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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层建筑施工面临着诸多技术难点，

如深基坑支护、混凝土施工、垂直度控制等。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些技术难点，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旨在为高层建筑施工提供有益的参考，确保施工质量、安全与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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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high-rise buildings are springing up 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a spring ra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rise buildings is faced with many technical difficulties，such 

as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concrete construction，verticality control，etc.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se 

technical difficulties，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aiming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rise buildings，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safety and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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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层建筑施工技术难点 
（一）深基坑支护 

高层建筑基础埋深较大，深基坑的开挖与支护成为首要难

题。基坑周边环境复杂，如临近建筑物、地下管线等，对基坑

支护体系的变形控制要求极高（文章中如图 1所示）。若支护

不当，可能导致基坑坍塌、周边地面沉降，进而危及周边建筑

物和地下管线的安全。常见的基坑支护方式有桩锚支护、土钉

墙支护、地下连续墙支护等，但在实际应用中，需根据地质条

件、基坑深度、周边环境等因素综合选择并优化设计，否则容

易出现支护失效的情况。 

 

图 1  深基坑支护 

（二）混凝土施工 

1.大体积混凝土裂缝控制 

高层建筑基础多采用大体积混凝土。由于混凝土体积大，

水泥水化热释放集中，内部温度迅速升高，而混凝土表面散热

较快，形成较大的内外温差。当温差应力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

度时，就会产生裂缝。（文章中如图 2所示）裂缝不仅影响混

凝土的外观质量，还会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和结构承载能力。 

 

图 2  混凝土裂缝 

2.高强度混凝土配制与施工 

为满足高层建筑结构对强度和耐久性的要求，常需使用高

强度混凝土。高强度混凝土对原材料的品质要求严格，如水泥

的强度等级、骨料的强度和粒径、外加剂的性能等。同时，其

配制过程需要精确控制配合比，施工过程中对搅拌、运输、浇

筑、振捣等环节要求也较高，否则难以保证混凝土的强度和匀

质性。 

（三）垂直度控制 

高层建筑高度大，在施工过程中如何保证结构的垂直度是

一大难点。随着楼层的增加，施工误差容易累积，若垂直度偏

差过大，将影响建筑物的整体稳定性，导致结构受力不均，甚

至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在施工过程中，受到风力、施工荷载、

模板变形等因素的影响，都可能使结构产生倾斜。 

（四）高空作业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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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施工涉及大量的高空作业，如外脚手架搭设、模

板安装、钢结构安装等。高空作业环境复杂，危险性高，工人

面临着坠落、物体打击等安全风险。外脚手架的稳定性、安全

网的设置、临边防护等措施的不到位都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同

时，高空作业的物料吊运、人员上下等环节也需要严格的安全

管理（文章中如图 3所示）。 

 

