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二级建造师《建筑实务》习题及答案(卷 20) 

  1.施工现场拆模申请手续由()负责批准。 

  A.项目经理 

  B.生产经理 

  C.工长 

  D.技术负责人 

  2. 砌体施工质量控制等级分为(  )等级。 

  A.一 

  B.二 

  C.三 

  D.四 

  案例(一) 

  背景材料： 

  某办公楼工程，地下一层，地上十二层，总建筑面积 25800m2,

筏板基础,框架剪力墙结构，建设单位与某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了施

工承包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将装饰装修工程分包给

了符合资质条件 的专业分包单位。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下列事件： 

  事件二：有一批次框架结构用钢筋，施工总承包单位认为与上一

批次已批准使用的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 没有进行进场复验等质量

验证工作，直接投入了使用。 

  问题： 



  2. 事件二中，施工单位的做法是否妥当?列出钢筋质量验证时材

质复验的主要内容。 

  案例(二) 

  背景材料： 

  某新建高层住宅工程建筑面积 16000 ㎡，地下一层，地上十二

层，二层以下为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二层以上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预制墙板钢筋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施工工艺。 

  施工总承包合同签订后,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遵循项目质量管理程

序,按照质量管理 PDCA 循环工作方法持续改进质量工作。 

  “后浇带施工专项方案”中确定：模板独立支设;剔除模板用钢

丝网;因设计无要求,基础底板后浇带 10d 后封闭等。 

  问题： 

  1.写出 PDCA 工作方法内容;其中“A”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3.指出后浇带专项方案”中的不妥之处?写出后浇带混凝土施工

的主要技术措施。 

  案例(三) 

  背景材料： 

  某市政务服务中心办公大楼工程，地下为 3 层连体车库，地上 

24 层，其中：裙房 6 层，檐高 27m，报告厅混凝土结构局部层高 8m，

演艺厅钢结构层高 8m，玻璃幕墙外立面。框架一剪力墙结构，基础

埋深 12m。地下水位在底板以上 2m。由于现场场地开阔，故地勘报

告和设计文件推荐基坑土方施工采用放坡大开挖。主楼脚手架采用分



段悬挑式，裙房采用落地式钢管脚手架，核心筒剪力墙采用大钢模施

工，装修采用吊篮施工，现场自制卸料平台。 

  在施工过程中还发生了下列事件： 

  事件一：在土方工程完成后，建设单位组织了基坑验槽，在验槽

的过程中发现局部的地基土质软硬差距较大，有部分土质较硬，设计

单位提出换填的方案。之后施工单位在处理过程中发现全部开挖比较

困难，于是向监理单位提交变更方案为在其上部做软垫层的处理方案。 

  事件二：在装饰装修过程中，工程监理检査发现吊顶个别吊杆固

定间距为 1300mm，吊杆距主龙骨端部距离 400mm，大型吊灯固定

在主龙骨的上，监理工程师下发整改通知单，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 

  问题： 

  1. 本工程单独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分部分项工程有哪些(至

少写出 5 项)?专项方案的内容有哪些? 

  2. 在事件一中，施工单位提出的施工方案是否合适?如果是土质

较软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来防止地基的不均匀沉降? 

  3. 在事件二中，吊顶装修过程中的错误，写出正确做法。 

  案例(四) 

  背景材料： 

  某医院综合门诊楼工程，建筑面积 34092 ㎡，建筑高度 72.700m，

地下一层，地上 16 层(局部 18 层)，基础采用灌注桩，主体为全现

浇框架—剪力墙结构。;基础桩设计桩径 1200mm、长度 30m，混凝

土强度等级 C40， 共计 230 根，筏板基础混凝土等级为 C40，内配



双层钢筋网、主筋为Φ20 螺纹钢，筏板下三七灰土夯实，无混疑土

垫层。 

  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下列事件： 

  事件一：根据工程进度安排，每天施工 10 根灌注桩，项目部根

据每天浇筑的混凝土量，计划留置标养试件 7 组，共留置 161 组试

件。 

  事件二：地下室筏板及外墙混凝土均为 C30P6。地下防水及屋面

防水均采用 SBS 卷材，地下室防水设计采用外防外贴法。施工单位

上报的地下结构专项施工方案中写到“……地下防水混凝土严格按设

计图纸的 C30P6 等级进行试配，并根据试配确定最终施工配合比;

地下防水混凝土施工完毕，终凝后连续保湿养护 10d 以上; 地下防

水卷材施工时，先铺立面、再铺平面，先铺转角、后铺大面……”，

监理工程师认为其中存在错误之处，责令改正后重新上报。 

  问题： 

  1. 指出事件一中的不妥之处，并说明理由。 

  2. 指出事件二中，施工单位上报的专项施工方案存在哪些错误?

