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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2018 第 77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496 - 2018, 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2.2 、

5. 3. 1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国家标准《大体积混

凝土施工规范》 GB 50496 - 2009 同时废止。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d. gov. 

en)公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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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5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14] 189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l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3 基本

规定； 4 原材料、配合比、制备及运输； 5 施工； 6 温度监测与

控制。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l 规定了大体积混凝土施

工过程中“四节一环保＂的要求； 2 提出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

中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的要求； 3 对大体积混凝土的设计强

度等级、所用的水泥水化热指标和配合比设计参数进行了适当

调整； 4 提出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现场取样的特殊规定； 5 提出

了根据工程需要，可开展应力－应变测试的要求； 6 提出了可通

过试验直接得出混凝土绝热温升值的规定； 7 对绝热温升计算

公式中 m 值的取值方法给出了计算公式； 8 删除了掺合料对混

凝土抗拉强度影响系数（入）； 9 重新给出了掺合料对混凝土收

缩的影响系数 M10 、 Mu; 10 给出了各种保温材料的导热系

数值。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3 号，邮编： 1000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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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o. 1 为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中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保证

工程质量，做到技术先进、工艺合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制

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混凝土结构中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不适用

千辗压混凝土和水工大体积混凝土等工程施工。

1. 0. 3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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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2. 1. 1 大体积混凝土 mass concrete 

混凝土结构物实体最小尺寸不小于 lm 的大体量混凝土，或

预计会因混凝土中胶凝材料水化引起的温度变化和收缩而导致有

害裂缝产生的混凝土。

2.1.2 胶凝材料 cementitious material 

配制混凝土的硅酸盐水泥与活性矿物掺合料的总称。

2.1.3 跳仓施工法 alternative bay construction method 

将超长的混凝土块体分为若干小块体间隔施工，经过短期的

应力释放，再将若干小块体连成整体，依靠混凝土抗拉强度抵抗

下段温度收缩应力的施工方法。

2. 1. 4 永久变形缝 permanent deformation seam 

将建（构）筑物垂直分割开永久留置的预留缝，包括伸缩缝

和沉降缝。

2. 1. 5 竖向施工缝 vertical construction seam 

混凝土不能连续浇筑时，浇筑停顿时间有可能超过混凝土的

初凝时间，在适当位置留置的垂直方向的预留缝。

2. 1. 6 水平施工缝 horizontal construction seam 

混凝土不能连续浇筑时，浇筑停顿时间有可能超过混凝土的

初凝时间，在适当位置留置的水平方向的预留缝。

2. 1. 7 温度应力 thermal stress 

混凝土温度变形受到约束时，在混凝土内部产生的应力。

2. 1. 8 收缩应力 shrinkag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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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收缩变形受到约束时，在混凝土内部产生的应力。

2. 1. 9 温升峰值 peak value of rising temperature 

混凝土浇筑体内部的最高温升值。

2. 1. 10 里表温差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f core and surface 

混凝土浇筑体内最高温度与外表面内 50mm 处的温度之差。

2. 1. 11 断面加权平均温度 thickness weighted mean tempera

ture 

根据测试点位各温度测点代表区段长度占厚度权值，对各测

点温度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值。

2. 1. 12 降温速率 descending speed of temperature 

散热条件下，混凝土浇筑体内部温度达到温升峰值后， 24h

内断面加权平均温度下降值。

2. 1. 13 入模温度 temperature of mixture placing to mold 

混凝土拌合物浇筑入模时的温度。

2. 1. 14 有害裂缝 harm£ul crack 

影响结构安全或使用功能的裂缝。

2. 1. 15 绝热温升 adiabatic temperature rise 

混凝土浇筑体处千绝热状态条件下，其内部某一时刻温

升值。

2. 1. 16 胶浆量 binder paste content 

混凝土中胶凝材料浆体量占混凝土总量之比。

2. 1. 17 温度场 temperature field 

混凝土温度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

2.2 符

2. 2. 1 温度及材料性能

a 混凝土热扩散率；

C 混凝土比热容；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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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外约束介质（地基或老混凝土）的水平变形

刚度；

E。 混凝土弹性模量；

E(t) 混凝土龄期为 t 时的弹性模量；

Ei Ct) 第 i 计算区段，龄期为 t 时，混凝土的弹性

模量；

八 (t) 混凝土龄期为 t 时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Kb, K1, K2 混凝土浇筑体表面保温层传热系数修正值；

m 与水泥品种、浇筑温度等有关的系数；

Q——胶凝材料水化热总量；

Q。 水泥水化热总扯；

Q 龄期 t 时的累积水化热；

R、 保温层总热阻；

t 混凝土的龄期；

T、 混凝土浇筑体表面温度；

兀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浇筑体内的表层温度；

Tbm (t) 、 Tdm (t) 混凝土浇筑体中部达到最高温度时，其块体

上、下表层的温度；

Tmax 混凝土浇筑体内的最高温度；

Tmax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浇筑体内的最高温度；

兀 混凝土达到最高温度时的大气平均温度；

T(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的绝热温升；

兀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收缩当雇温度；

兀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浇筑体预计的稳定温度

或最终稳定温度；

~T心）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浇筑块体的里表温差；

A兀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浇筑块体在降温过程中

的综合降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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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max (t) 混凝土浇筑后可能出现的最大里表温差；

~Tl i (t) 龄期为 t 时，在第 i 计算区段混凝土浇筑块

体里表温差的增量；

凶几 (t) 龄期为 t 时，在第 i 计算区段内，混凝土浇

筑块体综合降温差的增量；

/311 固体在空气中的放热系数；

/3、 保温材料总放热系数；

入。 混凝土的导热系数；

入 第 i 层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

2. 2. 2 数量几何参数

H 混凝土浇筑体的厚度，该厚度为浇筑体实际

厚度与保温层换算混凝土虚拟厚度之和；

h 混凝土的实际厚度；

h' 混凝土的虚拟厚度；

L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往返距离；

N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台数；

Ql 每台混凝土泵的实际平均输出量；

Qmax 每台混凝土泵的最大输出最；

S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平均行车速度；

兀 每台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总计停歇时间；

V 每台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的容最；

W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最；

a1 配管条件系数；

8 混凝土表面的保温层厚度；

oi 第 i 层保温材料厚度。．

2. 2. 3 计算参数及其他

H(t, r) 在龄期为 T 时产生的约束应力延续至 t 时的

松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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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防裂安全系数；

k 不同掺量掺合料水化热调整系数；

丸、如 粉煤灰、矿渣粉掺量对应的水化热调整系数；

M1 、M2 ……Mu 混凝土收缩变形不同条件影响修正系数；

Ri (t) 龄期为 t 时，在第 i 计算区段，外约束的约

束系数；

n 常数，随水泥品种、比表面积等因素不同

而异；

户 水力半径的倒数；

a 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

旮——混凝土中掺合料对弹性模量的修正系数；

队、伈 混凝土中粉煤灰、矿渣粉掺量对应的弹性模

量修正系数；

「——混凝土的质量密度；

€~ 在标准试验状态下混凝土最终收缩的相对变

形值；

€y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收缩引起的相对变形值；

ax(t) 龄期为 t 时，因综合降温差，在外约束条件

下产生的拉应力；

叭t) 龄期为 t 时，因混凝土浇筑块体里表温差产

生自约束拉应力的累计值；

厂作业效率；

(Jzmax 最大自约束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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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o. 1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技术方案，

并应有环境保护和安全施工的技术措施。

3. o. 2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体积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宜为 C25~C50, 并可采

用混凝土 60d 或 90d 的强度作为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混凝土强度

评定及工程验收的依据；

2 大体积混凝土的结构配筋除应满足结构承载力和构造要

求外，还应结合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方法配置控制温度和收缩的

构造钢筋；

3 大体积混凝土置千岩石类地基上时，宜在混凝土垫层上

设置滑动层；

4 设计中应采取减少大体积混凝土外部约束的技术措施；

5 设计中应根据工程情况提出温度场和应变的相关测试

要求。

3.0.3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前，应对混凝土浇筑体的温度、温度

应力及收缩应力进行试算，并确定混凝土浇筑体的温升峰值，里

表温差及降温速率的控制指标，制定相应的温控技术措施。

3.0.4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温控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浇筑体在入模温度基础上的温升值不宜大

