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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导则适用于70m高以下重力坝、水闸、水工隧洞、溢洪道、水工挡土墙等水工混凝土。 

本导则共分16章，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温控防裂设计、温控防裂

设计资料与计算参数、温度及应力计算、温度及应力控制标准、混凝土原材料选择、混凝土及配合比设

计、混凝土温控防裂措施、建筑物结构分缝、通水冷却、特殊部位的温度控制、表面保护和养护、低温

季节施工温度控制、温度监测与分析等。 

本导则为推荐性标准。 

本文件由辽宁省水利厅提出。 

本文件由辽宁省水利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大连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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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导则 

1 范围 

本导则规定了水工混凝土温控防裂的相关术语，对温控防裂设计、设计资料与计算参数、温度及应

力计算、温度及应力控制标准、混凝土原材料选择、混凝土及配合比设计、混凝土温控防裂措施、建筑

物结构分缝、通水冷却、特殊部位的温度控制、表面保护和养护、低温季节施工温度控制、温度监测与

分析等给出了指导性意见。 

本导则适用于70m高以下重力坝、水闸、水工隧洞、溢洪道、水工挡土墙等水工混凝土在设计、施

工和运行管理中的温度控制与防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混凝土坝温度控制设计规范 NBT 35092 

混凝土外加剂 GB8076 

混凝土重力坝设计规范SL 319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175 

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 SL654 

水工挡土墙设计规范 SL 379 

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SL 677 

水工混凝土外加剂技术规程 DL/T 5100 

水工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SL 744 

水工隧洞设计规范SL 279 

水闸设计规范SL 265 

溢洪道设计规范 SL 253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体积混凝土  mass concrete 

结构物尺寸在两个维度上大于1m，另一个维度上不小于0.5m 的混凝土，或可能由于温度变化及自

生体积变形导致有害裂缝产生的混凝土。 

3.2  

基础约束区 foundation restraint area 

基础面以上0~0.4 𝑙的高度范围，其中0~0.2 𝑙称强约束区，0.2𝑙~0.4 𝑙称弱约束区，𝑙指混凝土浇筑块

长边的长度。 

http://zwgk.mwr.gov.cn/jsp/yishenqing/appladd/biaozhunfile/detail.jsp?bzbh=SL%2B65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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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础温差 foundation temperature difference  

基础约束区内，混凝土最高温度与稳定温度之差。 

3.4  

新老混凝土温差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new and old concrete 

老混凝土（龄期超过28d）面上0.25 𝑙高度范围内的新混凝土最高温度与浇筑新混凝土时下层老混凝

土0.25 𝑙高度范围内的平均温度的差值 

3.5  

内外温差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interior and surface of concrete 

混凝土内部最高温度与混凝土表面温度之差。 

4 温控防裂设计 

4.1 含有大体积混凝土的水工混凝土结构应进行专门的温控防裂设计，温控防裂设计应依据现行国家

标准和行业规范进行，并给出明确的温控防裂标准。 

4.2 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的标准应按照不同的部位给出，包括但不限于最高温度、新老混凝土温差、

基础温差、内外温差，以及混凝土的抗裂能力指标。 

4.3 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应根据设计提出的温控防裂标准制定可靠的温控防裂措施。 

