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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混凝土料斗自动控制装置在建筑工程中的高效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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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传统混凝土料斗的绿色与智能化升级迫在眉睫。本研究创新性的在料斗内部增加螺旋装

置，将传统依靠混凝土自重出料方式转变为可控机械动力出料。正转时，机械动力驱动混凝土顺畅出料，变速可控制出料速

度，倒转可进行混凝土二次搅拌，有效避免混凝土离析和塌落度降低。同时在底部出料口设置密封装置，防止漏浆。这一改

进有效解决特殊部位和长时间浇筑混凝土时产生的混凝土离析、流动性变差等问题，显著提高施工效率和安全性、节约成本，

实现对传统料斗的绿色与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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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Efficient Application of New Automatic Control Device for Concrete Hopper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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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green and intelligent upgrade of traditional concrete 

hoppers is urgently needed.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adds a spiral device inside the hopper,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discharging based on the self weight of concrete into controllable mechanical power discharge. When rotating forward, the mechanical 

power drives the smooth discharge of concrete, and variable speed can control the discharge speed. When reversing, secondary mixing 

of concrete can be carried out, effectively avoiding concrete segregation and reducing slump. At the same time, a sealing device is 

installed at the bottom discharge outlet to prevent slurry leakage. This improvement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roblems of concrete 

segregation and decreased fluidity caused by special parts and long-term pouring of concrete,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safety, saving costs, and achieving a green and intelligent upgrade of traditional hop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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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已有的施工机械已不

能满足现代施工的需求，其效率和安全性能应提升到新的

高度。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近些年来得到了较大发展，混

凝土泵车等施工机械大大提高了浇筑的效率和质量，但随

着施工构造的日益复杂，有些部位仍需要使用料斗。然而

料斗的发展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料斗的技术革新就

成为了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传统混凝土料斗靠自重出料，

由于下口封闭不严密，造成混凝土失水离析，极易造成堵

塞出料口，降低浇筑施工效率，且极易出现混凝土质量得

不到保证的情形。对施工速度和安全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因此对传统混凝土料斗的绿色与智能化升级显得尤其重

要与必要。鉴于此，笔者所在公司成立了课题小组，致力

于在这一技术创新上进行攻关，以期待研究出更为有效的

解决方案。 

1 混凝土料斗的应用现状 

目前国内施工现场所使用的混凝土料斗大多是小型

机械加工厂生产或施工单位自制，存在做工粗糙、结构以

及尺寸不合理等问题。 

比如：①料斗所用材料多为铁板，使用一段时间后面

漆脱落铁板表面就会生锈，导致表面粗糙，易造成黏结混

凝土，使混凝土不易向下流出等问题。②料斗底部出料口

密封不严，开关不灵活，造成渗水严重导致混凝土流动性

减弱，随之出现堵塞出料口，料口开关卡顿等问题。 

现在施工现场所使用的料斗大多为结构简单的料斗,

各种数据和操作装置都是简单随机的，不符合科学合理的

基本素质，所以也就不能达到高效、节能和安全的要求。 

虽然也有一些针对传统混凝土料斗改进的专利，但一

般都是对出料口控制的改进，主要是对混凝土出料速度或

数量的控制。例如：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的

专利（CN 2022207273U）采用旋转密封挡板和压杆系统，

通过转轴调节混凝土流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混凝土离析

问题；活动料斗底设计（专利 CN 2017201260397U）通

过钢绞线和旋转轴控制下料口大小，实现浇筑量动态调整。

均无法彻底解决特殊部位（现场浇筑困难部位）混凝土浇

筑和长时间浇筑时极易产生的混凝土离析、流动性变差等

问题。 

以上的问题在各个施工现场普遍存在，对混凝土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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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产生了比较严重的不良影响，通过我们研制的混凝土

料斗自动控制装置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2 一种新型高效的混凝土料斗自动控制装置研究 

研究小组经过深入研究和设想，确定了一种全新的混

凝土料斗改进方案，综合运用多项创新技术，解决特殊部

位（现场浇筑困难部位）混凝土浇筑和长时间浇筑时使用

传统混凝土料斗极易产生的混凝土离析、塌落度降低、流

动性变差、出料口漏浆等问题。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2.1 技术方案 

通过在料斗内部增加螺旋装置，改革传统的料斗由依

靠混凝土自重出料变为由可控机械动力出料；内部螺旋装

置正转可机械动力出料，变速可控制出料速度，倒转可进

行混凝土二次搅拌，避免混凝土离析、塌落度降低；同时

在底部出料口设置密封装置，可防止出料口漏浆。 

2.2 设计结构 

具体设计结构和设置的装置如下图： 

 
图 1  料斗内部设计结构和设置的装置 

吊耳-1，进料口-2，电源-3，驱动装置-4，变速箱-5，支架-6，螺

旋搅拌轴-7，斗体-8，隔板-9，出料口-10，密封装置-11。 

上述混凝土料斗自动控制装置已获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专利号：CN 202323572027.1U。 