于 50°C;

2 混凝土浇筑体里表温差（不含混凝土收缩当量温度）不

宜大于 25°C;

3 混凝土浇筑体降温速率不宜大千 2. 0°C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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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拆除保温覆盖时混凝土浇筑体表面与大气温差不应大

千 20°c 。

3. 0. 5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前，应做好施工准备，并应与当地气

象台、站联系，掌握近期气象情况。在冬期施工时，尚应符合有

关混凝土冬期施工规定。

3. o. 6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应采取节能、节材、节水、节地和环

境保护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GB/T 50905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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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材料、配合比、制备及运输

4.1 一般规定

4. 1. 1 大体积混凝土配合比设计除应满足强度等级、耐久性、

抗渗性、体积稳定性等设计要求外，尚应满足大体积混凝土施工

工艺要求，并应合理使用材料、降低混凝土绝热温升值。

4. 1. 2 大体积混凝土制备及运输，除应满足混凝土设计强度等

级要求，还应根据预拌混凝土供应运输距离、运输设备、供应能

力、材料批次、环境温度等调整预拌混凝土的有关参数。

4.2 原材料

4. 2. 1 水泥选择及其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 的

有关规定，当采用其他品种时，其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2 应选用水化热低的通用硅酸盐水泥， 3d 水化热不宜大于

250kJ /kg, 7 d 水化热不宜大于 280kJ/kg; 当选用 52.5 强度等级

水泥时， 7d 水化热宜小千 300k]/kg;

3 水泥在搅拌站的入机温度不宜高千 60°C 。

4. 2. 2 用千大体积混凝土的水泥进场时应检查水泥品种、代号、

强度等级、包装或散装编号、出厂日期等，并应对水泥的强度、

安定性、凝结时间、水化热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 的相关规定。

4. 2. 3 骨料选择，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

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52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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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细骨料宜采用中砂，细度模数宜大于 2. 3, 含泥量不应

大于 3%;

2 粗骨料粒径宜为 5. 0mm ,,....__, 31. 5 mm, 并应连续级配，含

泥量不应大于 1%;

3 应选用非碱活性的粗骨料；

4 当采用非泵送施工时，粗骨料的粒径可适当增大。

4. 2. 4 粉煤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1596 和《用于水泥、砂

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18046 的有关规定。

4. 2. 5 外加剂质量及应用技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外加剂》 GB 8076 和《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 50119 

的有关规定。

4.2.6 外加剂的选择除应满足本标准第 4.2.5 条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加剂的品种、掺量应根据材料试验确定；

2 宜提供外加剂对硬化混凝土收缩等性能的影响系数；

3 耐久性要求较高或寒冷地区的大体积混凝土，宜采用引

气剂或引气减水剂。

4. 2. 7 混凝土拌合用水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

标准》 JG] 63 的有关规定。

4.3 配合比设计

4. 3. 1 大体积混凝土配合比设计，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

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55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当采用混凝土 60d 或 90d 强度验收指标时，应将其作为

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依据；

2 混凝土拌合物的射落度不宜大于 1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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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拌合水用量不宜大于 170kg/m勹

4 粉煤灰掺量不宜大于胶凝材料用量的 50%, 矿渣粉掺量

不宜大千胶凝材料用量的 40%; 粉煤灰和矿渣粉掺量总和不宜

大千胶凝材料用量的 50%;

5 水胶比不宜大于 0.45;

6 砂率宜为 38%,-......;45% 。

4.3.2 混凝土制备前，宜进行绝热温升、泌水率、可泵性等对

大体积混凝土裂缝控制有影响的技术参数的试验，必要时配合比

设计应通过试泵送验证。

4.3.3 在确定混凝土配合比时，应根据混凝土绝热温升、温控

施工方案的要求，提出混凝土制备时的粗细骨料和拌合用水及入

模温度控制的技术措施。

4.4 制备及运输

4. 4. 1 混凝土制备与运输能力应满足混凝土浇筑工艺要求，预

拌混凝土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 GB/T 14902 

的有关规定，并应满足施工工艺对坰落度损失、入模册落度、入

模温度等的技术要求。

4.4.2 对同时供应同一工程分项的预拌混凝土，胶凝材料和外

加剂、配合比应一致，制备工艺和质量控制水平应基本相同。

4.4.3 混凝土拌合物运输应采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运输车应

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具有防晒、防雨和保温措施。

4.4.4 搅拌运输车数量应满足混凝土浇筑工艺要求，计算方法

可按本标准附录 A 确定。

4. 4. 5 搅拌运输车运送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

GB/T 14902 的有关规定。

4.4.6 运输过程补充外加剂进行调整时，搅拌运输车应快速搅

拌，搅拌时间不应小千 120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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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运输和浇筑过程中，不应通过向拌合物中加水方式调整

其性能。

4. 4. 8 运输过程中当坰落度损失或离析严重，经采取措施无法

恢复混凝土拌合物工作性能时，不得浇筑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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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温度应力和收缩应力计算结果；

2 施工阶段主要抗裂构造措施和温控指标的确定；

3 原材料优选、配合比设计、制备与运输计划；

4 主要施工设备和现场总平面布置；

5 温控监测设备和测试布置图；

6 浇筑顺序和施工进度计划；

7 保温和保湿养护方法；

8 应急预案和应急保障措施；

9 特殊部位和特殊气候条件下的施工措施。

5. 1. 2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温度应力和收缩应力，可按本标准

附录 B 确定。

5. 1. 3 保温覆盖层的厚度，可根据温控指标的要求按本标准附

录 C 确定。

5. 1. 4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宜采用整体分层或推移式连续浇筑

施工。

5. 1. 5 当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设置水平施工缝时，位置及间歇时

间应根据设计规定、温度裂缝控制规定、混凝土供应能力、钢筋

工程施工、预埋管件安装等因素确定。

5. 1. 6 超长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结构有害裂缝控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当采用跳仓法时，跳仓的最大分块单向尺寸不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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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 跳仓间隔施工的时间不宜小千 7d, 跳仓接缝处应按施工

缝的要求设置和处理；

2 当采用变形缝或后浇带时，变形缝或后浇带设置和施工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1. 7 混凝土入模温度宜控制在 5°C ,....__, 30°C 。

5.2 技术准备

5. 2. 1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前应进行图纸会审，并应提出施工阶

段的综合抗裂措施，制定关键部位的施工作业指导书。

5.2.2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应在混凝土的模板和支架、钢筋工程、

预埋管件等工作完成并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5.2.3 施工现场设施应按施工总平面布置图的要求按时完成，

场区内道路应坚实平坦。必要时，应制定场外交通临时疏导

方案。

5.2.4 施工现场供水、供电应满足混凝土连续施工需要。当有

断电可能时，应采取双回路供电或自备电源等措施。

5. 2. 5 大体积混凝土供应能力应满足混凝土连续施工需要，不

宜低于单位时间所需星的 1.2 倍。

5.2.6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设备，在浇筑混凝土前应进行检修和

试运转，其性能和数量应满足大体积混凝土连续浇筑需要。

5. 2. 7 混凝土测温监控设备的标定调试应正常，保温材料应齐

备，并应派专人负责测温作业管理。

5.2.8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前，应进行专业培训，并应逐级进行

技术交底，同时应建立岗位责任制和交接班制度。

5.3 模板工程

5. 3. 1 大体积混凝土模板和支架应进行承载力、刚度和整体稳

固性验算，并应根据大体积混凝土采用的养护方法进行保温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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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5.3.2 模板和支架系统安装、使用和拆除过程中，必须采取安

全稳定措施。

5.3.3 对后浇带或跳仓法留置的竖向施工缝，宜采用钢板网、

铁丝网或快易收口网等材料支挡；后浇带竖向支架系统宜与其他

部位分开。

5. 3. 4 大体积混凝土拆模时间应满足混凝土的强度要求，当模

板作为保温养护措施的一部分时，其拆模时间应根据温控要求

确定。

5. 3. 5 大体积混凝土宜适当延迟拆模时间。拆模后，应采取预

防寒流袭击、突然降温和剧烈干燥等措施。

5.4 混凝土浇筑

5. 4. 1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浇筑层厚度应根据所用振捣器作用深度及混凝土

