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箍筋间距不按图施工绑扎

原因分析：

绑扎操作不严格，不按图纸尺寸绑扎。

防治措施：

根据构件配筋情况，在纵向钢筋上用粉笔画出间距点。同时严格要求工人操作。

2、箍筋绑扎不牢固，绑扎点松脱，箍筋滑移歪斜

原因分析：

用于绑扎的铁丝太硬或粗细不适当；绑扣形式为同一方向；或将钢 筋笼骨架沉入模板槽内

过程中骨架变形。

防治措施：



一般采用 20-22 号铁丝作为绑线。绑扎直径 12mm 以下钢筋宜用 22 号铁丝；绑扎直径
12-16mm钢筋宜用 20号铁丝；绑扎梁、柱等直径较大的钢筋用双根 22号铁丝充当绑线。
绑扎时要相邻两个箍筋采用反向绑扣形式。例如绑平板钢筋网时，除了用一面顺扣外，还应

加一些十字花扣；钢筋转角处要采用兜扣并加缠；对纵向的钢筋网，除了十字花扣外，也要

适当加缠。重新调整钢筋笼骨架，并将松扣处重新绑牢。

3、箍筋弯钩头平直段长度不足 10d

原因分析：

下料不准确；画线方法不对或误差大；用手工弯曲时，扳距选择不当；角度控制没有采取保

证措施。

防治措施：

1）加强钢筋配料管理工作，根据本单位设备情况和传统操作经验，预先确定各形状钢筋下
料长度调整值，配料时考虑周到；为了画线简单和操作可靠，要根据实际成型条件

（弯曲类型和相应的下料调整值、弯曲处曲率半径、扳距等），制定一套画线方法以及操作

时搭扳子的位置规定备用。一般情况可采用以下画线方法：画弯曲钢筋分段尺寸时，将不同

角度的下料长度调整值在弯曲操作方向相反一侧长度内扣除，画上分段尺寸线；形状对称的

钢筋，画线要从钢筋的中心点开始，向两边分画。

扳距大小应根据钢筋弯制角度和钢筋直径确定，可参以下数值。

（以上 1中的 d为钢筋直径。）为了保证弯曲角度符合图纸要求，在设备和工具不能自行达
到准确角度的情况下，可在成型案上画出角度准线或采取钉扒钉做标志的措施。 2）对于开
头比较复杂的钢筋，如进行大批成型，最好试加工出一个样品，并根据样品情况进行调整，

