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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ret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trength and good hardness, so that it is widely used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the 
process of concrete pouring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 overall strength and effect of concrete pouring be guaranteed, the 
concrete pou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it and rationalized. Therefore, how to rationalize the use of 
concrete pou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new research topics, this paper launched an in-depth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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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凝土由于具有强度高、硬度好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施工之中。在混凝土浇筑施工的时候，想要让混凝土浇筑
的整体强度和效果得到保证，则要将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引入其中并进行合理化运用。因此，如何在建筑施工中合理化运
用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成为全新的研究课题之一，论文对此展开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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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建筑工程中涉及大量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想要让建筑

物质量得到保证，则要科学管控混凝土的施工质量。因此，

则要利用合理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使得施工质量得到保

障。论文从混凝土浇筑技术的应用内涵入手，对该技术的类

型以及具体应用展开全面探究，为建筑工程的顺利开展提供

助力。

2�混凝土浇筑技术的应用内涵

对混凝土浇筑技术来讲，其主要在建筑工程结构以及

大体积浇筑施工等方面体现自身功能。一般情况下，伴随着

钢筋混凝土应用量的不断增大，混凝土浇筑效果也明显加

强。但是混凝土浇筑的作业量偏大，并且涉及大量环节。因

此，在对混凝土浇筑技术进行应用时，需要为混凝土浇筑作

业质量和效率提供保障，保证浇筑成品的强度以及韧性都明

显加强。在施工过程中，若未运用科学有效的浇筑工艺技术，

则会导致大量的缺陷存在于浇筑成品之中，从而对施工效益

以及质量产生严重不良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建筑工程事业

的持续发展，混凝土浇筑承重明显提升，但浇筑施工空间狭

窄以及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1]。由此可知，在运用该浇筑技

术时，施工人员要在工程结构特征的基础上，来对适宜的浇

筑技术进行选择，为工程质量和效益提供保障。

3�常见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

3.1�全面分层浇筑
全面分层浇筑法指的是在开展混凝土浇筑时，凭借设

计结构来对建筑工程进行分层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实施逐

层浇筑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建筑结构偏小、浇筑强度较小

以及技术要求偏低的混凝土结构平面之中，一般状况下，浇

筑都需要遵守从下到上的原则，即第一层浇筑完成之后，才

能够对下一层展开浇筑，以此来逐层完成浇筑工作。在实际

浇筑过程中，将混凝土结构短边当成起始点，沿着长边方向

实施浇筑。当处于特地情况下时，则要按照中间向四边的顺

序开展浇筑工作。在选择具体浇筑方式时，要将现场实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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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选择依据。

3.2�分段分层浇筑
对分段分层浇筑来讲，其指的是把整个混凝土结构划

分成若干分段，对每个分段都实施分层浇筑，这种方法被称

之为分段分层浇筑。其通常在面积大、长度短、施工强度大

的建筑中运用比较适。由于单位时间内所需混凝土偏少，所

以在进行浇筑时，先从底部开始浇筑。经过 2~3min 之后，

再对下一段进行浇筑，顺序依然是自下而上逐层浇筑 [2]。

3.3�斜面分层浇筑
对斜面坡度小于 1/3 的建筑而言，使用斜面分层技术的

概率相对较高。斜面分层浇筑是全面分层浇筑的升级，当建

筑长度超出厚度的 3 倍，浇筑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另外，

在开展混凝土浇筑施工时，先要对最下层混凝土浇筑层面实

施振捣处理，再按照混凝土结构，逐渐向上进行振捣，以此

来使混凝土振捣工作的充分性得到保障，进而使得浇筑施工

工作质量明显提升。

4�混凝土浇筑技术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4.1�原材料的准备工作
混凝土原材料不单单会对浇筑施工质量产生影响，还

会对建筑工程整体施工质量产生影响，所以建筑企业要对混

凝土原材料进行合理化选择。当混凝土进入施工场地之中

时，应该将施工标准当成依据，来对原材料展开全面检验，

确保原材料具有相关合格资质以及检查报告等证明。若材料

需要进行复检，依据材料规格取样，并送到检验站中，检验

结果合格之后才能够在混凝土浇筑施工中运用。例如，建筑

企业在选择硅酸盐水泥时，将水化低热矿渣类型当成首选，

同时水泥需要具有相关的合格证。另外，在工程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合理选择混凝土的类型以及性能。这样不仅可以降