图 3  高空作业安全防护 

（五）建筑防水施工 

高层建筑层数多，屋面防水、卫生间防水、外墙防水等部

位的防水要求高且施工难度大。屋面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

受到阳光、雨水、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渗漏。卫

生间管道众多，防水节点处理不当易产生渗漏隐患。外墙防水

则面临着风雨侵蚀、墙体变形等挑战，一旦渗漏，维修难度较

大且成本高。 

二、高层建筑施工技术难点的对策 
（一）深基坑支护对策 

1.精准勘察与设计 

施工前进行详细的地质勘察，获取准确的地质参数，包括

土层分布、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地下水位等。结合周边环境，

采用先进的设计软件进行支护方案的设计与优化。例如，对于

软土地层且周边环境复杂的基坑，可采用地下连续墙支护，并

结合内支撑系统，有效控制基坑变形。 

2.实时监测与动态调整 

在基坑施工过程中，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对基坑周边土

体位移、支护结构变形、地下水位变化等进行实时监测。根据

监测数据，及时分析支护体系的工作状态，若发现异常，立即

采取加固、调整支撑等措施。如当发现基坑某侧土体位移过大

时，可增加土钉数量或加大锚杆的预应力。 

（二）混凝土施工对策 

1.大体积混凝土裂缝控制措施 

（1）优化配合比：选用低热水泥，减少水泥用量，添加

粉煤灰、矿渣粉等掺合料，降低水化热。同时，合理控制骨料

级配，增加混凝土的密实度。 

（2）控制浇筑温度：在夏季施工时，对原材料进行降温

处理，如对骨料进行遮阳、洒水降温，采用低温水搅拌混凝土

等，降低混凝土的入模温度。 

（3）设置温度缝：在混凝土结构中合理设置温度缝，减

少温度应力的集中。同时，在混凝土内部预埋冷却水管，通过

循环水带走混凝土内部的热量，降低内部温度。 

（4）加强养护：混凝土浇筑后，及时进行保温保湿养护，

采用覆盖塑料薄膜、草帘等措施，保持混凝土表面温度，减小

内外温差。 

2.高强度混凝土施工要点 

（1）严格原材料检验：对水泥、骨料、外加剂等原材料

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确保其符合高强度混凝土的配制要求。

例如，水泥应选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42.5 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

硅酸盐水泥，骨料应质地坚硬、洁净，外加剂应具有良好的减

水、增强和缓凝效果。 

（2）精确配合比设计：根据工程要求和原材料特性，通

过试验确定精确的配合比。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配合比进

行搅拌，采用电子计量设备，确保原材料计量准确。 

（3）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混凝土，确

保搅拌均匀。混凝土运输过程中，采取措施防止坍落度损失。

浇筑时，采用分层浇筑、分层振捣的方法，确保混凝土的密实

度。振捣棒应快插慢拔，避免漏振和过振。 

（三）垂直度控制对策 

1.测量控制体系建立 

建立高精度的测量控制网，在建筑物的四角设置永久性的

控制点。采用先进的测量仪器，如全站仪、激光铅垂仪等，定

期对建筑物的垂直度进行测量。在每层楼施工时，将控制点引

测到楼层上，通过测量放线确定墙、柱等结构的位置，严格控

制施工误差。 

2.模板及支撑体系优化 

选用刚度大、变形小的模板材料，如钢模板或优质胶合板。

设计合理的模板支撑体系，对支撑间距、立杆稳定性等进行严

格计算和控制。在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模板的检查和维护，及

时纠正模板的变形，确保结构的垂直度。例如，对于高层建筑

的核心筒施工，可采用液压爬升模板体系，该体系具有模板定

位准确、刚度大、施工速度快等优点，能有效保证核心筒的垂

直度。 

（四）高空作业安全防护对策 

1.完善安全防护设施 

搭设规范的外脚手架，脚手架的立杆间距、横杆步距、连

墙件设置等应符合安全规范要求。在脚手架外侧满挂密目式安

全网，底部设置兜底网。在建筑物的临边、楼梯口、电梯井口

等部位设置防护栏杆，并悬挂警示标志。对于钢结构安装等高

空作业，设置可靠的操作平台和防护栏杆。 

2.加强安全教育与培训 

对高空作业人员进行严格的安全教育培训，使其熟悉高空

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培训内容包括正确佩戴

和使用安全带、安全帽等个人防护用品，掌握高处坠落、物体

打击等事故的应急处置方法。定期进行安全演练，提高工人的

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3.强化安全管理与监督 

建立健全高空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方安全责任。在

施工现场设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加强对高空作业现场的巡

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安全违规行为。对安全防护设施进行定期

检查和维护，确保其完好有效。 

（五）建筑防水施工对策 

1.屋面防水施工要点 

（1）基层处理：确保屋面基层平整、干燥、清洁，无起

砂、空鼓等缺陷。对基层的阴阳角、女儿墙根部等部位进行圆

弧处理，便于防水卷材的铺贴。 

（2）防水材料选择：根据屋面防水等级和使用环境，选

择合适的防水材料，如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合成高分子

防水卷材等。 

（3）施工工艺控制：防水卷材铺贴时，应采用满粘法或

条粘法，确保卷材与基层粘贴牢固。卷材的搭接宽度应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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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要求，且搭接处应密封严密。对于屋面的细部节点，如天沟、