的和易性确定，整体连续浇筑时宜为 300mm,,......__,500mm, 振捣时

应避免过振和漏振。

2 整体分层连续浇筑或推移式连续浇筑，应缩短间歇时间，

并应在前层混凝土初凝之前将次层混凝土浇筑完毕。层间间歇时

间不应大于混凝土初凝时间。混凝土初凝时间应通过试验确定。

当层间间歇时间超过混凝土初凝时间时，层面应按施工缝处理。

3 混凝土的浇灌应连续、有序，宜减少施工缝。

4 混凝土宜采用泵送方式和二次振捣工艺。

5. 4. 2 当采取分层间歇浇筑混凝土时，水平施工缝的处理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在已硬化的混凝土表面，应清除表面的浮浆、松动的石

子及软弱混凝土层；

2 在上层混凝土浇筑前，应采用清水冲洗混凝土表面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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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并应充分润湿，但不得有积水；

3 新浇筑混凝土应振捣密实，并应与先期浇筑的混凝土紧

密结合。

5. 4. 3 大体积混凝土底板与侧墙相连接的施工缝，当有防水要

求时，宜采取钢板止水带等处理措施。

5. 4. 4 在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受力钢筋、

定位筋、预埋件等移位和变形，并应及时清除混凝土表面泌水。

5. 4. 5 应及时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面进行多次抹压处理。

5.5 混凝土养护

5. 5. 1 大体积混凝土应采取保温保湿养护。在每次混凝土浇筑

完毕后，除应按普通混凝土进行常规养护外，保温养护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应专人负责保温养护工作，并应进行测试记录；

2 保湿养护持续时间不宜少千 14d, 应经常检查塑料薄膜

或养护剂涂层的完整情况，并应保持混凝土表面湿润；

3 保温覆盖层拆除应分层逐步进行，当混凝土表面温度与

环境最大温差小于 20°c 时，可全部拆除。

5. 5. 2 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在初凝前宜立即进行覆盖或喷雾养

护工作。

5. 5. 3 混凝土保温材料可采用塑料薄膜、土工布、麻袋、阻燃

保温被等，必要时，可搭设挡风保温棚或遮阳降温棚。在保温养

护中，应现场监测混凝土浇筑体的里表温差和降温速率，当实测

结果不满足温控指标要求时，应及时调整保温养护措施。

5.5.4 高层建筑转换层的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应加强养护，侧

模和底模的保温构造应在支模设计时综合确定。

5. 5. 5 大体积混凝土拆模后，地下结构应及时回填土；地上结

构不宜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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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特殊气候条件下的施工

5. 6. 1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遇高温、冬期、大风或雨雪天气时，

必须采用混凝土浇筑质量保证措施。

5. 6. 2 当高温天气浇筑混凝土时，宜采用遮盖、洒水、拌冰屑

等降低混凝土原材料温度的措施。混凝土浇筑后，应及时保湿保

温养护；条件许可时，混凝土浇筑应避开高温时段。

5. 6. 3 当冬期浇筑混凝土时，宜采用热水拌合、加热骨料等提

高混凝土原材料温度的措施。混凝土浇筑后，应及时进行保温保

湿养护。

5. 6. 4 当大风天气浇筑混凝土时，在作业面应采取挡风措施，

并应增加混凝土表面的抹压次数，应及时覆盖塑料薄膜和保温

材料。

5. 6. 5 雨雪天不宜露天浇筑混凝土，需施工时，应采取混凝土

质量保证措施。浇筑过程中突遇大雨或大雪天气时，应及时在结

构合理部位留置施工缝，并应中止混凝土浇筑；对已浇筑还未硬

化的混凝土应立即覆盖，严禁雨水直接冲刷新浇筑的混凝土。

5.7 现场取样

5. 7. 1 当一次连续浇筑不大千 1000而同配合比的大体积混凝土

时，混凝土强度试件现场取样不应少于 10 组。

5. 7. 2 当一次连续浇筑 1000m3 ,,__, 5000而同配合比的大体积混

凝土时，超出 1000而的混凝土，每增加 500而取样不应少于一

组，增加不足 500而时取样一组。

5. 7. 3 当一次连续浇筑大于 5000而同配合比的大体积混凝土

时，超出 5000而的混凝土，每增加 1000而取样不应少千一组，

增加不足 1000而时取样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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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温度监测与控制

6. 0. 1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里表温差、降温速率及环境温度的

测试，在混凝土浇筑后，每昼夜不应少于 4 次；入模温度测量，

每台班不应少于 2 次。

6.0.2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内监测点布置，应反映混凝土浇筑

体内最高温升、里表温差、降温速率及环境温度，可采用下列布

置方式：

1 测试区可选混凝土浇筑体平面对称轴线的半条轴线，测

试区内监测点应按平面分层布置；

2 测试区内，监测点的位置与数量可根据混凝土浇筑体内

温度场的分布情况及温控的规定确定；

3 在每条测试轴线上，监测点位不宜少于 4 处，应根据结

构的平面尺寸布置；

4 沿混凝土浇筑体厚度方向，应至少布置表层、底层和中

心温度测点，测点间距不宜大千 500mm;

5 保温养护效果及环境温度监测点数量应根据具体需要

确定；

6 混凝土浇筑体表层温度，宜为混凝土浇筑体表面以内

50mm 处的温度；

7 混凝土浇筑体底层温度，宜为混凝土浇筑体底面以上

50mm 处的温度。

6. o. 3 应变测试宜根据工程需要进行。

6. 0. 4 测试元件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5°C环境下，测温误差不应大于 o.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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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温度测试范围应为-30°C-120°C;

3 应变测试元件测试分辨率不应大千 5µE;

4 应变测试范围应满足—l000µE-1000µE 要求；

5 测试元件绝缘电阻应大千 SOOMO, 。

6.0.5 温度测试元件的安装及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试元件安装前，应在水下 lm 处经过浸泡 24h 不损坏；

2 测试元件固定应牢固，并应与结构钢筋及固定架金属体

隔离；

3 测试元件引出线宜集中布置，沿走线方向予以标识并加

以保护；

4 测试元件周围应采取保护措施，下料和振捣时不得直接

冲击和触及温度测试元件及其引出线。

6. 0. 6 测试过程中宜描绘各点温度变化曲线和断面温度分布

曲线。

6.0.7 发现监测结果异常时应及时报警，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6. o. 8 温控措施可根据下列原则或方法，结合监测数据实时

调控：

1 控制混凝土出机温度，调控入模温度在合适区间；

2 升温阶段可适当散热，降低温升峰值，当升温速率减缓

时，应及时增加保温措施，避免表面温度快速下降；

3 在降温阶段，根据温度监测结果调整保温层厚度，但应

避免表面温度快速下降；

4 在采用保温棚措施的工程中，当降温速率过慢时，可通

过局部掀开保温棚调整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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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混凝土泵输出量和搅拌

运输车数量的计算

A. 0.1 混凝土泵的实际平均输出量，可根据混凝土泵的最大输

出量、配管情况和作业效率确定，应按下式计算：

Q1 === Qmax• a1• 1J (A. 0. 1) 

式中： Q 每台混凝土泵的实际平均输出量 (m3 /h); 

Qmax 每台混凝土泵的最大输出量 (m3 /h); 

a1 配管条件系数，可取 0. 8,,....._0. 9; 

厂作业效率，根据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向混凝土泵供

料的间断时间、拆装混凝土输出管和布料停歇等

情况，可取 o. 5,,....._o. 7 。

A. 0. 2 当混凝土泵连续作业时，每台混凝土泵配备的混凝土搅

拌运输车台数，可按下式计算：

N=~ 付+ T,) (A. o. 2) 

式中： N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台数（台）；

Q1 每台混凝土泵的实际平均输出量 (m3 /h); 

V 每台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的容扯 (m3);

S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平均行车速度 (km/h);

L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往返距离 (km);

兀 每台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总计停歇时间 Ch) 。

20 



附录 B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施工阶段

温度应力与收缩应力的计算

B.1 混凝土绝热温升

B.1.1 水泥水化热可按下式计算：

Qo == 4 

式中： Q 在龄期 3d 时的累积水化热 (kJ/kg);

