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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体积混凝土基础及其施工方法包括：将预埋连接件套设于可充气弹性气囊端部，将充气的可充气弹性气

囊阵列设置于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模板；浇筑混凝土并初凝后将可充气弹性气囊放气抽出，得到具有通道的大体

积混凝土基础；向通道内通入冷却介质，以对大体积混凝土基础进行降温；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温度降低至预设

温度后观察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状态和裂缝发展状态；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状态稳定后并且用于容纳大体积混凝土

基础的基坑回填之前，向通道内高压灌浆以填充通道和对应裂缝。根据本施工方法能够利用通道降低水化热、减

少裂缝、检测裂缝情况并进行高压灌浆，提高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结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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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技术

大体积混凝土，我国《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

GB50496-2018中规定：混凝土结构实体最小几何尺寸不

小于 1m的大体量混凝土，或预计会因混凝体中胶凝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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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大体积混凝土。

大体积混凝土基础在大型建筑基础、道路桥梁基础、

水工大坝等工程中被广泛应用。因整体尺寸较大，大体

积混凝土基础需要连续浇筑方量巨大的混凝土，内部大

量水化热难以散发，导致产生温度应力。同时由于温湿

度变化及其他约束作用，混凝土自身易发生不均匀收缩、

膨胀，进而产生微裂缝，并逐渐发展形成贯通裂缝。贯

通裂缝破坏结构的完整性，影响结构的使用功能和耐久

性，严重危害结构的安全，缩短其使用寿命。对于地下

/水下的大体积混凝土基础，裂缝的危害尤其严重。

在相关技术中，对于由温度应力引起的大体积混凝

土基础的裂缝，主要采用预埋的冷却水管系统通循环水

控制结构水化热，以减小温度应力。但是，此类冷却管

为铸铁/PVC材质，且预埋的冷却水管系统对结构整体性

能产生不利影响，也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

此外，冷却水管附近温度梯度急剧变化使得产生局

部的温度应力集中，加之施工过程中环境湿度、载荷条

件等的变化，极易导致大体积混凝土基础内部大量微裂

缝的出现。出现裂缝后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需要借助

工装探查裂缝大概位置，并采用钻孔开槽的方式进行修

补。然而，钻孔修补过程中也可能发生施工不到位或损

坏钢筋的情况，对结构造成进一步损伤。

2 技术方案

旨在至少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之一。为

此，提出一种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施工方法，施工方法

能够利用通道降低水化热、减少裂缝、检测裂缝情况并

进行高压灌浆，提高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结构耐久性。

本方法还提出一种采用上述施工方法的混凝土墙

体施工装置。

本方法还提出一种采用上述施工方法或施工装置

施工得到的混凝土墙体。

根据本方法实施例的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施工方

法，包括：获取可充气弹性气囊、预埋连接件；将预埋

连接件套设于可充气弹性气囊端部，并将充气的可充气

弹性气囊阵列设置于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模板；浇筑混

凝土；混凝土初凝后，将可充气弹性气囊放气并抽出，

以得到具有通道的大体积混凝土基础，通道贯穿大体积

混凝土基础，预埋连接件设于通道的端部；向通道内通

入冷却介质，以对大体积混凝土基础进行降温；大体积

混凝土基础的温度降低至预设温度后，观察大体积混凝

土基础的状态和裂缝发展状态；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状态

稳定后并且用于容纳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基坑回填之

前，向通道内高压灌浆，以填充通道和对应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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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方法实施例的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施工方

