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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厂房金刚砂耐磨楼面一次成型施工技术

季  晖1  殷帅杰2  刘亚松2  王  鹏2

1 上海市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上海  2000122
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上海  2000122

[摘要] 某项目配送厂房，二层楼面设计为金刚砂耐磨楼面，施工过程中通过技术优化，实施时与结构楼板一次成型。

厂房一层层高10.4m，二层金刚砂耐磨楼面施工在10.4m的模架上，限制了激光整平机等机械设备的投入。厂房二层混

凝土楼面面积1.7万㎡，施工周期长，露天环境施工楼面，受天气制约大。二层楼面施工完成后，后续二层柱、砌体结

构、屋面钢结构、机电安装、室内装修等施工对二层楼面影响大，成品保护要求高。通过传统施工工艺与一次成型金

刚砂楼面的对比，较好地解决了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的施工工艺和重难点，进行技术攻关和创新，施工中重点对影响

楼面质量的楼面平整度、成品保护等环节采取措施，二层楼面质量较好，可为类似工程施工时提供参考。

[关键词] 金刚砂地坪；一次成型；质量控制；成品保护；缺陷处理

引言
金刚砂耐磨地坪因工期短、成本低、耐久性好、耐磨耐冲击且减少灰尘的优点，被广泛的应用于仓库、码头、厂房、

停车场、维修车间、车库、货仓式商场、码头等建筑。近年，随着城市用地日益紧张，新建仓库、厂房等多为多层结构，

传统在结构楼板上浇筑混凝土耐磨地坪的工艺，因易导致面层空鼓、开裂等问题，被一种新的施工工艺代替，即在结

构楼板施工过程中一次成型金刚砂耐磨地坪，同时一次成型金刚砂耐磨地坪相对于传统金刚砂耐磨地坪具有成本低、

增加建筑空间、减少楼面荷载的诸多优点。

本文以杭州某配送厂房为例，讲述一次成型金刚砂耐磨楼面施工工艺、新工艺的施工质量控制与缺陷处理。

1 工程概况
某配送厂房，建筑面积约 5 万㎡，混凝土框架 + 钢结构，建筑高度 22.3m，混凝土框架结构为 2 层，一层层高

10.4m，二层层高 11.9m。图 1 为混凝土二层楼板平面示意图，图 2 为厂房混凝土结构剖面示意图。

二层楼板 137m×125m，楼板厚度 150mm，楼板做法为金刚砂地坪与新浇混凝土同时施工，金刚砂使用量 5Kg/ ㎡。

混凝土结构伸缩缝与后浇带将二层楼板划分为 20 块，每块平均面积约 850 ㎡。

图 1  二层楼板平面示意图

图 2  厂房混凝土结构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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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地坪施工和传统工艺的对比分析
1）施工工序

传统金刚砂楼地面主要施工工序：结构楼板施工→结构楼板基层处理→洒水湿润→抹灰饼→冲筋抹灰饼→浇筑细

石混凝土→撒布金刚砂材料→抹光→切缝→养护。 

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主要施工工序：结构楼板施工→撒布金刚砂材料→抹光→养护。

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地坪与传统金刚砂楼面地坪相比，虽然施工工序相对简化，优化后质量更容易提升，但是每

道工序控制要求、精度也大大提高，工序的衔接、工种的配合、综合性管理要求也大为提高。特别是打灰饼、设置冲

筋抹灰饼等平整度控制工序的改进实施措施的实施，是该项工艺的关键环节和难点，更是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地坪平

整度控制成为施工质量控制重点。

2）施工环境

传统金刚砂楼面施工环境：在室内成型的结构楼板上施工。

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施工环境：在模架上露天施工。

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施工环境地坪与传统金刚砂施工环境相比，一是露天环境施工，受雨雪、温度、空气对流、

甚至风沙污染等自然环境影响大，施工中需要充分考虑楼面施工期间的气候、天气影响，避开恶劣天气，或者采取有

效的保护措施，保证施工环境和前提的可靠性；二是模架上施工楼面，限制了激光整平机等设备投入，平整度控制难

度增大。

3）后续施工工作

传统金刚砂楼面后续施工工作：基本为最后工序，穿插施工、协同管控单一，后续施工工作较少，容易过程控制

和质量管理。

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后续施工工作：二层柱、砌体结构、屋面钢结构、机电安装、室内装修等。

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后续施工工作与传统金刚砂后续施工工作相比，后续工作内容多。二层柱子浇筑、墙体砌筑、

