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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依据： 

1.1 勘察设计文件 

1.1.1  湖南省勘探测绘院《XXXX 岩土水文勘察报告》 

1.1.2  株洲市规范设计院《XXXX14#栋》施工图设计文件 

1.2 执行标准 

1.2.1 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与基础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13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GB-50496-2009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1.2.2 行业标准 

《高层建筑箱型与筏板基础技术规范》JGJ6-2011 

《混凝土泵送技术规范》JGJ/T-2011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评分标准》JGJ59-2011 

1.3 通过审批的本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1.4 本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的《XXXX14#栋施工总承包合同》 

 

 

 

 



 

                 二、工程概况 

2.1 筏板设计概要 

2.1.1 筏板基底持力层承载力特征值 f0=230Kpa。 

2.1.2 筏板厚度 1200MM，内配双层双向Φ22@200 钢筋，钢筋保护层厚度为

50mm。采用 C30 强度等级的混凝土，上部钢筋网片用 Ф25@1000，呈梅花型

设置支撑。 

2.1.3 本筏板无后浇带和膨胀加强带，即为一整体结构构件。 

2.2、主要工程量： 

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C15 混凝土 M3 62  养护模 M2 630 

C30 混凝土 M3 744  防水彩条布 M2 400 

22 钢 筋 T 49.5  Φ50*3 散热管 kg 1350 

胎模用

240*115*90

多孔砖 

千块 22.25  胎模用中砂 M2 35 

砌胎模用

32.5 水泥 
吨 20  

散热管固定环

箍Φ6 
Kg 420 

2.3 施工条件： 

  2.3.1 本筏板混凝土预计浇筑时间将在春季，预计日最高温度在 20℃～

25℃左右，为雨水充沛季节，阵雨天较多。 

  2.3.2 施工用水用电已满足要求。 

  2.3.4 施工现场道路已满足施工要求。 



 

  2.3.5 施工机械（如输送泵、振动器、抹浆机、水泵等）均已进场验收，调

试运输正常，性能可靠，功率满足施工要求。 

  2.3.6 覆盖养护用养护膜防雨水临时覆盖用防水彩条均已准备到位，能满足

工程成品保护需要。 

三、施工方案及施工方法 

3.1 组织保证体系： 

 

项目经理 

 

 

质检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施工员 

 

 

混凝土生产厂家         安全员            混凝土领班 

 

 

混凝土运输      机电操作班     混凝土浇筑      钢筋、模 

驾驶员                        作业人员     板保护人员 

 

 

 

 

 



 

3.2 施工方案 

3.2.1 模板：采用砖砌膜，拟将用 M7.5 水泥砂浆 115*90*240 多孔砖，墙厚

240mm，墙高 1200mm，内侧用 20 厚 1：2 水泥砂浆抹光，外侧待砌体砂浆强度

达到 50%后用素土分层夯填至胎膜墙体顶面标高低 100MM。 

3.2.2 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商品混凝土供应商待定，但必须在筏板浇筑前

30d 之前确定，应以留足供应商对产品质量保证所需技术准备工作的必要时间，

原则上选择信誉好，供应能力强售后服务佳的供应商。 

3.2.3 混凝土质量要求 

1、技术指标 

  （1）强度等级不低于 C30 

  （2）到场塌落度 150-170MM 

  （3）混凝土卸料时不得出现离析或假凝等现象。 

2、原材料质量要求： 

 （1）水泥品种应为低水化热 

（2）非碱性活性骨料 

（3）粗骨料粒径 5-31.5MM，质地坚硬，基压碎值不得大于 12%级配良好，表

面粗糙孔隙率和含砂率小的碎石，含泥量小于 1%。 

（4）细骨料为中砂，其含泥量不得大于 3%，细度模数应大于 2.3. 

（5）掺合料当采用粉煤灰时，其掺量应控制在 15-20%，粉煤灰质量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1596 规定。当采用粒化高

炉矿渣粉时，其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

渣粉》GB/T18046的规定。 

 



 

（6）外加剂：减水剂、缓凝剂、膨胀剂和抗裂防水剂等的贴等添加必须符合

《混凝土外加剂》GB8076 和《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50119 的规定。 

（7）拌合混凝土的用水，必须是自来水。 

（8）所有原材料抽样复试必须按批次 100%抽样复试合格。 

 

3、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1）混凝土配合比和试配试验等供货前技术准备工作均由砼生产厂家有资

质的专业厂家试验室完成。试验成果报告装顶成册报本公司技术科送监理工

程师审查，并由监理工程师签认后方可批量生产或供贷。试验成果包括所有原

材料抽样复试，试配和验证配合比、生产配合比等，“三配”试验获取的抗压

强度初凝、终凝时间水化热泌水性可原性等。 

 （2）对配合比的基本要求： 

1、水泥用量：当掺入掺合料时水泥用量不小于 280Kg/M3 

             当不掺掺合料时水泥用量不小于 300 Kg/M3，不大于 380 

Kg/M3； 

2、水灰比：水灰比不得大于 0.50，用水量不得大于 170 Kg/M3； 

3、掺合料用量：粉煤灰不应超过胶凝材料的 40%，矿渣粉不应超过胶凝

材料的 50%，当掺入粉煤灰和矿渣粉两中掺量的总量不得超过胶凝材料的 50%； 

4、缓凝剂，减水剂，外加剂必须严格按产品使用说明的控制用量和掺入

方法； 

5、砂率应控制在 38%~42@之间并控制好含泥量； 

6、混合物泌水量不应小于 102/M3. 

