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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浇带施工技术是当前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对该项技术进行有

效的应用,能够使工程的整体性得到很大的提升,而且能够

将工程当中由于温度或沉降等因素造成了问题有效解决,

因此, 针对该项技术的功能以及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

是很有必要的。

1建筑施工过程中后浇带的主要功能

在主要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工程当中, 后浇带属

于较为常见的施工技术之一。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内部和外

部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会在结构当中产生应力,进而引

发裂缝问题,除此之外,如果结构当中的沉降缺乏均匀性,也

会形成裂缝问题。而结构当中出现裂缝,说明其整体性受到

了破坏,自身的强度和稳定性被降低,会对建筑工程的安全

性造成巨大的影响,而这也是后浇带技术的作用所在。使用

后浇带技术对建筑工程进行施工, 需要根据工程的结构设

计和建设要求,在建筑的墙体、横梁以及底板部分进行施工

缝的预留,结合建筑物自然胀缩理论,在结构胀缩或沉降变

化结束以后, 在施工缝部分使用混凝土材料进行填充处理,

使建筑结构的整体性得到提升。该项技术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 能够对建筑工程当中的裂缝问题进行有效的控制,降

低模板使用度；第二,相比于传统形式的施工技术,应用后浇

带技术进行施工,能够有效提升结构的强度；第三,在后浇带

技术当中并不一定要使用特定的材料进行施工, 可以结合

工程的实际情况,对材料进行调节,其应用具有广泛性特点。

1.1后浇带能够对温度收缩影响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混凝土不断硬化的过程中, 收缩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在已经完成的建筑结构当中也是如此, 受到温度因素的影

响,会出现热胀冷缩的现象。混凝土结构在完成施工建设以

后,完成硬化收缩一般需要 1-2个月时间,在此过程中,温度

变化会对结构产生经常性的影响, 如果温度影响较为严重,

很可能在结构当中形成裂缝, 而后浇带技术可以对此类问

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将后浇带留出以后,能够使混凝土收缩

过程中的免受外力影响,防止收缩应力的形成,使结构对温

度变化的抵抗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1]。

1.2能够将不均匀沉降问题解决

在一些高层建筑当中, 其主体结构与裙房结构会采用

整体的形式进行基础设计,但在实际施工中,需要通过施工

缝的设置将主体结构与裙房暂时分开, 在主体结构完成施

工,且沉降稳定之后,再使用后浇带技术将两者连接在一起,

在对该项技术进行使用时,需要保证建筑地基的质量,并保

证在施工规定期限以内完成沉降,具体设计时,还要对两个

阶段当中的基础受力状态进行考虑, 并做好强度校核工作,

在两者连成一个整体以后, 还要明确沉降问题造成的附加

内力。同时,还可以对以下措施加以应用实施调整：第一,对

压力差进行调整, 由于主楼结构一般具有较大的荷载量,需

要对附加力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需要使用整体基础对土

压力进行控制。在裙房部分,由于荷载量较小,可以对十字交

叉梁形式的基础进行应用,通过加大土压力,尽可能的降低

高层与低层之间的沉降差；第二,对标高差进行调整,需要对

沉降量进行计算,适当调低裙房标高,并加大主楼标高,这样

能够达到预留沉降差的目的, 最终能够使两者标高保持一

致；第三,对时间差进行调整,可以先完成主楼施工,在完成

施工以后沉降问题也会基本完成, 然后再进行裙房施工,使

后期两者的沉降能够处于相近的状态[2]。

2建筑施工中的后浇带施工技术

2.1材料选择

后浇带技术在材料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 在具体施工

过程中,应该对无收缩混凝土加以应用,利用膨胀水泥或在

水泥当中加入膨胀外加剂,以此为基础对混凝土进行配置。

在结构当中,后浇带部分的强度要比连接结构更高,施工以

前,可以将适量的早强减水剂加入到混凝土当中,并做好振

捣工作,确保施工材料的强度能够到达使用要求[3]。

2.2准备预设模板

在建筑工程当中, 如果主楼和裙楼之间设置的连接宽

度较大,且地下室大量部分存在过度的支撑荷载,容易使钢

支撑构建出现损坏问题,因此,一定要保证所选材料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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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建筑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在施工质量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在施工效率方面也较为重视,但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包括不均匀沉降或者建筑自身结构问题等,导致工程当中出现严重的裂缝

