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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混凝上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表3.3.4看出，裂

缝宽度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混凝土结构其裂缝宽度也有

不同的控制标准，允许裂缝最大为0.2mm～0.4？L.但作为裂

缝控制来说，应以预控为主，等裂开了、缝增大了再补救那

是万不得已。裂缝分为运动、不稳定、稳定、闭合、愈合等

几大类型。虽说骨料内部凝固时产生的微观裂缝不可避免，

但从质量角度考虑应尽可能减少。由于高层建筑混凝土强度

普遍较高、混凝土量较大、且带有地下室，所以裂缝产生的

可能性更大。下面主要叙述有关对裂缝的“放”、“抗”相

关措施。 所谓“放”，就是结构完全处于自由变形无约束状

态下，有足够变形余地时所采取的措施；所谓“抗”，就是

处于约束状态下的结构，在没有足够的变形余地时，为防止

裂缝所采取的措施。 4.1设计措施 （1）“放”的措施：设置

永久性伸缩缝；外墙面适当位置留分隔缝等。 （2）“抗”

的措施：避免结构断面突变带来的应力集中：重视对构造钢

筋的配置；对采用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等轻质墙体，增设间

距≯3m的构造柱，每层墙高的中部增设厚度120mm与墙等宽

的混凝土腰梁；砌体无约束端增设构造柱；预留的门窗洞口

采用钢筋混凝土框加强；两种不同基体交接处，用钢丝网（

每边搭接 ≮150mm）进行处理；屋面保温层与隔气层的合理

设置等。 （3）‘放’、‘抗’相结合的措施：合理设置后

浇带，采取相应补偿收缩混凝土技术，混凝土中多掺纤维素



类等。 4.2施工措施 （1）‘放’的措施：砌筑填充墙至接近

梁底，留一定高度，砌筑完后间隔至少一周，宜15d后补砌挤

紧；合理分缝分块施工；在柱、梁、墙板等变截面处宜分层

浇捣等。 （2）‘抗’的措施：①尽量避免使用早强高的水

泥，积极采用掺合料和混凝土外加剂，降低水泥用量（

宜&lt.450kg／m3）。实践经验表明，每m3混凝土的水泥用量

增加10kg，其水化热将使混凝土的温度升高1℃。高层混凝土

用量大，有时还有大体积混凝土，从经济、实用角度宜掺入

外加剂。当然掺入外加剂后，要预计对早期强度的影响程度

。据此可提请设计科研部门予以探讨和评定。②选择合理的

最大粒径砂石，这样可减少水和水泥用量，减少泌水、收缩

和水化热。有资料显示：用5～40mm碎石，比用525mm的碎

石，可减少用水量6～8？K／m3降低水泥用量15kg／m3；

用M＝2.8的中粗砂比用M＝ 2.3的中粗砂，可减少用水

量2025kg／m3，降低水泥用量20～25？K/O。③在施工工艺

上，应避免过振和漏振，提倡二次振捣、二次抹面，尽量排

除混凝土内部的水分和气泡。④现浇板中的线盒置于上、下

层筋中间，交叉布线处采用线盒，沿预埋管线方向增设直径

为6？？150，宽度≮450？L的钢筋网带。 （3）‘放’、‘抗

’相结合的措施。在混凝土裂缝的预防中，对新浇混凝土的

早期养护尤为重要。为使早期尽可能减少收缩，需主要控制

好构件的湿润养护，避免表面水分蒸发过快，产生较大收缩

的同时，受到内部约束而易开裂。对于大体积混凝土而言，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埋设散热孔、通水排热），避免水化热

高峰的集中出现；同时在养护过程中对表面、中间、底部温

度进行跟踪监测（尤其在前3天）。对混凝土浇筑后的内部最



高温度与气温宜控制在25℃以内，否则因温差过大产生混凝

土裂缝。 5 高层建筑的安全管理 由于高层建筑施工周期长、

露天高处作业多、工作条件差，以及在有限的空间要集中大

量人员密集工作，相互干扰大，因此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在

此对安全管理综述以下主要控制点： 5.1基坑支护 （1）基坑

开挖前，要按照土质情况、基坑深度及环境确定支护方案。 

（2）深基坑（h≥2m）周边应有安全防护措施，且距坑

槽1.2m范围内不允许堆放重物。 （3）对基坑边与基坑内应有

排水措施。 （4）在施工过程中加强坑壁的监测，发现异常

及时处理。 5.2脚手架 （1）高层建筑的脚手架应经充分计算

，根据工程的特点和施工工艺编制的脚手架方案应附计算书

。 （2）架体与建筑物结构拉结：二步三跨，刚性连接或柔

性硬顶。 （3）脚手架与防护栏杆：施工作业层应满铺，密

目式安全网全封闭。 （4）材质：钢管Q235（3#钢）钢材，

外径48mm，内径35mm，焊接钢管、扣件采用可锻铸铁。 

（5）卸料平台：应有计算书和搭设方案，有独立的支撑系统

。 5.3模板工程 （1）施工方案：应包括模板及支撑的设计、

制作、安装和拆模的施工程序，同时还应针对泵送混凝土、

季节性施工制定针对性措施。 （2）支撑系统：应经过充分

的计算，绘制施工详图。 （3）安装模板应符合施工方案，

安装过程应有保持模板临时稳定的措施。 （4）拆除模板应

按方案规定的程序进行先支的后拆，先拆非承重部分。拆除

时要设警戒线，专人监护。 5.4施工用电 （1）必须设置电房

，两级保护，三级配电，施工机械实现“四个一”；施工现

场专用的中心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线路供电系统中心采用TNS

系统，即三相五线制电源电缆。 （2）接地与接零保护系统



：确保电阻值小于规范的规定。 （3）配电箱、开关箱：采

取三级配电、两级保护，同时两级漏电保护器应匹配。 6 结

语 现代高层建筑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一

大批先进的仪器和施工工艺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施工中，这

对设计、施工、监理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强度、三线

、裂缝、安全都是些门类科学，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以

上仅是本人从实践角度对高层建筑的控制提些微薄的观念，

望同行对本文不到之处多提宝贵意见。 （百考试题岩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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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