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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面找平精度是影响室内装修质量和地面铺装效果的关键因素,尤其在大面积安置住房工程

中,需兼顾施工效率与成品质量控制。本研究依托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安置基地项目,针对木地板铺装前基

层平整度精度控制难点,开展石膏基自流坪材料在地面找平中的应用技术研究。结合基层加固塑性处理

方法,优化3-60mm厚度范围内的分层浇筑参数,构建全过程平整度监测与动态误差修正机制,提升施工

阶段面层找平精度。工程实测结果表明,该技术体系具备良好的工艺适应性与控制稳定性,可有效满足高

标准室内装修工程对地面找平质量的综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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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ecision Control Technology for Ground Leveling 
——Taking gypsum based self leveli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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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uracy of ground leveling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indoor decor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ground paving, especially in large-scale resettlement housing projects, which need to balanc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finished product quality control.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Sheshan Resettlement 

Base project i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y of controlling the accuracy of 

the base level flatness before laying wooden flooring, th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of gypsum based self 

leveling materials in ground leveling is carried out. Combining the plastic treatment method for grassroots 

reinforcement, optimizing the layered pouring parameters within the thickness range of 3-60mm, 

constructing a mechanism for monitoring the flatness and dynamic error correc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and improving the leveling accuracy of the surface layer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stage. The 

engineering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ology system has good process adaptability and control stability, 

and can effectively meet the comprehensive requirements of high standard indoor decoration projects for 

ground level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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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动迁安置类住宅项目对室内装修质量的均衡性与标准化程

度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在大面积铺设木地板的场景中,基层地面

找平精度直接影响成品安装效果与后期使用寿命,传统水泥砂

浆找平方式在收缩控制、施工周期和厚度适应性方面存在显著

局限,难以满足现代装修工程对施工效率与精度协同控制的需

求。石膏基自流坪材料具备良好的流动性、快硬性能与尺寸稳

定性,已逐步在高品质住宅装修中得到推广应用,佘山安置基

地项目作为松江区典型的大体量安置房建设任务,在装修阶

段引入石膏基自流坪找平技术,聚焦基层加固处理、分层浇筑

参数优化及全过程误差修正方法,系统研究地面找平精度控

制的可实施路径,构建适用于安置类住宅工程的高效地坪施

工技术体系。 

1 工程概况与地面找平精度控制难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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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佘山安置项目工程概况 

佘山安置项目位于上海市松江区青城山路与高家浜路交叉

口,属于本地动迁安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性质为住宅集

中安置用途,整体建设目标以高标准、大批量交付为导向。本工

程包含多栋高层住宅建筑,施工范围涵盖室内各户型住房装修

以及公共部位的统一装饰施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93,600平

方米,包含住宅单元22栋,每栋地上11-14层,地下1层,户型以

84m²至120m²为主,总户数为1580户,总合同造价为1800万元,装

修标准需满足经济适用房与部分定向安置需求的双重标准。本

项目由甲方组织实施内装修工程总承包,现阶段进入公共部位

与户内分区交叉作业施工阶段,施工界面交叉频繁,涉及专业包

括给排水、电气、强弱电、地坪、门窗、木作、涂饰及后期安

装等多个分包单位[1]。该工程采用石膏基自流坪作为地坪找平

材料,设计找平厚度范围为3mm至60mm,依据不同户型与标高偏

差布置不同层次的找平厚度控制线,施工区域划分与浇筑顺序

需综合考虑垂直运输效率、分户移交节点以及施工机械使用频

率,需在保证精度控制前提下兼顾工期与成本双控要求。下表1

为佘山安置项目主要参数与装修施工关键指标汇总： 

表1 佘山安置项目主要参数与装修施工关键指标 

项目名称 参数与说明

项目位置 上海市松江区青城山路高家浜路交叉口

建筑总面积 193,600 m²

单体数量 22栋高层住宅楼

总户数 1580 户

层数 地上11-14 层,地下 1 层

装修方式 集中式安置房统一精装修

地面找平方式 石膏基自流坪找平

设计找平厚度 3mm ~ 60mm

地坪施工工期 42天(含分区转运与调度)

