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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施工技术管理不同于其他管理，它直接关系到工程的寿命使用以及安全性能，设计计算是技术管理安全保障一个

主要方面，而施工是其另一个技术管理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建筑施工质量管理是工程建设质量保障的核心，直接决定了

工程安全性能，是工程施工目标控制的重点，对提高工程的各项自身效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Abstrac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management methods, as it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lifespan, use, 
and safety performance of the project. Design and calculation are one of the main aspects of technical management and safety assurance, 

while construction is another major factor in technical management. It is well known that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is the 

core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urance, which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safety performance of the project and is the focu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oal control,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various self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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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格调松间南里项目工程位于中国天津市西青区迎水道

延长线大学城地铁站北侧，建筑面积为 93832.88m2（地

上 35893.19m2、地下 57939.69m2），地下为钢筋混凝土

板柱剪力墙结构、地上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地下室

层高 5.26m，地上层高分别为 2.96、2.95m，檐口高度为

84.77m。本工程基础采用桩承台基础形式，地下室占地面积

57939.69m2，底板施工的组织和协调是施工的重点 [1]。

2 施工技术保障措施
①必须组织相关技术人员以及作业组长熟悉施工图纸，

优化方案，为优质施工创造条件；制定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方案（如基础底板砼施工及养护、地下防水、后浇带施工、

模板施工、机电安装的施工技术措施），提前完成一切施工

准备工作，从而保证进度计划以及施工质量。

②积极引进、采用有利于保证质量、加快进度的新技术、

新工艺，在本工程中除采用常用的商品泵送混凝土、粗直径

钢筋直螺纹连接以外，着重考虑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

保证进度目标实现。

③落实施工方案，在发生问题时，及时与设计、甲方、

监理沟通，根据现场实际，寻求妥善处理方法，遇事不拖，

及时解决，加快施工进度。

④施工面积大的有利条件是作业面宽敞，在保证足够劳

动力的前提下，进行作业分区管理，通过作业分区来缩小工

程规模，组织小流水施工，可缓解材料、机具调试等因素的

影响，每个区段中合理组织流水作业。

⑤建立准确可靠的现场质量监督网络，加强质检控制，

保证施工质量，做好成品保护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返工、返

修，以质量保工期，加快施工进度。

⑥施工班组人员多，所以每道工序施工前必须做好针对

性强的技术交底、明确质量标准，保证各工序顺畅衔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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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窝工，提高工效。

⑦针对交叉作业多的情况，施工中统筹安排，合理安排

工序之间的流水与搭接。

⑧对进度计划进行有效动态管理，并适时调整，使周、

月、季计划更具有现实性。以工程总体进度网络为纲，对各

施工阶段的实施计划进行编制，包括季度、月度、周计划，

明确时间要求，据此向各作业班组下达施工作业指令。实施

施工进度同时，各分部分项工程作业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分

别提前 5% 工期计划，以确保工期按时完成。依据各施工阶

段及专业特点，牢牢把握 15#、16# 和 17# 三栋楼座这条进

度计划的关键线路，坚决杜绝关键线路上的工作事件造成工

期的延误；非关键线路的作业，则可做出合理调整，确保工

作完成日期适当，调整的作业计划在不影响工期的前提下，

灵活安排施工机械和劳动力流水施工。做到重点突出，兼顾

全局 [2]。

3 钢筋工程质量控制措施

3.1 钢筋绑扎
钢筋绑扎流程图见图 1。

图 1 钢筋绑扎流程图

3.2 钢筋制作

3.2.1 钢筋配料与制作要求
在实际的项目施工中，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对钢筋

配料单进行严格的审查，以确保钢筋配料的尺寸准确，以防

造成安全隐患，还要严格地观察钢筋制作过程，时刻监管钢

筋加工场地，保证钢筋加工必须符合规范，保证钢筋质量。

3.2.2 钢筋制作质量要求
钢筋加工允许偏差数据详见表 1。

表 1 钢筋加工允许偏差表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1 受力钢筋顺长度方向全长的净尺寸 ±10

