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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rete members, due to planning requirements, design requirement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ite control and 
other reasons, the construction joint in the whole concrete structure is inevitable. The existence of construction joints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hear and tensile strength of concrete structural members, and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varies, failure to properly handle construction 
joints will have a grea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overall stiffness, safety, dur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whole concrete structure. There-
f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harmfulness of construction joi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construction joints.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retention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join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to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and safety of 
the whole concret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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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混凝土构件的建筑工程而言，由于规划要求、设计要求、施工工艺及现场管控等方面的原因，整浇混凝土结构中的施工
缝是必然存在的。施工缝的存在对混凝土结构构件抗剪及抗拉强度的影响较大，且施工质量良莠不齐，未正确处理施工缝，
会对整浇混凝土结构的整体刚度、安全性、耐久性、适用性产生极大的负作用。因此，论文剖析施工缝的危害性，并针对性
的提出了施工缝的改进措施。严格控制施工缝的留置和施工质量，是保障整浇混凝土结构整体性和安全性的重要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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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施工缝是指在整浇混凝土结构施工过程中，因区域划分、

设计要求、国家规范标准、施工技术局限、不可预见的灾害

天气或现场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无法一次性形成整浇混凝土

结构，而在先后浇筑的混凝土之间所形成的接缝。施工缝并

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缝”，它只是因先浇筑混凝土超过初

凝时间，而与后浇筑的混凝土之间存在一个结合面，该结合

面就称之为施工缝。

施工缝的接缝形式有凹凸缝、错台缝、水平缝、竖向缝

等各种形态，凸缝一般将突出原结构的混凝土剔凿干净，再

修补平整即可。凹缝一般采取在凹陷处剔凿出石子，再使用

同标号等级或高一标号等级的混凝土进行修补。电力设备施

工缝一般做成平缝，但平缝不得做成台阶状，且应在水平缝

处添补钢筋以增加混凝土的抗裂能力。竖向施工缝处应添补

钢筋，钢筋直径一般为 12~16mm，伸入原结构内的长度不

小于 10d，在后浇混凝土中的长度不小于 500~700mm，间距

不大于 200mm。台阶施工缝的里面还应补设钢筋。水池施

工缝处还应加设止水钢板或中置式止水带，止水钢板一般厚

2~3mm，宽 300 mm，钢板弯折向迎水面，钢板之间一般采

用焊接连接 [1-2]。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及城市地铁的建设，城市

规划及建筑规划越趋近于复杂、高大、多功能性，大批的高

层建筑、商业综合体、TOD 综合体等建筑物不断地涌现出

来。对于这类大型建筑工程，在浇筑混凝土时，不可避免地

需要分部位、分层、分段的进行施工，人为地留设施工缝，

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施工效率，还能确保建筑工程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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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质量。

由于个别施工缝存在未按设计要求留设、规范要求留设、

施工工艺粗糙等现象，在实际工程中将会引起各种质量问题、

安全问题及耐久问题，此类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建筑工程的适

用性、防水性、耐久性及安全性。因此，对于常见的整浇混

凝土结构的施工缝，需先判断其危害性，进而针对性地提出

改进措施或预防方法，从而减少施工缝造成的危害。

2 施工缝的留设

施工缝的留设会影响整浇混凝土结构的整体性、适用性、

耐久性，整浇混凝土结构施工缝处即形成混凝土结构的薄弱

环节，影响了此处混凝土结构的抗弯、抗扭或抗压强度。因此，

施工缝的留设必须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和相关的国家规

范、行业标准进行设置。

根据国家规范《混凝土结构施工规范》GB50666-2011

的规定，施工缝和后浇带的预留应符合下列要求 [3]。施工缝

和后浇带宜留设在结构受剪力较小且便于施工的位置，受力

复杂的结构构件或有防水抗渗要求的结构构件，施工缝留设

位置应经设计单位认可。

2.1 水平施工缝

水平施工缝的留设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柱、墙施工缝可留设在基础、楼层结构顶面，柱