成品保护范围 地坪、墙面底漆层、线盒及管井口

材料运输方式 人工辅助+井道机械吊运(非自由运输设备)

 

本工程采用半集中式材料调拨与人工点位分发机制,在非

自由运输设备条件下,垂直运输组织难度显著增加,石膏基自流

坪浆体材料需预拌进场,卸料时间与浇筑窗口紧密联动,施工期

间需依托楼层布料系统与移动浇筑设备协同作业,保证浇筑连

续性及防止结块干裂。 

1.2木地板基层地面找平精度控制难点分析 

在佘山安置项目中,所有户型采用木地板铺装,对基层找平

精度要求极高。木地板对基层平整度、含水率稳定性及高程误

差的容忍度远低于瓷砖、地毯。项目面临多维度难点：建筑主

体施工阶段标高控制误差大,局部楼面高差超15mm,远超木地板

基层2mm以内误差标准[2]；基底表面存在非平面过渡区域,传统

人工找平难以满足平整度要求,自流坪材料易出现技术问题。需

对基底进行加固与界面处理,使用高渗透加固剂闭合毛细孔结

构,避免分层收缩裂缝,并在关键区域预设止浆带或限位模板。木

地板施工要求地坪达到特定抗压强度及干燥状态,石膏基自流

坪需确保含水率低于1.8%。项目在地面找平阶段面临材料适配、

运输组织、界面控制与多专业交叉干扰等难题,需依托系统精度

控制与标准化施工工艺,形成全流程误差闭环管理模式,满足大

批量住宅交付的质量一致性与高标准要求。 

2 石膏基自流坪施工关键技术 

2.1基层加固塑性技术 

石膏基自流坪在应用过程中对基层表面结构稳定性与界面

吸附性能具备较高要求,弱基层或起砂、空鼓、开裂底层易引发

整体找平系统的粘结失效,为提升基层稳定性与界面强度,施工

前需采用钢丝网加固与水泥砂浆底层塑性修复相结合的工艺方

案,构建均质受力底面并提升石膏浆体成型稳定性[3]。项目实测

区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剪力墙接口错台、梁底跳台及结构预埋

构件产生的不规则沉降槽位,加固阶段根据底板形变情况布

置300×300钢丝网片,钢丝直径不小于1.0mm,并采用射钉或

膨胀螺丝间距600mm进行锚固,边缘缝隙以1:3水泥砂浆补齐

收口,保障面层结构整体刚度。为验证加固层承载力与界面抗

剪强度,选取3组样块进行界面粘结强度与压缩强度测试,结果

如下表2所示： 

表2 界面粘结强度与压缩强度测试 

编号 基层加固处理方式 28d抗压强度(MPa) 界面粘结强度(MPa)

A 未处理原始混凝土 12.4 0.48

B 水泥砂浆找平 17.1 0.81

C 钢丝网加固+水泥砂浆找平 19.3 1.24

 

2.2 3-60mm分层浇筑工艺参数优化设计 

石膏基自流坪材料具备优良的流动性及尺寸稳定性,允许

在多种厚度区间内进行找平作业,在本项目中应用厚度区间为

3mm至60mm,为确保不同厚度层级下施工稳定性与找平效果,设

计一组厚度区间梯度实验,控制变量包括水灰比、施工温度、基

层吸水率与浆体厚度,选取3组典型浇筑厚度进行现场对比试

验。工艺参数主要控制内容包括：水灰比控制在0.24~0.27之间；

掺加0.1%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以保证流动性；搅拌时间不少于

90秒；浇筑完成后3小时内进行覆膜养护,48小时内禁止人员

上人。以下表3为不同厚度自流坪试块在不同龄期下的性能测

试结果： 

2.3施工全过程平整度监测与动态误差修正 

石膏基自流坪在硬化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流动成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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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施工控制细节高度敏感。平整度控制贯穿施工全过程,需建

