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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房屋建筑施工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施工技术 

黄  超 

四川发展川渝兴城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内江  641000 

摘  要：在当前开展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施工作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建筑结构的稳定性，达到精益求精的要求。目前，许多建筑

施工人员都会以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的应用为主，致力于给人们营造更加安全、稳定、舒适的居住环境。文章简要概述钢筋混凝土结

构施工的特点，介绍几种常见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提出优化工程项目建设成效的措施，为促进建筑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奠定良好

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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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的房屋建筑工程结构相比，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现出来的

稳定性更强，在现代化建筑行业发展中的应用也更加广泛。特别是

在近几年发展建设行业的过程中，各个施工单位之间的竞争愈发激

烈，许多施工单位都会借助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改善房屋建筑

工程结构的特性，形成更加稳定的工程结构，提高房屋建筑结构的

使用寿命。这就要求施工单位采取专业的技术方法优化工程项目建

设形式，在现有的基础上改善工程结构性能，达到更高的房屋建筑

工程项目结构要求与标准。 

一、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特点 

第一，整体性。目前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最常见的是现浇钢筋

混凝土，施工热源设置后期填充砌体和混凝土结构时，要设置结构

拉缝，以此提高砌体之间的紧密性，为加强建筑工程墙体的抗震性

能和耐久性打好基础。在这种技术形式下，房屋建筑工程结构可以

很好地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需要根据工程项目建设施

工标准严格把控建筑工程施工细节，排查其中的安全隐患，按照规

范化要求落实施工操作，以此保证结构整体性。 

第二，复杂性。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的主要材料是钢筋混凝土，

这种材料具有较强的耐久性，同时在实践操作当中还会体现显著的

复杂性特征。施工人员要先在混凝土中包裹钢筋，避免钢筋接触外

部环境出现腐蚀问题，后期还需要覆盖和保护混凝土，在明确工程

项目现场施工条件和环境的基础上按照指引落实施工操作，为工程

项目施工作业的顺利开展创造可行性条件。 

二、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分析 

1.模板施工技术 

构建钢筋混凝土结构时，施工人员需要在工程项目建设施工前

期落实模板施工技术，按照具体的要求制作、安装和调整模板，为

后期工作的有序开展打好基础。模板的制作应详细按照工程项目设

计方案各个环节的要求予以落实，尤其需要优化工程项目设计细

节，准备好施工材料，确定设计图纸体现出来的要点，减少人为失

误引发的问题。安装模板之前应掌握柱模内边线、支模控制线等信

息，全面提高模板结构的稳固性。安装楼梯模板时应注重优化配置

模板，做好这个环节的审核工作，调整楼梯踏面立面角度和高度，

完成模板施工任务。 

2.钢筋绑扎技术 

钢筋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主要起到支撑和稳固作用，施工人员

应采取专业的技术方法满足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要求，合理利用钢筋

施工技术呈现高质量结构。对钢筋进行绑扎施工时，要控制钢筋数

量，在绑扎钢筋时应选择特定的铁丝，对所需要捆绑的钢筋进行固

定，并且在钢筋与模板之间增设缓冲垫层，提高钢筋混凝土结构施

工质量。之后，管理人员要检查钢筋绑扎是否达到稳固性要求，核

验钢筋的超出长度和绑扎数量，避免施工人员在绑扎过程中间距过

大，为后续施工作业的开展打好基础。 

3.钢筋焊接技术 

要形成比较稳固的整体结构就需要利用钢筋焊接技术将钢筋

连接起来，保证钢筋之间的紧密性，加强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成效。

落实钢筋焊接技术之前，施工人员要对加入的垫板进行引弧，同时

避免施工操作对钢筋整体结构造成损伤。因此，施工人员不能够随

意移动主筋，在焊接时根据现场施工实际情况调整焊接方法，以单

面焊接或者双面焊接的方式保证钢筋衔接的紧密性，形成更加紧固

的钢筋结构。 

4.混凝土泵送技术 

混凝土泵送技术是房屋建筑工程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常用

工艺，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混凝土结构的性能，减少工程项目建设施

工中的质量问题。利用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时，首先需要处理泵送

管，在前期操作中选择符合施工要求的砂浆并且控制砂浆量，避免

泵送管在操作时产生负担。部分混凝土的性能不能够完全达到房屋



建筑施工与发展(3)2024,6 

ISSN: 2705-1269 

93    

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标准，施工人员可以在泵送之前加入适量外加