Q 在龄期 7d 时的累积水化热 (kJ /kg); 

Q。 水泥水化热总量 (kJ./kg) 。

(B. 1. 1) 

B.1.2 胶凝材料水化热总量应在水泥、掺合料、外加剂用量确

定后，根据实际配合比通过试验得出。当无试验数据时，可按下

式计算：

Q== kQ。 CB. 1. 2) 

式中：， Q---胶凝材料水化热总量 (kJ /kg); 

k 不同掺量掺合料水化热调整系数。

B.1.3 当采用粉煤灰与矿渣粉双掺时，不同掺量掺合料水化热

调整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k ==k1 +k2 —l CB. 1. 3) 

式中： k1 粉煤灰掺量对应的水化热调整系数，取值见

表 B. 1. 3; 

杞 矿渣粉掺量对应的水化热调整系数，取值见

表 B.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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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3 不同掺量掺合料水化热调整系数

掺扯 。 10% 20% 30% 40% 50% 

粉煤灰（如） 1 0. 96 0.95 0. 93 0.82 0. 75 

矿渣粉（如） 1 1 0.93 0. 92 0.84 0. 79 

注：表中掺量为掺合料占总胶凝材料用散的百分比。

B.1.4 混凝土绝热温升值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水工混凝土试验

规程》 DL/T 5150 中的相关规定通过试验得出。当无试验数据

时，混凝土绝热温升值可按下式计算：

T(t) == WQ — (1 —e—IITI) 
Cp 

CB. 1. 4) 

式中： T(t) 混凝土龄期为 t 时的绝热温升 (oc);

W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 Ckg/m飞

C 混凝土的比热容，可取 o. 92~1. oo [ kJ / 
(kg· °C)]; 

p 混凝土的质量密度，可取 2400~2500 C kg/ 

而）；

t 混凝土龄期 Cd);

m 与水泥品种、用量和入模温度等有关的单方胶

凝材料对应系数。

B.1.5 单方胶凝材料对应的系数 m 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m == km 。 CB. 1. 5-1) 

m。 =AW+ B CB. 1. 5-2) 

W=邓 CB. 1. 5-3) 

式中： m。 等效硅酸盐水泥对应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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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等效硅酸盐水泥用量 (kg);

A 、 B 与混凝土施工入模温度相关的系数，按表 B. 1. 5-1 

取内插值；当入模温度低于 l0°C 或高千 30°C 时，

按 l0°C或 30°C选取；

We 单方其他硅酸盐水泥用量 (kg);

入 修正系数。



表 B. 1. 5-1 不同入模温度对 m 的影响值

入模温度 CC) 10 20 30 

A 0.0023 0.0024 0.0026 

B 0.045 0.5159 0. 9871 

当使用不同品种水泥时，可按表 B. 1. 5-2 的系数换算成等效

硅酸盐水泥的用量。

表 B. 1. 5-2 不同硅酸盐水泥的修正系数

名称
硅酸盐 普通硅酸 矿渣硅酸盐 火山灰质硅 粉煤灰硅 复合硅

水泥 盐水泥 水泥 酸盐水泥 酸盐水泥 酸盐水泥

代号 P. I P. II p. () P•S•A P•S•B P•P P•F P•C 

入 1 0.98 0.88 0.65 0.40 0. 70 0. 70 0.65 

B. 2 混凝土收缩值的当量温度

B.2.1 混凝土收缩值宜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

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中的相关要求，通过试

验得出。当无试验数据时，混凝土收缩的相对变形值可按下式

计算：

€y(t) ==€ 以 1 — e—o. Olt) • M1 • M2 • M3 …Mu CB. 2. 1) 

式中： €y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收缩引起的相对变

形值；

忒 在标准试验状态下混凝土最终收缩的相对

变形值，取 4. OX 10飞

M1 、辽、…Mu 混凝土收缩变形不同条件影响修正系数，

可按表 B.2. 1 采用。

B.2.2 混凝土收缩相对变形值的当量温度可按下式计算：

兀 (t) ==€y(t)/a CB. 2. 2) 

式中：兀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收缩值当量温度；

a 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取 1. ox 1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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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表 B. 2.1 混凝土收缩值不同条件影响修正系数

水泥 胶浆 养护
环境 粉煤 矿渣

水泥品种 M1 细度 1\12 
水胶

M3 量 M1 时间 Ms 
相对

M6 M1 
EsFs 

Ms 
减水

M_9 
灰掺

M10 
粉掺

r 
EcFc 

M11 
比 湿度 剂 散 量

(m2 /kg) (%) Cd) 
(%) (%) (%) 

矿渣水泥 1. 25 300 1. 00 0.3 0.85 20 1. 00 1 1. 11 25 1. 25 。 0.54 0.00 1. 00 尤 1. 00 。 1. 00 。 1. 00 

低热水泥 1. 10 400 1. 13 0.4 1. 00 25 1. 20 2 1. 11 30 1. 18 0. 1 0. 76 0.05 0.85 有 1. 30 20 0.90 20 1. 03 

普通水泥 1. 00 500 1. 35 0.5 1. 21 30 1. 45 3 1. 09 40 1. 10 0.2 1. 00 0. 10 0. 76 30 0.86 30 1. 07 

火山灰
0.68 1. 00 600 1. 68 0.6 1. 42 35 1. 75 4 1. 07 50 1. 00 0.3 1. 03 0. 15 40 0.82 40 1. 12 

水泥

抗硫酸盐
0. 78 40 2. 10 5 1. 04 60 0.88 0.4 1. 20 0.20 0.61 50 0.80 50 1. 18 

水泥

45 2.55 7 1. 00 70 0. 77 0. 5 1. 31 0.25 0.55 

50 3.03 10 0.96 80 0. 70 0.6 1. 40 

14,....__, 
0. 93 90 0.54 0. 7 1. 43 

180 

注： l r 为水力半径的倒数，构件截面周长 (L) 与截面积 (F) 之比，户 =L/F (cm-1); 

2 EsFs/EcFc为广义配筋率， Es 、 E为钢筋、混凝土的弹性模掀 (N/mm2), F、、 Fe为钢筋、混凝土的截面积 (mm2);

3 粉煤灰（矿渣粉）掺量指粉煤灰（矿渣粉）掺合料重阰占胶凝材料总重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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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B. 3.1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可按下式计算：

E(t) == f3E。 (1 — e了） CB. 3. 1) 

式中： E(t) 混凝土龄期为 t 时，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N/

mm2); 

E。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可取标准养护条件下 28d

的弹性模量，按表 B.3. 1 取用；

俨—－系数，取 0.09;

厂掺合料修正系数。

表 B.3.1 混凝土在标准养护条件下龄期为 28d 时的弹性模量

混凝土强度等级 混凝土弹性模量 (N/mm勹

C25 2. 80X 104 

C30 3. oox 104 

C35 3. 15 X 104 

C40 3.25Xl04 

C50 3. 45 X 104 

B.3.2 掺合料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3= 伈• [32 (B. 3. 2) 

式中：伈 粉煤灰掺量对应系数，可按表 B.3.2 取值；

/32 矿渣粉掺量对应系数，可按表 B.3.2 取值。

表 B.3.2 不同掺量掺合料修正系数

掺桩 。 20% 30% 40% 50% 

粉煤灰 (/31) 1 0.99 0.98 0.96 0.95 

矿渣粉 ([32) 1 1. 02 1. 03 1. 04 1. 05 

B. 4 温升估算

B.4.1 浇筑体内部温度场和应力场计算可采用有限单元法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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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差分法。

B.4.2 采用一维差分法，可将混凝土沿厚度分许多有限段凶－

Cm), 时间分许多有限段 ~tCh) 。相邻三层的编号为 n-1 、 n 、

n+l, 在第 K 时间里，三层的温度 Tn-1,k 、 Tn,k 及 Tn+l.k, 经过

凶时间后，中间层的温度 Tn,k+l , 可按差分式求得下式：

T,,, 叶I = T, 广l.k t T叶l,k• 2a~ —Tn,k (2a 心— 1)+ b.Tn,k 

CB. 4. 2) 

