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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腔体式钢筋砼结构贮仓的使用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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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腔体式的贮仓是现代工业原料贮存和转运的一种常见构筑物，由于其相对较低的造价和较为简单的构造形式，被各种

工矿生产企业广泛、大量的采用。但同时由于其体量大、建筑高度相对较高，大多数裸露在自然环境中，经受不同环境因素

的影响，在使用中的维护方法是决定其建筑寿命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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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and Maintenanc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Storehouse with above Ground C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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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vity type silo is a common structure for th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Due to its 

relatively low cost and simple structure, it is widely used by various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 But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its large volume and relatively high building height, most of them are exposed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maintenance method in us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determine the life of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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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贮仓，即贮存散装物料的仓库。我国目前常见的贮仓分农业贮仓和工业贮仓两大类，本文重点讨论工业贮仓（煤

仓）的相关课题。工业贮仓多用于贮存煤炭、水泥、矿料等散装物料。根据其结构性状又分为圆形的筒仓和方仓。而

方仓根据其平面形状又有正方形、矩形、多边形等平面形状。但工业建筑中最常见的是圆形筒仓。因其仓壁受力合理，

用料经济，所以应用最广。根据生产系统的特点和工艺特性，可以单个或群体布置；当储存的物料品种单一或储量较

小时，用独立仓或单列布置。当储存的物料品种较多或储量大时，则布置成群仓。 

不管其平面性状和生产的组合布局如何，但贮仓的自身结构组成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大部分：基础、漏斗、筒体、

锥壳及仓上建筑。群体仓之间及单个贮仓与其他生产机构之间通常用栈桥或廊道进行连接，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生产

运行系统。为此，我根据多年的施工经验，对工业用钢筋砼结构贮煤仓在使用和维护方面的常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

结，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和加固措施。 

1 煤仓常见的破损形式 

1.1 保护层的脱落 

保护层是筒体结构中受力钢筋的保护构造，而在使用中因贮料的冲击和冻融循环的影响，内壁保护层和外侧保护

层的破坏是显著的。外壁与空气直接接触的保护层脱落便于直观检查，但是内壁与贮料接触的部位的保护层脱落程度

只能靠定期的入仓检查才能查勘。而由于不同贮仓与生产系统的关系不近相同，大部分的贮仓仓内的检查受生产工艺

的影响极大，仓内检查的频度不够高、及精度不够细也间接的加剧了仓体的破坏。 

1.2 筒壁裂缝与孔洞 

筒壁大多为薄壁结构，如果使用不当，仓壁经常性的受水浸湿，加之矿井生产的原煤及机洗出仓的原煤大多数含

水率较高，且有害元素（硫、磷）等通过煤中的水分渗入仓壁砼内，对混凝土的强度破坏极大。长时间使用，会导致

筒壁砼强度的降低，形成筒仓壁整体裂缝。如果仓顶的落煤口设计不合理，落煤的冲击会导致筒壁个别部位长期遭受

煤的冲击，很容易导致筒壁的破损，形成孔洞、溃仓。 

1.3 漏斗的破坏与变形 

漏斗是整个筒仓受冲击力和受摩擦力最大的地方，同时也是受压力最大的部位。如果经常性的空仓使用，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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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长期接受冲击力，极易导致漏斗耐磨层的脱落；一旦耐磨层脱落，漏斗壁会加速损坏，最终导致漏斗的变形与损

坏。另外，根据仓内贮煤的特点，有些仓容易形成堵仓的现象，而生产中常用的简单疏落通方法是炸仓，这也会导致

漏斗的破坏。 

1.4 锥壳砼的掉渣与脱落 

锥壳是筒仓的最上部受力结构部分，呈现出厚壁、高配筋的构造特点，同时是随着标高的增加，面积也是呈锥缩式

渐变的。正是这种显著的构造特点，导致其内部的侧面，经常受到冷凝水的侵蚀和腐蚀。随着有气体和冻融循环的交替

作用，保护层加速的碳化和零星的脱落是常见的破坏特征。最终导致露筋或更为严重的钢筋剥落。虽然短时间内对结构

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长时间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破坏，最终形成砼构件的大面积掉渣与脱落，从而破坏整个锥壳的结构。 

