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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筑工程的施工建设中，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进行合理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还可

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进程。论文先分析了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及其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要点，然后结合这一工艺技术

的应用常见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质控措施，旨在持续改进建筑施工中的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水平，以供参考。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mass concrete pouring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but	also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mass concrete pour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points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puts forward targeted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aiming at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mass concrete pouring technology level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for reference.

关键词：建筑工程；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质量控制

Keyword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ss concrete; pouring process; quality control

DOI: 10.12346/etr.v4i12.7430

1 引言
混凝土是最常用的一种建筑工程施工材料。合理选择混

凝土材料，加强混凝土性能质量的控制，能够明显提高建筑

结构的稳定性，延长建筑工程的使用寿命。在中国建筑结构

不断扩大、建筑楼层持续提高的情况下，大体积混凝土在现

代化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只有准确把握大

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要点，并制定针对性的质量控制措施，

才能够将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的应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促进建筑施工领域的稳定发展。

2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的相关概述
2.1 大体积混凝土的概念

所谓大体积混凝土，其实就是一种稳定性更高、容量更

大的混凝土结构，其最小断面尺寸也在 1m 以上。在建筑工

程的施工过程中，大体积混凝土的应用受到环境、温度等因

素的影响非常大，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施工裂缝问题，使混

凝土结构的安全性与稳固性受到影响。要想提高混凝土结构

的稳定性，保证建筑工程的安全性，非常有必要对大体积混

凝土的使用性能进行严格的控制，对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工

艺进行合理的优化。

2.2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的特点

2.2.1 原料消耗大
与普通混凝土相比，大体积混凝土的体积更大，浇筑施

工过程中产生的材料消耗量也更多。尤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的形势下，人们对于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在应用大体积混凝土材料进行施工的过程

中，只有保证原材料供应充足，且质量有保证，才能为建筑

工程施工质量的控制打好基础。

2.2.2 施工条件复杂
与普通混凝土相比，大体积混凝土的性能更加复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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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施工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如果施工现场的环境温度在

25℃以上，就可能因为混凝土内外温差过大而出现收缩裂

缝。所以，施工人员需要不断提高混凝土结构的厚度与稳定

性，优先使用连续浇筑施工工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减少

后期裂缝问题的出现。

3 建筑施工中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的应用
方法
3.1 混凝土原材料的科学配比

针对混凝土原材料的配比，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

对混凝土材料的设计强度进行严格的控制，加强水化热环节

的处理、加强水与水泥之间的比例控制，确保混凝土的和易

性与可泵性符合相关要求。如果选择使用矿渣水泥材料，可

以将用量控制在 340kg/m3。需要注意的是，矿渣水泥材料是

一种活性较高的惰性混合材料，必须要加强材料性能质量的

控制，以免对建筑工程结构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产生影响。第二，

按照特定的配比，将一级粉煤灰加入大体积混凝土中，既可

以提高混凝土材料的可泵性，又可以减少水泥材料的消耗量。

3.2 混凝土的拌和
针对混凝土的拌和，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在正

式开始拌和之前，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对骨料、

水泥等原材料的性能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查。如果发现这些原

材料存在质量问题，如砂石骨料明显风化、水泥复试报告不

齐全等，则不能进入施工现场。第二，当原材料性能质量检

查无误后，再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搅拌。在这一过程中，

施工人员需要对混凝土的拌和时间、拌和量等进行严格的

控制。

3.3 混凝土的浇筑
在正式开始浇筑施工之前，需要先采集部分混凝土样品，

然后对样品进行配合比试验，借此确定出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与设计要求。只有配合比试验通过，才能够确保大体积混凝

