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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层住宅楼混凝土构件强度不足的处理

陈禄文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南昌　330001

摘　要：某高层住宅楼主体结构混凝土浇筑完成型后实体检测，发现 10 层楼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柱子外观质量差，强度低，

影响结构安全性。针对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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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某 小 区 有 32 栋 高 层 住 宅 楼， 建 筑 面 积 26 万 平 方

米， 地 下 2 层， 地 上 有 28 层， 板 厚 100mm,±0.000 以

上 层 高 为 3m。 地 下 混 凝 土 标 号 为 C40P6，6-12 层 混 凝

土标号为 C35。采用商品混凝土浇筑成型。剪力墙 Q1、

Q2 的截面尺寸为 250mm×2000mm, 楼层框架梁截面尺寸

为 250mm×450mm， 柱 子 KZ1、KZ2、KZ3 截 面 尺 寸 为

500mm×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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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质量的剪力墙与柱子分布平面图

图 1  存在质量的剪力墙与柱子分布平面图

2 存在的质量缺陷及原因分析

2.1 混凝土配合比

结构设计 6-12 层混凝土标号为 C35，采用泵送商品混

凝土。混凝土混凝土设计与施工调整后的配合比如下表所

示，该楼层施工方量为 175m3。施工现场见证取样同条件与

标养混凝土试件抗压强度检测报告结论符合要求。

表 1  混凝土混凝土设计与施工调整后的配合比参数表

材料名称 水泥 R42.5 粉煤灰 砂 卵石 水 外加剂

设计配合比
每 m3 用料 (kg) 358 89 630 1155 175 减水剂 6.90

施工调整后
每 m3 用料 (kg)

砂含水率：4.7% 石子含水率：2.3%

358 89 660 1182 119 减水剂 6.90

2.2 施工情况

在第 10 层模板制作支模施工时，对模板底守口与拼缝

处进行了密封处理。该施工项目部为赶工期浇筑过程中遇大

雨，施工单位未能采取应急有效措施或终止作业。

2.3 存在的质量缺陷

该楼栋主体结构混凝土成型完后对主体结构进行实检

测。检测至第 10 层时，发现 2 处剪力墙 Q1、Q2 及 3 根柱

子 KZ1、KZ2、KZ3 强度不符合要求，现场回弹仪测得该构

件局部强度值为 15-23Mpa。其余同批次混凝土浇筑的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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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柱子、梁板强度符合要求。

从结构外观感来看，表面泛白，起砂，酥松、松散粉末状，

混凝土粘结力差，局部用手指轻搓灰砂，灰砂即可剥离粗骨

料，详见下现场表观特征图。用脚搓板面，楼板面起砂。

  

 

