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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作为现代建筑在施工过程中的重要材料之一，

混凝土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具有的性能稳定以及使用方

便等优点，因此近些年来混凝土在建筑施工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混凝土开裂作为混凝土在应用过程中较为常见

的问题，同时这一问题难以避免，所以近些年来已经逐

渐成为困扰建设者的重要问题之一。这就需要有关人员

在进行实际的房屋建筑施工中，需要做到从建筑的实际

情况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对混凝土裂缝问题进行有效控制。

一、混凝土裂缝控制技术分析

（一）在设计方面控制裂缝问题的技术分析

在进行混凝土的设计过程中为了有效控制裂缝问题，

这就需要在进行混凝土强度的设计中需要对强度进行有

效控制，保证混凝土强度等级控制在C20~C35之间，并

且近些年来随着建筑层数的不断增加，大体积混凝土的

逐渐应用，这也就为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这就需要在混凝土的拌制过程中用到大量的水泥，

这就会导致混凝土的水化热过高以及混凝土内部温度过

高，假如混凝土内外温度差超过30℃以上，就会因为温

度应力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从而发生开裂问题。这就

要求在进行混凝土的设计过程中，要有效避免强度越高

效果越好的错误想法，从而有效避免混凝土的开裂问题。

在进行大混凝土工程的施工准备阶段，需要的混凝土块

体温度，温度应力以及收缩力进行验算，保证在设计过程

中，能对施工阶段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块体的升温峰值进

行有效控制，实现将混凝土的内外温差控制在25℃之内，

这样才能实现在设计方面有效控制混凝土的裂缝问题。

（二）在材料方面控制裂缝问题的技术分析

在进行混凝土材料的选择过程中，通过降低水泥的

用量可以有效降低混凝土的水化热，从而保证能对混凝

土浇筑后的内外温差进行有效控制，同时这对降低混凝

土后期的保温养护费用也具有重要帮助。这就要求在进

行C20~C35等级的混凝土的配合比选择过程中，为了有

效满足大体积混凝土配合比的特殊性，尽量保证水泥用

量不得超过380千克每立方米这一范围。同时需要在其

中加入一定的掺合料以及外加剂，粉煤灰作为国内当前

常用的主要掺合料，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可以保证混凝

土的和易性能得到有效提升，同时还能对水泥进行代替，

这对降低混凝土的水化热有着重要帮助。在其中还需要

加入一定的外加剂，其中这就包括缓凝剂、膨胀剂等等，

以C30等级的混凝土配合比为例，具体水泥用量、掺合

料以及外加剂用量可以将下表作为参考：

表1　C30混凝土配合比（千克/立方米）

水泥 粉煤灰 膨胀剂 密实剂 水

310 60 34 4 170

（三）在施工方面控制裂缝问题的技术分析

在进行混凝土的浇筑过程中，主要可以采用分层连

续浇筑和推移式连续浇筑这两种方式，为了在施工过程

中有效控制裂缝问题，这就要求在进行实际的施工过程

中需要满足以下要求，首先就需要在进行混凝土的摊铺

厚度的确定中，要做到从实际施工过程中的振捣器作用

深度以及混凝土的和易性出发进行厚度确定。并且在采用

泵送混凝土进行施工时，必须要保证混凝土的摊铺厚度要

控制在600毫米之内，同时在采用非泵送混凝土进行施工

时，要将混凝土的摊铺厚度控制在400毫米之内。在采用

分层连续浇筑或者推移式连续浇筑这两种方式在实际的施

工中，需要尽量缩短层间间隔时间，并且要保证在前层混

凝土完成初凝之前，完成其次层混凝土的浇筑过程。

在进行混凝土的拌制以及运输过程中，一定要保证

满足连续浇筑施工的有关要求，同时还需要尽量降低混

凝土的出罐温度，这就要求在进行混凝土的拌制以及运

输中想要有效控制裂缝问题就需要满足以下规定，首先

第一在进行炎热季节的混凝土拌制过程中，这就要求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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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搅拌场站需要对砂石骨料进行有效的遮阳降温措施，

