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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BF_E5_A4_A7_E4_c63_556253.htm 把岩土师站点加入

收藏夹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1号、2号高层住宅楼采用筏板

混凝土基础，剪力墙结构，地上33层.地下2层（含夹层），建

筑高度97.8 m，建筑面积72,469rn2。1号、20楼筏板混凝土总

方量分别约为1 250m3，筏板强度等级C35，抗渗等级P6。筏

板混凝土厚度为600mm，基础梁l400mm，核心承台1 800mm

。本筏板工程属于大体积混凝土。大体积混凝土施二r中要求

控制混凝土内外温差，混凝土厚度小于2.0m时，内外温差不

宜大于25℃；对于厚度超过2.0m的混凝土，根据已有的经验

，只要控制温度梯度小于12.5℃／m。可适当放宽内外温差

至30~ 33℃，否则会产生温差裂缝。 1．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

技术要求 1.1 本工程大体积混凝±筏板的特点 （1） 筏板要求

具有足够的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等级C35。水泥、粉煤灰、膨

胀剂等胶凝材料在水化过程中将放出大量的热量。 （2） 筏

板要求具有良好的抗渗性，因此，原材料要严格控制含泥量

。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要加入优质的泵送减水剂，提高混

凝土密实度，同时掺入膨胀剂，以补偿混凝土收缩。 （3） 

筏板要求具有良好的整体性，防止贯穿性裂缝产生，同时尽

量减少浅层裂缝的出现。 1.2 大体积混凝± 施工技术要求 本

工程采用商品混凝土，l号楼于2O04年5月3日（16：30）至5日

（16：00）一次浇筑完毕，混凝土浇筑期间环境温度为10~28

℃ 。混凝土入模温度1522℃。2号楼于2004年6月1日（4：30

）至2日（16：00）一次浇筑完毕，混凝土浇筑期间环境温度



为16~29 ℃，混凝土入模温度22～3l℃。白天温度较高的时候

只覆盖塑料布保湿，晚上温度较低的时候及时增加覆盖棉毡

进行保湿保温养护；如遇大雨天则在混凝土上面再加盖塑料

布，防止积水太多（不超过20mm）导致混凝土表面温度太低

而加大温差。经过9d的温度监测，1号楼大体积混凝土筏板的

内部最高温度从59.9 ℃降至40℃以下，表面温度相应降至30

℃左右；2号楼大体积混凝土筏板的内部最高温度从64.8℃降

至40℃ 以下，表面温度相应降至30℃左右，已达到安全温度

，可不对筏板混凝土进行温度监控 2．测温方式 本工程采用

计算机温度监控系统对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1号、2号高层

住宅楼筏板进行温度监测。 在混凝土浇筑以前，将下端封闭

的测温套管固定在测温点平面位置上，并在套管的不同高度

放置测温元件。通过热电转换，数据采集及处理，在计算机

上监控混凝土的温度变化 测温点的平面布置按浇筑前后顺序

、不同混凝土厚度等共布置6个测温点。测温点在竖向测试3

个深度处的温度：混凝土表层温度（距混凝土表面10cm高度

处的温度）、混凝土中心温度（即1／2高度处的温度）和混

凝土底部的温度（距混凝土底面20cm高度处的温度）。对厚

度小于1000mm的测点只监测其内部温度即可。 3．测温结果 

从监视器自动形成的温度变化曲线可以看出：环境曲线显示

一天中温度最高点为午后的4h内，最低点为天亮时分；混凝

土上部温度随环境温度变化，在同一时间点温度高于环境温

度；混凝土中部及下部温度自浇筑之后的48h内为温度最高时

期，之后温度逐渐下降。 3.1 1号楼测温结果 混凝土浇筑及养

护过程中，大气温度10-37℃，混凝土入模温度15～22℃ ，环

境湿度20%一84%。本 程筏板布置6个测桩，整个筏板混凝土



内部最高温度为59.9 ℃，最大温差为21.7℃。 3.2 2号楼测温结

果 混凝土浇筑及养护过程中。大气温度1535℃ ，混凝土入模

温度22-31℃ ，环境湿度23%～93%。本工程筏板布置6个测桩

，整个筏板混凝土内部最高温度为64.8℃ ，最大温差为24.8℃

。 本工程采用大体积混凝七测温技术并根据测温结果提出了

养护措施，通过9d的保温、保湿养护，确保了筏板、混凝土

均匀散热降温，使混凝土中心温度降至40℃以下，控制了混

凝土裂缝的出现。经检查整个筏板混凝土未见有害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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