 



 

4、混凝土供货： 

1、项目部将合同供应商对运输线路进行考察，确定搅拌机站到工地线路；

同时针对运输线路的车流量高峰时间进行分析，准备应急预案，确保混凝土及

时到达现场。 

2、保证现场停靠待浇混凝土搅拌车砂不少于 3 台，已预防在混凝土浇筑

过程中出现停断混凝土的情况，当有可能出现停断混凝土时由商砼厂和本项

目部及时沟通加以解决，确保混凝土浇筑连续性和杜绝出现冷缝和施工缝。 

3、混凝土运输途中拌筒应保持以 1-38/min 运转，以防混凝土离析，混

凝土罐车到达现场卸料前应使拌筒保持以 8-125min 运转。 

4、当气温在 35℃及以上时，每台灌车必须配备稀释剂，并由厂泵委派专

业技术人员驻守现场以便及时对出现假凝塌落度过低不适应泵送时指导处理。 

3.2.4、混凝土浇筑 

1、浇筑方式：为保证浇筑过程中不出现冷缝，拟采用斜面分两层浇筑方式，

施工中从短边一侧开始向另一侧连续推进浇筑，如下图所示： 

 

 

 

 

 

 

推进方式示意图 

 

 



 

 

 

 

 

 

 

 

 

斜面分层浇筑示意图 

2、浇筑过程中应沿直线前进，同时保证各浇筑带基本齐头并进，互搭接。保

证各浇筑带上下砼的结合，分层厚度控制在 600mm 左右。 

3、为保证连续浇筑前，项目部拟将组织两个施工班组进行交叉作业，以保证

在浇筑过程中不产生施工缝和冷缝（临时断缝）。 

4、混凝土振捣采用两台Φ50插入式振动器振捣并备用两台应急处置，按 600mm

分层振捣方法采用快进慢出在每个斜面层的上下各布置一道振动器，上面一

道布置在砼卸料处，下面一道布置在近坡脚处，在每个斜板层的上下各布置一

道振动器，上面一道布置在砼卸料处，下面一道布置在近坡脚处，振捣上层时

棒头应插入下层 20CM，震棒抽出时棒头不得靠紧胎膜进行振捣。 

5、顶面表面处理：当砼捣至设计标高时（由胎膜控制），稍停后再用平板振动

器拖振一遍，再用铝合金条刮平，用木抹子压抹将水分挤压出表面，待表水逐

渐蒸发，表面浮浆机进行压抹，压抹后收光，以消除表面收缩裂缝。 

6、混凝土养护：采用养护膜覆盖淋水养护。当构件成形后，并完成初凝时及

时进行覆盖，覆盖后随机将养护淋水湿透，然后配备专人负责淋水，确保养护



 

期内构件保持高湿度。养护周期为不少于 14 昼夜，高温养护时间 28 天。 

3.2.5、设备部署： 

1、筏板砼采用车泵（即天泵），车泵型号HBT60C，输送距离50M，输送量70M3/h。

根据本筏板砼总量采用一台车泵能满足施工要求。 

 

 

 

2、车泵布置如下图所示： 

  

 

 

泵车现场布置图 

 

3、小型机具配备： 

（1）、插入式Φ50 振动器 4 台套，备用棒 6 根 



 

（2）、平板式振动器 2 台套 

（3）、抹浆机 1 台套 

（4）、铁锹 20 把，抹子 10 把和电筒和机械检修工具 

（5）、泥浆泵 2 台套，潜水泵 2 台套 

3.2.6、人员安排：  

序  号 岗位职责 正   班 副   班 

1 总协调 XXX 现场项目负责人（1 人） 

2  现场指挥 XXX 主施工员（1 人） XXX 主施工员（1 人） 

3 施工员、质检员 XXX 质检员（1 人） XXX 质检员（1 人） 

4 施工试验 XXX 实验员（1 人） XXX 实验员（1 人） 

5 施工安全 XXX 安全员（1 人） XXX 安全员（1 人） 

6 测  量 XXX 测量工程师（2 人） XXX 测量工程师（2 人） 

7 临电检修 XXX 电工（1 人） XXX 电工（1 人） 

8 机械修理 XXX 机修工（2 人） XXX 机修工（2 人） 

9 模板保护 XXX 模板工（2 人） XXX 模板工（2 人） 

10 钢筋保护 XXX 钢筋工（3 人） XXX 钢筋工（3 人） 

11 砼铺装卸料 XXX 普工（3 人） XXX 普工（3 人） 

12 打振动器 XXX 砼工（4 人） XXX 砼工（4 人） 

13 抄平表面处理 XXX 瓦工（4 人） XXX 瓦工（4 人） 

 

