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建设·2024 第7卷 第9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4,7(9) 

14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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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水混凝土作为一种常见的建筑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与施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清水混凝

土的特性、制备技术、应用案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首先介绍了清水混凝土的基本特性和制备工艺，包括其材料组成、性

能特点以及制备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然后通过分析真实的应用案例，探讨了清水混凝土在建筑设计中的外观效果、结构性能

和可持续性等方面的优势。最后结合当前的技术发展趋势，对清水混凝土在未来建筑领域中的发展进行了展望，提出了一些

可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方向，以促进其在建筑行业中的更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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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mon building material, plain concret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characteristics, preparation techniques, application cas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plain 

concrete. Firstl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eparation process of plain concrete were introduced, including its material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links in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Then, by analyzing real application cases, the advantages of fair 

faced concrete in terms of appearance, structural performance, and sustainability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were explored. Finally, based 

on the current trend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air faced concrete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is 

discussed, and some possibl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application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its wider appli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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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清水混凝土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其表面经过处理

后呈现出光滑、坚实的外观，常用于建筑外墙、楼板、柱、

梁等构件的表面装饰。清水混凝土不仅具有良好的外观效

果，还具备优良的结构性能和可持续性，因此在现代建筑

设计与施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1.1 研究背景 

清水混凝土作为一种不加任何装饰和涂料的混凝土，

它以其独特的质感、自然的色彩和简约的美学在全球建筑

界广受欢迎。清水混凝土的应用涉及公共建筑、住宅建筑、

景观设计和商业建筑等多个领域，其技术和材料的不断进

步，使其在现代建筑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1.2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清水混凝土设计、施工等流程，旨在探寻、

分析呈现清水混凝土较好效果的影响因素。 

1.3 研究意义 

清水混凝土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与发展研究，旨在探

索其美学价值和技术潜力，推动建筑行业的创新与进步，

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 

2 清水混凝土的特性 

2.1 物理特性 

表面质感：清水混凝土的表面质感通常光滑坚实，能

够呈现出独特的自然纹理和色彩，为建筑赋予独特的美学

魅力。 

2.2 化学特性 

耐候性：清水混凝土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能够抵抗自

然环境中的紫外线、酸碱等侵蚀，长期保持表面的美观和

功能。 

抗污性：由于清水混凝土表面通常较为平滑，因此具有

较好的抗污性，易于清洁和维护，降低了建筑的维护成本。 

2.3 力学特性 

强度和耐久性：清水混凝土具有较高的强度和耐久性，

能够承受各种外部荷载和环境影响，保证建筑物的结构安

全和稳定。 

抗裂性：由于清水混凝土表面暴露，其抗裂性成为关

键考量因素之一。采用合适的混凝土配方和施工工艺，可

以提高清水混凝土的抗裂性，减少裂缝的发生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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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优势与劣势 

优势：清水混凝土具有独特的外观效果和自然美学，

能够营造出现代、简约等多种建筑风格。其具备良好的耐

候性、耐久性和抗污性，易于清洁和维护。此外，清水混

凝土的材料来源广泛，生产过程相对简单，符合现代建筑

对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劣势：清水混凝土在表面处理和施工过程中需要一定

的技术和经验，对施工人员的要求较高。同时，由于清水

混凝土表面暴露，对混凝土配比和施工质量要求严格，否

则容易出现表面质量不佳或裂缝等问题。 

3 清水混凝土设计、制备工艺流程 

3.1 概念解释 

3.1.1 现浇装饰清水混凝土 

混凝土构件施工浇筑一次成型，在混凝土表面形成模

板本身自然肌理图案，表面不需要再经过二次装饰。例如

现浇木纹清水混凝土，混凝土浇筑成型后将自然原状木纹

拓印在混凝土上，使构件面层具有自然木质感的装饰效果。

木纹成型效果自然、含蓄、雅致，色泽上具有浸润感，整

体观感上木纹若隐若现。 

 

图 1  现浇装饰清水混凝土
 

3.1.2 预制装饰清水混凝土 

混凝土构件采取预制方式，在混凝土表面形成自然竹

纹肌理图案。混凝土浇筑成型后将自然原状竹节和弧面拓

印在混凝土上，使构件面层具有自然竹制感的装饰效果。

整体观感上竹纹凹凸明显，呈不规则排布效果。
[1-2] 

 

图 2  预制装饰清水混凝土
 

3.1.3 清水混凝土建造 

清水混凝土建造是一种无装饰、暴露结构、一次成型

的建造方式，和业界流行的“粗糙施工、装修掩盖”的施

工模式正面冲突，与以空调为主的现代设备安装存在大量

的矛盾，这种真实建造、暴露结构的方式，要求有一系列

的设计创新和施工工法的创新。 

由于清水混凝土一次成型、后期无法过多修饰的工艺

特点，清水混凝土建筑的设计深度表达与常规建筑不同，

需要提早确定清水界面，提出效果要求，并与清水相关专

项综合协调工作，土建之后的深化设计更是等同于过往项

目中的幕墙专项。要求从主体结构，包括专业孔洞的预留，

预埋件、门窗以及幕墙等所有和清水混凝土交接的地方，

均要做到位置正确无误，标高和尺寸等都要符合装修标准，

界面的划分、节点的控制等均要到位。
[3]
  