并写出正确做法。 

  案例(五) 

  背景材料： 

  某办公楼，建筑高度为 120m，设计要求基础为直径 130 ㎜泥

浆护壁钻孔灌注桩，数量为 45 根，桩基持力层为未风化大理岩，结

构形状为块状，设计要求进入未风化大理岩层 2m。 



  问题： 

  (4)本工程中，检验灌注桩承载力的数量为多少根?并写出原因。 

 答案及解析 

  1. 答案：D 

  拆模作业之前必须填写拆模申请，并在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记录

达到规定要求时，技术负责人方能批准拆模。 

  2.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有关规定。砌

体施工质量控制等级分为 ABC 三级。 

  案例(一) 

  答案： 

  2.不妥当。钢筋进场应检验：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

复验报告。钢筋质量验证时材质复验的主 要内容：屈服强度、抗拉

强度、伸长率和冷弯。有抗震设防要求的框架结构的纵向受力钢筋抗

拉强度实测值与 屈服强度实测值之比不应小于 1.25，钢筋屈服强度

实测值与强度标准值之比不应大于 1.3。 

  案例(二) 

  答案： 

  1.计划 P;实施 D;检查 C;处置 A 

  1)不妥之处一：模板独立支设。正确做法：模板及支架独立支设; 

不妥之处二：剔除模板用钢丝网; 

  正确做法：后浇带处钢筋应连续不断，保留钢丝网; 



  不妥之处三：基础底板后浇带 10d 后封闭等 

  正确做法：需在主体结构保留一段时间后在浇筑，将结构练成整

体。2)后浇带混凝土施工的主要技术措施： 

  (1) 清除水泥薄膜和松动石子以及软弱混凝土层，并加以充分湿

润和冲洗干净，且不得积水; 

  (2) 浇筑混凝土前，先在施工缝处刷一层水泥浆; 

  (3) 填充后浇带，可采用微膨胀混凝土; 

  (4) 强度等级比原结构强度提高一级; 

  (5) 保持至少 14d 的湿润养护。 

  案例(三) 

  答案： 

  1.单独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分部分项工程有： 

  降水工程;土方开挖工程;大模板工程;钢结构安装满堂支撑体系;

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落地式钢 管脚手架工程;悬挑式脚手架工

程;吊篮脚手架工程;自制卸料平台工程;钢结构安装工程;混凝土模板

支撑 工程，玻璃幕墙。 

  专项施工方案的内容： 

  (1) 工程概况;(2)编制依据;(3)施工计划;(4)施工工艺技术;(5)施工

安全保证措施;(6)劳动力计划;(7)计算书及相关图纸 

  2.(1)施工单位提出的方案合理。 

  (2) 如软土厚度不大时，通常采取清除软土的换土垫层法处理，

一般采用级配砂石垫层，压实系数不小于 0.94;当厚度较大时，一般



采用现场钻孔灌注桩、混凝土或砌块石支撑墙(或支墩)至基岩进行局

部地基处理。 

  3. 事件二中错误和正确做法分别如下： 错误一：吊杆固定间距

为 1300mm; 

  正确做法：吊杆固定间距应在不大于 1200mm。错误二：吊杆距

主龙骨端部距离为 400mm; 

  正确做法：吊杆距主龙骨端部距离应小于 300mm。错误三：大

型吊灯固定在主龙骨上; 

  正确做法：大型吊灯固定应单独设立吊杆固定。 

  案例(四) 

  答案： 

  1. 灌注粧混凝土留置的标养试件组数不足。 

  理由：根据《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2002 的规定，每浇筑 50m³混凝土必须有 1 组试件，小于 