土的应用符合相关施工要求。严格按照建筑工程施工的相关

要求，对部分基础性材料的性能质量进行检验，确保模板表

面光洁平整，钢筋材料符合相关施工要求。

在正式的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如果高度超过 2m，

可以采取串筒下料的方式控制混凝土浇筑质量，以免出现骨

料离析问题。针对混凝土的振捣，应当做到快速插入，缓慢

拔出，前进速度均匀。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漏振等问题的

出现。

在振捣过程中，同一位置的混凝土不宜长时间振捣，当

混凝土表面出现返浆现象后，就可以暂停振捣施工。在浇筑

施工中，采用分层分段浇筑施工方式，可以降低水化热对混

凝土浇筑质量的影响，缩小混凝土内外部的温度差异，减少

裂缝问题的出现。一般情况下，在正式开始混凝土浇筑施工

之前，需要对混凝土进行 2 次以上的搅拌。在整个浇筑施工

过程中，还要对混凝土的浇筑面积、外界环境等因素予以实

时的关注，并随时采取针对性的控制措施。

3.4 施工温度的控制
在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大体积混凝土的水化热能量

比较集中，混凝土内部的温度上升速度也较快。如果混凝土

内部与外部的温差过大，将会出现明显的裂缝问题。所以，

在整个浇筑施工全过程，必须对施工温度进行严格的控制。

首先，尽量在适宜天气下进行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施工。如

果外界温度较高，不仅要加强混凝土材料的保护，还要对其

进行必要的降温处理。其次，在对混凝土进行拌和的时候，

需要保证施工现场通风条件的良好性，以此来加强混凝土热

量的控制 [1]。另外，还要将适量的缓凝型减水剂加入混凝土

材料中，以免通风措施加快混凝土的定型。最后，在完成混

凝土的浇筑施工后，要对混凝土进行必要的养护，以免混凝

土内外温差过大，出现裂缝问题。一般情况下，在夏季施工，

要尽可能地避免混凝土遭到阳光的直射；在冬季施工，要加

强混凝土材料的保温处理。

3.5 混凝土的养护
在对混凝土进行养护的时候，需要对大体积混凝土的水

化热现象予以高度的关注。尤其在水化热峰值到达之前，一

定要加强混凝土表层湿度的控制，以免混凝土表层湿度快速

下降，引起裂缝问题。在水化热峰值出现之后，则需要采取

调整地形的措施加强混凝土内外温差的控制。首先，为了防

止混凝土表层水分流失速度过快，在初凝阶段出现表面裂缝

问题，需要在浇筑施工中采用边收面边覆膜的保护措施，加

强混凝土表层湿度的控制。覆盖的薄膜要交错覆盖，彼此之

间衔接紧密，搭建宽度也超过 10cm。其次，浇筑施工结束

后，要对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确保其在 1.2MPa 以上。同

时，针对底板混凝土和顶板混凝土处的薄膜，要覆盖上双层

棉毡。为了将棉毡的保温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需要确保棉毡

上下交错、衔接紧密，且搭接的长度也超过 10cm。同时，

在覆盖棉毡时，要对下层薄膜进行有效的保护，以免因为混

凝土局部失水而形成裂缝问题。最后，在混凝土内部温度峰

值即将出现时，需要对混凝土的温度进行温度，并以此为基

础进行养护方法的调整。例如，如果混凝土局部内外温度差

超过 5℃，则需要适当增加混凝土表面覆盖的棉毡数量，防

止混凝土表面温度下降速度过快。

4 建筑施工中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的应用
问题
4.1 温差裂缝

在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施工的第 3 天，出现温差裂缝问题

的概率最高。分析温差裂缝问题的出现原因，主要与水泥水

化热散发速度过慢有关。因为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施工需要

采取连续浇筑方式，并为了保证混凝土的完整性，需要一次

浇筑成型。水泥与水结合，就会发生水化热反应。混凝土体

积过大，混凝土内部的热量散发难度就会变大。混凝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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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部的热量散发速度不同，就会出现混凝土内外温差问题。

如果温差过大，混凝土结构表面就会出现裂缝问题。另外，

在降温阶段混凝土会出现硬化收缩现象。如果混凝土收缩力

度增大，也会因为混凝土内部应力不均衡，而出现裂缝问题。

4.2 收缩裂缝
散热与硬化是混凝土形成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两个阶段。

在这两个阶段中，混凝土出现收缩裂缝问题的概率非常高。

第一，在散热阶段，混凝土内部温度达到峰值之后就会出现

水泥水化问题 [2]。水泥水化问题的出现，不仅会消耗大量的

水分，引起混凝土温度的下降，还有可能缩小混凝土的体积，

引起降温收缩。第二，在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混凝土的

泵送就会带来一定量的游离性水分。当混凝土开始硬化的时

候，游离性的水分蒸发，就会使混凝土因为水分不足而出现

干燥收缩。这两种收缩方式同时作用，就会产生较大的拉应

力，使混凝土结构因为受力失衡而出现不规则裂缝。这样的

裂缝，初期阶段非常小。但在后期拉应力不断加大的同时，

裂缝的宽度与长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4.3 安定性裂缝
所谓安定性裂缝，其实就是因为混凝土性能较差而引起

