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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消耗大量的混凝土材料,部分小型的水闸系统也需要使用钢筋混凝土作

为支撑。然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混凝土结构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导致出现不同程度的裂

缝,进一步威胁到水利工程建设的总体质量。裂缝问题会使整个水工结构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还会影响

到工程项目的使用寿命。因此,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加大裂缝问题的关注力度,根据施工的具体

状况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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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needs to consume a lot of concrete materials, and some 

small sluice systems also need to use reinforced concrete as support. However,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concrete structure is often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cracks, which further 

threaten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 crack problem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whole hydraulic structure, and even affect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we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rack problem and take effective 

preventiv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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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水利工程施工实践中混凝

土裂缝问题频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工程施工的整体质量。以混凝土裂缝控

制理论为依据,明确水利工程施工过程

中的混凝土裂缝类型,分析造成混凝土

裂缝的原因并提出合理的控制措施和

有效的混凝土裂缝处理办法,为提升水

利工程裂缝控制工作质量提供充足的

理论依据,以期推动水利工程事业的整

体发展。 

1 混凝土裂缝类型 

1.1收缩裂缝 

在混凝土结构发生氧化后,可能受

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得混凝土自身结构

变形,进而造成混凝土外部结构不一致。

同时,混凝土结构表面拉力的不断提升,

造成十分突出的裂缝问题。如果混凝土

裂缝为收缩裂缝,裂缝通常产生于混凝

土结构固化完成后。 

1.2塑性收缩裂缝 

以混凝土结构的硬化周期为例,其

配比会严重影响其硬化周期,导致混凝

土结构自身强度相对较低。如果混凝土

结构所处的施工环境十分干燥,可能会

因结构表面水分的过度蒸发造成结构

变形,进而造成混凝土结构裂缝。对造

成塑性收缩裂缝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

其 主要原因在于结构分布不均匀且

不连续。 

1.3沉陷裂缝 

混凝土自身的结构分布均匀性相对

较差,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常发生各类

不均匀沉降问题。此外,实际施工阶段的

许多不合理的模板工程设计,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沉降裂缝的发生风险。沉

陷裂缝的形式通常呈现为穿透裂缝,表

现出宽度不均匀的质地时,可能会受到

不同程度的沉降差异影响。 

1.4温度裂缝 

水利工程的工程量相对较大,增加

了混凝土施工的固结时间。混凝土实际

硬化阶段可能会被水化作用影响,产生

过水化热,限制水利工程的整体结构。若

施工速度较快,使混凝土结构的表面温

度严重低于内部温度,造成较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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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结构温差。 

2 混凝土裂缝产生的原因 

2.1施工材料质量问题 

水利施工中的混凝土施工对材料和

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有严格的要求,如

果出现未按施工标准实施的情况,容易

出现混凝土结构裂缝。塑性收缩裂缝出

现的主要原因是施工材料的质量问题。

混凝土预制过程中水泥、砂浆、河流石

及塑性剂的配比及原材料本身的质量影

响了混凝土结构的施工质量,目前混凝

土结构施工存在原材料质量把关不严及

原材料缺乏检验的现象,增加了施工风

险,使混凝土结构在施工质量方面面临

着风险,不利于施工的有效进行。一旦施

工材料质量存在缺陷,会直接反映在混

凝土结构的稳定性方面,造成混凝土结

构的施工质量方面出现问题,不利于混

凝土结构的稳定。因此,加强对施工材料

质量的检查并做好混凝土施工材料进场

检验,对于提高混凝土结构施工效果具

有重要意义。 

2.2施工技术问题 

水利施工中混凝土施工应采取有效

的施工技术措施调整施工方法,提前对

结构的抗剪切情况进行调查,并采取有

效的应对措施予以优化,使结构的抗剪

切能力得到加强。施工技术对混凝土结

构的稳定性及混凝土的抗检及能力有直

接影响,在施工技术的选择、施工工艺的

优化及施工过程的具体落实方面应达到

施工要求,围绕施工的具体情况做好施

工管理工作。剪切裂缝主要与施工技术

的选择有关,在施工中只有制定合理的

施工方法并提高施工工艺的优化程度,

才能有效避免剪切式裂缝出现,提高混

凝土施工质量。水利施工中混凝土剪切

式裂缝的防治必须从施工技术的应用环

节入手,确保施工技术达到优化要求,解

决施工质量问题,确保剪切式裂缝在防

治过程中取得实效。 

3 水利施工中混凝土裂缝的防

治策略 

3.1优选 佳材料以及控制配合比

质量 

水利工程具有特殊性,在施工过程

中需要选择性能好的材料,各项材料指

标性能要达到标准,如硅酸盐水泥早期

强度高、具有良好抗渗能力、干缩性小、

抗寒；石料选择条件为分化颗粒少且比

较坚硬。混凝土各材料性能有比较重要

的作用,适量地添加引气剂和减水剂可

以提高混凝土脆性与防渗水性能,大幅

提高强度。减缝防裂剂可以改变混凝土

的一些物理性质,减水防裂剂可以减少

混凝土的泌水,改变水泥浆的稠度,有效

预防水利工程施工混凝土沉缩变形。这

些添加剂的功能作用不同,添加剂的使

用时间和规模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要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盲目使用,在购

