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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加强混凝土施工管理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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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混凝土是建筑工程最常用的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制作混凝土的原材料有外加料、石料（粗骨料）、砂料

（细骨料）、矿物和水泥掺合料（胶凝材料）。由于混凝土具有很强的坚固度，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建筑工程中得到了普遍

的使用。为了使混凝土的质量得到保障，就要加强对混凝土施工的有效管理，本文将会以此为关键点展开研究分析，以期望

能够为相关单位提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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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effective ways to strengthen concret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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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rete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and indispensable building material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e raw materials 

for making concrete include additive, stone (coarse aggregate), sand (fine aggregate), mineral and cement admixture (cementitious 

material). Because of its strong solidity, concret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oncret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will carry out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is key point,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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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混凝土的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建筑工程施工建设的

整体质量，因此要想使建筑工程的安全性和功效性得到提高，

就要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对混凝土的多项原材料和现场施工

进行严格的检测和控制，从而保证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1]。

1  混凝土施工需注意的问题

1.1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问题

在设计混凝土的配合比以前，应该综合做好对施工概况

的认识，比如后续混凝土构筑物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相应的

结构类型，同时还需要综合形成对钢筋布置情况等多方面的

认识，混凝土的设计强度、施工方法和施工季节也是需要予

以重点考量的[2]。通常来讲，在开展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工作

时，施工单位需要严格且精准地按照图纸设计好需要，说明

混凝土标号以及相关的坍落度，同时委托有关单位展开设计

工作，此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1.2  骨料粗细问题

和易性对混凝土施工活动是否可以顺利高效地开展帮助

是极为显著的，同时也会给混凝土工程的基本质量以及需要

耗费的经济成本等带来相应的影响，这就要求相关单位可以

强化在和易性方面的关注度。需要重点明确的是砂率对混凝

土拌合物的和易性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其中较为容易受到

忽视的因素就是骨料粗细程度将会给和易性带来的影响。比

如中砂的细度从2.3开始，到3.0，粒径含量是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性的[3]。因此在开展混凝土设计工作时，要避免频繁调

整砂率，粗砂到底应该达到何种标准，细砂到底应该达到何

种标准，均是需要进行深入且全面的考量和分析的，只有这

样才可以保证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足够科学，进而有效地切合

实际施工的需要。

1.3  拌合水的含泥量问题

在进行混凝土搅拌工作时，通常会有下列要求：避免水

中含有将会给水泥正常凝结或者硬化带来影响的物质，包括

糖类和油脂等。在骨料中的泥块将会给混凝土的安全带来的

负面影响是极为显著的，无法忽略其重要存在意义，拌合水

的含泥量通常会受到忽略。有许多工程地都处在较为复杂恶

劣的环境下，拌合水通常是来自周边的河浜、水沟等，最终

导致拌合水的质量难以过关，随之而来的就是混凝土质量无

法过关。

1.4  离析

混凝土的内部组分若是出现离析的情况，则有可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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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极其严重质量事故，所以应该尽全力避免其出现。若是混

凝土拌合物出现离析的情况，就后导致后续振捣工作的开展

受到影响，有诸多硬化混凝土出现质量问题都是因为离析的

影响，所以应该细致入微地做好对混凝土的配合比的选择，

采用更加正确科学的处理方法，以此来避免非必要缺陷的出

现，因为混凝土的组成颗粒存在相应的差异性，所以如果无

法科学合理地做好对配合比例的选择等，势必会引发多方面

的问题。

2  混凝土原材料检测方法

2.1  混凝土原材料的检测计划

对于不同类型的建筑工程来说在混凝土原材料的选择上

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因此要根据建筑工程的性质和施工质

量要求制定对混凝土原材料进行检测的计划[5]。将检测的总

体结构在对混凝土原材料进行检测之前就要确定好，并要保

障总体内的原材料无论是在加工工期、工艺还是在原材料的

配比上都要完全一致，为了使混凝土原材料检测得到更加准

确的结果，就要在一致性的基础上对混凝土原材料进行随机

的抽样检测。

2.2  抗压强度检测

对混凝土原材料的上层表面的抗压强度要用回弹法进行

检测，利用二者的正比关系对回弹的数值进行读取从而得出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值。在开始检测之前将回弹仪安装在钢钻

