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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廊混凝土浇筑工艺创新研究——以武汉市高新四

路综合改造工程为例
肖东东

中冶南方城市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本文基于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综合改造工程，发现在综合管廊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由于施工温度、

施工工艺、施工设备、浇筑人员配置、混凝土质量等问题，往往会出现很多难以避免的质量问题，影响整个管廊

结构质量和表面观感，对后期的使用和结构防水有着长期的影响。综合管廊的结构安全等级应为一级，结构中各

类构件的安全等级与整个结构的安全等级相同，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 年。综合管廊作为地下构筑物，其防

水质量是施工质量控制中的关键，而防水质量控制中的关键又往往是其结构自防水。在综合管廊的施工过程中，

单仓整个浇筑过程中只允许有一次施工缝，即底板以上腋角以上 30 公分处，其他位置不允许出现施工缝。

本文从综合管廊浇筑过程中的人员配置、机械配置、浇筑方法等方向进行研究，提供了一种创新型的综合管廊混

凝土浇筑工艺，主要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保证混凝土浇筑及振捣过程中高效有序，人员配置合理，综合

管廊墙体平整度、垂直度及砼密实度满足要求，确保综合管廊内部观感质量优良；二是保证综合管廊内部混凝土

结构质量优良，确保结构整体抗渗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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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新四路综合改造工程综合管廊标准断面分为三

舱断面（高压舱+管道舱+缆线舱）和两舱断面（管道舱

+缆线舱）。

净空尺寸 B×H 分别为 1.8m×3.5m、3.4m×3.5m

及 2.2m×3.5m。标准段外轮廓尺寸： 8.6m×4.1m。

结合高新四路工程特点，在综合管廊混凝土浇筑过

程中我们主要遇到了两大施工难题。

首先，综合管廊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浇筑分为两期进

行，一期为浇筑底板混凝土，二期浇筑侧墙及顶板，一

期施工缝设置于底板腋角以上 30 公分处。采用吊模施

工，浇筑底板时，三仓断面墙体钢筋已部分绑扎以及各

种支撑固定模板措施导致施工空间小、人员移动困难，

施工过程中极易产生混凝土冷接缝，从而影响结构自防

水。

其次标准段墙体高度 4.2 米，施工过程中的砼浇筑

顺序及振捣方式对整个墙体的平整度、垂直度以及砼密

实度的施工质量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随着对混凝土观感

要求的提高，如何保证侧墙及底板的砼浇筑质量是控制

综合管廊外观质量及混凝土抗渗性的关键。

1 综合管廊混凝土浇筑传统工艺

1.1 传统综合管廊底板混凝土浇筑工艺

传统的综合管廊底板浇筑方案为先底板后吊模一

次浇筑施工工艺。即第一孔底板全幅浇筑→中间孔底板

全幅浇筑→第三孔底板全幅浇筑→第一孔侧墙腋角全

幅浇筑→中间孔侧墙腋角全幅浇筑→第三孔侧墙腋角

全幅浇筑→集中收面。

这种浇筑工艺的优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浇筑人员数

量少，节省人工；二是工人移动速度快，底板浇筑速度

快。但缺点也是显著的，一是大棒侧墙施工缝收面效果

差，施工缝处表面粗骨料多，不易凿毛；二是浇筑吊模

时混凝土自腋角流出，底板需再次抹平，底板收面工作

量增加；三是浇筑吊模施工速度慢，浇筑侧墙腋角时底

板易初凝，形成冷接缝。

1.2 传统综合管廊侧墙顶板混凝土浇筑工艺

传统综合管廊侧墙顶板混凝土浇筑方案为第一孔

侧墙全幅浇筑→中间孔侧墙全幅浇筑→第三孔侧墙全

幅浇筑→顶板全幅浇筑并收面。

这种浇筑工艺的优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浇筑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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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浇筑时间；二是对混凝土塌落度要求不严格。但缺