4.4 结构复杂或者比较重要的工程，制定温控防裂标准和编制温控防裂措施，宜进行大体积混凝土温

度场、应力场的仿真计算。 

5 温控防裂设计资料与计算参数 

5.1 气温、水温和地温 

5.1.1 温度控制设计需要的气温资料包括：多年平均气温及年内变幅、多年月平均或旬平均气温、多

年极端气温、多年日平均气温及日变幅、气温骤降的降幅和历时及频率、日照影响。这些资料应采用工

程所在地气象站的实测资料，实测资料没有或者不足，可根据周边气象站的实测资料通过修正采用。 

5.1.2 温度控制设计需要的河水水温应根据工程所在地水文站实测的天然河水水温资料，确定多年平

均河水水温和多年月平均河水水温。无水文站时，宜在工程地点设简易观测点获取河水水温资料，或收

集工程所在河流上下游水文站及梯级水库的实测资 料和区间支流资料修正后采用。 

5.1.3 水库水温应收集类似工程的资料进行类比。 

5.1.4 多年平均地温或多年月平均地温应根据也应根据工程所在地实测资料确定，无实测地温资料时，

可收集周边气象站实测资料分析采用。 

5.2 基岩参数 

5.2.1 基岩弹性模量、密度等参数宜釆用试验值，并考虑基础处理的影响。 

5.2.2 基岩比热容、导热系数、泊松比等参数无试验资料时，应参考类似工程资料分析确定。 

5.3 混凝土性能参数 

5.3.1 温度控制设计所需的混凝土力学参数应包括抗压强度、抗拉强度、弹性模量、 泊松比、密度；

变形参数包括极限拉伸值、自生体积变形、干缩、徐变；热学参数包括绝热温升、比热容、导热系数、

导温系数、线膨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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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混凝土各项性能参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其中弹性模量、绝热温升、极限拉伸值、自生体积变形

的试验值宜拟合为与龄期的关系式，徐变试验值宜拟合为与加荷龄期及荷载持续时间的关系式。 

5.3.3 无试验值时，混凝土绝热温升、导热系数、比热容、导温系数、线膨胀系数、泊松比、密度等

可参考《混凝土坝温度控制设计规范》NBT 35092附录 A的有关规定进行估算。 

6 温度及应力计算 

6.1 温度场计算 

6.1.1 混凝土建筑物和基础的温度场 F(x,y,z)应满足如下方程： 

 
∂T

𝜕𝜏
= 𝑎 (

𝜕
2
𝑇

𝜕𝑥2
+

𝜕
2
𝑇

𝜕𝑦2
+

𝜕
2
𝑇

𝜕𝑧2
) +

𝜕𝜃

𝜕𝜏
 ··························································· (1) 

式中： 

T－混凝土温度（℃）； 

t—时间（h）; 

𝑎—导温系数（m
2
/h）; 

𝜃—混凝土绝热温升（℃）； 

x、y、z —各向坐标（m）。 

6.1.2 应对水工建筑物混凝土和基础进行从基础开挖起，包括混凝土分块浇筑上升过程和正常运行阶

段，直到混凝土和基础温度能够随外界温度呈稳定周期变化为止的长历时温度场变化过程的仿真计算。 

6.1.3 边界条件拟定和温度场计算方法，可参考《混凝土坝温度控制设计规范》NBT 35092 的相关规

定。 

6.2 温度应力计算 

6.2.1 应对水工建筑物混凝土进行包括混凝土分块浇筑上升过程和正常运行阶段，直到混凝土和基础

温度能够随外界温度呈稳定周期变化为止的长历时应力场变化过程的仿真计算。混凝土温度应力可按

《混凝土坝温度控制设计规范》NBT 35092附录 D的方法计算。 

6.2.2 计算混凝土温度应力时应考虑混凝土自重、徐变和自生体积变形。 

6.2.3 气温日变幅较大时，宜计算气温日变幅引起的混凝土表面温度应力。 

7 温度及应力控制标准 

7.1 温差标准 

7.1.1 温差标准应包括基础容许温差、新老混凝土容许温差和内外容许温差。 

7.1.2 基础容许温差，在条件符合时，可按《混凝土坝温度控制设计规范》NBT 35092 的规定取值。 

7.1.3 对以下情况的混凝土基础容许温差应加以论证： 

a) 混凝土所用骨料的线膨胀系数与 1.0×10
-5
/℃相差较大； 

b) 常态混凝土 28d 龄期的极限拉伸值低于 0.85×10
-4
或 碾压混凝土 28d龄期的极限拉伸值低于

0.70×10
-4
； 

c) 基岩弹性模量和混凝土弹性模量相差较大； 

d) 采用含氧化镁较高的水泥，试验或实测资料表明混凝土具有明显的自生体积变形； 

e) 在基础约束范围内长期停歇的浇筑块； 

f) 坝块结构尺寸长宽比大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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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结构尺寸高长比小于 0.5； 

