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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主体结构施工中裂缝的成因及控制预防
朱会町

河北衡水，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南王庄镇庄，053000；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建筑主体结构的相关概念，对不同行业的主体结构进行合理界定，明确主体结构质量

管理的重要性，对其具体的应用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在主体结构裂缝探讨的过程中，要采取合理的

方法，对裂缝的受力性质及宽度、长度、深度等因素进行判定，分析裂缝产生的原因，如温度变化、混凝

土材料使用以及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详细查明原因，提出建筑主

体结构裂缝问题控制与预防的应对对策。要对建筑变形缝进行合理的调整，设置混凝土加强带完善结构设

计，增加抗裂构造，采用保温隔热的措施，进一步推动工程结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提升。

关键词：建筑主体结构；裂缝成因；预防措施；管理与操作

DOI：10.64216/3080-1508.25.02.002

引言

众所周知，建筑主体结构是建筑结构中各构件强

度与连接的整体，其在整体的施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

的作用，对于建筑主体结构裂缝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

分析，要提出有效的对策，对裂缝进行控制。同时，

对建筑主体结构进行定期的养护，加强混凝土的配置

比调整，对裂缝控制强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增强

主体结构的使用寿命。在沉降与收缩问题防治的过程

中，要确保混凝土振捣均匀，防止因为漏振而影响混

凝土性能的发挥，在施工荷载问题产生裂缝的防治过

程中，要对楼层的施工计划进行合理安排，加强区域

部位的调整，针对温度差所产生的裂缝进行防治，要

通过对浇筑温度进行降低来避免裂缝的产生，减少表

面与内部的温度差，采取合理的措施，推动建筑主体

结构裂缝有效的防治。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建筑行业得到了一

定的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建筑物的高度在逐渐

的增高，结构更为复杂，建筑主体结构设计的过程中

出现建筑裂缝，导致整体结构的使用寿命下降，影响

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在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对裂缝

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要意识到结构裂缝是常见

的质量问题，出现在墙体表面会对建筑物的美观以及

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建筑结构裂缝产生的原因进

行分析，提出有效的裂缝控制措施，可以有效预防裂

缝的出现。在对本课题进行开展的过程中，加强理论

与实践的融合，进一步推动建筑主体结构稳定性的提

升，推动建筑行业的持续发展。

2 建筑主体结构相关概述

2.1 建筑主体结构的定义

针对建筑主体结构对其定义进行了解，往往是在

一个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其从基础项目开始，墙体、

混凝土、屋面等工程项目，统称为主体结构，若干构

件连接而成能承受作用的平面空间体系。

2.2 不同行业关于主体结构的界定

不同行业对于建筑主体结构有不同的界定，在房

屋建筑工程中，其主体结构主要是建筑工程，上部的

荷载维持上部结构稳定性、安全性的联系的构造，承

重的主体是梁板柱。因此，梁板柱属于主体结构，在

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主体结构是承受荷载的道路，

主要包括路面的底基层、基层、面层等结构层。最后，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主体结构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可以

对于主体结构的质量进行有效的检测，做好各环节的

对接工作，可以有效的保证工程建设质量与效果的提

升。

2.3 建筑主体结构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在对建筑主体结构进行质量管理的过程中，涉及

到多方面的因素，要提高整体的建设水平，符合建筑

质量标准，做好全方位的质量检测。在主体结构建设

的过程中，要检测是否出现裂缝问题，加强对工程的

验收水平，对构配件进行全面检测，做好全面的核查

工作。尤其在混凝土施工强度和钢筋配置方面，要结

合建筑的实际状况，选择合理的测验方式推进检测环

节的顺利开展，开展主体结构检测，要为建筑工程质

量技术的提升做好准备。

3 建筑主体结构裂缝的深入分析

3.1 分析裂缝的受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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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体结构设计的过程中出现结构性裂缝，往往