以作为示范。

4、钢筋漏绑



原因分析：

事先没有考虑施工条件，忽略了钢筋安装顺序，致使下道工序钢筋绑扎困难。

防治措施：

绑扎钢筋骨架之前要熟悉图纸，并按钢筋材料表核对配料单和料牌，检查钢筋规格是否齐全

准确，形状、数量是否与图纸相符；在熟悉图纸的基础上，仔细研究各号钢筋绑氙扎安装顺

序和步骤。

治理方法：

松绑部分钢筋，达到条件后把未绑扎的钢筋绑扎完成。

5、负筋间距过大

原因分析：

绑扎操作不严格，不按图纸尺寸绑扎。

防治措施：

对操作人员专门交底，或在钢筋骨架上挂牌，提醒安装人员注意

6、负筋绑扎混乱、歪斜，间距不一



原因分析：

管理人员管理不到位，绑扎工人操作马虎，不按图纸尺寸绑扎。 工序安排不当，钢筋受踩

踏；

防治措施：

加强现场管理，对操作人员专门认真交底；钢筋必须满绑；合理安排工序，做好保护措施，

预防绑扎后踩踏；

7、负筋弯钩方向未向下

原因分析：

绑扎疏忽，未将弯钩方向朝下。

防治措施：

绑扎时使负筋弯钩朝向下；负筋进行满绑。

治理办法：

将弯钩方向不对的钢筋拆掉，调准方向再绑。切忌不拆掉钢筋而硬将其拧转（因为这样做，

不但会拧松绑扣，还可能导致整个骨架变形）。

8、箍筋宽度尺寸不准

原因分析：

（1）在骨架绑扎前未按应有的规定宽度定位，或定位不准；
（2）已考虑到将箍筋宽度定位问题，但在操作时不注意，使两个箍筋往里或往外串动。
预防措施 ：

（1）绑扎骨架时，先扎牢（或用电弧焊焊接）几对箍筋，使四肢箍筋宽度保持符合规定的
尺寸，再穿纵向钢筋并绑扎其它箍筋；

（2）按梁的截面宽度确定一种双肢箍筋（即截面宽度减去两侧保护层厚度），绑扎时沿骨
架长度放几个这种双肢箍筋定位；



（3）在骨架绑扎过程中，要随时检查四肢箍筋宽度的准确度，发生偏差及时纠正。
治理方法：

取出已入模的钢筋骨架，松掉每对箍筋交错部位内的纵向钢筋的绑扣，校准四肢箍筋的宽度

后重新绑扎。

9、钢筋偏位

原因分析：

（1）放线错误，施工员粗心大意，没有认真复核设计图纸造成。
（2）模板固定不牢，在施工过程中时有碰撞柱模的情况，致使柱子总筋与模板相对位置发
生错动；



箍筋加强约束，采用这种方法仍应慎重。若采用对错位较大的钢筋加同规格的复位筋与错位

筋实现可靠连接则较为稳妥，错位严重的应与有关人员共同研究加固补强方案。

10、钢筋骨架歪斜变形
（1）梁呈拱形状

（2）钢筋网片呈波浪状

原因分析：

钢筋骨架外形不准，这和各号钢筋加工外形是否准确有关，如成型工序能确保各部尺寸合格，

就应从安装质量上找原因。安装质量影响因素有两点：多根钢筋端部未对齐；绑扎时某号钢

筋偏离规定位置。施工过程中梁底标高有误。

防治措施：

绑扎时将多根钢筋端部对齐；防止钢筋绑扎偏斜或骨架扭曲。

治理方法：

将导致骨架外形尺寸不准的个别钢筋松绑，重新安装绑扎。

11、钢筋绑扎不到位引起的钢筋砼保护层问题
（1）、楼板负筋砼保护层厚度过大



原因分析：

（1）施工操作不规范，钢筋工安装时，钢筋骨架绑扎不牢固，无钢筋支撑措施（马凳、悬
挂法等），或支撑过少、分散，在浇筑混凝土时，震动使钢筋偏位。

（2）施工管理不到位：各工种交叉作业，施工人员行走频繁，无处落脚大量踩踏而护筋又
不到位，车压人踩，使受力钢筋移位、变形。

防治措施：

（1）在施工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规范操作，责任明确，钢筋制作、绑扎、支模、浇筑时严
格按照施工技术交底操作。受力筋或箍筋的加工尺寸准确 ，绑扎牢固，支模尺寸符合要求。

混凝土保证良好的和易性，选用合适的振捣器和正确的操作方法，以保证钢筋保护层的质量。

（2）加强教育和管理，使全体操作人员重视保护板面上层负筋的正确位置；必须行走时应
自觉沿钢筋支撑点通行，不得随意踩踏中间架 空部位钢筋。

（3）安排足够数量的钢筋工(一般应不少于 3～4人或以上)，在砼浇筑前及浇筑中及时进行
整修。

（4）推广使用悬挂法施工工艺《方管加支撑悬挂法控制砼板厚度及钢筋保护层厚度》）。
《方管加支撑悬挂法控制砼板厚度及钢筋保护层厚度》



（2）钢筋砼保护层厚度过小
梁底露筋

楼板板底露筋



原因分析：

保护层砂浆垫块间距过大或缺失；振捣混凝土时，振动器撞击钢筋，使钢筋移位或引起绑扣

松散。

防治措施：

砂浆垫块间距适当（以骨架不明显下弯变型为宜）；对于纵向钢筋，可采用埋有铁丝的垫块，

绑在钢筋骨架外侧；对于负弯矩钢筋的砼保护层厚度控制，详见下面的方管式悬挂法控制负

弯矩钢筋砼保护层 。

处理方法：

范围不大的轻微露筋可用水泥砂浆抹压平整；露筋部位附近混凝土出现麻点的，应沿周围敲

开或凿掉，直至看不到孔眼为止，然后用砂浆抹压平整。为保证修复处灰浆或砂浆与混凝土

接合可靠，原混凝土面要用水冲洗、用铁刷刮净，使表面没有粉层、砂粒或残渣，并在表面

保持湿润的情况下补修。重要受力部位的露筋应经过技术鉴定后，根据露筋严重程度采取措

施补救，以封闭钢筋表面（采用树脂之类材料涂刷）防止其锈蚀为前提，影响构件受力性能

的应对构件进行专门加固。

方管式悬挂法控制负弯矩钢筋砼保护层



材料规定：

（1）方管规格：采用壁厚 1.2mm以上，外框尺寸为 15mm×15mm、20mm×20mm两种，
目前市场上为 6米长一根，项目部按工程设计板保护层厚度要求选用（方管外框尺寸为砼板
负筋保护层厚度）；

