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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仓法专项施工方案分析 

江神烽 

上海大宁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  200000 

【摘要】本文主要就跳仓法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分析，结合实际的工程项目案例，合理的设计混凝土的配合比，应用跳仓法技术完成施工任务，

处理地下室超长结构施工时期所存在的难题，合理的使用跳仓法施工技术，加快项目的施工进度，节约项目的施工成本费用，让其施工流程

变得更加的顺畅，控制混凝土有害裂缝，避免其后期产生渗水漏水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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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混凝土施工技术被广泛的投入到了我国建筑项目建设过程当

中，但是这类工程项目会产生一定的早期水化热问题，导致大体积

混凝土所释放的热量较高，提高了项目自身的温度应力，引发了一

系列的非荷载型裂缝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用跳仓法施工

技术，可以更好地加快项目的施工进度，同时还可以给大体积混凝

土浇筑施工提供便利，构建一个高品质的建筑设施。 

1工程概况 

项目案例位于静安区东至广延路，南至明园森林都市涵翠苑，

西至静安区体育场，北至汶水路。项目用地面积为 14630.8m2，总建

筑面积 77160.5 m2，由一幢 17 层办公楼、三幢 4 层商业楼和一幢垃

圾房组成，地下三层，基坑面积为 11417m²，周长 420m。基坑等级

为一级，环境等级三级；坑内局部深坑落深 0.8m～3.75m。地下室

底板结构面标高为-13.50，底板厚 1000～1800mm 不等，垫层厚

150mm，基坑开挖一般深度为 13.7m。集水井和电梯井处有落低深坑，

本文以基础底板为研究参考对象，就基础底板采取跳仓法施工方案

进行分析。 

2跳仓法施工的优势 

本工程底板面积约 11400 ㎡，周长约 420m，原设计图纸中设置

了 3 条温度后浇带，高层和多层之间设置了温度兼沉降后浇带。由

于后浇带较多，可能会对现场的施工管理、施工质量带来较多的问

题。产生后浇带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留置于基础底板位置上的后浇

带封闭前时间搁置较久，垃圾杂物会大量的掉落到后浇带当中，底

板钢筋在局部位置上的加强钢筋，这就会让其所开展的清洁工作难

度变得更大，同时也无法保障其项目清洁的干净程度，会直接影响

到总体项目施工的品质。后浇带被贯穿到地下以及地上的结构，会

让其施工受阻，延误项目的施工进度。后浇带灌充混凝土之前，需

要对两侧的混凝土进行凿毛的处理，由于其上下层的钢筋，所以，

并不能进行实际化的操作，同时新老混凝土的粘接强度也无法得到

保证，会受到浇筑时间差的影响，让其底板混凝土干缩会在后浇带

贯通之前完成，新老混凝土连接位置极其容易产生裂缝的现象，膨

胀剂也无法发挥出其自身所具备的补偿、收缩等作用。故取消原设

计图纸中全部温度后浇带和沉降后浇带，采用“跳仓法”进行施工。

这样可以有效地确保项目的施工质量，同时减小施工作业开展的难

度。在取消后浇带后能够攻克各项各类困难问题，让施工流程变得

更加的顺畅、便捷化，并给后续施工供给更为高品质的作业面，提

高了基坑施工的安全度，降低其受到后浇带的影响而增加工序所产

生的问题。依照相关的施工要求标准，开展项目施工作业活动，保

障项目的施工进度。如果仍旧凭借抗的方式，是无法抵抗住的，所

以，需要使用抗放兼施，先放后抗， 后要以抗为主进行施工。 

 

本项目跳仓块编号示意图 

3跳仓法专项施工方案 

3.1 前期准备工作 

3.1.1 混凝土准备 

首先是厂家的选择，为了能够确保混凝土防水功能不受影响，

让其达到相应的抗渗标准以及强度要求。甲方联合施工单位在上海

市场分别考察了多个混凝土厂家，同时综合性的进行了质量、供应

能力等方面的评比，选择混凝土材料供应速度较快且质量较好的供

应商。其次，要控制好混凝土材料以及配合比数值。如果其在作业

时发现某一区域产生了裂缝的现象那么其裂缝的规模就会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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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甚至还呈现出一种快速延伸以及扩展的状态，一直到裂缝产生

