质量,必须高度重视材料选择和施

工技术的合理性,有效控制温度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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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大体积混凝土在工程建设和施

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具有十分显著的系

统性,且很多因素都会对工程建设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必须

规范施工技术,优化工程施工水平。 

1 高层建筑基础底板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特点 

高层建筑施工中,大体积混凝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高

层建筑塔楼基础建设中,通常设有厚度为 1.5-4.5m 的大面

积钢筋混凝土承台。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施工与一般混凝土结

构施工存在较大不同,应充分考虑水泥水化热所产生的温度

应力和混凝土变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大体积混凝土的块体厚度和体积较大,且对整体性要求

较高,混凝土连续浇筑量也相对较大。其受水化热影响,内部

温度明显高于一般混凝土。另外,为了减小水化热对混凝土

结构的负面影响,如混凝土厚度在 1.5m 以上,则应及时开展

水平分层施工。再者,高层建筑大体积混凝土一般均为基础

混凝土结构,且需要埋设于地下。尽管其对外界温度变化的敏

感度不高,但是对抗渗性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既要充分考虑

水化热的影响,还需科学处理混凝土结构的自防水问题。 

2 高层建筑基础底板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技术 

2.1 工程概况 

某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153452 万平方米,地下 1 层,建筑

高度为 77.1m。基础底板混凝土等级为 C45P8,工程施工中全

部采用大体积混凝土,总浇筑方量为 14000 立方米。 

2.2 底板钢筋施工 

结合工程设计的基本要求,基础底板中的主筋主要采用

单面焊焊接连接方式,完成混凝土垫层施工后,结合控制轴

线所弹出的底板外围线和墙柱的位置线,结束工程施工。 

施工人员要完成承台和底梁等地下结构的钢筋绑扎工

作。遵循设计要求完成底板钢筋的铺设施工。钢筋绑扎时,

要采取自下而上的分层施工方式,绑扎期间需高度关注上下

层钢筋之间的关系。施工中,双层钢筋间要设置 8@600*600

拉筋,上下层钢筋间也需设置 16@900*900 钢筋支架,将其视

作上部的支承结构。钢筋绑扎施工后,应在自检合格基础上

邀请监理单位开展工程验收,合格后可继续工程施工。钢筋

绑扎应以图纸为依据,且保证钢筋的尺寸、数量和间距准确

无误,严格按照图纸来完成钢筋接头施工处理,并按照要求

开展抽检复试。 

2.3 模板工程 

模板工程对工程结构的外形尺寸有着较大影响,混凝土

对模板的侧压力是确定模板尺寸的主要依据。大体积混凝土

浇筑施工中主要采用泵送技术,该技术浇筑的速度较快,且

浇筑面也相对集中。由于混凝土施工工艺本身具有一定的不

足,无法保证混凝土输送的均 性,故而这也影响了工程的

施工质量。 

在工程建设中,若大体积混凝土采用泵送的方式,则需

结合结构的受力情况确定模板和支撑系统,从而保证模板体

系的强度和刚度满足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基本要求。然后根据

我国现行规范当中的模板侧压力公式,计算大体积泵送混凝

土对模板的 大侧压力,计算后取 小值。 

参照计算位置的混凝土 大侧压力,确定模板体系中多

个部件的截面形式和尺寸,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模板安装施

工。在立模时应注意,地面的立模位置做好弹线处理后要准

确标记,标记通常在地面或模板的上口,其可保证混凝土表

面的标高一致。然后及时固定焊接在钢筋支架或钢筋上的模

板拉杆,模板外侧支护机构中需适度增加斜撑或顶进。 

2.4 底板混凝土施工 

2.4.1 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控制 

结合设计级配抗渗混凝土以及总混凝土方量严格控制

原材料的质量,选择与现场距离较近且有资质的预拌混凝土

供应站,从而实现材料、级配和计量的统一。工程施工中使

用的原材料需满足国家制定的标准和规范,且在混凝土建设

期间必须做好抽检工作,确保其质量满足工程建设的基本要

求。工程施工中主要采用高性能混凝土。为了改善混凝土的

性能,可选择地热水泥,加大混水灰比的控制力度,同时适度

减少水泥的使用量,进而降低水化热。在混凝土材料中还应

加入超细磨矿渣、粉煤灰等活性细掺料,该工程选择 42.5 的

矿渣硅酸盐水泥,有效降低水化热。 

混凝土中所含的氯离子要占据水泥重量的 0.06%,基础

底板和地下室外墙一般应用非碱活性骨料,其他部位需使用

B种低碱活性集料。混凝土的含碱量在 3.0kg/m3以下。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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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料中的含泥量在 1%以内,现场施工混凝土的坍落度为 14