3.2.7、现场管理人员职责：详见 3.6.2 

 



 

3.2.8、技术交底： 

施工前由项目技术负责人向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包括各工种领班进行施工

质量和安全生产技术交底，再由施工员、安全员向所有施工人员进行交底，并

形成书面记录。交底主要内容：质量标准要求，作业顺序和方法，注意事项等。 

 

 

 

 

 

 

 

 

 

 

 

 

 

 

 

 

3.2.9、筏板大体积砼施工工艺流程： 

                                        1、温润模板，清理杂物 

                          作业准备         2、施工前质量安全班前交底



 

会 

                                          3、机械器具试运行 

                                        4、获取监理工程签发和浇灌令 

1、了解开盘时间 

2、预估到场时间           联系砼发车时间 

3、派出质检人员驻厂家        

 

                                            1、到场检验出厂质量验收资料 

              砼  运  输          2、检测塌落度 

                                    

                                

                          泵送、铺摊                             

                                

                               

                           分层振捣 

                               

 

                           抄平压光 

         

                                            1、整理质检记录，报旁站监

理 

                                         人员签字                                                                                                                                         

                          覆盖养护        2、质检员签认监理旁站记录 

                                                  3、整理报验资料，报监理工

程          
                                   师审查验收 

 

 

四、温度裂缝控制措施 



 

     4.1、温度计算：有待实验室提供有关材料温度，砼绝热升温：水泥水热

化 Q0 及其不同掺量的调整值和砼收缩当量温差等方可进行温度计算。所以本

项目内容按以往经验进行计算待后进行调整: 

搅拌站提供的 C30 混凝土每立方米材料用量及温度如下: 

    水泥:335kg,30℃。 

    砂子:669kg,15℃,含水率为 3%。 

    石子:1096kg,15℃,含水率为 2%。 

    水:165kg,10℃。 

    粉煤灰:75kg,15℃。 

  磨细矿渣：90kg，15℃。 

    抗裂防水外加剂:15kg,10℃。 

（1）混凝土绝热升温 

因采用低水化热水泥，根据试验室提供数据其水泥水化热总量：Qo=300 KJ/kg 

胶凝材料水化热总量：Q=k×Qo； k=k1+k2-1; 

    Q - 每立方米胶凝材料水化热量（KJ/kg）； 

    K – 不同掺量掺合料水化热调整系数； 

    K1 – 粉煤灰掺量对应的水化热调整系数，按表取值； 

    K2 – 矿渣粉掺量对应的水化热调整系数，按表取值； 

 

 

 

 

不同掺量掺合料水化热调整系数 



 

掺量 0 10% 20% 30% 40% 

粉煤灰 k1 1 0.96 0.95 0.93 0.82 

矿渣粉 k2 1 1 0.93 0.92 0.84 

根据试验室提供配合比: 

参照调整系数表，采用插入法选择计算 K2 取值， 

矿渣粉掺量＝90÷(335+75+90+15)=17.5% 

21
%5.17%10

93.01
%20%10

K−
−

=
−
−

 

K2=1- %20%10
)93.01(%)5.17%10(

−
−×−

 

=0.95 

我司采用 0.97 为 K2 取值，更为严格。 

K1=0.95，k2=0.97，k=0.95+0.97-1=0.92 

Q=0.92×300=276 KJ/kg 

T(t)=WQ(1-e-mt)/Cρ 

    W - 每立方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kg/m3）； 

    Q - 每立方米胶凝材料水化热量（KJ/kg）； 

    C - 混凝土的比热（kJ/(kg·℃)），一般为 0.92～1.0，本工程取 C=0.96； 

    ρ - 混凝土质量密度（kg/m3），ρ=2500； 

    e —常数，为 2.718； 

    m - 与水泥品种、浇筑时与温度有关的经验系数； 

         t - 混凝土浇筑后计算时的天数（天） 

计算水化热温升温时的 m 值 

浇筑温度 5 10 15 20 25 30 



 

（℃） 

m(1/d) 0.295 0.318 0.340 0.362 0.384 0.406 

  

1-
mte−
值 

浇筑 

温度 

（℃） 

m 

龄期（d） 

1 2 3 6 9 12 15 18 

5 0.295 0.256 0.446 0.587 0.830 0.930 0.971 0.998 0.995 

10 0.318 0.272 0.471 0.615 0.852 0.943 0.978 0.992 0.997 

15 0.340 0.288 0.493 0.639 0.870 0.953 0.983 0.994 0.998 

20 0.362 0.304 0.515 0.662 0.886 0.962 0.987 0.996 0.999 

25 0.384 0.319 0.536 0.684 0.900 0.968 0.990 0.997 0.999 

30 0.406 0.334 0.556 0.704 0.913 0.974 0.992 0.998 0.999 

 

