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混凝土脚手架方案做 混凝土修补专
项方案(大全5篇)

方案是指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通过制定方案，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避免盲目行动和无效努力。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
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混凝土脚手架方案做 混凝土修补专项方案篇一

20xx年，县财政局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省、市财税工作会议精
神，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推动绩效管
理提升年一系列工作，按照“一改、二争、三强、四严、五
提、六治”的工作思路，努力实现全年工作目标。

“一改”：就是要继续深化财政改革。在已有“国库集中支
付系统”的基础上，利用好“账户资金运行管理系统”，逐
步上线“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和“财政资金监管系统”，达到
“阳光财政”、“阳光财务”、“受控运行”、“联动监
管”四个目标，实现资金全覆盖、流程全控制、账户全监管;
进一步加大对公务卡改革工作力度，引导和督促预算单位开
展公务卡消费结算，解决“开而不用”的问题，全面铺开公
务卡消费还款业务。

“二争”：就是要大力争取资金，大力争取项目。抓住省委
书记强卫在调研时指出的“要把打造成为推进昌九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支点”这一战略部署，抢抓机遇，努力向上级争取
更多的财政资金扶持，争取更多的项目在县启动和实施，营
造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良好环境，把打造成产业招商热地、产
业发展高地、产业集聚洼地，使之成为推动昌九一体的重要
支撑和实施双核战略的重要支点。

“三强”：就是要强化税收征管、强化票据管理、强化国资



监管。坚持以票管收，源头控制，加大行政事业单位非税收
入稽查力度，规范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财政
票据电子化管理改革工作;大力实施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改进国有资产监管模式，逐步实现全县资产信息化、动态化
管理，为加强资产管理提供信息支撑。

“四严”：就是要严格预算编制、严格支出控管、严格财政
监督、严格内部管理。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编制预算，强
化预算约束，细化财政预算支出，坚持量入为出、略有结余
的原则，把保运转、保工资放在首位，加大对民生工程的倾
斜力度。加强财政日常监督和重点监察，进一步规范和整顿
财经秩序。在内部建立严格的内部管理和约束机制，规范财
政内部管理。

“五提”：就是要紧紧围绕绩效管理提升年活动，并以此为
契机，着力实现财政“五提”目标，即通过不断深化部门预
算改革，规范程序，促进政府财力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
高财政宏观调控能力;通过加强财政资金的跟踪问效，进一步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通过建立和完善财政运行新机制，进
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通过开展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财政
干部职工的综合素质;通过加强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进
一步提高财政队伍整体形象。

“六治”：就是要治庸、治懒、治散、治浮、治赌、治贪。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反对四风。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教育实践活动为主线，扎实开展“六治”
工作，重点解决工作责任不强、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大局意
识、效率低下、不积极主动、作风不实、能力平庸、得过且
过、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由散漫、拜金主义、以权谋私
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要提倡干事、反对无为，提倡创新、反
对僵化，提倡团结、反对内耗，提倡务实、反对漂浮，提倡
廉洁，反对腐败。做到工作上“不出格”、纪律上“不出
线”、生活上“不出圈”，努力打造一支廉洁勤政、务实高



效的财政队伍。

混凝土脚手架方案做 混凝土修补专项方案篇二

1.负温混凝土（机理）方法。

根据混凝土在负温下硬化的基本理论，要保证混凝土在负温
下硬化并获得强度，首要条件就在于必须有液相存在。加入
抗冻外加剂是使水的冰点下降，促使混凝土在负温下硬化。
掺加抗冻外加剂时，其剂量应适宜，当气温降至设计温度以
下，允许有30%～50%的水变为冰。掺抗冻外加剂生成的，不
对混凝土产生显著的损害。当水泥水化所需要的水随着水化
进程增多时，可由融冰来补充，直到含冰量减少并逐渐消失。