装修会对地面造成污染；柱子架体、砌筑材料、钢结构构件堆放会对地面造成损伤；钢结构屋面吊装、升降机等机械

设备也会对地面造成损伤。设备安装、材料堆放周转、竖向安装、装修污染等交叉作业或后续工序实施等，都给一次

成型金刚砂楼面实施带来困难，所以成品保护工作也是施工重点。

4）平整度要求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9-2010）中对水泥混凝土面层表面平整度要求为采用 2m 靠尺和塞尺

检测，最大允许偏差为 5mm。
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的要求，金刚砂面层的施工楼面沉陷不大于 4mm，按金

刚砂耐磨地坪一般要求耐磨值不小于 60Mpa。
《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中对现浇楼板的表面平整度要求为采用 2m 靠尺和塞尺检测，

最大允许偏差为 8mm。
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与普通现浇楼板的表面平整度相比，要求更高，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施工中要采取措施加强

平整度偏差的控制。

基于以上严格要求，对本项目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平整度进行“双控”：模板钢筋上设置灰饼冲筋，在地面或下

层稳定结构上引入高程点的两个措施控制和校核。特别是从下层较沉降已经稳定的结构上引入高程控制，大大减少架

体沉降变形引起的标高和平整度误差。

3 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地坪施工管控要点
3.1 施工前准备

1）技术准备

作为新工艺 , 作业层和管理层都对工艺不是很熟悉 , 施工前对施工班组进行详细、直观的技术交底十分必要，要

求对新工艺有充分的认识和深刻的掌握。交底时根据工程实际并结合具体操作部位，阐明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规定，明

确对关键部位的质量要求、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关键控制指标的计量控制等；同时向混凝土供应方生产厂家提出所

用混凝土的技术要求，并做好匹配试验和技术保障措施。

2）材料准备

按施工面积准备相应量的金刚砂，每块金刚砂使用量约 4.25t，每块地坪的金刚砂要求同批次材料储备供应。

3）主要机具设备准备

平板振动器、铁锹、抹子、大杠、4m 铝合金刮尺、水平仪、抹光机等。

4）作业条件

拟浇筑混凝土段的高支模架已验收。钢筋、预埋件及管线等全部安装完毕。电源、线路已经检查，做好夜间施工

照明的准备。关注天气预报，避开恶劣天气。

3.2 混凝土楼面平整度控制
1）高支模架搭设时，为确保楼面平整度达到金刚砂面层的施工要求，梁板的支撑系统应严格按照高支模方案要求

的各材质、参数、标准进行搭设，严格验收，从而保证模板系统的刚度变形要求，并且能够可靠承受混凝土的荷载及

施工荷载，减少因模板变形造成的反面下沉，引起的楼地面平整度二次变形。搭设中必须从竖向结构高程控制点引测，

严格控制高支模架搭设高度，技术员对模板排架标高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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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混凝土浇捣前，严格进行前置工作验收对标高进行复核，从标高的基准点引测 0.5 米标高线，在框架柱钢筋

上抄好 0.5m 线标高，并做好明显标识，框架柱竖向钢筋上四个角均需设置。

3）楼板钢筋绑扎完后，间隔 3m 设置找平控制钢筋与混凝土块（图 3），找平控制钢筋一段预制到混凝土块内，混

凝土块顶标高与板面齐平，找平控制钢筋与板筋点焊固定牢。

图 3  找平控制钢筋与预制混凝土块设置示意图

在混凝土浇捣时，布料口要来回摆动布料，禁止靠混凝土自然流淌布料。随布料随用大杠粗略找平后，用平板振

捣器振动密实。然后用 4m 铝合金刮尺刮平（图 4、图 5），4m 铝合金刮尺两端固定水准器（图 6）。

图 4  4m 铝合金刮尺刮平示意图 1

图 5  4m 铝合金刮尺刮平示意图 2

图 6  水准器

4）同时用水平仪随时对楼面平整度进行实时监控，如发现有偏差，及时调整混凝土面层偏差，做好实时平整度控制。

5）按照该项目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平整度进行“双控”要求：除在模板钢筋上设置灰饼冲筋，施工层周边留置高

程引入点或夸中留置引测孔，在地面或下层稳定结构上引入高程点，应用该办法引入的稳定高程，增加一道工序：校

核最终面层的高程和平整度，发现偏差及时纠偏。

特别是从下层较沉降已经稳定的结构上引入高程控制，大大减少架体沉降变形引起的标高和平整度误差。

3.3 撒布金刚砂
混凝土浇筑前，应该充分做好准备，进行混凝土的凝结时间预配试验和现场同条件测验，以混凝土预配置的初凝

时间、终凝时间为参考，现场及时同条件同步检测混凝土现场的初凝时间、终凝时间，确保混凝土初凝时间与终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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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金刚砂面层施工的准确穿插时间，保证金刚砂面层施工的必要工序时间。

