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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一种使用阶段消除上部预应力的预制混凝土梁,分析其在制作、施工和使用阶段的变形和受力特点,得到既能解决施工阶段

梁的开裂问题,又能减小使用阶段梁的挠度和提高受弯承载力的方法和措施。本文结论可为设计同类构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先张法；预应力；反拱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承载力高,抗弯刚度大,抗裂能力强,在工程中被

广泛采用。常规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由于梁底部预应力的存在,预制构件一

般会向上反拱,严重时梁上表面会产生开裂,其在施工阶段尤为明显。为了

避免梁上部开裂,往往在梁上部也设置少量预应力钢筋。这时,虽然开裂问

题解决了,但是,梁的受压区高度大了,梁的后期承载力就小了。在使用阶

段,梁上叠合层及装修面层完成后,特别是后期使用活荷载上去后,梁的弯

矩增大,此时,梁需要很大的受弯承载能力,而梁的上部预应力筋会起反作

用,使梁的承载力降低,挠度增加,梁的下表面也容易开裂。所以,上部施加

预应力是把双刃剑,如何解决上部带预应力钢筋梁在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

的矛盾,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1 一般先张法预应力预制混凝的受力特点 

一般的先张法预应力预制混凝土梁的受力过程分为图1所示的4个阶

段。放张前,预制混凝土梁的跨中挠度为f1,f1=0,挠度向下为正值,截面下

翼缘边缘应力为σ下1,截面上翼缘边缘应力为σ上1,受压为正值；放张后,

预制混凝土梁的挠度为f2,f2＜f1,截面应力为σ下2＞σ下1,σ上2＜σ上1；装修

面层完成后,预制混凝土梁的挠度为f3,f2＜f3＜f1,截面应力为σ下3和σ上3,

σ下2＞σ下3＞σ下1,σ上2＜σ上3＜σ上1；使用阶段承受活荷载后,预制混凝土

梁的挠度为f5,f5＞0,f2＜f3＜f1＜f5,截面应力为σ下5和σ上5,σ下2＞σ下3＞

σ下1＞σ下5,σ上2＜σ上3＜σ上1＜σ上5。 

 

图  1 

2 使用阶段消除上部预应力后的受力状态 

由《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5版)第6.2.10条可知,

混凝土梁的受弯承载力与梁的截面受压区高度成正比,如图2。为了确保梁

的延性,规范第6.2.7条又规定了截面相对受压区高度的限值,如图3。也就

是说,在受压区高度限值范围内,受压区高度越大,梁的受弯承载力也就却

高。要增加梁后期受弯承载力,必须增加后期的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增加值,

即受压区高度增加值xb-x3,也即增大截面上翼缘边缘应力σ上5-σ上3。

为此要消除上部预压应力。实际施工中,可在面层完成后切断上部预应力

钢筋,此时,预制混凝土梁的挠度为f4,f2＜f4＜f3＜f1,截面应力为σ下4

和σ上4,σ下2＞σ下4＞σ下3＞σ下1,σ上2＜σ上4＜σ上3＜σ上1。

使用阶段承受活荷载后,预制混凝土梁的挠度为f5,f5＞0,f2＜f4＜f3＜

f1＜f5,截面应力为σ下5和σ上5,σ下2＞σ下4＞σ下3＞σ下1＞σ下5,

σ上2＜σ下4＜σ上3＜σ上1＜σ上5。这样就实现了受压区高度xb-x3

的增加,即加大了受弯承载力,同时挠度也减小了。如图2中阶段4。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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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建设的发展过程中,高品质的工程项目属于重要的组成部分,合理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也是保证安全施工的关键因素。但就当

前建筑行业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管理机制落后、各个施工单位沟通不足等现象,都会影响建筑工程质量。本文从建筑工程管理的重要性展开分

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完善管理制度、加强材料管理、加强现场管理等几个方面的措施,希望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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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的建筑行业飞速发展,主要就是由于我国提升了对建筑