尽管掺抗冻外加剂，仍需提防第二种受冻模式造成的损害发
生。产生这种受冻现象的条件是正负温度反复交替出现，混
凝土的冷却及受热的速率是1～5℃/h,一般是初春及初冬，以
及冬季气候转暖出现融冰时刻。当空气中相对湿度增加，混
凝土中水泥及抗冻外加剂用量大时，受冻模式就会加速进行。
这时外加剂溶液会在混凝土中发生迁移现象，并可能在构件
中某些部位集中。这些部位多是表面、截面变动处，构件内
有缺陷处，然后有结晶析出，并可能体积增大，在构件内造
成局部损害。因此造成负温混凝土耐久性降低的原因，可能
不只是遭受寒流的袭击，还要注意突然来临的暖流。

2.临界强度（理论）方法。

受冻临界强度是指混凝土抵抗负温冻害时的最小强度。对于
不同负温下 冻结或用不同品种水泥拌制的混凝土 , 或不同
等级的混凝土 , 其受冻临界强度值不同 , 当采用不同防冻
剂时其受冻临界强度值也不同。临界强度 , 即混凝土受冻模
式所需的最低强度 , 和最短养护龄期 （ 即 i 临界龄期 ） 。
在这过程中必须根据水泥的水化程度、水化生成物的结晶度、
孔结构特征等综合考虑 , 一般来说混凝土的强度是一个重要



参数 , 是判断混凝土中结构形成与破坏过程的标准 , 所以
选用临界 强度作为允许受冻的指标。

1. 选择冬期施工方法考虑的因素。 在混凝土冬期施工中 ,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 一是根据 设计强度要求 ,
如何确定最短的养护龄期 ; 二是在冬期如何防止混凝土遭受
初期冻害 , 以免损害混凝土 的其他性能。 通常在选择冬期
施工方案时 , 考虑的主要因素有 : 自然气温情况、 结构类
型、 水泥的品种、 工期的限制条件以及经济情况。但是 ,
人们在确定某项施工方案时 , 往往单纯从经济比较着手 ,
而且只 是从混凝土的单项经济比较着手 , 忽视整体工程经
济分析 , 因而常常拖延工期。

2. 冬期施工方法。

（1） 蓄热法施工。蓄热法是将混凝土的原材料 （ 水、砂、
石 ） 预先加热 , 经过搅拌、运输、浇筑成型 后的混凝土
仍能保持一定正温度 , 以保温材料覆盖保温 , 防止热量散
失过快 , 充分利用水泥的水化热 , 使混凝土在正温条件下
增长强度。 蓄热法适用于气温不太寒冷的地区或是秋冬和冬
末季节。 蓄热法施 工应进行热工计算。

（2） 蒸汽养护法施工。在混凝土冬期施工中 , 当要求混凝
土强度增长较快 , 采用蓄热法等无法满足 要求时 , 通常采
用蒸汽养护法。

（3）电热法施工。电热法设备简单， 收效快 , 可以在任何
温度下使用 , 所以当工程要求紧迫且条件具 备时可以采用。
我国使用电热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 直接加热法和间接加热
法。

（4） 化学外加剂法我国混凝土冬期施工使用化学外加剂始
于 195 年 , 到现在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 , 即氯盐及其复合
剂、三乙酵胺及其复合剂、硫酸钠及其复合剂、亚硝酸钠及



其复合剂、减水剂及其复 合剂。氯盐冷混凝土的优点是不需
加热 , 施工简便 , 可降低工程费用 20% 左右 , 但存在硬
化慢、早期强 度低、加剧钢筋锈蚀的缺点。因此 , 对氯盐
的掺量和使用范围做了限制。

（5） 远红外线法养护。 利用远红外辐射器向新浇筑的混凝
土辐射远红外线 , 新拌混凝土与远红外线 的吸收介质 , 在
远红外线的共振作用下。介质分子做强烈运动 , 将辐射能充
分转换成热能 , 对混凝土进 行密封辐射加热 , 使其在较短
时间内获得要求的强度。 由于远红外线养护时间短、 质量
佳 , 且能源多样 , 随着这项技术的研究应用 , 将为混凝土
冬期施工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1. 混凝土的搅拌在常温条件下施工 , 搅拌塑性混凝土常选
用自落式搅拌干硬性混凝土宜采用强制 式搅拌机。在冬期施
工时 , 除考虑上述条件外 , 还应考虑混凝土的水灰比减少
和外加剂的掺人等因素 , 宜选择强制式搅拌机。为确保混凝
土的搅拌质量。冬期施工时除合理选择搅拌机型号外 , 还要
确定装 料容积、投料顺序和搅拌时间等。