式中： a 混凝土热扩散率，取 o. 003 5m2 /h; 

心T,,.k 第 n 层内部热源在 K 时段释放热量所产生的温升。

a 岂的取值不宜大千 0. 5 。

B.4.3 混凝土内部热源在 l1 和 l2 时刻之间释放热量所产生的温

升，可按下式计算。在混凝土与相应位置接触面上释放热量所产

生的温升可取凶T/2 。

~T == TmaxCe-mt1 —e-mt2) (B. 4. 3) 

B. 5 温差计算

B.5.1 混凝土浇筑体的里表温差可按下式计算：

L'.l T 1 (l) === Tm (l) - Tb (t) (B. 5. 1) 

式中：凶九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浇筑体的里表温差 (OC);

兀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浇筑体内的最高温度，可

通过温度场计算或实测求得 (OC);

兀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浇筑体内的表层温度，可

通过温度场计算或实测求得 (OC) 。

B.5.2 混凝土浇筑体的综合降温差可按下式计算：

1 
江(t) ==飞 [4兀 (t) +Tbm(t) +Tdm(t)J+ 兀 (t) —兀 (t)

(B. 5. 2) 

式中： 凶卫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浇筑体在降温过程中

的综合降温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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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浇筑体内的最高温度，

可通过温度场计算或实测求得 (OC);

Tbm (t) 、 Tdm (t) 龄期为 t 时，其块体上、下表层的温

度 (OC);

兀 (t) 龄期为 t 时，混凝土收缩当量温度 (OC);

兀 (t) 混凝土浇筑体预计的稳定温度或最终稳定

温度，可取计算龄期 t 时的日平均温度或

当地年平均温度 (OC) 。

B. 6 温度应力计算

B.6.1 自约束拉应力的计算可按下式计算：

吵 =t• 言江(t)• E; (t)• H归） (B. 6. 1) 

式中： {Jz (t) 龄期为 t 时，因混凝土浇筑体里表温差产生自约

束拉应力的累计值 (MPa);

A兀 (t) 龄期为 t 时，在第 i 计算区段混凝土浇筑体里表

温差的增量 (OC) 。

Ei (t) 第 i 计算区段，龄期为 t 时，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MPa); 

a 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

Hi(t,r) 龄期为 r 时，在第 i 计算区段产生的约束应力，

延续至 t 时的松弛系数，可按表 B.6. 1 取值。

表 B. 6.1 混凝土的松弛系数

r=2d r=5d r=lOd r=20d 

t H(t,r) t H(t,r) t H(t,r) t H(t,r) 

2 1 5 1 10 1 20 1 

2.25 0.426 5.25 0.510 10. 25 0.551 20.25 0. 592 

2.5 0.342 5. 5 0.443 10.5 0.499 20. 5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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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6. 1 

r=2d r=Sd r=lOd r=20d 

t H(t,r) t H(t,r) t H(t,r) t H(t,r) 

2. 75 0.304 5. 75 0.410 10. 75 0.476 20. 75 0.534 

3 0.278 6 0. 383 11 0.457 21 0. 521 

4 0.225 7 0.296 12 0.392 22 0.473 

5 0. 199 8 0. 262 14 0.306 25 0.367 

10 0. 187 10 0.228 18 0. 251 30 0.301 

20 0. 186 20 0.215 20 0.238 40 0.253 

30 0. 186 30 0.208 30 0.214 50 0.252 

00 0. 186 0() 0. 200 00 0. 210 00 0. 251 

注：：为龄期， H(t,r) 为在龄期为 T 时产生的约束应力，延续至 t 时的松弛系数。

B.6.2 混凝土浇筑体里表温差的增量可按下式计算：

心兀 (t) ===~Tl (t) -~Tl (t —j) (B. 6. 2) 

式中： j 为第 i 计算区段步长 (d) 。

B.6.3 在施工准备阶段，最大自约束应力可按下式计算：

CJzmax ===旦• E(t)• ~Tlmax• H(区） CB. 6. 3) 
2 

式中： CJzmax 最大自约束应力 (MPa);

~Tlmax 混凝土浇筑后可能出现的最大里表温差 (OC);

E(t) 与最大里表温差凶f1max 相对应龄期 t 时，混凝土

的弹性模量 (MPa);

H(t,r) 在龄期为 T 时产生的约束应力，延续至 t 时 (d)

的松弛系数。

B.6.4 外约束拉应力可按下式计算：

f1x(t) =卢µi言江(t)• E;(t)• H妇） •R(t)
(B. 6. 4-1) 

LiT2;(t) = LiT2(t —j) —Li T 2 (t) (B. 6. 4-2) 

Ri(t) === l — 1 

cash(二· ½) 
CB. 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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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x(t) 龄期为 t 时，因综合降温差，在外约束条件下产

生的拉应力 CMPa);

A兀 (t) 龄期为 t 时，在第 i 计算区段内，混凝土浇筑体

综合降温差的增扯 (OC) 。

µ 混凝土的泊松比，取 0. 15; 

R;(t) 龄期为 t 时，在第 i 计算区段，外约束的约束系数。

L 混凝土浇筑体的长度 (mm);

H 混凝土浇筑体的厚度，该厚度为块体实际厚度

与保温层换算混凝土虚拟厚度之和 (mm);

C 外约束介质的水平变形刚度 (N/mm3), 可按表

B. 6. 4 取值。

表 B.6.4 不同外约束介质的水平变形刚度取值 (10—2N/mm勹

外约束介质 软黏土 砂质黏土 硬黏土
风化岩、低强度等级 ClO 级以上

素混凝土 配筋混凝土

Cx 1~3 3~6 6,.._, 10 60,......., 100 100,..__, 150 

B. 7 控制温度裂缝的条件

B.7.1 混凝土抗拉强度可按下式计算：

八(t) ===八 (1 — e—rt) CB. 7. 1) 

式中：儿 (t) 混凝土龄期为 t 时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MPa);

符号

ftk 

八 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MPa), 可按表 B. 7. 1 

取值；

y 系数，应根据所用混凝土试验确定，当无试验

数据时，可取 0.3 。

表 B.7.1 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MPa)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C35 C40 C50 

1. 78 2.01 2.20 2.39 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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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2 混凝土防裂性能可按下式进行判断：

f5z~ftk(t)/K 

尔 ~ftk(t)/K

式中： K 防裂安全系数，取 1.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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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

表面保温层厚度的计算

C. 0.1 混凝土浇筑体表面保温层厚度可按下式计算：

8 == 0. 5尬 (Ts —兀）
入。 (Tmax —兀）

• Kb CC. 0. 1) 

式中： 8 混凝土表面的保温层厚度 (m);

入。 混凝土的导热系数 [W/(m• K)], 可按表

C. O. 1-1 取值；

入 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 [W/(m• K)], 可按表

C. 0. 1-1 取值；

T、 混凝土浇筑体表面温度 (oc);

兀 混凝土达到最高温度时（浇筑后 3d~5d) 的大气

平均温度 (oc);

Tmax 混凝土浇筑体内的最高温度 (oc);

h 混凝土结构的实际厚度 (m);

T、—兀 可取 15°C~20°C;

T max—兀 可取 20°C~25°C;

凡 传热系数修正值，取 1. 3~2. 3, 见表 C. O. 1-2 。

表 C. 0. 1-1 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儿 [W/(m• K)] 

材料名称 导热系数 材料名称 导热系数

木模板 0.23 干砂 0. 33 

钢模板 58 湿砂 1. 31 

黏土砖 0.43 六工卢飞 0.03 

黏土 1. 33,...._,1. 47 矿棉被 0. 05,,.._,0. 14 

炉渣 0.47 胶合板 0. 1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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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O. 1-1 

材料名称 导热系数 材料名称

水 0. 58 塑料布

油毡 0.05 麻袋片

土主布 0. 04,-...,.;0. 06 泡沫朔料制品

普通混凝土 1. 51,-....;2. 33 沥青矿棉毡

石棉被 0. 16,...._,0. 37 挤塑聚苯板 (XPS)