50m³的桩，每根桩必须有一组试件。该工程每根灌注桩混凝土浇筑

量约 34m³,不足 50m³,应每根桩留一组混凝土试件，共留置试件 230 

组。 

  2. 专项施工方案存在错误如下： 

  错误一：地下防水混凝土严格按设计图纸的 C30P6 等级进行试

配; 

  理由：防水混凝土试配时的抗渗等级应比设计要求提高 0.2MPa。 

  错误二：防水混凝土终凝后连续保湿养护 1Od 以上; 理由：防



水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得少于 14d。 

  错误三：地下防水卷材施工时，先铺立面、再铺平面，先铺转角、

后铺大面; 理由：外防外贴法施工，应先铺平面，后铺立面。 

  案例(五) 

  答案： 

  1).本工程灌注桩数量为 45 根，且地基设计等级为甲等。所以抽

检数量应为 2 根。 

  原因：工程桩应进行承载力检验。对于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

或地质条件复杂，成桩质量可靠性低的灌 注桩，应采用静载荷试验

的方法进行检验，检验桩数不应少于总数的 1%，且不应少于 3 根;

当总桩数少于 50 根时，不应少于 2 根。 

  2)补充知识：桩基设计等级为甲级：建筑类型 桩基设计等级为

甲级： 

  1.重要的建筑物;2.30 层以上的高层建筑;3.体型复杂,层数相差超

过 10 层的高低层连成一体建筑物;4. 大面积的多层地下建筑物(如

地下车库,商场.运动场等);5.对地基变形有特殊要求的建筑物;6.复杂

地质条件下的坡上建筑物(包括高边坡);7.对原有工程影响较大的新建

建筑物;8.场地和地基条件复杂的一般建筑物; 9.位于复杂地质条件及

软土地区的二层及二层以上地下室的基坑工程 ;10.开挖深度大于 

15m 的基坑工程;11. 周边环境条件复杂、环境保护要求高的基坑工

程 

 案例(一) 



  背景材料： 

  某大学城工程，包括结构形式与建设规模一致的四栋单体建筑。

每栋建筑面积为 28000 ㎡，地下 1 层，地上 18 层，层高 3m，钢

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签订了监理合同，

并与 A 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除主体结构外

的其他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可以自行依法分包。合 同履

行过程中，发生了下列事件： 

  事件一：施工单位安排施工组织设计由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编制，

项目技术负责人审核后上报分公司总工程师审批;其中，绘制的施工

现场平面布置图包括了：(1)工程施工场地状况;(2)拟建建(构)筑物的位

置、轮廓尺寸、层数等;(3)布置在工程施工现场的垂直运输设施、供

电设施、供水供热设施、排水排污设施和临时施工道路等;(4)相邻的

地上、地下既有建(构)筑物及相关环境。监理单位认为内容不全。 

  事件二：A 施工单位拟对四栋单体建筑的某分项工程组织流水施

工，其流水施工参数如表 1-1：其中：施工顺序Ⅰ→Ⅱ→Ⅲ;施工过程

Ⅱ与施工过程Ⅲ之间存在工艺间隔时间 1 周。 

 

  事件三：施工过程中，工程设计有了重大修改，施工单位对施工

组织设计重新进行了修订。之后将屋面和 地下防水分包给了一个包



工头，屋面防水采用了一层 4mm 厚的 SBS 防水卷材，地下防水卷

材铺贴时，立面采用了点粘法来施工。 

  问题： 

  1. 事件一中，施工组织设计审批不妥之处，并说明理由? 

  2. 事件二中，最适宜采用何种流水施工组织形式?绘制事件二中

流水施工进度计划横道图，并计算其流水 施工工期。 

  3. 还有哪些情况应对施工组织设计应及时修订或者补充? 

