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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基础底板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

万 宇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100000

摘� 要：基础底板是高层建筑物地基中的一个重要的防水构筑部件，它以承受水的反作用力为主，一般具有较大

的厚度。所以，在高层建筑中，一般都是采用大体积混凝土的方法来制备。然而，因为大体积的混凝土本身特性的局

限性，它的水泥水化热很大（预期会高于25℃），而且它的内部也会迅速地升温，因此容易因为混凝土的内外温差过
大，导致出现温度裂缝，从而对高层建筑基础底板的安全和正常使用造成威胁。基于这种情况，为了提高高层建筑的

基础底板的施工质量，本文将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技术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内容，并在一个高层建筑工程的基础底板

的施工过程中，对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工艺的关键环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希望能为同类工程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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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求

也越来越高。在大城市中，高层建筑比比皆是，因此，

对构成高层建筑的混凝土材料和结构，也就愈来愈受到

关注。大体积混凝土是指建筑超过一米的混凝土。因为

混凝土中含有大量的黏结性物质，所以在水泥砂浆中很

容易发生水化、收缩等现象，所以很多因素都会对混凝

土的施工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和探

讨了在超大型建筑物中，如何在地基和地面上浇筑大体

积混凝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建筑工程基础底板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概述

大体积混凝土是一种具有较大体积，最小实体尺寸

超过1 m的混凝土结构，在发生了胶凝材料的水化反应
后，会产生一些会对建筑物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的裂缝。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它是一种大型的混合型施工材料，

一般情况下它与钢筋共同组成了工程结构的受力支撑框

架。在建筑工程房屋中，基础的主要形式包括了条形基

础、独立基础、筏形基础、箱型基础等。在房屋建筑基

础大底板筏形、箱型基础、主体转换层等土建施工中，

大量使用了大体积混凝土。在建筑中，筏形、箱型基础

的应用大部分都超过了40 m，并应该按照要求，设置施
工缝等技术措施。与此同时，对于大体积的混凝土，其

施工的步骤比较复杂，因此，在土建项目中，应该以各

种工程特点、所处环境条件及设计施工要求为依据，展

开工作。尤其是在施工的过程中，要对温度展开控制，

这样才能让混凝土达到结构承载力的要求。所以，在建

设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要根据各个环节的施工特征，对

大体积混凝土技术的施工工艺进行严格控制[1]。

2 高层建筑基础底板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特点

在当代的各种高层建筑中，大量采用了大体积混凝

土。大体积混凝土和一般的混凝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

它的施工工艺也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建设具有以下几个

特征：第一，它的建设技术特征和建设要求都很高。与

一般的混凝土相比，大体积混凝土具有更多的厚度和更

多的容积，对其施工要求也更高。其次，对整体性能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进行大量的混凝土浇筑后，大量的

热量会在内部的水泥中快速积累，短期内很难进行有效

地冷却，从而使得混凝土的内外会有过大的温差，从而

引起混凝土中的各类裂缝。再次，对横向成层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水泥的水化作用对混凝土层有很大的影响，

应采取水平分层的施工工艺[2]。

3 基础底板大体积混凝土施工

某工程共43楼，其中地面41楼，地面2楼。通过对某
高层住宅的设计，确定了其为一种完全现浇式框架剪力

墙的筒中筒。基础底板是这栋建筑的一个关键部分，工

程人员按照建筑的具体状况，将它的厚度设定为2.5 m，
而且使用大体积混凝土工艺来进行施工。在大体积混凝

土技术的应用中，经常会出现施工缝，然而，为了增加

基础底板的刚性和表面的平坦性，本次工程对于基础底

板的施工，要求一次浇筑完毕，避免因浇筑过程中出现

施工缝。

3.1  混凝土原材料的选择
第一，选用高品质水泥。在选取上，要注意对水泥

的水化热进行全面的分析，并尽可能地采用水化热较小

的水泥，例如42.5号的硅酸钙；第二，选用高质量粗集
料。为确保粗骨料石级配的粒度大，制得的混凝土应具

有优良的平滑度、抗压性能，并可实现水的流动、水泥

用量的最大化，降低水泥的水化热。例如，在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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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用的是泥沙含量小于3%、泥沙含量小于1%的5—
20颗鹅卵石；第三，选确定合理配合比。结合本工程的
特征，对其他原材料进行合理地加入，例如，采用了具