施工缝与结构上表面的距离宜为 0~100mm，墙施工缝与结构

上表面的距离宜为 0~300mm。

（2）墙、柱施工缝也可留设在楼层结构底面，施工缝

与结构下表面的距离宜为 0~50mm；当板下有梁托时，可留

设在梁托下 0~20mm。

（3）高度较大的柱、墙、梁以及厚度较大的基础可根

据施工需要在其中部留设水平施工缝；必要时，可对配筋进

行调整，并应征得设计单位认可。

（4）特殊结构部位留设水平施工缝应征得设计单位

同意。

2.2 垂直施工缝和后浇带的留设位置

垂直施工缝和后浇带的留设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主次梁的楼板施工缝应留设在次梁跨度中间的

1/3 范围内。

（2） 单向板施工缝应留设在平行于板短边的任何位置。

（3） 楼梯梯段施工缝宜设置在梯段跨度端部的 1/3 范

围内。

（4） 墙的施工缝宜设置在门洞口过梁跨中 1/3 范围内，

也可留设在纵横交接处。

（5） 后浇带留设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6） 特殊结构部位留设垂直施工缝应征得设计单位

同意。

2.3 设备基础施工缝

设备基础施工缝留设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施工缝应低于地脚螺栓底端，与地脚螺栓底

端的距离应大于 150mm；当地脚螺栓直径小于 30mm 时，水

平施工缝可留设在深度不小于地脚螺栓埋入混凝土部分总长

度的 3/4 处。

（2） 垂直施工缝与地脚螺栓中心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250mm，且不应小于螺栓直径的 5 倍。

2.4 承受动力作用的设备基础施工缝

承受动力作用的设备基础施工缝留设位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标高不同的两个水平施工缝，其高低结合处应留

设成台阶形，台阶的高宽比不应大于 1.0。

（2） 在水平施工缝处继续浇筑混凝土前，应对地脚螺

栓进行一次复合校正。

（3） 垂直施工缝或台阶形施工缝的垂直面处应加插钢

筋，插筋数量和规格应由设计确定。

（4） 施工缝的留设应经设计单位认可。

2.5 其它施工缝

（1）施工缝、后浇带留设界面应垂直于结构构件和纵

向受力钢筋。结构构件厚度或高度较大时，施工缝或后浇带

界面宜采用专用材料封挡。

（2）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因特殊原因需临时设置施工

缝时，施工留设应规整，并宜垂直于构件表面，必要时可采

取增加插筋、事后修凿等技术措施。

（3）施工缝和后浇带应采取钢筋防锈或阻锈等保护

措施。

3 施工缝种类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开发进度的不同、设计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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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工工艺的局限性、客观条件的不同等因素，常见的

