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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中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分析
吴元兵

绍兴平铜（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混凝土浇筑是建筑工程施工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对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具有重要影响。混凝土作为

一种常用的建筑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类建筑工程中，如房屋、桥梁、道路等。其浇筑施工技术的优劣直接关系着工

程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耐久性。本文旨在对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进行分析，希望为提高建筑工程质量、效益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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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对于国内国民经济建设有着重要影响。近

年来国内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突破，对建筑工程也有了

更高的要求。混凝土浇筑是混凝土施工中的重要一环，

原料品质、温度把控和操作方式等均会对混凝土浇筑质

量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有关人员需要切实加强施工

技术管理，提升质量管控，确保混凝土浇筑的施工质量。

1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概述

第一，全面分层浇筑技术，即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

依照设计要求对建筑工程实施分层的前提下，落实逐层

的浇筑施工。此类浇筑模式多见于建筑结构不大、要求

不高以及浇筑强度较小的小体量建筑中。大致浇筑流程

是按照由下至上的方式，预先对首层进行浇筑而后开展

下一层的浇筑，逐一的浇筑。在实际浇筑期间，一般会

由混凝土结构短边开始，顺着长边的方向予以浇筑，特

殊时也会由中间往周边开始浇筑，大致的浇筑模式应当

充分考量现场客观情况进行。

第二，分段分层浇筑，即把整个的混凝土结构分成

数个部分，之后逐一的对各个部分予以浇筑，该方式主

要适合面积大、长度较小、强度较高以及施工强度大的

建筑。混凝土需求并不多，浇筑期间一般会由底端进行

浇筑 2～3m，之后开始下一段浇筑，按照由下至上的方

式逐层进行，该方式多适合浇筑区域以及厚度适度的混

凝土结构之中。

第三，斜面分层浇筑，斜面的坡度低于三分之一的

建筑结构往往会进行斜面分层浇筑。斜面分层浇筑即全

面分层浇筑的一类，建筑结构的长度不低于厚度 3 倍的

情况下，可以起到较好的浇筑效果。在混凝土浇筑期间，

作业人员应当由最底层混凝土浇筑层面开始振捣处理，

保证混凝土振捣彻底，切实保证浇筑质量。

2混凝土浇筑技术应用

建筑工程混凝土浇筑的施工技术

2.1 施工准备

在正式浇筑混凝土之前，需要清理浇筑面，保持浇

筑面干净整洁，避免因存在杂质等影响浇筑面的质量。

在浇筑第一层混凝土之前，需要使用与混凝土统一

标号的水泥砂浆，在表面进行铺设，并且要求铺设的厚

度应控制在 2～3 cm。促使新旧混凝土形成良好的施工

接缝，要求砂浆铺设均匀，应避免砂浆过厚或是过薄影

响混凝土浇筑效果。

浇筑混凝土之前，需要结合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

合理选择浇筑方法，可选择平铺技术或是台阶施工技术，

避免使用滚浇法进行施工。在施工前需要制定妥善的施

工方案，结合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分析混凝土浇筑技

术的应用范围以及施工方式，对混凝土的浇筑次序、厚

度、方向等进行合理的划分，确保最终在选择合理的技

术后形成更为平整的浇筑面。

2.2 混凝土拌和

混凝土拌和是在混凝土浇筑之前的重要施工内容，

在拌和混凝土时，需要根据建筑工程的实际需求，认真

分析设计中的内容，检验砂石和水泥材料的等级，进一

步检验混凝土的质量，合理控制粗集料和细集料的配比，

必要时可以在其中添加适量的外加剂，起到一定的强化

作用，促使混凝土材料达到良好的质量效果。完成混凝

土拌和之后，需要对其和易性进行检验，包括混凝土最

终展现出的流动性、可塑性、易密性以及保水性等相关

性能都要进行检验。以检验混凝土的塌落度为例，需要

准备相应的塌落度检验筒，将混凝土灌注到其中之后，

垂直提升塌落度筒，测量混凝土的下落距离。

2.3 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在建筑工程中的浇筑方式，需要实施连续分

层浇筑施工技术。在下层混凝土完成初凝之前，浇筑下

一层混凝土，避免留存施工缝。结合建筑工程施工结构

的大小以及钢筋的布置密度等，对浇筑方式进行合理的

选择。通过分层浇筑作业，保障每一层混凝土都能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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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合理控制浇筑间隔时间，保障混凝土浇筑完成后