剂，控制混凝土碎石占比，将其搅拌均匀之后运输到操作区。需要

注意的是，应用混凝土泵送技术时会在工程项目施工中产生中断现

象，管理人员要在现场进行监督管理，将泵送中断时间控制在 1h

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应清理泵送管，不能够直接使用，防止

产生机器故障。 

5.混凝土浇筑技术 

对于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来说，混凝土浇筑技术一直以来都是一

项必要的技术形式，混凝土作为当代房屋建筑最主要的材料，应以

专业的浇筑工艺作为基础，保障工程整体建设施工有效性，形成更

加稳定、安全的工程结构。利用混凝土浇筑技术时，施工人员应全

面清理钢筋和模板上的杂物，检查混凝土材料的性能，确定性能达

标方可应用于工程施工当中。对混凝土进行浇筑时，应严格检测混

凝土的坍落度，将其控制在 2m 以内，墙和柱体等竖向结构的混凝

土浇筑坍落度则应控制在 3m 之内，如果找过这个标准就要用专用

的装置下料，从各个层面控制混凝土浇筑施工质量。施工单位可以

采取分层浇筑的方式保障振捣施工效果，在连接梁板时控制柱墙浇

筑质量，将混凝土静置 1h 之后组织梁板浇筑施工，完成整个环节

的施工任务。 

6.后浇带施工技术 

虽然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对于传统的建筑结构来说在性能方面

得到了显著的优化，但是还是会在施工过程中受到外界因素的影

响，难以完全确保工程结构的稳定性。当施工现场的早晚温差过大

时，很可能会产生混凝土自缩现象，施工人员应落实后浇带施工技

术控制混凝土结构开裂，否则不仅会影响工程建设施工质量，还会

在成本和进度管理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落实后浇带施工技术时，能

够以防水施工、模板设置、混凝土二次浇筑等不同的形式应对混凝

土裂缝问题，主要原理都是降低温度对混凝土结构造成的影响。施

工人员应在低温环境下进行后浇带施工，控制后浇带的宽度和位

置，清理现场杂物之后进行接缝处理，全面提高钢筋混凝土结构施

工技术操作实效性。 

7.混凝土养护技术 

混凝土养护在现阶段的房屋建筑工程中经常容易被施工人员

所忽视，导致混凝土结构的性能得不到保障，出现孔洞、裂缝等不

良现象。施工人员对混凝土进行养护时应按照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

技术操作的要求优化混凝土养护形式，结合施工现场的条件选择不

同的养护方法。夏季和冬季的气温比较极端，施工人员要关注施工

现场的温度变化情况，防止温差过大引发混凝土结构受损问题。其

在养护混凝土时，可以在混凝土表面洒水，将其湿度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防止产生干裂现象。还可以在混凝土表面覆盖一层薄膜，降

低水分散失的速度，使其长期保持合理的湿度，应对温度变化对混

凝土造成的影响。 

三、提高房屋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的措施 

第一，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针对房屋建筑工程钢筋混凝土结构

施工技术的应用，施工单位应在工程项目建设前期组织施工人员和

管理人员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审核设计图纸，判断其是否达到工

程项目建设标准，保证施工细节与现场情况相契合。施工人员应与

设计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准备好施工所需的材料和设备，明确工艺

要求和技术形式，接受专业培训，减少其在实践操作中产生的问题，

确保工程整体建设施工质量可以达到预期目标。 

第二，重视混凝土运输与存放。混凝土作为房屋建筑工程钢筋

混凝土结构施工的主要材料，如果出现质量方面的问题就会直接影

响技术操作效果。施工单位应对混凝土的运输和存放进行重视，要

求运输人员确定混凝土的运输线路，在运输混凝土途中保持混凝土

匀速搅拌，将混凝土的运输时间控制在 2h 以内，严禁洒水，防止

湿度变化引发混凝土离析问题。存放混凝土时应控制存放环境的温

度和湿度，达到混凝土存放条件，为施工技术的有效落实打好基础。 

第三，优化混凝土材料配比。使用混凝土时，施工人员需要明

确钢筋混凝土施工的主要原材料，根据相应的要求对各种材料的比

例和用量进行控制，使得水泥、外加剂、骨料、水、掺合料的配比

都可以达到工程施工标准。 

结束语： 

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对于施工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都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落实各个环节的操作时，施工人员应掌握工程项目

建设施工各方面的要求，按照相应的标准合理使用施工材料和工艺

技术，减少工程施工中产生的问题。根据现阶段的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需求来看，施工人员要落实模板施工技术、钢筋绑扎技术、钢筋

焊接技术、混凝土泵送技术、混凝土浇筑技术、后浇带施工技术、

混凝土养护技术等，规范自身的行为操作，改善房屋建筑工程结构

的性能。 

参考文献： 

[1]郑有利.房屋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研究[J].中国住宅

设施，2023，（10）：4-6. 

[2]李振荣.房屋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分析[J].散装水

泥，2023，（05）：113-115. 

[3]丁魏宏.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施工中的应用

[J].石材，2023，（08）：107-109. 

[4]高秉荣.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施工中的运用

[J].住宅与房地产，2023，（20）：9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