7.1.4 在龄期超过 28d 的老混凝土面上浇筑混凝土时，应采取短间歇均匀上升或薄层连续上升的浇筑

方式。新老混凝土容许温差可取 15°C~20℃，当浇筑块长边长度大于 40m时宜取小值。 

7.1.5 施工过程中各浇筑块应均匀上升,相邻块高差不宜超过 12m, 浇筑时间间隔宜小于 28d。 

7.1.6 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进行表层混凝土温度应力分析和表面保温设计，提出混凝土内外容许温

差。 

7.2 容许最高温度 

7.2.1 以基础容许温差为温控依据的区域，混凝土内部容许最高温度应为相应部位的准稳定温度平均

值与基础容许温差之和。 

7.2.2 以内外容许温差为温控依据的区域，混凝土内部容许最高温度应为混凝土表面温度与内外容许

温差之和。 

7.2.3 以新老混凝土容许温差为温控依据的区域，混凝土内部容许最高温度应为浇筑新混凝土时下层

老混凝土 0.25 𝑙高度范围内的平均温度与新老混凝土容许温差（为老混凝土面上 0.25 𝑙高度范围内的新

混凝土最高温度与浇筑新混凝土时下层老混凝土 0.25 𝑙高度范围内的平均温度的差值）之和。 

7.2.4 混凝土内不同区域的混凝土容许最高温度应采用本导则第 8.2.1~8.2.3 条中计算所得各种容

许最高温度值的小值。 

7.2.5 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根据温度场和温度应力计算成果，提出混凝土的温度控制分区。 

7.3 温度应力控制标准 

7.3.1 混凝土温度应力控制标准可按综合安全系数法或分项系数法确定。 

7.3.2 采用综合安全系数法时，施工期混凝土温度应力应满足下式要求： 

 σ ≤ εE/𝐾𝑓 ············································································ (2) 

式中： 

σ——不同区域的混凝土浇筑块最大温度应力或表层混凝土最大温度应力（Pa）； 

ε——混凝土极限拉伸值，由试验确定； 

E——混凝土弹性模量（Pa）,由试验确定； 

𝐾𝑓——综合安全系数，中、高坝宜采用1.5~1.8，坝高大于200m的高坝宜采用2.0；确定表层混凝

土温度应力控制标准时宜采用1.3~1.5。 

7.3.3 采用分项系数法时，施工期混凝土温度应力应满足下式要求： 

 𝛾0≤𝜀𝑝𝐸𝑐/𝛾𝑑 ············································································· (3) 

式中： 

γ0——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应于结构安全级别为I、II、Ⅲ级的结构及构件可分别取用1.10、1.05、

1.00； 

𝜎——各种温差所产生的温度应力之和（Pa）； 

𝜀𝑝——混凝土极限拉伸值的标准值； 

𝐸𝑐——混凝土弹性模量标准值（Pa）； 

𝛾𝑑——温度应力控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结构系数，取1.50。  

8 混凝土原材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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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选用的水泥品种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水工混凝土施工规

范》SL677、《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SL654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宜尽量选用发

热量低的水泥。选用水泥应进行混凝土试验。 

8.2 宜选用粉煤灰、火山灰、 矿渣粉、磷渣粉等活性材料作为混凝土胶凝材料的掺合料，以降低混凝

土的水化热。选用掺合料应进行混凝土试验。 

8.3 在满足混凝土设计的强度要求和现行行业标准《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SL677 关于品质规定的基

础上，骨料宜选用石灰岩等线膨胀系数小的人工骨料。 

8.4 混凝土应掺加适宜的减水剂、引气剂等外加剂，尽量降低水泥用量。必要时可以在混凝土中掺加

纤维提高混凝土的极限拉伸性能，或者掺加 MgO等外加剂改善混凝土自生体积变形的性能。外加剂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8076和《水工混凝土外加剂技术规程》DL/T 5100的有关规定。应

结合工程选定的混凝土原材料和混凝土性能要求及施工条件，进行外加剂适应性试验。 

9 混凝土及配合比设计 

9.1 混凝土设计 

9.1.1 混凝土强度等级、抗渗及抗冻等级应相互匹配，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

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SL654的有关规定，合理设置不同强度等级的分区。 

9.1.2 混凝土设计宜考虑下列要素： 

a) 合理利用混凝土的后期强度，混凝土设计龄期宜考虑釆用 90d或以上龄期的可行性。 

b) 宜采用大级配骨料混凝土。 

c) 宜采用绝热温升较低、极限拉伸值较大、自生体积变形不收缩或呈延迟性微膨胀的混凝土。 

9.2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9.2.1 应从设计阶段开始，有计划地安排不同阶段和深度的配合比设计与试验工作。配合比的设计与