3.2 图纸绘制 

确定施工图以何种方式表达能够按预定的效果实现

清水混凝土建造，图纸需分为设计图纸和施工深化图纸，

设计图纸由设计院绘制，施工深化图纸需在设计院指导下

由施工单位绘制，设计院图纸有如下内容需要表达，清水

墙的位置（包括墙体和顶面）、类别、构造、末端点位尺

寸和定位、立面划分。 

3.2.1 装饰清水混凝土墙平面图 

常规建施图上表达的信息比较多，装饰清水混凝土需

要表达的信息同样很多，如果表达在常规的平面图上，会

导致图面太乱而且信息表达不清楚，所以装饰清水混凝平

面图宜单独出图，需要表达出清水构件位置和类别，构件

包括墙、柱、顶，每一个构件所有外露的清水面都要表示，

哪个面做哪种形式的清水都要表达清楚。 

3.2.2 装饰清水混凝土立面展开图、顶面图 

清水构件施工精准度要求高，设备末端定位和尺寸需

要表达在立面或顶面图上，装饰清水混凝土墙或顶面必须

要画展开立面图，尤其是针对倾斜或其他异形立面，只有

展开立面图才能被施工现场所使用，施工单位在建施立面

图基础上出清水深化图纸，对于异形建筑，需要搭建精准

模型导出相关展开面的图纸。 

3.2.3 细部设计 

由于现场制作难度和效果的原因，如在板块上开门洞

宽度和板的宽度不一致，用金属板来调节，机电末端（包

括所有的需在墙、顶上设置的末端，比如各类面板、插座、

消防喇叭、报警按钮、壁挂扬声器、疏散标志、控制箱等）

优先考虑在金属板上设置，会减少部分土建施工程序，有

利于进度和质量的把控。当需要在现浇或预制混凝土构件

上设置设备末端时，所有的设备末端底座宜嵌入清水混凝

土构件中，增强设计感，要求必须在图纸上确定末端的位

置、大小、数量等等，以进行预埋，不可后期在清水混凝

土构件上进行后开洞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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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预制混凝土构件设备末端预留孔 

3.3 现浇清水混凝土工艺要点 

（1）木纹肌理板选用应严格控制原材质量，要求同

一单元构件选用同一批进场材料制作，加工制作精度要求

板厚误差＜1mm，板宽误差＜1mm。 

（2）安装预留预埋、模板吊模加固，严禁使用电焊进

行作业，并铺好防火布、湿布等，确保木纹板面不被损坏。 

（3）模板加固应严格按照深化设计图纸进行螺杆加

固，并做好阳角部位拉结加固措施。 

（4）确保拼缝间的严密性，避免造成漏浆。模板安装

时要保证接缝的垂直度并确保交圈，在模板接缝、板条背部、

阴阳角转角、踢脚线等构造部位均打胶处理，防止泌浆。 

（5）混凝土应分层浇筑，分层厚度严格控制在 50cm

内，振捣间距不大于 50cm，浇筑过程中安排专人使用橡

胶锤或振捣器进行模外辅助振捣。为使上下层混凝土结合

成整体，上层混凝土振捣时要求振捣棒插入下层混凝土

5cm～10cm。 

3.4 材料选择、浇筑与养护工艺 

3.4.1 材料选择 

为达到清水混凝土统一的外观要求，水泥需要选择同

一家生产厂家、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生产的水泥，通过调整

外加剂品种、消泡剂掺量、混凝土砂率和坍落度，来控制清

水混凝土试样颜色明暗、气泡数量及纹理清晰度等。
[4]
 

3.4.2 浇筑工艺 

（1）模板应具备平整、光滑的表面，避免在混凝土

表面留下痕迹或气泡，应采用特殊的模板涂层或防黏剂来

减少模板与混凝土表面的黏附。检查模板内的清理情况，

不允许模板与混凝土接触面粘有杂物和油污；均匀涂刷脱

模隔离剂，脱模剂经过试验采用环保、无污染的脱模材料，

证明不会对混凝土造成污染后才能使用。模板接缝排布整

齐、对称，模板表面平整、光滑，模板面严禁黏污；立模

后用无色毛巾抹干净模板与混凝土的接触面。
[5]
 

