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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6_B7_B7_E5_c62_645235.htm 摘要：混凝土工程施

工过程中，经常发生一些质量通病，影响结构的安全，如何

最大限度地消除质量通病，保证工程结构安全。本文结合传

统的施工工艺及笔者多年的实践经验，对混凝土工程的施工

中经常出现的一些质量通病，提出相应的防治及处理措施。 

关键词：混凝土；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一、混凝土表面蜂窝

现象 指混凝土结构局部出现酥松、砂浆少、石子多、石子之

间形成空隙类似蜂窝状的窟窿。 1、产生的原因 1.1混凝土配

合比不当或砂、石子、水泥材料加水量计量不准，造成砂浆

少、石子多； 1.2混凝土搅拌时间不够，未拌和均匀，和易性

差，振捣不密实；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3下料不当

或下料过高，未设串通使石子集中，造成石子砂浆离析； 1.4

混凝土未分层下料，振捣不实，或漏振，或振捣时间不够；

1.5模板缝隙未堵严，水泥浆流失； 1.6钢筋较密，使用的石子

粒径过大或坍落度过小； 1.7基础、柱、墙根部未稍加间歇就

继续灌上层混凝土。 2、防治的措施 2.1认真设计、严格控制

混凝土配合比，经常检查，做到计量准确，混凝土拌和均匀

，坍落度适合；混凝土下料高度超过过2m应设串筒或溜槽：

浇灌应分层下料，分层振捣，防止漏振：模板缝应堵塞严密

，浇灌中，应随时检查模板支撑情况防止漏浆；基础、柱、

墙体根部应在下部浇完间歇1-1.5h，沉实后再浇上部混凝土，

避免出现“烂脖子”。 2.2小蜂窝：洗刷干净后，用1：2或1

：2．5水泥砂浆抹平压实；较大蜂窝，凿去蜂窝处薄弱松散



颗粒，刷洗净后，支模用高一级细石混凝土仔细填塞捣实，

较深蜂窝，如清除困难，可埋压浆管、排气管，表面抹砂浆

或灌筑混凝土封闭后，进行水泥压浆处理。 二、混凝土表面

麻面现象 指混凝土局部表面出现缺浆和许多小凹坑、麻点，

形成粗糙面，但无钢筋外露现象。 1、产生的原因 1.1模板表

面粗糙或粘附水泥浆渣等杂物未清理干净，拆模时混凝土表

面被粘坏； 1.2模板未浇水湿润或湿润不够，构件表面混凝土

的水分被吸去，使混凝土失水过多出现麻面； 1.3摸板拼缝不

严，局部漏浆； 1.4模板隔离剂涂刷不匀，或局部漏刷或失效

．混凝土表面与模板粘结造成麻面； 1.5混凝土振捣不实，气

泡未排出，停留在模板表面形成麻点。 2、防治的措施 2.1模

板表面清理干净，不得粘有干硬水泥砂浆等杂物，浇灌混凝

土前，模板应浇水充分湿润，模板缝隙，应用油毡纸、腻子

等堵严，模板隔离剂应选用长效的，涂刷均匀，不得漏刷；

混凝土应分层均匀振捣密实，至排除气泡为止； 2.2表面作粉

刷的，可不处理，表面无粉刷的，应在麻面部位浇水充分湿

润后，用原混凝土配合比去石子砂浆，将麻面抹平压光。 三

、混凝土孔洞现象 指混凝土结构内部有尺寸较大的空隙，局

部没有混凝土或蜂窝特别大，钢筋局部或全部裸露。 1、产

生的原因分析 1.1在钢筋较密的部位或预留孔洞和预埋件处，

混凝土下料被搁住，未振捣就继续浇筑上层混凝土. 1.2混凝土

离析，砂浆分离，石子成堆，严重跑浆，又未进行振捣。 1.3

混凝土一次下料过多，过厚，下料过高，振捣器振动不到，

形成松散孔洞. 1.4混凝土内掉入工具、木块、泥块等杂物，混

凝土被卡住。 2、防治的措施 2.1在钢筋密集处及复杂部位，

采用细石混凝土浇灌，在模板内充满，认真分层振捣密实，



预留孔洞，应两侧同时下料，侧面加开浇灌门，严防漏振，

砂石中混有粘土块、模板工具等杂物掉入混凝土内，应及时

清除干净； 2.2将孔洞周围的松散混凝土和软弱浆膜凿除，用

压力水冲洗，湿润后用高强度等级细石混凝土（加适量膨胀

剂），仔细浇灌、捣实。 四、露筋现象 指混凝土内部主筋、

副筋或箍筋局部裸露在结构构件表面。 1、产生的原因分析

1.1灌筑混凝土时，钢筋保护层垫块位移或垫块太少或漏放，

致使钢筋紧贴模板外露. 1.2结构构件截面小，钢筋过密，石子

卡在钢筋上，使水泥砂浆不能充满钢筋周围，造成露筋. 1.3混

凝土配合比不当，产生离析，靠模板部位缺浆或模板漏浆；

1.4混凝土保护层太小或保护层处混凝土振或振捣不实；或振

捣棒撞击钢筋或踩踏钢筋，使钢筋位移，造成露筋； 1.5木模

板未浇水湿润，吸水粘结或脱模过早，拆模时缺棱、掉角，

导致漏筋。 2、露筋现象的防治与处理措施 2.1浇灌混凝土，

应保证钢筋位置和保护层厚度正确,并加强检验查，钢筋密集

时，应选用适当粒径的石子，保证混凝土配合比准确和良好

的和易性；浇灌高度超过2m，应用串筒、或溜槽进行下料，

以防止离析；模板应充分湿润并认真堵好缝隙；混凝土振捣

严禁撞击钢筋，操作时，避免踩踏钢筋，如有踩弯或脱扣等