是由于受力性质和破坏形式两方面来进行分类，其存

在一定的危险性，要采取加固的措施，延性的破坏裂

缝会影响整体的结构安全性，要对其裂缝的位置、长

度、深度进行判定。

3.2 裂缝宽度、长度、深度的查明

在对主体结构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裂缝进行查明

的过程中，要判定其宽度、长度、深度表面存在细小

的裂缝，往往长度短而浅而存在中等的裂缝，往往长

度局限在受拉区而贯穿性的裂缝及伸到受压区，包括

整个截面或部分截面，不仅受到受力状况的影响，而

且会使得结构的耐久性下降。裂缝宽度越大钢筋容易

出现锈蚀，影响到建筑的使用寿命和构件的整体性。

裂缝的深度也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表征，要明确及深度

越深，危险性越大，及时查明裂缝的原因，可以采取

必要的加固措施。

3.3 发展与稳定性的判断

在主体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裂缝性质判断

的过程中，主要分为稳定性裂缝、活动性裂缝以及发

展裂缝。首先，稳定性裂缝及它的长度保持不变，活

动性裂缝及随着它受压的状态和周围的温度而产生

一定的变化，发展裂缝及随着时间的不断增长，宽度

和长度也在逐渐的增加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各种荷载

的作用下会出现裂缝，裂缝是稳定的，符合规范要求，

往往其存在的危险性降低，而属于发展性的裂缝会造

成较大的危险事故，影响使用性能。

4 建筑主体结构施工中裂缝的成因

在对建筑主体结构进行施工管理的过程中，其出

现裂缝问题会导致整体的结构稳定性下降，影响到建

筑工程的开展。因此，针对裂缝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

4.1 混凝土材料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混凝土是建筑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主要的材料，

要明确裂缝的具体原因。在设计阶段，混凝土配比设

置不合理会导致混凝土性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进而

造成后接裂缝问题的出现；其次，所采用的商用混凝

土材料不达质量标准，所选用的供应商资质得不到有

效的审核，在混凝土运输进场实验以及混凝土浇筑的

过程中，没有加强对各环节的合理控制，缺乏对混凝

土材料的养护。同时，混凝土水化热也会引起结构裂

缝，再加入缓凝剂等添加剂的过程，水化热在后期会

集中的释放，导致混凝土急速膨胀又冷缩，呈现不规

则的裂缝。在浇筑成型方面时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也

会导致水化热不均匀释放，进而产生裂缝问题。

4.2 温度应力变化所造成的裂缝问题

在建筑物主体结构建设过程中，整体的混凝土结

构容易受到环境变化，而产生热胀冷缩，结构变形，

进而产生应力温度变化，导致邻近的结构产生一定的

数幅形成外约束力。当量变形受到柱的挤压时，其会

因内部的热量不均而导致内部质点产生约束，整体的

束缚会导致温度变形，无法在正常的状况下进行实施，

引起的结构温度应力超过了结构的抗拉强度产生结

构裂缝。比如，在冬季严寒天气以及夏季的高温天气

施工的过程中，会对混凝土裂缝产生温度方面的影响，

进而造成裂缝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加大。

4.3 地基不均匀所导致的裂缝问题

在建筑主体结构过程中，裂缝往往是从下往上进

行发展，呈现不规则的形状。由于建筑物中部沉降过

大，出现长条型建筑物时，都从两侧由下向上形成八

字纹在窗对角突破，当两端的沉降过大时，会形成倒

八字在地层中不抬形成裂缝。不均匀的沉降也会导致

纵横墙焦点处沉降，出现问题，导致水平放的加重。

在外纵墙凹凸设计过程中，要避免形成水平推力而导

致接地处呈现裂缝，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施工

图纸来进行施工，底层窗口下墙体配筋与构造柱连为

一体，可以避免不均匀沉降所带来的裂缝。

4.4 施工方法与结构设计不合理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在进行建筑主体结构建设过程中，对混

凝土裂缝进行有效的防治，合理的施工条件可以降低

裂缝产生的可能性，但是不合理的施工方法往往容易

导致裂缝出现的可能性增加。比如，在进行混凝土浇

筑的过程中，没有进行合理的振捣，导致建筑钢筋与

空气中的水分发生氧化反应，不仅会产生锈蚀，而且

会导致裂缝问题的出现。在混凝土运输过程中，水分

蒸发过多也会引起内部的结构收缩，在进行主体结构

建设过程中出现结构性裂缝，后期没有进行及时的养

护，导致问题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在结构设计的过

程中，没有根据施工的参照标准来进行合理设计，对

建筑工程质量产生影响，建筑结构设计的跨度过高，

楼板设计过薄，对钢筋没有进行合理的分布，导致裂

缝问题的出现。

5 建筑主体结构出现裂缝的控制措施

在建筑主体结构裂缝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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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预防和控制的措施，确保建筑主体结构质量问题能