施工缝大致划分为如下类别。

（1）因开发进度或设计需求，在基础底板、地下室顶板、

地下室挡土墙、地上梁板等构件上设置的温度后浇带、沉降

后浇带。

例如，①超长结构的框架建筑，需按设计要求在建筑物

内从底至顶留设沉降后浇带；②大型地下车库，按设计及规

范要求，在地下室底板、地下室顶板和地下室挡土墙设置的

温度后浇带；③同一地块，分批次开发，在地下室留设的沉

降后浇带 [4-6]。

（2）因突发强降雨雪的恶劣天气、临时断电超时、混

凝土原料等待超时等客观条件，在连续浇筑的混凝土构件上

设置的施工缝。

例如，①连续浇筑的基础底板，因突降大雨，不得不终

止混凝土浇筑工作，并留设一道施工缝；②地上结构浇筑过

程中，因混凝土浇筑时间太长，导致混凝土塌落度及流动性差，

容易形成施工缝。

（3）因施工工艺的局限性，只能连续浇筑一层混凝

土结构，在第二层结构标高 H 处、挑板 H 处、地下室导墙

H+500mm 处留设的施工缝。

例如，①地下室挡土墙，一般在底板标高 H+500mm 处

留设施工缝，并设置相应的止水胶条或止水钢板。②地上结

构的施工，混凝土一般浇筑至当层的层高 H 处，此标高 H 处

竖向构件留设的水平施工缝。

上述类别的施工缝，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具有不同程度、

不同类型的危害性。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施工缝的数量或减

少施工缝的危害性，在建筑工程的设计阶段、策划阶段、施

工阶段等不同的阶段，需对整浇混凝土结构中的施工缝提前

进行规划、设计。施工单位需要分析施工缝的成因、种类及

可能造成的危害，再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3 施工缝的危害

对整浇混凝土结构中的施工缝加以分类及剖析，优化设

计方案、合理组织施工顺序、规避恶劣天气和提升施工质量，

都能减少施工缝对整浇混凝土结构的影响，从而提升整浇混

凝土结构在施工缝薄弱环节的耐久性、适用性、抗渗性和安

全性。

施工缝处的新旧混凝土在施工时，如果严格把控施工过

程，提升施工质量，就会使施工缝处的新旧混凝土产生良好

的结合，从而保障整浇混凝土结构施工缝处的整体性能，即

施工缝对整浇混凝土结构的影响可以忽略。但是若施工缝处

的施工质量不合格，就会产生重大的质量风险、渗水风险或

安全风险。

例如，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受地震影响较深的区市县中

（汶川县、都江堰市等），就有一些建筑物无法抵抗地震灾害，

从而出现垮塌、沉降、倾倒等现象，在这部分受损的建筑物

中就存在施工缝破坏现象。

常见的破坏现象有以下两种。

①楼层标高 H（框架墙柱的顶端）的水平施工缝处，出

现较大的水平裂缝 , 裂缝上部的墙柱变形、偏心倾斜、脱离

下部墙柱等，裂缝下部的墙柱梁板构件因荷载加大而出现的

构件变形、混凝土结构性破坏；

②楼梯梯段第三台阶处（留置梯段施工缝处）出现较大

的不规则裂缝，此处梯段施工缝开裂的原因主要为：楼梯梯

段的混凝土振捣不密实、新旧混凝土接茬处混凝土结合较差

（建渣未清理干净、旧混凝土未凿毛等）。

因作业人员的质量意识淡薄，往往无法有效控制施工缝

处的施工质量，处理不良的施工缝就会成为混凝土结构的薄

弱环节，当混凝土承受的荷载趋近于设计荷载或突发地震台

风等增加的强力水平荷载时，就会在混凝土结构的结构薄弱

环节（施工缝）发生结构性破坏，同时由于施工缝处新旧混

凝土之间变形不一致，还会造成混凝土结构的开裂。因此，

为了确保混凝土结构的整体性、耐久性、适用性和安全性，

必须严格控制施工缝的留设，并加强施工质量的过程管控，

进而减少施工缝对混凝土结构的不利影响。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因施工缝位置留设不准

确、施工缝新旧混凝土结合处处理不当等因素，导致施工缝

处出现各类质量隐患、安全隐患，影响整浇混凝土结构的性能。

根据相关文献及施工经验，常见的施工缝危害如下所示。

3.1 基础混凝土结构施工缝处理不当引起的危害

现代工程的建筑高度越来越高或某些大型商业综合体的

建筑体量较大，对基础结构的承载力及稳定性的要求亦越来

越高，故基础混凝土结构的高度、宽度均比较大，达到了大

体积混凝土结构的规定，在施工此类大体积混凝土基础构件

时，为了保证施工质量，通常采用跳仓法施工或分层分段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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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基础底板混凝土。