问题,这种问题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还会在工程当中埋下一定的安全隐患,对建筑施工的效益产生了

不利影响,因此,在对建筑工程进行施工的过程中,要求对相关措施加以应用,使其中的裂缝问题得以解决,而后浇带施工技术

正是解决材料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因此,本文围绕建筑施工当中的后浇带施工技术进行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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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和稳定性,在对后浇带进行浇筑施工以前,需要对裂缝

实施清理,将其中的灰尘或积水清理干净,并保证后浇带断

面结构处于湿润装状态, 通常在图纸当中会对模板预设进

行标注,具体施工中,应该根据图纸内容,进行钢丝网模板的

预设, 同时要对其中的钢丝直径以及网格均匀性加以控制,

为后续施工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4]。

2.3对后浇带的位置和宽度进行合理的设置

在进行后浇带施工的过程中, 需要对后浇带设置的位

置和宽度保持高度的重视, 后浇带的位置应尽可能的设置

在受力较小的部分, 严禁在剪力或弯矩过大的部分进行设

置,这会对建筑的稳定性造成不利的影响；在施工中,应保证

建筑结构具有较高的整体性, 虽然需要将结构划分成多个

部分,但要对这些部分的关联性加以保证,特别是在基础和

楼板部分,如果钢筋具有受力作用,不允许对其进行切割,这

不仅是为了确保建筑的整体性, 也是为了保证建筑的安全

性,如果不得不对受力钢筋进行切割,需要在后浇带浇筑期

间,重新对其进行焊接,以免楼板两端由于受力过大造成下

垂变形[5]。

2.4后浇带垂直施工缝处理

对于建筑工程施工而言, 后浇带垂直施工缝会对施工

的整体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 如果不能对该部分的施工质

量进行有效的控制,会影响到后浇带的作用发挥,如果在施

工过程中对木模进行应用, 在施工缝部分需要使用高压水

枪进行清洗,确保施工缝处于无毛状态,同时还要将混凝土

表层部分的负浆冲洗掉,能够提升钢丝网的冲洗质量,施工

缝要反复进行冲洗,确保混凝土能够紧密连接,使连接质量

得到保证[6]。

在后浇带施工技术当中, 接缝处理是最为关键的环节,

也是整个施工操作中的难点,其技术要点为：第一,在对墙板

进行施工处理时,需要对墙板的厚度进行综合的考虑,如果

墙板厚度小于 300mm,可以对直缝进行预留,如果墙板厚度

大于 300mm,可以将预留断面形式设置为阶梯缝,若厚度在

600mm以上,需要设置凹形截面；第二,在主体结构当中,是

否对钢筋进行截断处理, 需要根据后浇带的形式来确定,在

沉降完成以后应该使用钢筋进行连接, 结构伸缩完成以后,

需要借助梁板结构钢筋实现隔断处理,使梁筋保持贯通；第

三,需要严格按照施工图纸的要求进行施工,对施工质量加

强控制,要根据施工规范的要求进行振捣操作,防止混凝土

有气泡问题出现,尤其地下室底板部分的振捣操作,应将其

作为施工的重点,同时还要做好相应的防水施工,避免出现

漏水问题；第四,在完成后浇带施工的预留以后,需要将相关

保护措施做好,采用围栏或覆盖等方法,避免外部因素对后

浇带造成损坏[7]。

3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工程当中,后浇带施工技术具有不容

忽视的作用,对该项技术进行有效的应用,能够将建筑工程

当中的不均匀沉降因素以及温度因素造成了裂缝问题有效

解决,有利于建筑施工质量以及结构安全性的提升,因此,施

工单位一定要对该项技术保持高度的重视, 对其进行深入

的研究,增强自身的技术应用水平,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将该

项技术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使建筑施工中的各项质量

指标得到有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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