 

 

Tmax=515*276/0.96*2500=59.2℃ 



 

各龄期混凝土水化热绝热温升值分别为： 

)(tT =
)1( mte

C
wQ −−
ρ  

当 t=3d 时，T（3）= 59.2℃×0.639=37.82℃ 

当 t=6d 时，T（6）= 59.2℃×0.87=51.5℃ 

当 t=9d 时，T（9）= 59.2℃×0.953=56.42℃ 

当 t=12d时，T（12）= 59.2℃×0.983=58.19℃ 

当 t=15d时，T（15）= 59.2℃×0.994=58.84℃ 

当 t=18d时，T（18）= 59.2℃×0.998=59.08℃ 

当 t>18d时，T（>18）= 59.2℃ 

（2）混凝土干缩率和收缩当量温差 

①混凝土干缩率： 

n
t

yty MMMMe ×××××−= − 321
01.00

)( )1(εε
 

式中：      
0
yε   —标准状态下的最终收缩值（即极限收缩值），取

4104 −× ； 

            )(tyε  — 非标准状态下混凝土任意 t 龄期（d）的收缩变形值； 

            e   —常数，为 2.718； 

 t   —混凝土浇筑后至计算时的天数（d）； 

1M 、 2M 、 nMM 3 —考虑各种非标准条件，与水泥品种细度、骨料品种、水灰

比、水泥浆量、养护条件、环境相对湿度、构件尺寸、混凝土捣实方法、配筋

率等有关的修正系数。 



 

本工程中,各值如下： 

M1=1.1;M2=M3=M7=M6=1.0;;M5=0.93;;M9=1.3;M10=0.90;M11=1.01 

M4、M8 值参照上表，采用插入法取得 

胶浆量＝（335+165）÷(335+669+1096+165+75+90+15)=20.4% 

M41
%4.20%20

2.11
%25%20

−
−

=
−
−

 

M4=1- %25%20
)2.11(%)4.20%20(

−
−×−

 

=1.64 

M8= 

)1(1038.4 01.04
)(

t
ty e−− −××=ε

 

则： 

ξy（3）=4.38×10-4×0.030=1.31×10-5； 

ξy（6）=4.38×10-4×0.058=2.54×10-5； 

ξy（9）=4.38×10-4×0.086=3.77×10-5； 



 

ξy（12）=4.38×10-4×0.113=4.95×10-5； 

ξy（15）=4.38×10-4×0.139=6.1×10-5； 

ξy（18）=4.38×10-4×0.165=7.22×10-5； 

ξy（21）=4.38×10-4×0.189=8.28×10-5； 

ξy（24）=4.38×10-4×0.213=9.33×10-5； 

ξy（27）=4.38×10-4×0.237=10.38×10-5； 

ξy（30）=4.38×10-4×0.259=11.34×10-5； 

②收缩当量温差： 

Ty（t）=-ξy（t）/а 

式中：Ty（t）  ——任意龄期（d）混凝土收缩当量温差（℃），负号表示降

温； 

      ξy（t）——各龄期（d）混凝土的收缩相对变形值； 

         а——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取 1.0×10-5； 

由混凝土任意龄期的收缩变形值，可求得任意龄期的收缩当量温差为： 

Ty（3）=-1.31℃ 

Ty（6）=-2.54℃ 

Ty（9）=-3.77℃ 

Ty（12）=-4.95℃ 

Ty（15）=-6.1℃ 

Ty（18）=-7.22℃ 

Ty（21）=-8.28℃ 

Ty（24）=-9.33℃ 

Ty（27）=-10.38℃ 



 

Ty（30）=-11.34℃ 

（3）混凝土弹性模量 

)1()(
t

ct eEE ϕβ −−=
 

 式中： )(tE —混凝土从浇筑后至计算时的弹性模量（
2mmN ）； 

  cE —混凝土的最终弹性模量（
2mmN ）；可近似了取 28d 的混凝土弹性模

量，可按表 8 取用； 

   φ-系数，应根据所用混凝土试验确定，当无试验数据时，可近似地取 0.09； 

   e—常数，为 2.718； 

   t  —混凝土从浇筑后到计算时的天数（d）。 

   β— β=β1×β2。混凝土中掺合料对弹性模量修正系数。β1 为混凝土

中粉煤灰掺量对应的弹性模量调整系数；β2 为混凝土中矿渣粉对应的弹性模

量调整修正系数；β取值应以现场试验数据为准，在施工准备阶段和现场无试

验数据时，β=β1×β2 可按下表计算：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cE                          

项次 

混凝土强度等

级
2mmN  

弹性模量 

2mmN  
项次 

混凝土强度等

级 

2mmN  

弹性模量 

2mmN  

1 

2 

3 

4 

5 

6 

C10 

C15 

C20 

C25 

C30 

C35 

1.75×104 

2.20×104 

2.55×104 

2.80×104 

3.00×104 

3.15×104 

7 

8 

9 

10 

11 

12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3.25×104 

3.35×104 

3.45×104 

3.55×104 

3.60×104 

3.80×104 

 



