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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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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化脚步不断加快，各类建筑工程项目不断开发，通常会以混凝土为主要建材进行施工，混凝土施工质量直接

影响着工程整体质量。混凝土浇筑技术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廉、适用性强的优点，是常用施工手段。文中将围绕着混凝土

浇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运用展开论述，对混凝土浇筑技术做出概述，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混凝土浇注工艺流程及要

点，并进一步探索混凝土浇筑质量控制措施，以期为实际施工提供一定参考，促进混凝土施工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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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pace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ncrete is 

usually used as the main building material for constru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e concrete pouring technology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low cost and strong applicability, and is a 

common construction method.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concrete pou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summarize the concrete pouring technology, analyze the concrete pouring process and key points in combination with 

actual case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oncrete pouring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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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建筑行业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

量，工程项目数量一直在扩大，而且工程规模和难度不断

增加，对材料、设备、技术的要求都在提高。在市场要求

和科技发展之下，各类新型建筑材料层出不穷，混凝土仍

旧作为主要材料而以多样化的方法技术被应用于施工中。

混凝土浇筑技术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混凝土的特性，在浇

筑过程中容易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出现强度不足、裂缝等

问题，需要施工方加强混凝土浇筑技术的研究力度，采取

质量控制措施。 

1 混凝土浇注技术概述 

结合施工项目的特点，对建筑材料中的混凝土进行了

研究。水泥是一种由水泥，砂石、外加剂等材料构成的混

合建材类型，通过将这些材料依照一定的比例和工序进行

搅拌加工成为混凝土，在设计和施工时，必须将水泥浇注

到模板内，通过固化工艺，使其获得稳定的状态。施工中

的混凝土浇注技术主要有：一种是整体式混凝土浇筑，另一

种是用小直径的钢管混凝土浇筑。这两种技术都是比较先进

的，当前被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的混凝土施工技术。
[1]
 

2 项目概况 

该项目占地 19000m
2
，占地 700 m

2
，建筑高度 110m。

地下一层面积约 510 平方米，作为停车场和设备存放的作

用。二层裙楼的单楼高 5.93m。裙房以上为高层建筑，屋

顶以上为电梯机房，水箱间，屋顶结构。在此工程中，梁、

板、柱的浇筑所选择的混凝土强度为 C20～C45。施工中

使用的设备为 5 个 φ50 mm 的振动棒，一台布料杆以及两

台平板振动筛。
[2]
 

3 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运

用方法及要点 

3.1 生产过程 

施工准备流程，混凝土搅拌输送工作，然后将混凝土

采用泵送的方法来完成地基基础底板工作，然后对建筑结

构的柱子，剪力墙以及梁板楼梯等混凝土结构进行浇筑和

振捣，最终还需要进行科学地养护工作。 

3.2 生产过程 

该项目的混凝土拌和是由混凝土搅拌站统一配制的，

用混凝土罐车运送至施工现场，最后泵入模板内部。 

3.2.1 操作的预备 

（1）在浇注之前，应将钢筋表面的污渍、模板中的

灰尘、杂物等清理干净，并检查钢筋防护层垫片的位置与

相关标准是否一致。 

（2）在模板粘接过程中，要注意喷淋，以保证模板

的含水量。柱模和墙模的清扫口要先将杂物和水迹清除，

然后再进行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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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施工缝部位，硬化程度和密实度不高的混凝

土都已经清除干净，露出了石子，用喷水保持一定的湿度，

同时要注意不能有明水。 

3.2.2 运输混凝土 

从搅拌器中取出的混凝土，装入混凝土搅拌泵，并在

最短的时间内运送至施工场地。在运输过程中尽量优化运

输流程，以防止混凝土的离析。
[3]
 

3.2.3 抽水混凝土 

在泵送混凝土时，必须保证混凝土泵连续工作，如果

出现异常，超过 45 分钟的停机时间，或混凝土发生离析，

必须马上用高压水冲洗，否则将不能再用于永久的建筑结构。 

3.2.4 混凝土的灌浆和振捣 

（1）混凝土的自由下落速度不能超过 2m，一次浇注

高度一般不超过 2m，剪力墙柱必须一层一层地浇，每一

层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45 分钟。
[4]
 

