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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施工中裂缝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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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裂缝问题是土木工程在施工过程当中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并且其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恶劣。此外，在应用混凝土

的施工手段时，也经常面临裂缝问题的困扰，因此施工单位应当引起充分重视。对此，本文将分析引发裂缝问题的原因，

并深入探讨解决裂缝问题的措施和策略，以供相关从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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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cracks is a key conside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its impact is very severe. 
In addition, when using concrete construction methods, cracks are often encountered, so construction units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m.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causes of crack problems and deeply explore measures and strategies to solve crack 
problems, for reference by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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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合当下土木工程项目的施工状况可以发现，现阶段混

凝土施工技术非常普遍，并且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应用能够

为土木工程项目的施工提供保障，在基础施工和主体构建

阶段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然而，施工人员在应用

混凝土施工技术时，往往需要面临裂缝问题。裂缝问题的

危害极其严重，会严重影响土木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因

此应当引起施工单位的足够关注。

1  土木工程施工当中有关裂缝问题的分析

1.1  材料的自身原因

施工材料的质量与裂缝问题的出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

联。施工材料的质量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各种

原材料的混合比例缺乏科学性。第二，原材料的质量不过

关，导致其实际应用效果难以满足工程要求。以上问题都

会导致混凝土结构存在质量缺陷以及各类问题，裂缝问题

就是其中一种。特别是对于混凝土而言，裂缝问题的出现

将严重影响其抗拉强度，如果不妥善解决将产生多种安全

隐患。

1.2  混凝土在施工过程当中存在温度控制不当的问题

在对混凝土进行施工处理时，在浇筑处理环节应当

重视温度控制这一内容。如果存在温度控制不当的情

况，将会导致混凝土出现裂缝。一旦施工人员没有控

制好浇筑速度，那么极易出现温度过高的问题，如果

没有及时降低混凝土内部过高的温度，则会出现温度

应力，最终将引发裂缝现象。所以，现场的施工人员

应当优化控制混凝土的施工过程，从而为混凝土的质

量提供保障。

1.3  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存在运输不当的问题

在运输过程当中，如果工作人员处理不当也会导致混凝

土发生了裂缝问题。运输过程中如果混凝土材料发生离析

现象，那么在应用混凝土施工技术时将会引发混凝土材料

的裂缝问题，导致其应用效果难以满足工程需要[1]。

1.4  没有认真做好对混凝土结构的养护工作

在应用混凝土施工技术时，如果施工人员存在养护不当

的问题，也将导致混凝土结构出现裂缝。混凝土的养护工

作主要包括对混凝土结构进行覆盖或者洒水，从而控制混

凝土表面的湿度以及温度，使其始终保持良好的性能。如

果施工人员并没有按照规定开展养护工作，那么将难以控

制混凝土结构的湿度与温度，则土木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

也难以得到保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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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木工程当中处理裂缝的措施