2 弯起钢筋的弯折位置 ±20

3 箍筋内净尺寸 ±5

3.2.3 箍筋控制
①将各种规格尺寸的箍筋，分别加工制作 50 个，由项

目工程师组织检查验收。

②检验后达到质量标准的箍筋，都要悬挂在钢管架体上，

让操作人员在大批量加工前，进行观摩，使操作人员清楚认

识到箍筋加工的重要性。

③箍筋 135°弯钩：第一，箍筋端头应弯成 135°弯钩，

弯钩平直段相互平行，不准出现长、短腿现象。第二，平直

段长度不应小于 10d。

3.3 钢筋工程质量保证措施

3.3.1 钢筋检验、加工与堆放
①施工现场的材料员应做到尽职尽责，在钢筋进场前对

钢筋的出厂合格证以及炉号和批量进行严格审查。在钢筋进

场后，施工现场的试验员必须严格地根据规范要求马上认真

地做钢筋复试工作，不能象征性地敷衍了事，在钢筋复试通

过后，才能按照要求批准使用。

②在施工现场，钢筋必须采用现场堆放的方式存放，且

项目所使用的钢筋必须是现场加工成型的才可以使用。

③施工现场还应做到钢筋标识牌统一，不能杂乱无章，

要标注清楚使用部位和规格以及数量、尺寸等的内容。本工

程钢筋量大、种类多，钢筋进场后根据级别、型号分开有序

堆放，并对二级钢进行刷漆标识，严禁混用。

④对使用批量较小部位，箍筋每 500 个为一个检验批。

对使用批量较大部位，箍筋每 1000 个为一个检验批。

⑤钢筋后台加工棚，要悬挂钢筋加工质量标准、工艺技

术交底、钢筋翻样图，要分别悬挂在各自岗位操作台前。

⑥要分规格独立堆放，不准混垛。

⑦加工后的产品，要用垫格架起，有防潮措施 [3]。

3.3.2 钢筋定位及保护层控制
剪力墙钢筋的定位：使用梯格筋进行定位。

①作用：控制剪力墙竖向主筋的位置。剪力墙在绑扎钢

筋前，要根据设计图纸，对竖向钢筋间距位置的要求，设计、

加工梯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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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梯格筋设计：水平梯格筋：要根据设计图纸要求，对

混凝土剪力墙竖向钢筋间距设计、加工水平梯格筋。

③梯格筋加工：第一，按墙体厚度分规格加工，分类堆

放。第二，梯格筋加工后的成品要悬挂标识牌，可注明梯格

筋的形状、加工尺寸、使用部位和检验状态。第三，短支撑

可利用剩余钢筋废料。第四，梯格筋应采用点焊工艺制作。

3.3.3 剪力墙体水平钢筋间距控制
制作梯子筋（钢筋规格 Φ12），用梯子筋控制墙体水

平钢筋的间距。在绑扎水平筋时，水平筋间距要符合图纸

要求，满足规范要求。梯子筋起始位置设置在距墙边 50mm

左右，间距不得超过 2000mm，每道墙梯子筋设置不得少于

两道先拉线调平梯子筋并临时固定，再进行绑扎。当需要用

梯子筋替代墙立筋时，梯子筋的规格标号要高于墙体立筋一

个等级。

3.3.4 剪力墙竖向钢筋间距控制
墙体竖向钢筋间距按照设计图纸要求进行设置。刚技监

局应均匀分布，不能有明显偏差，水平梯子筋设置在距墙模

板上口 100mm 处（可周转使用），置于墙体钢筋内侧，用

绑丝固定牢固，避免因松动导致间距大小不一。如需要用梯

子筋代替竖向钢筋的，则需要每间隔 1.5m 沿墙设置一道梯

子筋。梯子筋短钢筋两端需要进行防锈处理，刷防锈漆。止

水片的焊接要满足规范要求，经过梯子筋处焊接质量要着重

检查。

水平梯子筋设置详见图 2（位置及形状）。

图 2 水平梯子筋

3.3.5 柱主筋间距控制
柱主筋间距可以采用制定定位卡具控制。制作定位框所

使用钢筋，必须用无齿锯切割下料，由专业焊工操作，确保

定位框尺寸一致。

板混凝土浇筑前，用钢筋卡具固定柱子主筋，卡具位置

高出板顶 300mm，绑扎在竹子的立筋上，固定牢固，楼板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可将柱筋卡具解绑进行周转使用。

