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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公众已经迈入大数据时代，超高层建筑施工

中所用的技术随之发生全新的转变，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

在应用中的范围逐渐扩增。但实际应用经验并不丰富，有诸

多细节亟待于进一步优化。因此，有关人员对此需要给予高

度重视，及时对其进行整改，对于技术应用进行不断的革新，

推动超高层建筑行业在未来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技术特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超高层建筑物成为现代

化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原因是土地资源逐渐匮乏，

可利用空间逐渐减少。而超高层建筑在具体开展施工作业

时，用到的主要施工材料就是大体积的混凝土，其中混凝土

材料具备如下特征：

①厚度较高，体积较大。

②浇筑体量极大，与此同时，混凝土在结构层面有极

高的要求，因为体积大，所以混凝土极易出现水热化现象，

而且水热化一旦发生，势必会导致混凝土出现裂缝。

③混凝土厚度如果高于 1.5m，在对大体积混凝土开展

施工作业时，需要采取水平的方法，针对混凝土在层级方面

进行划分，由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水泥发生水热化现象。

④大体积混凝土充足的情况下，都是在建筑物基础结

构中进行合理应用，因此外界温度对其的影响极小，但对于

混凝土在抗渗方面的要求依然极高，具体需要达到施工技术

规范的相应目标，否则就容易出现渗漏。在超高层建筑项目

工程施工过程中，大体积混凝土重点就是，尽最大可能降低

水热化对施工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对其温度进行合理降低，

同时针对混凝土在结构防水性能方面，要进行最大程度上的

强化以及提升 [1]。

为了让大体积混凝土在施工中的质量得到科学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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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对超高层建筑在具体施工中的各