  4. 分别判断事件三做法是否妥当?并逐一说明理由。 

  案例(二) 

  背景材料： 

  某建筑施工单位在新建办公楼工程开工前，按《建筑施工组织设

计规范》(GB/T50502-2209)规定的单位工 程施工组织设计应包含的各

项基本内容，编制了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经相应人员审批后报监

理机构，在总监理工程师审批签字后按此组织施工。 

  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施工进度计划以时标网络图(时间单位：月)

形式表示。在第 8 个月末，施工单位对现场实际进度进行检查，并

在时标网络图中绘制了实际进度前锋线，如下图所示： 

 

  针对检查中所发现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不符的情况。施工单位均



在规定时限内提出索赔意向通知，并在监理机构同意的时间内上报了

相应的工期索赔资料。经监理工程师核实，工序 E 的进度偏差是因

为建设单位供应材料原因所导致，工序 F 的进度偏差是因为当地政

令性停工导致，工序 D 的进度偏差是因为工人返乡农忙原因上述情

况，监理工程师对三项工期索赔分别予以批复。 

  问题： 

  1. 本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中应包含哪些基本内容? 

  2. 施工单位哪些人员具备审批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资格? 

  3. 写出网络图中前锋线所涉及各工序的实际进度偏差情况：如

后续工作仍按原计划的速度进行，本工程的实际完工工期是多少个

月? 

  4. 针对工序 E.工序 F、工序 D，分别判断施工单位上报的三项

工期索赔是否成立，并说明相应的理由。 

  案例(三) 

  背景材料： 

  某房屋建筑工程，建筑面积 26800 平方米，地下二层，地上七

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GF-2013-0201)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示范文本)》(GF-2012-0202)，

建设单位分别与中标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签订了施工总承

包合同和监理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下列事件： 

  事件三：在监理工程师要求的时间内，施工总承包单位提交了室

内装饰装修工程的进度计划双代号时标网络图(如下图所示)，经监理



工程师确认后按此组织施工。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进度计划网络图(时间单位：周) 

  事件四：在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建设单位设计变更

导致工作 C 的实际工作时间为 35 天，施工总承包单位以设计变更

影响进度为由，向项目监理机构提出工期索赔 21 天的要求。 

  问题： 

  3. 针对事件三的进度计划网络图，写出其计算工期，关键线路(用

工作表示)，分别计算工作 C 与工作 F 的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4. 事件四中，施工总承包单位提出的工期索赔天数是否成立?说

明理由。 

  案例(四) 

  背景材料： 

  某市区主要路段工程，建设单位与 A 施工单位按《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示范文本)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 除主体结构外的其他分

部分项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可以自行依法分包，建设单位负责供应

电线等部分材料。经总监理工程师批准的施工总进度计划如图所示

(时间单位：天)，各项工作均按最早开始“时间”安排且匀速施工。

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如下事件： 



 

  事件一：由于施工单位人员及材料组织不到位，工程开工后第 33 

天上班时工作 F 才开始。为确保按合同工期竣工，施工单位决定调

整施工总进度计划。经分析，各项未完成工作的赶工费率及可缩短时

间见表。 

  表工作的赶工费率及可缩短时间 

工作名称 C F G H I J K L M 

赶工费率/（万元） 0.7 1.2 2.2 0.5 1.5 1.8 1.0 1.0 2.0 

可缩短时间/天 8 6 3 5 2 5 10 6 1 

  事件二：开工前，项目经理部的安全员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安全技

术交底，并确立了现场文明施工主要内容： 

  (1) 规范场容、场貌，保持作业环境整洁卫生。 

  (2)创造文明有序和安全生产的条件和氛围。在四周设置了封闭的

围挡，围挡高度 1.8m，现场出入口设置了工程概况牌、管理人员名

单及监督电话牌及施工现场总平面图。 

  事件三：A 施工单位经过业主同意，将安装分包给了一家具有资

质的分包单位 B，施工时发现电线材质不合格。B 施工单位就由此造

成的返工损失向 A 施工单位提出索赔，A 施工单位以电线由建设单



位供应为由，认为 B 施工单位应直接向建设单位提出索赔。B 施工

单位直接向建设单位提出索赔，建设单位认为油漆在进场时已由 A 

施工单位进行了质量验证并办理接收手续，其对电线材料的质量责任

已经完成，返工的损失应由 A 施工单位承担，建设单位拒绝受理该

索赔。 

  问题： 

  1. 指出施工总进度计划的关键线路和总工期。 

  2. 为使赶工费最少，施工单位应如何调整施工总进度计划(写出

分析与调整过程)?赶工费总计多少万元? 

