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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作为一种复合型的建筑材料，具有不连续性，

混凝土结构带裂缝工作是业界的共识。形成可见裂缝的原因

错综复杂，大体有：设计不当、材料缺陷、施工质量问题，

使用—维护不当、受环境侵蚀、偶然作用。因此，如何对可

见裂缝进行正确判断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处理是重中

之重。论文针对某筏板基础框架住宅楼，进行开裂原因、对

结构整体安全性影响进行分析 [1]。

某城镇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采用整体筏板基础，

上部设置变形缝将结构分为 1号 ~6号楼，为框架结构，

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建筑层数为 -1（地下车库）+1

（商场）+5（普通住宅）层，总建筑面积为 19109.82m2，

建筑高度为 18.9m。该结构设计基准期为 50年，建筑结构安

全等级为二级。基本风压 0.35kN/m，基本雪压 0.35kN/m。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建筑抗震设防烈度 6度，设计基

本地震加速度 0.05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建筑抗震

构造措施 6度；场地类别为 II类，框架抗震等级四级。

1号 ~6号楼基础设计采用筏板基础。

该搬迁工程 1号 ~6号楼于 2017年 7月 20日完成筏板

基础施工，2017年 10月 30日完成主体施工，2017年 11月

15日完成砌体工程施工，约有一半的住户于 2018年 1月

8日入住，2018年 4月 10日发现局部构件出现裂缝。为了

解 1号 ~6号楼结构的安全状况，需进行裂缝原因及结构安

全性分析。现场效果如图 1所示。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显示如下：

①勘察场地内无断层通过，场地上覆耕植土、素填土、

可塑状粘土，软塑状粘土，基岩为二迭系下统茅口组（P1m）

石灰岩。

② 1号～ 6号楼设有一层地下室，其场地地下水位位

于基坑底板标高以下，可不考虑地下水对地下室底板的浮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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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场地周边汇水面积较大，降雨时地表水易进入基坑，

应考虑地下室底板及周边剪力墙的防渗问题。

③拟建场地存在不良地质作用：第一，场地内土层分

布厚度变化较大；耕植土及素填土欠固结，结构松散，不均

匀。第二，场地 1~6号楼大部分出现软塑状粘土，承载力

相对较低，均匀性较差。第三，其他不良地质作用：拟建场

地范围及附近无活动断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

液化土体等不良地质作用，场地内无饱和砂土、饱和粉土等

振动液化的土层存在。

④场地适宜进行本工程的建设。场地地下水及土对钢

结构、混凝土结构及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具微腐蚀性。本

项目基础施工 1号～ 3号楼采用软塑状粘土作为地基持力

层，4号～ 6号楼采用可塑状粘土作为地基持力层，基础形

式 1号～ 6号楼采用筏板基础方案 [2]。

设计施工图显示如下：

①该工程基础采用筏板基础，筏板混凝土等级为

C30，采用自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为 P6级，筏板基础厚

度为 600mm，底部设置 100m厚 C15混凝土垫层。

②原设计为将筏板基础置于原始黏土层上，后在施工

过程中，发现原始黏土层作为持力层不能满足承载能力要

求，经参建各方（设计单位、地勘单位、建设单位）研究

后，对 1号 ~6号楼筏板基础的持力层作 3m深度的换填处

理。换填部分具体技术要求为：换填垫层材料采用 3∶ 7

级配砂石 +5%水泥的水稳层换填，砂石最大粒径小于等于

50mm，换填垫层搅拌均匀且分层碾压夯实，分层厚度不大

于 250mm，换填垫层压实系数λc≥ 0.97，换填垫层压力

扩散角应大于 30°，换填垫层承载力特征值 fa≥ 220KPa，

检测合格后方可下道工序施工。

施工过程技术资料显示：钢筋和混凝土材料的相关检

测资料、隐蔽工程验收资料、分部分项工程验收记录等施工

技术资料，均满足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 [3]。

1号~6号楼基础以上主体结构布局与设计相符，梁、柱、

板尺寸、配筋、钢筋保护层厚度、混凝土抗压强度满足设计

及相关规范要求，整体筏板基础厚度大于 600mm（筏板设

计厚度为 600mm），配筋满足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

1号 ~6号中仍存在多处裂缝。1号 ~6号楼负一层车

库层：外墙及 3号、4号、5号、6号楼梯间墙体存在裂

缝； / F轴线框架柱、 / F轴线框架柱存在斜裂缝；

/ F ~ E轴线梁靠 F端、41 / F ~ E轴线梁靠 F端存在 U

型裂缝； 41 ~ 44 / E ~ F轴线范围地坪出现不规则裂缝。

1号 ~6号楼地上 6层，即 1（商场）+5（普通住宅）层：

第三层、第四层填充墙体仍存在斜裂缝；外墙上出现斜裂缝。

典型裂缝如图 2~4所示。

~ / 1/E 轴线墙体裂缝示意图

（下转第 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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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人员以及日常巡检人员的工作模式，而且在保证安全情况

下推进了变电所无人值守的进程，同时更好地将机器人巡检

技术应用到煤矿井下各个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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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43 / D轴线填充墙裂缝

1号 ~6号楼地基基础中：换填层厚度大于 3m（换填层

设计厚度为 3m），换填层存在局部回填欠密实区和积水区，

换填层以下局部出现黏土层不均匀沉降引起的脱空现象。

①经计算，该搬迁工程 1号 ~6号楼筏板厚度和配筋满

足安全使用要求。

②综合分析，该搬迁工程 1号 ~6号楼负一层、地上6层，

即 1（商场）+5（普通住宅）层存在裂缝，是由于地基基础

不均匀沉降引起。地基基础的不均匀沉降是由水稳换填层局

部欠密实和换填层底部地质条件较差共同引起的。该搬迁工

程 1号 ~6号楼存在安全隐患，应采取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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