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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5_BB_BA_E9_c55_88700.htm 第七讲 电力工程施工

技术（1） 一、 内容提示 这一讲主要介绍2G312010 土建工程

的基本施工方法和2G312020 送电线路及变电设施的施工方法 

二、 重点难点 1.钢筋混凝土施工的基本方法 2. 基坑排水及降

水的常用方法 3. 送电线路的一般施工程序 4.主变压器及断路

器的安装方法 三、 大纲要求 掌握钢筋混凝土施工的基本方法

、基坑排水及降水的常用方法、送电线路的一般施工程序、

主变压器及断路器的安装方法 四、 内容讲解 2G312000 电力

工程施工技术 2G312010 掌握土建工程的基本施工方法

2G312011 钢筋混凝土施工的基本方法 钢筋混凝土是在混凝土

中配置钢筋后形成的一种新材料，这种材料做成的结构称为

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作用是保证设计要求的

房屋形状与空间，承受自重和外加荷载，满足使用功能的要

求。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的任务是选用合适的混凝土

和钢筋材料，探索经济和安全的结构体系，采用科学和先进

的设计和施工方法，建造出经济、实用、安全和满足使用功

能要求的建筑。 1．设计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一般分为五步

进行。 (1)确定结构方案。结构方案应该满足以下要求：与建

筑方案协调一致。结构传力途径明确、合理。结构安全可靠

，造型美观。施工方便，用料节省，造价便宜。 (2)确定荷载

。根据建筑方案，结构方案，当地的气候条件，地质条件和

建筑使用要求，确定荷载取值。 (3)根据结构方案和荷载，进

行结构分析，计算结构构件中最大内力，如拉力、压力等。



(4)根据结构的内力，设计钢筋混凝土截面，保证结构的强度

、抗裂、变形等符合规范要求。 (5)根据设计结果，加以构造

处理，绘制施工图。 例题：在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中，进行

结构分析，计算结构构件中的最大内力的依据是( )。 A. 设计

方案和方法 B．施工方案和构造要求 C. 材料强度和安全要求

D．结构方案和荷载 答案：D 2．施工 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前

，应仔细研究设计图纸，制定施工方案，切实按照图纸施工

。要注意施工过程中结构的稳定性。现浇结构的分段和留施

工缝的位置，以保证施工完成后建筑的整体工作性能。保证

材料、配筋符合设计要求。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图纸中的构造

处理部分，以保证结构受力符合设计意图。 (1)三种缝的处理 

①伸缩缝是减少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温度和收缩变形引起过

大应力而发生断裂的措施。这种缝要能适应胀缩的需要。 ②

沉降缝是解决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各个部位荷载相差悬殊，

或建筑高差较大引起基础沉降不均匀造成结构破坏的措施。

这种缝要求缝的两边在垂直方向能自由滑动。 ③防震缝是防

止钢筋混凝土结构在遭遇地震时，结构摆动而不至于发生碰

撞的措施。这三种的功能不同，构造也不一样，施工中要注

意保证其质量。 (2)三种支座的处理 ①滑动铰支座可以传递垂

直力，不能承受水平力和弯矩。 ②固定铰支座可以传递垂直

力和水平力，不能承受弯矩。 ③固定端支座可以传递垂直力

、水平力和弯矩。 结构受力状态应正确，否则结构的内力与

设计不符合，可能导致结构的破坏。这三种支座代表了三种

受力状态，施工中要保证其受力状态的实现，才能保证。 (3)