在新旧混凝土结合处即存在施工缝，此类施工缝，常常

因为旧混凝土处未清理建渣、未凿毛、未涂刷界面剂等原因，

导致新旧混凝土施工缝处出现：混凝土振捣不密实、蜂窝孔洞、

分层、夹渣、地下室底板涌水等质量问题。进而影响基础混凝

土结构的承载力、抗渗性、耐久性等。

3.2 塔机基础施工缝处理不当引起的危害

由于施工场地的局限性，部分塔式起重机需设置在基础

底板的范围内，而为了便于施工管理和最终的工程交付，一

般将塔式起重机的混凝土基础顶标高设置与原基础底板的顶

标高相同。此类先于基础底板施工的塔式起重机混凝土基础

结构，其四面均与基础底板存在垂直施工缝。此类施工缝存

在因沉降不均匀引起的滑移裂缝、结构底板涌水等质量问题。

3.3 楼梯施工缝处理不当引起的危害

楼梯构件，因为施工工艺原因，无法一次性浇筑成形，

需在楼梯距端部 1/3 范围内留设施工缝（“楼梯上三跑”）。

因为楼梯构造及模板呈台阶状，常常无法振捣密实梯段的混

凝土，施工缝处的混凝土呈现蜂窝、麻面、孔洞等质量问题，

影响楼梯构件的整体刚度、安全性。

3.4 墙柱水平施工缝处理不当引起的危害

在建筑工程中，墙柱水平施工缝往往设置在楼层标高 H

处，此类施工缝表面易堆积材料残渣、旧混凝土表面未按要

求凿毛，再加上墙柱模板封闭后，操作层的木屑、废料等极

易落入墙柱模板内，因为操作工人质量意识淡薄，一般不清

扫此类残渣；则在浇筑下一层混凝土时，墙柱结构构件的底

部存在大量积水、残渣，常常会出现混凝土振捣不密实、底

部混凝土离析、蜂窝孔洞、分层、夹渣等“烂脚”质量问题，

从而影响整个建筑物结构的承载力、抗渗性、耐久性等。

而在墙柱顶部的施工缝处，也容易出现泛浆现象，即振

捣过振，导致粗骨料沉入墙柱构件的下部，而混凝土浆料浮

于墙柱构件的上部。此类墙柱构件的上部范围，往往因为振

捣时间过长造成混凝土骨料下沉、混凝土浆料上浮，导致构

件上部区域的混凝土因无骨料而造成的混凝土强度较低，形

成构件的薄弱环节，在关键时刻（如地震荷载、台风荷载、

雪荷载等）就会因局部构件强度较低，无法有效承载荷载，

导致坍塌、变形、脆性破坏等大的质量问题。

3.5 梁板垂直施工缝处理不当引起的危害

按照混凝土施工规范要求，梁板等构件的垂直施工缝应

留设在结构受剪力较小且便于施工的位置，如次梁跨中 1/3 范

围内。现有的工程中，往往都是主次梁纵横设置，施工缝必须

跨越主梁的位置，而对于较大的主梁或次梁，由于配筋率较大、

施工缝侧面封模不严等因素，常常出现不规则阶梯状的施工缝

（如图 1 所示）。

第一，这类施工缝自身存在薄弱环节，如“台阶”下部

的凸出部分往往不含骨料，仅有水泥浆，导致混凝土强度不足，

易被破坏。

第二，垂直施工缝的交界处，往往存在木屑、钢丝网等

残渣无法剔凿干净，导致出现新旧混凝土结合不严密、钢丝网

残渣反锈等质量问题。

图 1 主梁中的阶梯状施工缝

（1- 先浇混凝土；2- 后浇混凝土；3- 裂缝；4- 台阶式施工缝）

此类垂直施工缝都会造成渗水问题，而某些薄弱部位的

混凝土在关键时刻，则可能出现脆性破坏，导致坍塌、变形、

脆性破坏等大的质量问题。

3.6 施工缝位置不当引起的危害

设计文件及国家规范对施工缝留设的位置进行了限制，

