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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到建筑领域，特别是高层建筑或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

泵送混凝土施工速度快，能改善混凝土的施工性能，对薄壁

密筋结构可少振捣或不振捣施工。但某些工程也表明，泵送

混凝土强度不足、凝结时间异常时有发生．特别是裂缝普遍

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构的抗渗性和耐久性，应当引起

足够的重视。本文重点分析温度裂缝产生原因，尤其是在原

材料的控制方面找出防止裂缝的措施。 1温度裂缝产生的原

因和特征 温度裂缝多发生在大体积混凝土表面或温差变化较

大的混凝土工程。混凝土浇筑硬化过程中，水泥水化产生大

量的水化热，导致内部温度急剧上升，而混凝土表面散热较

快，形成内外较大温差，使混凝土表面产生一定的拉应力，

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极限时，混凝土表面就会产生裂缝。

温度裂缝的走向无一定规律，大面积结构裂缝通常纵横交错

；梁板类长度尺寸较大的结构，裂缝多平行于短边。裂缝宽

度大小不一，受温度变化影响较为明显，冬季较宽，夏季较

窄。 混凝土内部的温度与混凝土厚度及水泥品种、用量有关

。混凝土越厚，水泥用量越大，水化热越高的水泥，其内部

温度越高，形成温度应力越大，产生裂缝的可能性越大。大

体积混凝土形成的温度应力与其结构尺寸有关，混凝土结构

尺寸越大，温度应力也越大，引起裂缝的危险性也越大。防

止大体积混凝土出现裂缝的根本措施是控制混凝土内部和表

面的温度差。 1)混凝土原材料和配合比的选用 a．水泥品种



选择和水泥用量控制 大体积钢筋混凝土引起裂缝的主要原因

是水泥水化热的大量积聚，使混凝土出现早期升温和后期降

温，产生内部和表面的温差。减少温差的措施是选用中热硅

酸盐水泥或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在掺加泵送剂或粉煤灰时

，也可选用矿渣硅酸盐水泥。同时还可充分利用混凝土后期

强度，以减少水泥用量。因此，在取得设计单位的同意后，

可用56天或90天抗压强度代替28天抗压强度作为设计强度。 b

．掺加掺合料 大量试验研究和工程实践表明，混凝土中掺人

一定数量的优质粉煤灰或磨细硅粉、硅灰后，不但能代替部

分水泥，而且由于粉煤灰或硅粉、硅灰颗粒呈球状具有滚珠

效应，起到润滑作用，可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粘聚

性和保水性，减少摩擦力，提高可泵性。特别是掺加原状或

磨细粉煤灰后，可降低混凝土中水泥水化热，减少绝热条件

下的温度升高。 2)施工工艺改进 a．搅拌工艺 采用二次投料

的净浆裹石或砂浆裹石工艺，可有效地防止水分聚集在水泥

砂浆和石子的界面上，使硬化后界面过渡层结构致密、粘结

力增大，提高混凝土强度10％或节约水泥5％ ，减少水化热和

裂缝。 b．振捣工艺 已浇筑的混凝土在终凝前进行二次振动

，可排除混凝土因泌水在石子、水平钢筋下部形成的空隙和

水分，提高粘结力和抗拉强度，并减少内部裂缝与气孑L，提

高抗裂性。 c．养护工艺 混凝土养护主要是保持适当的温度

和湿度条件。保温能减少混凝土表面的热扩散，降低混凝土

表层的温差，防止表面裂缝。一般情况下，在混凝土表面覆

盖塑料薄膜，既能减少混凝土表面热的扩散．又能减少混凝

土中水分的蒸发。对大体积混凝土，多采用在混凝土表面覆

盖草苫，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2有关裂缝的处理措施 裂缝



的出现不但会影响结构的整体性和刚度，还会引起钢筋的锈

蚀，加速混凝土的碳化，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和抗疲劳、抗

渗能力。根据裂缝的性质和具体情况，要区别对待、及时处

理，以保证建筑物的安全使用。 混凝土裂缝的修补措施主要

有以下一些方法： 1)表面修补法 表面修补法主要适用于稳定

和结构承载能力没有影响的表面裂缝的处理。在裂缝的表面

涂抹水泥浆、环氧树酯胶泥或在混凝土表面涂刷油漆、沥青

、防水剂等材料，为了防止混凝土受各种作用力的影响继续

开裂，通常可以采取在裂缝的表面粘贴玻璃纤维布等措施。

2)嵌缝法 嵌缝法是裂缝封堵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沿裂缝

凿V形槽．在槽中嵌填塑性或刚性防水材料，以达到封闭裂

缝的目的。常用的塑性材料有聚氯乙烯胶泥、塑料油膏、丁

基橡胶等等：常用的刚性防水材料为聚合物水泥砂浆等。 3)

结构加固法 裂缝影响到混凝土结构的性能时．就要采用加固

法对混凝土结构进行处理。结构加固可采取加大混凝土结构

的截面面积，在构件的角部外包型钢、采用预应力法加固、

粘贴钢板加固、增设支点加固以及喷射混凝土补强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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