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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5_E5_BB_BA_E7_c57_542748.htm 5． 裂缝影响因素分

析 根据文献资料报道，按泵送砼特点与工程实际应用要求设

定所做的砼收缩测试试验，从试验结果看，砼的收缩值，自

浇捣成型后3d到18d龄期内是随龄期递增的，收缩高峰期的延

续时间在45~150天龄期之间，因温度变化、强度等级、坍落

度、单位立方砼中水泥用量、外掺料等因素延缓或提早，这

与实际工程中各类构件裂缝出现有类似的现象。 5．1 不同砼

强度等级对砼收缩值的影响 砼收缩测试数据结果统计如下（

单位：10-6m/m） 砼强度等级

28d60d180dC40131~219143~269119~204C50186~220120~21586~

124C60222~385177~599227~660 砼不同强度等级对收缩值的影

响测试数据反映，C60与C40相比，28d龄期收缩值高25~75%

，60d龄期高70~140%，180d龄期高100~300% 。因为砼强度等

级越高，水泥用量一般也较高，收缩值大是必然的，故在同

一层次中，能选低等级替代高等级的，或在大体积砼中利用

后期强度的，应在审图时与设计人员商讨，盲目认为强度愈

高愈好的观念是不全面的。 5．2 不同坍落度对砼收缩值的影

响砼收缩测试统计如下（单位：10-6m/m） 坍落度

3d7d28d180d120mm 87.42161.13221.74253.16160mm

104.87142.07228.42239.63200mm 104.24182.11247.87339.33 不同

坍落度对砼收缩值的影响数据证明，砼中水的用量和坍落度

对砼的收缩值是有一定影响的。坍落度对收缩值的影响幅度

以120mm为基准，坍落度为160mm，约大5.4％，坍落度



为200mm，约大25％。这表明在施工中，应重视随意加水的

危害性，以有利于改善工程结构干缩裂缝的开裂问题。 5．3 

不同水泥用量对砼收缩值的影响不同水泥用量对收缩值递增

率比较表 水泥用量（kg/m3） 水泥增量（kg） 收缩值增幅

（%） 收缩递增率/10kg水泥 409.0   

476.067.062.006.75518.0109.081.007.43550.0141.0110.407.83 单位

立方砼中水泥用量对收缩值的影响是十分显着的，每10kg水

泥增量的收缩率呈现一定的规律性，收缩值增幅在5～9％之

间，波动幅度平稳，为我们预估收缩值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

参考数据。商品泵送砼的水泥用量高，化学收缩值远比中低

强度等级砼要高，这对早期收缩极为不利，因高强度砼的抗

拉性能无法抵消收缩应力作用，导致砼构件出现早期收缩裂

缝。上述内容也提示工程技术人员，减少水泥或胶凝材料用

量，对钢筋砼结构减少收缩变形及收缩应力具有重要作用。

5．4 掺粉煤灰、矿渣粉及泵送缓凝减水剂对收缩值的影响 采

用“等量取代法”按一定的取代率，掺入等体积的粉煤灰或

矿渣粉取代水泥配制粉煤灰砼或矿渣砼，或是采用“超量取

代法”按一定的取代率，一部分粉煤灰、矿渣粉取代等体积

水泥，超量部分则取代等体积砂子配制粉煤灰砼或矿渣砼。

不但可以节约水泥10～15％，而且在一系列性能方面都可获

得改善，由于水泥用量大幅度减少，再配合缓凝减水剂，降

低了用水量，推迟了凝结硬化时间，化学反应的自缩值明显

减少，在高强度砼中，效果更为明显，实践证明，掺此类外

掺料是减少收缩的重要途径之一。 6． 住宅建筑现浇钢筋砼

楼板裂缝的成因综合分析 针对住宅建筑现浇钢筋砼楼板裂缝

，经过对各种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认为： 6．1 现浇钢筋砼



楼板裂缝主要由砼温度变形和收缩变形引起的。钢筋砼梁、

柱、墙、板等构件共同处在同一个大气环境中，当环境的温

度和湿度变化时，这些构件的砼相应都会产生温度变形和收

缩变形。由于体型上的差异，板的体积与表面积的比值较小

，砼的收缩变形较大，具体地说，在水平方向上楼板的收缩

变形一般均超前于（或大于）梁、柱、墙，使板内出现拉应

力，梁内呈压应力。 另一方面是外纵墙与山墙在外界气温的

影响下，经历热胀和冷缩的反复作用。它们的温差合力对房

间沿外墙角部楼板将产生较大的主拉应力。 以上两个作用力

的叠加，对板形成最不利状态的时候，当板内拉应力超过了

砼的抗拉强度，并且楼板变形大于配筋后砼的极限拉伸的时

候，楼板内就会产生裂缝。 裂缝的位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

是约束，二是抗拉能力。对楼板来说约束最大的位置在四个

转角处。因为转角处梁或墙的刚度最大，它对楼板形成的约

束也最大，同时沿外墙转角处因受外界气温影响，楼板属收

缩变形最大的部位。一般情况下板内配筋都按平行于板的两

条相邻边而设置，也就是说转角处夹角平分线方向的抗拉能