（2）混凝土应该一层一层地连续浇灌，根据混凝土的

供给水平、结构特点、钢筋密度、混凝土初次凝结时间和一

次浇灌的用量，厚度应当维持在 40～50 cm之间的范围内。 

（3）使用插接式捣碎机时，应迅速插入并缓慢地抽

出，插头必须均匀排列，按点按顺序进行。运动距离应小

于捣碎半径 110%。在上部混凝土振捣时，为了使邻近的

混凝土充分结合，必须将下部的混凝土插入 7～10 cm。

振捣时，不要碰到模板和钢筋。板式振动块的运动距离，

应保证振动块的板面包含了振动结束区的边沿。 

（4）混凝土浇注必须连续进行。若中途有停水，应

尽量缩短停水时间，并在第一次浇筑混凝土之前完成下层

的浇筑。 

（5）在浇注混凝土时，应定期检查钢筋、预埋件以

及模板等部位是否存在变形以及位移问题、同时要监测是

否存在堵塞现象，保证钢筋与垫片位置正确，要对楼梯楼

板等部位的钢筋进行保护，避免和预埋件以及插筋产生碰

撞。如果出现任何不正常现象，应立即进行处理，并在浇

筑完成的混凝土第一次凝固之前进行适当的处理。 

（6）在主体完成上部结构 60 天后，采用稍高于两端

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混凝土浇注。 

3.3 基础、底板混凝土的浇注 

3.3.1 地基的填筑 

一般说来，C15 混凝土地基应该是连续浇筑的，对防

水有一定的要求，完成浇筑之后还要对混凝土表面进行必

要的处理，做好表面的压光处理。
[5]
 

3.3.2 地基的混凝土浇筑 

（1）混凝土应一层一层地连续浇注，停水时间不得

超过第一次混凝土凝固时间，并应在 2 个小时内完成。每

一层混凝土的浇筑和振捣均应按分层下料，控制在 40～

50 cm 之间。相邻的楼层采用梯级形式，在每一层浇筑完

成后，停顿 0.5 小时，以待混凝土下沉，然后进行上部的

浇筑。施工中应注意防止由于振捣不充分、模板根部砂浆

涌出、下料厚度过厚等原因造成麻面、蜂窝等问题。 

（2）应采用机械进行防渗混凝土，一般采用插入式

搅拌器，应迅速插进，并缓慢地抽出，直至表面没有气泡

停止为止，插头之间的间距应小于 40 cm，以防止振捣不

完全。上部的振动棒应插入 3～5 cm 的下部。尽量避免与

预埋件的预埋件发生碰撞，避免预埋件发生位移。 

（3）混凝土浇注完毕后，如混凝土表面较大，应采

用板式振动锤进行振动，再用刮刀将其平整，再用木铲将

其平整。 

（4）浇透后的混凝土，应在约 12 小时内覆盖并喷洒

水养护。常温下的养护应在 7 天以上，特殊的混凝土应保

持 14 天以上的养护周期。 

3.4 柱灌浆 

（1）在浇筑柱混凝土前，应在柱面下填以 50 mm厚的

细石砂浆，然后分层捣实，每一层的厚度不得大于 500 mm，

搅拌杆不得接触到预埋件和钢筋。除了顶层的振捣作业之外，

下面的楼层也要有专业的工人，对模板进行适时地敲击。 

（2）柱高不得大于 3m 时，可在柱顶浇注混凝土，若

大于 3m，则应采取措施或在模板侧开孔安装斜滑槽，逐

级浇注。每一节的高度应控制在 2m 以内，每一节混凝土

浇注完毕后，应将模板封好。 

（3）柱子混凝土应保证一次浇筑完毕，如有必要留

出施工缝，则应设置在梁底端。在混凝土板、梁一起浇灌

时，在浇注完毕后应暂停时间不低于 1.5 小时，使其逐渐

下沉，然后继续浇灌。 

（4）浇注完成后，应及时梳理搭接的钢筋。 

3.5 混凝土剪力墙灌浆规范 

（1）浇灌混凝土必须连续进行，停水时间为 2 小时，

每层浇灌的厚度不得大于 500mm，按浇灌顺序依次浇灌、

振捣。混凝土的落料点应该分为三个位置。在混凝土接流

部位要进行振动，并在浇筑过程中及时清除地面上的灰尘。 

（2）振捣棒之间的间距应该不超过 500 mm，振点的

持续时间以表面出现的浆液为基准，使各层的混凝土融为

一体，搅拌机应插入 50 mm以下的混凝土。在搅拌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洞口位置和钢筋分布的密集程度，为了防止出

现漏振现象，应在洞口两端同时进行振动，并且下灰高度

要大致相同。大洞的底部模板应该是开放的，并在这里进

行浇筑和振动。
[6]
 

3.6 梁、板混凝土浇筑 

（1）板子和横梁应该同时浇水，应该从一端开始，

采用“赶浆法”，将梁浇注在梁上，根据梁高的不同，分

层浇注，直到浇到板的底部，再将混凝土浇入，随着梯形

的不断延伸，板梁和混凝土继续向前。 

（2）与板件的整体高度大于 1米的横梁可以允许单独

浇注，施工缝可以设置在板下 2～3 mm 处。在振捣过程中，

两个步骤必须紧密合作，第一层的下料速度要慢，梁底振捣

合格后，第二层要下，采用“赶浆法”，保证水泥浆沿着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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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部向内推进，每一层都要先振捣一遍，然后再下料。 

