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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是当前工程建设中的主要原材料，不仅具有良

好的经济性，而且在强度和稳定性等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

势，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欢迎。然而，由于受到外界环境、

原材料和施工工艺等因素的影响，在使用混凝土时也容易出

现裂缝问题，如果裂缝扩展范围不断增大，则会对构件的安

全性产生影响。为此，可以采用钢纤维对混凝土进行优化，

以达到具体施工标准与要求。特别是在路桥施工工程中，对

于各个结构的质量要求更高，必须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建造各

类路桥结构，从而消除其中的质量安全隐患。路桥施工难度

较大，应该结合具体施工要求和现场状况，对钢纤维混凝土

施工方案加以创新和优化，从而达到国家建设要求。

将钢纤维均匀分布在混凝土当中，能够使其物理力学

性能得到改善，这就是钢纤维混凝土。相较于普通混凝土而

言，在抗弯性能、抗拉性能和抗压性能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

优势，抗弯及抗拉极限强度提高比例在 50%以上，在遭受

外界压力而发生破坏后不会出现松散的情况 [1]。通常情况下，

钢纤维用量不超过 2.0%，使其抗冲击韧性提高 100倍左右，

在路桥结构受到车辆冲击后不会出现严重的损坏。随着当前

车辆荷载的提升，对于路桥结构的抗裂及抗疲劳要求更高，

运用钢纤维混凝土可以使钢纤维体积率增大，在长期受到荷

载作用时也不会出现严重的开裂问题。其中，钢纤维对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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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强度的影响如表 1所示。

钢纤维 28d强度（MPa）

种类
掺量

（kg/m3）
抗压 抗弯 抗剪 劈拉

— —

剪切矩形

（0.4×0.5×20mm）
100

熔抽异形（L=25mm） 100

平直圆形（φ0.6，

L=25mm）
100

全截面路面

相较于普通混凝土而言，在全截面路面施工中应

用钢纤维混凝土应该对其厚度加以控制，通常要降低在

50%~60%，拆入量最大不能超过 0.1%。纵缝应用于单车道

路面中，横缝间距在 25m左右。

复合式路面

双层路面和三层路面是常见的复合式路面，在双层路

面施工中应用钢纤维混凝土，确保其厚度在 50%左右。在

三层路面施工中，钢纤维混凝土主要应用于上层和下层中，

由于该形式的路面结构施工难度较大，因此应该采用多种机

械设备辅助施工。在复合式路面中，钢纤维 -钢丝网混凝土

的应用也较多，可以改善路面结构的稳定性和承载力，避免

在车辆荷载作用下出现严重破坏。

罩面

罩面可以对原有损坏路面加以改善，在此过程中也可

以使用钢纤维混凝土，根据直接式罩面、结合式罩面和分离

式罩面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施工工艺。在分离式罩面施工中，

需要设置特殊的隔离层与原来的混凝土结构分隔，能够体现

不同路层结构的性能特点。如果路面损坏不严重，则可以采

用直接式罩面，直接设置钢纤维混凝土改善原有道路状况 [2]。

结合式罩面则能够通过粘结的方式增强原有混凝土结构和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的强度。