表 C. 0. 1-2 传热系数修正值

保温层种类

由易透风材料组成，但在混凝土面层上再铺一层不透风材料

在易透风保温材料上铺一层不易透风材料

在易透风保温材料上下各铺一层不易透风材料

由不易透风的材料组成（如：油布、帆布、棉麻毡、胶合板）

注： 1 Kb1 值为风速不大于 4m/s 时；

2 Kb2值为风速大于 4m/s 时。

导热系数

0.20 

0. 05,,...._,0. 12 

o. 035 ,,___,o. o4 7 

o. 033,,...__,o. os2 

0. 028,...,_,0. 034 

Kb1 Kb2 

2.0 2.3 

1. 6 1. 9 

1. 3 1.5 

1. 3 1. 5 

c. o. 2 多种保温材料组成的保温层总热阻，可按下式计算：

R,=~Qj_三 (C.0.2)
i=l 入 i 伈

式中： R、 保温层总热阻 (m2• K/W); 

oi 第 i 层保温材料厚度 (m);

入 第 i 层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 [W/(m•K)];

伈 固体在空气中的传热系数 [W/(m2• K)], 可按表

C. 0. 2 取值。

表 c. 0. 2 固体在空气中的传热系数

风速 比 风速 凡

(m/s) 光滑表面 粗糙表面 (m/s) 光滑表面 粗糙表面

。 18.4422 21. 0350 1.0 35. 7134 38.5989 

0. 5 28. 6460 31. 3224 2.0 49.3464 52.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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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0. 2 

风速 伈 风速 伈

(m/s) 光滑表面 粗糙表面 (m/s) 光滑表面 粗糙表面

3.0 63.0212 67.4959 7.0 115. 9223 124. 7461 

4.0 76.6124 82. 1325 8.0 128.4261 138.2954 

5.0 90.0360 96. 6019 9.0 140.5955 151. 5521 

6.0 103. 1257 110.8622 10.0 152. 5139 164. 9341 

C. 0. 3 混凝土表面向保温介质传热的总传热系数（不考虑保温

层的热容量），可按下式计算：

/3s 
1 

Rs 
(C. 0. 3) 

式中： /3s 总传热系数 [W/(m2• K)]; 

凡 保温层总热阻 (m2• K/W) 。

C. 0. 4 保温层相当于混凝土的虚拟厚度，可按下式计算：

h'= 心
/3s 

式中： h' 混凝土的虚拟厚度 (m);

/3、 总传热系数 [W/(m2• K)] 。

CC.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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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千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相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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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 GB 50496 - 2018, 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8 年 4 月 25 日以 2018 第 77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 GB 50496 - 2009 的

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参编单位是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中冶赛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

中冶天工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二十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中冶京唐

建设有限公司、中石化洛阳石化工程公司、北京东方建宇混凝土

技术研究院、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五公司、上

海电力建设工程公司、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二四建

设公司、马钢嘉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员是仲晓

林、林松涛、彭宣常、孙跃生、张琨、王铁梦、牟宏远、束廉

阶、路来军、王建、毛杰、徐兆桐、张晓平、陈定洪、吕军、刘

小刚、张际斌、崔东清、刘耀齐、刘喧、张兴斌、郑昆白、谷政

学、陈李华、赵群、钟翔、仲朝明、陈宏哲、伍崇明、樊兴林、

李高阳、陈飞飞。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近年来在大体积混凝土工程建设中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美

国混凝土协会标准 ACI207 和日本建筑协会标准 JASS 5 的相关

规定，通过高性能聚狻酸减水剂及矿物掺合料（掺量 50%) 对

混凝土力学性能的影响、不同减水剂对水泥水化热的影响、矿物

掺合料对混凝土收缩和自生体积变形影响、矿物掺合料对不同强

度等级混凝土力学性能影响等试验，取得了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千广大施工、监理、设计、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

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大体积混凝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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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

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本条文

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

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39 



目次

1 总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3 基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2 
4 原材料、配合比、制备及运输……………………………… 44

4 1 一般规定 ......................................................... 44 

4. 2 原材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4. 3 配合比设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5 施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7 

5. 1 一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7 
5.2 技术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 

5.3 模板I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9 

5.4 混凝土浇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5.5 混凝土养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 
5.6 特殊气候条件下的施工 ••••••••• …........................... … 52 

5. 7 现场取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2 

6 温度监测与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40 



“”7 
贝总J 

1 

1. 0. 1 本标准所给出的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要求，是为了保证工

程的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并为大体积混凝土的材料、施工工

艺、裂缝控制提供技术指导，使工程质量满足设计文件和相关标

准的要求。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还应贯彻节材、节水、节能、节地

和保护环境等技术经济政策。本标准主要依据科学试验成果、常

用施工工艺和工程实践经验，并参照国际与国外先进标准制定

而成。

1. 0. 2 本标准适用千混凝土结构中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全过程，

包括配合比设计、原材料的选择、掺合料的用量、现场施工工

艺、养护及温控。

本标准不适用水工和辗压大体积混凝土的主要原因是：

1 水工用大体积混凝土所用水泥大多为低热水泥或大坝水

泥，而本标准所指大体积混凝土大多用普通硅酸盐水泥。

2 与本标准所指的大体积混凝土相比，辗压混凝土的水泥

用量和坰落度都比较低，且大多数是素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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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o. 1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除应满足普通混凝土施工所要求

的混凝土力学性能及可施工性能外，还应控制有害裂缝的产生。

为此，施工单位应预先制定好满足上述要求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

工技术方案，并应进行技术交底，切实贯彻执行。为贯彻国家技

术经济政策，保证工程质量，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技术方案中应

包含环境保护和安全施工的技术措施。

3. o. 2 根据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特点，本条提出了对大体积混

凝土设计强度等级、结构配筋等的具体要求。

1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本次修订提出大体积混凝土的设计

强度等级在 c2s~cso 的范围内比较适宜。从冶金、电力、核

电、石化和建工等行业的资料表明，许多工程已经或可以考虑利

用 60d 或 90d 混凝土强度作为评定工程交工验收与设计的依据。

这是一种有科学依据、工程实践，并可节能、降耗、有效减少有

害裂缝产生的技术措施。

2 本款提出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过程中，对结构的配筋除

应满足结构承载力和构造要求外，还应根据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

具体方法（整体浇筑、分层浇筑或跳仓浇筑）配置承受温度应力

和收缩应力的构造钢筋。

3 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中考虑岩石地基对它的约束时，宜

在混凝土垫层上设置滑动层。滑动层构造可采用一毡二油或一毡

一油（夏季），以达到尽掀减少约束的目的。

已有的试验资料和工程经验表明设置必要的滑动层或缓冲

层，可减少基层、模板和支架系统对大体积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

的变形约束，有利于对裂缝的控制。

4 该款中所指的减少大体积混凝土外部约束主要是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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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地基、桩基和既有混凝土等外部约束。

3. 0. 3 本条确定了大体积混凝土在施工方案阶段应做的试算分

析工作，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在浇筑前应进行温度、温度应力

及收缩应力的验算分析。以达到本标准第 B. 7.2 条中要求的，

1. 15 倍的计算主拉应力小于等效龄期的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的控制目标。其目的是为了确定温控指标（温升峰值、里表温

差、降温速率、混凝土表面与大气温差）及制定温控施工的技术

措施（包括混凝土原材料的选择、混凝土拌制、运输过程及混凝

土养护的降温和保温措施、温度监测方法等），以防止或控制有

害裂缝的发生，确保施工质量。

3.0.5 本条提出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前，需了解掌握气候变化

情况，并尽量避开特殊气候的影响。如大雨、大雪等天气，若无

良好的防雨雪措施，将影响混凝土的施工质量。高温天气如不采

取遮阳降温措施，骨料的高温会直接影响混凝土拌合物的出机温

度和入模温度。而在寒冷季节施工，会增加大体积混凝土保温保

湿养护措施的费用，并给温控带来困难。所以应与当地气象台、

站联系，掌握近期的气象情况，避开恶劣气候的影响十分重要。

3. 0. 6 为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保证工程质量、节能和施工

安全，特增加本条新规定。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建筑施工安全统一规范》 GB 50870 和《建筑施工作业劳动

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标准》 JGJ 184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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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材料、配合比、制备及运输