有抗渗、补偿收缩缓凝、延迟水化热峰值等效果的膨胀

剂，并与 I或 Ⅱ级粉煤灰一起，既可以有效地节约原材
料，又可以提升混凝土性能，避免大面积混凝土裂缝的

发生。

3.2  混凝土料配制
本工程采用的是C40/P8级的混凝土，为了保证大体

积混凝土的各项工作参数符合工程需要，对其原料进行

了严格的选择。在搅拌站采用三掺法，也就是在拌制混

凝土时，加入粉煤灰、SY-G型高性能膨胀抗裂剂及高炉
磨细矿渣粉(S75)，既可以对混凝土的强度和抗裂性进行
优化，又可以提高混凝土的工作性。在配比过程中，可

降低含沙量，防止由于收缩引起的开裂。

3.3  浇筑前准备
为了保证基础底板上的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效率和

质量，需要事先将技术交底落实好，并对所需要的材料及

设备进行充分的准备（比如泵车、运混凝土车等）。在完

成了以上工作之后，在现场，要遵循“管线宜直、转弯宜

缓”的原则，与泵管进行连接，泵管直径为125mm，并在
对接口处添加橡胶圈，以增强接头的紧密性[3]。

3.4  模板工程
在保证施工过程中，模板施工是保证施工过程中的

重要一环。通常情况下，模板的大小是以混凝土对其所

受的侧向力为依据的。大体积混凝土通常采用泵灌技

术，该技术具有快速、高质量的特点。由于在施工过程

中存在着一些限制，无法在同一时间内将混凝土均匀地

分配到不同的位置，因此往往会造成一个位置上的混凝

土产生显著的抬升。对于采用泵送工艺制作的大容量混

凝土模板，不能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结构设计，而是要

从实际受力出发，确定模板与支撑体系，保证其强度与

刚度。在计算大体积泵送混凝土对模架的最大侧压力

时，应根据现有的公式，选取其最小的值。在确定了混

凝土的最大侧压力值后，要对模板中的各个构件进行横

断面及尺寸的确定，并进行了安装。在立模时要注意：弹

好底面立模的线后，在模板上口或底面做好标记，也可以

将其置于垂直方向做支撑，使混凝土的表面具有标准的一

致高度。将焊接在钢筋的支撑上的模板固定好，在支撑结

构上的模板的外部，应对其进行对角力或鼎力。

3.5  浇筑施工过程
1）在预备期，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要对钢筋工程进

行隐蔽，模板和支撑系统的检查，在保证质量达到要求

后，才能开始混凝土的灌注，最好是采取整体分层或搬

运的方式。

2）必须保证灌溉作业不间断。如果遇到不能继续施
工的情况，则要尽可能地减少施工周期，并在第一层开始

凝固前，将次层全部浇筑完毕。同时还要保证混凝土的持

续浇筑，其用量不应少于每一次浇筑所需要的1.2倍。
3）当基础底板较大时，需采用类似“跳仓”的施

工方法，并注意施工过程中的细节控制。比如，在对大

体积混凝土进行连续浇筑时，浇注体的入模厚度范围应

该在300 mm~500 mm之间。在浇筑时，必须注意外界的
影响因素，当地面气温出现超过35摄氏度的异常时，必
须采用冷却的方法进行防护。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温度

