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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 察

某 宿 舍 楼 墙 体 开 裂 的 实 例 分 析

空军工程设计研 究局 常书义

一
、

引言

建筑物墙体开裂是建筑物变形破坏的主

要特征
,

但造成墙体开裂的原因可以是多方

面的
。

现就某宿舍楼墙体开裂的实例
,

结合

专家检查鉴定的结果
,

就其开裂的原因
,

加

以总结分析
,

供读者借鉴
。

二
、

建筑物概况

1
.

建筑规模
:
建筑物长 3 6

.

7 8 m
,

宽 12 m
,

共 4 层
,

总高 13
.

6 5 m
。

建筑面积 1 8 0 0 m
“ 。

2
.

设计简况
:

采用 条 形 基 础
,

砖混结

构
,

总荷重每延米 18 k0 N
。

室 内地 坪 标高

4 0
。

4 5m
,

室外地面标高 4 0
.

0 o m
,

基 槽深 -

1
。

8 0m
。

外墙为 3 6 e m 厚砖墙
,

内墙 为 2 4 e m

厚砖墙
,

部分纵墙 ( 顶层 刀 轴 南侧 ) 采用

20 c m 厚加气混凝土块墙
。

结构 为 纵 横墙混

合承重 ( 首层平面 见 图 1 )
,

首 层 南部为

9
。
g m 的大开间

,

墙体较少
,

间 距 较 大
,

相

对空旷 , 北部为 3
.

3 m 的小开间
,

横 墙较密
,

刚度较大
。

二层 以上的平面布置全部为 3
.

3 m

的小开间
。

层间楼板采 用 预 应 力短 向圆孔

板
、

墙体在各层楼板标高附近均设圈梁
,

并

设有构造柱
。

砖砌体采用 10 0 * ,

首层和二层

采用 1 0 0 #

混合砂浆
, 三层和四层为 7 5*

混合

砂浆
。

其它从略
。

3
.

施工情况
: 1 9 9。年 n 月开槽

,

冬季施

工
, 19 9 1年 8 月底交付使用

。

三
、

工程地质条件

建筑场地位于北京市永定门外沙子口
,

其地层除表土为人工杂填土外
,

均为北京地

区老土
,

地层 自上而下 ( 见图 2 ) 为
:

①人工杂填土
。

②
:

粉土
:

黄褐色
,

中上 密 实
,

湿
,

硬

可塑
,

f . 二 2 00 k P a 。

局部夹有黄褐色
,

硬一

可塑状的粉质粘土透镜体
,

其 f 。 二 180 k P a 。

②
:

砂质粉土
:

灰黄 色
,

密 实
,

硬一可

塑状态
,

f。 = Z s o k P a 。

②
3

粉砂
:

褐黄色
,

密实
,

稍 湿
,

f . 二

3 0 C k P a 。

竺的 1
.

翻明

,
可个阅 况至 . 白 }

/ llJ里
/

又尸一一 -一 , 一一一一一一
月

1厅 I 辉 I 警理事 .
书库

卜ó上梦尸卜ó

二二二 , 斗二 i `

{ {

卫型 一
一

巡堕牛止塑斗一卫
匕

一
-

一 尸
、

』

人
,

泌

悦 涟少
`

刃
、
旦

,

图 1 首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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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质剖面 图

③ ;
粉质粘土

:

黄褐 色
,

中 密
,

湿
,

可

塑状态
,

f 。 = 1 7 0 k P a 。

③
2

粉质粘土
:

浅黄一米 黄 色
,

密实
,

硬塑
,

含较多姜石
,

f。 = 3 5 o k P a 。

④
:

粉土
:

橙黄色
,

密实
,

硬可塑状态
,

f一二 2 0 0 k P a 。

④ 2
砂质粉土

:

灰黄色
,

密 实
,

硬 塑
。

⑤细砂
:

灰黄色
,

密实
,

含小卵石或小

砾石
。

在钻探深度 ( 10 m ) 内未见地下水
。

四
、

墙体开裂情况及开裂的因果关系

( 一 ) 开裂情况
:

1
.

顶层的裂缝较多 ( 见图 3
、

图 4 的上

部 )
,

主要分布在楼房纵墙的两端部
,

尤其

集中在南部
。

在窗的上
、

下口有水平及斜裂

缝
,

缝宽在 2 ~ 3 m m 以下
。

2
.

顶层的两道内纵墙中
,

D 轴纵墙南部

为加气混凝土砌块墙
,

在该墙顶部朝 同一方

向有开裂
。

3
.

二
、

三层墙体未发现明显的裂缝
。

4
.

