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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osed concrete is a kind of material commonly used in construction. The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fair-faced concrete by studying the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methods 
of fair-faced concrete construction, based on measures such as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setting off, reinforcement installation, 
formwork construction, and late defect repair and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of fair-faced concrete,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fair-faced concrete, thi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ubsequent fair-faced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level, and can also provide 
necessary references for re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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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水混凝土是建筑施工常用的一种材料，其施工过程中的工艺改进与质量管理对于提高施工效率和保证工程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论文通过研究清水混凝土施工的工艺改进方式，基于工程测量放线、钢筋安装、模板施工以及后期缺陷修补改进等
措施，以此提高清水混凝土施工质量。同时，针对清水混凝土施工质量管理展开分析和探讨，以此实现优化清水混凝土施
工质量的目的，这对后续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也能为相关行业提供必要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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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清水混凝土施工作为建筑施工中常见的一项工作，直

接关系到工程的质量和安全，而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和挑战也给施工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困扰。因此，施工工

艺改进和质量管理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之一。论文旨在通过

分析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一些可行的改

进和管理方法，以期提高施工效率和保证工程质量。

2 清水混凝土施工过程中施工工艺的改进

2.1 工程测量放线施工工艺改进
在清水混凝土施工中，工程测量放线是一个重要的工

艺环节，对于保证工程的准确性和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针对清水混凝土施工工程测量放线的施工工艺改进时，

引入全站仪、GPS 等先进的测量仪器和设备，能够提高放

线的精度和速度，减少人为误差。同时，建立统一的工程测

量放线操作规程和标准，明确测量点的选择、测量数据的

处理等步骤，确保测量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根据工程的特

点和要求，合理选择放线方案，包括放线的起点、参考点的

设置以及放线的路径等，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差 [1]。而使用

CAD 软件或 BIM 技术进行工程放线的设计和计算，则可以

准确绘制放线图纸，提高放线的精度和效率。此外，定期对

施工测量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测量技术和操作水平，

并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控和验收机制，确保放线结果符合设计

要求。通过采取这些改进措施，能够有效提高清水混凝土施

工中工程测量放线的效率和精度，确保工程的准确性和质

https://map.360.cn/?pid=shuidixy_21dbfe7fd83fe306d5bfb06d84dd808c&src=sd-one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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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施工单位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并在施