主要应设置在跨中 1/3 的范围内。从力学观点进行考虑，梁

板的水平构件，跨中 1/3 范围的剪力最小；从施工技术角度

进行考虑，梁跨中 1/3 范围一般不配置负弯矩钢筋，便于施

工侧面的挡板；从受力角度进行考虑，梁或板跨中 1/3 范围

设置施工缝，那么在施工缝的左右两侧，梁板自身的重量和

尺度大致相等，不易产生差值较大的扭矩，减少了相应的扭

矩作用力。

由于施工组织不严密、工序倒置、恶劣天气等各种原因

造成混凝土结构不能一次性浇筑成形，致使施工缝无法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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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文件或规范要求进行留设，可能就会将施工缝留设在结

构受剪力较大的区域，极大地影响整浇混凝土结构的安全性

和适用性 [7]。

3.7 施工缝留设时间较长引起的危害

在实际施工中，温度后浇带需在后浇带两侧结构浇筑完

成 2 个月后进行封闭，而沉降后浇带必须在塔楼完成主体封

顶后才能进行封闭，甚至为了开发节奏而设置的施工缝，可

能的封闭时间长达 2 年以上。这些施工缝留设的时间较长，

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封闭，而施工缝处留设的钢筋就会面临

锈蚀的情况。如果将锈蚀的钢筋浇筑于混凝土之中，就会造

成因钢筋锈蚀引起的混凝土裂缝，且该裂缝会随着时间的发

展而持续增大、变宽、加深，影响该处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适用性和安全性。

4 施工缝的改进措施

针 对 施 工 缝 的 力 学 性 能，Monks·WL、 沈 蒲 生 等 及

Mattock·Alan·H 均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混凝土构件的施

工缝若经过优良的施工质量控制，如剔除松散的浮浆、露出

石子、涂刷界面剂等措施，那么此混凝土构件的抗拉强度与

一次性浇筑混凝土结构的抗拉强度相差甚小，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此施工缝处的混凝土抗压强度也与一次性浇筑混凝土结

构的抗压强度无明显差异。当混凝土构件承受弯矩荷载时，

施工缝处的变形能力和极限弯矩均与整浇混凝土结构没有太

大差别，混凝土结构的破坏截面不在施工缝薄弱环节。但是，

当混凝土构件（梁板柱）存在施工缝时，该混凝土构件的抗

拉强度仅为一次性浇筑混凝土构件的 40~86%，而且不管采用

何种加固措施，该有施工缝的混凝土构件的抗拉强度都无法

100% 恢复。经过优良施工的施工缝，此处混凝土构件的抗剪

能力仅能达到一次性浇筑混凝土构件的 85%，而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和荷载的反复作用，施工缝处混凝土构件的抗剪强度