上，并将率定值的范围确定在77和83之间。然后在检测结束

之后将检测得出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使其能够成为建筑

施工所需的混凝土质量评判的依据。

2.3  碳化深度检测

在检测混凝土原材料的碳化深度的过程中，一般采用的

是在混凝土样本靠近边缘的位置滴入化学制剂酚酞，然后认

真观察混凝土原材料的变化情况，并对改变颜色区域的深度

进行测量，将多次测量的数值用严密的计算公式进行平均值

的计算，所得的平均值就是混凝土原材料的碳化深度数值。

3  建筑施工混凝土原材料的质量控制的措施

3.1  严把原材料准备环节的质量关

为了使混凝土的质量得到保障，就要在前期原材料的选

购上严格把控质量大关。

首先是严把水泥的质量。在对混凝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

水泥进行采购选择时，要对供货商相应的经营资质等进行严

格地查看，确保水泥供货通道的合法性，然后再根据建筑工

程施工的具体要求进行水泥的选择，确保所选水泥的各项参

数都符合建筑工程的施工标准。对于不同性质、不同地形的

建筑工程来说，所选择的水泥种类也是不同的。比如在一般

性的建筑工程中，可选择通用型的硅酸盐水泥；在较寒冷区

域的建筑作业中，由于其对混凝土的强度有极高的要求，因

此选择普通型的硅酸盐水泥则更为合适。在完成了水泥种类

选择之后，要根据的强度等级、品种类型以及生产厂家的不

同对水泥进行分类管理，同时做好防潮、温控等措施，确保

水泥的质量不会在使用之前遭到破坏。同时还要对水泥的龄

期进行严格控制，即要求水泥生产单位提供相关的水泥强度

的近期试验结果（如图1所示：水泥3d检测结果），对已经

超过90天的水泥材料在使用之前要再次进行强度检测，确保

符合使用标准之后再投入建筑工程的使用[7]。

其次是严把砂料的质量关。砂料也叫细骨料，在混凝土

原材料中是非常关键的存在，在我国目前的混凝土砂料的选

择中通常选择的是天然砂料，然后再对砂料进行取样检测，

确保其内所含杂质成分符合混凝土的使用标准（如图2所

示：细骨料检测结果）。对于C60以上强度的混凝土来说，

其内所含杂质的成分比例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对于C30到C55

之间强度的混凝土来说，杂质的成分比例不能超过百分之

三；对于C30强度以下的混凝土来说，杂质的成分比例不能

超过百分之五。除此之外还要控制砂料中的氯离子的含量，

对不同的建筑用料有不同的含量要求。比如针对钢筋混凝土

用途的砂料中，其含量要控制在万分之六之内；而针对预应

力混凝土用途的砂料中，其含量要控制在万分之二之内。

再次是严把碎石的质量关。为了使混凝土的和易性得

到有力的保障，就要对碎石的级配和粒型进行严格的控制，

并用压碎值对碎石材料进行检测，压碎值过大的材料则不适

合于用在强度高的混凝土中。由于级配度比较差、针片状含

量过多的碎石材料具有很强的孔隙率，在制作混凝土的过程

中需要加入相当比例的砂料和水泥，不仅增加了混凝土原材

料的耗损，还降低了混凝土的可泵性。因此此种碎石材料不

适于应用到建筑工程的建设中。选择粒径为5毫米到31.5毫

米范围的碎石进行检测试验（如图3所示：碎石检测报告为

例），对其进行质量检测的结果为连续粒级，也就是说此批

碎石的质量符合混凝土使用的质量要求和标准。

第四是严把粉煤灰的质量关。一般情况下以三氧化硫、

烧矢量、水量比以及粉煤灰的细度作为粉煤灰检测的依据。

实验结果表明选用需水量比较少、细度比较小的材料能够有

效降低水泥材料的用量，便于调节水量和粉煤灰的比例，有

利于保障混凝土的质量和强度。

最后要严把外加剂的质量关。要想使所选的外加剂和水

泥材料之间的适用性提高，就要在选择外加剂的时候将外加

剂的掺入量和适用的范围因素考虑进去，在进行混凝土混合

时要严格控制外加剂的使用量，最适宜的是将用量控制在百

分之五，有利于优化混凝土的使用性能。比如在建筑工程中

对减水剂的添加使用，要结合混凝土混合料中氯离子、碱的

含量以及泌水性的实际情况来控制减水剂的使用量，从而使

用水量得到有效地减少，同时使混凝土的坚固度得到增强。

3.2  控制好混凝土各项原材料的配比试验