断裂的问题。如果该骨料的直径比较大，那么虽然其裂缝出现的时

间比较早，但是不管是裂缝的延伸，还是扩展，都会受到大粒径粗

骨料的影响，导致其裂缝的扩展速度越来越慢，直至趋于稳定。大

粒粗骨料的混凝土收缩数值会比较低，所以，应当优先选择泌水性

能较小的水泥，同时还需要控制好水泥的使用量，让坍落度可以严

格的达到相应的设计规范要求标准。外加剂方面，掺加混凝土胶凝

材料总质量 10%的 SY-T 复合纤维增韧剂。具体的配合比参数在混

凝土前与设计、厂家共同商讨确定。 

3.1.2 其他准备 

准备好施工现场的主要机械设备，同时布局施工现场。大底板

施工阶段共配备 1 台回转半径为 56m 的塔式起重机；负责模板、钢

筋等材料的搬运，满足提高工效和加快施工进度的需要。使用商品

混凝土，采用汽车泵输送混凝土。视混凝土浇筑的方量配备 70 混

凝 土 振 捣 棒 若 干 。 ZLJ5417THB50X-6RZ 的 大 理 论 输 送 量 为

170m3/h ， 大 布 料 半 径 为 46m ， 大 布 料 深 度 为 36m ；

ZLJ5297THB38X-5RZ 的 大理论输送量为 140m3/h， 大布料半径

为 34m， 大布料深度为 24.8m。明确底板混凝土施工控制的要点，

严格的调控大体积混凝土的水化热，进行养护，确保混凝土浇捣的

连续状态，控制好混凝土内外温差数值，避免其受到温度应力的影

响，引发一系列的底板裂缝问题，做好混凝土养护测温以及监控工

作，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正确的指导，凝土的养护流程，分析施

工的内外温差，使用相应的对策，防止其出现温度裂缝的问题。 

3.2 施工关键技术 

3.2.1 施工缝处理 

必须在开展浇筑工作之前，清洁其区域的垃圾以及砂石等，同

时还要进行凿毛处理，使用水去冲刷干净，保障该混凝土表面的湿

润程度。通常来说，其处理的时间不能低于 24 小时。确保其钢筋周

围的混凝土不受施工的影响，不可在施工过程中对其位置形成干扰，

不让该区域的混凝土出现损坏或者松动等的现象，清除干净钢筋上

所存在的浮锈等一系列的杂物，在施工缝处进行浇筑时，防止其直

接靠近缝边下料。在使用机械设备振捣工作之前，应当让其和缝边

距离靠近，如果其距离处于 80 至 100 厘米，那么就需要停止继续进

行振捣，并让其保持良好的结合状态。 

 

 

3.2.2 模板工程 

首先是施工靠近围护桩的跳仓块的施工，可将其底板钢筋与钻

孔灌注桩的钢筋焊接，增加钢筋的稳定性，使其在浇筑过程中不易

移动。同时，经设计同意，将底板混凝土浇筑至围护桩，增强底板

的传力效果。其次，需要合理的设置侧模结构，依靠侧模本身的抗

侧压能力。因底板垫层上部有卷材防水层和防水保护层，故在侧模

外侧加斜撑的方法不可行。考虑在底板内部，利用板底钢筋设置拉

结斜杆，固定侧模。同时，在侧模上采用快速收口模，增加立柱型

钢布置密度，水平方向增加三级钢φ8@100 的钢筋，外侧设 2 道 L50

×5 的角钢与拉结斜杆进行焊接固定。 后，需要严苛的控制混凝

土的浇筑流程。采取分层浇筑法，将其浇筑的分层厚度控制在 300

至 500 毫米的数值范围，如果其处于水平方向结构的混凝土，浇筑

厚度大于 500 毫米，那么就需要按照 1：6~1：10 的坡度进行分层浇

筑。上层混凝土必须要超前覆盖下层混凝土至少 500 毫米数值，循

序渐进地进行施工，不可急于求成，其浇筑的厚度如果过厚，就会

导致侧模的受压数值较大，引发变形性的问题。此外，在同个跳仓

块浇筑时，应当遵守相应的浇筑顺序，由和侧模一侧距离较远的方

向进行浇筑，如果两侧均存在侧模，那么就应当由中部向两端不断

的靠拢进行浇筑。在浇筑混凝土之前，还需要保护好钢筋，如果钢

筋骨架产生位移或者变形性的问题，就需要第一时间内纠正，同时

还应当设置数量较为充裕的钢支架以及钢筋撑脚等，对其重要的节

点位置进行加固的处理。 

3.2.3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措施 

首先，要注意混凝土的运输事项，要求施工单位保障其运输道

路的良好照明状态，在一些危险的区域位置增设相应的警戒标识。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在装料之前，必须要保障拌筒内积水全部倒出去。