 

不同掺合料弹性模量调整系数 

掺量 0 20% 30% 40% 

粉煤灰β1 1 0.99 0.98 0.96 

矿渣粉β2 1 1.02 1.03 1.04 

本工程 C45 混凝土 Ec=3.35×104 

β1、β2 取值参照上表，采用插入法取得 

粉煤灰掺量＝75÷(335+75+90+15)=14.6% 

11
%6.14%0

99.01
%20%0

β−
−

=
−
−

 

β1=1- %20%0
)99.01(%)6.14%0(

−
−×−

 

=0.9975 

矿渣粉掺量＝90÷(335+75+90+15)=17.5% 

21
%5.17%0

02.11
%20%0

β−
−

=
−
−

 

β2=1- %20%0
)02.11(%)5.17%0(

−
−×−

 

=1.017 

β=β1×β2=0.9975×1.017=1.014 

则，各龄期弹性模量如下： 

E（3）=β×3.35×104×0.237N/mm2=0.805×104N/mm2； 

E（6）=β×3.35×104×0.417N/mm2=1.417×104N/mm2； 

E（9）=β×3.35×104×0.555N/mm2=1.885×104N/mm2； 

E（12）=β×3.35×104×0.660N/mm2=2.241×104N/mm2； 

E（15）=β×3.35×104×0.741N/mm2=2.517×104N/mm2； 



 

E（18）=β×3.35×104×0.802N/mm2=2.725×104N/mm2； 

E（21）=β×3.35×104×0.849N/mm2=2.884×104N/mm2； 

E（24）=β×3.35×104×0.885N/mm2=3.007×104N/mm2； 

E（27）=β×3.35×104×0.912N/mm2=3.098×104N/mm2； 

E（30）=β×3.00×104×0.933N/mm2=3.17×104N/mm2； 

（4）混凝土中心温度 

该温度为基础底板混凝土内部中心点的温升高峰值,该温升值一般都小于绝

热温升值,一般在混凝土浇筑后几天内产生,以后趋于稳定不再升温,并且开

始逐步降温，按下式计算： 

Ts（t）=T2+T（t）·ζ  

式中：   Ts（t）——t 龄期混凝土内部中心最高温度（℃）； 

            T2   ——混凝土的浇注温度（℃），取 15℃； 

            T（t）——在 t 龄期时混凝土的最大绝热温升（℃）； 

               ζ ——t 龄期降温系数，按下表取值； 

降温系数ζ  

浇筑块

的厚度 

（m） 

不同龄期的水化热（d）时的ζ 值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1.00 

1.25 

1.50 

2.50 

3.00 

4.00 

0.36 

0.42 

0.49 

0.65 

0.68 

0.74 

0.29 

0.31 

0.46 

0.62 

0.67 

0.73 

0.17 

0.19 

0.38 

0.59 

0.63 

0.72 

0.09 

0.11 

0.29 

0.48 

0.57 

0.65 

0.05 

0.07 

0.21 

0.38 

0.45 

0.55 

0.03 

0.04 

0.15 

0.29 

0.36 

0.46 

0.01 

0.03 

0.12 

0.23 

0.30 

0.37 

 

 

0.08 

0.19 

0.25 

0.30 

 

 

0.05 

0.16 

0.21 

0.25 

 

 

0.04 

0.15 

0.19 

0.24 

 



 

当筏板厚度为 3000mm 时，ζ 按上表取值： 

当 t=3d 时，Ts（3）=T2+T（3）·ζ =15℃+37.82℃×0.68=40.72℃ 

当 t=6d 时，Ts（6）=T2+T（6）·ζ =15℃+51.5℃×0.67=49.51℃ 

当 t=9d 时，Ts（9）=T2+T（9）·ζ =15℃+56.42℃×0.63=50.54℃ 

当 t=12d时，Ts（12）=T2+T（12）·ζ =15℃+58.19℃×0.57=48.17℃ 

当 t=15d时，Ts（15）=T2+T（15）·ζ =15℃+58.84℃×0.45=41.48℃ 

当 t=18d时，Ts（18）=T2+T（18）·ζ =15℃+59.08℃×0.36=36.27℃ 

   由计算数值可知，内部实际最高温度在第 9 天产生，即： 

Ts（max）= Ts（9）=50.54℃ 

（5）混凝土的温度收缩应力 

自约束应力： 

 依据大体积规范 GB50496-2009 附录 B.6.3 

 

t=3d 时， 

 

                     =0.57 

,满足抗拉要求。 

t=6d 时， 

 