立覆盖基准线放样、浇筑动态监控、成型阶段静置监测与初凝

后修正调整的多级闭环控制体系[4]。在施工前通过激光水平仪

标定楼层控制标高线,每间房间设立3个基准点,标高误差控制

在±1mm以内,作为找平厚度基准,浇筑中利用2.5m靠尺与数字

水平尺交替测量,记录每10m²内三个典型点的表面误差,实时

比对理论厚度偏差,形成误差热力图作为浇筑区域质量反馈

依据。成型阶段进行静置沉降监测,以确认流动区域无流失或

下沉,通过高程测量仪在浆体表面设立12小时静置标点,形成

沉降曲线模型,便于判断是否存在二次流动死角,根据监测数

据结合木地板铺设单位对最终基层平整度的验收标准,设定修

正阈值为±1.5mm。下图1为施工中不同批次房间的监测数据对

比情况： 

表3 不同厚度自流坪试块在不同龄期下的性能测试 

厚度(mm) 7d抗压强度(MPa) 28d抗压强度(MPa) 收缩率(28d,%) 表面平整度偏差(mm)

3 13.5 18.2 0.012 ±1.2

25 15.3 21.7 0.015 ±1.0

60 16.1 22.9 0.017 ±1.3

 

 

图1 不同批次房间的监测数据对比 

3 工程应用与效果验证 

在佘山安置项目住宅装修工程中,石膏基自流坪找平系统

完成总施工面积达86,400平方米,覆盖全部九栋住宅楼中户内

地坪区域,施工过程中依据3-60mm厚度分区设置找平基准,联合

钢丝网加固、底层砂浆找平、石膏浆体精控浇筑、动态平整度

监测与沉降修正等技术措施,形成闭环式精度控制体系[5]。实际

施工周期控制在42天内,单户平均找平施工用时约3.2小时,单

位面积误差控制稳定在±1.2mm以内,最大局部偏差不超过±

1.5mm,全面满足《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中木地板

基层平整度技术指标要求。项目后期验收阶段进行专项平整度

复检与面层空鼓率评估,采用2m靠尺与数字水平尺进行抽检,抽

检户数占比约为总户数的12%,合格率达98.6%。复测数据显示,

石膏基自流坪层面在木地板施工后的实际表面起鼓率为0.7%,

无贯通裂缝及基层层间剥离现象,木地板铺装后整体铺设顺直

性与缝隙对缝精度满足A级装修标准要求。施工过程未出现因底

层失稳导致的返工或材料脱层问题,反映出石膏基自流坪系统

在多厚度区间内均具备优良的结构稳定性和施工适应性,项目

管理团队根据各批次现场浇筑监测记录形成施工工艺数据模型,

归纳出不同厚度对应最佳施工温湿度、基层处理模式与浇筑配

比参数,对未来同类安置房装修工程具备复制推广价值。石膏基

自流坪在本项目中的规模化应用充分验证其在高精度找平场景

下的技术可靠性,为大型住宅地坪精装体系提供可控、可调、可

量化的施工路径,有效支撑成品质量的一致性与交付标准的规

范化。 

4 结论 

地面找平精度控制在安置类住宅装修工程中具有基础性与

决定性作用,直接影响后续铺装质量与交付一致性标准。石膏基

自流坪材料在佘山安置项目中的工程化应用,围绕基层加固、分

层浇筑参数优化与全过程平整度动态修正构建了完整技术体

系,在不同厚度区段内展现出良好的流动性、稳定性与尺寸控

制能力。实测结果表明该体系具备高适应性与低误差控制能

力,可有效提升木地板施工界面质量,满足高标准交付需求,

为大规模住宅项目地面找平工程提供了可量化、可复制的工

艺支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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