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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及其现场施工管理探讨

黄树番*

陕西建工沣西建设有限公司，陕西� 712000

摘� � 要：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和建筑工程现场管理对于建筑行业的安全和质量有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工程中应不断

提升施工技术的水平和施工现场管理的能力，才能够有效地推动建筑行业的发展和提升建筑施工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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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的建筑工程对于质量和安全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为不断提高建筑行业的质量水平和建设水平，本文将从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以及现场施工管理两方面为基本切入点，对建筑工程行业进行探讨，并提供有效的意见和措施作为

参考。

二、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分析

（一）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要点

建筑单位在对梁进行浇筑前要先进行钢筋捆扎，确保梁的高度超过1 m，安装好模板后就可以对梁进行混凝土的

浇筑工作。浇筑梁时要分为两次进行浇筑，能够保证水泥结构更好的黏结，浇筑前要对大梁之间的缝隙进行处理，通

常会预设30毫米到50毫米的凹槽加强结构之间的黏结度。在完成第一次梁浇筑工作后要确保首次浇筑混凝土养护达到

75%以上的设计强度后才能够进行第二次的混凝土浇筑施工，这是为了确保第一次浇筑的混凝土能够凝固，使其沉降

性能趋于稳定。

在对梁浇筑完成后就可进行转换层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因为转换层的区域较大，所以要对转换层进行分区浇筑，

通常会分为两个区域并同样采用分层浇筑的方法对转换层的区域之间、上下层之间进行浇筑，在浇筑时要预留间歇时

间，确保第一次浇筑的混凝土凝固后才可以进行第二次浇筑上下层和区域之间的浇筑。如在二次浇筑的过程中出现冷

缝，可以通过人工凿除混凝土表面的乳皮，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再用石子砂浆进行接缝，厚度要控制在2厘米到3厘米之

间，接缝完成后加强振捣和养护，这是目前有效处理冷风病害的方法之一。

在进行浇筑作业时通常会使用振捣的方法，是为了防止混凝土浇筑的过程中出现气泡、表面不平整等现象，梁浇

筑时通常会使用φ50振捣棒，转换层浇筑时通常会使用φ30振捣棒，无论是梁浇筑还是转换层浇筑其振捣时间一般为

15秒到30秒之间，并且确保混凝土表面无气泡、没有不均匀的现象才能够停止振捣工作，如图1所示右图为施工人员

正在进行梁浇筑混凝土振捣工作，左图为振捣棒。因为混凝土的强度较高柔韧度较差会形成大力的收缩，所以施工人

员还需要用滚筒对整个转换层的表面进行整平作业，防止收缩裂缝等现象的出现保证整个工程的质量得以提升[1]。

（二）室内防水施工技术

室内防水工程对于现代工程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室内防水施工时，厨房、卫生间是防水工程的重点，另外，

室外喷泉，游泳池等也是运用防水施工技术的区域。为不断提高建筑工程的防水质量，施工单位在选择防水材料时，

应以合成高分子防水涂料，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界面渗透型防水材料等为主要防水施工选择，在进行防水施工时，

要以冷作业为基本施工原则，能够有效地降低人体的伤害，且符合环保要求；在进行防水材料混合时，要将液料和粉

料按照一定的重量比进行搅拌；如果防水涂料中含有丙烯酸要加入水进行稀释搅拌的，在进行防水材料搅拌时必须采

用电动搅拌器[2]。比如，在建设室内卫生间基层时要采用1∶2.5或者是1∶3的水泥砂浆进行基层处理，且基层的厚度

在20毫米以内，待卫生间基层凝固后，方可进行地面结构防水作业。卫生间地面防水作业的工艺流程，首先要将卫生

间内的钢筋混凝土板之间的板缝、吊洞周边等用防水砂浆抹平并堵实，然后涂抹胎体增强材料，最后再刷两遍防水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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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完成卫生间的地面结构防水工作。

图1�振捣棒（左）浇筑作业（右）

因为在防水施工时对水的敏感度较高，所以在对卫生间基层进行防水涂料涂抹时，要确保卫生间基层的干燥，并

且没有灰尘、异物等，如果是在地下室进行防水施工时，由于地形条件等问题，防水基层无法较好的干燥，施工单

位可使用聚合物水泥，聚合物乳液等防水涂料进行防水作业，有效地保障建筑工程在较为潮湿的基层条件下，也能保

证防水施工的质量。在对建筑工程室内进行防水施工时，要确保地面四周与墙体的连接处的防水层向上返250毫米以

上，如果是有淋浴设施的淋浴墙面防水层高度要在1.8米以上。要注意的是防水涂料的涂抹厚度要大于1.2毫米才能够

起到防水作用，并且要分层进行施工，确保防水涂料用手摸不粘手后，才能够进行下一遍的施工，并且涂抹方向要与

上一遍的方向垂直[3]。

（三）土石方施工技术

土石方工程是建筑工程中的基础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建筑场地的整平、基坑和管沟、路基、人防工程的挖设、路

基填筑以及基坑回填等。施工单位在进行土石方工程前要做好建筑场地的清理工作，比如，工程区域内的树根，杂

草，垃圾，废渣，表土等障碍物和杂物要清除干净，清理范围要比土石方的开挖边线或者是建筑物的基础边线再延伸

5 m，清理工作完成后，施工区域内的推土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要将砾砖块运至弃土位置，避免阻碍土石方工