（2）方管撑脚：采用φ12或φ14的钢筋制作，最好采用圆钢；
（3）铁铲：用 25以上钢筋打成一头扁平的铁铲。
制作要求：

（1）根据设计板跨，将 6米长方管下料成长度为 1.5米、3.0米等规格。（2）、将方管焊
成架体：两方管平行放置，间距 400mm左右，两端头及中间用方管或φ12以上钢筋作为拉
杆焊接成一个整体，拉杆间距 400mm左右，要求面平。
（3）方管架体焊钢筋撑脚：架体高度＝设计板厚＝方管外框厚度＋撑脚高度（在施工现场，
如现有的架体高度小于设计板厚 30mm以内时也可在撑脚下加设硬垫块处理，而不必重新
制作架体）。

（4）撑脚间距：为提高整体刚度，撑脚间距要求不大于 400mm。
（5）焊接要求：整个架体连接点包括拉杆和焊脚均应满焊。
施工工艺及注意事项

（1）在楼面板钢筋绑扎完成后，按板厚要求布设相应高度的方管架体，要求架体布设顺直，
架体内边距支座边 350mm左右。
（2）所有板负筋与架体交叉点均用 22＃铁丝逐点绑扎牢固，负筋面必须紧贴方管底。
（3）对于采用泵送砼的项目，整个施工段必须全部布完架体，并将负筋全部绑在方管上，
方能组织钢筋隐蔽验收。

（4）架体应在砼振捣密实平整后初凝前方能拆除。顺序为：振动棒振捣——平方管面找平
砼——平板振动器振捣（要求砼面平方管面）——用铁铲铲断负筋与架体结扎点铁丝——清

除铁丝——清除架体——架体部位补砼。

（5）作业人员施工时应尽量不踩踏板负筋（可踩架体）。
使用后架体维护

（1）拆下的架体应及时用自来水冲洗干净表面混凝土浆；
（2）及时调整和修复变形架体；
（3）拆下的架体应按规定位置堆放整齐；
（4）工程主体结构完成后，应及时清理干净架体，并涂刷废机油防锈，存放于仓库，避免
日晒雨淋。

12、梁柱节点箍筋的制作与安装
1）框架梁柱节点核心部位柱箍筋遗漏



2）框架梁柱节点核心部位柱箍筋数量不足

3）框架梁柱节点核心部位柱箍筋堆匝

原因分析：

由于节点处梁柱钢筋纵横竖交叉，钢筋分布密集，特别是当中间柱子有四根或更多根梁相联

的情况下，采用整体沉梁入模时，箍筋绑扎困难，导致节点区下部箍筋无法绑扎，因此存在

遗漏柱箍筋现象，或箍筋绑扎不到位造成箍筋堆匝现象。

防治措施：

施工时在节点处四角增加若干根 6mm或 8mm的附加纵向短筋（长度与节点高度相同）；
先将柱节点处箍筋按设计图纸间距焊接在纵向短筋上形成整体骨架（俗称猪笼），再将整体

骨架套入柱纵筋并搁置在楼板模板面上，然后穿梁钢筋并绑扎或将整体骨架焊在节点处截面

高度最大的梁上，最后整体沉梁入模。为防止附加纵向短筋位置与柱纵筋冲突而造成套箍困

难，附加纵向短筋应偏离箍筋角部约 5 cm。采用该法可很好地保证节点处柱箍筋的间距与
数量，实施效果较好。需要说明的是，焊接时焊点要适可而止，绝不能焊伤箍筋和梁柱钢筋。



（详见后面附图）。

已焊好尚未套进柱内的梁柱节点处的加密箍

准备套进柱内的梁柱节点处的加密箍

与梁钢筋笼一起沉入柱内的梁柱节点处的加密箍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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