两种节点的处理 在结构中，经常有几个杆件交汇在一起，称

为节点。一类是铰节点，仅能传递杆件的轴向力，不能承受



弯矩，杆件在节点处可以自由转动，但不能移动。另一类是

刚节点，可以同时传递轴向力和弯矩，杆件在节点处既不能

移动，也不能转动。在实际工程中难免存在节点的次应力，

但施工时应尽量减少这种次应力的产生。 3．钢筋混凝土结

构施工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保证混凝土的质量； (2)保证

钢筋的质量； (3)混凝土模板必须牢固可靠，有足够的刚度，

保证结构构件外形与尺寸的准确，模板的内表面必须平滑光

洁，保证不漏浆； (4)采取措施保证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力；

(5)构件的支座与节点处，钢筋比较密，要注意浇灌混凝土的

质量，保证混凝土的密实度； (6)保证构件的保护层的厚度；

(7)混凝土达到一定的强度后方可以拆除模板。 总之，一切要

按图纸施工，按规范要求施工。在按图施工遇到困难或发现

问题时，要与设计人员商量，共同解决问题，不可任意改变

设计，不按图纸施工，或违反操作规程。 例题：在构件的支

座与节点处，由于钢筋比较密，浇灌混凝土时应注意质量，

以保证混凝土的( )。 A．黏稠度 B．密实度 C. 坍落度 D．平

整度 答案：B 例题：在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中，确定作用在

结构上荷载的依据包括( )。 A. 建筑方案 B．当地的气候条件

、地质条件 C. 结构方案 D．设计方法 E. 建筑使用要求 答案

：A、B、D、E2G312012 基坑排水及降水的常用方法 1．按地

下水埋藏条件及含水层性质可将地下水分为上层滞水、潜水

及承压水。 (1)上层滞水是无压的受季节性影响的暂时性水，

水量小，无固定的水位或流向，明挖排水即可解决施工问题

。 (2)潜水指地表下第一个隔水层上具有自由水面的重力水。

气候、水文、地形均可影响潜水动态。例如地形为坡地，给

水条件为分水岭以下的降雨，潜水面坡度随地形坡地向平地



变缓；在乎缓地形的平原，潜水坡度比较平缓。潜水水位的

升降决定于地表水的渗入和地下水蒸发，一般为无压水，但

潜水层厚度可能很大，与河水或海水相连的砂层，水量较大

，施工可能遇到困难。 (3)承压水是充满在两个隔水层之间的

重力水。承压水的形成取决于地质构造。基础工程施工常遇

的承压水与淤泥层下的砂层中的水，它的底板可能较为平缓

，但顶板可能是凹形或是不规则的斜面。顶板标高较高处与

外界相通，或有补给来源，才能构成顶板较低处的水压。与

江河相通的承压水水量较大，供水充足。目前开挖基坑至地

表下不过十余米，水压较大者可冲破不透水层，造成基坑不

能继续开挖的局面。 2．在深基坑施工前，必须对工地的水

文地质有所了解。 勘察报告中应包括： (1)含水层及透水层的

埋藏条件、层次。 (2)潜水位标高、补给量、流速与河流及古

河道间的联系。 (3)承压水的承压力、补给量、流速与流量；

承压水顶板土层的密实度、厚度。 (4)各土层的渗透系数。

(5)有无粉细砂透镜体，出现流砂的可能性。 (6)水的化学成分

及腐蚀可能性。 根据事先掌握的水文资料，可决定基坑排水

方案及实施细则，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 例题：在深基

坑施工前，应进行水文地质勘察，其报告的内容包括( )。 A. 

含水层及透水层的埋藏条件、层次 B. 河流及古河道间的联系

C. 承压水的承压力、补给量、流速与流量 D. 各土层的压缩系

数 E. 潜水位标高、补给量、流速 答案：A、B、C、E 3．排水

及降水方法 (1)明沟排水在浅基开挖过程中，随着挖深进程，

分阶段设集水坑、集水沟。由集水沟排入集水坑，然后由泵

排至坑外，坑深约lm，下为碎石，上铺粗砂，坑周围砌砖或

打小木桩，防止集水坑坑辟坍塌。明沟排水适用于密实的粗



中砂、黏性土、岩石等，但开挖的坡面必需考虑地面水的冲

刷。只有在坡体稳定且有条件放坡的场地才可采用明沟排水

。 (2)井点降水 采用带有滤管的降水管沉人土中。进行抽水的

工法，称为井点降水。它设备简单，应用范围较广。滤管直

径50mm，长约定，管壁有小孔，外包铜网，有效降水深

度4.5m。 井点沿坑边布置，各井点距离0.8～1.6m，最大不超

过2m，井点之间有总管连接。井点一般为双排环状布置，视

基坑宽度而定。井点距坑边约2m，如降深超过，设多级井点

。 井点埋设可采用冲沉管或预钻孔沉管。管与孔壁之间填以

粗砂作为过滤层。 基坑一般宽度较大，需沿坑边布置井点。

降水要求至坑底下以保证不出现涌水。流砂，实现干作业。 

砂类土、粉土、砂质粉土、砂质黏土中均可采用井点降水。 

目前，已将轻型井点用于板桩或连续墙支护的基坑内部，以

减少渗水量及上浮力，但是，降深较大时，常采用喷射井点

或深井点以代替轻型井点。 (3)深井点 适用于水量大的承压水

砂层。情况汇报多出现在江河沿岸的冲积层，承压水的补给

量较大，但尚未与河水沟通时，在深井内用深井泵抽水是有

效的。深井点的设计与抽水试验井相同。深井降水可至较深

，问题在于其影响半径过大，可能使在影响范围内的建筑物

产生不均匀的下沉，道路和地下管道破裂，故在城市中不宜

用于上部土层为孔隙较大、压缩性高的地层。 例题：在轻型

井点降水中，井点埋设通常采用冲沉管或预钻孔沉管，管与

孔壁之间应填以粗砂作为( )。 A. 保护层 B．垫层 C. 过滤层 D

．防渗层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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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