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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ncrete Pouring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Kunyao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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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the status of construction buildings i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become a key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As an important link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concrete pou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should be fully defined.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takes a project as an example, discusses the scheme determination of concrete pouring
technology, material selection and other construction links, and puts forward the matters for atten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ncrete pour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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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浇筑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胡鹍遥

山西晋中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中国·山西 晋中 030600

【摘要】随着城乡建设的加深，施工建筑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如何保证工程质量，增强工程稳定性，成为建
筑施工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作为直接关系建筑工程质量与稳定性的重要环节，应当全面明确技术的实际

应用。基于此，论文以某工程为例，针对混凝土浇筑技术的方案确定、材料选择等多个施工环节进行探讨，并提出注意事项，
以此为混凝土浇筑技术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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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混凝土是建筑工程施工中常用材料，具有耐久

性好、强度高等特点，所以在工程中广泛应用。合

理的控制混凝土浇筑技术，可以有效保证工程的安

全性、质量与稳定性，推动工程实施效率提升。通

过研究混凝土浇筑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可以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明确混凝土浇筑方案的确

定、浇筑材料的选择，以及混凝土浇筑施工方法、

模板拆除施工，从而保证工程符合施工标准，满足

施工质量要求。同时，可以明确混凝土施工浇筑技

术注意事项，保证施工方案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加

强施工保养工作，避免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出现施工

质量问题。合理控制钢筋定位和浇筑距离，提升施

工合理性，为工程的后续实施提供保障。

2 工程概况

以某房地产开发施工为例，混凝土施工主要为

框架剪力墙结构，施工总面积为 100000 m2，建筑主

体总结构为 30余层，层高标高为 3 m。整体施工过

程分为一栋与二栋两栋楼，两栋楼结构形式与面积

相等，统一楼层剪力墙和楼板的混凝土强度相同。

混凝土强度 1层和以下使用 C50；等级 10层以下使

用 C45；20层及以下使用 C35；20层以上使用 C30.
标准层楼板的厚度为 120 mm，墙体厚度为 240 mm。

工程实施现场，两栋楼各分配一台 50型混凝土泵，

采用 BLG15 型布料杆浇筑施工。

3 浇筑方案的确定

工程施工期间，一栋混凝土浇筑施工采用的技

术为分层浇筑技术。一栋施工完毕后，为了提升工

程的质量与安全，二栋混凝土浇筑在一栋施工的基

础上加以完善，采用整体浇筑技术[1]。

施工中，墙体和楼板浇筑技术结合现场施工条

件，首先进行重复模拟试验，得到模板设立、混凝

土浇筑、钢筋绑扎等施工方案。并按照相应的顺序

完成施工，即：（1）绑扎墙壁钢筋；（2）安装外

墙模板；（3）安装楼层模板；（4）安装墙内模板；

（5）浇筑混凝土。

同时，根据施工方案，二栋建筑采用混凝土整

体浇筑技术。该技术的优势在于，可完善的融合墙【作者简介】胡鹍遥（1994-），女，中国山西晋中人，本

科，从事建筑工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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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顶部楼板的施工缝，有效缩短施工时间，提升