在运输的过程中，不可将水添加到半桶内部。在进行混凝土泵喂料

的过程中，必须要保障混凝土拌和的均匀状态，防止混凝土产生分

层离析等问题，并且在喂料的过程中，混凝土应当始终处于集料斗

内高度标志线的位置之上，增设网筛，指派专业的工作人员去监视

喂料的过程，避免其出现颗粒直径较大的骨料或者异物进入到其中，

堵塞混凝土泵。在完成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喂料工作之后，需要将拌

筒内的杂物清洁出来，同时排干净积水。其次是混凝土施工质量的

控制要点。在施工时，控制好施工现场的塌落度以及防风系数等，

和气象站保持沟通和联系，要尽可能的保持在常温的环境中进行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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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作业。如果其施工作业要处于炎热的阶段，那么就需要在早间或

者晚间进行混凝土的浇灌，防止混凝土出现高温入模或者钢筋涨起

来等的问题，尽可能的减小夏季混凝土的入模温度。在必要的状况

下，施工单位需要和供应商进行沟通及协商，提前做好水泥以及石

等的降温工作，延长水泥贮存的时间，减小水泥的温度，可以专门

使用资金购置冰块来降温，做好日晒高温的预防工作，应用麻袋包

裹或者覆盖住输送管道等，同时还需要定期的将冷水喷洒到其上部，

这样可以起到降低混凝土温度的作用，让混凝土的均匀性处于良好

的状态。 后，在浇筑以及振捣混凝土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相应

的注意事项。在启动混凝土泵后，要及时地将适量的水输送到其中，

起到湿润料斗以及输送管内壁等的作用。对其泵进行检查，防止输

送管或者混凝土泵存在异物，应用 1：2 的水泥箱。在泵送初期阶段，

要让混凝土泵处于一种慢速匀速的状态，之后在逐步的加速。工作

人员需要细致的观察混凝土泵以及系统的压力状况，在其系统处于

一种顺畅的运转状态后，让其依照正常的速度完成输送的任务。如

果在泵送时需要进行中断的处理，那么其中断的时间不可大于搅拌

混凝土施工结束的延续时间，如果需要依照计划中断泵送，那么就

要需要分析中断浇筑的位置，其中段的时间不可大于一小时。 

3.3 保证措施 

3.3.1 质量保证措施 

要求施工单位严格的把控好施工原材料的质量关卡，尽可能的

调整并优化混凝土浇筑时期所产生的泌水现象，对浇筑入模温度等

进行调整，使得其所应用的外掺剂以及粉煤灰达到规范标准，严苛

的控制好混凝土的塌落度，到达现场 120±20，不可随意的加水。

此外，要求施工单位及工程监理推行巡回检察机制，一旦其在检查

的过程中发现存在着质量性的问题，就需要及时督促其进行整改，

和搅拌站进行沟通反馈施工现场混凝土实际的踏落度以及相关的质

量信息，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搅拌站的出料质量。要求施工单位管

理人员推行位责任制，要明确的划分好自身的工作职责义务，保障

奖罚的分明性。各个泵车都需要控制好进料量，依照规定的总量平

衡搅拌车，控制好混凝土搅拌的速度，达到一种齐头并进的状态，

使用测温以及控温等的技术，控制好混凝土的内外温差，其内外温

差数值不能大于 25℃，防止其产生结构贯穿性的裂缝问题，要连续

性的进行浇筑，作人员轮流交替用餐，在浇筑振捣混凝土之前，还

需要完成技术交底等的任务。 

3.3.2 安全保证措施 

施工人员在现场操作必须要严格的遵守安全生产的各项技术及

规范要求。在施工之前，要求施工单位落实好施工人员的安全交底、

技术交底等。如果工作人员是特殊的工种，那么就必须要让其持证

上岗，在浇捣混凝土之前，还需要全方位的检查施工现场所运用到

的电力设备及电动工具等，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在施工

之前，施工现场的各项移动工具、电源线都应进电箱并有漏电开关

保护，保证电源线没有任何损伤。在夜间施工时期，要保障施工现

场照明状态，不可随意的去挪动照明灯具，也不可将衣物挂在电线

上。正确的应用一些施工防护的用具，做好施工现场道路的维护处

理工作，工作人员必须在作业时坚守岗位，不可酒后操作。 

结语： 

跳仓法就是将建筑设施依照相关的规范标准划分成为多个段，

或者会实行间隔施工的一类处理对策。早期阶段的跳仓法施工主要

被投入到一些水利工程以及地下工程项目当中，当前，其施工技术

开始被应用到一些大体积混凝土以及超长、超宽的民用工程设施中。

应当深度的探究该项施工技术的应用要点，合理的控制施工材料以

及施工技术，正确的认知该项施工技术投入到实际工程项目当中的

积极意义及作用，降低其结构渗水问题的发生概率，让其项目的经

济效益更加的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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