                     =0.9 

,满足抗拉要求。 

t=9d 时， 

 



 

                     =1.15 

,满足抗拉要求。 

t=12d 时， 

 

                     =1.4 

,满足抗拉要求。 

t=15d 时， 

 

                     =1.25 

,满足抗拉要求。 

上述计算中假设砼里表最大温差在 25℃，从计算结果看，自约束应力均小于

当期抗拉强度值，因此只需控制砼表面温度与内部温度差值在 25℃以内即可。 

外约束应力 

 

且  

 

式中：σ —混凝土的温度（包括收缩）应力（
2mmN ）； 

       )(tE —混凝土从浇筑后至计算时的弹性的模量（
2mmN ），一般取平均

值； 

α —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取 1.0×10-5； 

T∆ —混凝土的最大综合温差（℃）绝对值，如为降温取负值；当大体积混凝

土基础长期裸露在室外，且未回填土时， T∆ 值按混凝土水化热最高升温值（包

括浇筑入模温度）与当月平均最低温度之差进行计算；计算结果为负值，则表

htyt TTTTT −++=∆ )()(2 3
2

RS
vc

TaE
t

t
)(

)(

1
•

−

∆
−=σ



 

示降温； 

2T
—混凝土的浇筑入模温度（℃）； 

)(tT —浇筑完一段时间 t，混凝土的绝热温升值（℃）； 

)(tyT —混凝土的收缩当量温差（℃）； 

hT  —混凝土浇筑完后达到稳定时的温度，根据历年气象资料取当月平均气温

（℃），四月份气温取 15℃； 

)(tS —考虑徐变影响的松驰系数，按下表取用，一般取 0.3～0.5，表中系数不

在此范围内计算时取上下限； 

S（t）混凝土考虑龄期及荷载持续时间的应力松弛系数                  

时 间

t（d）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S（t） 
0.18

6 
0.208 

0.21

4 

0.21

5 

0.23

3 

0.25

2 

0.30

1 

0.37

8 

0.57

0 

1.0

0 

R—混凝土的外约束系数，当为岩石地基时， 1=R ; 

当为可滑动垫层， 0=R ,一般土地基取 0.25～0.50，本工程取 0.4； 

cν —混凝土的泊松比，取 0.15。 

（6）安全计算 

为保证混凝土因温度收缩而不产生裂缝，其瞬时龄期的温度应力应小于混凝

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K=ft/σ≥1.15 

式中：K — 大体积混凝土抗裂安全系数，应≥1.15； 

      ft — 到指定龄期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σ—混凝土的温度（包括收缩）应力 



 

C30 混凝土的设计抗拉强度设计值为 1.90
2mmN  

t=3d 时： 

ft/1.15= 1.9*0.237/1.15=0.39
2mmN  

T∆ =15+2/3*40.72+1.31-15=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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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5×104N/mm2×1.0×10-5×28.45×0.3×0.4/0.85 

 ＝-0.323
2mmN ＜0.39

2mmN  

T=3d 时，混凝土最大温度收缩应力小于混凝土抗拉强度，因此满足要求。 

t=6d 时： 

ft/1.15= 1.9*0.417/1.15=0.69
2mmN  

T∆ =15+2/3*49.51+2.54-15=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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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104N/mm2×1.0×10-5×35.54×0.3×0.4/0.85 

 ＝-0.74
2mmN ＞0.69

2mmN  

T=6d 时，混凝土最大温度收缩应力大于混凝土抗拉强度，不满足要求。混凝

土表面应增加覆盖，提高表面温度，降低最大温差。反算： 

当
RS

vc
TaE

t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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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σ

=0.69
2mmN 时， 

T∆ =34.49℃ 

混凝土表面温度加大为： hT =16.05℃ 

t=9d 时： 

ft/1.15= 1.9*0.555/1.15=0.92
2mmN  



 

T∆ =15+2/3*50.54+3.77-15=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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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104N/mm2×1.0×10-5×37.46×0.3×0.4/0.85 

 ＝-1.1
2mmN ＞0.92

2mmN  

T=9d 时，混凝土最大温度收缩应力大于混凝土抗拉强度，不满足要求。混凝

土表面应增加覆盖，提高表面温度，降低最大温差。反算：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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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
TaE

t
t

)(
)(

1
•

−

∆
−=σ

=0.92
2mmN 时， 

T∆ =34.57℃ 

混凝土表面温度加大为： hT =17.89℃ 

t=12d 时： 

ft/1.15= 1.9*0.669/1.15=1.11
2mmN  

T∆ =15+2/3*48.17+4.95-15=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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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1×104N/mm2×1.0×10-5×37.06×0.3×0.4/0.85 