  3. 现场文明施工的主要内容还应有哪些?分别判断事件二中不

妥之处?并逐一说明正确做法。 

  4. 分别指出事件三中的错误之处，并说明理由。 

  答案及解析 

  案例(一) 

  答案： 

  1. 不妥之处一：施工组织设计由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编制; 理由：

施工组织设计由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主持编制 

  不妥之处二：施工组织设计由项目技术负责人审核; 理由：施工

组织设计由施工单位主管部门审核 

  2.事件二中最适宜采用无节奏流水方式。 

  根据上表中数据，采用“大差法”计算流水步距 

  ①各施工过程流水节拍累加数列： 



  施工过程Ⅰ：36810 

  施工过程Ⅱ：25810 

  施工过程Ⅲ：35710 

  ②错位相减，取最大值得流水步距 3 6 8 10 

  -2 5 8 10 

  ▂▂▂▂▂▂ 

  -3 4 3 2-10 

  所以 KⅠⅡ=4 2 5 8 10 

  -3 5 7 10 

  ▂▂▂▂▂▂ 

  -2 2 3 3-10 

  所以 KⅡⅢ=3 

  流水施工进度计划横道图如图所示。 

 

  工期 ：T=(3+2+2+3)+(4+3)+1=18( 周 ) 3.(1)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和标准实施、修订和废止; 

  (2) 主要施工方法有重大调整; 

  (3) 主要施工资源配置有重大调整; 

  (4) 施工环境有重大改变。 

  4.(1)不妥之处一：将屋面和地下防水分包给了一个包工头 理由：



必须由有相应资质的专业防水施工队伍进行施工 

  (2) 不妥之处二：屋面防水采用了一层 4mm 厚的 SBS 防水卷

材理由：18 层，层高 3 米属于高层建筑，应采用两道防水 

  (3) 不妥之处三：地下防水卷材铺贴时，立面采用了点粘法来施

工 理由：立面铺贴卷材时，应采用满粘法 

  案例(二) 

  答案： 

  1.(1)编制依据;(2)工程概况;(3)施工部署;(4)施工进度计划;(5)施工

准备与资源配置计划;(6)主要施工方法;(7)施工现场平面布置;(8)主要

施工管理计划。 

  2. 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或其授权的技术人员(上级承包单位技术

负责人或其授权人) 

  3.E 工作延后了一个月;F 工作延后了两个月;D 工作延后了一个

月。如后续工作仍按原计划的速度进行， 本工程的实际完工工期是 

13 个月。 

  4.(1)E 可以索赔 1 个月工期。 

  理由：由于是建设单位供应材料原因所导致延误工期，理应索赔，

而且 E 工作在关键线路上总时差为 0， 所以索赔工期 1 个月。 

  (2)F 可以索赔 1 个月工期。 

  理由：由于是当地政令性停工导致，属于建设施工双方都不想发

生的事，为不可抗力，且工作 F 的总时差为 1，F 延误 2 个月，2-1=1，

可以顺延 1 个月。 



  (3)工序 D 不能索赔工期。 

  理由：由于是工人返乡农忙导致施工延误，属于施工单位原因，

没有安排好施工部署，所以不能索赔。 案例(三) 

  答案： 

  3. 关键线路为：A→D→E→H→I，计算工期 15 周。 

  C 工作：自由时差=后续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本工作的最早结束

时间=8-6=2 周总时差=本工作的最迟完成时间-本工作最早完成时间

=9-6=3 周 

  F 工作：自由时差=后续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本工作的最早结束

时间=13-12=1 周总时差=本工作的最迟完成时间-本工作最早完成时

间=13-12=1 周 

  4. 索赔天数不成立。由于 C 为非关键工作，而且其总时差为 3 

周(21 天)，设计变更后持续时间为 21+14=35 天，所以不影响总进度。 

  案例(四) 

