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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工程中,后浇带施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施工质量决定了整个建筑工程的建设质量。由于后浇带在

施工技术方面的要求相对比较特殊,因此需要重点做好在施工过程中的技术控制工作。因此,本文详细分析了建筑工程中后浇

带的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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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主体结构一般包括剪力墙、框架结构以及混凝

土结构等。而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现浇混凝土有可能由于

自身应力变化而出现不均 沉降、温度变形以及体积收缩等

方面的问题。为了规避以上现象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一般需

要建设专门的施工缝,经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浇筑,进而连

接整个结构。后浇带技术的应用目的就在于,使主体结构形

成连续而完整的伸缩缝、无沉降结构,避免后续繁琐的多次

维修,有利于提升建筑物的防水性和抗震性,使针对建筑构

造所进行的处理工作得到大幅度的简化,节约施工成本。然

而,在实际的后浇带施工过程中也普遍存在一定的不足,比

如后浇带施工技术应用不合理、留位位置不合理等,在质量

控制上也相对宽松。若施工单位没有对后浇带进行合理的设

置,不仅不会发挥其原有的价值,同时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

比如引起建筑立面受到破坏、结构渗漏等方面的问题,影响

建筑物的正常使用。 

1 后浇带的实际作用 

后浇带的作用主要在于,能够对钢筋混凝土施工过程中

所出现的收缩问题起到良好的控制效果,对变形缝进行科学

有效的控制。后浇带的留置位置通常在裙房连高层的结构部

位。在完成后浇带施工结构的建立后,施工人员需要经过一

段时间还进行浇筑处理,进而建立一个完整的、具有连续性

的结构形态。后浇带施工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建筑物

的施工质量,由于后浇带位置具有模板支设难度大、两侧混

凝土分隔困难、钢筋密集以及断面大等方面的特点,因此需

要重点加强对于该位置的控制工作。后浇带的实际作用具体

包括以下两点。 

1.1 解决沉降差 

以往所使用的加强带技术已经逐渐被后浇带技术所取

代,沉降差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借助后浇带技术,能够

将基础、裙房结构和建筑主体连结成一个整体。然而,为了

进一步提升建筑物的整体性,需要暂时将后浇带断开,等完

成主体结构施工后,就能够大幅度减少沉降量,在此基础上

通过混凝土浇灌的方式将后浇带连接起来。在高低层连结为

一个整体的情况下,还需要分析由后期沉降差所造成的附加

内力问题,因此对于地基土也有着比较高的要求。一般情况

下,施工单位可以利用调标高差、调时间差以及调压力差等

手段进行调整。 

1.2 降低温度的收缩影响 

在新浇混凝土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硬结作用,一定程度

上会出现混凝土收缩的问题。即使是已经完成的建筑结构,

也很有可能出现受冷收缩、受热膨胀的问题,尤其是在施工

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出现硬结收缩的可能性更高,结构也

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温度的影响。整体结构内部在变形受到约

束的情况下会产生温度应力,可能会造成结构裂缝。通过设

置后浇带的方法,能够将收缩应力控制在 低水平, 终实

现结构抵抗温度变化能力的提升。 

2 后浇带的设置要点 

施工单位在设计后浇带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以放为

主,抗放兼备”的基本原则,在设置后浇缝的过程中,需要将

约束尽量作用在应力释放,再通过鼓胀混凝土进行填缝处理,

将残余的应力消除掉。采用这种处理方法,能够避免混凝土

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开裂的问题。 

在设计后浇带的过程中,施工单位要严格根据设计图预

留后浇带,由于相关技术参数是固定的,若在施工过程中随

意改动图纸,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 

施工单位应对后浇带的间距进行合理化的设计,充分考

虑到房屋建筑的基本特点。由于建筑物通常为矩形,一般要

预留 30~40cm 的后浇带间距。根据相关要求与规范,后浇带

应设置于剪力较小的区域,为后续的施工创造条件。 

3 后浇带施工技术要点 

后浇带是划分流水段与施工段的重要结点,是连接工程

项目建设开始与结束的关键环节。因此,合理利用相关技术

是提升整体工程项目建设质量的关键。 

3.1 后浇带模板施工 

后浇带模板应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在搭设满堂脚手架

之前完成模板施工。施工单位应事先绘制一个完整的配板图,

严格根据配板图完成模板的制作,其宽度通常在 2600mm 左

右,立杆横距 600mm、1200mm、600mm,采用与两侧满堂脚手

架相关的立杆纵距,在采用碗扣式脚手架的情况下,若立杆

纵距与满堂架模数不相符,则应当根据计算要求独立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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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拆除后浇带后,施工人员应沿外侧纵横向设置连续竖向剪

