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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与检测技术研究

杨亚牛
宁夏昱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 固原 756000

摘� 要：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与检测技术对于确保工程质量、提升施工效率及保障建筑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当前，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施工技术与检测技术均取得了显著发展。本文探讨了建筑工程中的主要施工技术，包括基础施

工、混凝土结构施工及模板工程等，并分析了红外热像、超声波检测及频谱分析等检测技术。通过深入研究，旨在为

建筑工程领域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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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其施工技术与

检测技术的革新对于提升工程质量、保障施工安全及推

动建筑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建筑规模的不断

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对施工技术与检测技术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因此，深入研究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与检测技

术，对于提高工程质量、保障施工安全、推动建筑行业

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与检测技术的重要性

在建筑领域，施工技术与检测技术举足轻重，犹如

稳固建筑大厦的基石与保障质量的“把关人”，深刻影

响着项目成败，施工技术直接关联建筑实体成型，先进

且合理的施工技术是高效作业的“利器”。在基础施工

环节，灌注桩、预制桩等不同工艺，依据地质状况精准

抉择，能为上部建筑筑牢根基，抵御复杂地下环境带来

的沉降、倾斜风险。主体结构施工时，装配式建筑技术

革新传统建造流程，工厂预制构件在现场精准拼接，既

加快工期，减少施工现场湿作业带来的环境杂乱、材料

浪费，又能保障构件质量稳定，契合建筑工业化趋势；

而现浇混凝土凭借灵活性优势，适配多样复杂设计，借

由成熟振捣、养护手段，铸就稳固承重框架。检测技术

则为建筑质量“保驾护航”。原材料检测是首要关卡，

对钢筋强度、水泥安定性、砂的含泥量等细致查验，杜

绝劣质材料混入，预防先天性质量隐患。施工过程中，

混凝土试块抗压检测、砌体灰缝饱满度监测等，实时把

控工序质量，发现偏差即刻纠偏。竣工阶段的全面“体

检”，像建筑沉降观测、防雷接地电阻测试、消防系统

联动检测等，涉及结构、电气、消防多领域，确保建筑

全维度符合设计预期与安全标准，交付安心建筑产品，

历经岁月与使用考验，守护使用者生命财产安全，稳固

行业口碑与长远发展根基。

2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与检测技术的现状

在建筑工程领域，施工技术与检测技术不断革新，

展现出多元面貌。施工技术方面，装配式建筑施工正蓬

勃发展。工厂预制构件精度高、质量稳，像预制混凝土

墙板，运输至现场后能通过高效吊装、拼接迅速成型，

大幅缩短工期，减少现场湿作业产生的建筑垃圾，契合

环保与高效诉求。深基坑支护技术进步显著，地下连续

墙、SMW工法桩等广泛运用，在复杂地质与狭小场地条
件下，有效保障基坑边坡稳定，确保周边建筑与地下管

线安全，支撑起城市密集区的地下空间开发。同时，建

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深度融入施工流程，以三维可
视化模型整合建筑全生命周期信息，各专业协同作业，

提前化解设计冲突、精准把控施工进度与物料调配，提

升管理效能。检测技术层面，无损检测愈发普及。超声

检测用于混凝土内部缺陷、钢结构焊缝探伤，精准定位

裂缝、孔洞等隐患，不破坏结构完整性，保障工程耐久

性。桩基检测手段多样，静载试验测承载极限，低应变

法评估桩身完整性，从根基筑牢建筑安全防线，此外，

智能化检测崭露头角，借助传感器、无人机等设备，对

建筑外观、变形实时监测，数据远程传输、分析，及时

预警结构异常，如同给建筑安上“智慧大脑”，全天候

守护安全。尽管如此，新技术推广仍存成本、人才短

板，但行业前行脚步不停，持续向高效、智能、安全方

向迈进[1]。

3 建筑工程主要施工技术与检测技术

3.1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3.1.1  基础施工技术
（1）建筑工程里，基础施工技术至关重要，堪称

核心部分，稳固的基础是建筑物长久安全的“定海神

针”，面对地震、洪水这类自然灾害，唯有扎实根基，

才能护人民生命财产周全。在基础施工各项环节中，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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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基处理是重中之重，地质状况复杂，软土地基因其

