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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中混凝土裂缝的施工处理技术分析

蒋守振

湖北捷东辰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 枣阳 441200

混凝土裂缝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十分常见，裂缝不仅会影响建筑的美观性，还会影响建筑结构的承载能力

和使用性能。引发混凝土结构开裂的因素较多，只有结合裂缝的不同类型，采取相对应的防治措施，才能有效降低和

控制裂缝出现的概率，进而最大程度地减少裂缝给工程带来的损失。开展建筑混凝土裂缝的研究工作，明确裂缝产生

的机理，有助于施工中避免裂缝的出现，从而提高混凝土的质量，提升建筑工程总体建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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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混凝土裂缝的类型

温度裂缝

温度裂缝往往发生于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表面或者

温差较大地区的混凝土结构中，主要是因为混凝土内外

温差过大，混凝土结构内部产生拉应力造成的。温度

裂缝在建筑工程施工中较为常见，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的

硬化和水化都会产生大量热量，混凝土温度会随之上

升，混凝土水化期间，温度越高，混凝土凝固产生的热

量便越大，若外界温度比混凝土水化温度低时，内外产

生较大的温差，当温差达到特定条件，导致材料产生拉

应力，若拉应力超出混凝土结构的抗拉性，则会出现裂

缝。此外，在混凝土凝固期间，也可能会受到空气湿度

的影响，若湿度过小、空气较为干燥，混凝土也会在干

缩作用下，产生裂缝。

收缩裂缝

在混凝土浇筑后会出现不均衡失水现象进而引发干

缩裂缝和自收缩裂缝等问题。在混凝土养护后如果内部

和外部硬化程度不一致，没有平衡好水分蒸发造成的应

力差就会导致出现干缩裂缝。如果混凝土结构内部水分

丧失引发了内外体积变化不同会出现自收缩裂缝。在混

凝土硬化过程中水泥的活性较大，其水化热反应产生的

温度会导致混凝土水分大量蒸发，加上大风、高温等外

界环境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快混凝土中水分蒸发速度，导

致引发不同程度的收缩裂缝。

沉降裂缝

沉降裂缝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混凝土裂缝，主要是由

于沉降不均导致的。在建筑工程中，沉降裂缝主要是在

墙面上沿水平钢筋布置方向出现，分布比较广。裂缝方

向为贯穿或者进深，与沉陷方向相同，沉陷较大时通常

会出现错位，沉陷量越大，裂缝宽度越大。形成沉降裂

缝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混凝土拌合物浇筑后，

由于混凝土拌合物内的粗骨料下沉，底部化合水及空气

等密度较小的物质上升，当粗骨料遇到钢筋而停止下沉

时在沿钢筋位置处产生收缩裂缝，此类裂缝不影响混凝

土构件的竖向承载力，但对混凝土耐久性有一定的影

响。另一种是建筑地基在施工中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

可能发生沉降现象，如果沉降不均匀，则会导致混凝土

产生裂缝，进而影响建筑结构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同

时，在管线或者管道等开挖回填中，由于土壤压实不

均，也可能在混凝土中出现沉降裂缝，这类沉降裂缝对

建筑结构的承载力有较大影响。

2 建筑中混凝土裂缝的施工处理技术

表面处理法

如果混凝土表面只是轻微裂缝不会对混凝土的结构

稳定性产生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宽度都偏小，不会影

响建筑工程的结构性能和安全性，通常可以采用表面处

理法修补混凝土裂缝。表面处理法在处理小于0.2mm的

裂缝中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1]。通过表面处理微小的裂缝

可以避免雨水等外界物质渗入对结构耐久性产生不良影

响。在使用该处理方法时，要选择和混凝土材料性能相

似的材料，要保证材料具有良好的方式性能。

灌浆法

灌浆法是利用压浆设备，将修补材料灌入混凝土裂

缝中，以恢复结构的完整性、防水性以及耐久性。常用

的灌浆材料主要有环氧树脂、甲基丙烯酸脂类浆液等。

该处理办法主要适用于混凝土的裂缝宽度大于等于0.2mm

且小于1.5mm的工况。

增大截面加固法

有的裂缝较大会导致混凝土结构承载能力降低，对

结构的整体安全性产生威胁，此时需要进行加固处理。

增大截面法适用于混凝土强度不足导致的结构抗力降低

的现象。结构加固法常常应用于建筑工程梁板等构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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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是通过增加截面面积达到混凝土结构强度提升