第二当采用泵送混凝土进行施工中，在进行混凝土的运

输过程中需要采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进行运输，并且还

需要对混凝土搅拌运输时的数量进行严格要求，从而能

够保证建筑的连续浇筑，这对控制混凝土裂缝具有的重

要作用。

在进行混凝土实际浇筑中，需要对混凝土的表面泌

水进行及时清除，同时由于泵送混凝土的水灰比通常较

大，所以这就会出现严重的泌水现象，假如在这一过程

中未对这一现象进行有效处理，将会对混凝土结构的质

量造成严重影响[1]。

在完成混凝土浇筑过程后，需要采取有效的温控技

术措施进行混凝土的保温养护工作，为了有效控制混凝

土的裂缝问题就需要在养护工作中满足以下要求，第一

在进行保温养护措施的选择中，需要做到保证混凝土块

体的内外温差以及温度下降速度满足温控指标的有关要

求。第二在进行保温养护持续时间的选择上，有关人员

需要根据温度应力对保温养护时间进行控制，但是整体

的保温养护时间不得少于15天。在进行保温覆盖层的拆

除中需要分层逐步进行，第三在进行实际的混凝土养护

工作中，有关人员需要保证混凝土表面湿润，同时养护

工作作为混凝土施工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养护工作的根

本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大体积混凝土块体的内外温差值，

保证混凝土块体的自约束定力能得到有效降低，同时能

保证混凝土块体的降温速度可以得到有效降低，保证能

将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进行充分利用，这对提高混凝土的

抗裂能力具有重要帮助，能实现对混凝土的分度裂缝问

题进行有效控制。在进行混凝土的保温材料的选择中通

常可以选择塑料薄膜或者草袋，同时在寒冷季节进行施

工过程中，可以选择搭建挡风保温棚以及提高覆盖层厚度

等方式，保证养护工作的温控指标能满足设计要求，在实

际的养护中要尽量避免混凝土长期暴露于风尘日晒的环境

中，实现有效对混凝土的裂缝问题进行有效控制[2]。

二、裂缝处理技术分析

（一）表面修补技术分析

在进行混凝土裂缝的处理过程中，表面修补技术作

为常用方式之一，通常在处理过程中在裂缝表面涂抹水

泥浆、环氧胶泥，或者在实际的处理过程中在混凝土表

面涂刷油漆、沥青等防腐材料，从而能起到防护作用的

基础上，还能有效防止混凝土受到各种作用出现继续开

裂问题，同时也可以选择在裂缝表面粘贴玻璃纤维布等

措施对裂缝进行有效处理[3]。

（二）结构加固技术分析

假如混凝土裂缝对混凝土的结构性能造成影响时，

就需要采用结构加固技术对混凝土结构进行有效处理，

其中混凝土结构加工技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主要可以

分为以下几种方法，其中主要就包括加大混凝土结构的

截面面积，在混凝土构件的角部外加包型钢，或者在施

工过程中采用粘贴钢板的方式对构件进行加固，同时还

可以采用增设指点加固以及喷射混凝土补强加固等方式，

实现对混凝土裂缝进行有效修补[4]。

（三）混凝土置换技术分析

在进行严重损坏的混凝土裂缝问题的修补中，通常

采用混凝土置换技术进行修补，其中这项技术在实际的

应用中通过先将损坏的混凝土进行剔除，在剔除完成后

换入新的混凝土或者其他材料，其中常用的置换材料主

要就包括普通混凝土、水泥砂浆以及聚合物等等，从而

实现对严重的混凝土裂缝问题进行修补[5]。

（四）灌浆、嵌缝封堵技术分析

灌浆、嵌缝封堵技术在实际的应用中，主要应用于

对结构整体性有影响的裂缝修补作业，或者应用于有防

渗要求的混凝土裂缝的修复过程。这项技术在实际的应

用中，将胶结材料采用压力设备压入混凝土裂缝内，胶

结材料在完成硬化之后，就会和混凝土形成一个整体，

从而能实现对混凝土裂缝进行有效封堵以及加固，常用

的胶结材料主要就包括水泥浆、环氧树脂以及聚氨酯等

化学材料，而通过以上技术的应用对混凝土的裂缝问题

进行有效修补[6]。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混凝土裂缝问题作为房屋建筑施工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不能会导致建筑的抗渗能

力受到影响，还会使建筑的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这

就要求有关人员在进行混凝土的施工过程中，需要对混

凝土的裂缝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做到采用针对性的措施

对裂缝问题进行处理，这样才能有效对防护建筑工程的

混凝土裂缝问题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为建筑物的安全性

以及功能提供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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