  答案： 

  1. 施工总进度计划的关键线路为 A→B→F→I→K→M。总工期

=10+15+45+10+20+15=115(天)。 

  2. 为使赶工费最少，施工单位应分别缩短工作 K 和工作 F 的

工作时间 5 天和 2 天，这样才能既实现建设单位的要求又能使赶工

费用最少。 

  分析与调整过程为： 

  (1) 由于事件 2 的发生，导致工期拖延 7 天。 



  (2) 第 33 天后，可以赶工的关键工作包括 F、I、K、M，由于

工作 K 的赶工费率最低，首先压缩工作 K， 工作 K 可以压缩 10 天。

如果直接压缩工作 K7 天，结果就改变了关键线路，关键线路变成了 

A.B.F、J、M，即将关键工作 K 变成了非关键工作。为了不使关键工

作 K 变成非关键工作，第一次压缩工作 K5 天。 

  (3) 经过第一次压缩后，关键线路就变成了两条，即 A.B.F、J、

M 和 A.B.F、I、K、M。此时有四种赶工方案，见表。 

赶工方案 赶工耗费/万元 可压缩时间 

压缩工作 F 1.2 6 

同时压缩工作 J 和 I 3.3 2 

同时压缩工作 J 和 K 2.8 5 

压缩工作 M 2.0 1 

  (4) 第二次选赶工费率最低的工作 F 压缩 2 天，赶工费总计=5

×1.0+2×1.2=7.4(万元)。3.(1)现场文明施工主要内容还应该有： 

  1) 减少施工过程对居民和环境的不利影响。 

  2) 树立绿色施工理念，落实项目文化建设。 

  (2) 不妥之处一：项目经理部的安全员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安全技

术交底 正确做法：项目经理部的技术负责人应向有关人员进行安全

技术交底 

  不妥之处二：在四周设置了封闭的围挡，围挡高度 1.8m 正确做

法：市区主要路段的围挡高度不得低于 2.5m。 

  不妥之处三：现场出入口设置了工程概况牌、管理人员名单及监



督电话牌及施工现场总平面图 正确做法：还应该有消防保卫牌、安

全生产牌、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牌 

  4.(1)A 施工单位认为 B 施工单位应直接向建设单位提出索赔错

误。 

  理由：依合同关系，B 施工单位应向 A 施工单位提出索赔，A 施

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出索赔。 

  (2)B 施工单位直接向建设单位提出索赔错误。 

  理由：分包单位不得与建设单位发生直接的工作关系，依合同关

系，B 施工单位应向 A 施工单位提出索赔， A 施工单位应向建设

单位提出索赔。 

  (3) 建设单位认为其对电线材料的质量责任已经完成，拒绝受理

索赔错误。 

  理由：对于承发包双方而言，材料的质量由负责采购的一方负责，

即使经过了对方的质量验证并办理了接 收手续，仍然不能免除采购

方的材料质量责任，建设单位作为油漆的采购方，应该接受 A 施工

单位的索赔。 

  1. 混凝土在高温施工环境下施工，可采取的措施有( )。 

  A.在早间施工 

  B.在晚间施工 

  C.喷雾 

  D.连续浇筑 

  E.吹风 



  2. 关于高温天气混凝土施工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入模温度宜低于 35℃ 

  B.宜在午间进行浇筑 

  C.应及时进行保湿养护 

  D.宜用白色涂装砼运输车 

  案例(二) 

  背景材料： 

  南方某住宅工程，层高 3 米，共 12 层，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

结构。施工时正值雨期。问题： 

  施工现场应采取的雨期混凝土施工措施有哪些? 

 1.答案：ABC 

  解析：进行保湿养护，早上晚上温度低适宜施工。 

  2.答案：B 

  解析： 

  (1) 混凝土宜采用白色涂装的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运输;对混凝土

输送管应进行遮阳覆盖，并应洒水降温。 

  (2) 混凝土浇筑入模温度不应高于 35℃。 

  (3) 混凝土浇筑宜在早间或晚间进行，且宜连续浇筑。 

  (4) 混凝土浇筑前，施工作业面宜采取遮阳措施，并应对模板、

钢筋和施工机具采用洒水等降温措施，但 浇筑时模板内不得有积水。 

  (5)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应及时进行保湿养护。侧模拆除前宜采

用带模湿润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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