（3）在梁柱连接处有大量钢筋的情况下，在浇注时，

要用颗粒较小的碎石和同等强度等级的混凝土，用小直径

的夯棒进行搅拌。 

（4）板混凝土的浇注厚度应该稍高于板的厚度，采

用平板捣碎机沿垂直于浇注的方向振动，厚板采用插入式

振捣沿浇注方向拖动，并用铁棒测量混凝土的厚度，振捣

结束后用长木铲将其平整。在施工缝或有预埋物和钢筋的

地方，用木抹工具将其平整。在浇注混凝土时，不得使用

振动棒来进行混凝土的铺砌作业。 

（5）混凝土浇筑完毕的楼板和楼梯的表面，应该采

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在超过 1.2 Mpa 的情况下，可以进行

模板和支架的安装。在连续浇灌前，对施工缝的混凝土表

面进行凿毛，将不牢固的混凝土和石头刨去，然后用清水

冲洗，然后用同样比例的石粉进行浇注，然后继续进行混

凝土的浇注，确保混凝土与新浇注的混凝土紧密结合。 

3.7 级台阶浇注 

（1）从下往上浇混凝土，首先是地基，然后是踏板，

然后是踏板，然后是水泥，继续往上，然后用木铲把台阶

平整。 

（2）施工缝位：楼梯混凝土应不间断地浇注，单级

台阶的施工缝应设在楼层平台上；多层楼梯的施工缝，应

留在楼梯段 1/3 处。 

3.8 层平面的施工 

混凝土浇筑后的地面应进行清扫，清扫时必须沿一个

方向清扫，不得随意地刮起，以免影响混凝土的外观。 

3.9 施工缝的处理 

（1）基板施工缝留距地板 300 mm，墙面与顶板下表

皮 10mm，立柱施工缝 50 mm，楼板施工缝留在地板表面。 

（2）当混凝土浇筑至 1.2 Mpa 时，所有施工缝将施

工缝中的薄弱层除去，并对混凝土进行毛化。 

（3）对有防水要求的施工缝，要按照规定进行封堵，

在浇筑之前，要把施工缝清扫干净，不能沾上任何污垢，

并保证与水泥粘合。 

3.10 模具拆卸维护 

（1）在混凝土平整后，在大筏板的表面用塑料布和毛

毯进行加固。地下室底板、顶板和外墙都要用塑料布加固。 

(2)在室温下，当混凝土的强度超过 1.2 MPa 时，将

模板拆除，在拆除模板的过程中，要保证墙体不会出现开

裂、脱落等问题，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修补。 

(3)浇注完毕后，必须在 12 小时之内进行覆盖和喷洒。 

在常温条件下，应采取喷水的方法进行养护，混凝土

的养护应在 7 天以上，防水的混凝土应在 14 天以上，并

由专业的人员进行养护，并以混凝土湿度达标作为基准。 

4 在建筑施工中做好混凝土浇筑的有效措施 

4.1 预拌混凝土的合理选用 

在建筑施工中，对混凝土的综合品质产生影响的主要

因素是由于掺入混凝土的材料配比没有得到科学的保障，

因此，在选用混凝土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混凝土的整体强

度，从而确保工程质量的控制，并使原材料与场地原材料

的配比得到合理的调配。同时，建筑企业要加强与供方的

良好沟通，加强对混凝土搅拌材料的使用监管，保证其合

理的配比。在选择材料时，必须注重保证项目的科学性。

全面检查原料，保证原料的品质，注重水泥的分离作业，

在选用工程用水泥时，要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对混

凝土的使用进行监控，以保证合理的科学比例。 

4.2 制定混凝土浇注的合理施工方案 

建筑工程是一个涉及众多专业时间跨度较长的项目，

在施工过程中，混凝土的浇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它

的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整体质量。所以，从混凝土

浇注施工的观点来看，如何正确地处理和处理施工中出现

的各种突发情况，合理利用各种设备和设施，是混凝土浇

筑施工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在施工之前，要科学地研究和

制定施工计划，深入地探讨和分析施工的各个细节，为施

工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有利的条件。在工程建设中，要根

据不同的施工环境，进行有针对性地设计。所以，在每一

次混凝土浇筑之前，都要实地勘察施工环境，了解施工场

地的地形地貌、施工环境和地形特点，从而使施工方案能

更科学、更合理地进行，从而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
[7]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混凝土浇筑技术工序具有流程简单、操作

便捷、技术难度低、经济性强等优点，在建筑工程施工中

应用较为广泛，但是如果不能对技术要点加以重视和掌握，

施工质量会大打折扣。施工方应当严格按照工艺流程进行

施工，合理设计浇筑方案，做好准备工作，明确工艺细节，

谨慎选择混凝土供应商，优化预拌料配比，合理设置浇筑

板规格等数据，做好养护管理，保证混凝土浇筑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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