承载力差、易变形的“短板”，常对建筑稳定性构成严

重威胁，故而相关处理技术一直在推陈出新，力求强化

地基承载与稳定能力。（2）换土法是软土地基处理的传
统手段，原理并不复杂，靠挖掘机械“大显身手”，把

软土层连根铲除，再填入砂砾、碎石等承载力、稳定性

双高的硬质土壤。不过，它缺点也明显，工程量大、成

本高昂，碰上大面积软土地基，就有点“力不从心”，

难以高效应对。（3）注浆法更为先进灵活，在软土地基
加固上表现出色，借助压力推动特制浆液“入驻”软土

层，浆液一路渗透、扩散、固化，让软土地基“脱胎换

骨”，变身强度、稳定性俱佳的新地基，沉降、变形问

题迎刃而解，建筑整体稳定性随之跃升。（4）化学加
固法是注浆法“升级款”，作为新型软土地基处理技术

崭露头角，把高分子聚合物、水泥基材料等化学原料注

入软土，它们与土里水分、矿物质“亲密互动”、化学

反应，生成高强度、高稳定性新物质，填充于软土颗粒

间隙，编织出稳固“网络”，大幅提升地基硬度与稳定

性。凭借施工短平快、加固效果优、环保影响小优势，

近年来大受欢迎，应用渐广。

3.1.2  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
（1）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里至关重要，