项要求进行有机结合，选择施工材料时要求符合施工建筑需

求以及高品质。对于大体积的混凝土工程施工来说，水泥是

影响其在使用中性能的一种主要材料，对于水泥在具体选择

时，需要对于凝结时间、强度、流动性等指标进行合理规划，

而且水泥在施工现场要做好装载、存储等相关工作。针对细

骨料尽进行级配时，最大可能使用中粗砂，砂率范围控制低

于 43%，与此同时，对于含泥量要严格管控，防止由于含

泥量过多，从而导致竣工之后出现裂缝现象。对于粗骨料来

说，尽最大可能让颗粒直径得到合理增加，让级配可以得到

保持，与此同时，针对施工中包含的碎石、片状的颗粒要实

行合理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混凝土出现较大范围的

裂缝。此外，大体积混凝土在具体开展施工作业时，可以结

合施工中的实际情况，适当的添加一些粉煤灰、外加剂，可

以让大体积混凝土在施工中的性能得到良好的改善。例如，

使用粉煤灰可以对一部分的水泥进行替代，能够在某种程度

上让大体积混凝土在水化热方面得到合理减少等。在保证大

体积混凝土具体施工作业中的所有材料质量，都能够符合施

工实际需求规范基础上，通过施工相应计算、实验室相应材

料的配比等，对于超高层建筑物在施工中所用到的大体积混

凝土，在配合比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 [2]。

在对大体积混凝土进行具体搅拌时，必须严格遵循搅

拌过程的相应规范，按照相应顺序，向搅拌设备中对于原材

料进行合理投放，不可以存在顺序错乱、添加错误的情况。

具体对施工材料进行搅拌作业时，需要注意，对拌合料在搅

拌的时间方面必须进行严格管控，可以让大体积混凝土在搅

拌过程中的和易性得到良好保障，防止在施工之后出现坍

塌、离析、断层等诸多质量状况，此类情况一旦出现，混凝

土就不能用于施工作业。

在对混凝土进行具体运输时，要与超高层建筑施工现

场的实际情况、站点之间的相互距离进行有机结合，以高效

性、安全性为主要原则，对于大体积混凝土在运输中的路线

进行科学规划，并对运输车辆的数量进行合理确定，让超高

层建筑施工作业中的大体积混凝土，在连续性、可靠性、充

足性方面得到科学合理的保证，防止出现供应短缺的情况，

从而影响施工进程，最终导致大体积混凝土，在具体开展施

工作业时出现诸多施工质量状况。大体积混凝土在具体开展

施工运输时，切记时间要低于 3h，如果在运输到浇筑地点

之后，时间高于 3.5h，就不可以再用于施工作业。此外，混

凝土在离开搅拌站点之后，在施工时严格禁止额外添加其他

任何材料。大体积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如果坍塌的程度超

过 40mm，亦或是现场施工的温度高于 25℃，就不可以在

施工现场继续开展浇筑作业 [3]。

在超高层建筑开展施工作业时，对于混凝土进行具体

浇筑施工时，首先需要让大体积混凝土在浇筑作业中的连

续性得到合理保证，尽最大可能防止施工过程中工序出现

间断，从而导致大体积混凝土发生裂缝等质量层面的问题。

对于超高层建筑在结构组织进行具体浇筑时，对于一些大型

设备要予以灵活应用，从而让浇筑设备对此类结构位置进行

合理浇筑，然后针对超高层建筑中的中心位置再进行合理浇

筑，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在具体浇筑作业时，需要以中心

筒作为核心，接着对于周围的梁板进行合理浇筑。由于浇筑

基地用于转换位置的大体积混凝土，在核心筒位置以及周围

承台位置所应用的大体积混凝土，在强度方面存在不同的数

值。因此，对于大体积混凝土在具体开展施工作业时，要采

用分层浇筑的方法开展施工浇筑。对于每一层的大体积混凝

土在具体开展浇筑时，厚度需要维持在 50cm的范围，与此

同时，大体积混凝土在具体浇筑之后，因为自身重力较大的

原因，很有可能导致浇筑完成之后出现斜坡，由此会让浇筑

施工的横截面积得到增加，从而对浇筑过程中散发出的大量

热量进行释放。在对此环节开展具体施工浇筑作业时，可以

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对于分层浇筑的工艺进行合理执行，

具体浇筑时，交接缝位置的混凝土要严格开展振捣施工，从

而让混凝土浇筑施工作业，在质量层面得到合理保障。此外，

使用大型的浇筑设备，对于大体积混凝土进行具体施工浇筑

时，不可以在相同的位置接连开展布料，要采取层层递进的

布料方式，具体在现场施工作业的位置，使用水平转动的方

法，针对大体积的混凝土在布料方面进行合理施工。

大体积混凝土在具体开展施工浇筑作业的同时，要完

成施工振捣工作。具体开展振捣之前，要对于超高层建筑的

实际作业情况进行有机结合，然后对于振捣棒在位置方面进

行合理确定，尽最大程度让振捣施工作业在均匀性以及全面

性方面得到合理保障。

其一，振捣棒设备相互之间在位移层面的间隔，需要

控制在低于 40cm的范围内，振捣时间要求 20~30s范围内，

与此同时，要遵循快速插入、缓慢拔出的施工原则进行施工

振捣。振捣棒每次施工时，要求深度插入在 50cm范围，而

且需要保证振捣棒可以渗透到最底层，混凝土 10cm左右的

位置，从而让不同层面的混凝土在衔接性方面得到科学合理

的保证。

其二，由于超高层建筑针对混凝土在抗裂方面的强度

拥有极高的需求，因此对于大体积的混凝土，在具体开展振

捣施工作业时，可以进行二次施工，而且对于大体积混凝土

（下转第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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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范围内，相对标准偏差介于（1.0~7.7）%，具有良好的精

密度和正确度，但微波消解法所获得的检出限、精密度和正

确度更好。这些都是基于微波消解法具有如下特点：

①消耗试剂量少，空白值小；

②采用内加热，升温速度快、消解能力强；

③密闭系统可减少消解过程待测项目的损失和样品间

的相互污染；

④提高了分析的精密度和正确度，但其一次消解样品

数量有限。

样品的前处理是一个复杂过程，是保证数据准确度的

一个重要前提。土壤样品的前处理没有统一的方法，要结合

实验室实际情况和待测元素的性质等决定选择何种土壤前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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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开展浇筑作业时，可以采取分层的办法，但是分层时需

要注意逐个层次的递增，然后让浇筑形成一定的坡度，逐渐

对其进行延伸，再对坡长进行合理控制，最终要保证振捣设

备的位置是在坡度两端的区域。除此之外，对于大体积混凝

土具体开展振捣作业时，要保证大体积混凝土表面在振捣

时，不可以出现气孔、泥浆涌出、下沉等诸多情况，此类情

况一旦发生，需要立即停止振捣作业 [4]。

对大体积混凝土技术具体开展的应用进行研究以及分

析，在超高层建筑中，对于大体积混凝土在施工技术中的要

点予以科学合理的掌握，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性，从而

对施工技术进行合理优化以及创新，从而让大体积混凝土在

超高层建筑中的施工质量得到合理保证，最终让超高层建筑

工程在竣工之后，可以达成设计以及应用的各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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