1）基层整平及提浆

在混凝土初凝阶段（要求提前进行预测和现场实测掌握，理论值 2-3 小时仅为参考），应该及时进行耐磨地坪的

穿插施工，具体工艺如下：

第一遍整体打磨设备要求：抹光机上安装圆盘打磨片装置。

a、技术要求：混凝土初凝时间不可完全以理论初凝时间为依据，应根据作业环境、气候等环境决定，现场随时测

试初凝状态：即一般用脚轻踩—当混凝土表面时下陷不超过 5mm，即可开始提浆铺设金刚砂耐磨材料。

b、在混凝土初凝前，建议从从周边开始，逐渐向内收抹，起到首次平整、二次压实和提浆效果。

2）第一遍金刚砂铺撒施工

具备金刚砂铺撒条件时，开始第一遍金刚砂铺撒施工，用量按 3Kg/ ㎡控制。技术要求：材料均匀的铺撒在初凝的

混凝土表面，待金刚砂料吸收混凝土中的水分、表面出现返潮颜色变灰暗后，即可开始第一道抹平压实。

3）揉压、抹平

采用安装有圆盘的抹光机，撒金刚砂的混凝土表面进行碾磨，以加快其均匀分散，使金刚砂镶嵌进入基层混凝土浆，

使之互相紧密结合在一起（注意搓抹不可过度）。墙边可采用铁抹子人工配合揉压、辅助收平，避免漏抹漏压和盲区

或者局部不均匀现象。

注意：抹光时，防止抹光机在新旧混凝土界面处硬度差异发生微小跳动，造成新旧混凝土面处有明显分界线而影

响抹光。

4）第二遍金刚砂铺撒施工

第二遍铺设金刚砂时：在第一遍初步抹面的面层上，在混凝土终凝前，再次按 2Kg/ ㎡的补充用量，铺撒金刚砂在

第一遍金刚砂混凝土表面。

技术要求：第二遍铺撒方向与第一遍垂直、反向 .

第二道抹平设备要求：进行第二道抹平工作，第二遍抹平时用装刀片的抹光机进行最后一道的抹光工作。

5）收面

最终的收面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

（1）随混凝土凝固时间关键好控制刀片倾斜角度，即转速和角度根据硬化情况随机调整，不得破会混凝土密实度，

且不能破坏已经基本密实的混凝土，不得造成二次损坏开裂。

（2）抹光机作业时纵横交错进行。边角部位采用人工钢抹子有序同向的压光，避免抹纹等不平整次生缺陷出现。

3.4 金刚砂楼面养护
金刚砂地面抹平收光后，及时采用土工布等材料覆盖，终凝后浇水保湿养护，保湿养护时间不少于 14 天。

3.5 金刚砂楼面成品保护
1）金钢砂地坪养护 14 天后，方可开始后续工作（冬天温度低时，最好做同条件试块测准砼强度，再确定是否可

以开展哪些工序、增加多大施工荷载等）。

2）墙柱支模前，脚手管底部采用模板铺设，材料堆放位置铺设废旧模板，拆模时钢管、扣件经人工传递后进行集

中堆放，不允许自由下落砸坏地面。

3）结构养护 28 天，同条件试块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允许汽车吊、其它重型设备在楼板上行驶、起吊需要对结构

楼板进行受力验算，并经设计院、监理复核方可进行，汽车吊行驶路线满铺模板，起吊支腿下增加钢承板。钢梁、檩

条等材料堆放区域满铺模板。

4）砌体结构施工时，砖块严禁翻斗车自由到卸，必须经人工传递至集中堆放处且堆放处铺设木模板。砌筑砂浆应

放置在灰盘上，及时清理掉落的砂浆。

5）装饰及水电安装用移动脚手架、铁扶梯局部加设塑料垫脚或麻布包裹。安装、装修工作完成后方可将土工布撤除。

对已成型混凝土面进行保护成品保护，是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各项工序施工前对施工班组

交底，明确各班组施工范围内金刚砂楼面的保护的责任，制定奖罚措施，施工过程中加强监管。

4 结语
一次成型金刚砂楼面相较于传统金刚砂楼面，能有效防止面层空鼓、开裂等问题，具有成本低、增加建筑空间、

减少楼面荷载的有点。本文从影响楼面质量的楼面平整度、成品保护等方面进行阐述，可作为其他仓库、厂房、停车场、

维修车间、车库、货仓式商场等建筑类似工程的施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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