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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BD_E5_B7_A5_E8_c57_536994.htm 【摘 要】现浇混凝

土施工过程中，楼板裂缝是比较普遍的质量通病，特别是住

宅楼。文章从施工角度分析了住宅现浇楼板裂缝出现的原因

，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施工；混凝土；楼

板；裂缝；成因；预防 一、前言 近几年来，在多数大中型城

市，混凝土施工时的供应形式正逐渐地由现场搅拌逐步向商

品混凝土过渡。现浇混凝土施工过程中，楼板裂缝是一个比

较普遍的质量通病，不仅影响观感，严重的裂缝也将破坏建

筑物、构件的整体性，引起钢筋腐蚀，影响持久强度。同时

，混凝土楼板裂缝的存在，也常引起诸多用户的不满，特别

是住宅工程楼面出现裂缝，往往会引起投诉、纠纷以及索赔

要求等。 事实上，混凝土有裂缝是绝对的，无裂缝才是相对

的，一般来说，宽度小于0.05mm的裂缝对使用均无危险性，

而且是肉眼不可见的。我们这里说的裂缝是指宽度大

于0.05mm的裂缝。这里结合施工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仅从

施工角度，阐述一下现浇混凝土楼板裂缝的成因及其防治措

施。 二、从施工角度谈现浇混凝土楼板裂缝的成因及其防治

措施 （一）楼面钢筋网得不到合理保护 钢筋在楼面混凝土板

中受抗拉力，起着抵抗外荷载所产生的弯矩和防止混凝土收

缩和温差裂缝发生的双重作用，而这一双重作用均需钢筋处

在上下合理的保护层前提下才能确保有效。实际施工中，只

要按要求合理地布置垫块，楼面下层的钢筋网在受到混凝土

垫块及模板的依托下，其保护层厚度比较容易控制。但楼面



上层钢筋网的有效保护，一直是施工中的一大难题。其原因

：板的上层钢筋一般较细，施工中受到人员踩踏后容易变形

、弯曲、下坠，钢筋离楼层模板的高度较大无法受到模板的

依托保护；各工种交叉作业，造成施工人员众多、行走十分

频繁，尤其混凝土泵管装拆移动时操作人员无处落脚，难免

大量踩踏钢筋；上层钢筋网的钢筋支撑马凳设置间距过大或

漏放，甚至不设（仅依靠楼面梁上部钢筋搁置和分离式配筋

的拐脚支撑）。钢筋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受到扰动而偏离原

位，等等现象，极易导致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过大、楼板的有

效截面高度减少，从而导致裂缝的产生。 根据施工实践，采

取以下措施可以较好地克服以上所提到的问题： 1．纵横向

的垫块应限制在1平方米中放2块，即垫块间距以不超过0.7m

为宜。 2．钢筋绑扎施工过程中，加强对负筋质量的管理。

加密支撑马凳的间距、确保板面负筋的保护层厚度，避免支

座处因负筋下沉保护层厚度变大而产生裂缝。楼面双层双向

钢筋（包括分离式配置的负弯矩筋）必须设置钢筋马凳，其

纵横向间跨不应大于0.7m（即每平方米不得少于2只），特别

是对于Φ8一类细小钢筋，马凳的间距应控制在0.6m以内（即

每平方米不得少于3只）。 3．尽可能合理和科学地安排好各

工种交叉作业时间，在板底钢筋绑扎后，线管预埋应及时穿

插，做到不留或少留尾巴，以减少板面钢筋绑扎后的作业人

员数量。 4．在楼梯、通道等频繁和必须的通行处应搭设临

时简易通道（或铺设跳板），在脚手架上满铺脚手板，以供

施工人员通行。 5．加强教育和管理，使全体操作人员充分

重视保护板面负筋的正确位置。行走时，应自觉沿钢筋马凳

支撑点行走，不得随意踩踏中间部位钢筋。 6．安排足够数



量的钢筋工（一般应不少于3～4人）在混凝土浇筑前及浇筑

过程中及时进行整修，特别是支座端部受力最大处以及楼面

裂缝最易发生处（四周阳角处、预埋线管处以及大跨度房间

外）应重点检查和修复。 7．混凝土工在浇筑时对裂缝的易

发生部位和负弯矩筋受力最大区域，应铺设临时性活动跳板

，扩大接触面，分散应力，尽力避免上层钢筋受到重新踩踏

变形。 （二）楼板施工不规范 有些工程在施工时，模板及支

撑缺少足够的刚度，垂直支撑与楼面接触部位没有设置楔子

顶紧或模板支撑数量过少，使混凝土在振捣过程中及成型后

模板出现局部变形，导致裂缝的产生。模板、垫层在浇筑混

凝土之前没有洒水或洒水不够，过于干燥，则模板吸水量大

，引起混凝土的塑性收缩，产生裂缝。 加强模板施工的过程

管理。施工前应编制模板工程施工方案，特别是高支撑模板

施工技术方案，方案中应有计算书，其内容包括施工荷载计

算、模板及其支撑、系统的强度、刚度、稳定性、抗倾覆等

方面的验算，支承层承载等方面的验算。施工过程中必须严

格按照方案进行施工。对已重复使用多次的模板、支撑材料

，应作必要的强度测试，技术方案应以材料强度实测值作为

计算依据。 支撑架必须有足够的刚度，方料与模板的接触面

不得有任何间隙，使每个接触面都有可靠的支撑点，在振捣