买使用外加剂的时候也要注意优先选用

大公司、大企业的品牌,确保生产公司具

备合格的证书与资质,在使用过程中技

术人员与施工人员要进行技术交底,熟

悉各类添加剂的作用、使用时间及添加

量。在进行水利工程施工时,不同工程项

目的规模、地质、地形、深度等因素不

同,必须提前开展相应的试验操作,不断

调整混凝土的配合比情况,使施工效果

达到 佳。 

3.2把控混凝土拌制、运输 

混凝土拌制时要充分搅拌,使添加

剂、水、凝胶材料和粗细骨料等充分融

合。根据实际情况合理控制搅拌和静置

时间,混凝土浇筑时做好规划,准备充足

的原材料以保证连续浇筑,防止混凝土

浇筑过程中因原材料供应不足而中断的

现象。此外,外界温度过低或过高时均易

形成裂缝,混凝土浇筑时要注意分析施

工环境,合理控制搅拌时间和浇筑速度,

选择合适的现场浇筑和搅拌方式,若需

要运输至施工现场还要科学规划运料地

点和时间,做好运输过程中混凝土质量

的把控。 

3.3解决温差问题 

混凝土施工过程中,受到温度变化

的影响很有可能会导致工程结构出现裂

缝,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根据工程

状态以及外界环境温度选择合适的技术

手段。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应

尽量选择热值较低的混凝土,防止内外

部出现过大的温度差异。如果是在夏季

施工,外部的温度较高,水分的流失速度

很快,还需要对混凝土结构进行冷却处

理,来改变内外的温度差异。在实际施工

过程中,还应该控制好混凝土的浇筑温

度,如果是在全年高温的环境下进行水

利工程的建设,在搅拌过程中可以添加

冰水使混凝土的温度下降,从而降低温

度差异,防止裂缝的出现。 

3.4施工工艺控制及混凝土养护 

施工过程中按照规定的浇筑顺序、

方向、厚度采用分级或分层的浇筑方法,

下层初凝后及时浇筑上层,外界环境温

度较低时要合理减慢浇筑速度。加强混

凝土振捣,遵循慢拔快插的振捣原则,入

模后要及时振捣以防出现局部空隙或离

析,每次振捣插入至下层的5-10cm,控制

距离接触面10-20cm作为振捣深度。完成

振捣后,将 后一层混凝土刮平并做好

清洁工作。结合具体情况精准控制水量,

通过合理设定养护时间、科学运用养护

方法等强化混凝土养护。一般从温度和

湿度两个方面做好养护工作,浇筑完成

后要养护7-10d,保证水泥水化所需水分

的充足。例如,为保持混凝土表面湿润可

覆盖塑料薄膜或土工布,高温时人工定

期洒水降温,低温时利用棉被或草甸子

覆盖保温,特殊情况下还可采取蒸汽养

护或增设加热设备养护,控制混凝土内

外温差不超过25℃。 

3.5实施有效的混凝土裂缝处理

技术 

若水利工程混凝土已经出现裂缝,

应实施有效的混凝土裂缝处理技术,防

止裂缝面积越来越大,影响混凝土结构

的稳定性。常见的处理技术有以下几种,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1)表面处理

法。如果没有漏水,未深入到钢筋表面的

裂缝,可以通过表面涂抹法进行处理；如

大面积漏水或是出现蜂窝麻面状况的裂

缝,则需要进行表面贴补处理,以做好防

渗工作。(2)填充法。一般适用于具有一

定宽度的裂缝,这种方式是直接往裂缝

中填充修补材料,施工简便,花费的修补

成本也较低。若裂缝宽度小于0.3mm、较

浅或存在填充物,应开V形槽后再填充,

效果会更好。(3)灌浆法。灌浆法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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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较广,无论是小裂缝,还是较大的裂

缝,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修复,而且

可以取得不错的修复效果。主要是通过

压送设备将补缝浆灌入裂缝中,使之形

成闭塞。 

4 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对水利工程混凝土

结构裂缝的研究,改进传统水利工程混

凝土施工方式,可以规避水利工程混凝

土结构裂缝的出现,保障水利工程混凝

土质量,改善混凝土性能,从而推动水利

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水利工程经济

效益 大化,提高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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