1.5 仓上建筑的气体侵蚀 

气体对砼结构的侵蚀，是一种常见的破坏形式。尤其是高磷、高硫的矿井，综采面皮带直接入仓的原煤因吸收了

大量的降尘水、出机入仓的产品煤经过洗选后也含有大量的水分，而这些含量水量较高的煤入仓后，会有大量的水蒸

气经过漏斗观察孔及入煤口进行仓上建筑，从而对仓上建筑配套的安装构件和砼构件自身产生经常性、反复性的侵蚀，

进而对结构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2 针对不同的破坏形式，可以采取的有效对应措施 

2.1 针对保护层的脱落 

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对仓壁进行定期的检查，通过采用高强度抹面砂浆或增加永久的保护性构造（钢衬板等）措施，

保证砼保护层的完成，确保主体构件的结构寿命。 

2.2 针对筒壁裂缝与孔洞现象 

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增加筒壁的整体性，通过增设防水层、保温层等技术措施，杜绝仓壁砼表面形成干湿交替和冻

融循环，确保结构外部环境的正常，使现实生产环境符合构件的设计使用环境。 

2.3 针对漏斗的破坏与变形 

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增加整体较高的耐磨层和增大漏斗壁的光滑度，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漏斗壁的挂壁和堵仓现

象。确保漏斗壁不承受其他冲击荷载。 

2.4 针对锥壳砼的掉渣与脱落现象 

最为有效的措施是，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增加锥壁的整体性，通过增设防水层，温气排除措施等。确保锥壁的干燥

和整体不变形。 

2.5 针对仓上建筑的气体侵蚀 

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减少仓内存煤的湿气在仓内的时间，通过强制排风或负压排风，将仓内的湿气快速的排出仓

外，确保仓内的湿气不进入仓上建筑，从而杜绝气体侵蚀现象的发生。 

3 贮仓建筑在设计时应采用的预防和延长使用寿命的具体应对。 

（1）尽量选用的合理的施工工艺（大模板整体性浇筑等），加强施工中砼的整体性控制，避免施工缝和结构冷缝

等质量通病的发生频次，从而确保砼构件的实际强度达到设计强度要求。 

（2）增加内筒壁的刚性防水层（内壁整体增加锰钢板内衬），确保筒壁的干燥和保护层的厚度，减少水害及冻害

对砼结构的整体性破坏。 

（3）增加外筒壁的防冻保温层（外壁整体增加防水保温层），确保筒壁不受冷凝现象和冻融循环现象的影响，确

保结构使用环境的正常。 

（4）加强漏斗耐磨层的整体性和耐磨性（漏斗满铺厚锚钢板内衬）。减少堵仓现象的发生，进而避免炸仓等非常

规的清仓措施。 

（5）增加仓内气体循环和排出措施（锥壁增加强制排风机和送风机）。防止有害气体对仓上建筑和锥壁的破坏，

同时也防止煤气爆炸现象的发生。 

4 贮仓建筑的后期维护方式 

4.1 加强使用环节的管理 

避免空仓使用，减少漏斗受直接冲击的频次；避免堵仓现象的发生，减少炸仓等不科学的清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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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筒仓定期的检查和勘测 

制定专门的措施和制度，加强煤仓在使用过程的检查和勘验，做到早发现、早排除，确保结构构件不发生大的破

坏事故。 

4.3 根据相关的设计构造措施 

定期的对筒仓进行大修和构造措施的更新，根据设计寿命和使用工况，确定合理的大修年限和更新周期，从而确

保主体结构始终处在安全的使用工况下。避免结构整体加固的发生。 

5 贮仓的使用前景和展望。 

总之，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能源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传统的能源供应在未来一定的时期仍是主要方

式。因此，贮仓因其经济性、安全性等优点；在工矿生产企业中仍将大量的采用，同时对贮仓的使用和维护仍将是一

个重要课题，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以上是本人在长期的施工和加固实践中总结的一些经验，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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