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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工程实例介绍 KBF轻质筒芯内模从原材料进场检验、施工工序质量控制过程，对施

工过程中质量管控注意事项进行归纳总结，规范原材料、施工工序质量管控行为，从而使 KBF轻质筒

芯内模施工质量得到保障。监理人员在各阶段掌握现场情况，明确工艺流程、技术要点、抗浮措施，

落实管控措施，管控好 KBF 轻质筒芯内模原材料质量、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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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近些年，KBF轻质筒芯内模在大跨度、大空间、混凝土板厚度较大的结构中，因其结构受力合理，

降低结构的含钢量，减少混凝土的使用量，减轻结构自重，提高净空高度，综合造价低等优点，在地

下室顶板设计、施工中得到广泛地应用。本文根据南京儿童医院滁州分院施工实例，浅析其 KBF轻质

筒芯内模施工质量控制。 

南京儿童医院滁州分院扩建二期地下室顶板采用预埋 KBF轻质筒芯内模的现浇混凝土空心板。KBF

轻质筒芯内模底部为顶板下部双向钢筋，内膜顶部为顶板上部双向钢筋，内模周边为顶板纵横向框架梁

筋及肋梁构造钢筋。KBF轻质筒芯内膜宽度为 20cm，高度根据设计要求不等，分别为 15cm、20cm、25cm、

30cm、35cm。KBF轻质筒芯内膜重量每平米不大于 2.3千克，距剪力墙、梁边距离大于等于 10cm。 

 

 

2.KBF轻质筒芯内模原材料质量控制 

本工程 KBF 轻质筒芯内模原材料质量应符合[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结构技术规程]CECS175∶2004

标准要求，如下表所示： 

筒芯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外径 ±3 钢尺 

长度(宽度) 0，-20 钢尺 

平直度 5 塞尺 

端面垂直度 5 塞尺 



不圆度 5 钢尺 

2.1  督促施工单位在采购、制作、装卸、运输、保管、使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材料管理制度，

确保 KBF轻质筒芯内模箱体质量。堆放时应按照规格分类平卧层叠堆放，两侧应采用木板限位，避免

滑滚，堆放高度不超过 2000mm。内模吊运时应采用专用吊笼，内模在吊笼内应横放，吊笼内堆放高

度也不超过 2000mm。 

2.2  破损内模的处理：施工时如发生内模的破损，[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结构技术规程]规定可

对破损处用水泥浆或胶带进行封补、填塞，孔洞较大的可在孔内塞入塑料布、水泥包装袋等对钢筋、

混凝土无害的材料，再进行封补。 

2.3  根据经设计单位认可的 KBF 轻质筒芯内模布管图，计算 KBF 轻质筒芯内模安装所需辅材的

规格、数量，要求施工单位制定采购计划，保证内模安装时辅材供应及时、充足，并根据设计图纸空

心楼盖的区域划分，对辅材加以预先制作安装。制定施工现场 KBF轻质筒芯内模的计划运输路线，现

场堆放计划，吊运保证措施，及施工作业面内模使用计划。 

2.4  筒芯进场时，应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材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规格且连续进场的 KBF

轻质筒芯内模不超过 5000 件为一个检验批。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并进行抽样检验，其

质量应符合有关规定。当连续 3批一次检验合格时，可改为每 10000件为一个检验批。 

2.5  对每个检验批的 KBF 轻质筒芯内模的外观质量应全数目测检查，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轻质

筒芯内模，应进行修补。 

2.6  对每个检验批应随机抽取 20根，进行尺寸偏差检验。检验合格后，从中随机抽取 3根轻质

筒芯内模按规定进行单位长度质量、抗压性能、抗振动冲击性能和吸水率检验。 

2.7  当抽取的 20根 KBF轻质筒芯内模试件尺寸偏差量测结果合格点率不小于 80%，且没有严重

超差时，该检验批的尺寸偏差可判为合格。当合格点率小于 80%但不小于 70%时，应再随机抽取 20根

试件进行检验。当按两次抽样总和计算的合格点率不小于 80%，且没有严重超差时，该检验批的尺寸

偏差仍可判为合格。如不能符合上述要求，应逐件量测检查，剔除有严重超差的试件。 

2.8  对抽取的 3 根 KBF 轻质筒芯内模试件均应进行单位长度质量、抗压性能、抗振动冲击性能

和吸水率检验。 

3.KBF轻质筒芯内模施工质量控制 

3.1  内模施工质量控制监理要点 

熟悉、了解 KBF内模安装工艺流程(附图 1) 

 

图 1 KBF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施工流程图 

3.2  技术要点 

⑴下层模板具有承受上层荷载结构的能力，上层支架的立柱对准下层支架的立柱，并铺设模板，

安装模板 

划线定位 

梁钢筋、肋梁钢筋及板底钢筋
安装 

安装 KBF 内模，采取抗浮措施 

板面钢筋绑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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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养护 

模板拆除 



在梁底及周边的模板支设时，要增设木方做垫板，以达到整体受力。 

⑵内模安装前，要求具体确定出每一板跨内 KBF 轻质筒芯内模的排数和列数，每排和每列内模的

数量。再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楼板预留管道、孔洞的因素，绘制出 KBF轻质筒芯内模排列详图。如有内

模排布位置变动，需经相关设计人员确认。 

⑶底板钢筋、框架梁及肋梁钢筋的绑扎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要求进行，钢筋绑扎完成应立即垫好保护