（1） 装料容积。混凝土搅拌机的规格常以装料容积表示 ,
装料容积通常只为搅拌几何容积的 1/2 ～ 1/3 。一次搅拌
好的混凝土体积称为出料容积 , 约为装料容积的 55%-75% 。
混凝土搅拌机以其出料容积 （m 2 ）×1000 标定规格 , 常用
规格有 150l,250l,350l 等。

（2） 投料顷序。冬期搅拌混凝土的合理投料顺序应与材料
加热条件相适应。一般是先投骨料和 加热的水 , 待搅拌一
定时间后 , 水温降到 40℃左右时 , 再投入水泥继续搅拌到
规定的时间 , 要绝对避免 水泥出现假凝。

（3） 搅拌时间。 为满足各组成材料间的热平衡 , 冬期拌
制混凝土时应比常温规定的'搅拌时间适当延 长。对搅拌掺
有外加剂的混凝土时 , 搅拌时间应取常温搅拌时间的 1.5



倍。

2. 混凝土的运输和浇筑。

（1）混凝土的运输。混凝土拌和物出机 , 应及时运到浇筑
地点。在 运输过程中 , 要采取措施防止混凝土热量散失和
冻结等现象。 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 , 加强运输工具的保 温
覆盖、制作定型保温车或运输采暖设备。途中混凝土温度不
能降低过决 , 一般每小时温度降低不宜 超过 5 ～6℃。 混
凝土浇筑时人模温度除与拌和物的出机温度有关外 , 主要取
决于运输过程中的蓄热温度。 因此 , 运输速度要快 , 运输
距离要短 , 倒运次数要少 , 保温效果要好。

（2）混凝土浇筑。在浇筑前 , 应清除模板和钢筋表面的冰
雪和污垢。在施工缝处接槎浇筑混凝土 , 应去除水泥薄膜和
松动石子 , 将表面湿润冲洗干净 , 并使接缝处原混凝土的
温度高于 2℃，然后铺抹水 泥浆或与混凝土砂浆成分相同的
砂浆一层 , 待已浇筑的混凝土强度高于 1.2mpa 时 , 允许
继续浇筑。 条件宜采用热风机清除模板、钢筋上的冰雪和进
行预热。分层浇筑厚大整体式结构时 , 已浇筑 层的混凝土
温度 , 在被上层混凝土覆盖时 , 不应降至热工计算的数值
以下 也不得低于 2"c 。浇筑随内 力接头的混凝土 （ 或砂浆 ）
宜先将结合处的表面加热到正温。 浇筑后的接头混凝土 （
或砂浆 ） 在温度不超 过 45℃的条件下 , 应养护至设计要
求强度 ; 当设计无要求时 , 其强度不得低于设计标号的
70% 。冬期一 般不得在强冻胀性地基上浇筑混凝土 ; 在弱
冻胀性地基上浇筑混凝土时 , 地基土应保温 ; 在非冻胀性
地基上浇筑混凝土时 , 可不考虑土对混凝土的冻胀影响 ,
但在受冻前 ,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不得低于受冻 临界强度。

3.蓄热法养护。混凝土蓄热法养护是利用原材料加热及水泥
水化热的热量 , 通过适当保温延缓混 凝土冷却 , 使混凝土
冷却到 0℃以前达到预期要求强度的一种施工方法。



（1）蓄热法的适用范围 : 蓄热法适用于初冬或早春季节室
外日平均气温为 - 10℃最低气温不低于 - 15℃的环境 , 由
于蓄热法施工简单 , 冬期施工费用低廉 , 容易保证施工质
量 , 故在冬期施工时应优先考 虑采用。蓄热法使用的保温
材料应该以传热系数小 , 价格低廉和易于获得的地方材料为
宜。