底层有垂直裂缝
,

主要在两外纵墙的

窗台下墙体处
,

同样也集中发生在楼房 的南

部大开间的范围内
。

裂缝只在窗台的下 口 ,

上 口未见裂缝
。

内纵墙 ( C 轴 ) 没有裂缝
。

( 二 ) 开裂的因果关系
,

1
.

经现场调查和补充 勘 探 后 专家们认

为
:

该工程场地平坦
、

地貌单一
,

地层为北

京地区老土
,

强度高
,

低压缩性
,

又无地下

水作用
,

是简单的建筑场地
。

已进行的勘察

工作
,

不论从钻孔的数量
、

间距
、

深度以及

控制孔的数量
,

和原位 测试的项 目
、

数量都

是符合国家 T 2J 1一 77 规范 要 求 的
。

该建筑

物为 丑类建筑
,

按国家规范 ( D B 7J 一 8 9) ;规

定可不做变形计算
。

勘察报告中采 用 N
, 。 、

N
。 3

. 。

等原位测试数据
,

经统计计算后按照规

范查丧确定地隽计算强度
,

所提供的数据满

足规范要求
。

报告中建议 的 天 然 地基方案

为
:

自士 0
.

叨算起基槽 法 深 至 一 1
.

7 m
,

以

②
,

层粉 土 为 持 力 层
,

f。 “ l s o k P a 。

f .
按

1 8 o k P a 没计是合理的
,

不会产生 过大
J

变形
。

因此
,

该建筑物墙体开裂与地质勤察工作无

关
。

内部裂缝 屋面梁

俪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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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立面开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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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位!梁

亩亩
内部裂缝

垂直作用力
,

导致地基因受力不均而产生不

均匀变形
,

窗台下墙体也因沉降而受剪 ( 受

力关系如图 5 )
,

容易在局部形成剪切破坏

面 ( 图 5 中的 a 、

b )
,

同时
,

设计在构造上

又无措施
,

从而造成 了部分窗下墙的开裂
。

这种裂缝一般发生在窗台的两边角
,

距窗台

近处大
,

向远逐渐变小
。

该墙体开裂的特征

充分证 明了这 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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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西立面开裂示意

2
.

顶层投有较大的活荷载
,

其墙体的裂

缝主要是由于屋盖结构 的 温 度 变化所引起

的
。

由于南部屋盖的支承墙体较少
,

相对 位

移较大
。

屋面又是在冬季完工的
,

到了夏季

受热产生膨胀变形
,

而砖和硷的胀缩性又不

同
,

因此
,

在温度应力的作用下
,

当应力值

超过混合砂浆的强度时
,

就造成了内
、

外墙

体的开裂
。

而这种裂缝一般不会向下开裂
,

从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如此
。

3
.

底层墙体裂缝主要发生在大开间的外

墙窗台下
,

而走道内纵墙 ( C 轴承重墙 ) 没

有开裂
。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 北京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研究所的鉴定报告指出
: “

作

为整幢房屋的结构布置不甚均匀
,

南北两端

刚度差异较大
,

有明显的偏心
。

南北两部分

纵横墙混合承重
,

受力不甚规则等
。 ” 正是

由于设计存在着以上 不足
,

造成纵横墙受力

差异很大
,

使得在大开间处纵墙承受很大的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图 5 窗台受力关系

五
、

结论

综上所述
,

某宿舍楼墙 体开裂主要是由

于温度应力和结构布局不尽合理引起的
。

其

裂缝虽然尚未构成危及安全的程度
,

但却使

我们清楚地看到
,

不论是在哪些方面不慎
,

都有可能造成建筑物的开裂或破坏
。

因此
,

无论是勘察
、

设计还是施工
,

都应采取科学

的态度
,

严格执行规范
、

规程
,

认真细致地

做好工作
,

以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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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56 页 )

m 二 = 士侧 m , “ + m zZ + m * 2

= 士侧 0
.

9 2 + 1
.

5 2 + 1 2 二 士 2
.

o m m

( 7 )

五
、

结束语

.] 倒锤装置在本工程 中起 了极其重妥的

作用
。

从整个安装结果和侧量精度来看
,

对

具有条件安装倒锤装置的 1
_

程 Jlj 于水下放样

和定位是可行的
。

2
.

根据本工程的实践经验
,

在倒锤装置

稳定性较好的情况下
,

在水箱上架设棱镜
,

棱

镜对中倒锤丝中心
,

利用测距仪测量
,

可以

提高工作效率
。

3
.

建议在类似工程中
,

采用倒锤装置进

行测量
,

并逐步完善这一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