的施工层能够与下一施工层之间形成良好的结合效果。

2.3.1 全面分层浇筑技术

在施工中应用浇筑技术，首先，需要完成第一层的

全面浇筑施工任务，在混凝土桩凝固之前，完成第二层

混凝土浇筑。其次，逐层递进浇筑施工。最后，全部完

成混凝土的浇筑施工任务。

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浇筑作业，需要对浇筑作业的

结构面进行控制。从短边开始浇筑，沿长边延伸浇筑，

或是采用从中间向两边、从两边向中间的浇筑方式。在

全面浇筑施工时，合理控制浇筑速度，这一技术方式要

求浇筑速度控制在约 5m3/min，避免过快浇筑出现混凝

土离析问题。同时，对浇筑设备进行控制，其高度与浇

筑面的高度不能超过 1.3m。

2.3.2 分段分层浇筑技术

在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若难以通过搅拌机或是

运输机满足施工要求，则可以运用分段分层浇筑的方式，

由人工完成浇筑施工任务。整个浇筑施工过程从底层开

始，按照每层 40 cm 的厚度进行浇筑，进行到一定距离

之后，则可以开始二次浇筑，按照逐次向前的方式完成

上部的浇筑施工任务。这一技术主要应用于大面积的浇

筑或是施工长度较长但厚度较薄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

同样需要对混凝土浇筑的高度进行控制，避免其超过 3
m 的自由下落度，若超过 3 m范围，就需要及时使用串

筒辅助施工，避免出现离析问题。在混凝土浇筑墙体结

构时，需要控制分层厚度，不能够超过振动棒有效作用

的 1.25 倍长度，并且实际分层厚度需要控制在 500 mm
以内。

2.3.3 斜面分层浇筑技术

在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若出现结构长度是厚度

的 3 倍以上的浇筑施工位置，则需要使用斜面分层浇筑

施工技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这样的浇筑施工技术，

能够促使混凝土自然形成 1:3 的斜面坡度。在施工中，

要求一次性完成混凝土浇筑，从浇筑层的下端开始进行

振捣施工作业。为了保障形成较好的施工质量效果，应

逐渐向上移动浇筑。由于在建筑工程中的大体积混凝土

浇筑环节具有相对较大的截面，因此，在环境温度以及

收缩作用的影响下，可能会出现裂缝问题。

在浇筑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地降低浇筑厚度和实际

浇筑速度，在应用这一技术过程中相较于前一种 5
m3/min 的浇筑速度，需要保持 3 m3/min 的最大浇筑速

度，才能够合理地达到混凝土散热的作用，避免在凝固

过程中出现过度放热，产生收缩裂缝的问题。

2.4 混凝土振捣

在混凝土完成浇筑施工处理之后，需要做好相应的

振捣作业，才能够保障浇筑环节具有良好的质量效果，

以连续浇筑的方式完成施工任务。通过合理的振捣施工，

及时排除混凝土中的气泡，达到有效的质量控制作用。

使用振捣棒缓缓伸入到尚未凝结的混凝土当中，从而避

免在伸入振捣棒的过程中出现气泡影响混凝土的气密

性。缓慢提升振捣棒，在混凝土浇筑完成的结构面上均

匀分布振捣点位，并根据每一振捣点位按次序实施振捣

移动，从而避免出现漏振问题。

3结束语

在建筑行业运行和稳步推进的大环境下，为切实提

升混凝土的品质，管理岗位需要预先完善混凝土的浇筑

计划，最大可能地发挥混凝土的效力，实现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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