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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后浇带是在建筑施工中为防止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

自身收缩不均或沉降不均可能产生的有害裂缝 [1]，按照功能

与作用，可以将后浇带划分为三种形式：①为了避免高层建

筑主体和低层建筑裙房之间差异沉降，设置后浇沉降带；②

为了避免钢筋混凝土的收缩变形，设置后浇收缩带 [2]；③为

了避免由于混凝土温度应力而产生裂缝，设置后浇温度带 [3]。

目前，后浇带作为超长建筑不留温度伸缩缝及高层建筑高层

部分与裙房之间不留沉降缝的技术措施，已经普遍使用。

本文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 号楼项目为背景，

其总建筑面积 117267.62m²，建筑高度 98.05m（室外地坪

至大屋面），地下建筑面积 23554m2，地下 4 层，地下室深

度 17.2m。本工程筏板分别厚为 1400mm 和 2600mm，混凝

土为 C40 ，抗渗等级 P10，面积约为 6430m2，混凝土总方量

16576.07m3。

后浇带位置时常存在结构质量隐患，模板支架存在安全

隐患，混凝土观感质量差，故需对后浇带的支撑架进行规范

管理，避免上述质量问题、安全问题的发生。

2 施工材料质量要求

本工程支撑架采用 48×3.0 钢管，胶合板采用 18mm 厚

竹胶合板，主龙骨、次龙骨采用 50×100mm 木枋，板底支撑

采用可调托撑。

2.1 钢管

不得使用有严重锈蚀、弯曲、压扁及裂纹的钢管。新钢

管的尺寸和表面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②应有质量检验报告，钢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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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拉伸试验方法》GB/T 