4. 1 一般规定

4. 1. 1 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工艺特性主要是指一次性浇筑的混

凝土体量大，浇筑时间长。为此，其拌合物的特性应满足良好的

流动性，不泌水，适宜的凝结时间以及坰落度损失小等基本

要求。

4. 1. 2 调整预拌混凝土的有关参数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混凝土

的工作性能。

4.2 原材料

4. 2. 1 为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中降低混凝土因水泥水化热引起

的温升，达到降低温度应力和保温养护费用的目的，本条文根据

目前国内水泥水化热的统计数据及多个大型重点工程的成功经

验，将原标准中的“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所用水泥其 3d 水化热

不宜大于 240kJ/kg, 7d 水化热不宜大千 270kJ/kg" 修订为“大

体积混凝土施工时所用水泥其 3d 水化热不宜大于 250kJ/kg, 7d 

水化热不宜大千 280kJ/kg"。当选用 52. 5 强度等级水泥时，其

7d 水化热宜小于 300kJ/kg。当使用了 3d 水化热大于 250kJ/kg,

7d 水化热大于 280kJ/kg 或抗渗要求高的混凝土，在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时应根据温控施工的要求及抗渗能力要采取适当措施

调整。

4.2.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据调研在供应大体积混凝土工程用

混凝土时，大多数商品混凝土搅拌站会对进站的水泥品种、代

号、强度等级、包装或散装编号、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并对其

强度、安定性、凝结时间、水化热等性能进行检验。但也有相当

数量的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并未及时检验或检验的性能不全，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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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大体积混凝土工程质量，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给国家财产

带来损失并威胁人身安全。因此，将本条定为强制性条文是十分

必要的。

4.2.3 本条规定了大体积混凝土所使用的骨料应采用非碱活性

骨料，但如使用了无法判定是否是碱活性骨料时，应采用现行国

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 等水泥标准规定的低碱水泥，

并按照表 1 控制混凝土的碱含量；也可采用抑制碱骨料反应的其

他措施。

表 1 混凝土碱含量限值

混凝土最大碱含量（按 Na20 当量计） (kg/m勺
反应类型 环境条件

一般工程环境 重要工程环境 特殊工程环境

干燥环境 不限制 不限制 3.0 

碱硅酸盐反应 潮湿环境 3.5 3.0 2.0 

含碱环境 3.0 用非活性骨料

4. 2. 4 当有可靠试验数据并满足相应国家标准要求时，可采用

其他矿物掺合料。

4. 2. 6 由于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所采用的外加剂对于硬化混凝

土的收缩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采用

的外加剂，应将其收缩值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加以控制。

4.3 配合比设计

4. 3. 1 本条文考虑到大体积混凝土项目的总施工周期一般较长

的特点，在保证混凝土强度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规定了大体

积混凝土可以采用 60d 或 90d 的后期强度作为验收指标。这样可

以减少大体积混凝土中的水泥用量，提高掺合料的用量，以降低

大体积混凝土的绝热温升。同时可以使浇筑后的混凝土里表温差

减小，降温速度控制的难度降低，并进一步降低养护费用。

由千聚狻酸高性能等减水剂的大量应用，提高了混凝土的可

泵性和强度，根据工程施工需要这次修订调整了原标准对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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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用水量、水胶比和砂率的规定。

胶凝材料中掺入粉煤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大体积混凝土

的水化热总量以及放热速度，但是随着粉煤灰掺量的增加，混凝

土的抗拉强度也会降低，不过与其损失的抗拉强度相比，在一定

粉煤灰掺量范围内，降低水化热总量和放热速度仍是矛盾的主要

方面。

4. 3. 2 据了解现许多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在确定配合比前都通过

试验直接得到混凝土的绝热温升值，而不需要再通过测得水泥水

化热再算出混凝土绝热温升值。因此，将原标准中”并应进行水

化热、……“修改为＂宜进行混凝土绝热温升、……＂。如果不

具备试验条件，也可按照本标准提供的计算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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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5. 1 一般规定

5. 1. 1-5. 1. 3 根据大体积混凝土的特点和工程实践经验对大体

积混凝土施工组织设计规定了九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有关安全管

理与文明施工还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其中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施工阶段温度应力和收缩应力，可

参照本标准附录 B 的计算方法进行，有条件时，宜按有限单元

法或其他方法进行更加细致地计算分析。本标准附录 B 中介绍

的方法，是目前众多计算大体积混凝土温度场和温度应力方法中

的一种，可以在施工前对施工对象在现有条件下（包括材料和工

艺）的温升峰值、降温速率、里表温差等参数及开裂情况做出合

理估算，参考估算结果可对拟采用材料和工艺进行调整。计算过

程中需要的参数，应尽量采用实际试验结果。

关千保温覆盖层厚度的确定，本标准在附录 C 中给出了计

算方法。它是根据热交换原理，假定混凝土的中心向混凝土表面

的散热量，等于混凝土表面保温材料应补充的发热量，并把保温

层厚度虚拟成混凝土的厚度进行计算。但应指出的是现场应根据

实测温度进行及时调整。

5. 1. 4 整体分层或推移式连续浇筑施工是目前大体积混凝土施

工中普遍采用的方法，本条文规定了宜优先采用。工程实践中也

有称其为“全面分层、分段分层、斜面分层”、"斜向分层、阶梯

状分层”、“分层连续，大斜坡薄层推移式浇筑”等，本条文强调

整体连续浇筑施工，不留施工缝，确保结构整体性强。

分层连续浇筑施工的特点，一是混凝土一次需要量相对较

少，便于振捣，易保证混凝土的浇筑质量；二是可利用混凝土层

面散热，对降低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的温升有利；三是可确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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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整体性。

对于实体厚度一般不超过 2m、浇筑面积大、工程总量较大，

且浇筑综合能力有限的混凝土工程，宜采用整体推移式连续浇

筑法。

5. 1. 5 大体积混凝土（一般厚度大于 2m) 允许设置水平施工缝

分层施工，并规定了水平施工缝设置的一般要求。已有的试验资

料和工程经验表明，设置水平施工缝能有效地降低混凝土内部温

升值，防止混凝土内外温差过大。当在施工缝的表层和中间部位

设置间距较密、直径较小的抗裂钢筋网片后，可有效地避免或控

制混凝土裂缝的出现或开展。

关于高层建筑转换层的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由于转换层结构

的尺寸高而大，一般转换梁常用截面高度 1. 6m~4. Om, 转换厚

板的厚度 2. Om~2. 8m, 自重大，竖向荷载大，若采用整体浇筑

有困难或可能对下部结构产生损害，可利用叠合梁原理，将高大

转换层结构按叠合构件施工，不仅可以减少混凝土的水化热，还

可利用分层施工形成的结构承受二次施工时的荷载。

5. 1. 6 对超长（大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中伸缩缝的要求）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可留置变形缝、后

浇带或跳仓方法分段施工，并规定了设置的一般要求。这样可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约束程度，减少每次浇筑段的蓄热量，防止

水化热的积聚，减少温度应力；但应指出的是跳仓接缝处的应力

一般较大，应通过计算确定配筋量和加强构造处理。

5.2 技术准备

5. 2. 1 图纸会审工作是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前一项重要的技术准

备工作，应结合实际工程和自身实力、管理水平，制定关键部位

的质量控制措施和施工期间的综合抗裂措施。

5. 2. 2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前应对上道工序如混凝土的模板和支

架、钢筋工程、预埋管件等隐蔽工程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再进

行混凝土的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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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 5. 2. 4 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应满足大体积混凝土连续浇

筑对道路、水、电、专用施工设备等的需要，并加强现场指挥和

调度，尽量缩短混凝土的装运时间，控制合理的入模温度，提高

设备的利用率。

5.2.5 大体积混凝土的供应应满足混凝土连续施工的需要，一

般情况下连续供应能力不宜低于单位时间所需量的 1.2 倍。采用

多家供应商供料时，应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确保质量可靠。需

在施工现场添加料时，应派专人负责，并按批准的方案严格操

作，严禁任意加水或添加外加剂。

5. 2. 6 、 5.2.7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应尽可能增加装备投入和信息