（2）混凝土受冻临界强度在寒冷地区进行混凝土冬期施工 ,
由于各种因素 , 欲使混凝土完全不受冻 是不现实也不经济
的。因为这要增加许多防护措施 , 而且工期拖长。在一定条
件下允许混凝土早期受 冻 , 而不致损害混凝土各项性能 ,
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新浇混凝土在受冻前达到某一初始强
度值 , 然 后遭到冻结 , 当恢复正常温度后 , 混凝土强度
仍会继续增长 , 经 28d 养护后 , 其后期强度可达设计标
值的 95% 以上。这一受冻前的初始强度值叫做混凝土早期受
冻允许临界强度。

综上所述， 冬季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质量控制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过程 , 施工中无论哪一个环节出现 纰漏都会造成不可估
量的损失 , 因此技术人员要掌握好冬季施工的方法原来及实
践操作的技术要求 , 才能保证混凝土工程冬季施工的质量。

混凝土脚手架方案做 混凝土修补专项方案篇三

一、蜂窝的现象:为混凝土结构局部出现酥散，无强度状态。

1、其产生的原因是:

4）模板缝隙未堵严，或模板支撑不牢固，振捣时，模板移位
漏浆； 5）、钢筋较密，使用的石子粒径过大或坍落度过小；
6）基础、柱、墙根部未稍加间歇就继续灌上层混凝土。

2）、浇灌应分层下料，分层振捣，防止漏振；必须掌握振捣
时间，一般每点振捣时间约20-30秒，使混凝土不再显著下沉，



不再出现气泡，混凝土表面出浆且呈水平状态，混凝土将模
板边角部分填满充实。

3）、模板缝应堵塞严密，浇灌中，应随时检查模板支撑情况
防止漏浆；

4）、基础、柱、墙根部应在下部浇完间歇1~1.5h，沉实后再
浇上部混凝土，避免出现“烂脖子”。

3、处理方法：

3）、如果是孔洞，则要经过有关人员研究，制定补强方案进
行处理。

二、麻面的现象：是混凝土局部表面出现缺浆和许多小凹坑、
麻点，形成租糙面，但无钢筋外露现象。

3）摸板拼缝不严，局部漏浆；

4）混凝土振捣不实，气泡未悱出，停在模板表面形成麻点。

2、防治的措施

3）模板缝隙拼接严密，柱底模四周缝隙应用双面胶带密封，
防止漏浆；

5）浇筑时柱底部应先填100厚左右的同柱混凝土级配一样的
水泥砂浆。

6）控制好下料，保证混凝土浇筑时不产生离析，混凝土自由
倾落高度不应超过2m。

7）浇筑时应经常观察模板、支架等情况，若有异常，应停止
浇筑，并应在混凝土凝结前修整完毕。



3、处理方法：麻面主要影响使用功能和美观，表面作粉刷的，
可不处理；表面无粉刷的，应加以修补，将麻面部分湿润后
用用掺加建筑胶的素水泥浆，将麻面抹平压光。

混凝土脚手架方案做 混凝土修补专项方案篇四

通过专项整治，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主体，落实责任；进一步
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消防宣传教育和灭火救援力度，提高职
工消防安全意识，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进程，深入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制，大力整治火灾隐患，预防火灾事故，切实提高
全体职工防控火灾的意识和能力，建立消防安全管理长效机
制，努力实现无火灾事故的工作目标，为建设“四个无锡”
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组织领导

我处成立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夏xx

副组长：徐xx

组员：吴xx、浦xx

三、方法步骤

1、制定方案，落实责任。领导小组根据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单位实际，制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措施和要求，同各科室签订责任状，
落实工作责任，切实做到组织到位、任务明确、措施得当、
责任落实。

2、抓好学习，组织演练。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消防法》
和有关消防知识，参加市、区组织的`消防知识讲座，邀请市