3.3.6 节点处柱筋与梁筋、预埋件钢筋的定位
节点处钢筋较多，各种钢筋位置不容易控制，而且因本

工程设备安装的预埋件较多，更加大了该部位的施工难度。

为此，施工中，我们将提前进行策划，采用预留位置、调整

施工顺序的方式解决。

在主筋的绑扎施工中预先考虑梁筋、预埋件钢筋的位置，

遇到交叉打架情况优先考虑梁筋，柱筋适当偏移。

3.3.7 柱箍筋定位——间距、位置控制

①按施工图纸独立柱箍筋间距，制作间距标杆。

②间距标杆可用木制，刷红、白相间的油漆，明显看出

柱箍筋间距，便于操作。

③绑扎柱箍筋，首先把间距标杆固定在主筋上，按间距

标杆绑扎箍筋，确保柱角部主筋到达箍筋角部，并确保箍筋

的水平度。

3.4 其他要求

3.4.1 柱钢筋绑丝扣要求

将绑丝扣尾丝压向柱、墙内侧，墙体、柱一律采用八字

扣，独立柱角部钢筋采用十字兜扣。

3.4.2 柱筋顶层封顶收头做法

顶层封顶收头处钢筋除按图纸及规范规定进行绑扎外，

本工程计划采用揣手搭接双面焊的办法进行加固，以更好地

满足抗震要求。

3.5 钢筋安装质量要求

钢筋安装位置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见表 2。

表 2 钢筋安装位置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检测方法

绑扎钢

筋网

长、宽 ±10 钢尺检查

网眼尺寸 ±20
钢尺量连续三

档，取最大值

绑扎钢

筋骨架

长 ±10 钢尺检查

宽、高 ±5 钢尺检查

受力 
钢筋

间距 ±10 钢尺量两端、中

间各一点，取最

大值
排距 ±5

保护层厚度

基础 ±10 钢尺检查

柱、梁 ±5 钢尺检查

板、墙 ±3 钢尺检查

绑扎箍筋、横向钢筋间距 ±20
钢尺量连续三

档，取最大值

钢筋弯起点位置 20 钢尺检查

预埋件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水平高差 +3，0 钢尺和塞尺检测

3.6 配合机电留洞，杜绝随意切割钢筋

为保证施工质量，在进行施工准备计划时，要求对于不

小于 200mm 的所有墙体、楼板等洞口钢筋加工严格一次配

筋、一次下料施工完成，严禁在钢筋绑筋完成后进行切割。

组织技术人员用计算机绘制出结构预留、预埋留洞图，标注

细化配筋，明确禁止在钢筋工程中水电为预留预埋随意切割

钢筋的现象，细化水电预留预埋的位置，确保位置准确无误，

并符合结构安全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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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针对框架填充墙体裂缝的质量通病，按照如下预防措施

予以防治：填充墙顶部砖切割斜砌，砖和梁底用砂浆填实，

灰缝应控制在 8~12mm；墙体完成 14天后，再进行抹灰施工；

不同的墙体材料，在结合处设置钢板网；加强网设置位置：

应在底层灰中部。

针对室内墙面空鼓裂的质量通病，按照如下预防措施予

以防治：基层不得有浮尘、油污；混凝土基层抹灰前进行拉

毛处理；墙体开槽内线管应固定牢固，线管表面低于砌体平

面 10mm，开槽部位采用砂浆灌注密实；抹灰操作前，对墙

体进行浇水湿润；不同材料基层交接处加钉镀锌钢丝网，并

涂刷界面剂，钢丝网与各基层搭接尺寸不小于 150mm；抹

灰砂浆拌合静停超过 4h，禁止使用；墙面抹灰分两次完成，

底灰厚度控制在 5~7mm，面层厚度控制在 2mm，抹灰总厚

度大于 35mm 时，要采用加强措施。

针对室内标高不一致，房间不方正的质量通病，按照如

下预防措施予以防治：墙体砌筑（安装）在弹放轴线后，依

据轴线弹出墙体外边线和房间中心十字控制线，方可砌筑；

对在施墙体增加对阴角的方正检查（采用 500mm 方尺检查

挂线面），其允许偏差 3mm；抹灰前应对房间找方、贴灰饼、

挂线找垂直；两筋间距不大于 1.5m；主体施工阶段弹出标

高和轴线的控制线；在混凝土浇筑前按每 1.5~2m2 设置一处

楼板厚度的控制标识；装修阶段按所弹出的 50 线控制标高，

发现超标时及时纠偏。

针对墙体斜裂缝的质量通病，按照如下预防措施予以防

治：围护墙体应在主体混凝土结构全部完成后进行施工；砌

体砌筑完成后 14d 后再安排墙面抹灰；严格控制砌筑砂浆配

比，不得采取现场搅拌砂浆；砌筑砂浆搅拌超过 4h 不得使

用 [4]。

5 结语
目前中国建筑市场领域的质量管理正在逐步完善，各种

制度、规范、技术等相对以前也有了很大提高，我们应该立

足自身实际情况，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力求长久有效不断变

通的可持续管理，依据法律规定不断地完善、健全工程质量

管理体系，增强企业质量管理的自觉性，提高行业竞争力，

为社会做好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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