（2）浇筑时应采用适当的浇筑工艺，保证混凝土在

模板内均匀流动，并避免在浇筑过程中产生空隙或气泡。

应通过试样确定混凝土的水灰比，以确保混凝土的流动性

和坍落度符合要求。 

（3）对已浇筑的混凝土进行振捣处理，有助于排除

混凝土中的空气和孔隙，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和均匀性。振

捣应在混凝土初凝前进行，并采用合适的振捣设备和方法。 

3.4.3 养护工艺 

初期养护：浇筑完成后，立即覆盖一层塑料薄膜或湿

麻布，防止表面水分快速蒸发。初期养护时间一般为 12～

24 小时，具体时间根据气温和湿度情况而定。 

后期养护：湿养护，在初期养护后，保持混凝土表面

湿润，使用洒水器定时洒水，或覆盖湿麻布、湿草帘等，

并保持湿润状态。湿养护应持续 7～14 天。养护剂养护：

在湿养护后，可以在混凝土表面喷涂养护剂，形成一层薄

膜，进一步防止水分蒸发。 

温度控制：在高温天气下，增加洒水频率，避免混凝

土表面温度过高。在低温天气下，采取保温措施，如覆盖

保温材料或加热设备，防止混凝土受冻。 

防止污染：养护期间，应采取措施防止泥土、油污等

污染物接触混凝土表面。施工现场应保持清洁，避免杂物

堆积在混凝土周围。 

养护期间避免机械损伤：在养护过程中，应避免机械

设备或工具直接接触混凝土表面，以防止损伤。养护时间根

据环境调整：根据具体的气候条件和混凝土性质，适当调整

养护时间和频率，确保混凝土达到预期的强度和耐久性。 

通过以上养护工艺步骤，能够有效保证现浇清水混凝土

的表面质量、强度和耐久性，确保其在工程中的应用效果。 

4 清水混凝土材料的创新应用 

4.1 外观效果的分析与评价 

清水混凝土在建筑设计中常被用于外墙装饰、楼板、

柱、梁等构件的表面处理，根据不同在地环境、不同的表

面处理方式，可以营造出或简约、现代，或粗犷、朴素，

或淡然、禅意，或科幻、离奇等等的建筑风格。 

4.2 结构性能的研究与验证 

清水混凝土在建筑结构中具有良好的强度和耐久性，

可满足建筑物对于结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要求。例如，在

高层建筑和大跨度结构中，清水混凝土常被用作楼板、梁

和柱等承重构件，保证了建筑物的结构稳定性。 

4.3 可持续性的探讨与展望 

清水混凝土作为一种环保型建筑材料，具有良好的可

持续性，可减少建筑物的能耗和碳排放。其材料来源广泛，

生产过程相对简单，符合现代建筑对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 

5 清水混凝土的创新与前沿研究方向 

随着建筑科技的不断发展，清水混凝土的制备技术和

施工工艺将会不断改进和创新，以满足建筑设计的多样化

需求。未来的技术创新可能包括以下方面： 

5.1 表面处理技术改进 

针对清水混凝土表面的处理技术可能会更加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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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样化。例如，引入新型的模板材料、改进的化学处理

剂以及更高效的表面抛光技术，以进一步提升清水混凝土

的表面质量和美观度。 

5.2 材料优化 

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清水混凝土可能会出现新型的

配方和成分，以提高其强度、耐久性和抗裂性能。例如，

添加纳米材料、纤维增强材料等，以改善清水混凝土的力

学性能和耐久性，同时降低其自重。 

5.3 数字化设计与生产 

借助数字化技术如建筑信息模型（BIM）和计算机辅

助设计（CAD），清水混凝土的设计和生产过程将更加精准

和高效。通过数字化的设计和模拟分析，可以实现对清水

混凝土结构的优化设计，提高材料利用率和施工效率。 

6 清水混凝土的发展方向 

未来清水混凝土的设计和施工将更加注重结构的优

化和性能的提升，以确保建筑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具体

来说，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6.1 轻质化设计 

通过优化结构设计和采用新型材料，清水混凝土结构可

能会趋向轻质化。例如，采用中空或泡沫混凝土等轻质材料，

减轻建筑自重，降低地基和结构成本，同时提高抗震性能。 

6.2 智能化监测与维护 

结合物联网技术和传感器监测系统，对清水混凝土结构

的健康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和预测。通过智能化的维护和管理，

延长清水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提高其可靠性和安全性。 

6.3 模块化设计与施工 

借鉴工业化建造的思想，将清水混凝土结构设计为模

块化的组件，通过工厂化生产和现场组装的方式进行施工。

这样可以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施工成本，同时减少对现场

环境的影响。 

7 结论与展望 

清水混凝土是一种相对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建筑材料，

对设计、施工、监理等流程要求比较高，只有各流程的紧

密配合、严格要求，才能呈现出好的效果。清水混凝土作

为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在现代建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只有充分了解其特性、应用和发展趋势，才可以更好地理

解清水混凝土在建筑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其未来的发

展提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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