工过程中进行合理的监控和管理，以确保改进措施的有效

实施。

2.2 钢筋安装施工工艺改进
在清水混凝土施工中，钢筋安装对工程的质量和持久

性有着直接影响，因此，在对钢筋安装施工工艺的改进中，

引入现代化的钢筋加工设备时，使用电动钢筋剪、机械套筒

等新技术设备，代替传统的手工操作，提高施工速度和准确

性。而建立统一的钢筋安装操作规程和标准，明确钢筋间距、

纵横向错开、节点加密等要求，确保施工的一致性和质量可

控性，如图 1 所示。

图 1 清水混凝土钢筋安装

钢筋预埋件自动化喷涂技术、自动化焊接技术等可以

减少人工干预，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并提高施工的准确性。

对于检测技术而言，可以引入非破坏检测技术，如超声波检

测、磁粉检测等技术可以对钢筋的安装质量进行监控和评

估，及时发现并纠正施工中的问题。在施工质量管理中，严

格执行工程质量验收制度、检测制度和纠偏措施，确保钢筋

安装符合设计要求，并建立完善的质量追溯机制。同时，施

工单位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并在施工过程

中进行合理监控和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改进措施的有

效实施。

2.3 模板工程施工工艺改进
在清水混凝土施工中，模板工艺的改进对于提高工程

施工效率、保证工程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使用优质

的模板材料时，选择具有高强度、稳定性和平整度的优质模

板材料，如复合模板、钢模板等，以确保模板的稳定性和表

面平整度。在预制模板系统中，采用预制模板系统可以提高

施工效率，减少模板搭设时间，预制模板系统可以根据工程

需求进行定制，减少现场加工和调整工作。在模板设计与优

化中，合理的模板设计，需要考虑结构形式、梁柱节点等因

素，减少模板拼接、开孔等处理，降低模板加工和拆除难度。

在加强模板支撑体系时，建立稳固可靠的模板支撑体系，包

括模板支架、支撑杆等，确保模板安全和稳定，防止变形和

倾斜。而引入数字化技术时，可以使用 BIM 技术对模板进

行设计和检测，以准确展现模板的形状、位置和尺寸，提供

施工参考和验证，减少人为误差。

通过采取这些改进措施，能够提高清水混凝土施工中

模板工艺的效率和质量，减少人工操作和误差，并在模板施

工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工序的协调配合，确保施工进度和质

量的统一。

2.4 后期缺陷修补改进

在清水混凝土施工中，后期缺陷修补能够最大限度地

提高工程项目的质量和寿命，因此，在清水混凝土施工中，

在进行后期缺陷的修补和改进时，借助无损检测技术（如超

声波、X 射线、红外热像等）对混凝土结构进行检测，及时

发现表面和内部的缺陷问题，以便精确定位并量化缺陷 [2]。

选择具有较高强度、耐久性和黏结性的修补材料，如高性能

水泥基修补材料、聚合物改性修补材料等，以确保修补后的

结构与周围混凝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在进行混凝土缺陷修

补时，严格按照工艺操作规范进行，包括清理、湿润处理、

修补材料的拌合、施工、压实等环节。同时，注意修补材料

的使用量、施工温度、固化时间等要素的控制。在进行缺陷

修补时保证原混凝土表面清洁，并进行适当的界面处理，如

砂浆挂灰、涂布界面剂等，以提高修补层与原结构之间的粘

结性和一致性。建立缺陷修补的质量监控体系，包括现场监

管、材料检测、施工记录等，可以确保修补作业按照规范进

行，并进行定期验收，以验证修补质量。通过采取这些改进

措施，以此提高清水混凝土施工中后期缺陷修补工艺的精准

度、效率和质量。同时，加强与其他施工工序的协调配合，

避免重复修补和新的缺陷出现，保证整体工程质量的稳定性

和持久性。

3 清水混凝土施工质量管理措施

3.1 加强混凝土施工质量管控
在清水混凝土施工质量管控中，严格把控混凝土的质

量管控时，需要将混凝土的粗骨料含泥量控制在 3% 的范围

内，才能最大限度地加强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质量控制：首先，

做好清水混凝土的施工技术交底工作，并在工艺要求范围

内，对其表面颜色进行均匀的涂抹，确保 5m 范围距离内的

不能有明显的色差，对应的气泡直径也应该控制在 3mm 范

围内，深度在 2mm 范围内。其次，结合砂石的含水率，做

好对混凝土配合比以及坍落度的调整，根据配料的情况对其

精准计算，并在搅拌时，将搅拌的时间控制在 2min 以上。

再次，在对混凝土的浇筑过程中，应该保证浇筑的不间断性，

并结合实际情况，对混凝土施工振捣的时间控制在 15~25s

范围内，对应的振捣棒间距设置为 300mm，插入深度在

50~100mm 范围内，能够有效防止振捣混凝土出现离析泌水

的情况发生，如图 2 所示。最后，加强对混凝土施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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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序控制，并严格按照施工工艺顺序进行施工，对各方施

工人员的责任进行明确划分，以此满足清水混凝土施工的标

准要求。

图 2 清水混凝土振捣

3.2 加强模板施工质量管控
在清水混凝土施工质量管控中，加强模板施工质量管

控时，为了确保模板设计符合工程要求，并由专业人员进行

制作，检查模板的材料质量，确保其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

性。在模板安装之前，应进行详细的检查，包括模板板材的

平整度、与结构的连接、垂直度和水平度等方面，确保模板

的尺寸、位置和朝向符合设计要求。选择适当的模板支撑系

统，保证其能够承受预期的荷载，在支撑系统安装后，要进

行验收和测试，确保其稳定牢固。在模板拆除前，要对已灌

浆的结构进行检查，并确保混凝土的强度达到要求，模板在

使用过程中要定期检查和维护，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或更换 [3]。 

对模板施工的每个阶段进行记录，包括模板安装、调整、拆

除和维护等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验收，确保施工质量

符合要求。此外，建立健全的质量监督与检查机制，加强对

模板施工质量的监管，通过定期巡查、抽查等方式，及时发

现和纠正存在的质量问题。对每个施工阶段进行经验总结与

技术交流，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施工方法，提高模板施工

质量。

3.3 加强钢筋施工质量管控
针对钢筋施工质量的管控过程中，在对钢筋进行设计

和选材时，确保钢筋的型号、规格和数量符合设计要求，选

择合格的钢筋材料，检查钢筋的外观质量和化学成分，确保

其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在钢筋加工和预埋质量管控时，钢筋

加工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包括长度、弯曲、连接等，

预埋钢筋要确保位置准确、嵌入深度符合要求，并防止钢筋

锈蚀和变形。在进行钢筋安装之前，应进行详细的检查，包

括钢筋的尺寸、位置和连接等方面。钢筋应符合设计要求，

并与模板、构件之间有正确的间隙和交叉连接。钢筋固定应

采用适当的方法和工具，确保钢筋的位置不易移动，扎捆要

均匀牢固，防止钢筋的乱搭乱绑和错位。对钢筋施工的每个

阶段进行记录，包括钢筋加工、安装和固定等情况，并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验收，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要求。在开展施工人

员培训时，确保施工人员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经验，对

钢筋施工方法和要求进行培训，确保施工人员了解并能够正

确操作钢筋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措施。对应的质量部门也应该

建立健全的质量监督与检查机制，加强对钢筋施工质量的监

管，采取定期巡查、抽查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质

量问题。此外，对每个施工阶段进行经验总结与技术交流，

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施工方法，提高钢筋施工质量。通过以

上措施，可以有效地加强钢筋施工质量管控，确保清水混凝

土施工的钢筋质量和结构安全性。

4 结语

清水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的施工工艺改进和质量管理是

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重要性不可忽视。通过研究和探

索，发现了有效的改进措施和管理方法，如优化施工工序、

加强工程监控和质量检验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

施工效率，减少施工风险，且对保证清水混凝土工程的质量

具有积极的影响。然而，也必须意识到，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每个项目都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个

性化的施工工艺改进和质量管理措施。因此，鼓励更多的研

究和实践，以不断推动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改进和质量管理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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