图 1  表观特征

2.4 引起质量缺陷的原因

板、梁上的湿模水汇集到柱子及剪力墙内，在模板拼

缝较严密且下部未能设排水清扫口。混凝土搅拌站的骨料是

露天存放，在雨天随着下雨量的增加，骨料内的含水率也随

着增大，导致混凝土的水灰比加大。施工区间雨水也汇集到

柱子及剪力墙内。柱子及剪力墙内部大量积水较多，雨天无

形加大了水灰比，混凝土再次经现场与雨天模内积水混合振

捣，无疑对混凝土的强度大打折扣。

3 混凝土强度不足的处理

3.1 剪力墙处的质量缺陷处理

对 Q1、Q2 剪力墙周边建筑材料及垃圾进行清理干净。

在 Q1、Q2 剪力墙对称的长度方向上以每 400mm 弹一条坚

直的墨线，分成 5 等份，并在混凝土表面用记号笔对称编好

号，如下剪力墙处理顺序示意图所示。用手提式电动切割机

沿弹出的墨线切一条深度为 10mm 的线槽。用手提式冲击钻

清除第①标识范围内的低强度混凝土区块。过程中应注意不

得超过了①区块所切割线槽范围之外，以免造成上部成型构

件开裂或安全事故，对构件钢筋表面握裹的混凝土清理时，

应保护好钢筋。清理混凝土渣，并冲洗干净。在内增设暗柱，

用 4 根 Φ14 热扎三级钢，用 Φ8@100 作箍筋绑扎好，并整

理好剪力墙的坚向与水平钢筋。支设模板，锁牢。用粒径不

超过 20mm 的碎石 C45 混凝土浇筑，采用小型插入式振动

棒或附着式振捣密实，并经养护。强度达 100% 后以同样的

方式进行剪力墙第②区块的施工。强度达 100% 后，以同样

的方式进行剪力墙第③区块的施工。在进行到剪力墙第④区

块的施工和后面的第⑤区块的施工时，不再增设暗柱。施工

过程中，可对碎石混凝土掺用早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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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支撑锁趾及剪力墙处理顺序图

3.2 框架柱的质量缺陷处理

采用正、倒“木”字方式的 H 型钢撑把上部的荷载进

行传递到下层框架柱，如 KZ 处理支撑加固示意图所示。

上层正“木”左右或前后的 H 型钢撑（尺寸见大样图示）

与下层倒“木”左右或前后的 H 型钢撑上下一一对应的两

掌钢板采用对接螺杆固定死。倒“木”趾部用 M20 高强螺

栓一一栓紧形成一闭合钢方框，传递上部加空柱的荷载，

相对集中的传入下层柱子中。在倒“木”支撑的下一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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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上部梁传力至该柱子，对应梁下距该柱周边的 50mm

处均及 300mm×300mm 的松木顶紧处理，使上部荷载更

好的传递下去。下卧楼层据柱子上部荷载的大小一直加设

300mm×300mm 的松木到底板处。同时该柱区域各柱距范

围内均用间距 800mm, 步距 1200mm 的盘扣式钢管钢手架加

上、下 U 型顶托加固处理，下层楼对应柱间范围内加设均

用间距 800mm, 步距 1200mm 的盘扣式钢管钢手架加上、下

U 型顶托加固处理。解决了局部临时加固验收后，在 11 层

以上该柱子区域内进行标记，专人进行沉降观测等。对该柱

子的混凝土凿除，过程中不得采用重型设备进行凿除作业，

柱头与梁交接处，梁端距柱根部边 50mm 向梁方向以 45 度

角清除混凝土。在清理柱筋表面混凝土时，不得有损受力

筋。用水冲洗干净内容砼渣。在柱上端与各梁交接处，在柱

子的每边增设 3 根同柱子主筋的“7”字筋，进入梁底端部

长度不少于 150mm，进入柱子对边下锚长度 300mm，柱子

全高加密箍筋。加设好保护块后进行检查封模板，在 11 层

楼面柱角处支设倒锥模台口进行混凝土。浇水湿润模板，后

塞住模板底部流水小口。采用粒径不超过 20mm 的碎石 C45

混凝土浇筑，采用小型插入式振动棒或附着式振捣密实。混

凝土浇筑应高出 11 层楼地面倒锥模台颈口上方 300mm，并

经养护。强度达 75% 后对高出 11 层楼地面倒锥模台颈口上

方 300mm 的多余混凝土进行凿除，并清理浮渣湿润水泥砂

浆收面。强度达 100% 后对临时加固的 H 型钢撑、松木撑

进行拆除。

4 结语

在建筑行业中，有时难免会因某些因素造成混凝土强

度不足，有些经设计人员复核还能满足结构安全要求，有些

则不能。而这些不能安全承担结构设计荷载的混凝土处理是

很麻烦与棘手的事。有的减层、有的炸楼重做、有的采用高

强性能材料处理，不但费用高昂，还带来工期延缓等等一系

列问题。该楼层局部存在的混凝土质量缺陷，采用上述技术

处理措施，经原设计复核同意并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处理。

实施全过程监测未出现上部结构下沉、倾斜及裂缝，无安全

事故，处理后经现场检测满足强度、设计要求，整体效果良

好，该技术处理可行，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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