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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加气混凝土砌块具有自重轻、保温隔热性、隔音性优

良、可加工性好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结构的填充墙体。但由

于人们对加气混凝土砌块认识不足，对施工工艺不熟悉，质

量控制不严，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墙体开裂的质量问题，

对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美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制约了加

气混凝土砌块的推广应用。

1裂缝出现的部位及特征

1.1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体与梁柱、剪力墙交接处，该处

裂缝沿梁、柱、剪力墙边缘呈水平或垂直分布。

1.2跨度较大墙体的中部，常出现竖直裂缝或八字型裂

缝。

1.3墙体灰缝处，裂缝沿灰缝方向呈水平或竖向分布，

裂缝宽度逐渐减少，有的具有贯穿性。

1.4门窗洞及预留洞的四角处，该处由于应力集中常出

现斜裂缝。

1.5墙体开槽、穿墙套管处，处理不当易出现局部开裂。

1.6墙面抹灰层面层局部，裂缝一般只出现在粉刷层，

而砌块墙体没有开裂，呈不规则状。

2成因分析

2.1材料方面

干缩是加气混凝土砌块的重要特性。其干缩率为

0.3-0.45mm/m，含水率降低会产生较大的变形。早期失水较

快导致其变形发展也较快，一般出场放置 28d能完成 50%

的收缩，规范要求其出釜停放期不少于 28d，但由于市场供

不应求，加气混凝土块刚出炉就被抢运到工地使用，大部分

收缩变形还没有完成。

2.2设计方面

2.2.1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体是后砌的非承重围护墙体，

在墙体过长、过高时未采取加强构造措施。

2.2.2门窗洞口及预留洞口等应力集中区，未采取合理

的连接构造措施。

2.2.3墙体开槽、穿墙套管处线盒及插座四周，无细部

处理要求。

2.2.4门、窗洞四周墙体未作加固处理，门、窗安装后引

起墙体变形开裂。

2.2.5厨卫间等与水接触墙面未考虑防排水、泛水等措

施，加气混凝土块因吸湿性大引起开裂渗漏。

2.3施工方面

2.3.1砌筑前，加气混凝土砌块浇水湿度控制不好。浇

水湿润是为了使砌块与砌筑砂浆有较好的粘接，适量浇水

是为了保证砌筑砂浆的强度及砌体的整体性。加气混凝土

砌块出釜含水率约为 35%左右，以后逐渐干燥，施工时的

含水率宜控制在小于 15%。规范规定砌筑前两天浇水湿

润，砌筑时水浸入砌块面深 8-10mm使得砌块与砂浆有很

好的粘接性。实际施工中雨天露天堆放或过量浇水现象很

多，过量的水造成混凝土砌块吸水膨胀，抹灰后失水体积收

缩引起抹灰层开，浇水过少时混凝土砌块吸收砂浆中的水

分，致使抹灰层早期失水强度过低，产生干缩裂缝。

2.3.2加气混凝土砌块与其它块材混砌。因加气混凝土

砌块干缩较大，混砌容易造成砌体干缩裂缝的产生。

2.3.3 开槽线槽、线盒等时未用轻型电动切割机，随意

剔凿，产生的冲击荷载造成震动过大，扰动墙体开裂；有的

部位开槽较浅，抹灰厚度不足而沿槽开裂。

2.3.4 非标准砖块不用锯割而随意砍凿造成砌块缺棱

掉角，有的碎砖上墙，砌块排列不合理，砌筑时未错缝搭砌

或搭砌长度小于砌块长度的 1/3，造成砌体通缝而引起开

裂。

2.3.5砌筑至接近梁、板底时未留一定间隙而一次性砌

筑到顶，砌体干燥收缩造成砌体与梁、板底结合部位产生水

平缝。

2.3.6砌体与混凝土墙、柱拉结钢筋数量和长度不足，

造成砌体与混凝土墙、柱之间拉结不牢固而产生竖向裂缝。

2.3.7抹灰前基层处理不干净。起了隔离剂的作用，砂

浆在砌体表面形成一层“皮”，而引起抹灰层的空鼓、开裂。

2.3.8冬夏施工未采取专门措施。冬季施工昼夜温差

冻融使砂浆失去粘接力，夏季抹灰后因温度过高使砂浆失

水过快造成强度低、粘接力差而开裂。

2.3.9未采用配套的专用砂浆而用普通砂浆。普通砂

浆与加气混凝土砌体的物理力学性能如线膨胀、线收缩系

数、强度差异较大，抹灰干燥过程中因砂浆砌体收缩不一致

而引起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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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砌筑砂浆不饱满、和易性、保水性差，砂浆时间