安监局消防教员来单位授课，并组织对消防应急预备队进行
培训。

3、监督检查，加强协调。对室内外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维护、检测，保
证运行正常。坚持责任人日检、科室周检、分管领导月检、
领导小组年检的制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立即整改。对
单位各个科室、各个通道的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在示意图上
进行标示，并责任到人。

4、考核奖惩，总结经验。根据平时检查的情况，结合半年和
年终总结，各科室认真总结消防安全工作经验，提出合理化
的建议。领导小组对各科室落实责任制情况进行考核评比，
并兑现奖惩。

四、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落实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
接抓、科室领导具体抓，层层落实责任，确保消防安全工作
扎实有效开展。各科室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消防安
全工作合力。

2、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将本方案确定的工作任务逐项分解，
将责任层层分解到人，认真抓好落实，真正形成一级抓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

混凝土脚手架方案做 混凝土修补专项方案篇五

满堂脚手架又称作满堂红脚手架，是一种搭建脚手架的施工
工艺。满堂脚手架相对其他脚手架系统密度大，明了一点就
是满屋子搭架子。满堂脚手架相对于其他的脚手架更加稳固。

使用了满堂脚手架后，3.6米以上的内墙装饰不再另行计算装
饰脚手架，而内墙的砌筑脚手架仍按里脚手架规定计算。



满堂脚手架的使用视其高度而定，当天棚净高在3.6m以下者，
不管天棚采用何种装饰工艺，均不计算装饰脚手架。当天棚
净高在3.6m至5.2m之间时，天棚的装饰脚手架按满堂脚手架
本层定额计算，当天棚净高在5.2m上时，天棚的装饰脚手架
要计算基本层和增加层两个定额项目。

满堂脚手架的整体性与稳定性注意事项：

1、立杆：架体设纵横向扫地杆，扫地杆设在基础上平
面200mm处的立杆上，用十字扣件固定在立杆上，立杆之间
必须按步距满设双向水平杆，确保两方向足够的设计刚度。
立杆接头要错开不设在同一层面上，立杆下端与垫木间增加
木楔，用来调整立杆沉降不匀。

3、连墙杆：

架体与混凝土框柱进行有效的附墙连接，以提高支模架在施
工荷载作用下的变形本事。

4、模板施工中应注意易发生的质量问题：

a)柱模板容易产生的问题：截面尺寸不准，柱位置位移，柱
弯曲。采取办法是：支模前按图弹出位置线，四周用木条顶死
(留出板厚度)可保证底部位置准确，根据柱的截面尺寸配制
的模板四周背好方木，四边吊正，加箍锁死，再四周拉好支
撑。

b)梁板模板容易产生的问题：梁梆不平直，梁底不平，梁口
不顺直，防止办法有：梁板模板支撑，龙骨的间距应经过计
算后，确保其强度、刚度、底模水平杆应按设计和规范要求
起拱，拉通线锁梁口，防止口上变形。

施工程序：基础放线钢筋绑扎支模校验浇筑砼



5、墙体模板的配置

模板配置高度：

内板高度：2920mm；接高：1850mm

外板高度：2920mm；接高：1850mm

工程应施工方要求，门窗洞口处大模板全部断开，同墙体一
同施工的连梁配置梁模，梁模包括：梁侧模、梁底模、梁下
堵板。

配置梁模的方法能够有效保证门窗洞口的位置尺寸及浇筑效
果，但此种配置方法占用塔吊时间过长，影响工程进度。且
由于洞口处模板断开，导致模板板块较多，在支模过程中，
掌握不好垂直度。

另外一些特殊洞口的存在会使支模十分繁琐。为保证外墙门
窗洞口的直线性，外墙门窗洞口全部断开，内墙采用内置式
的模板配置方法，提高支模效率。

6、节点的处理方法

阴角模与大模板之间经过专用连接螺栓和多道阴角压槽有效
控制了错台、扭曲等现象保证砼墙体浇筑后平整、顺直。大
模板与阳角模之间平口用专用连接器或螺栓进行连接，并纵
向设置三道直角背楞有效保证了阳角棱角顺直光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