试验应当把混凝土的温控防裂作为工作的重点，既要满足各项设计指标，又要尽量降低混凝土的发热量，

优化混凝土的变形性能。 

9.2.2 有关温控防裂的混凝土试验项目宜按表 1的规定进行。 

表1 与温控防裂相关的混凝土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 选择 

力学性能 
抗压强度 ● 

弹性模量变化过程 ● 

变形性能 

极限拉伸值变化过程 ● 

自生体积变形 ● 

干缩 ○ 

徐变 ○ 

热学性能 

绝热温升 ● 

比热容 ○ 

导热系数 ○ 

线膨胀系数 ● 

注：●表示应选项目，○表示可选项目。 

http://zwgk.mwr.gov.cn/jsp/yishenqing/appladd/biaozhunfile/detail.jsp?bzbh=SL%2B654-2014
http://zwgk.mwr.gov.cn/jsp/yishenqing/appladd/biaozhunfile/detail.jsp?bzbh=SL%2B654-2014
http://zwgk.mwr.gov.cn/jsp/yishenqing/appladd/biaozhunfile/detail.jsp?bzbh=SL%2B65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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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温控防裂的降温措施 

10.1 原材料温度控制 

10.1.1 水泥、粉煤灰运至工地的入罐或入场温度不宜高于 65℃。 

10.1.2 应控制成品料仓内骨料的温度和含水率，细骨料表面含水率不宜超过 6% 。 

10.1.3 拌和水应有防晒设施，供水水管应包裹保温材料。 

10.2 混凝土生产过程温度控制 

10.2.1 降低混凝土出机口温度宜采取下列措施： 

a) 粗骨料可釆用风冷预冷措施，冷风温度宜比骨料冷却终温低 10℃，且经风冷的骨料终温不应

低于 0℃。 

b) 拌和楼宜采用加冰、加制冷水拌和混凝土。加冰时宜采用片冰或冰屑，常态混凝土加冰率不宜

超过总水量的 70%，碾压混凝土加冰率不宜超过总水量的 50%。加冰时可适当延长拌和时间。 

10.2.2 混凝土出机口温度可按《混凝土坝温度控制设计规范》NBT 35092附录 E 的方法计算。 

10.3 混凝土运输和浇筑过程温度控制 

10.3.1 应提出混凝土运输及卸料时间要求；混凝土运输机具应采取隔热、保温等措施。混凝土出拌和

楼机口至振捣或碾压结束，温度回升值不宜超过 5℃，且混凝土浇筑温度不宜大于 28℃。入仓温度和浇

筑温度可按《混凝土坝温度控制设计规范》NBT 35092 附录 E的方法计算。 

10.3.2 高温季节如果浇筑制冷混凝土，振捣或碾压后应及时覆盖合适厚度的保温材料。 

10.3.3 浇筑仓内气温高于 25℃时应采用喷雾措施。 

10.4 浇筑后温度控制 

10.4.1 混凝土浇筑后温度控制宜采用冷却水管通水冷却、表面流水冷却、表面蓄水降温等措施。坝体

有接缝灌浆要求时，应采用水管通水冷却方法。 

10.4.2 高温季节，常态混凝土终凝后可采用表面流水冷却或表面蓄水降温措施。表面流水冷却的仓面

宜设置花管喷淋，形成表面流动水层；表面蓄水降温应在混凝土表面形成厚度不小于 5cm 的覆盖水层。 

10.4.3 有条件的工程，宜采用自动调节通水降温的冷却控制方法。  

10.5 通水冷却 

10.5.1 在已确定浇筑温度、浇筑层厚度和浇筑间歇期等措施的前提下，混凝土最高温度仍高于容许最

高温度时，应进行初期通水冷却。 

10.5.2 在计划时间段内，自然冷却混凝土温度达不到接缝灌浆或接触灌浆温度要求时，应进行后期通

水冷却。 

10.5.3 通水冷却宜采用小温差、均匀缓慢的降温方式，避免温度陡降。通水冷却应符合混凝土容许最

高温度、降温速率、降温幅度，以及不同龄期混凝土温度应力控制标准的规定。 

10.5.4 用作冷却水管的管材应有良好的导热性能和足够的强度，一般可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管或

