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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楼地面裂缝的预防措施与处理工艺

王时军

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30100

摘 要：楼地面裂缝的产生对工程整体质量的影响不容忽视，如不能妥善处理，将给工程带来质量隐患，甚至严

重威胁人身安全。在楼地面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由于受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一些施工人员没有完全按照规范、图纸

施工，甚至凭自己的经验盲目施工，导致楼地面出现裂缝，不仅影响观感，而且严重降低了施工质量。因此，建筑企

业在楼地面施工过程中，要重视地面裂缝预防工作，采取针对性的裂缝处理措施，保证工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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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建筑工程全过程管理中，工程质量是个永恒的

主题。楼地面裂缝不仅影响结构的整体性，使得建筑工

程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极有可能影响使用功能或

缩减使用寿命。单从楼地面裂缝来说，产生裂缝的原因

较多，比如材料不合格、施工方法不当、养护不足、季

节性施工措施不到位等等。这里不做详细说明，本文重

点分析预防措施和简单处理技术。

结构性裂缝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比较严重，不仅降低

房屋建筑的整体质量，而且会影响建筑的后期使用，给

业主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结构性裂缝的种类较多，

如收缩裂缝、温差裂缝、施工裂缝、沉降裂缝等。根据

其影响程度，又可分为微裂缝、中等裂缝、贯穿型裂缝

等。无论是哪种裂缝，大多是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因

温、湿度差异过大、配合比不合理、施工人员技术水平

不高导致的混凝土收缩过快而形成的裂缝。尤其是在构

件连接处（如梁板结合处）和不同材料混合施工的位

置，更易出现裂缝[1]。

未进行温度控制

混凝土内部产生热凝固效应使温度改变，混凝土内

部温度超过外界温度，则结构内部的温胀现象将较外界

结构更为突出，内部过多膨胀也将使混凝土结构内部产

生胀裂缝现象，这也是导致混凝土结构内部裂缝产生的

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混凝土结构施工时必须注意温

度控制。但在很多施工中，混凝土浇筑环境较为变化无

常，针对混凝土的温度控制要求相当高，在混凝土凝固

过程中不能对温度进行严格的控制，造成了开裂问题的

发生，尤其是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中，若分段不科学，就

会造成构件内温度不能迅速散失，导致构件表面开裂问

题的发生。

混凝土收缩变形

混凝土收缩变形包括混凝土沉缩、干缩及水泥合缩

三种类型。其中沉缩是指在混凝土表面毛细管抽吸作

用、内部粒子重力沉降影响下混凝土内部粒子空隙减

小、体积减缩现象，对提升混凝土各种性能具有积极作

用。但如果混凝土结构平面尺寸较大、厚度较薄，再加

上原材料级配、配合比等不科学，会导致混凝土不均匀

沉缩，进而诱发混凝土塑性收缩裂缝[2]。混凝土干缩是指

混凝土硬化后水分蒸发、长时间暴露在干燥空气中所产

生的混凝土外包体积减缩现象。在空气干燥的环境下，

混凝土表面的水分会优先蒸发，外界空气进入表层之内

与内部湿空气进行交换，直至混凝土内部蒸气压与外界

空气压力一致后此种交换才能停止。混凝土干缩会导致

混凝土结构表面开裂甚至整体断裂问题。水泥合缩是指

水泥化合物与水结合时产生的体积缩减现象，如果水泥

合缩强烈且养护不及时便会诱发混凝土裂缝。

荷载引起的裂缝

建筑工程中混凝土结构设计工作在具体进行时，如

果伴随高荷载现象，就可能导致混凝土结构出现开裂现

象。比方说在设计环节可能会存在荷载过重的现象，在

对结构计算的过程中，漏算或者不计算、计算模型不合

理、结构受力假设与实际受力不符等，均会导致由于荷

载因素出现混凝土裂缝[3]。另外，内力与配筋计算出现差

错、结构安全系统达不到设计标准、设计断面不足、结

构刚度较弱、钢筋设置数量不足或布置时出现错误等，

都可能对建筑混凝土荷载造成影响，导致其裂缝问题的

发生。在建筑工程修建具体进行时，没能结合施工图进

行操作，操作步骤不标准，随意传递物料、没能对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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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进行稳定性检测等，就容易在重力的影响下，导致

混凝土结构出现开裂现象。

机具方面

项目施工过程中设备需要在进场前做好验收工作，合

格之后才能够进入施工场地进行作业。泵送混凝土在开始

泵送之前，需要检查甭管接头是否牢固，因此需要提前对

泵管进行验收，做好水密承压与抗拉拔试验，试验合格之

后才能够开始混凝土泵送施工。浇筑楼地面的混凝土时，

需要结合楼地面需要施工的厚度选择合适的平板振动器或

者选择合适的振动棒完成混凝土振动工作。

施工环境方面

（1）建筑工程很难躲过季节性施工，因赶工或完成

节点事件，必须进行雨季或冬季混凝土施工时，必须采

取预防措施，防止混凝土遇雨离析或受冻而强度降级。

（2）一般情况下，雨季楼地面施工时应防止混凝土不

被雨水淋湿，露天作业遇雨时立即停止施工，设置施工

缝，覆盖混凝土面等措施。雨水较少时，及时完成施工

段混凝土浇筑工作。雨水较大时，不能继续混凝土浇筑

作业。因雨水浸泡的混凝土，应该拆除重新浇筑或进行

技术鉴定后再进行后续作业。（3）夏季高温季节施工

时，应减少混凝土的生产、运输和浇筑环节时间，现场

可以设置移动罩棚等。白天气温较高可以选择晚上进行

混凝土浇筑作业，组织足够的劳动力及时完成浇筑作

业，加强养护管理。（4）冬季施工应编制专项方案，采

取行之有效的保温措施。

对混凝土建筑材料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第一，水泥选择。在施工过程中，应尽可能选用低