关乎建筑物整体稳定性与耐久性，随着科技发展，该技

术持续创新。施工前，原材料筛选是关键环节，像水泥

标号要契合工程所需强度标准，骨料粒径与级配得合

适，关乎混凝土的密实程度与流动性，外加剂种类、掺

量更要精准把控，这些因素协同作用，才能让混凝土混

合物有良好物理力学及施工性能。同时，依据气候、地

质与设计要求灵活调配混凝土配合比，使其达到最优性

能指标，适应复杂多样的施工环境。（2）进入浇筑阶
段，先进工艺设备大显身手，泵送混凝土技术优势突

出，大幅提升浇筑效率、缩短工期。不过，浇筑时速度

把控极为重要，一旦过快，混凝土内部应力剧增，极易

引发开裂，影响结构质量。振捣作业也不可或缺，充分

振捣能排出内部气泡，让混凝土更加密实，强度得以保

障。（3）养护环节是混凝土质量的“守护关卡”，合理
养护能减少收缩裂缝，借助覆盖保湿材料、精准控温等

手段，为混凝土创造良好硬化条件，助力早期强度快速

发展。（4）现代科技成果为混凝土结构施工注入强大动
力，预应力技术提前施压，抵消后续荷载拉应力，结构

承载、抗裂能力显著提升；高强螺栓连接技术在大型钢

结构里凭施工快、连接可靠等优势广泛扎根；钢结构施

工模拟分析技术借助计算机模拟，提前洞悉问题、优化

方案，筑牢施工安全与质量根基[2]。

3.1.3  模板工程技术
（1）在模板设计阶段，施工图纸如同精密的导航

图，设计人员需凭借它展开严谨细致的尺寸计算。要周

全考量荷载如何分布，不同区域承载压力各异，支撑体

系得科学布局，从立柱间距到横杆设置，都关乎整体稳

固。脱模方式也不容忽视，是采用机械辅助还是自然脱

模，都得提前谋划，以此保证模板具备充足强度与刚

度，扛住混凝土浇筑时来自侧面的磅礴压力，以及施工

期间各类设备、材料、人员活动产生的荷载冲击，为后

续施工筑牢根基。（2）制作环节，选材是关键。胶合板
质地轻盈、易于加工且平整光洁，钢模板则坚固耐用、

周转次数多，依工程实际择取优质材料，精心加工，让

模板表面仿若镜面般光滑，拼接处严丝合缝，不给漏浆

留一丝机会，确保混凝土成型顺滑、美观。（3）安装
时宛如搭建精密仪器，严格依循设计图纸与施工方案操

作，毫米不差地定位模板，用螺栓、拉杆等稳稳固定。

过程中，频繁检查支撑系统稳定性，像检查支架垂直

度、扣件松紧度等，防范因支撑“掉链子”引发模板变

形、坍塌事故。待混凝土达规定强度，拆除模板依循

“先支后拆、后支先拆”规律，轻拆慢卸，呵护混凝土

边角、表面，留存构件完整与美观。如今BIM技术赋能，
设计、制作、安装全程数字化管控，施工效率与质量迈

向新高度。

3.2  建筑工程检测技术
3.2.1  红外热像技术
（1）聚焦建筑外墙检测，其底层原理依托物体天然

向外辐射红外线特性，温度有别则红外辐射强度各异，

热像仪恰似敏锐捕手，抓取、转换辐射资讯成直观热图

像。理想保温外墙宛如温驯“均热体”，热量平稳散

发，热图色彩和谐、温度分布规整。可一旦保温层“闹

脾气”，像空鼓、脱落或受潮，对应区域热量传导瞬间

“乱套”，热像图上便“原形毕露”，或现高温“警示

点”，或呈低温“异常区”，与周遭反差强烈，检测人

员据此一眼锁定缺陷“症结”，免去大规模拆墙“折

腾”，无损又高效。（2）投身建筑电气系统检测战场，
优势尽显。电气线路与设备日常运行里，过载、短路

“危机”萌芽前，电阻“异动”、电流“失控”催生热

量囤积。红外热像仪宛如“热感卫士”，敏锐察觉过热

异样。就拿老旧建筑配电箱说事，线路老化催生接触电

阻“飙升”，局部发热“来势汹汹”，热像图精准“揪

出”发热点位，维修人员依此快准出击，及时更换老化

部件，将火灾隐患扼杀在“摇篮”，牢牢夯实电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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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3）在桥梁结构健康守护层面，红外热像技术
同样是“得力干将”，桥梁各部位饱受受力“锤炼”、

环境“侵蚀”，内部损伤悄然而变。混凝土裂缝“滋

生”、钢梁锈蚀“肆虐”，皆会改写局部热传导“剧

本”。借定期红外扫描，细细比对不同时段热图，量化

温度差值，恰似解读结构“健康密码”，精准推断损伤

“走势”，合理规划维护加固“日程”，为桥梁延年益

寿，稳稳托举交通“命脉”[3]。

3.2.2  超声波检测技术
（1）对于混凝土结构，超声波传播特性与混凝土密

实度、内部缺陷紧密关联。在灌注桩完整性检测里，完

好桩身混凝土均匀密实，超声波直线匀速传播，接收信

号稳定、波速正常；若桩身有夹泥、断桩等缺陷，超

声波遇介质突变，产生折射、反射、散射，信号强度骤

减、波速改变、波形畸变，分析检测数据可精准界定缺

陷在桩身位置、范围，确保基桩承载可靠，筑牢建筑根

基。（2）在金属结构检测领域，钢结构建筑的梁柱焊接
部位堪称重中之重，其焊缝内部诸如气孔、裂纹这类隐蔽

瑕疵，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着建筑安全。

此时，超声波探伤仪大显身手，它发射出高频超声波，使

其径直穿透焊缝。当焊缝内部完好无损时，超声回波呈现

出稳定且规律的状态；而一旦存在缺陷，回波便会提前出

现、数量增多，形态也杂乱无章。技术人员依此精准评估

焊缝质量，严格把控钢结构连接强度，为高层、大跨度建

筑筑牢安全根基，满足其对结构强度的严苛要求。（3）
砌体结构作为建筑领域独特一环，承载着厚重历史与实用

价值。在检测工作里，超声波发挥关键效用，穿透砌体灰

缝与砖体，精准探测内部状况。一旦灰缝不够密实，或是

砖体存在空洞、受损之处，超声传播便会遭遇阻碍，致使

波速改变、波幅衰减。借此特性，专业人员得以准确判断

砌体质量优劣，为古建筑修复、传统砌体建筑维护筑牢根

基，护航建筑文化传承与安全。

3.2.3  频谱分析技术
（1）在建筑结构振动监测方面，建筑物受风力、地

震、机械运转等激励产生振动，不同结构固有频率、振

型各异，频谱分析仪采集振动信号转化为频谱图。健康

结构振动频谱特征稳定，频率成分、幅值有规律；结构

损伤如梁裂缝开展、柱基础松动，会改变刚度、质量分

布，使固有频率偏移、频谱幅值变化，依频谱动态监测

预警结构安全状态，对高层抗震设计后运维、工业厂房

设备振动影响评估意义重大。（2）声学检测中的频谱分
析，恰似一把精准的“听诊器”，在建筑防水检测方面

功效卓越。拿屋面、卫生间来说，正常部位受雨滴、水

流冲击，发出的声音沉闷且单一，可一旦出现防水渗漏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渗漏处因水流与基层、防水材料间

的缝隙相互作用，催生出复杂高频声响，利用频谱分析

技术便能敏锐捕捉，精准锁定渗漏源，打破传统靠观察

水渍找渗漏的桎梏，有力捍卫室内舒适与建筑耐用性。

（3）在建筑施工现场，塔吊、施工电梯等大型机械维系
着施工运转，于机械系统运行检测而言，齿轮与轴承状

况至关重要。正常运转时，其振动、噪声频谱契合标准

工况。可一旦齿轮磨损、轴承出现故障，运转“节奏”

就乱了，特定频段幅值飙升，还冒出新频率成分。凭借

这一变化提前安排检修，避免机械“罢工”，保障施工

高效、安全，稳固施工秩序[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与检测技术的发展对

于提升工程质量、保障施工安全及推动建筑行业进步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施工

技术与检测技术将更加注重智能化、自动化和精准化，

为建筑工程领域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未来，建筑行业

应紧跟时代步伐，加强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动施工技术

与检测技术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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