化管理，提高工效，进入现场的设备包括测温监控设备，在浇筑

混凝土前应进行全面的检修和调试，确保设备性能可靠，以满足

大体积混凝土连续浇筑的需要，施工中宜指定专人负责维护

管理。

5. 2. 8 大体积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施工在许多方面不同，更应

加强组织协调管理和岗前培训工作，明确岗位职责、责任到人，

落实技术交底，遵守交接班制度。

5.3 模板工程

5. 3.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为防止大体积混凝土工程中模板和

支架系统出现倒塌或倾覆现象，确保人员安全，避免重大经济损

失，规定了大体积混凝土模板和支架系统在设计时需开展承载

力、刚度和稳定性验算，保证其整体稳固性。一般在大体积混凝

土施工中，模板主要采用钢模、木模或胶合板，支架主要采用钢

支撑体系。采用钢模时对保温不利，应根据保温养护的需要再增

加保温措施；采用木模或胶合板时，保温性能较好，可将其直接

作为保温材料考虑。

5.3.2 模板和支架系统在安装、使用和拆卸时需采取措施保障

安全，这对避免重大工程事故非常重要。在安装时，模板和支架

系统还未形成可靠的结构体系，应采取临时措施，保证在搭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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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安全；在混凝土施工时应加强现场检查，必要时应加固；

在拆卸时应注意混凝土的强度和拆除的顺序，在混凝土结构有可

能未形成设计要求的受力体系前，应加设临时支撑系统。

5.3.3 本条文规定了采用后浇带或跳仓方法施工时施工缝支挡

和竖向支撑体系的要求。

5.3.4 、 5. 3. 5 规定了拆模时间的要求和应采取的措施，国内外

的工程实践证明，早期因水泥水化热使混凝土内部温度较高，过

早拆模会导致混凝土内外温差增大，产生很大的拉应力，极易出

现裂缝。因此有条件时应延迟拆模时间，缓慢降温，充分发挥混

凝土的应力松弛效应，增加对大体积混凝土的保温保湿养护

时间。

5.4 混凝土浇筑

5. 4. 1 本条文对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层厚度、间隔时间、浇筑

和振捣作了一般性规定。

1 关千浇筑层厚度，曾称作摊铺厚度、虚铺厚度。条文以

插入式振捣棒为主，对其做了规定。浇筑层厚度一般不大于振捣

棒作用部分长度的 1. 25 倍，常用的插入式振捣棒作用有效长度

大千 450mm 。

2 条文对连续分层浇筑的间歇时间做了规定，防止因间歇

时间过长产生“冷缝＂。层间的间歇时间是以混凝土的初凝时间

为准的。关于混凝土的初凝时间，在国际上是以贯入阻力法测

定，以贯入阻力值为 3. 5MPa 时为混凝土的初凝，所以应经试验

确定，试验地点宜在施工现场，试验方法可见现行国家标准《普

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滑动模板工

程技术规范》 GB 50113。当层面间歇时间超过混凝土初凝时间

时，应按施工缝处理。

4 大体积混凝土采用二次振捣工艺，即在混凝土浇筑后即

将凝固前，在适当的时间和位置给予再次振捣，以排除混凝土因

泌水在粗骨料、水平钢筋下部生成的水分和孔隙，增加混凝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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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实度，减少内部微裂缝，改善混凝土强度，提高抗裂性。振捣

时间长短应根据混凝土的流动性大小确定。

5. 4. 2 本条对分层间歇浇筑混凝土时，施工缝的处理作了一般

规定。

5. 4. 3 从以往的工程实践总结，钢板止水带相对其他防水方式

具有较好的止水效果。

5. 4. 4 在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受力钢筋、定位筋、预埋

件等易受到干扰，甚至移位和变形，应采取有效措施固定。大体

积混凝土因为泵送混凝土的水灰比一般比较大，表面浮浆和泌水

现象普遍存在，不及时清除，将会降低结构混凝土的质量，为

此，在施工方案中应事先规定具体做法，以便及时清除混凝土表

面积水。

5. 4. 5 大体积混凝土由于混凝土坰落度较大，在混凝土初凝前

或混凝土预沉后在表面采用二次抹压处理工艺，并及时用塑料薄

膜覆盖，可有效避免混凝土表面水分过快散失出现干缩裂缝，控

制混凝土表面非结构性细小裂缝的出现和开展，必要时，可在混

凝土终凝前 lh,......_,2h 进行多次抹压处理，在混凝土表层配置抗裂

钢筋网片。

5.5 混凝土养护

5. 5. 1 本条规定了应采用在大体积混凝土养护中已广泛使用且

效果明显的保温保湿养护方法。根据以往的施工经验，在大体积

混凝土养护过程中采用强制或不均匀的冷却降温措施不仅成本相

对较高，管理不善易使大体积混凝土产生贯穿性裂缝，这类方法

在房屋建筑工程中较少采用。

保温养护是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关键环节。保温养护的主要

目的是通过减少混凝土表面的热扩散，从而降低大体积混凝土浇

筑体的里外温差值，降低混凝土浇筑体的自约束应力，其次是降

低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的降温速率，延长散热时间，充分发挥混

凝土强度的潜力和材料的松弛特性，利用混凝土的抗拉强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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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混凝土承受外约束应力时的抗裂能力，达到防止或控制温度

裂缝的目的。同时，在养护过程中保持良好温度和防风条件，使

混凝土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下养护，故本条文对保温养护措

施所应满足的条件作了规定。即施工人员应根据事先确定的温控

指标的要求，来确定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后的养护措施。

5.5.2 实践证明，喷雾养护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湿措施，尤其

在厚墙、转换层等大体积混凝土初凝前养护效果明显。

5. 5. 3 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应因地制宜地采用保温性能好

而又便宜的材料用在保温养护中，条文中列举了施工中常见而且

又比较便宜的材料；现场实测是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根据事先确定的温控指标和当时监测数据指导养护工作，

确保混凝土不出现过大的温度应力，从而控制有害裂缝的产生。

5. 5. 4 对于高层建筑转换层的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由于在高空

中组织施工条件相对地面或地下较差，应加强进行保温构造设计

和养护工作。必要时，封闭加热施工，以满足温控指标的要求，

确保工程质量。

5. 5. 5 从以往的施工经验看，大体积混凝土结构若长时间暴露

在自然环境中，易因干燥收缩产生微裂缝，影响混凝土的外观质

量，故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

5.6 特殊气候条件下的施工

5. 6. 1 -5. 6. 5 为了控制混凝土不出现有害裂缝，保证混凝土浇

筑质量，规定了在高温、冬期、大风、雨雪等特殊气候条件下进

行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应遵守的技术措施。

5.7 现场取样

5. 7. 1 原标准没有对大体积混凝土试件的留置作规定，实际操

作中，一般依照《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执行，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近年来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体

量越来越大，工程实际中出现超过 10000而的大体积混凝土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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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所以标准中，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特点，明确了试件的

留置规定。此规定的执行条件是该大体积混凝土所用主要原材料

和配合比一致，并且是连续拌制（供应、浇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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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温度监测与控制

6. o. 1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需在监测数据指导下进行，及时调整

技术措施，监测系统宜具有实时在线和自动记录功能。考虑到部

分地区实现该系统功能有一定困难，亦可采取手动方式测量，但

考虑到测试数据代表性，测试应为等时间间隔，数据采集频度应

满足本条规定。

6. 0. 2 多数大体积混凝土工程具有对称轴线，如实际工程不对

称，可根据经验及理论计算结果选择有代表性的温度测试位置。

小于 2. 5m 厚的结构布置 3 层测点， 2. 5m ___, 5. Om 布置 5 层

测点， 5m 以上根据需要增加测点。

6. 0. 6 温度监测是信息化施工的体现，是从温度方面判断混凝

土质量的一种直观方法。监测单位应每天提供温度监测日报，若

监测过程中出现温控指标不正常变化，也应及时反馈给委托单

位，以便发现问题采取相应措施。

6. o. 7 监测工作开展前，可设置小千标准要求温控指标的各项

预警值和控制值，若监测过程中，数据超过预警值，则应持续关

注该数据并现场调查分析原因；若数据超过控制值，则应立即采

取相应调整措施。

6. o. 8 降温速率低于 1°C/d 时，可适当减少保温层厚度或局部

掀开保温棚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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