过程中派专人进行看模，防止松扣下沉现象产生。不同部位

的结构构件按照规范要求，在试块强度达到允许值时方可拆

模。平台进料口等薄弱部位，模板和支撑在同条件养护的试

块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100%时才能拆除，以有效地防止因拆

模过早导致结构受损而产生的裂缝。 强化混凝土施工过程中

的管理和浇捣后的养护。施工中不断用移动标志来控制混凝



土板的厚度，确保达到设计要求；浇捣完毕后根据厚度控制

点用4米铝合金刮杆进行找平，在混凝土终凝前采用三次成活

施工法，减少表面混凝土的收缩裂缝。在混凝土浇筑前，应

先将基层和模板浇水湿透，避免干燥模板过多吸收混凝土中

拌合物中的水分。 （三）工期过紧 目前多数开发商为了早日

实现经济效益，往往过分地压缩工期。施工方为了确保在合

同工期内完成任务，抱着“赶早不赶晚”的思想，总是在主

体工程的施工期间，努力地往前赶工期；再者，主体施工期

间，穿插专业较少，易于管理，这也使得压缩主体工期更易

于实现。 开发商应全面考虑工程建设，把工程质量放到更高

的角度加以审视，不可因急功近利而把工程工期压得过短。

施工方特别是总承包方应加强管理，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在

总工期已定的情况下，争取在装修阶段赶工期，确保主体结

构工程的质量。主体结构的施工速度不能强求过快，楼层浇

筑完后的必要养护必须获得保证；主体结构阶段的楼层施工

速度宜控制在至少6～7天一层为宜。 （四）加荷过早 由于在

目前的工程施工中，普遍存在质量与工期的矛盾。一般主体

结构的楼层施工速度均在4～6天左右一层，最快时甚至不足4

天一层。因此当楼层混凝土浇筑完毕后较短的时间内，就忙

着吊运钢筋、钢管、模板等材料堆放于楼层以便进行下道工

序，此时混凝土强度尚不足以承受这么大的荷载，甚至尚未

达到终凝，极易造成楼板特别是大开间部位的楼板结构破坏

。在施工过程中，有些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模板套数配备较

少，常常过早拆除楼板底模以周转使用，造成了相应拆模部

位楼板下沉。这些情况都极易导致裂缝的产生，并且这些裂

缝一旦形成，就难于闭合，形成永久性裂缝，这种情况在高



层住宅主体快速施工时较常见。针对以上情况，应采取以下

综合措施： 1．科学安排楼层施工作业计划，对浇筑好的现

浇板面，必须在混凝土强度达到1.2MPa后方可上人。一般在

楼层混凝土浇筑完毕的24小时之内，只能做一些测量、定位

、弹线等准备工作。 2．如确因工期较紧，急需进行下一道

工序施工，应做好预防现浇板受集中荷载过早而产生裂缝的

措施。如钢筋吊运一次不能太多，且需分散堆放，模板不宜

过早吊运至操作层，待墙柱钢筋绑扎完毕后再吊运。 3．配

备足够数量的模板，高层建筑施工时，至少应配备4套以上的

模板周转使用。以避免因模板套数不足而过早拆除底层模板

，造成楼板裂缝。必要时可在拆除模板后在适当位置上安装

回头顶。 （五）混凝土振捣不当 楼板混凝土平板式振捣器振

捣过度、粗骨料下沉，楼面出现表面砂浆层，导致强度降低

，出现砂浆干缩，造成表面裂纹；平板振捣器振捣不均匀，

未振捣的部分，混凝土易呈块状出现开裂。 （六）后浇带处

理不善造成的影响 为了解决钢筋混凝土收缩变形和温度应力

，可按规范要求设置后浇带，但有些楼板后浇带因没有严格

按设计要求施工，造成斜坡槎，疏松混凝土未彻底凿除等都

可能造成板面的裂缝。 后浇带应严格按图纸要求施工，制定

施工方案，清除后浇带中多余松动的石子、杂物等。杜绝在

未浇注混凝土前就将部分模板、支柱拆除而导致梁板形成悬

臂，造成变形或造成结构的提前破坏。浇筑后浇带混凝土前

，必须用水将后浇带部位清洗干净。 （七）养护期不足或养

护不当 产生这种情况除了和赶工期有关之外，也会由管理不

善所造成。为了赶工期，提前产出效益，施工单位往往较早

地进入下道工序，使得混凝土养护过早结束。另外，由于管



理不善，往往造成浇筑完毕的混凝土得不到及时养护，经常

处于干燥状态。在施工现场，从楼层混凝土的浇筑收光，翻

样弹线，空载养护时间只有1～2天，甚至不足1天时间，这对

于混凝土的养护是十分不利的。特别是高强度等级混凝土的

楼面，未按规定要求进行浇水及养护，极易导致混凝土表面

失水过快及混凝土表面收缩过快产生裂缝。 混凝土养护是整

个工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混凝土的保湿养护对其强度

增长和各类性能的提高十分重要，特别是早期的养护可避免

表面脱水减少混凝土初期伸缩裂缝发生。尤其在高温下施工

增加浇水次数并使表面长期处于湿润状态，既可减少由于温

差产生的裂缝，又可降低由于混凝土的收缩而产生的约束应

力，有效地控制裂缝的产生。施工中必须坚持覆盖麻袋或草

包进行一周左右的养护，建议采用喷养护液进行养护。 （百

考试题注册建筑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