的效果。增大截面法有着十分简单的施工方法，但是由

于需要增加截面积，会导致构件自重增加，对建筑的使

用空间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如果没有做好结构受力分

析可能反而不利于结构安全。很多建筑混凝土结构加固

中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围套包裹混凝土的处理方式，可

以显著提升混凝土结构的承载性能。

填充法

填充法是先顺着裂开的缝隙处剔开一条V字槽或者U

字槽，然后在槽子里边嵌入填充用的材料，以强化结构

的完整性、防水性以及耐久性。常用的填充材料主要有

聚合物水泥砂浆、环氧树脂砂浆等材料[2]。该处理办法主

要适用于混凝土裂缝宽度在1.0mm以上，且内部钢筋被侵

蚀的工况。

3 混凝土裂缝的预防

膨胀剂

膨胀剂对混凝土裂缝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补偿收

缩形式完成的。在混凝土原材料中加入膨胀剂后，发生

化学反应产生膨胀性的物质，使混凝土体积增大，在约

束条件下，这种因体积增大带来的预压应力能够有效地

对抗因收缩而产生的拉应力，进而降低混凝土的约束拉

应力，最终达到抗裂的目的。此外，经化学反应产生的

膨胀物质能够填塞混凝土里面的毛细管，提高其内部密

实度，改善混凝土整体的抗渗性能。因此，膨胀剂除了

能抑制混凝土开裂外，还具有增强其抵抗压力水渗透性

能的优点。

减缩剂

减缩剂是由聚醚类或聚醇类有机物组成的一种化学

表面活性剂，其易溶于水并能有效降低溶液的表面张

力。减缩剂对混凝土裂缝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减小收缩的

方式完成的。与膨胀剂的作用方式不同，减缩剂的作用

效果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反应。在混凝土材料中添加减缩

剂后，能降低内部结构孔隙液体的表面张力，致使毛细

管的收缩性减弱，进而达到抗裂的目的。由于混凝土材

料的塑性收缩、自收缩、干燥收缩都是因为毛细管负压

引起的，因此，减缩剂对这几类收缩都能够起到很好的

抑制效果。

纤维

纤维对混凝土裂缝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提升混凝

土材料自身的抗裂性能来实现的。纤维对混凝土的增强

原理可以通过“纤维间距理论”和“复合材料理论”

进行分析解释。“纤维间距理论”认为纤维掺入混凝土

材料中后，可以阻碍裂缝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在混凝

土材料受外荷载作用时，其内部固有的微裂缝会有进一

步扩展的趋势，当这些微裂缝遇到桥接在基体中的纤维

时，其尖端的集中应力就会被纤维削弱甚至抵消，进而

有效抑制了裂缝的发展。“复合材料理论”则认为纤维

的掺入使混凝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多相复合材料，其性

能的提升是由各相材料性能叠加而造成的。

4 建筑中混凝土裂缝的管理措施

优化结构设计

科学、合理地设计民用建筑结构有利于保证施工质

量、降低裂缝发生概率。结构设计时应合理分析当地水

文地质等情况，明确建筑受力情况，合理确定水泥混凝

土强度等级，在保证结构整体稳定性的前提下考虑经济

性，切实提高工程综合效益。目前，民用建筑普遍选用

C20~C35的混凝土，避免盲目使用高强度混凝土。在计

算水泥混凝土抗裂性时，要对抗裂薄弱环节进行重点分

析[3]。有些民用建筑跨度大、体积大，要合理布置梁柱

结构。设计师可通过改变梁纵向截面配筋率来调整施工

荷载、温度变化和应力大小，从而提高各构件的抗裂性

能。另外，工作人员还要根据民用建筑的具体情况合理

布置抗温度筋，按小直径、大密度的方法配置阴阳角、

屋面板等位置的钢筋结构，一般按不超过10cm的标准控

制配筋间距。

合理配置混凝土原料

混凝土的拌和是混凝土结构施工中的重要环节，拌

和的前提是选择合理的原材料配合比。在混凝土拌和过

程中，应选择低水化热水泥，优化水料配合比，并在浇

筑期间添加毛石等，提升热量吸收率，毛石体积应控制

在水料总量的30%以内。同时，在确保混凝土强度的基

础上，适当增添一些复合液，减少其中的水泥含量，进

而减少水化热情况。增添复合液之后，混凝土更加容易

抹平，并且有助于减少水分蒸发，防止出现干燥收缩现

象，避免裂缝的产生。当混凝土发生收缩反应时，适当

增添减水防裂剂，以减少用水量，改善泥浆的浓稠度，

有效把控泌水现象，减少沉降、收缩的发生频次，也可

减小裂缝出现的概率[4]。此外，外加剂的添加有助于增强

混凝土的密实度，加快水泥浆、骨料的结合，提升抗收

缩能力，进而避免裂缝的产生。

优化施工细节

为了进一步落实混凝土裂缝控制工作，管理人员要

加强施工过程的控制，加强对各施工环节的质量监督，

重视各个细节作业。在浇筑混凝土时，应考虑混凝土

运输路线、时间、距离等因素，确保混凝土连续浇筑。

管理人员应密切关注天气状况，选择合适的浇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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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应注意检查模板质量，避免出现漏浆、变形

等不良现象。拆模前应使用检测设备了解混凝土结构的

强度，避免因拆模过早混凝土结构承载力不足而产生变

形、开裂等问题。

科学合理养护

养护阶段是施工单位经常忽略的重要环节，科学养

护可保证混凝土结构在合适的环境下凝固，避免表面水

分蒸发过快或内外温差过大。现代民用建筑建设规模较

大，施工过程中会受到内部高度、体积、外界风速等因

素的影响而快速流失水分，为避免出现干缩裂缝，可采

用洒水养护或使用专用混凝土养护剂处理表面，以保证

混凝土外部湿度。养护人员还应注意混凝土结构内外温

度的变化，采取蒸汽养护、洒水降温等措施调节内外温

差，以避免温度裂缝的发生。

做好模板拆除工作

混凝土浇筑之前，通常会布置好模板，以更好地支

撑混凝土，便于其凝固成型，在完成混凝土浇筑之后，

尽可能延后拆除模板的时间，保证混凝土凝固彻底并达

到预期强度，能够减小裂缝出现的概率。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工程混凝土裂缝的成因及其防治对策

需明确建筑工程的整体特征与组织架构，分析裂缝存在的

原因，制定针对性的防治对策，如此才可最大程度地避免

裂缝问题的持续严重化，保证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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