撑。在满堂架高于 8米的情况下,在拆除两侧模板后,要根

据施工图纸加固高支模后浇带支撑体系。为避免垃圾进入,

梁板后浇带应采用上封闭式支模,同时也可以作为马道。通

过梳子模板进行板侧面封堵,后浇带范围梁侧模不支设,为

方便凿毛,需要留出与后浇带同宽的施工缝。通过钢丝网封

堵后浇带两侧,网眼通常控制在 10mm 以内,将塑料薄膜设置

于网外并固定好；也可以利用梳子模板对后浇带两侧进行封

堵。 

3.2 后浇带的钢筋施工要点 

若梁钢筋直径大于16mm,则需要通过直螺纹来连接地下

室底板,后浇带处控制要求一次绑扎成型,不留接缝；若墙柱

筋在 16mm 以上,同样可以通过直螺纹来连接梁筋。对于其他

规格的钢筋,则可以通过搭接与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在必

须断开的情况下,主筋搭接长度应控制在主筋直径的 45 倍

以上,并且严格依照相关要求设置附加钢筋。 

3.3 后浇带的混凝土施工要点 

施工人员在实施浇注之前,首先需要依照相关规定专用

处理浇筑平面,清除其表现所附着的软质混凝土层、砂石、

杂物等,经过凿毛处理后及时清洗。在浇筑表面清洁的情况

下,立即开展混凝土界面处理及水泥净浆等作业, 后完成

浇筑。若在浇筑之前没有对两侧混凝土进行凿毛处理,则很

有可能会使混凝土粘结的强度受到影响,甚至出现裂缝、渗

水等方面的问题。 

在处理后浇带底板的过程中,需要在后浇带两侧额外设

置一个临时的固定砖墙,其高度应大于底板,防止出现混凝

土外溢问题,在墙壁两侧涂抹防水砂浆,其宽度通常在 5cm

左右,其高度通常在 10cm 左右。采用该做法能够防止底板周

围积水流入后浇带。在搅拌混凝土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水泥

浆大量流失,施工人员应严格控制模板和振捣器之间的距

离。以φ50 振捣器为例,模板与振捣器之间的距离不应超过

40cm；若采用φ70 振捣器,则模板与振捣器之间的距离不应

超过 50cm。 

4 成品保护 

(1)后浇带混凝土未浇筑前其顶部用木模板覆盖加以保

护,防止钢筋变形,垃圾进入。(2)后浇带部位严禁堆放重物,

严禁拆卸后浇带支撑体系内的任何构件。(3)后浇带两侧现

浇板浇水养护时注意不得积水,浇水时采用轻洒,尽量保持

后浇带内干燥。(4)筏板(防水板)后浇带放置期间,为防止杂

物、污水进入带内。 

5 施工质量控制 

施工材料对于工程项目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既决

定了工程项目建设的成本也决定了整体工程项目建设的质

量。因此,施工管理人员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对施工

材料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加强施工材料管理工作,首先要

从源头抓起,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面向市场筛选出合适的材

料供应商,尽量与材料供应商之间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一

旦发现施工材料存在任何程度的质量问题,都应在第一时间

联系材料供应商更换施工材料；其次,施工管理人员应尽量

采用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对施工材料进行合理化的分配,

利用计算机对施工材料的质量、种类、批次、保存要求、使

用方法进行详细的记录,以便对施工材料进行快速的检索与

审查。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后浇带应用在建筑工程中,一方面能够有效

地减少收缩应力,另一方面有效连接整个建筑结构。建筑工

程的超长后浇带施工有着特别的施工技术要点,要确保其良

好的施工质量,必须对整个工程的施工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进一步强化施工过程中的监督和检查工作,结合每个工程中

的要点和难点来展开施工方案的编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

置后浇带, 终达到保证工程质量良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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