的扶持力度。但是在长时间的发展今年初中,我国的建筑规模与技术也得

到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但不可否认的是建筑工程管理还存在许多的不足之

处。因此,要想保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就需要将保质保量的生产建设作为

核心,创新管理方式,利用有效的创新措施,落实多级监督机制,避免出现

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问题发生,不断提升建筑工程管理效率,促进建筑行业

的稳定长远发展。 

1 建筑工程管理的重要性 

1.1促进我国建筑市场的稳定发展 

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建筑工程管理的重要价值就是对我国的建筑

市场进行调控。也就是说,各个建筑企业都需要依托于实际情况,加强质量

管理,对建筑市场上的建筑产品进行现代化与标准化管理,进而促进建筑

市场的稳定进步与发展。基于现代化管理理念背景下,质量管理不仅仅是

建筑工程管理的唯一内容。施工技术管理、环保管理以及成本控制都属于

重要的元素。这也意味着建筑企业能够从人文效益、建筑生态效益以及社

会效益等多方面入手,逐步优化建筑施工工作,促进我国建筑市场的转型

发展,为建筑企业开拓更广阔的发展渠道。 

1.2保障现代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 

就传统的建筑企业运营模式进行分析,要想衡量建筑工程管理的工作

质量,就需要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作为标准。但是在现代化的建筑工程

管理过程中,人们对建筑工程的评价标准也不仅仅局限于建筑质量,而是

将重心放在建筑成本、建筑效益与实用功能等多个方面。基于此,现代化

的建筑工程管理工作内容不断拓宽。再加上先进信息化技术的引进,能够

实行对整个施工作业的监督与控制。在对建筑工程管理全寿命周期进行管

控的基础上,开展阶段性的数据分析工作,以便于建筑企业对重大的经营

决策进行调整。 

1.3保证建筑施工过程有序完成 

在传统的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发生因人为操作失误导致的

质量问题与风险问题。因此,合理的利用建筑工程管理措施,开展全局

性的统筹规划工作,不仅能够规范化各个建筑单位的入厂顺序,还能促

进后续建筑施工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完善监督控制机制,以

避免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出现不必要的风险问题。在创新施工现场管理

机制的过程中,解决建筑噪音与材料污染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尽可能减

少因外界因素对建筑工程施工带来的影响,进而使得建筑施工工程效

率不断提升。 

2 建筑工程管理有效方法 

2.1完善管理制度,落实多级监督机制 

从完善建筑工程管理制度方面进行分析,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是

促进各项管理工作有序进行的核心。第一,强化制度建设的工作,将我

国的相关政策作为重要的依托,尽快的构建符合企业发展的规定,进而

保证后续建设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二,对现有的建筑工程管理规定

进行整合,摒除无效的管理规章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将规章制度细化

到各个施工环节中,对施工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三,搭建完善的多

级监督机制,保证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能明确自身的基本工作职责,

利用多级监督与自我监督的方式,不断提升施工队伍的综合素养。施

工、监理、设计人员都需要将自身的职能发挥出来,并成立施工管理小

组。施工单位要安排项目经理,对安全施工进行管理,并且为工程的建

设提供必要的资质,逐步打造出安全的工作环境。第四,施工单位需要

安排管理员,对投入的人力与物力进行管控与监督,以保证工程的施工

质量。设计单位需要安排专门的监管人员,对施工单位的施工流程进行

监督。 

2.2加强材料管理,健全材料审验机制 

对于建筑工程管理开始,都会涉及到各类市场材料,相关的工作人员

应当从加强成本管控与质量管理等几个方面入手,具体阐述如下： 

①树立明确的材料审验机制,对不符合行业质量标准的材料进行控制,

杜绝其进入到施工现场中。在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施工 

3 消除上部预应力的具体措施 

在绑扎上部预应力筋时,可每隔3m预留PVC管,该PVC管底部封底上端

开口,垂直向上,底部开水平向洞穿在预应力钢筋上,用扎丝固定,浇筑混

凝土,该PVC管形成对外的空腔。预制梁安装好后,其上浇筑叠合层及铺设

装修面层,火焰切断预应力钢筋,留空处用灌浆料封堵,从而消除混凝土梁

上部预压应力。 

4 结束语 

上部预应力钢筋是把双刃剑,在施工阶段,充分利用上部预压应力作

用,避免梁上部开裂,而在使用阶段切断上部钢筋,可以消除上部预应力筋

对构件的不利影响,减小构件挠度和增大构件受弯承载力。本文做了有益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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