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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工程中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
 

□ 卢欣声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建筑工程中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的实际应用，针对原材料的选择及制作、钢筋绑扎及模板支护以及灌注
施工等技术，对混凝土结构表面质量缺陷的修补策略展开说明，以更好地解决混凝土结构表面裂缝、表面露筋等问题，以供同行业
相关人士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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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传统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的应用优点十分显
著，通常体现在其能够提升抗压性能与稳定性，灵活地
采取多样化的专业施工技术，可更好地提升房屋工程施
工质量。项目位于福建省厦门市观音山两岸金融中心，
毗邻厦门塔埔110kV变电站，用地面积11000.40m2，
项目建设1栋楼房，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为钢结构，
建筑占地面积2483.04m2，总建筑面积9215.66m2，建
筑高度20.50m；建筑层数为地上5层（局部2层），地
下局部1层；地上建筑面积8871.30m2，地下建筑面积
344.35m2。项目功能定位电力综合服务，以满足厦门
岛东部片区营销服务、配电运检、电缆检修、保电及抢
险指挥、后勤保障等工作的需要。本文针对该工程中钢
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要点进行详细分析。

1  建筑工程中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的实际应用
本文以厦门市观音山两岸金融中心为例，该工程

2018年6月开工，2020年9月竣工。在工程实际施工过
程中，包含原材料的选择与制作、钢筋绑扎与模板支护
技术。现结合工程实际，进行如下分析。

1.1  原材料的选择与制作
在房屋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若要灵活利用混凝土

结构施工技术，则要从选择材料方面切入，明确所需材
料的类型以及规模。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诸多原材料
可以通过就地取材的形式获取。如砂石骨料可采用部分
废弃建筑物，但需要相关工作人员保证骨料洁净，同时
确保尺寸上的统一。在材料被转移至施工现场前，安排
专业的管理人员仔细核查，过关后才转移至施工现场。
钢筋混凝土材料是通过水泥、砂石以及钢筋拌合而成，
相关操作人员注意配合比，在合理比较数据后，方可完
成一次预制作，仔细核查材料质量，并进行一定调整，

从而更好进行制作[1]。同时，还针对混凝土结构项目进
行性能方面的检测。

1.1.1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是评估结构实体质量的重要
指标之一。考虑到混凝土标准养护构件的强度能够进一
步核验混凝土配合比，对验证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的代
表性不太明显，主要源于它们的养护基础具有差异性。
养护过程中的温度、湿度是影响混凝土强度的重要因素
之一，因此尽管与结构实体本身的养护还有差别，但仍
比标准养护试件接近结构实体。在标准养护试件强度评
定的基础上，再用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评定，混凝土结
构工程的质量管理水平将获得大幅度提升。在确保工程
标准养护试件强度核验过关之后，还应保证同条件养护
试件的强度也要契合相应的规定。

检查方法：同条件养护试件采用等效龄期600℃·d
的混凝土强度试件，再乘以换算系数1.10倍，等效龄期
不应少于14d，也不宜大于60d。

1.1.2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体现了结构内钢筋的实际
情况，已成为混凝土结构项目的关键指标之一，对结构
的受力属性、持久性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梁类、
板类构件纵向钢筋保护层厚度一次检测合格率可达90%
以上，争取一次检测合格率达100%。

1.2  钢筋绑扎及模板支护技术
为了保证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稳性和实用性，在作

业期间工作人员务必要完成绑扎钢筋工作。购入部分尺
寸统一的钢筋材料，采用焊接或者人工捆绑的方法，进
一步稳固房屋结构，充分起到支撑作用。不仅如此，工
作人员还要灵活采用模板支护技术，这主要为了在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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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期间，完成防护工作，防止产生溢浆液的现
象。综合绑扎的现实状况，操作人员要明确各节点的牢
靠程度。通常搭接的末端以及钢筋弯折位置的间隔是钢
筋长度的10倍以上，同时接头位置最好不要在构件最大
弯矩位置。混凝土灌注的形状、方位以及尺寸，都与模
板搭建大小和方位相联系，同时还对灌注质量产生一定
影响。相关施工人员还需遵循施工图纸要求，明晰各作
业流程，明确模板结构构建的实际方位，更好地为后续
灌注工作奠定基础。

1.3  灌注施工技术
为了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会存在不同的建筑物

造型以及结构，如此一来，钢筋混凝土结构作业的难度
系数也随之提升。在浇筑钢筋混凝土期间，灌注施工技
术由框架柱混凝土、梁板混凝土以及楼梯混凝土三者构
成，应结合美观性与实用性，对不同施工位置采取不同的
施工技术，以全面提升技术水平[2]。