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推动建筑行业的持续发展。

5.1 混凝土结构裂缝有效控制的方法

5.1.1 设置建筑变形缝

在结构性裂缝控制的过程中，通过对变形缝的合

理调整，可以形成变形结构的单体，有效解决温度应

力所造成的不均匀沉降问题，设置变形缝可以有效的

对于使用功能进行拓展，使使用功能不可分割，同时，

解决防水防尘的问题。

5.1.2 设置混凝土后浇带

后浇带是在没有设置伸缩缝的基础上设置的另

一种混凝土裂缝处理带状，后浇带在设计的过程中，

往往留置一米左右的梁板，混凝土浇筑后有效的解决

不能设置伸缩缝而造成的结构性裂缝。在固化和浇筑

的过程中，解决固结敏感土质的沉降问题后，但后浇

带无法解决后期使用中所存在的问题。

5.1.3 设置混凝土加强带

后浇带设置的周期较长或影响到工期计划的顺

利实施，因此为了更好地缩短工期，采用混凝土加强

带来对后浇带进行代替，将膨胀剂加入到混凝土中，

使其在内部能够产生郁压力，对温度产生的压力作用

进行抵消，混凝土中的膨胀剂要控制一定的比例，避

免混凝土开裂。

5.2 沉降收缩导致裂缝的防治措施

混凝土在沉降的过程中，与整体的质量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为了避免沉降裂缝的出现，要在混凝土运

输的过程中保证其水分能够不流失，在振捣的过程中

要保持均匀，对各部分的梳理情况进行合理的调整，

使得荷载分布。适合工程建设的标准，避免受力过于

集中而影响混凝土出现离析分层的现象。

5.3 施工荷载过高所产生的裂缝防治措施

在施工的过程中，其主体结构的楼层施工速度往

往在 10天以内，为了使楼面的混凝土能够得到有效

的养护，对楼层施工作业进行合理的计划布置。在混

凝土浇筑完毕后进行测量，要避免冲击振捣，在一定

的时间后，分批安排小批量的剪力墙钢筋进行绑扎，

减少冲击的振动力，在后期对于大宗材料进行装卸，

开始正常的支膜施工，要对模板固定支持的方式剂型

调整，确保其合理性模板支撑材料的刚度以及。开模

的时间进行合理的把控。然后，对于计划中的大开间

面积材料锥放在区域部分位，要提前考虑加密立杆，

对于增加模板支撑架高度进行强化，减少变形来对抗

冲击振动荷载。

5.4 温度差所产生裂缝的防治措施

在进行主体结构设置过程中，由于温度差产生的

裂缝，在防治的过程中，可以针对于混凝土配置增加

骨料级配与混合料的掺杂，对混凝土水泥的用量进行

减少。在搅拌过程中，适量加入碎石块进行冷却，对

于浇筑的温度进行降低，可以避免裂缝的产生。尤其

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施工，对混凝土浇筑的厚度进行降

低。通过对表层的散热达到对内部的散热，通过以下

列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防止裂缝，同时，也可以做好混

凝土的养护工作。通过覆盖养护，减少表面与内部的

温度差，使其水分蒸发的效率降低。

6 结束语

总而言之，建筑主体结构设计过程中，裂缝是其

中非常关键的质量问题，得到有效的处理，可以降低

事故发生的可能。主要采取预防为主的原则，在准备

阶段进行有效的控制，对裂缝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

析，增强裂缝的防治与优化过程中，加强各工序之间

的对接，使得建筑工程结构设计更为合理，避免设计

缺陷，有效的控制裂缝出现的可能性。在后期的建筑

主体结构维护的过程中，对结构裂缝进行合理的防治，

采取养护的措施，保证结构表面的施划，考虑使用氧

化剂可以防止水分的缺失，利用分层的方式对于透水

网进行掩盖，可以减缓水分缺失，增强对于结构性裂

缝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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