228 的有关规定；③钢管表面应平直光滑，不应有裂缝、结疤、

分层、错位、硬弯、毛刺、压痕和深的划道；④钢管外径、壁厚、

断面等的偏差，应符合现行规范《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

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的规定。

2.2 扣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脚手架扣件》GB 15831 的规

定，新扣件应有生产许可证、法定检测单位的测试报告和产

品质量合格证 [2]：①旧扣件使用前应进行质量检查，有裂缝、

变形的严禁使用，出现滑丝的螺栓必须更换；②新、旧扣件

均应进行防锈处理；③支架采用的扣件，在螺栓拧紧扭力矩

达 65N·m 时，不得发生破坏。

连接用的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 C

级》GB/T 5780 和《六角头螺栓》GB/T 5782。

2.3 可调托撑

立 杆 上 端 采 用 可 调 托 撑， 托 撑 螺 杆 外 径 不 得 小 于

36mm，直径与螺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梯型螺纹》GB/T 

5796.2、GB/T 5796.3 的规定，可调托撑抗压承载力设计值不

应小于 40kN，支托板厚不应小于 5mm；满堂支撑架的可调底

座、可调托撑螺杆伸出长度不宜超过 200mm，插入立杆内的

长度不得小于 150mm[4]。

2.4 木胶合模板

胶合模板板材表面应平整光滑，具有防水、耐磨、耐酸

碱的保护膜，并应有保温性良好、易脱模和可两面使用等特

点。板材厚度为 18mm，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模板

用胶合板》ZBB70006 的规定。各层板的原材含水率不应大于

15%，且同一胶合模板各层原材间的含水率差别不应大于 5%。

胶合模板应采用耐水胶，其胶合强度不应低于木材或竹材顺

纹抗剪和横纹抗拉的强度，并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进场

的胶合模板除应具有出厂质量合格证外，还应保证外观尺寸

合格 [4]。

2.5 木材

模板结构或构件的树种应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选择质量

好的材料，不得使用有腐朽、霉变、虫蛀、折裂、枯节的木

材。模板结构应根据受力种类或用途选用相应的木材材质等

级。木材材质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5 的规定。

3 后浇带搭设方案及施工工艺

3.1 搭设方案

①后浇带部位模板支撑应采取分段搭设共同承载的方式，

模板支架与后浇带模板一同搭设，但模板及支撑应断开，先

浇筑完成的板施工完后后浇带支撑区域模板及支撑架不许拆

除，先浇筑混凝土板支撑架与后浇带支撑架间距 200mm。

②后浇带两侧架体宽度按设计后浇带宽度 +200mm 搭设，

后浇带两侧支撑为两排支撑立柱，排距不大于 400mm，立柱

间距 1.0m，水平杆步距 1.5m，扫地杆离地高度 200mm；为加

强后浇带支撑体系的整体性，支撑架体搭设竖直方向剪刀撑，

间距间隔 2 根立柱设置（即 3.0m）。

③立杆顶部采用可调支托规范支设，可调顶托使用长

度不得大于 200mm，板底支撑立柱自由端长度不得大于

700mm。

④后浇带支撑体系所使用的材料必须满足国家相关规范

的要求，所使用的钢管应统一涂刷标识，以防止该部位支撑

架被误拆；后浇带支撑体系必须待后浇带位置混凝土浇筑完

成并达到规范及设计要求的强度后方可拆除。具体搭设方案

见图 1。

图 1 后浇带具体搭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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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工艺

3.2.1 工艺流程

搭设支承架→抄标高→安装可调顶托→安装板底主龙骨

→安装板面次龙骨→调整平整度→铺设胶合板（厚 8mm）→

固定胶合板→加固→检查。

3.2.2 施工要点

（1）绘制后浇带模板配板图，严格按配板图制作模板，

并做好交底工作。

（2）支撑采用钢管加顶托。在后浇带外搭设两排钢管，

作为后浇带支撑系统的断点。立杆布置要规整，做到纵横对

齐通顺，使其能均匀受荷。

（3）梁板模板安装时，在双排钢管处（断点处）利用顶

托将两侧模板断开（含底模和侧模）。

（4）梁板后浇带两侧模板采用双层钢板网加钢筋网片支

设，梁板上口用 15mm 厚胶合板支设，胶合板锯成“∩”形

模板条，固定于后浇带侧面，用 50×100mm 木方通长加固。

（5）后浇带混凝土浇筑前，后浇带两侧采用手锤及凿子

及时进行清理、凿平、并利用清扫孔冲洗干净。

（6）后浇带两侧混凝土达到拆模条件后即可拆除断点外

模板及支撑，后浇带支撑系统保留，对于截面较大的梁在水

平方向适当设置拉结，防止后浇带支撑系统失稳。

（7）后浇带砼用比两侧砼高一个级别的微膨胀砼浇灌，

浇灌前两侧砼上刷同等强度的水泥浆，砼要振捣密实，并按

要求养护。

（8）待后浇带混凝土强度达到规范要求后，拆除后浇带

模板及两边支撑系统。

4 模板支架受力计算

楼板现浇厚度为 0.2 米，模板支架搭设高度为 4.5 米，

搭设尺寸为：立杆的纵距 b=1.00 米，立杆的横距 l=1.00 米，

立杆的步距 h=1.50 米。模板面板采用胶合面板，厚度为

18mm，板底木楞截面宽度 :50mm；高度：100mm；间距：

200mm；梁顶托采用 5 号槽钢水平。采用的钢管类型为

48×3.0，采用扣件连接方式。立杆上端伸出至模板支撑点长度：

0.20 米。详见图 2、图 3。

图 2 楼板支撑架立面简图

图 3 楼板支撑架荷载计算单元

4.1 模板面板计算

面板为受弯结构 , 需要验算其抗弯强度和刚度。模板面

板按照三跨连续梁计算。

使用模板类型为：胶合板。

① 钢 筋 混 凝 土 板 自 重（kN/m）：q11 = 

25.100×0.200×1.000=5.020kN/m；

② 模 板 的 自 重 线 荷 载（kN/m）：q12 = 

0.350×1.000=0.350kN/m

③ 活 荷 载 为 施 工 荷 载 标 准 值（kN/m）：q13 = 

2.500×1.000=2.500kN/m

均布线荷载标准值为：

q = 25.100×0.200×1.000+0.350×1.000=5.370kN/m

均布线荷载设计值为：

q1 = 1.2×（5.020+0.350）+1.4×2.500=9.944kN/m

本算例中，截面抵抗矩 W 和截面惯性矩 I 分别为 :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3i4.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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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100.00×1.80×1.80/6 = 54.00cm3；

I = 100.00×1.80×1.80×1.80/12 = 48.60cm4

4.1.1 抗弯强度计算

施工荷载为均布线荷载：

最大弯矩

M = 0.1q1l2 = 0.1×9.944×0.2002=0.040kN.m

σ = M / W < [f]