第一，框架柱混凝土施工是房屋竖向承重的关键组
成部分。在浇筑期间可分层、分段开展，且每段施工在
完成浇筑后再进行振捣工作，待混凝土材料初凝后再继
续下一环节。第二，对梁板混凝土进行浇筑时，施工人
员可依据混凝土流向，采取“赶浆法”完成浇筑，一直
浇筑到楼板处，然后再进行振捣，以提升实际的振捣效
率。灌注结束后，相关工作人员应施行必要的养护处理，
再进行拆卸，从而完成整个灌注施工；并对拆模后混凝
土结构外观尺寸进行实测实量，记录相关的数据信息。

1.4  后浇带施工技术
在建筑结构中，钢筋混凝土会使建筑表面或内部

结构产生裂缝，当出现混凝土后缩问题，会降低施工安
全性能，对消费者的使用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为
了确保建筑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规避材料脱落，应
采取后浇带施工技术。后浇带施工技术在避免建筑物渗
漏、浇筑混凝土等方面应用广泛，相关单位应不断优化
后浇带技术，以保证建筑物的稳定性。

1.5  混凝土施工技术
合理设计混凝土配合比。第一，钢筋混凝土最大

水灰比需小于0.65，水泥用量低于280kg /m3。技术人
员结合粗骨料与细骨料的静观密度，准确计算用量。第
二，在混凝土拌和过程中，必须合理控制坍落度。如
果低于40mm，那么偏差必须控制在±10mm；如果在
50mm～90mm，则允许偏差在±20mm。第三，浇筑过
程中采取连续浇筑的方式，并对倾落高度进行有效控制。
浇筑完成后，还需做好振捣工作，最后进行养护工作。

2  混凝土结构表面质量缺陷的修补策略分析
2.1  混凝土结构表面裂缝
混凝土结构表面裂缝主要划分为温度裂缝和干缩

裂缝两种，前者是因为在混凝土结构硬化过程中，受水
化热的影响，导致混凝土结构因内外温差而出现不良裂
缝；后者通常是因为混凝土结构浇筑结束后，表层水分
蒸发变干紧缩导致。若在气温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混凝
土结构表层会由于蒸发很快而常常发生一系列干缩裂缝
问题。干缩裂缝不属于结构裂缝，所以影响不大，通常
表现为对角斜线状，较细小同时也不持续，其直径不大
于30cm，同时极少发展至边缘；但是只要出现了贯通
性裂缝，则会给混凝土结构性能带来不利影响。防护措
施，一是可在混凝土内注入一定的引气剂，均衡内外层
紧缩差，进而缩减收缩裂缝；二是完成好混凝土结构浇
筑后的养护工作，在浇筑结束后采取湿润的材料进行覆
盖，同时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洒水养护处理，防止构件表
层在前7d暴露在外部空间中[3]。

在凝结固化混凝土过程中，常常会形成一系列水
化热现象，使内部温度攀升，进而导致混凝土表层和内
部间构成较为明显的温差，形成温度裂缝。在大体积混
凝土浇筑期间，内外温差效应比较明显。在浇筑上层混
凝土期间，较深层的混凝土结构会在自重效用下逐步下
沉，如果混凝土浇筑初凝未达到终凝状态，且遭到外部
因素的影响，则会给沉降带来一定的影响，使其变形并
出现裂缝。该裂缝容易出现在窄长型混凝土结构如混凝
土结构柱的边角位置，在混凝土初凝之前，相关工作人
员应对混凝土进行二次振捣，以提高混凝土强度。

2.2  混凝土结构表面露筋
混凝土结构表面露筋通常是由于保护层垫块设置不

合理、钢筋绑扎不牢靠等使得钢筋暴露在外。混凝土内
钢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混凝土结构的总体抗拉性能，
对混凝土结构的总体质量有着较大影响，所以相关工作
人员需做好表层露筋问题的防控及处置工作。在实际修
补前，要明确露筋方位和严重程度，可采取喷射混凝土
技术或压力灌浆手段予以修补。针对框柱、剪力墙等部
件的纵向受力主筋的露筋，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制订修补
加固方案，设计及监理核查通过后再予以修补[4]。

3  结语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迅速发展，房屋建筑项目的施

工技术水平也在逐步提升。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当前建筑
项目的关键构成部分，要重视其质量控制工作，合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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