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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施工管理丛书：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与创新》是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混凝
土工程施工技术与创新的总结成果。
全书以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混凝土工程为线索，系统地对混凝土工程的特点和难点、技术路线及措施、
具体实施等进行叙述，涵盖超大面积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清水混凝土施工、大面积地坪混凝土施工、
复杂劲性混凝土施工和特种混凝土等方面。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施工管理丛书：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与创新》对混凝土工程的设计及施工有很强
的实用价值和参考价值，适用于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高校师生及相关专业人员作为参考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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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超大面积大体积混凝土施工　　2.1.1工程分析超大面积大体积混凝土底板、楼板的裂缝主要由
结构变形约束（温度、收缩、约束）和外荷载共同作用引起，施工的关键是控制由于混凝土水化热引
起的温度应力、混凝土长期自收缩以及强约束下的混凝土收缩不同步导致的裂缝。
由于楼板通常厚度相对较薄，水化热影响较小，通常后两个因素占主导地位。
墙板混凝土结构区别于其他混凝土结构的特点为：墙板结构与底板浇筑时间一般存在较长间隔，因而
造成二者收缩变形不协调，底板对墙板结构产生强约束，进而产生裂缝。
传统超大面积大体积混凝土板主要采用预留后浇带或施工缝的方式，将混凝土板划分成若干小块，再
通过后浇带或施工缝将结构连成整体以解决混凝土收缩问题。
本工程涉及大量混凝土板式结构，其底板厚度从l～5m，楼板厚度从120～300mm不等，针对不同部位
的混凝土结构，施工过程需要考虑的因素也不同，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底板　　B2层底
板在整个范围内要求不设变形缝，整板长度近1.5km，高铁底板按T2环境下耐久性混凝土要求控制，
宽度为198m，如何针对混凝土板跨度大、耐久性要求高等特点，进行超大面积大体积混凝土裂缝控制
是本工程的最大难点之一。
在跨度近1.5km的范围内，不同的功能区域搭接面纵横交错，施工界面相当复杂，且项目工期要求紧
，部分为底板，部分为楼板，厚薄不均，施工节点不一致，如何从项目整体出发，合理安排各单体工
程混凝土的施工是本工程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若采用传统留置后浇带的方式，不便于施工车辆行驶，另外，用底板作为支撑传力体系时，需要在后
浇带处增设传力体系；若采用施工缝的方式，则因为跨度太大，各工程基坑处理方式和施工进度不一
致，相邻工程的制约因素众多，混凝土底板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段内施工。
　　2.楼板本工程　　除混凝土底板外，楼板也属于大面积板式结构。
楼板与底板在约束方式上不同，主要以梁柱约束为主。
在工期紧张的情况下，大量的钢结构吊装、劲性结构施工、二次装修等与土建之间存在施工流程搭接
关系，如何在压缩工期和混凝土楼板裂缝控制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是本项目的关键之一。
　　对于大面积混凝土楼板结构，若仅采用预留后浇带施工方式，会带来如下困难：　　（1）地下
室未连接成整体时，施工车辆不能在楼板层预留后浇带处行走，影响施工范围。
　　（2）含后浇带的整跨梁板范围内模板和脚手架不能拆除，不利于施工流水组织。
　　（3）后浇带留置处至少2个月内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严重影响工期。
　　（4）有些楼板需结合预应力考虑后浇带留设问题，无形增加了施工难度。
　　3.墙板　　高铁车站Bl层结构南北段外墙板长度各约336m，抗渗等级P8。
墙板混凝土与底板混凝土浇筑时间不一致是影响墙板结构开裂的关键因素。
采用预留后浇带浇筑方式时，在后浇带二次浇筑前，不得搭设该处楼板模板，将严重影响整个项目工
期。
如何在保证混凝土墙板抗渗、耐久性和工期的要求下，控制混凝土墙板裂缝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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