檐口、变形缝等，应进行附加层处理，增强防水效果。 

2.卫生间防水施工要点 

（1）管根处理：卫生间管道安装完毕后，对管根进行密

封处理，可采用遇水膨胀橡胶止水条或防水密封膏。在管根周

围做防水附加层，范围应不小于 250mm。 

（2）防水层施工：卫生间防水层一般采用防水涂料，如

聚氨酯防水涂料。涂刷时应均匀、无漏刷，厚度应符合设计要

求。在墙地面交接处，防水层应上翻不低于 300mm。 

（3）闭水试验：防水层施工完成后，进行闭水试验，蓄

水深度不低于 20mm，蓄水时间不少于 24 小时，观察有无渗漏

现象，如有渗漏，及时进行修补。 

3.外墙防水施工要点 

（1）墙体材料选择与砌筑：选用吸水率低、抗渗性好的

墙体材料，如加气混凝土砌块等。砌筑时，保证灰缝饱满、密

实，水平灰缝和垂直灰缝的厚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2）外墙抹灰：外墙抹灰前，对基层进行清理和湿润。

抹灰层应分层施工，每层厚度不宜超过 10mm，总厚度不超过

20mm。在抹灰层中掺入防水剂，提高抹灰层的抗渗性。 

（3）外墙装饰与防水处理：外墙装饰材料应具有一定的

防水性能，如外墙涂料应具有良好的耐水性和透气性。在装饰

层施工前，对外墙进行防水处理，如涂刷外墙防水剂或铺贴防

水卷材。 

三、结论 
高层建筑施工技术难点众多，深基坑支护、混凝土施工、

垂直度控制、高空作业安全防护以及建筑防水施工等方面都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通过精准勘察与设计、实时监测、优化配合

比、建立测量控制体系、完善安全防护设施以及严格施工工艺

控制等一系列对策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技术难点，确

保高层建筑施工的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未来的高层建筑施工

中，还应不断探索和创新施工技术，加强施工管理，以适应不

断发展的建筑需求，为城市建设打造更多优质的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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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7 页 
防护栏杆的高度应不低于 1.2m，并且要牢固可靠。防护栏杆上

可以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提醒施工人员注意安全。要在高支模

的出入口设置防护门，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建立健全

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责任，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和

培训。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对违反

安全规定的行为要进行严肃处理，确保施工人员严格遵守安全

操作规程。遇到恶劣天气应停止施工，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七）建立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应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型、应急响应级别、应急处

置措施、人员疏散方案等内容。要明确各部门和人员在应急处

置中的职责和任务，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

进行处置。应急救援队伍应由专业人员组成，具备丰富的应急

救援经验和技能。他们要熟悉高支模施工的特点和风险，掌握

应急救援的方法和技巧。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和物资，

如起重机、千斤顶、灭火器等，以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

速投入救援工作。当高支模出现坍塌、火灾、人员坠落等突发

事件时，应立即发出警报，通知相关人员迅速撤离现场。要按

照应急预案的要求，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进行救援和处理。在救

援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现场，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八）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设计单位是高支模设计的责任主体，他们对高支模的结构

特点、受力情况等最为了解。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发现设计方

案存在问题或需要进行调整，应及时与设计单位沟通，共同研

究解决方案。设计单位也可以为施工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提供专

业的指导和建议。监理单位是高支模施工的监督主体，他们负

责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在施工

过程中，要积极配合监理单位的工作，及时向监理单位汇报施

工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于监理单位提出的整改意见，要

认真落实，确保施工符合规范要求。还应与其他相关部门，如

建设单位、质量监督部门等保持沟通协调。及时汇报施工进展

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支模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难点和挑战。通过强化设计方

案审核、严格材料采购与检验、提高安装人员技术水平、加强

安装过程管理、科学设置监测点等一系列措施，可以有效地解

决高支模施工技术在应用中的难点，提高施工质量和安全性。

在未来的建筑工程施工中应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高支模

施工技术，使其更好地为建筑工程服务，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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