了工程实施的完整性、安全性。

4 混凝土浇筑材料的选择

二栋工程实施中，浇筑技术的顺利施工主要是

因为运用泵送混凝土传输，且工程的质量有所保障，

主要是因为混凝土中包含了粉煤灰、水泥、骨料，

可改善钢筋混凝土的易性，增强混凝土的可泵性。

在搅拌混凝土过程中，工程及时浇筑，有效保

证了在初凝前浇筑完毕。施工中因天气和温度偏高，

混凝土易凝结，所以使用了缓凝型减水剂。同时，

为了保证混凝土质量合格，水泥与灰砂根据工程实

际要求控制在了标准比例范围内。

为了满足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在建筑混凝土

施工中加强了材料的选择，从施工材料的质量、环

保性、性价比等多方面考量，确定了混凝土的型号

及材料比例。经配比后，通过实验室确定材料质量，

并优化了施工配置，有效提升混凝土施工质量。

确定施工材料后，按照规范的流程进行搅拌，

按照石子、水泥、粉煤灰、砂子、早强剂、泵送剂、

水的流程进行材料的投放，并进行充分搅拌，搅拌

时间大于 3分钟。

5 混凝土浇筑施工方法

在工程浇筑施工期间，施工方法的关键在于两

方面，即墙体与楼板的模板安装，以及墙体的拆除

方法。施工中需要严格按照工程的标准要求、现场

实际条件衡量施工方案，并为工程后期预留施工通

道。针对通道上部分的楼板模板，利用通道斜梁支

撑，以及通道主梁向上悬挑的方法安装。同时，为

了便于拆卸，可以相应的调整墙体的模板，调整的

方法主要为降低调整，降低的规格控制在 10 cm 以

内[2]。

在浇筑混凝土板完毕后，应当进行强度测试，

保证强度不低于 1.2 MPa，可用手稍微用力按压混凝

土，待混凝土未出现松散、塌陷，按压后不留有痕

迹时，即可进行轴线投测[3]。在墙体钢筋固定绑扎

完毕后，可进行外墙的安装。在外围模板全部按照

标准要求施工完毕后，就可以继续进行楼板底模的

安装环节，按照分层安装、早拆支撑系统的操作方

式完成施工流程，以此保证施工质量。

正式安装墙体模板期间，需要及时清理墙体的

脏污，保证墙面整洁。为了有效提升墙体施工质量，

在墙体模板安装期间，必须全面按照相应尺寸开展

操作，避免出现误差，影响工程质量。可以通过采

模板底部安装棉条，来确保底板的光洁平整。同时，

需要使用质量较好的穿墙螺栓，避免出现漏浆等现

象。墙体模板上不仅会和楼板模板实现连接，并且

保证连接点强度符合标准。

进入楼板模板安装环节后，应当提前留有缝隙，

可控制缝隙在 240 mm 尺寸内，便于墙体单片模板

的使用[4]。随后利用吊车按照顺序进行安装，操作

均要求人员具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且全面了解工程

实施方案，按照标规范的操作流程完成施工。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确定施工方式以后，全面考