法，通过在大体积混凝土基础内预设阵列式通道，使通

道在养护阶段能够形成冷却管道用于降低大体积混凝

土基础的水化热，减小裂缝的产生，以及能够用于监测

裂缝情况并进行高压灌浆修复，能够及时发现大体积混

凝土基础中的深层裂缝，避免发展形成大量贯通裂缝对

结构造成损伤，同时通道可以用于后期高压灌浆裂缝修

补，提高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使用功能和结构耐久性，

并且修补过程中避免重新寻找灌浆路径及钻孔施工过

程对混凝土和钢筋造成损伤。

另外，根据本方法上述实施例的大体积混凝土基础

的施工方法还可以具有如下附加的技术特征：

根据本方法的一些实施例，将充气的可充气弹性气

囊阵列设置于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模板，包括：将若干

充气的可充气弹性气囊沿第一水平方向均匀布置多列，

每列沿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高度方向均匀布置多层可

充气弹性气囊，可充气弹性气囊沿第二水平方向贯穿大

体积混凝土基础，第一水平方向与第二水平方向相交。

根据本方法的一些实施例，在将充气的可充气弹性

气囊阵列设置于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模板之前，施工方

法包括：在可充气弹性气囊表面涂抹润滑油。

根据本方法的一些实施例，向通道内通入冷却介质

以对大体积混凝土基础进行降温，包括：通过位于大体

积混凝土基础外的连通管与预埋连接件可拆卸连接，以

将至少两个通道串联；位于串联路径两端的两个预埋连

接件中的一个作为进液端且另一个作为出液端。

根据本方法的一些实施例，至少一个连通管串联位

于同一层的通道；和/或，至少一个连通管串联位于同

一列的通道。

根据本方法的一些实施例，向通道内高压灌浆包括：

确定形成贯通裂缝的位置，并向与贯通裂缝连通的通道

内高压灌浆，然后向其他通道内高压灌浆；其中，确定

形成贯通裂缝的位置包括：通道的端部流出液体或者通

道内湿度达到预设湿度时，确定通道通过贯通裂缝与外

界连通；向与外界连通的通道内通入高压流体，以确定

通道与其他通道通过贯通裂缝连通情况。

根据本方法的一些实施例，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内

部的温度稳定后，确定大体积混凝土基础为状态稳定。

根据本方法的一些实施例，向通道内高压灌浆，以

填充通道和对应裂缝，包括：将通道的一端与注浆装置

连接，并将通道另一端预埋连接件与截止阀连接并保持

截止阀关闭。

根据本方法的一些实施例，向通道内高压灌浆，以

填充通道和对应裂缝，包括：确定多个通道通过贯通裂

缝连通；对贯通裂缝对应的多个通道依次进行高压灌浆。

根据本方法实施例的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施工装

置，其特征在于，用于根据本方法实施例的大体积混凝

土基础的施工方法，施工装置包括：多个可充气弹性气

囊，可充气弹性气囊用于预埋设于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

模板内，并在大体积混凝土基础浇筑完成后可拆卸，以

在大体积混凝土基础内形成阵列排布的贯穿式通道；多

个预埋连接件，预埋连接件具有贯通的安装孔，可充气

弹性气囊的外径大于或等于安装孔的内径。

根据本方法的一些实施例，施工装置还包括：多个

截止阀，截止阀具有用于与安装孔可拆卸连接的连接部，

且截止阀具有导通安装孔的导通状态和关闭安装孔的

阻断状态。

根据本方法的一些实施例，施工装置还包括至少一

个连通管，连通管具有用于与安装孔可拆卸连接的连接

部，连通管用于连通两个预埋连接件所对应的通道。

根据本方法实施例的大体积混凝土基础，大体积混

凝土基础通过根据本方法实施例的大体积混凝土基础

的施工方法制造而成，或通过根据本方法实施例的大体

积混凝土基础的施工装置制造而成。

本方法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

给出，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中变得明显，或通过本方法

的实践了解到。

3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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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是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一个状态的示意图，其

中，可充气弹性气囊未抽出

图中：大体积混凝土基础 200；通道 210；贯通裂

缝 220a；非贯通裂缝 220b；

可充气弹性气囊 10；气囊本体 11；充气阀门 12；

预埋连接件 20；安装孔 201；截止阀 30；阀体 31；第

一连接管 32；连通管 40；进液端 401；出液端 402；弯

管 41；第二连接管 42；连接部 50。

4 有益效果

（1）通过在大体积混凝土基础内预设阵列式通道，

使通道在养护阶段能够形成冷却管道用于降低大体积

混凝土基础的水化热，减小裂缝的产生，以及能够用于

监测裂缝情况并进行高压灌浆修复，能够及时发现大体

积混凝土基础中的深层裂缝，避免发展形成大量贯通裂

缝对结构造成损伤，同时通道可以用于后期高压灌浆裂

缝修补，提高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使用功能和结构耐久

性，并且修补过程中避免重新寻找灌浆路径及钻孔施工

过程对混凝土和钢筋造成损伤。

（2）获取可充气弹性气囊、预埋连接件；将预埋

连接件套设于可充气弹性气囊端部，并将充气的可充气

弹性气囊阵列设置于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模板；浇筑混

凝土；混凝土初凝后，将可充气弹性气囊放气并抽出，

以得到具有通道的大体积混凝土基础，通道贯穿大体积

混凝土基础，预埋连接件设于通道的端部；向通道内通

入冷却介质，以对大体积混凝土基础进行降温；大体积

混凝土基础的温度降低至预设温度后，观察大体积混凝

土基础的状态和裂缝发展状态；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状态

稳定后并且用于容纳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基坑回填之

前，向通道内高压灌浆，以填充通道和对应裂缝。施工

方法能够利用通道降低水化热、减少裂缝、检测裂缝情

况并进行高压灌浆，提高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结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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