点也是显著的，一是侧墙底部砼易出现不密实情况，施

工缝处连接质量差，易烂根，影响结构观感质量；二是

先浇段侧墙浇筑顶板时，侧墙先浇段易初凝，形成冷接

缝，影响结构防水；三是砼高空坠落易离析分层，导致

砼骨料不均匀，砼强度降低。

2 综合管廊混凝土浇筑工艺创新

2.1 底板混凝土浇筑工艺创新流程

以 20-29 米标准段三孔仓段浇筑为例：第一孔两侧

侧墙腋角前半幅浇筑，同时 70#振捣棒将砼自腋角处向

外拖出不小于一米距离，浇筑至砼从吊模底口面挤出来

为止→第一孔侧墙腋角稍沉实后，第一孔底板前半幅浇

筑同时50#振捣棒振捣→第一孔侧墙腋角复灌至砼齐平

吊模顶面，同时 30#振捣棒复振收面→依次浇筑中间孔、

第三孔前半幅并收面→依次按顺序浇筑第一孔、中间孔、

第三孔后半幅并收面。

图 2-1 综合管廊底板纵断面浇筑示意图

图 2-2 综合管廊底板横断面浇筑示意图

这种浇筑方法有多方面的优点，一是从侧墙腋角内

卸砼插棒至两侧底板，砼流出至底板后有利于腋角位置

砼密实、减少腋角处气泡及蜂窝麻面，提高观感质量；

二是分幅浇筑收面保证接头处始终是新浇筑砼，长时间

大方量浇筑有利于减少冷接缝，提高结构防水质量；三

是 30#小棒振捣收面使侧墙顶部 2公分形成浮浆面，有

利于后期凿毛。

2.2 侧墙顶板混凝土浇筑工艺创新流程

以 20-29 米标准段三孔仓段浇筑为例：第一孔外墙

前半幅浇筑（竖向 50 公分分层，横向半幅斜向分层）

及第三孔外墙前半幅浇筑（竖向 50 公分分层，横向半

幅斜向分层）→中间孔两侧内墙前半幅浇筑（竖向 50

公分分层，横向半幅斜向分层）→按 50 公分竖向分层

对外墙和内墙依次对称浇筑至顶板腋角处→前半幅侧

墙稍沉实后，前半幅顶板浇筑并收面→侧墙后半幅按上

述顺序浇筑→后半幅侧墙稍沉实后，顶板后半幅按上述

顺序浇筑并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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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综合管廊侧墙分层总体浇筑示意图

图 2-4 综合管廊顶板纵断面总体浇筑示意图

这种浇筑方法有多方面的优点，一是分层分段浇筑

有利于分层分段振捣，增加砼密实度；二是对称分层浇

筑有利于防止冷接缝；三是有利于保证底部施工缝有效

连接质量。

2.3 混凝土浇筑人员配备合理

浇筑前完善施工工艺，编制详细的施工方案，经公

司审批后实施。同时做好交底工作及记录，浇筑前严格

分工，各司其职。各工序控制人员数量，满足各工序人

员需求。底板浇筑八人，一人泵车放料，两人扶泵管放

料，两人收面，三人振捣底板及侧墙腋角。侧墙顶板浇

筑七人，一人泵车放料，两人扶泵管放料，两人收面，

两人振捣。最终经现场检查，人员配备数量合理，施工

速度快，满足施工要求。有效避免因人员不足、施工效

率低而产生冷接缝的情况。

2.4 振捣棒规格及数量配备合理

根据实验及查阅相关资料优选振捣棒规格并保证

数量配备充足。70#振捣棒一台，50#振捣棒一台，30#

振捣棒一台。大棒振捣，小棒收面。另外各规格备用一

台振捣棒，防止突发情况。最终经现场效果检查，通过

振捣棒的合理配置，其数量规格满足要求，蜂窝麻面数

量大大减少。

2.5 严控施工缝连接质量

严控凿毛质量，严格执行小棒收面同时选用合适方

法浇筑施工缝处混凝土。浇筑施工缝时下PVC套管至底，

先浇施工缝，砼面振捣后再浇筑第二层。同时塌落度偏

大些，粗骨料减少，水泥用量增加。其次振捣棒沿止水

钢板两侧加密振捣，加密振捣间距，防止漏振漏浆。最

终经现场效果检查，施工缝处无烂根情况，蜂窝麻面数

量较少。

2.6 优选振捣方法

底板、顶板侧墙分别制定特定振捣顺序及方法。底

板浇筑时，快插慢拔快速移棒，及时补砼饱满至保护层

密实，气泡翻出，彻底振捣密实后小棒收面。侧墙浇筑

时，分层振捣，复振插深到底，侧墙贴筋插棒两边振捣

密实。最终经现场效果检查，混凝土蜂窝麻面较少，强

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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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塌落度控制

在设计塌落度范围内选择最佳塌落度且底板及侧

墙顶板选用不同塌落度。底板塌落度要求控制在 190，

顶板塌落度控制在 200。最终经现场效果检查，塌落度

满足浇筑顺序要求，便于振捣。

2.8 做好交底工作，提高作业人员技术水平

对现场管理人员、施工操作人员及关键工序人员针

对支架施工、混凝土浇筑、模板施工方法、工艺流程、

钢板止水带焊接等进行培训，使每个作业人员掌握综合

管廊混凝土浇筑施工中的施工中要点、难点，提高自身

素质。经过对现场作业人员技能培训，组织 12 名作业

工人进行各项技能考核，合格率为 100%，便于达到目标

要求。

3 结束语

对综合管廊混凝土浇筑工艺进行创新研究，在不增

加成本和不影响工期的前提下，可以使综合管廊混凝土

浇筑质量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可以保证混凝土墙体表面

光洁、无蜂窝麻面，且观感外观满足标准要求，在综合

管廊后续的使用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

通多对综合管廊混凝土工艺的创新研究，优选最佳综合

管廊浇筑施工工艺，同时为综合管廊混凝土浇筑提供一

种新的浇筑工艺供同行参考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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