 ＝-1.17
2mmN ＞1.11

2mmN  

T=12d 时，混凝土最大温度收缩应力大于混凝土抗拉强度，不满足要求。混凝

土表面应增加覆盖，提高表面温度，降低最大温差。反算： 

当
RS

vc
TaE

t
t

)(
)(

1
•

−

∆
−=σ

=1.11
2mmN 时， 

T∆ =35.08℃ 

混凝土表面温度加大为： hT =16.98℃ 

t=15d 时： 



 

ft/1.15= 1.9*0.75/1.15=1.24
2mmN  

T∆ =15+2/3*41.48+6.1-15=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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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7×104N/mm2×1.0×10-5×33.75×0.3×0.4/0.85 

 ＝-1.19
2mmN ＜1.24

2mmN  

T=15d 时，混凝土最大温度收缩应力小于混凝土抗拉强度，因此满足要求。 

由⑤可知 T=15d 以后，混凝土最大温度收缩应力均小于混凝土抗拉强度，满

足要求。 

规范规定:对大体积混凝土的养护,应根据气候条件采取控温措施,并按需要

测定浇筑后的混凝土表面和内部温度,将温差控制在设计要求的范围内以内;

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温差不宜超过 25℃。 

砼覆盖需保温层厚度计算：会在施工中依据大体积规范GB50496-2009中C.0.1

式以实测数据进行计算。 

4.2、砼测温 

4.2.1 测温仪器 

电子测温仪、温度传感器、标准温度计 

4.2.2 测温点布置 

1）、布置原则（附图） 

①筏板测试区选为浇筑平面轴线对称的一半区域。 

②为避开墙柱位置，在平行轴线外侧 500～1000mm 布置测试孔，每条测试轴

线上布置测孔数量大于 4 点。测试孔间距为 3 米～5 米。 

③每个测温孔内沿筏板厚度方向设置 3 个测点。外表以内 50mm、正中、地面



 

上 50mm 处必须设置。 

④大体积混凝土里表温差、降温速率及环境温度及温度应力的测试，在混凝土

浇筑后，派专职技术人员于初凝后 72 小时内每 2 小时测温一次，72 小时后每

4 小时测温一次，7 天～14 天每 6 小时测温一次（力求在接近混凝土出现最高

和最低温度时测量）测至温度稳定为止；入模温度的测量，每台班不少于 2次。

测温结果以书面形式每日及时反馈到项目部技术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控制

温差。  

4.2.3 温控指标 

控制大体积混凝土内外温差在 25℃以内。 

4.2.4 测温元件的选择应符合以下列规定：  

1 测温元件的测温误差应不大于 0.3℃（25℃环境下）；  

2 测试范围:-30～150℃；  

3 绝缘电阻大于 500MΩ  

4.2.5 应变测试元件的选择应符合以下列规定：  

1 测试误差应不大于 1.0με；  

2 测试范围:-1000~1000με；  

3 绝缘电阻大于 500MΩ；  

4.2.6 温度和应变测试元件的安装及保护符合下列规定：  

1 测试元件安装前，必须在水下 1m 处经过浸泡 24h 不损坏；  

2 测试元件接头安装位置应准确，固定牢固，并与结构钢筋及固定架金属体

绝热；  

3 测试元件的引出线宜集中布置，并加以保护；  

4 测试元件周围应进行保护，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下料时不得直接冲击测试



 

测温元件及其引出线；振捣时，振捣器不得触及测温元件及引出线。  

 

 

 



 

2）、在混凝土浇捣后，立即覆盖，进行保温，做法是铺一层塑料薄膜及一层棉

被，再浇水养护。该措施其结果将使混凝土表面升温，减少了内外温差。 

3）、加强施工中的温度控制 

在混凝土浇捣后，立即覆盖底板面进行保温。该措施可保持混凝土表面温度，

减少了内外温差。倘若情况有变，还可再增加一层棉被，以此来增加混凝土表

面温度，减少内外温差，避免因温差过大产生裂缝。养护时间不少于 14 天。 

    4.3、砼散热措施：本筏板大体积混凝土采用冷却循环的水管散热措施。

散热管采用Φ50*2.8 薄壁无缝钢管制作，连接采用焊接密封。在构件体内分

层布置，水平间距控制在 3.0M 以内。第一根距筏板边缘 1.50M 左右，上下两

排错开布置，用Φ6 的环箍抱紧散热管，环箍与板内支撑钢管焊牢，散热管应

避开剪力墙、柱位置，支撑钢筋与上下钢筋网片焊牢，散热管固定节点间距不

超过 5.0M。散热管一端伸出筏板顶 500M（进水端）另一端伸出筏板顶面不大

于 100MM（出水端）。 

在浇筑砼过程中将散热管两端用木栓栓紧，砼浇筑完后将栓拔出，在进入端连

续灌入清水，使水从管内流出水口泄出，已达到砼体内散热降热效果。 

      

 

 

 

 

 

 

 

 



 

散热管布置如下图： 

 
 

散热管平面布置示意图 

 

  

散热管布置断面示意图 

备注：用  6 环箍与支撑钢筋点焊牢固，可替代支撑横向系杆使之整体稳定。 



 

 