2.1  对混凝土的质量进行检查

在应用混凝土施工技术时，出于杜绝裂缝问题的目

的，施工单位应当首先确保材料的质量符合标准，并在施

工开始前做好准备工作。为了做好混凝土材料的保障工

作，应当严格检查各原材料的质量，特别是骨料以及水泥

材料等，应当做到精细化控制。除此之外，为了使得施工

效果满足工程需要，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把关施工材料的配

置和管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混凝土材料的原材料配

置比例不同，其最终的应用效果也不同。所以，施工单位

应当结合项目要求对混凝土材料进行精细化控制，从而提

升施工应用效果。在搅拌混凝土材料的过程中，施工人员

应当严格控制各添加材料的投入量，确保其配比符合施工

标准。

2.2  保持科学的配比

在进行土木工程的施工时，施工单位应当有针对性地

采取相应措施解决裂缝问题，使得裂缝得到妥善处理，

从而提高工程项目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对于混凝土材料而

言，如果骨料的含泥量比较大，那么材料的吸水性能将显

著提高，混凝土构件也将呈现出干缩性。所以，在完成大

粒径骨料的施工工作时，施工人员应当选择适合的混凝土

型号，并对其使用量进行控制，将其干缩性控制在合理的

范围内。在对混凝土进行配置时，施工人员可以在材料中

加入粉煤灰，避免产生过多的水化热，对水泥的投入量进

行控制，从而提升混凝土的稳定性以及利用率。在对混凝

土进行配置时，施工人员可以在其中加入适量的减水剂，

从而提高混凝土材料的可泵性。最后，在对水泥进行配置

时，施工人员应当结合施工环境进行充分考虑，并调整施

工环节，为后续养护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条件[3]。

2.3  控制温度

温度的变化是导致混凝土出现各类问题的主要原因。

其中，温度应力是施工人员不得不重视的物理现象，是引

发裂缝问题的罪魁祸首。在完成混凝土的浇筑工作后，混

凝土当中蕴含的水分会逐渐蒸发，并引发一系列的温度变

化。温度的变化会影响墙体的成形过程。通常来说，施工

人员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会选择同时进行建筑施工

以及降温作业，从而让建筑结构的温度始终处于合理的范

围当中，降低引发裂缝问题的概率。如果施工环境当中的

温度比较高，施工人员常常借助碎石加水的方式进行降温

作业。除此之外，施工人员一般浇筑得比较薄，此举有助

于提高混凝土结构的散热性能。如果施工环境当中的温度

比较低，施工人员会进行保湿作业。这主要是由于水的比

热容比较大，当外界温度发生变化时能够对混凝土结构的

温度进行有效控制。最后，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一般会

将塑化剂加入混凝土当中，并对水泥的用量进行控制，施

工操作也尽量选择在温度比较适宜的条件下进行。

2.4  选择适合的运输工具

土木工程项目中应用混凝土施工技术时，施工单位

要想进一步提高施工效果，应当严格控制材料的运输

过程，不断提升运输效率，并在运输的过程中确保混凝

土材料的质量不会受到影响，比如出现离析现象等。因

此，施工单位应当选择适合的运输工具，并严格管理运

输混凝土材料的车辆，做好日常检修工作，以免混凝土

材料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同时也为混凝土后续

的浇筑过程提供保障。

2.5  对浇筑处理过程进行规范

混凝土的浇筑处理过程也与裂缝问题的出现有着密切

的关联。特别是放料和振捣这两个环节，施工人员应当严

格遵循施工规范，同时施工单位也要做到重点把关，确保

浇筑质量满足施工标准，以免发生浇筑不合理等不良问

题。通常而言，施工人员应当做到匀速浇筑，严格控制浇

筑的速度，浇筑过程中也要配合相应的搅拌，从而做到规

范化的控制，对混凝土结构的散热效果进行控制，以免混

凝土结构当中存在温度差，最终产生温度应力而引发裂缝

问题。

2.6  做好养护处理工作

在养护环节当中，施工单位也应当做到严格把关。对于

土木工程的施工过程而言，养护环节是整个施工过程的最

后一步，养护施工的施工效果也将直接影响土木工程项目

的施工质量，同时在控制裂缝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养护操作当中，施工人员应当围绕混凝土的湿度和温

度进行严格控制，同时操作过程要严格遵循施工规范。施

工单位要结合施工环境的变化情况以及混凝土结构的温度

情况调整温度指标，以免因温度应力的出现而导致混凝土

材料出现裂缝。除此之外，施工人员也应当对混凝土材料

进行洒水处理，从而控制混凝土表面的湿度情况，确保其

表面始终保持湿润，有助于混凝土的最终成型。

3  结语

综上所述，施工单位应当重点关注裂缝问题的出现，并

深刻认识到裂缝问题所引发的危害，在进行土木工程的施

工过程当中，施工单位应当全面优化混凝土施工的各个环

节，并督促施工人员严格遵循操作规范，从而从根本上杜

绝裂缝问题的出现，提高土木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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