的裂缝问题。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施工中，使用到的施工材料

主要包含以下几种：①煤灰，主要作用是减少水泥用量，控

制水化反应中的热量释放；②砂石，主要作用是减少水泥用

量，降低混凝土形变概率；③煤灰与砂石，主要作用是强化

混凝土的性能与强度。需要注意的是，混凝土的性能，直接

受到材料配比的影响。如果使用的砂石或煤灰材料比较多，

水泥用量较少，就可能因为水化反应而引起收缩变形。

5 建筑施工中的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施工质控
方法
5.1 加强现代化温控技术的应用

在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施工中，加强现代化温控技术的应用，

可以帮助施工人员实时、精准地把握混凝土内部与外部的温度

变化，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温度调控措施，将混凝土

内部与外部的温度差异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减少温差裂缝问题

的出现。在应用现代化温控技术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对温度

数值的有效采集。目前，“人工测温 + 计算机测温”的方式是

最先进、最有效的温度采集方式。其中，计算机测温指的是利

用电阻传感器进行温度测试 [3]。即在混凝土外部设置 3 个测温

点，然后将电阻传感器安装到这 3 个测温点。这样，计算机就

可以自动记录电阻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温度数值。工作人员的主

要任务就是将温度数值保存下来，并保证测温系统的稳定运行。

在温度测试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根据混凝土内部与外部的

温差和外界温度，进行测温次数的确定。只有这样，才能够确

保获得最准确、最有效的温度值。

5.2 加强混凝土浇筑方式的优化
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施工，木模或砖模的使用，可以加

强混凝土表面热量散失速度的控制。如果条件允许，部分施

工单位还会通过钢模进行混凝土的浇筑。但是，钢模的散热

速度过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增大混凝土内部与外部的温

度差异，引起温差裂缝。如果施工单位决定使用钢模浇筑，

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首先，对混凝土的浇

筑情况、建筑工程的施工设计要求进行分析，然后对混凝土

的用量、钢模的疏密情况、混凝土的浇筑方式等进行合理地

控制，尽量提升混凝土厚度的均匀性 [4]。其次，使用斜面分

层浇筑法，防止上下浇筑层之间出现施工缝隙，影响混凝土

的密实性。最后，对混凝土材料进行人工振捣。振捣人员需

要提前接受系统的培训，确保具备扎实的振捣理论基础和较

高的振捣实践能力。在振捣过程中，还要安排专门的人员在

旁监督，以免因为振捣不实、漏振等问题，对混凝土浇筑施

工质量产生影响。

5.3 加强混凝土材料选择与配比的控制
针对混凝土材料的选择，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首先，

将适量的煤灰掺入到混凝土材料中，借助煤灰的滚球效应，

对混凝土的流动性与粘聚性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地控制水化

热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其次，在水泥材料的选择方面，要

优先选择中低热度的水泥材料。这样的水泥材料能够帮助施

工人员更好地控制混凝土的升温问题。最后，将防渗增强剂

加入混凝土材料中，借此加强混凝土收缩问题的控制，通过

水灰比的调整来强化早期混凝土的抗拉应强度。

针对混凝土材料的配比，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

对骨料级配、水泥与水的用量比等进行合理的确定，确保混

凝土的含泥量与相关设计要求相符。第二，加强混凝土含砂

率和含水量的控制，确保其符合国家给出的相关规定。

6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建筑工程施工领域的发展，大体积

混凝土浇筑工艺的应用优势必然会越来越突出。但是，要想

将这一工艺技术的应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不仅要对混凝土

的原材料配比、拌和、浇筑以及养护等施工环节进行严格的

控制，还要加强现代化温控技术的应用，加强混凝土浇筑方

式的优化，加强混凝土材料选择与配比的控制，借此减少温

差裂缝、收缩裂缝与安定性裂缝等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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