变化过大，可能导致混凝土中产生较大的开裂，从而对

后期施工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浇注时，要一直到完成，

其目的是消除内部气泡，提高密实度，确保成品质量。

建议使用泵送模式和二次振捣工艺，振动器的插入要快

速，但是要慢慢地拔出，15 s以内，当周边的混凝土还没
有沉降，并且已经开始浮浆的时候，就要及时地及时地

将其拔出。在浇筑过程中，要做到连续有序，尽量减小

施工裂缝[4]。

3.6  混凝土的振捣
下料入仓后，采用插接的振捣棒对混凝土进行铺

平，并将其置于下层的钢筋网中进行振动。在振动棒插

入时，可以在离振捣棒端65 cm处系上一条红皮筋作为标
记，以保证振动棒插入的准确性。在振动的过程中，振

动杆可以轻微地向上和向下移动，并且插入的位置要均

匀，保证振动的密度。在进行振捣的时候，还要注意振

捣器不要碰到钢筋、模板、预埋件及测温探针等，而且

在振捣上层混凝土的时候，振捣棒应该向下插入5 cm，
以保证上下层混凝土可以进行有效的结合。为防止30 cm
导墙根部出现漏振、烂根等现象，可在导墙部位的底板

混凝土初凝前，对导墙两边分别补浇两次混凝土，然后

用Φ50 cm的振捣棒进行振捣，直到混凝土从底部流出。
在将全部导墙混凝土浇筑完毕后，不得在墙体根部进行

第二次振捣（务必保证导墙混凝土为最后一次）。当第

一层混凝土振捣完成20—30分钟，并已浇注到一定区域
后，在混凝土初凝前进行第二次振捣。

3.7  处理混凝土的表面如
如果需要，还可以在上面撒上一层很细的小石子。

在浇注后4—8个小时，先用长刮刀把表层刮干净，然后
再用滚筒把表层磨掉2次。然后用木板将水泥地面上的裂
缝给弄得平整平整，然后再将水泥地面给压紧。在混凝

土浇筑完毕后，在其刚好可以让人行走时，在其表面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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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一层塑料膜，然后在其表面套上一套麻袋进行养护。

若有局部区域变得干燥，则需对该区域喷洒水分，保持

其水分，并持续用塑料膜覆盖。另外，应注意水泥表层

的问题，并据此对保护层的厚度作相应的处理。保证其

内部和外部的温差在25℃左右。对于混凝土的维护，要
注重在底板与外墙的交界处，要有严密的覆盖，否则，

在底板的部位，很可能会由于温度的变化而出现裂纹[5]。

3.8  大体积混凝土的养护
在大体积混凝土的建设工作结束后，要根据建设工

程的具体条件和建设质量的需要，安排专门人员对其进

行维护，并做好检测和记录。由于大体积混凝土的材料

性质，养护施工时间的控制应该在拌合物浇筑完成后，

并大于14 d，养护时间结束后，按照浇筑层次，逐层地拆
除材料上的保温保护膜。在其它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内

外最大温度差不超过20度，可以完全拆卸。另外，施工
现场的温度、湿度、海拔等外部条件也要适当调节。

3.9  混凝土的测温
(1)温度测量的目标。本项目在进行大体积混凝土

的施工时，必须确保一次全面浇筑完成。在浇筑完成以

后，因为水化反应会释放出大量的水化热，而大体积混

凝土本身就有一定的隔热能力，所以内部温度会快速地

渗透。按照相关的混凝土建筑技术规程，必须把混凝土

的内部和外部的温差控制在25℃以下，以避免由于温差
太大引起的温度应力而引起的开裂。但是，为了更好地

对大体积混凝土内部和外部温度展开监控，从而可以对

温度进行合理的控制，一定要事先将测温元件设置好，

并安排专业人员对其进行测温，并将测温情况、当时天

气温度等都做好记录，这样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对混

凝土结构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可以对出现裂缝的

可能性进行预测，并以此为基础，采取相应的温控措

施，从而可以有效地保障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施工质量，

同时还可以根据对大体积混凝土监测的温度，来对养护

措施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可以避免大体积混凝土出现

裂缝，确保大体积混凝土的质量，进而保障底板强度达

到预期[6]。

(2)温度测量方法。注意要掌握好测温的频率，要结

合周围的温度、温度等因素来决定。就像这个项目，在

监测到峰值之前，每隔2小时一次，在达到峰值之后，每
隔4小时就会增加一次，而在以后的时间里，每隔6—8
小时就会有一次。在进行测温工作时，施工企业会挑选

出一名有一定技术水平、工作态度、工作仔细的工程技

术人员来进行，并在测温完成之后，将有关数据进行汇

总，提交给总工程师审核签字之后，将其保存起来，以

此来为后续的施工质量措施的制订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

分析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信息[7]。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伴随着建筑业的不断发展，目前的建设

项目数量越来越多，其构造也越来越复杂，与此相对应

的混凝土施工也越来越困难。地下室底板大体积混凝土

施工，是一项十分复杂而且十分关键的施工工作。在地

下室底板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过程中，要将多个影响因

素相联系起来，并要对其进行有效的防治，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有效地改善，对施工技术进行科学的运用，使每

一道施工工序都得到规范，从而为提升施工项目的质量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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