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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实际上,钢筋混凝土结构裂缝的成因复杂而繁多,甚至多种

因素互相影响,但每一条裂缝均有其产生的一种或几种原因，

其中最常见的是混凝土早期裂缝，混凝土早期裂缝有以下几

种： 1、塑性沉降裂缝 此类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混凝

土骨料沉降时受到阻碍（如钢筋、模板）而产生的。这种裂

缝大多出现在混凝土浇注后0.5小时至３小时之间，混凝土尚

处在塑性状态，混凝土表面消失水光时立即产生，沿着梁及

板上面钢筋的走向出现，主要是混凝土塌落度大、沉陷过高

所致。另外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模板绑扎的不好、模板沉陷、

移动时也会出现此类裂缝。 2、塑性收缩裂缝 此类裂缝产生

的主要原因是混凝土浇筑后，在塑性状态时表面水分蒸发过

快造成的。这类裂缝多在表面出现，形状不规则、长短宽窄

不一、呈龟裂状，深度一般不超过50mm。产生的原因主要是

混凝土浇注后34小时左右表面没有被覆盖，特别是平板结构

在炎热或大风天气混凝土表面水分蒸发过快，或者是基础、

模板吸水过快，以及混凝土本身的水化热高等原因造成混凝

土产生急剧收缩，此时混凝土强度趋近于零，不能抵抗这种

变形应力而导致开裂。混凝土中蒸发和吸收水分的速度越快

，塑性收缩裂缝越容易产生，而商品混凝土由于为了满足可

泵性、流动性、出机时混凝土的塌落度和砂率比普通混凝土

大很多，早期强度低所以其水分特别容易散失，表面容易形

成裂缝。 3、温度应力裂缝 此类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混凝土浇筑后，聚积在内部的水泥水化热不易散发，造成混

凝土的内部温度升高，而混凝土表面散热较快，这样形成较

大的内外温差，使混凝土内部产生压应力，表面产生拉应力

。如果在混凝土表面附近存在较大的温度梯度，就会引起较

大的表面拉应力，此时混凝土的龄期很短，抗拉强度很低，

如果温差产生的表面拉应力，超过此时的混凝土极限抗拉强

度，就会在混凝土表面产生表面裂缝。这种裂缝一般产生很

早，多呈不规则状态，深度较浅，属表面性质。表面裂缝易

产生应力集中，能促使裂缝进一步开展。 4、施工工艺质量

引起的裂缝 在钢筋混凝土结构浇注、构件制作、起模、运输

、堆放、拼装及吊装过程中,若施工工艺不合理,施工质量低

劣,可能产生各种形式的裂缝,特别是细长薄壁结构更容易出现

裂缝。裂缝出现的部位和走向、裂缝宽度因产生原因而异,比

较典型且常见的如下:①钢筋混凝土保护层过厚,或乱踩绑扎的

上层钢筋,使承受负弯矩的钢筋保护层加厚,导致构件的有效高

度减小,形成与受力钢筋垂直方向的裂缝。②混凝土震捣不密

实、不均匀,出现蜂窝、麻面、空洞,导致钢筋锈蚀或形成其它

荷载裂缝的起源点。③混凝土浇注过快,混凝土流动性较低在

硬化前因混凝土振捣不足,硬化后沉实过大,容易在浇注数小时

后发生裂缝,即塑性收缩裂缝。 ④混凝土搅拌、运输时间过

长,水分蒸发过多,引起混凝土塌落度过低,使得在混凝土表面

出现不规则的收缩裂缝。⑤用泵送混凝土施工时,为保证混凝

土的流动性,增加水和水泥用量,或因其它原因加大了水灰比,

导致混凝土凝结硬化时收缩量增加，混凝土表面出现不规则

裂缝。⑥混凝土分层或分段浇注时,接头部位处理不好,易在新

、旧混凝土和施工缝之间出现裂缝。⑦混凝土早期受冻,使构



件表面出现裂纹,或局部剥落,或脱模后出现空鼓现象。⑧施工

时模板刚度不足,在浇注混凝土时,因侧向压力的作用使得模板

变形,产生与模板变形一致的裂缝。⑨施工时拆模过早,混凝土

强度不足,使得构件在自重或施工荷载作用下产生裂缝。 5、

原材料质量引起的裂缝 把监理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混凝土

主要由水泥、砂、骨料、拌和水及外加剂组成。混凝土所采

用材料的质量不合格,可能导致结构出现裂缝。①砂石含泥量

超过规定,不仅降低混凝土的强度和抗渗性,还会使混凝土干燥

时产生不规则的网状裂缝。砂石的级配差,或砂颗粒过细,用这

种材料拌制的混凝土常造成侧面裂缝。碱骨料反应。骨料中

含有泥性硅化物质与碱性物质相遇,水、硅反应会生成膨胀的

胶质,吸水后造成局部膨胀和拉应力,则构件产生爆裂状裂缝,

在潮湿的地方较为多见。②拌和用水及外加剂拌和用水或外

加剂中氯化物等杂质含量较高时对钢筋锈蚀有较大影响。采

用海水或含碱泉水拌制混凝土,或采用含碱的外加剂,可能对碱

骨料反应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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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