层垫块。保护层垫块严格按照规范制作，确保其厚度及抗压强度。预埋安装用管线宜敷设在现浇砼空心

板的肋间，平行于内模布设，垂直于内模的管线宜敷设在内模端管头间，管线严禁垂直埋设在内模下部。 

⑷将内模安放在带底板钢筋的框架梁及肋梁钢筋网格中，在内模四周与肋梁钢筋应保持钢筋保护

层距离。在内模四个侧面各放置两个 10-15mm厚的小垫块，以保证内模与肋梁间的保护层厚度。 

⑸底板钢筋、框架梁及肋梁钢筋施工结束后，KBF 轻质筒芯内模安装完成后，检查内模在现浇砼

空心板中的几何位置是否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并保证内模在其它工种施工过程不受损。 

⑹为了避免流态混凝土对内模的浮力以及振动棒(板)振动混凝土产生向上的顶托力，在每一个肋

梁底部钢筋上用铁丝拴着底部钢筋，铁丝穿出楼盖模板绑扎在脚手架钢管上，设置为梅花点状。 

⑺内模安装及面筋绑扎完成，为防止内模与上部钢筋直接接触，在纵横上部钢筋的交叉点处采用

铁丝按照设计间距扣住板底钢筋交叉点，穿过板底模板后锚固在模板支撑钢管上。 

质量验收标准 

序号 检查项目 质量要求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 

1 内模规格、数量 应符合设计要求 全数检查 观察，辅以钢尺 

2 安装位置和定位措施 
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间距,肋宽,板
顶厚度,板底厚度允许偏差±10 ㎜;
内模底部和肋部定位措施符合要求 

在同一检验批内，内模位置
抽查 5％且不少于 5 个；定位
措施全数检查 

对照施工技术方案，
观察和钢尺量测 

3 抗浮技术措施 抗浮技术措施合理，方法正确 全数检查 
对照施工技术方案，
观察检查 

4 内模更换或封堵 
应防止内模损坏；出现破损时应及时
更换或封堵 

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 

5 
区格板中内模的整体
顺直度 

允许偏差 3/1000，且不应大于 15 ㎜ 
在同一检验批内，抽查箱体
总列数的 5％且不少于 5 列 

拉线和钢尺量测 

6 
区格板周边和柱周围
混凝土实心部分尺寸 

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10 ㎜ 
在同一检验批内，抽查区格
板总数的 10％且不少于 3 个 

钢尺量测 

3.3  建立样板引路制度 

施工前审查施工单位的施工方案，确定质量控制要点。组织施工人员开现场会，明确该工序的操

作方法和应达到的质量标准。对该板块进行项目管理公司、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四方验

收。验收合格的板块作为整道工序的样板工程，并做好签认合格后方可大面积施工。 

3.4  重点控制好抗浮措施的到位 

内模为轻质材料，如不采取可靠措施，在混凝土浇筑的过程中由于外力的作用会水平方向滚动及

往上浮动，而这两种情况的发生都会对结构产生极不利的影响，违背设计的本意。结合本工程的实际

情况，拟采用以下措施来对内模的水平、垂直位置进行有效、准确地固定。 

⑴首先要合理布置抗浮控制点，控制点设在肋梁处，可按矩形或者梅花型布置，每肋都设或者隔

一个肋交错设置设，保证每一平方米范围内不少于 4 个点(如下图所示)。抗浮控制点可定在肋梁中与

分布筋相交点，也可定在箍筋的上部或下部。 

 



⑵在内模铺放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严格按照详图依次铺放。在具体的操作中，首先拉线完成纵

横两个方向各一排内模的布置，剩余内模据此左右两边对齐即可，整个内模安装施工过程必须带线操

作，确保横平竖直。对柱边、梁边等关键部位应严格检查尺寸间距，确保符合设计要求。 

⑶内模绑扎采用三道平行通长直径 10mm的 HRB400钢筋压住内模，在内模上用 16#铁丝牢固捆绑

到板最下层钢筋上。绑扎完成后，对绑扎铁丝逐个进行检查，以防铁丝绑扎不牢或由于绑扎用力过大

而使铁丝脆断，以确保铁丝绑扎效果。 

 
⑷内模安装完成后，应由专人检查内模的规格、破损、位置和数量等，经自检合格后对内模安装

按规定进行检查验收。 

3.5  混凝土施工质量监理控制要点 

本工程模板采用木模板，用钢管固定。模板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其次，由于内模

间混凝土肋厚度较小，模板拼缝应严密。混凝土用粗骨料的最大粒径应根据内模形式和混凝土浇注要

求确定，不宜大于空心楼板肋宽的 1/2和板底厚度的 1/2，且不得大于 32mm；在内模安装和混凝土浇

筑前，应铺设架空马道，严禁将施工机具直接放置在内模上。施工操作人员不得直接踩踏内模；浇筑

混凝土前应对内模进行观察和维护，要检查内模抗浮铁丝、绑扎铁丝是否松动、箱体是否有破损或移

位等情况。如发现，必须及时处理。 

混凝土浇筑宜采用泵送施工，并分层浇筑。先浇到板厚的 1/3。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不宜小于

160mm。振捣器应避免触碰内模和定位马凳。混凝土下料时不宜太猛，也不可太多；浇筑混凝土时，

无内模处梁、板可用普通振动棒振捣，空心楼盖区域应采用小直径(φ 35mm)振动棒进行振捣；在浇筑

混凝土的过程中，要严密观察箱体是否有上浮的现象。一旦上浮，应立刻停止混凝土浇捣，及时采取

增加抗浮铁丝密度等有效措施后再继续作业。 

4.结语 

通过本工程 KBF轻质筒芯内模安装施工介绍，从现场监理人员把控，详细分析 KBF轻质筒芯内模

施工组织、技术重点、材料质量、安装控制。总得来说，方案技术指导是首要，过程控制严格，主动

落实动态管理，确保每道工序检查到位，做到预见风险。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较好地控制施工质量，

无返工现象，保证施工工期，达到一定效果，同时为以后质量控制积累一定的技术参数和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