金属管。 

10.5.5 冷却水管流向变换间隔时间不宜超过 24h，可选择 12h或 24h换向。 

10.5.6 冷却水管在铅直断面上可呈梅花形、正方形或长方形布置。冷却水管应呈蛇形铺设在浇筑层底

部的层面上；当浇筑层较厚时可在浇筑层中部加铺一层冷却水管。 

10.5.7 冷却水管的水平间距宜采用 1.0m~1.5m，铅直间距宜采用 1.5m~2.0m或与浇筑层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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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单根水管长度不宜超过 300m，当同一仓面上布置多根水管时，水管长度宜基本相当。 

10.5.9 冷却水管距离上下游面、孔洞、廊道、缝面的距离宜采用 1.0m~2.0m。冷却水管进出口应引至

廊道内或合适的部位。 

10.5.10 冷却水管不宜过缝设置，需过缝时应有适应水管及混凝土变形的措施。冷却水管不应穿越廊

道和孔洞。 

10.5.11 初期通水开始时间宜与混凝土下料时间同步，延迟通水开始时间不宜超过 12h。初期通水过

程中的混凝土最高温度不应高于容许最高温度。初期通水冷却宜连续进行；初期通水冷却时间由计算确

定，宜为 14d~21d；通水结束时混凝土温度宜比容许最 高温度低 5℃~8℃。 

10.5.12 初期通水冷却混凝土日最大降温不宜超过 1℃，且日平均降温不宜超过 0.6℃。 

10.5.13 混凝土温度与冷却水管进口水温之差不宜超过 20℃。 

10.5.14 自开始通水至混凝土最高温度出现后 2d，通水流量宜为 1.2m
3
/h~2.0m

3
/h；最高温度出现 2d

后，通水流量不宜超过 1.2m
3
/h。 

11 温控防裂的结构措施 

11.1 重力坝、水闸、水工隧洞、溢洪道、挡土墙等的分缝应符合各相关现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 

11.2 分缝设置应根据混凝土温度控制难度及防裂要求，并结合建筑物布置、结构体形、混凝土施工强

度等因素，通过混凝土温度应力计算分析确定。 

11.3 分缝间距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宜取小值。设置诱导缝、宽槽、后浇堰面时应避免先期浇筑混凝土

产生尖角。在满足大坝稳定前提下，溢流堰反弧段可设置永久纵缝。 

12 特殊部位的温度控制 

12.1 特殊部位混凝土包括：施工期临时过水的混凝土、填塘混凝土、闸墩、孔洞周边混凝土、坝身封

堵体混凝土、抗冲耐磨混凝土、并缝部位混凝土、导流洞堵头混凝土。特殊部位混凝土宜釆用有限元法

通过温度应力计算确定温度控制标准和编制温控防裂措施。 

12.2 特殊部位混凝土的温控防裂措施可按《混凝土坝温度控制设计规范》NBT 35092 中的相关规定编

制。 

13 表面保护和养护 

13.1 表面保护 

13.1.1 大体积混凝土永久和临时外露表面均应进行保护设计。可采用有限元法、影响线法或经验公式

计算表面温度应力， 提出表面保护时段及保护标准。闸墩、抗冲磨混凝土、无钢衬的孔洞等特殊部位

宜进行专门的表面保护设计。气温日变幅对混凝土表面温度应力影响较大时，宜考虑气温日变幅作为表

面保护设计的因素。 

13.1.2 施工期大体积混凝土的孔口、廊道、竖井等部位应进行封闭保温。 

13.1.3 施工所在地日平均气温在 2d~6d 内连续下降超过 5℃时，应分析加强表面保护措施的必要性。 

13.1.4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大体积混凝土，其永久暴露面，施工期可采取全年保温方式，并论证采取运

行期长期保温的必要性。开始保温的时间也应该通过专门的温控计算确定。 

13.2 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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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中岀现的所有临时或永久暴露面均应进行养护。常态混凝土应在初凝后 3h