量浇筑高度和方式的特点，并使用最符合工程需求

的浇筑方式施工，合理掌握混凝土浇筑后的凝结时

间，科学控制浇筑速度，避免因施工操作不当而引

起裂缝等质量问题。

施工中需要根据工程特点明确注意事项，如剪

力墙、楼板等特点。剪力墙施工中，需要采用缓慢

持续的浇筑方式，分段进行浇筑施工，在浇筑时由

最底层开始，间隔一段距离或时间后进行第二层浇

筑；楼板浇筑时，应当遵循由外而内、最后楼体的

原则浇筑。在底部优先填充水泥砂浆，以此避免底

部出现蜂窝问题。墙体的混凝土需要使用准 50 mm
和准 30 mm振捣棒进行分层浇筑，移动间距实测≤

50 cm 和≤40 cm[5]。施工时振捣的时间需要根据实

际工程情况而定，如果混凝土未出现表面气泡现象，

且未出现表面泛浆现象，那么随时可停止振捣。在

振捣期间，应当结合施工特点，使用合理的振捣方

法，如逐点振捣，振捣过程中避免出现漏诊、跳振

的问题，随时关注振捣质量。

施工中门窗位置的混凝土浇筑工程，应当按照

由两边向中间的方法浇筑，并且匀速进行浇筑，避

免出现模板位移的问题。还要合理控制内外墙的交

接施工，为保证施工质量，可以使用大型钢丝网片

进行施工。

6 模板拆除施工

模板拆除是关系混凝土施工质量的关键，不可

随意拆除，而是应当按照现场的条件进行。首先拆

除竖向模板，待混凝土达到标准要求的强度后，拆

除即可。如果发现混凝土未达到相应强度，应合理

调整拆除时间，并再次进行强度测试，符合后即可

拆除。

其次应当超出墙体模板，混凝土需要达到至少

12 MPa，且表面完整光滑，无损坏，才可拆除。需

要注意的是，才正式开始拆除前，应当确定模板拆

除的流程，如先模板条，后墙体模板。并遵循据“外
墙在先内墙在后，模板在先角模在后”的工序进行，

先拆除模板，再拆除角模[6]。拆除后，为了保证模

板循环利用，应当合理进行标号，并将模板使用在

另一栋楼体建筑中。墙体拆除完毕后，仍然需要进

行楼板的养护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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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凝土施工浇筑技术注意事项

7.1保证施工方案的合理性与适用性

施工方案关系着混凝土施工技术的质量与效率，

施工中应当全面保证施工方案符合施工现场混凝土

浇筑要求，由专业部门根据施工环境、条件，以及

项目的造价成本、现有设备与技术等来制定。确定

方案后，应根据方案编制施工各环节的工程实施指

导计划，为工程所有施工环节提供标准。同时，要

求相关部门全面按照施工方案要求及施工标准实施

工程。另外，应当全面考量混凝土施工浇筑的要求，

调动可用施工条件，合理安排施工人员，保证混凝

土施工顺利进行。

7.2加强施工保养工作

结合目前工程大部分混凝土施工问题来看，无

论是道桥施工还是楼体施工，大部分的问题都是浇

筑后期出现裂缝、蜂窝、气泡、脱水等问题，主要

因素排除前期的配比、浇筑外，导致问题的最重要

因素就在于后期的保养工作。所以为了保证混凝土

质量，就要在浇筑完毕成型后，做好后期的养护工

作，以此保证混凝土成品的质量。做好后期的养护

工作，应当注意采取保温措施，避免混凝土表面受

到环境影响，如暴晒、温度骤降等因素而发生剧烈

变化。在养护过程中，混凝土芯部和表层，以及表

层和环境之间的温差不能大于 20 ℃。针对大体积

混凝土，应当严格遵守施工方案施工。

具体措施为：

（1）结合气候条件进行淋水，增加淋水次数，

以保证混凝土处于湿润状态，养护所用的水应当与

拌制用水一致。

（2）浇筑完毕后，应当全面盖严混凝土，并使

用塑料布进行覆盖，保证塑料布有凝结水。

（3）混凝土的具体养护时间应当根据不同水泥

品种确定，例如使用硅酸盐水泥以及普通的硅酸盐

水泥进行混凝土的拌制时，应当合理控制养护时间，

不得低于 7天。因施工中使用了缓凝型外加剂以及

有抗渗性的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得低于 14天。在混

凝土强度小于 1.2 MPa 时，不应再继续使用，低于

10 MPa时，不应在混凝土现浇板上堆放重物、吊运

等，避免对浇板造成冲击。

7.3钢筋定位和浇筑距离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要保证构造的准确和完

整，主体框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施工中应当使

用垫板铺设，在单层钢筋下部分完成。双层钢筋应

当在支架构造之前完成。因混凝土需要在钢筋上浇

筑完毕，所以应当准确的定位钢筋位置。

混凝土浇筑期间，需要加强控制后浇带两侧位

置的分离，根据建筑的截面积决定，合理设定分离

程度，从而保证建筑的稳定性，避免出现浇筑时跑

浆的现象。同时，在确定混凝土结构稳定后，应当

及时拆除建筑支架。

8 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道桥施工，还是楼体施工，

都离不开混凝土浇筑技术，而混凝土浇筑技术的合

理性在建筑工程中直接关系着工程的质量与施工安

全性。论文以某工程为例，研究混凝土浇筑技术在

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分析浇筑方案、混凝土浇

筑材料的选择，以及混凝土浇筑施工方法、模板拆

除施工等，并提出混凝土施工浇筑技术的注意事项，

望为工程中混凝土浇筑技术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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