散热管进（出）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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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设置示意图 

 

 



 

五、质量保证措施 

5.1、组织保证措施 

本筏板大体积砼施工项目部将以项目经理和项目现场负责为牵头组织，

有技术负责、施工员、安全员、质检员和实验员组成的专项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小组对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负责全过程管理和监控，具体岗位职责和分工详

见本方案 3.2.7。 

5.2、严把原材料和半成品进场质量验收关，确保不适用任何不合格产品。 

5.2.1、对砼生产厂家所进购的水泥、砂石、掺合料、外加剂，跟踪抽样复试

确保其用于本工程的原材料质量标准完全符合本方案 3.3.2 要求。 

5.2.2、加强对每车进场的砼的质量验收环节，对塌落度和易性进行检查，当

有砼离析、假凝和  性差，塌落度过小或过大以及搅拌至到场时间超过时限

等质量隐患者必须清退现场，不得使用。 

5.2.3、加强对砼生产过程的质量检查，项目将委派各专职质检员进驻搅拌站，

负责抽查配合比计量和原材料外观检查，从源头上杜绝砼质量问题。 

5.2.4、加强试验和检测工作，试验员必须对每车砼进场对其出厂时间到场时

进行检验，对砼实务必须逐车检测其塌落度及和易性。并按规范规定及时随机

抽样制作强度试件，本筏板砼强度试件应留置，标准养护和同条件养护试块个

两组。 

5.2.5、加强成品保护和观测：砼浇筑完毕后安排两各专职人员负责覆盖淋水

养护，确保温度在 95%以上；建立健全大体积砼温度观测机制，在养护期间不

间断对砼温度和温差应变进行测试。发现异常及时制定处治方案并落实到位，

温度观测及办法详见本方案 4.2。 

5.2.6、认真落实技术交底工作，提高参与人员细节决定成败的质量意识，确



 

保严格按规范，严格操作规程，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

小环节。 

六、安全与环境保护措施 

6.1、砼泵送设备的主要安全措施 

6.2.1、泵车操作工必须是经培训合格的有证人员，严禁无证操作。 

6.2.2、泵车料斗内的砼保持一定的高度，防止吸入空气造成堵管或管中气锤

声和造成管尾甩伤人的现象。 

6.2.3、泵车安全阀必须完好，泵送时先试送，注意观察泵的液压表和各部位

工作正常后加大行程。在砼坍落度较小和开始起动时使用短行程。检修时必须

卸压后进行。 

6.2.4、当发生堵管现象时，立即将泵机反转把砼退回料斗，然后正转小行程

泵送，如仍然堵管，则必须经拆管排堵处理后开车，不得强行加压泵送，以防

发生炸管等事故。 

6.2.5、砼浇筑结束前用压力水压泵时，泵管口前面严禁站人。 

6.2、用电安全 

6.3.1、砼振捣人员必须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用电设备必须一机一闸，漏

电开关完好。 

6.3.2、夜间作业使用碘钨灯、振动器的外壳应有可靠的接地保护，流动照明

灯必须有绝缘支架。 

6.3.3、线路故障检修时必须拉闸停电，并挂好“禁止合闸”标牌。故障的检

修必须由电工进行，其它人员不得进行相关操作。 

6.3.4、振动器电缆不得在钢筋上拖来拖去，防止电缆破损漏电。电缆长度不

应超过 30 米。 



 

6.3、环保措施 

6.3.1、 本项目四周为紧邻主要市政道路，来往行人较多，区域位置重要文明

施工及环境保护必须提到事关沈阳市和单位形象的高度。 

6.3.2、噪音的控制：现场沿基坑四周用红白相间的φ48 钢管围挡，外侧满挂

密目网，浇筑砼过程中振捣棒不得振动模板、钢筋等，以降低浇筑基础底板砼

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6.3.3、砼泵、砼罐车噪声排放的控制：加强对混凝土泵、砼罐车操作人员的

培训及责任心教育，保证混凝土泵、砼罐车平稳运行、协调一致，禁止高速运

行。  

6.3.4、周边道路的清洁：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技术交底，随时清理市政道路

上车辆携带的泥土，并不定时的对地面进行清理和冲洗，将泥土冲洗到下水井

中，以保证市政交通道路的清洁，减少粉尘的污染。 

6.3.5、本工程砼内所掺的外加剂均不含有氯盐、氨等，避免对钢筋和大气的

不利影响。 

6.3.6、本单项工程开工前项目部将组织一次全员参加的专项安全技术交底，

具体交底内容如下： 

1、进入施工现场必须带好安全帽 

2、进入施工现场必须穿好防滑绝缘胶鞋，砼作业人员必须穿好绝缘雨靴。 

3、进入现场作业人员均应配带防水手套。 

4、作业人员不得在输送泵下停留。 

5、维护电工、钢筋维护工、模板维护人员在砼浇筑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现场。 

6.3.7、专职安全员、施工员应全过程在现场实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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