修补

对于罩面的修补处理，也是道路工程建设中的关键点，

应该确保体积率在 1%~2%之间。相较于钢纤维混凝土的长

径比而言，在设置钢纤维长径比时要略高，通常在 70~100

的范围之间。此外，在严寒地区设置钢纤维混凝土，能够使

道路的抗冻性得到增强，防止在外界低温作用下出现严重的

裂缝。

桥面

在桥面铺装中，为了使其抗裂性得到增强，也要合理

应用钢纤维混凝土，同时各个结构的抗折强度和刚度也会有

所改善，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应该确保桥面铺装的平整度，

防止对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造成影响。相较于普通混凝土而

言，应该适当降低钢纤维混凝土的铺装厚度，防止自重过大

而影响整个桥梁的性能。除此之外，还可以融入橡胶沥青混

凝土，能够起到有效的改良效果。

承受荷载部位

上部结构会承载较大的负荷，因此也应该加强对重点

承受荷载位置的施工，利用钢纤维混凝土改善结构受力状

况，包括了应力集中区域和主梁区域等。钢纤维混凝土的应

用，可以使其变形问题得到解决，同时防止自重过大而影响

桥梁安全，满足大跨度桥梁的建设要求 [3]。该材料的应用，

除了可以保障桥梁结构的美观性外，还降低了成本投入，无

需设置过多的墩台，降低桥梁施工难度。

局部位置

剥落问题和裂缝问题等，在桥面板和桥梁墩台等结构

中十分常见，尤其是随着动荷载作用的加剧，也会使桥梁的

病害问题日益严重。钢纤维混凝土的应用，能够改善局部位

置的抗震性，在强烈震动中也不会出现严重坍塌，使上部结

构和下部结构保持整体性。在施工中应该确保钢纤维混凝

土厚度在 5~20cm的范围内，严格检查转子Ⅱ型喷射机的性

能 [4]。剪切钢纤维的应用效果较好，应该控制掺量在 1.0%

左右。为了使其早期抗裂性能得到优化，在施工中还要添加

适量的 TS型速凝剂。为了保障新混凝土能够完全贴合，还

应该在施工前进行凿毛处理。

钢筋混凝土桩

在桩顶施工中，可以借助于钢纤维混凝土进行加强处

理，有利于抗冲击韧性的改善，防止在打入施工中发生严重

的破裂状况。此外，在桩尖中的应用可以提高打入施工效率。

全断面整体浇筑的方式也较为常用，然而会造成成本投入的

升高，应该结合技术性要素和经济性要素进行合理选择。

首先，应该做好分散处理和搅拌过程控制。对于钢纤

维的分散处理，能够防止在混合中出现结团的情况，保障钢

纤维分布的均匀性，满足后续搅拌施工要求。加强对分散

装置性能的检查，严格控制设备功率，既要达到施工标准，

又要避免能耗过高的问题，分散力在 20~60kg/min。加强对

细骨料质量的严格检查，在拌和时保持均匀性，通过振动筛

改善拌和效果。分级投料的方式在实践中较为常见，干拌时

间和湿拌时间分别为 1min和 2min，确保钢纤维和水泥、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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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砂的良好混合效果。强制式搅拌机是施工中的常用设备

类型。

其次，应该做好浇筑和振捣施工控制。在倒料时应该

压相 15~20cm，保持钢纤维混凝土的整体性。在施工中采取

连续浇筑的方式，避免出现较长时间的中断。插入式振捣棒

在应用中应该合理设置振捣位置和振捣时间，增强钢纤维混

凝土的密实性，防止出现离析的问题。

最后，还应该做好成型和接缝施工。真空吸水工艺在

成型施工中的应用较多，为了避免钢纤维露在混凝土外面，

还应该借助压纹机进行处理。在施工中通常不设置纵缝，同

时强度达到设计值的 50后对缩缝进行切锯处理。

钢纤维混凝土在抗弯、抗拉和抗压性能、承载力、抗

冲击性能等方面都有所改善，解决了普通混凝土应用时的开

裂和稳定性下降问题，真正保障路桥结构的质量效果。在道

路工程施工中，应该加强对全截面路面、复合式路面、罩面、

修补等施工工序的关注，明确其施工要点。在桥梁工程建设

中，则应该以桥面、承受荷载部位、局部位置和钢筋混凝土

桩为重点，严格遵循技术规程和施工规范，保障施工的效率

及质量。加强对重难点环节的合理优化，使钢纤维混凝土的

作用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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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算结果准确，保证项目量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

性，提高对工程量计算规则的了解，深入分析相关的图纸，

保证可以对项目具备整体的认识 [3]。

综上所述，将全过程管理在建设工程审计活动中应用，

有助于提高审计活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而且审计工作是贯

穿整个建设工程。因此，提高对审计工作准备阶段、实施阶

段、结果阶段的审计力度，针对各个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制

定相应的措施，强化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并举一反

三，提高全过程管理在审计活动中的作用，对建设工程项目

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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