会急速下降，降至正常荷载作用下构件抗剪强度的 60%。因此，

为了加强施工缝处混凝土构件的抗剪能力，必须使施工处有

足够的粗糙面和优良的粘接 [8]。

根据国家规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的

规定，混凝土墙体、框架柱的水平施工缝，应采取措施加强

混凝土的结合性能。对于抗震等级一级的墙体和转换层楼板

与落地混凝土墙体的交接处，宜验算水平施工缝截面的受剪

承载力。

在现代社会的整浇混凝土结构中，施工缝是无法避免的

存在，但如果处理不好施工缝，就会对结构的安全性、适用

性和耐久性造成危害。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及施工经验，常采

取以下措施对施工缝进行处理，提高施工缝处的混凝土施工

质量，从而减少并降低施工缝造成的危害。

4.1 管理措施

（1）对于分批次施工的建筑集群或大体量整浇混凝土

（如大型基础底板），合理规划批次划分的界线、各批次的

施工时间，尽量减少施工缝的设置、尽量减少施工缝暴露的

时间。

（2）合理安排工程的施工顺序，加强技术管理和安全

工作，根据当地天气预报，在外界环境条件良好的前提下进

行混凝土浇筑工作，尽量一次性完成混凝土的浇筑工作，避

免因天气恶劣、施工顺序倒置等因素而造成的施工缝。

（3）提前联系商品混凝土供应商，根据浇筑时间及当

时当地的交通状况，合理规划混凝土运输线路，商品混凝土

搅拌站应结合运输时间、浇筑时间、等待时间等时间元素控

制好混凝土的塌落度、和易性、强度等指标，使混凝土在浇

筑时拥有良好的塌落度、和易性，避免因混凝土材料塌落度

偏低、混凝土离析、和易性差、强度不足等因素而造成的施

工缝。

4.2 技术措施

（1）图纸设计阶段，加强设计品质、核实设计内容，

减少因设计错误而错误留设的施工缝、后浇带。要尽量减少

施工缝和后浇带的留设，其中施工缝留置时应该考虑整浇混

凝土结构的耐久性和整体性，从设计方面尽量减少混凝土施

工缝的设置，从而减少混凝土结构的薄弱环节，保障混凝土

结构的耐久性和整体刚度。

（2）施工前的策划阶段，仔细核对施工图纸、严密推

导施工组织、精心组织施工流水，尽量在原有设计图纸的基

础上不增加新的施工缝或后浇带。

（3）在工程正式开始前，对于塔式起重机混凝土基础

的提前施工，首先要保证塔机基础的地基承载力符合设计图

纸的要求、符合塔机厂家的设备要求，防止不均匀沉降导致

的基础沉降等质量问题；在施工缝处适当增大配筋，增加施

工缝处基础底板混凝土结构的连接稳固性；增加防水补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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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隔绝施工缝处的渗水问题。

（4）在混凝土正式浇筑前，首先应浇筑一层 30-50mm

厚同混凝土标号的水泥砂浆，不仅有效的润滑了混凝土输送

泵管，还能防止新旧混凝土结合处（即施工缝处）粗骨料沉

底而出现的混凝土质量问题；混凝土构件的竖向施工缝，应

预先用清水进行冲刷，并涂刷一层高强度界面剂或 1：1 水泥

浆，完成前置工序后及时浇筑混凝土。

（5）关于梁板水平构件与墙柱竖向构件的混凝土强度

等级不同的情况，中国规范没有明文规定如何处理施工缝与

节点之间的关系，常见的处理方法有以下两种。

①若梁板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比墙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低

1 个标号等级时 , 则首先将高标号的墙柱混凝土浇筑至梁底，

然后再将梁板用低一标号等级的混凝土浇筑完成；高低标号

混凝土的交界线留设在墙柱与梁底的交界处。

②若梁板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比墙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低