再将混凝土所需的原材料准备妥帖之后，就可以按照混

凝土的混合标准进行搅拌作业了。在进行混凝土的配比时，

要将水泥材料的收缩率以及细度控制在使用标准之内。小体

积的混凝土可用硅酸盐性质的水泥，再掺入一级粉煤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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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有利于提升混凝土的牢固度；对于体积大的混凝土则不

能选用水化热性质的水泥材料，避免使混凝土在后期的使用

中出现开裂的情况。在水泥材料进行研磨搅拌时需掺入相应

的矿粉或者粉煤灰来增强混凝土的硬度，避免因水泥材料的

过细造成建筑出现裂缝等危害。运输到现场的混凝土要及时

的使用，避免因为存放时间过长而造成混凝土质量下降，从

而影响建筑工程的施工。选取砂石材料时要将砂石粒径控制

在混凝土截面积最小处的四分之一，同时还要加强对材料运

输过程的质量控制管理，避免因其他杂质渗入而影响混凝土

的使用质量。在以上材料都达到配比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对混

凝土的塌落和搅拌物的分离程度进行检测，为建筑工程最终

的验收提供保障。

3.3  混凝土施工管理

首先，运输管理是混凝土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在混

凝土运输过程中，应确保运输车辆的洁净、合理装载、道路

安全、时间规划等。具体实施路径包括：选择合适的混凝土

运输车辆，对车辆进行定期维护保养，确保车辆在运输过程

中的安全可靠性。检查混凝土的装载状态，合理控制运输车

辆的装载量，确保混凝土不会在运输过程中流失、分层或结

块。制定详细的运输路线，避免运输车辆经过重载、陡坡、

拥堵路段等不安全区域。其次，做好浇筑管理工作，涉及浇

筑现场的组织、浇筑技术、混凝土质量控制等方面。具体实

施路径包括：制定详细的浇筑计划，合理安排施工人员和设

备，确保施工过程的安全和高效。加强对浇筑现场的监督管

理，严格控制浇筑深度、浇筑速度、振捣时间等关键参数，

确保混凝土的质量。进行现场的温度、湿度、风速等环境参

数的监测，对现场气象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确保混凝土的凝

固硬化过程。养护管理是混凝土施工后重要的环节，可以有

效地提高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具体实施路径包括：1.按

照混凝土的类型、浇筑深度、气温、湿度等因素制定相应的

养护方案，合理安排养护时间和养护方式。养护期间应加强

对混凝土的监测和管理，定期检查混凝土的硬度和外观，及

时采取措施纠正问题。在养护过程中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

理，严格禁止任何影响混凝土养护质量的行为，确保混凝土

养护质量和施工现场的安全。

结束语：

只有严格把控好混凝土原材料的质量标准才能生产出高

质量的混凝土水泥，也才能使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得到有效

地保障。在混凝土原材料的准备阶段就要对各项环节进行严

格的把控，同时在进入施工现场时，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质

量监督者要对混凝土原材料的规格、品种、数量等进行严格

的抽检，并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施工单位的资质进行严格的审

核和查验，从混凝土原材料的根源上严防死守质量关。保证

混凝土的搅拌质量，对我国建筑工程的高质量、高效率的施

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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