过长失去塑性造成灰缝不均匀、不密实，应力作用下出现水

平灰缝和竖向灰缝的开裂。

2.3.11砌体与混凝土梁、柱、墙等不同材料结合部位未

采取可靠的防裂加强措施。结合部位因吸水和收缩性不一

致而在接缝处表面产生水平和竖向裂缝。

2.3.12粉刷层过厚而没分层抹灰，或分层抹灰无适当

间隔时间，极易产生空鼓、开裂。

2.3.13为赶工期，墙体砌筑和抹灰时间间隔过短。墙体

内水分未充分蒸发的情况下即进行面层抹灰施工，墙体会

产生干缩裂缝。

2.3.14养护不到位。砂浆水分散失过快使得水泥未充

分水化而影响墙面抹灰的强度和粘接力。

3防治措施

3.1材料

3.1.1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出釜停放期超过 28d，最好达

到 42d大部分收缩完成后再砌筑上墙。

3.1.2砌筑砂浆选用含泥量少的中粗砂。

3.2设计

3.2.1墙体增设构造柱和腰梁，间距不大于 3m，砌体无

约束的端部增设构造柱，门窗洞口采取钢筋混凝土边框加

强。

3.2.2顶层和底层外窗设置窗台梁高度不小于 100mm，

其它层的外窗在窗台标高处应设置通长的混凝土带；房屋

两端顶层第一、二开间外墙适当增加构造柱。

3.2.3 电线导管单管直径大于 30mm 或多管集中敷设

管外径累加直径大于 30mm 时将其置于现浇混凝土构件

中。

3.2.4在混凝土构件与加气混凝土墙体交接处、线管设

槽处，采用钢丝网抹灰或粘贴耐碱玻璃网格布抹聚合物砂

浆等加强措施，加强带与各基体的搭接宽度不小于

150mm。

3.3施工

3.3.1对砌块进行预排，合理错缝搭砌，上下皮错缝搭

砌长度不小于砖长的 1/3，不能满足要求时，在水平灰缝中

设置两根直径 6mm的钢筋或直径 4mm的钢丝网片加强，

加强长度不小于 500mm。非整砖用手锯切割，缺棱掉角的

砌块禁止上墙。

3.3.2加气混凝土砌块不与其它块材混砌。

3.3.3砌筑砂浆随拌随用，水泥砂浆在 3h内使用完毕，

当施工气温超过 30℃时，拌成后 2h内使用完毕。

3.3.4灰缝要饱满密实、灰缝均匀。灰缝饱满度均应大

于 80%，同时砌筑后对水平缝、竖向缝进行勾缝，勾缝深度

为 3.mm～5mm。

3.3.5开槽线槽、线盒等时先弹线定位再用轻型电动切

割机并辅以镂槽器，并应在砌筑砂浆强度达到 75%后进

行。开槽及洞口深度不应超过墙厚的 1/3，敷管后用扎丝分

段将管绑扎，在管槽两侧用钉子钉牢，管周围用砂浆填实，

宜比墙面微凹 2mm，再用粘接剂补平并沿槽长及洞口周边

外贴宽度不小于 300mm的玻纤网或钢丝网。

3.3.6砌体与混凝土墙、柱拉结钢筋规格、数量、间距和

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且拉结钢筋应与砌块模数相匹配，不

得折弯压入砖缝。

3.3.7砌筑至接近梁、板底时，留一定间隙，待填充墙砌

筑完 7d后，用微膨胀干硬性砂浆或微膨胀细石混凝土将其

嵌填密实。

3.3.8抹灰应在砌筑完成 30d后进行。并采用配套的专

用砂浆，砌筑砂浆和抹灰砂浆强度应与加气混凝土砌块的

强度等级相匹配，级差不宜过大。

3.3.9抹灰前基层表面的尘土、舌头灰、污垢、油渍等清

除干净，同时对缺棱掉角、灰缝不饱满等砌体缺陷进行填

补，将墙面洒水湿润。

3.3.10冬季抹灰施工应采取防冻措施，夏季抹灰避免

在暴晒下抹灰。

3.3.11抹灰前必须对基层界面进行处理，处理方法有

浇水刷素水泥浆、刷 108胶水泥浆和刮糙处理等，其中浇水

刷素水泥浆的工艺简单可靠。其操作方法是抹灰前一天在

墙面均匀浇水 2～3遍，浇水间隔时间不少于 15min，在抹

灰前再浇水 1～2遍，浇水后立即刷素水泥浆，在素水泥浆

干燥前抹灰。分三次抹灰，每次抹灰厚度控制在 7～10mm，

时间间隔为 24h，严禁抹灰一次成活。当抹灰厚度达到或超

过 30mm时，应在底层砂浆初凝后再抹下一层，并在抹灰前

对超厚部位架设钢丝网片，使内外层粘结牢固。

3.3.12抹完表层后，隔天洒水养护一次，养护时间为

7d，冬天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结束语

防治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体裂缝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

程，需生产、设计、施工等各方共同努力。坚持“材料是基础、

设计是前提、施工是关键”的原则，抓好环节质量，加强科学

管理，保证终端质量，才能最终避免和控制的加气混凝土砌

块墙体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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