力最薄弱。故大多数板上裂缝都出现在沿外墙转角处，而

呈45°斜向。 6．2 当前工程施工中现浇钢筋砼楼板的砼普遍

采用泵送砼，其水泥用量、水灰比、坍落度等都比较大，石

子半径又比较小，砼的收缩值比过去现场拌制的砼要大，为

了抵抗楼板内受不均匀温差和收缩的影响而出现局部的应力

集中，若外墙转角处楼板只按常规配筋，已经不能适应这种

变化了的条件的实况。 6．3 楼板内埋设电线套管，特别是近

年来普遍推广使用PVC管代替金属管以后，使板内有效截面

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以板厚100mm为例，若埋设



Φ20mmPVC电线套管，当该管垂直于板跨方向铺设时，则该

处砼受拉截面减少1/5，又因该管与砼的线胀系数不一致，粘

结效果差，这时沿电线套管埋设方向就有可能因为应力集中

而出现裂缝。 6．4 由于施工安排不当，楼板近支座处的负弯

矩钢筋常常被操作人员踩踏下沉，又没有得到及时纠正，使

其不能有效发挥抵抗弯矩的作用。更有甚者，个别施工单位

为了迎合发展商不合理的工期要求，片面地追求施工进度，

楼板砼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强度，就迫不及待地上人操作和堆

重载，使其产生过大的变形，导致裂缝产生等等。 7． 控制

现浇钢筋砼楼板裂缝的对策 怎样控制这些裂缝的开展是工程

界近年来遇到的新问题，各有关单位应建立起控制钢筋砼楼

板裂缝的观念，认真领会有关规范中控制裂缝开展条文的内

涵，主动采取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共同把这些裂缝控制在

规范允许最大宽度内，保证房屋的正常使用和安全性。应从

设计和施工两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7．1 设计方面的对策 7．1

．1 严格遵守《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和《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中伸缩缝最大间距

的条文。 7．1．2 对于房屋四大角处位于转角处房间的现浇

钢筋砼楼板，设计上应采取一些比常规更高的技术措施。例

如：适当增加板厚，提高板的配筋，增配角部放射钢筋或对

角通长加强筋的方式，采用“细筋密筋”的配筋方式或采用

冷轨带肋钢筋，提高板的抗裂形。 7．1．3 设计上考虑楼板

内PVC电线套管只允许平行于楼板受力方向（或双向板的短

边方向）埋设；埋在楼板内的PVC电线套管上下部位应加铺

宽度不小于400的钢丝网片作为补强措施。 7．1．4 引入高性

能砼中的高耐久性的观念：例如：应用“双掺技术”尽量减



少砼配合比中的水泥用量；采用钢纤维砼，以提高砼抗拉强

度；研究开发泵送条件下的低收缩率的干硬性砼，专门用在

现浇钢筋砼楼板工程上。 7．1．5 在施工图结构设计说明中

应提出要求施工单位采取控制裂缝的具体措施。 7．2 施工方

面的对策 7．2．1 应优先选用普遍硅酸盐水泥；应使用级配

良好，含泥量符合标准的砂石料；应选择适当的用水量、砂

率和坍落度；应控制砼强度不过于偏高并有较小的标准差。

7．2．2 应按照《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02）的有关条文规定进行模板设计和模板拆除

，以及砼养护。 7．2．3 严格施工管理，浇捣楼板砼时必须

铺设操作平台，防止施工操作人员直接踩踏上皮负弯矩钢筋

。同时加强浇捣楼板砼整个过程中的钢筋看护，随时将位置

偏移的钢筋复位，确保其位置准确。 7．2．4 施工速度应建

立在严密的科学组织的基础上。应该坚决摒弃违反科学的蛮

干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当前楼板结构裂缝的多发性、

普遍性这一质量顽症得到有效遏制。 8． 裂缝的处理方法 当

楼板出现裂缝后，应由建设单位牵头，各有关单位一起检查

房屋是否有不均匀沉降，楼板的设计是否有不妥之处；其次

应检查板的厚度、钢筋位置，砼强度是否符合要求。画出各

层楼板裂缝分布图，标明裂缝的走向、长度和宽度，共同分

析开裂原因。当确认裂缝是由于砼收缩引起的后： 8．1 裂缝

细且贯通，可以不作处理。 8．2 如果裂缝较细且已渗漏，可

只做补漏处理；若裂缝所在房间无用水功能，可仅做密闭处

理，防止裂缝处受力钢筋锈蚀、降低承载力。 8．3 如果裂缝

较长、较宽且可能影响楼板承载能力时，必须进行补强加固

。具体措施是采用“化学灌浆法”，如采用膨胀水泥、硫磺



胶泥等“嵌缝堵漏法”，或者参照一些加固处理的新材料、

新工艺做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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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