程的开挖。在正式进行土石方开挖前，要对开挖的区域进行界限的划定，比如，开挖线，水平线，坡度，尺寸，截面

等设计要求，因为土石方工程是将建设区域内的土方和岩石进行挖掘，可以将挖掘出来的土方用作路堤地段的填料。

建筑工程在进行土石方挖掘时，主要采用横挖法和纵挖法两种方法，横挖法适用于较短的地块，通过从地段一端的宽

部对整个区域横截面进行挖掘；纵挖法适合较长的地段，通过将地段分为不同高度的层次进行挖掘，所以纵挖法也被

称为分层纵挖法[4]。

而如果遇到建筑区域的宽度和深度都较大的情况时，就可以采用通道纵挖法对建筑区域进行作业，通道纵挖法主

要是通过将地段进行纵向分层，然后在每一层挖开一条通道，最后再向两边进行开挖的形式。土方开挖后还要对土

方进行填筑，并且在填筑时要对建设区域之前的不平整区域进行整平处理，为确保土方填筑的质量，施工单位可以对

其进行分层碾压的方式作业，尤其是建筑区域坡度较大的地段。在进行土方填筑工作时，首先要测量放线，对于线路

中心的控制点，中心桩，边坡线，路基设计顶标面宽度等都需要严密的计算设置，比如，在测设边坡线时需要对地桩

左、中、右三个点的高程进行测量，然后计算出地桩左右两侧的填筑高度。在确定路基设计顶标面宽度时，要加宽

300~500 mm处用白灰撒线，起到明显的标记作用。因为在土方填筑时需要用到大量的土，所以施工单位要进行科学的

计算确保土量合理，运土路线科学为施工单位减少成本的投入和不必要的浪费[5]。

三、建筑现场施工管理探讨

（一）施工材料的管理

材料是整个建筑工程进行的重要内容，对建筑材料的投入，到成品产出进行全过程的管控，不仅能够让建筑材料

得到合理的应用，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帮助建设企业降低材料的消耗增加企业效益。所以，在建筑工程中做好建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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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管理，对整个工程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进行施工现场材料管理时，应做好材料供应计划，需要明

确年、季、月工程项目有哪些？工程量有多大？投资计划是什么？单项工程的年、季度需要是多少？等材料内容的书

写[6]。在编制材料供应计划时也要根据相关设计文件，工程承包合同，施工组织设计材料，成本预测资料等内容进行

预报和预算，并且在制定材料供应计划的同时也要配合材料的节约指标和具体措施进行共同的编制，在材料管理初期

就控制好材料的成本投入。因为钢筋、水泥、砂石这些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使用量较大，所以，对于这些材料的选购

要进行价格比对，并且要重视材料的质量，防止经济损失和建筑质量不达标的问题发生。

材料入场前要对其进行严格的检测，对于一些重点工程项目的建筑材料要交省级质检部门或者是权威的质量检测

单位进行材料质量的检验，才能够进入施工现场，建筑施工中对于材料的使用要严格按照计划规定进行领取和使用，

超额领料时相领料人要注明超用原因并由相关负责人签字审核。另外，在建筑工程材料管理中对于周转型的材料要进

行及时的回收、清理和养护，比如u型卡、扣件、钢管等周转型材料[7]。

（二）施工技术的管理

施工现场技术进行管理是能够有效加强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在进行施工现场技术管理时，要确

保施工技术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和相关技术工作的指标决定进行。在特殊施工条件下，要根据工程的特点进行结

合施工，确保施工技术能够有效的为建筑工程进行服务达到提升施工效率，加快工程速度，降低企业成本的目的[8]。

建筑企业在对施工技术进行管理时首先要制定完善的施工技术管理工作标准制度，通过制度的确定，能够对施工的质

量和安全进行保障，并且增强监管的力度和执行力。在完善技术管理工作标准制度时，要明确施工图熟悉阅读和会审

制度，施工图技术交底制度，施工质量管理制度，隐蔽工程检查和验收制度等内容，在施工图熟悉阅读和会审制度中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设计单位要共同进行施工图纸的会审，并且对施工图纸进行熟悉和阅读。

在施工质量管理制度中要明确施工单位的责任，明确各级人员的责任尤其是施工技术人员，并且对于施工规范、

验收规范、技术要求、施工方法、施工质量标准等内容也要进行明确的指标确定，确保在施工检查评定和验收的工作

中能够有所依据。在施工图技术交底制度中要明确技术交底的重要性，尤其是特殊工程和隐蔽工程要加强技术交底工

作的时效性。在技术交底中要对设计意图，设计要求，施工质量控制点，施工过程等内容进行详细的梳理，确保技术

人员和施工人员能够及时和准确的了解工程的进度和情况。

（三）现场资料的管理

工程资料是反映工程建设过程和相关技术应用的见证，施工技术资料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重要依据。所以，

在建筑工程现场管理中做好工程资料的收集、整理，对于工程后期的维修和养护起到关键作用，在进行现场资料管理

时，要建立资料报验台账，严格审核收集的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并且分类归档。在进行施工资料的部位、内容、

时间、人员等交圈工作时相关人员要进行真实的填写，并且要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不能够出现提前或者是滞后的情

况。现场资料中不能够存在涂改的现象，如果出现局部错误要重新填写资料，不能够用回形针或者是胶水附着图像在

绘制图像时要按照比例进行绘制和打印。

四、结语

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施工技术和现场管理，只有不断提升现场施工技术水平和现场施工管理能力才能够推

动建筑行业更好的发展，建筑单位应不断认识到施工技术和施工管理的重要性，加强人员素质和能力提高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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