低水泥的使用，而且可以明显加强工程的整体质量。

4.2�混凝土的搅拌工作
施工人员在搅拌混凝土时，应该对相关标准和要求进

行严格遵守，这样不仅可以使水泥材料以及混凝土骨料等添

加剂量得到保证，还可以进行正确的投放。此外，在搅拌混

凝土时，要对搅拌时间进行严格管控。由于不同类型或性能

的混凝土在进行搅拌时，所需要的搅拌时间会出现一定的不

同。因此，施工人员要在材料性能的基础上，对混凝土各种

材料的配比实施管控，进而为混凝土材料搅拌的均匀性提供

保障 [3]。

4.3�混凝土的运输工作
在对混凝土实施运输之前，应该对运输混凝土的设备

进行全面了解，如混凝土泵的功能，并配置充足的零部件。

这样当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进行及时的维修。与此同时，

在正式施工之前，尽量要让施工人员的操作都符合施工规章

制度。若输送管道出现堵塞现象时，需要让混凝土泵机处于

卸载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来对堵塞状况实施科学处理，以

此来使混凝土得到及时排除，从而为施工环境的整洁性提供

保障。除此之外，连接处泵管接口的密封性要得到保证，这

样在实际运输过程中，才能够使跑浆或漏浆等现象的发生概

率明显降低。

4.4�制定混凝土浇筑方案
在开展浇筑工作之前，应该先制定合理的浇筑方案，

为浇筑工作的科学性提供保障。另外，在对浇筑方案进行编

制时，应该将施工所用的机械、技术以及原材料性能等结合

其中，并进行充分思考。与此同时，根据浇筑工作来制定对

应的运输计划以及后续的养护工作。当存在特殊需求时，应

该在方案中进行说明，从而为施工工作的合理性提供保障。

4.5�质量控制
混凝土浇筑在建筑工程施工中至关重要，想要让混凝

土浇筑技术的应用质量和效率得到全面提升，需要从以下方

面入手：第一，泵车控制。对输送泵进行设置时，要让混凝

土运输管道的水平段保持在 15m 之上。之后把软管固定在

浇筑点位置上，并将 90°弯管设置在软管拐角位置，保证

混凝土运输的严密性。第二，设备质量控制。在施工之前，

施工人员要保证设备性能处于良好状态。若设备出现问题，

则要立即进行更换或维修。此外，加大日常的维护保养力度，

定期对设备进行巡检，让设备可以发挥正常性能，从而为浇

筑施工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提供保障。

5�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
具体应用

5.1�基础浇筑
在建筑工程建设时，施工人员要在工程特征和需求的

基础上，对不同建筑的浇筑要求和类别进行明确，甚至要全

面分析浇筑技术。一般情况下，按照施工状态的不同，可以

将浇筑技术大致分为三大类型，即条形、大体积、阶梯状。

将施工要求和特征当成依据，又可以将浇筑技术分成全面浇

筑、分段分层浇筑、斜面浇筑三种常规方法。所以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还需根据施工需求来选择对应的浇筑技术和方

法。例如，在进行大体积浇筑时，施工人员在进行浇筑施工

时，可以将全面分层方法引入其中，使得相邻阶层间的紧密

性得到保证，从而避免出现缝隙。除此之外，想要让浇筑施

工的完整性和有序性得到保障，可以设置相关浇带，这样可

以使混凝土冷缩引起的过度膨胀或收缩现象得到避免。浇筑

现场施工图如图 1 所示。

5.2�剪力墙浇筑
剪力墙浇筑方式方法通常以流水线浇筑为主，换言之，

指的是将 5cm 厚的混凝土带浇筑在墙体周围，并将此当成

基础，完成整面墙体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在实际浇筑的时候，

施工人员需要预留一定的缝隙，但是在预留缝隙之前，应该

对缝隙位置进行明确。如将门洞当成参考点，缝隙是否存在

于门洞之上。此外，在施工过程中，要对剪力墙施工的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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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有效性进行明确，中间不可以出现间断。除此之外，要

确保接口位置处具备较大的振捣力度，确保混凝土密度与接

口处施工需求保持一致。与此同时，洞口高度和空洞位置也

要处于相同水平线上，并且在相同时间内完成墙体和墙柱的

浇筑作业，这样才能够使墙体与墙柱之间的衔接性和稳定性

得到保障。

图 1�建筑工程浇筑施工现场

5.3�梁板浇筑
当处于浇筑工程施工阶段时，不同的建筑梁板之间的

混凝土浇筑方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想要让浇筑效果得到保

证，则要在梁板浇筑过程中，将实际状况当成依据，来对梁

板进行合理化选择。然后在梁板的基础上，来对混凝土浇筑

方案进行设计。对肋型楼板来讲，通常运用赶浆法，并依据

阶梯式分布来完成分层浇筑，快到楼板位置时，对楼板进行

下一层浇筑。在该过程中，应该对梁板的厚度加强注意，保

证梁板厚度要低于实际铺设高度，以此来让压实方向和浇筑

方向保持一致。另外，在进行振捣施工时，要对标志物进行

积极移动，使得混凝土板厚度处于合理范围之内，为建筑工

程的质量安全提供保障。此外，在开展压实操作时，凭借对

振动强度和频率的控制，来对压实展开调控，以此来获得良

好的压实效果。当完成压实工作之后，利用尺刮的方式来完

成表面的平滑化处理，让浇筑后的平面呈现出平滑的状态，

进而使得混凝土浇筑工程的施工质量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5.4�位置浇筑
开展混凝土浇筑作业时，要对控制钢筋的具体位置加

强关注，以此来保证位置的准确性。若钢筋位置发生偏移时，

则要将多种措施引入其中，来有效地纠正或修复，为建筑的

稳定性和牢固性提供保障，从而使得安全隐患得到一定程度

的避免。需要注意的是，建筑工程主梁部分的钢筋位置相对

密集，这使得混凝土施工的难度明显增大。因此，在对该部

分进行施工时，需要格外小心，并对各个钢筋的位置进行充

分考量，在钢筋位置得到精准确定的基础上，来对浇筑工作

进行全面开展，不仅不会破坏建筑的稳定性，还能够顺利完

成浇筑工作，从而使得工程质量安全得到明显加强。通常，

在开展该部分浇筑工作时，所运用的材料以细石混合水泥浇

筑材料为主，并将人工振捣浇筑模式引入其中，保证混凝土

的浇筑效果和效率，进而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提供保障。

6�结语

综上，在建筑工程施工中运用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具

有重要意义，即可以保证混凝土施工的质量和效率，为整体

工程的安全稳定性提供保障。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将该技

术当成重点来全面探究，确保该技术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进而为建筑工程的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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