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工程冬季施工措施，你了解哪些内容？ 

◎转载 

 

一、冬季施工特点： 

1、冬季施工由于施工条件及环境不利，是工程质量事故的多发季节，尤以

混凝土工程、钢结构工程居多。如何在冬季施工、抢赶工期的条件下保证项目的

质量目标，是施工技术和施工组织的难点； 

2、质量事故出现的隐蔽性、滞后性。即工程是冬天干的，大多数在春季才

开始暴露出来，因而给事故处理带来很大的难度，轻者进行修补，重者重新施工，

不仅给工程带来损失，而且影响工程的使用寿命； 

3、冬季施工的计划性和准备工作时间性强。这是由于准备工作的时间短，

技术要求复杂，往往有一些质量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这一环节跟不上，仓促施

工造成的。 

 

二、冬季准备工作： 

冬季施工过程中，工程项目的施工要连续进行，必须做到有冬季施工安全生

产计划，并按计划执行。 

1、在入冬前应组织专人编制冬季施工方案。编制的原则是：确保工程质量，

经济合理，使增加的费用为最少；所需的热源和材料有可靠的来源,并尽量减少

能源消耗；确实能缩短工期。冬季施工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施工程序，施工方

法，现场布置，设备、材料、能源、工具的供应计划，安全防火措施，测温制度

和质量检查制度等。方案确定后，要组织有关人员学习，并向班组进行交底；  

2、与当地气象台站保持联系，及时接收天气预报，防止寒流突然袭击； 

3、安排专人测量施工期间的室外气温，砂浆、混凝土的温度并作好记录； 

4、有针对性地聘请顾问、专家进行评估、筛选冬季施工方法和进行专项试验。 

 

三、冬季施工专项措施： 

1、钢结构安装 

冬季运输堆存钢结构时，必须采取防滑措施。构件堆放场地必须平整坚实，无水

坑、地面无结冰。同一型号构件叠放时，必须保证构件的水平度，垫块必须在同

一垂直线上，防止构件溜滑； 



2、钢结构安装前除按常规检查外，尚须根据负温度条件对构件质量进行详

细复验。凡是在制作中漏检和运输堆放中造成的构件变形等，偏差大于规定影响

安装质量时，必须在地面进行修理、矫正，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规定后方能起吊

安装； 

3、绑扎、起吊钢构件的钢索与钩件直接接触时，要加防滑隔垫。凡是与构

件同时起吊的节点板、安装人员使用的挂梯、校正用的卡具、绳索必须绑扎牢固。

直接使用吊环、吊耳起吊构件时要检查吊环、吊耳连接焊缝有无损伤； 

4、构件上有积雪、结冰、结露时，安装前应清除干净，但不得损伤涂层； 

5、在负温度下安装钢结构的专用机具应按负温度要求进行检验； 

6、在负温度下安装钢结构后应立即进行校正，校正后立即进行永久固定。

当天安装的构件，要形成空间稳定体系，保证钢结构的安装质量和结构的安全； 

7、高强螺栓接头安装时，构件的摩擦面必须干净，不得有积雪、结冰，不

得雨淋，接触泥土、油污等脏物； 

8、栓钉焊接前，应根据负温度值的大小，对焊接电流、焊接时间等参数进

行测定，保证栓钉在负温度下的焊接质量。 

 

四、钢筋工程 

1、当室外气温过低时对钢筋加工棚采取必要的封闭和保温措施，保证钢筋

不在过低的温度下进行弯曲和直螺纹成型。现场绑扎采取防风遮挡措施，及时清

除钢筋上的冰雪； 

2、在负温条件下使用的钢筋，施工过程中应加强检验、检查；钢筋在运输

和加工的过程中应防止撞击和刻痕； 

3、钢筋负温焊接，采用闪光对焊、电弧焊及气压焊等焊接方法，焊接时应

严格防止产生过热、烧伤、咬肉和裂纹等缺陷； 

4、钢筋接头分批进行质量检查与验收，先由焊工对所焊的接头外观检查，

后有质检人员验收，发现不合格品立即返工； 

5、采用钢筋接驳器连接时，要经过负温测试后方可使用； 

6、雨雪天气不得在现场施焊，必需施焊时，采取有效的遮蔽保护措施，焊

接后未冷却的接头应避免碰到冰雪； 

7、提前编制冬期钢筋焊接作业指导书，组织焊接人员进行学习，避免盲目

施工。 

 

 



五、模板工程 

冬施期间在模板外侧是否再附加保温层以及保温层的厚度由热工计算进行

确定，模板及保温的拆除时间通过推算混凝土的成熟度值和试压混凝土同条件试

块确定。 

 