其中 σ—— 面板的抗弯强度计算值（N/mm2）；

   M —— 面板的最大弯距（N.mm）；

   W —— 面板的净截面抵抗矩；

   [f]—— 面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 13.00N/mm2；

经 计 算 得 到 面 板 抗 弯 强 度 计 算 值

σ=0.040×1000×1000/54000=0.737N/mm2

面板的抗弯强度验算 σ<[f]，满足要求。

4.1.2 挠度计算

验算挠度时不考虑可变荷载值，仅考虑永久荷载标准值，

故采用均布线荷载标准值为设计值。

v = 0.677ql4 / 100EI < [v] = l / 250

面 板 最 大 挠 度 计 算 值 v = 0.677×5.370×2004/

（100×8000×486000）=0.015mm， 面 板 的 最 大 挠 度 小 于

200.0/250，满足要求。

4.2 支撑方木的计算

方木按照均布荷载下三跨连续梁计算。

荷载的计算：

①钢筋混凝土板自重（kN/m）：

q11 = 25.100×0.200×0.200=1.004kN/m

②模板的自重线荷载（kN/m）：

q12 = 0.350×0.200=0.070kN/m

③活荷载为施工荷载标准值（kN/m）：

q13 = 2.500×0.200=0.500kN/m

均布线荷载标准值为：

q = 25.100×0.200×0.200+0.350×0.200=1.074kN/m

均布线荷载设计值为：

q = 1.2×（1.004+0.070）+1.4×0.500=1.989kN/m

按照三跨连续梁计算，计算过程如下：本算例中，截面

抵抗矩 W 和截面惯性矩 I 分别为：

W = 5.00×10.00×10.00/6 = 83.33cm3；

I = 5.00×10.00×10.00×10.00/12 = 416.67cm4

4.2.1 强度验算

施工荷载为均布线荷载：最大弯矩

M = 0.1q1l2 = 0.1×1.989×1.0002=0.199kN.m

σ = M / W < [f]

其中 σ—— 方木的抗弯强度计算值（N/mm2）；

   M —— 方木的最大弯距（N.mm）；

   W —— 方木的净截面抵抗矩；

   [f]—— 方木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 16.50N/mm2；

经 计 算 得 到 方 木 抗 弯 强 度 计 算 值 σ = 

0.199×1000×1000/83333=2.387N/mm2

方木的抗弯强度验算 σ<[f]，满足要求。

4.2.2 抗剪验算

最大剪力

Q = 0.6ql=0.6×1.989×1.000=1.193kN

截面抗剪强度必须满足 :

τ = 3Q/2bh < [T]

截面抗剪强度计算值

τ=3×1193/（2×50×100）=0.358N/mm2

截面抗剪强度设计值

[τ]=1.60N/mm2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3i4.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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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木的抗剪计算强度小于 1.6N/mm2，满足要求。

4.2.3 挠度验算

验算挠度时不考虑可变荷载值，仅考虑永久荷载标准值，

故采用均布线荷载标准值为设计值。

v = 0.677ql4 / 100EI < [v] = l / 250

方木最大挠度计算值

v = 0.677×1.074×10004/（100×9000×4166667）=0.194mm

方木的最大挠度小于 1000.0/250，满足要求。

4.2.4 最大支座力

最大支座力

N = 1.1ql = 1.1×1.989×1.000=2.188kN

5 结语

通过对在建的施工项目进行检查，发现在建工程后浇带

模板支撑架搭设是存在下列问题：

①梁板后浇带模板支撑架未能与结构支撑架断开搭设，

模板支架拆除时同时拆除后浇带模板支撑架，使梁板变成悬

臂构件，改变了梁板的受力方式，致使梁板根部出现裂缝，

存在结构质量隐患 [1]；

②后浇带支撑拆除后重新加固，加固措施不到位，同时

在后浇带支撑拆除的瞬间梁板的受力方式已发生改变，变形

已经产生，重新加固只起到对后浇带稳固支撑的作用；

③后浇带位置采用二次支模，这种情况由于模板与混凝

土面接触不紧密，后浇带浇筑混凝土时，混凝土浆沿缝隙挤出，

极易造成新老混凝土交接处新混凝土外凸及漏浆 [3]。

本工程经过重新设计的后浇带支撑体系较好的解决了后

浇带位置存在的结构质量隐患，模板支架安全隐患，以及混

凝土观感质量差等问题，取得较好的效果，提高了本工程的

整体质量，减少了相关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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