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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屋建筑工程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施工作用

房屋建筑工程中，大体积混凝土结构通常用于承重

墙、柱和梁等主要承重构件的施工，能够提供强大的承

重支撑，确保建筑物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建筑工程中，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可以用于加固土地基，增加地基的承

载能力，防止地基沉降和变形，保障建筑物的稳定性。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可以形成建筑物的整体结构框架，与

其他构件（如钢筋、钢结构等）相结合，形成稳定的建

筑框架，为建筑物的施工和使用提供支撑。大体积混凝

土结构通常采用高强度、高耐久性的混凝土材料，能够

提高建筑物的耐久性和抗风抗震能力，延长建筑物的使

用寿命。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施工相对简便，通常采用

模板浇筑的方式，能够快速构筑建筑物的承重结构，节

约施工时间，加快工程进度。不仅能够提供强大的承重

支撑，还能够提高建筑物的稳定性、耐久性和美观性，

为建筑物的安全使用提供可靠保障。

2　工程概况

某房屋建筑工程，综合楼底板、住宅楼底板均采用

C35 混凝土，其中，综合楼底板厚约 1.8m、长约 48m、

宽约 32m，住宅楼底板厚约 1.2m、长约 56m、宽约 15m，

各自的混凝土总量分别约为 2600m3、1000m3，属于大体

积混凝土施工作业。

3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的应用

3.1材料的选取

根据大体积混凝土的高强度、低水化热、抗裂性等

性能要求进行材料的合理选择，在本建筑工程中，水泥

采用 525 号矿渣水泥，按 15%~20% 的比例掺入粉煤灰

（采用Ⅰ级磨细灰），用于替代部分水泥，在保证大体积

混凝土强度达到要求的前提下减少水泥水化热，降低温

度裂缝的发生率。为使大体积混凝土在较短时间内具

备足够的抗拉强度，向混凝土中掺入早强剂。所有投

入使用的原材料均要满足质量要求，材料进场时必须

进行检验。

3.2混凝土浇筑

3.2.1 全面分层

结构平面面积不大时，可根据结构的尺寸划分为多

层，逐层进行混凝土浇筑。在全面分层的施工方式下，

严格管控各层的施工质量，确认本层的平整性、密实性

各方面均无问题后，方可浇筑后一层，且必须在前一层

初凝前完成后一层的浇筑，以此类推。

3.2.2 分段分层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平面面积较大时，全面分层的

方法缺乏可行性，此时调整为分段分层的施工方法，思

路是：根据结构尺寸划分为多段，再对各段做分层处理，

先浇筑第一段的各层，而后有序完成各段、各层的浇筑

作业。分段分层施工时，在前段混凝土初凝前完成后一

段混凝土的浇筑、振捣。

3.2.3 斜面分层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长度达到其厚度的 3 倍以上时，

宜采取斜面分层的施工方法，此时的振捣作业从斜面下

端开始，逐步向上转移，实现对混凝土的全面振捣。斜

面分层施工时，振动器始终与斜面保持垂直。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1　混凝土分层浇筑示意图

3.3混凝土振捣

大体积混凝土振捣遵循“快插慢拔”的原则，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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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梳理技术应用流程，掌握技术要点，保证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施工质量。

关键词：房屋建筑；大体积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施工技术

�



·建筑规划施工·

79工程技术探索 | 2023年/第5卷/第36期 |

上下抽动振捣棒，提升振捣的密实性。在大体积混凝土

结构分层施工方式下，逐层进行浇筑、振捣，将振捣棒

向下层插入 50mm，连同本层和下层的部分混凝土共同振

捣，此举的作用在于消除层间接缝，使相邻两层稳定结

合，最终保证建设成型的大体积混凝土整体结构具有完

整性和可靠性。振捣时间方面，在下层初凝前进行上层

的振捣。若欠振，大体积混凝土因振捣不充分而缺乏密

实性；若过振，振捣持续时间过长，振捣力度较大，部

分石子在振捣作用下聚积在底部，上部则分布大量砂浆，

产生离析，大体积混凝土的均匀性降低。因此，振捣人

员需精准把握振捣时间，在混凝土表面无明显下沉、无

气泡、有泛浆现象时，可结束振捣。按照该要求，通常

每点的振捣时间为 10~15s。

3.4泌水处理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期间，涌出的泌水经由结构坡度

向下流淌，大量聚积在坑底，会影响大体积混凝土浇筑

效果。为保证施工质量，需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期间及

时采取泌水处理措施。为促进泌水的高效外排，在混凝

土施工阶段修筑盲沟，给泌水的流动提供顺畅的通道。

后浇带、模板顶端及底板与混凝土标高基本一致时，可

采取从顶端向底部推进的浇筑顺序，此方式的优势在于

可以调整泌水流动方向，避免在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过程

中基坑内聚积大量的泌水。对于无法自然排放的泌水，

需用软管辅助排放。以多种方法协同处理泌水后，有效

避免大体积混凝土因泌水的侵蚀而受损。

3.5混凝土表面处理

1）大体积混凝土表面有较厚的水泥浆，由于此部分

混合料的存在，易引起严重的泌水问题，从而影响大体

积混凝土的表观质量，因此，在施工期间需要及时检查，

尽快处理泌水。2）根据“三压三平”的原则处理大体积

混凝土表面：首先，用拍板压实表面，用长刮尺刮平，

使表面的实际标高达到设计要求；随后，用铁滚筒做多

遍的碾压、滚平；最后，用木楔打磨压实，使原本分布

在大体积混凝土表面的收水裂缝闭合，最终保证表面的

平整性和完整性。3）遇表面泌水现象时，由人工将水引

至低洼边部，再用小变频水泵统一将此处的积水抽排至

周边的排水井。4）大体积混凝土浇筑 4 ～ 8h 后，清理

表面的浮浆，用长刮尺刮平，木抹子搓平压实。考虑到

大体积混凝土在初凝后可能存在表面龟裂的情况，需做

二次抹压处理，时间以混凝土终凝前为宜，过早或过晚

均会影响龟裂的处理效果。

3.6温度监测

1）浇筑体内测温点的布置：根据大体积混凝土结

构的几何尺寸在各测试轴线上布设测温点，要求每条测

试轴线的测温点数量至少达到 4 个；沿浇筑体厚度方向，

在底面、中间、外面布设测温点，其他部位的测点均按

照间距不超过 60cm 的要求有序布设，局部可做加密处

理；在浇注体底面向上 50mm、外表以内 50mm 分别布设

测温点，用于监测浇注体底面、外表的温度。2）测试元

件的质量需可靠，以便获得准确的测温结果。在配置测

试元件时，需将其置于水下 1m 深度位置，做连续 24h 的

浸泡，要求在此过程中测试元件无损伤，否则不可投入

使用。测试元件的引出线要集中布置，对其采取防护措

施，接头安装位置需准确，与固定金属体绝热。大体积

混凝土浇捣过程中需加强对测试元件及其引出线的防护，

避免浇捣设备与测试元件发生碰触。

结语

综上所述，房屋建筑工程中常遇到大体积混凝土结

构施工作业，施工单位需要认识到此类结构工程量大、

可控性差、施工期间易开裂等特殊性，合理优化施工技

术，依靠技术优势有效完成施工作业。在做好混凝土材

料的选用、拌和、现场浇捣及养护各项工作后，保证大

体积混凝土的施工质量，为房屋建筑的高质量建设创设

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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