开始保湿养护；碾压混凝土可在收仓后进行喷雾养护，并尽早开始保湿养护。养护期内应始终使混凝土

表面保持湿润状态。 

13.2.2 混凝土养护可采用喷雾、旋喷洒水、表面流水、表面蓄水、花管喷淋、覆盖潮湿草袋、铺湿砂

层或湿砂袋、涂刷养护剂、人工洒水等方式。 

13.2.3 混凝土宜养护至设计龄期，养护时间不宜少于 28d。闸墩、抗冲磨混凝土等特殊部位宜适当延

长养护时间。  

14 低温季节施工温度控制 

14.1 一般规定 

14.1.1 日平均气温连续 5d稳定在 5℃以下或最低气温连续 5d稳定在-3℃以下时，应按低温季节施工

进行混凝土温度控制，提出包括混凝土原材料、拌和、运输和浇筑过程的保温防冻措施。 

14.1.2 日平均气温在-20℃以下时不宜浇筑混凝土，需要浇筑混凝土时应经论证。 

14.1.3 在严寒和寒冷地区， 日平均气温在-10℃以上时宜采用蓄热法保温；日平均气温为-20℃~-10℃

时可采用综合蓄热法或暖棚法保温。 

14.1.4 大体积混凝土早期允许受冻临界强度应不低于 7.0MPa或成熟度不低于 1800℃▪h；混凝土成熟

度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SL 677的有关规定。 

14.2 原材料与拌和 

14.2.1 拌制混凝土所用的骨料不应有冻块。 

14.2.2 低温季节采用的外加剂品种和掺量宜通过适应性试验确定。  

14.2.3 低温季节混凝土出机口温度应不低于 5℃，宜采取下列措施： 

a) 宜采用热水拌和，拌和水温度不宜高于 60℃。 

b) 当日平均气温连续 5d低于-5℃时，宜将骨料加热；粗骨料可采取蒸汽加热，细骨料可在料仓

底部铺设封闭的蛇形管加热。 

c) 拌和时宜先投入骨料与水拌和，再加入水泥。 

14.2.4 低温季节混凝土拌和时间宜比常温季节适当延长，延长时间宜通过试验确定。 

14.3 运输与浇筑 

14.3.1 低温季节运输混凝土时宜对混凝土运输机具保温，减少转运次数，保证混凝土拌和物在运输过

程中不冻结。 

14.3.2 在负温的基岩或老混凝土面上浇筑混凝土时，应将基岩或老混凝土加热至正温，且温度高于

3℃,加热深度不小于 10cm. 

14.3.3 宜尽量缩短浇筑时间，混凝土浇筑温度宜为 5℃~10℃。 

14.3.4 低温季节浇筑混凝土时，应对模板进行保温。混凝土平仓、振捣或碾压后仓面应覆盖保温材料。 

14.3.5 混凝土浇筑完毕后，暴露表面应及时进行保温，在混凝土强度达到允许受冻临界强度前，混凝

土温度不应低于 5℃。 

14.3.6 低温季节浇筑的混凝土拆模时，强度应大于允许受冻临界强度；模板拆除后应继续进行保温，

并应符合本导则第 13.1节的规定。 

15 其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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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宜在气温较低月份浇筑基础混凝土，高温季节宜利用早晩、夜间气温低的时段浇筑混凝土。 

15.2 常态混凝土浇筑应采取短间歇均匀上升、分层浇筑的方法。基础约束区的浇筑层厚度宜为

1.5m~2.0m，有初期通水冷却的浇筑层厚度可适当加厚；基础约束区以上浇筑层厚度可采用 1.5m~3.0m。

浇筑层间歇期宜采用 5d~7d。在基础约束区内应避 免出现薄层长期停歇的浇筑块。宜在下层混凝土最

高温度出现后，开始浇筑上层混凝土。 

16 温度监测与分析 

16.1 应对施工期混凝土温度控制全过程进行监测，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原材料温度监测、混凝土温度监

测、通水冷却监测、浇筑仓气温及保温层温度监测等。施工期温度监测原始记录应完整有效。 

16.2 对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进行温度监测和数据分析，可参考《混凝土坝温度控制设计规范》NBT 35092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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