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等的大量兴建 ,对高强度钢材的需求日益增加 ,这

一钢材新品会在建筑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

(来稿摘登 ,原作者 :何德湛)

三机抬吊钢筋混凝土柱

黑龙江化工厂中氮改造燃煤储运煤库工程长

174m、宽 36m ,共有 74 根钢筋混凝土工形柱 ,截面尺寸

016 ×112m ,柱长 1917m ,每根柱重 2416t ,柱基为混凝

土杯形基础 ,深度 - 419m ,杯底标高 - 415m ,通长带形

基础与柱杯形基础组合一起 ,基础大开挖 ,杯口中心距

坑边 4m ,由于场地狭窄 ,不能合理排列 ,致使混凝土柱

北侧在跨内、南侧在跨外有限的地段预制 ,并需重叠预

制才能摆放开。

鉴于工程特殊性 ,吊装半径大 ,基础于地下太深 ,

根据现场条件 ,最后确定三机抬吊方案 ,一台 ( P &H)

60t 汽车吊 ,一台 (QU Y50) 50t 履带吊 ,两台吊车为主

机 ;一台 ( TG425) 45t 汽车吊做副机。因三机的实际荷

载与每个单机理想荷载分配不同 ,所以每个单机的吊

重不得超过允许起重量的 80 %。

考虑三台吊车行走路线及工作面 ,柱子布置按纵

向 60°角 ,柱顶对着轴线。上下两柱分层预制 ,吊装前

先用一台 50t 履带起重机将柱子翻转 90°,使小面朝

上 ,把上边柱子倒开 ,然后把底下柱子翻身布置为垂直

于基础 ,采用三机抬吊递送法 ,两台主机分别支在柱子

上半部两侧 ,副机支在柱子下半部一侧。

起吊时两台主机抬吊 ,副机递送 ,当水平转向竖直

位置后 ,副机卸荷 ,柱重量全部由双主机负担 ,抬吊到

杯口就位。三机抬吊时各起重机应将回转半径刹车打

开 ,以防吊钩滑车发生倾斜时 ,可自动调整一部分 ;应

注意使副机起钩速度与主机起钩速度保持一致 ,两台

主机升钩 ,副机以旋转配合 ,将柱竖直 ,卸去副机吊钩 ;

考虑两台主机最大半径时满负荷 ,从安全角度考虑 ,把

柱子按最小半径沿坑边落钩 ,距基础上表面 011m 高

度 ,向杯口移动 ,趴杆 ,增大工作半径 ,双主机递送到杯

口 ,同时缓慢落钩 ,将柱子插入杯口就位 ;用缆风绳及

楔子临时固定后脱钩 ,经校正后 ,分两次灌缝。该工程

吊装用了一个月时间 ,全面完工 ,经检查验收达到了优

质标准。

(来稿摘登 ,原作者 :潘家山)

外加剂超量对混凝土质量的影响及其检测方法

近几年来 ,商品混凝土在建筑工程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但是 ,一些厂商对生产过程缺乏严格的管理

导致产品质量问题 ,严重影响了建筑工程的质量。本

文结合最近发生的一起工程质量事故对这一问题作进

一步的分析 ,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并引以为

戒。

某 21 层的商住楼 ,使用泵送商品混凝土 ,其中柱

和剪力墙的混凝土为 C40 ,梁和板的混凝土为 C30。该

工程第六层于 1997 年 9 月 8 日晚 8 :30 开始浇筑 ,至

次日清晨 5 :30 浇筑完毕 ,整个浇筑过程都很正常。

但是浇筑结束后发现混凝土的终凝时间推迟 20

小时 ,甚至更长 ,颜色也不均匀 ,梁和板的交界处出现

了横向裂缝 ,裂缝的宽度在 2mm 左右。通过对混凝土

测试得知 :楼板强度为 2910MPa ,柱和剪力墙的强度分

别为 3812MPa 和 3412MPa ,均不满足设计要求。

事故发生后 ,在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介绍和现场

考察之后 ,专家们认为质量事故的原因是由于 C6220

外加剂超量所引起的。在用量适量的时候 ,C6220 是

一种性能优良的商品混凝土泵送剂 ,但当超量较多时 ,

除了终凝时间推迟外还会对混凝土的强度产生一定的

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所导致混凝土强度的损失是不可

恢复的。至于在梁与板的交界处横向裂缝发生 ,是由

于混凝土中水和外加剂的容重不同 ,使本该均质的梁

和板成为两种性能不同的材料 ,导致了收缩性能的差

异 ,而终凝时间的严重推迟 ,又加剧了它的发生和发

展。由于混凝土强度的降低和裂缝的大量存在 ,严重

影响了结构的正常工作 ,最终不得不将已浇筑的混凝

土全部拆除 ,综合经济损失累计达 400 多万元。

由于这起质量事故涉及到的损失较大 ,为了使结

论更真实可信、具有说服力 ,总承包委托上海建筑科学

研究院就具体情况进行了不同外加剂 (C6220) 掺量条

件下 C30 和 C40 混凝土试块的试验 ,共四块 ,C30 和

C40 各两块 ,每种试块中 ,都有一块按原设计的配合比

制做 ,而另外一块除了外加剂超量约 4 倍外 ,其它参数

都与原设计相同 ,试块原料和外加剂均由商品混凝土

供应商提供。

试验结果按原设计配合 ,两种标号混凝土的强度

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但当外加剂超量时 ,则会造成混凝

土的凝固速度减慢、强度降低 ,甚至出现裂缝。

试验说明 ,C40 和 C30 现场混凝土的质量事故是

由 C6220 外加剂超量所导致的 ,它对混凝土后期强度

的影响是显著的。

大力推广和普及商品混凝土已是大势所趋 ,但在

实际运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材料本身的原因

外 ,外加剂的使用不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对此

应引起高度重视。

(来稿摘登 ,原作者 :许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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