六、混凝土工程 

1、水泥优先采用水化热高的硅酸盐、普硅水泥等，水泥标号不应低于 C42.5 

号。最小水泥用量不少于 300kg/m3，水灰比不大于 0.6； 

2、拌制混凝土所需采用的骨料应清洁，不得含有冰、雪、冻块及其他易冻

裂物质。在掺用含有钾、钠离子的防冻剂混凝土中，不得采用活性骨料或在骨料

中混有这些物质的材料； 

3、混凝土中掺入的外加剂宜选用无氯盐型外加剂，且能有效改善混凝土的

工艺性能，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并保证在其低温期的早强及负温下的硬化，防止

早期受冻； 

4、为保证混凝土的搅拌温度，必须严格控制水的加热温度。水的温度应控

制在 70-80℃(不得高于 80℃)。搅拌时先加骨料，后加水泥，保证出机温度≥

15℃，入模温度≥10℃； 

5、浇注混凝土前，清除模板和钢筋上的冰雪和污垢，并用热风机对模板进

行预热：采取防风、防冻保护措施，一旦发现混凝土遭冻应进行二次加热搅拌，

使拌和物具有适宜的施工和易性后再浇注；浇注时要采用机械分层振捣，严格控

制分层高度，振捣速度要快； 

6、养护措施 

（1）冬施期间混凝土内掺加早强减水剂或掺加抗冻剂。混凝土浇筑后采用

综合蓄热法进行砼养护，专人负责测温； 

（2）冬施期间设专人测温，监测混凝土的入模温度及养护温度，直至混凝

土达到抗冻临界强度。 

7、冬施期间混凝土质量的检测 

（1）测量水的加热温度和加入搅拌时的温度； 

（2）测量混凝土自搅拌机中卸出时的温度和浇筑入模时的温度，每一工作

班至少测四次； 

（3）混凝土养护温度的测量方法：测温孔（点）的设置，采取蓄热法养护

时，在易于散热的部位设置；现浇混凝土梁、板的测孔与梁板的水平方向垂直设



置，梁测孔每 10m设置一个，孔深 1/3 梁高；楼板每 30m2 设置一个，孔深 1/2 

板厚； 

（4）测温方法：测温时按测温孔编号顺序进行，温度计插入测温孔后，堵

塞住孔口，留置在孔内 3～5min ，然后迅速从孔中取出，使温度计与视线成水

平，仔细读数，记入测温记录表，同时将测温孔用保温材料按原样盖好； 

（5）全部测温孔均编号，并绘制测温孔布置图； 

（6）混凝土养护期间温度的控制混凝土的初期养护温度，不得低于防冻剂

的规定温度，达不到规定温度时，立即增加保温苫盖的层数； 

（7）按规范应较常温至少多留置 2 组同条件养护试件， 一组用来测定混

凝土受冻前的强度即临界强度，另一组用作检验 28d 的强度，混凝土试块应在

浇筑现场用浇筑结构的拌合物制作。试压前试件应在拥有正温条件的室内停放，

解冻后再进行试压，停放时间需 4-12h； 

（8）模板和保温层,应在混凝土冷却到 5℃后方可拆除.当混凝土与外界温

差大于 20℃， 拆模后的混凝土表面，应临时覆盖，使其缓慢冷却。对承受荷载

的构件模板，应在构件达到设计及规范要求的条件下方可拆除。 

 

七、砌筑工程 

1、砌筑前应将页岩砖、空心砖、灰砂砖、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加气混凝

土砌块和石材表面的污物、冰、雪、霜清除掉，遭水浸泡冻结后的砖或砌块不得

使用； 

2、石灰膏、粘土膏或电石膏等宜保温防冻,如遭冻结,应经融化后方可使用； 

3、砌筑砂浆标号一般不应低于 M2.5，重要部位和结构不应低于 M5，宜采

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拌制，冬季砌筑不得使用无水泥拌制的砂浆。砂浆掺用的外加

剂使用前必须了解其化学成份、性能，使用掺量必须准确。 

 

八、粗装修工程 

1、进在进行室内抹灰前，应将门窗口封好，门窗口边缝及脚手眼、孔洞等

亦应堵好。施工洞口、运料口及楼梯间等处搞好封闭保温。在进行室外施工，应

尽量利用外架子搭设暖棚； 

2、施工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5℃，以地面以上 50cm 处为准； 

3、需要抹灰的砌体,应提前加热,使墙面保持在 5℃以上，以便湿润墙面时

不致结冰，使砂浆与墙面粘结牢固； 



4、用冻结法砌筑的砌体，应提前加热进行人工开冻，待砌体已经开冻并下

沉完毕后，再进行抹灰； 

5、用临时热源加热时，应当随时检查抹灰层的湿度，如干燥过快发生裂纹

时，应当进行洒水湿润，使其与各层（底层、面层）能很好的粘结，防止脱落； 

6、用热作法施工的室内抹灰工程，应在每个房间设置通风口或适当开放窗

户，进行定期通风，排除湿空气； 

7、抹灰工程所用的砂浆，应在正温度的室内或临时暖棚中制作，砂浆使用

时的温度，应在 5℃以上。为了获得砂浆应有温度，采用热水搅拌； 

8、装饰工程完成后,在 7d 内室(棚)内温度仍不应低于 5℃。 

 

九、脚手架工程 

1、冬季施工前，对各类架子的基础进行严格的检查，确保架子基础牢固可

靠，不至应冻涨而变形造成应力集中； 

2、冬施期间要随时清理脚手架上的积雪、杂物，一方面减少脚手架的雪荷

载，另一方面避免出现人员滑倒事故； 

3、加强脚手架与结构间的拉接，提高脚手架抗风荷载的能力。冬期施工结

束后及时检查脚手架基础是否稳定，避免由于土层解冻造成脚手架下沉。 

(凌达/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