于 2 个标号等级时，则首先应将高标号的墙柱混凝土浇筑至墙

柱顶和梁柱核心区，然后再浇筑梁柱核心区以外和板的低标号

混凝土。高低标号混凝土的交界线留设在梁柱核心区外侧。

（6）当设计无规定时，为了增强施工缝处混凝土结构

的整体性，提高混凝土结构的整体刚度，浇筑混凝土时，

在施工缝处的混凝土终凝前增加补强钢筋，钢筋直径一般

为 12~16mm，伸入原结构 10d，伸入新浇筑混凝土不少于

500mm，间距不小于 200mm。补强钢筋数量根据施工缝面积

和结构重要性确定。

（7）施工阶段，对于施工缝处旧有混凝土结构的表面，

应提前进行剔凿，凿出不同走向的凹槽，凹槽深度控制在

20mm 左右，以增加接触面积；剔除松散的混凝土浮浆及其

他杂物残渣，并露出粗骨料；露出粗骨料后，使用清水将结

合面清洗干净，且浇筑新的混凝土前不得有积水；在剔凿后

的混凝土的表面涂刷一层高强度的界面剂或 1：1 水泥浆，增

强新旧混凝土结合面的牢固性；使用带有微膨胀性质的混凝

土进行浇筑。而对于有抗渗要求的地下室混凝土构件，比如

地下室挡土墙、消防水池、基础底板、地下室顶板等构件，

往往需要按照设计及规范要求，在施工缝处留置遇水膨胀止

水胶条、中埋式止水钢板、外贴士止水带等止水措施，防止

施工缝处的渗水。

（8）楼梯构件浇筑混凝土时，尽量选用塌落度较低的

混凝土，振捣时控制振捣时间，避免过振，在梯段混凝土终

凝前采用二次抹面技术，提升梯段混凝土的整体刚度，减少

蜂窝、麻面、孔洞等质量问题。

（9）施工阶段，地上楼层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在混凝

土终凝前，安排专人对竖向构件结合面处使用抓钩进行抓毛；

竖向构件模板封闭前，对施工缝处的结合面进一步凿毛，并

清扫干净。提升施工缝处的混凝土结合能力。

（10）施工阶段，对于分层分段浇筑的混凝土结构，可

以在混凝土中掺加适量缓凝剂，适当延长混凝土的初凝时间，

并设专人监控混凝土的分层分段情况，在上一层混凝土初凝

前，及时补充浇筑新的混凝土，并安排操作工人进行二次振捣，

提高新旧混凝土交界处的混凝土密实度，避免出现冷缝；若

施工间歇时间较长，旧有混凝土已经初凝，应及时安排人员

将结合面进行凿毛处理，并适当洒水后，方可浇筑新的混凝土。

（11）施工阶段，使用科学先进的封模材料，比如使用

快易收口网对后浇带进行竖向封闭，它具有减少施工缝处水

泥浆的流失、施工便捷、方便清理、封模不易变形等优点，

使施工缝处的结合面不易出现水泥原浆流失、杂物夹杂等情

形；施工缝封模应尽量竖直，不宜做成阶梯形或斜坡形；施

工缝处的混凝土需尽量振捣密实。

（12）对于结构复杂和重要结构的混凝土结构，施工缝

的设置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及国家规范的要求进行留设；在

施工缝的处理措施，需提前编制施工方案，并应征得设计单

位的同意 [9]。

（13）对于承受动力作用的设备基础施工缝，在垂直

施工缝处应补插钢筋，钢筋直径为 12~16mm，长度一般为

500~600mm，间距 500mm 左右，在台阶式施工缝的垂直面上

也应补插钢筋，光圆钢筋两端增加弯钩。

（14）对于施工缝处留设的钢筋，按照相关规范要求，

采取合理的钢筋防锈或阻锈措施，如在裸露的钢筋表面涂刷

水泥浆、浇筑新的混凝土前对原有已生锈的钢筋进行除锈。

因后浇带往往闲置时间较长，后浇带预留的钢筋必须进行除

锈处理。

5 结语

由于整浇混凝土结构中施工缝具有客观存在性，而且不

能无视施工缝对混凝土结构构件抗剪强度、抗弯强度和抗拉

强度的不利影响，所以为了维持整浇混凝土结构的整体刚度

和可靠性，为了提升建设工程的品质，我们需要积极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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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施工缝处的相关问题。虽然国家规范和行业标准都较为

详细的约定了施工缝的留设位置，并制定了施工缝的标准处

理方法，但在实际的施工应用中，仍然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

及由此产生的质量安全隐患。所以，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减少事故的发生，

减轻事故的损害，需要对整浇混凝土结构中的施工缝进行有

效正确的处理。

为了确保混凝土结构的整体刚度，减少施工缝带来的各

种质量问题、渗水问题、安全问题，进一步提升建筑物的安

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应尽量减少

施工缝的设置；对于不可避免的施工缝，应采取科学先进的

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使施工缝处的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和国家规范的要求。因此，对施工缝的留设和处理一定要给

予充分的重视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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