±2cm。底板所使用的混凝土需经试配处理,只有在符合要求

后方可开展混凝土拌制施工。 

2.4.2 混凝土浇捣控制分析 

针对本工程基础底板混凝土的浇捣季节,必须进行周密

的考虑和组织,根据由后浇带位置划分施工段,按施工顺序

先后完成,确保每段混凝土能一次性连续顺利浇捣完成。 

地下室基础底板混凝土施工采用商品混凝土,底板混凝

土浇捣采用固定泵管进行浇捣施工。混凝土的配制中必须对

砂石的含泥量进行控制,选用低水化热的水泥,如矿渣水泥、

粉煤灰水泥。混凝土浇筑前必须做配合比试验,确保混凝土

各种材料的掺入量符合设计要求。 

该工程基础底板混凝土施工中,应当充分考虑季节因素,

按照后浇带的位置来划分施工段,并以施工顺序为基础完成

浇筑和振捣施工,保证每一段均可一次性地完成浇筑和振捣

处理。地下室基础底板混凝土施工中,主要应用商品混凝土,

底板混凝土浇筑时主要应用固定泵管完成浇筑振捣施工,混

凝土配置时要严格控制砂石含泥量,选择低水化热水泥。该工

程地下室混凝土浇筑施工前,务必严格控制商品混凝土的坍

落度,确保商品混凝土的坍落度在 120±20mm 范围内,如商品

混凝土无法满足坍落度的要求,则需及时将其清除施工现场。 

混凝土施工阶段,商品混凝土的流动性较强,所以浇筑

时要采用自然流淌的混凝土浇筑方式,其与泵送工艺具有良

好的适应性,而且还可有效避免泵送管道出现经常性拆除的

问题,提高了泵送的效率,同时也使混凝土泌水处理更加简

单快捷,充分确保上下层混凝土不超过初凝的时间。 

根据混凝土泵送形成的坡度可以看出,每个混凝土泵中

均要配置 3 台插入式振捣棒,并采取三道布置的方式,第一

道通常设置在出料点,使混凝土形成自然流淌坡度,第二道

应设置在坡脚,保证混凝土下部的密实度。第三道需设置在

斜面的中央位置,且在斜面上对各点振捣的时间和移动距离

予以严格控制。每个浇筑带均应设专人负责,且对流淌部分

实行跟踪振捣,防止出现冷缝。 

3 温度裂缝控制措施 

3.1 积极开展设备测试 

底板大体积混凝土在浇筑施工后依然会释放大量热,进

而导致底板开裂,对结构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全面

掌握混凝土内部温度变化的基本规律,施工人员需要不断调

整养护措施及时间,让混凝土内外温差在 25ºC 以内,且底板

混凝土要采用专业仪器监测,测温计外围可设置钢管保护装

置,并应用木塞塞住钢管头。 

3.2 制定完善的测温方案 

3.2.1 测温点布置 

施工人员要先预留测温孔,测温孔需与测温点一一对应,

布置时应当充分考虑该点的代表性及可比性,然后结合竖向

位置和横向位置完成布置,规定中间点竖向间隔为700mm,而

横向间隔为 1500mm。 

3.2.2 测温制度 

底板混凝土浇筑施工后,混凝土凝结硬化过程中释放大

量热。所以,测温时要在 1-4d 内每隔两个小时测一次；5-14

天时,时间间隔为 4小时；15-28 天时间,间隔为 8小时。第

一次主要测量底板混凝土不同位置,如 大温差在 23ºC 以

上,则应适度加厚保温层,避免出现温度裂缝。 

3.3 完善混凝土保温保湿养护 

在底板混凝土养护工作中,为了严格控制水分蒸发速度,

可在浇筑后初凝的部分覆盖塑料薄膜,如图 1 所示,然后覆

盖麻袋保温, 后再盖上一层薄膜,从而防止降雨对温度产

生较大的影响。若温差较大,则可更换厚棉被。在这一过程

中,规定混凝土表面与外部的温差在 20ºC 以内,撤出保温层

时,混凝土与大气的温度差在 20ºC 以内。 

 

图 1  在浇筑后初凝的部分覆盖塑料薄膜 

此外,养护过程中,混凝土表面必须保持潮湿状态,同时塑

料薄膜内应始终有适量凝结水,且针对加入膨胀剂的混凝土,

加大富水养护力度。再者,高度重视混凝土保湿养护,一方面要

洒水和覆盖,另一方面还需结合温差情况采取有效的保温和保

湿措施,尤其在温度骤降时,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受温度应力的影响,在大体积混凝土工程中

容易出现裂缝问题,其对混凝土的质量和建筑的性能均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在大体积混凝土基础底板施工中,必须

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严格控制温度裂缝,不断完善基础底

板施工, 终促进工程的顺利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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