3 新型高效的混凝土料斗自动控制装置应用与

研究 

3.1 测试方案 

依据设想方案，研究小组积精心制定了相关的实物，

并编制了详细的“混凝土漏斗试验方法”。随后，在张家

口某医院工地，对新型混凝土料斗自动控制装置进行了现

场测试，具体测试方案如下： 

3.1.1 测试的目标及内容 

（1）测试目标 

①验证装置能否稳定正常使用； 

②验证出料口的密闭性； 

③解决商品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易发生的离析和塌落

度减小等问题。 

（3）测试具体内容： 

①自动出料测试； 

②自动二次搅拌测试； 

③加速出料测试； 

④两种标号（C30、C40）混凝土对比测试； 

⑤与传统自重出料模式（不开启搅拌装置）的出料速

度对比测试。 

3.1.2 测试的方法、步骤 

测试的方法 

（1）静态测试 

（2）动态测试 

（3）对比测试 

3.1.3 测试的具体步骤 

（1）静态测试 

将料斗装置静态放置在施工现场地面时观察出料口

是否漏浆水，测试出料口的密闭性； 

将料斗装置静态放置在施工现场地面，先测量料斗装

置内当前标号混凝土（如 C30）塌落度，再遥控开启自动

二次搅拌模式，观察两根螺旋搅拌轴能否正常有效工作，

并取出搅拌后的混凝土测量其塌落度；记录并对比前后塌

落度的变化。 

以上测试重复进行 3 次，对塌落度数据进行记录，验证

能否解决商品混凝土易发生的离析和塌落度减小等问题。 

（2）动态测试 

用塔吊或吊车将料斗装置吊起并移动观察出料口是

否漏浆水，测试动态时出料口的密闭性； 

吊起并移动料斗装置时远程遥控开启自动二次搅拌

模式，观察两根螺旋搅拌轴能否正常有效工作，通过在料

斗装置上方和料斗装置侧面观察窗两个不同角度观察并

拍摄；验证吊装过程中能否解决商品混凝土易发生的离析

和塌落度减小等问题； 

吊起装满 C30 混凝土的料斗装置移动至等待浇筑的

楼板上方，打开出料口，用秒表记录整斗混凝土出完料的

时间（精确到秒）；重新将料斗装置装满，远程遥控开启

加速出料模式后打开出料口，用秒表记录整斗混凝土出完

料的时间（精确到秒），记录并对比前后两次所用时间。

以上测试重复进行 3 次，测试加速出料的效果如何。 

（3）对比测试 

以上测试步骤已使用了对比测试方法； 

采用 C40 混凝土重复上述步骤，记录相应数据，对比

分析料斗装置在不同标号混凝土情况下的使用效果差异。 

采用 C30 混凝土、使用传统料斗重复上述步骤，记

录相应数据，对比分析出料速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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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测试过程及结果 

3.2.1 测试过程、数据 

依据《混凝土料斗自控装置试验方案 》和试验启动

会议商定的内容，进行相关试验具体过程、数据简要汇总

如下： 

（1）验证出口的密闭性 

混凝土料斗自控装置经灌注 1m
3 混凝土后，经观察出

口的密闭性良好。 

（2）C30 混凝土在料斗装置中静置和自动搅拌后坍

落度的对比 

表 1  混凝土料斗自动控制装置现场试验塌落度记录表——C30混

凝土在料斗装置中静置和自动搅拌后坍落度的对比 

状态 静置状态 自动搅拌后 

次数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塌落度

（mm） 
203 198 194 198.3 208 204 199 203.7 

（备注：平均值四舍五入保留一位小数。） 

C30 混凝土在料斗装置静置状态下自动搅拌后坍落

度变大。 

（3）C40 混凝土在料斗装置中静置和自动搅拌后坍

落度的对比 

表 2  混凝土料斗自动控制装置现场试验塌落度记录表——C40混

凝土在料斗装置中静置和自动搅拌后坍落度的对比 

状态 静置状态 自动搅拌后 

次数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塌落度

（mm） 
201 197 192 196.7 207 202 196 201.7 

C40 混凝土在料斗装置静置状态下自动搅拌后坍落

度变大。 

（4）传统料斗（无搅拌装置）出料速度与料斗装置

加速出料模式出料速度的对比 

表 3  混凝土料斗自动控制装置现场试验出料速度记录表——C30

混凝土 

状态 传统料斗（无搅拌装置） 加速出料模式 

次数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平均值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平均值 

时间（s） 67.07 72.19 79.53 72.93 59.15 64.93 69.26 64.45 

（备注：平均值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C30 混凝土在料斗装置加速出料模式下出料速度更快。 

3.2.2 测试结果 

经测试验证混凝土料斗自动控制装置：能稳定正常使用。 

出料口密闭性良好，解决了传统料斗出料口容易漏浆

的问题。 

解决了使用传统料斗商品混凝土易发生的离析和塌

落度减小等问题。 

4 结论 

通过对建筑工程行业混凝土料斗装置现状和发展趋

势的研究分析，我们创造性地研制出此混凝土料斗自动控

制装置，此装置可以有效地解决特殊部位（现场浇筑困难部

位）混凝土浇筑和长时间浇筑时极易产生的混凝土离析、流

动性变差等问题。通过运用此装置可以更好地控制混凝土的

浇筑质量并可以及时进行现场调整，对需要高浇筑质量的混

凝土（例如：清水混凝土）以及装配式建筑中竖向构件部位

构造柱的混凝土等施工中保证了实体混凝土浇筑的观感质

量，尽量避免了色差、冷缝、石子外露等质量通病的产生，

为现场施工节约了修缮成本，为绿色建筑的发展助力。 

随着建筑工程施工机械技术的不断发展变革，现有的

施工机械应适应施工现场日益复杂且多方面的需求，高新技

术机械装置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必然的趋势。此装置的研究应

用实现了对传统混凝土料斗的绿色与智能化升级，对提高施

工工作效率、安全性、节约施工成本、降低管理成本等方面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升了建筑施工的自动化、信息化和

智能化水平，积极助力国家绿色建筑和智能化建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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