水化热水泥，如粉煤灰水泥或煤灰水泥等水泥。通过合理

掺加混凝土掺合料来降低水泥使用量，降低水泥水胶比。

一般来说，在混凝土配置过程中少掺10kg水泥，温度将减

少1℃，水化热与水泥使用量正相关。在施工环境容许的

状况下，尽可能使用收拢小、微膨胀性的水泥，便于在使

用过程中产生优良的预压应力，抵御中后期的温度许用应

力，提高混凝土的抗裂特性。第二，合理地掺入加料粉煤

灰。在新型混凝土中掺入适当的粉煤灰，能够大幅度地提

升混凝土抗渗等级特性和使用寿命，降低混凝土收拢率，

减轻掺合料系统的凝固热电效应，进而大幅度提升混凝土

内部构造的可靠性和抗压强度，抑制使用过程中的化学反

应，降低新型混凝土泌水的概率。第三，选择级配良好的

骨料。就石料来讲，混凝土中石料的最大占比为83%，最

少占比为80%。因此，应尽可能采用热膨胀系数小、岩层

弹模低、配合比好的石料。一般来说，粗骨料的较大粒度

为40mm，最小粒度为4mm。因此，应严苛控制砂的粒度

分布，尽可能采用粗砂。在配置过程中对粗细骨料的含泥

量需严格控制，一般情况下，粗骨料按重量计含泥量不应

大于1%，泥块含量不应大于0.25%，细骨料含泥量不应大

于3%，泥块含量不应大于1%。同时混凝土水灰比一般情

况下控制在0.6以下。

强化温度控制

需要选择中低热水泥，如，粉煤灰水泥、矿渣水泥

等；根据施工情况降低水泥用量；降低水灰比，所采用

的一般混凝土水灰比控制在0.6以下；有效改善骨料级

配，通过使用高效减水剂减少水泥用量，降低水化热；

混凝土搅拌加工工艺的改善能够降低混凝土浇筑温度，

在混凝土中添加缓凝作用的外加剂，在温度较高的环境

中进行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遮阳板，对混凝土温度实

时控制，采用科学合理的施工工序，分块浇筑，这在较

大程度上可利于混凝土散热。如果混凝土结构体量超出

相关数据，就需要在混凝土结构的内部安装冷却管线，

借助对净水的注入，最小化混凝土内部环境中的温度差

异。对混凝土结构内温度予以动态化监测，这样可以实

时借助水的利用，将混凝土结构温度予以掌控；在将混

凝土模板进行拆除时，如果环境温度明显降低，就应对

混凝土结构予以有效维持，因而可以防止混凝土结构外

部温度缩减而导致的开裂现象。

施工过程的裂缝控制

在建筑工程结构施工中，工程施工等规范与工程质

量的联系较大，所以，为了避免建筑工程裂缝的出现，

施工单位应该对各个工序进行控制。首先，在混凝土

振捣控制中，应该保证材料振捣密实及均匀，并按照建

筑工程的施工标准，进行分层浇筑，有效避免混凝土漏

振以及过振问题的出现，提高混凝土施工的稳定性。其

次，在混凝土浇筑之前，施工人员应该仔细核查模板支

撑系统，根据建筑工程的施工特点，保证模板支护的稳

定性，有效避免模板浇筑变形及松动问题的出现。最

后，通过对建筑工程施工状况的分析，交将混凝土自由

下落的高度控制在2m以内，有效避免混凝土施工中出现

离析问题，为建筑工程的稳步施工提供技术支持。

妥善实施竣工养护

完工养护工作直接关系到混凝土施工的实际成效，

但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在众多的建筑工程混凝土施工中

都忽略了该环节的重要性。在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工

作人员需要促进混凝土养护管理的常态化落实，这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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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室内混凝土的劳动湿度以及室内温度提供充足的

保障，进而帮助工作人员更加高效地实现对于室外混凝

土内外温差的合理控制，以便于支撑劳动强度的合理发

展，从源头上落实对于混凝土裂缝问题的有效控制。在

完成拆模工作之后需要第一时间实施基层保护，与此同

时还应当采取妥善的措施，以避免寒冷天气对其的影

响，进而实现对于内外墙之间温差的科学控制，以免钢

筋混凝土在中期和早期产生严重的裂缝问题。

结束语

对于建筑项目楼地面施工而言，虽然无法杜绝裂缝

问题的产生，但是采取科学的施工方式，强化施工材料

质量，严格开展项目施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楼地

面裂缝出现的概率，提高建筑项目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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