及时调整直正；保护层混凝土要振捣密实；正确掌握脱模时

间，防止过早拆模，碰坏棱角。 2.2表面漏筋，应先刷洗干净

后，再在表面抹1：2或1：2.5水泥砂浆，将表面漏筋部位抹平

；漏筋较深的凿去薄弱混凝土和突出颗粒，洗刷干净后，用

比原来高一级的细石混凝土填塞压实。 五、缝隙、夹层现象 

指混凝土内存在水平或垂直的松散混凝土夹层。 1、产生的

原因 1.1施工缝或变形缝未经接缝处理、清除表面水泥薄膜和



松动石子，未除去软弱混凝土层并充分湿润就灌筑混凝土；

1.2施工缝处锯屑、泥土、砖块等杂物未清除或未清除干净；

1.3混凝土浇灌高度过大，未设串简、溜槽，造成混凝土离析

； 1.4底层交接处未灌接缝砂浆层，接缝处混凝土未很好振捣

。 2、防治的措施 2.1认真按施工验收规范要求处理施工缝及

变形缝表面；接缝处锯屑、泥土砖块等杂物应清理干净并洗

净；混凝土浇灌高度大于2m应设串筒或溜槽，接缝处浇灌前

应先浇50一100mm厚原配合比无石子砂浆，以利结合良好，

并加强接缝处混凝土的振捣密实。 2.2缝隙夹层不深时，可将

松散混凝土凿去，洗刷干净后，用1：2或1：2.5水泥砂浆填密

实；缝隙夹层较深时，应清除松散部分和内部夹杂物，用压

力水冲洗干净后支模，灌细石混凝土或将表面封闭后进行压

浆处理。 六、缺棱掉角现象 指结构或构件边角处混凝土局部

掉落，不规则，棱角有缺陷。 1、产生的原因 1.1木模板未充

分浇水湿润或湿润不够，混凝土浇筑后养护不好，造成脱水

，强度低，或模板吸水膨胀将边角拉裂，拆模时，棱角被粘

掉； 1.2低温施工过早拆除侧面非承重模板； 1.3拆模时，边

角受外力或重物撞击，或保护不好，棱角被碰掉； 1.4模板未

涂刷隔离剂，或涂刷不均。 2、防治措施 2.1木模板在浇筑混

凝土前应充分湿润，混凝土浇筑后应认真浇水养护。拆除侧

面非承重模板时，混凝土应具有1．2N／mm2以上强度；拆

模时注意保护棱角，避免用力过猛过急；吊运模板，防止撞

击棱角，运输时，将成品阳角用草袋等保护好，以免碰损。

2.2缺棱掉角，可将该处松散颗粒凿除，冲洗充分湿润后，视

破损程度用1：2或1：2.5水泥砂浆抹补齐整，或支模用比原来

高一级混凝土捣实补好，认真养护。 七、混凝土表面不平整



现象 指混凝土表面凹凸不平，或模板厚薄不一，表面不平。

1、产生的原因 1.1混凝土浇筑后，表面仅用铁锹拍子，未用

抹子找平压光，造成表面租糙不平； 1.2模板未支承在坚硬土

层上，或支承面不足，或支撑松动、泡水，致使新浇灌混凝

土早期养护时发生不均匀下沉； 1.3混凝土未达到一定强度时

，上人操作或运料，使表面出现凹陷不平或印痕。 2、防治

措施 严格按施工规范操作，灌筑混凝土后，应根据水平控制

标志或弹线用抹子找平、压光，终凝后浇水养护；模板应有

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应支在坚实地基上，有足够的

支承面积，并防止浸水，以保证不发生下沉；在浇筑混凝土

时，加强检查，凝土强度达到1．2N／mm2以上，方可在已

浇结构上走动。 八、砼强度不够，均质性差现象 指同批混凝

土试块的抗压强度平均值低于设计要求强度等级。 1、产生

的原因 1.1水泥过期或受潮，活性降低；砂、石集料级配不好

，空隙大，含泥量大，杂物多，外加剂使用不当，掺量不准

确； 1.2混凝土配合比不当，计量不准，施工中随意加水，使

水灰比增大； 1.3混凝土加料顺序颠倒，搅拌时间不够，拌和

不匀； 1.4冬期施工，拆模过早或早期受冻； 1.5混凝土试块

制作未振捣密实，养护管理不善，或养护条件不符合要求，

在同条件养护时，早期脱水或受外力砸坏。 2、防治措施 2.1

水泥应有出厂合格证，新鲜无结块，过期水泥经试验合格才

用；砂、石子粒径、级配、含泥量等应符合要求，严格控制

混凝土配合比，保证计量准确，混凝土应按顺序拌制，保证

搅拌时间和拌匀；防止混凝土早期受冻，冬期施工用普通水

泥配制混凝土，强度达到30％以上，矿渣水泥配制的混凝土

，强度达到40％以上，始可遭受冻结，之前必须按冬期施工



技术规范做好防冻工作，并按施工规范要求认真制作混凝土

试块，加强对试块的管理和养护。 2.2当混凝土强度偏低，可

用非破损方法（如回弹仪法，超声波法）来测定结构混凝土

实际强度，如仍不能满足要求，可按实际强度校核结构的安

全度，研究处理方案，采取相应加固或补强措施。 混凝土工

程工后缺陷修复，仅是在其不影响使用的情况而采取的一些

补强、补救措施，要减少混凝土工程施工而产生的质量通病

，只有在施工工艺上不断地进行改进，选取合理的施工配合

比，同时教育作业人员增强责任心，严格按施工规范及操作

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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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