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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岩石地基裂缝的处理方法

胡志耘
（重庆市勘测院�重庆　400020）

　　【摘　要】　通过对岩石地基裂缝的分类�详细讨论了各种岩石裂缝的处理方法及其理论依据�对实际工程
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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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Rock-Foundation crack
in Chongqing Region

【Abstract】　Classfying the cracks of rock-foundation�discussing a variety of treated methods of rock crack and its
theories．It is effeetive and avaluable for pract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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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石地基由于其强度高�弹性模量大�地
基强度问题显得不是十分突出；但由于岩体内
存在裂隙�在重庆这样的山城�裂隙与边坡使
得地基稳定性问题显得比较突出�当裂隙宽度
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变形不能满足要求的
问题�验槽时经常遇到：如何处理各种岩石地
基裂缝的问题。

1　裂缝分类
场地稳定性问题已在选址阶段解决�按工

作程序本文只叙及稳定场地内的各种裂隙（裂
缝）的形态特征和处理方法�不涉及裂隙成因
探讨。不同的裂缝对地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根据裂隙规模大小和工程性状�将其分为5种
类型�便于应用（见表1）。

表1　岩石地基裂缝分类表

裂　缝　类　型 特 性 描 述 处 理 方 法 备　　注

场
　

地

　
稳

　
定

卸荷裂隙 一般上部张开�下部闭合�充填粘土�一般在边坡缘
软弱夹层 一般为层间软弱带�带内岩石强度相对较软
缓倾型 倾角＜30° 窄缝：没什么充填物�多属层间裂隙

宽缝：平缓�岩质相对软�有一定宽度

中间型 倾角30°～70° 窄缝：一般无充填�隙面平直
宽缝：缝内岩石与围岩一致�质较软

陡倾型 倾角＞70° 窄缝：多属构造裂隙�面直闭合�
宽缝：一般由卸荷作用拉开�粘土充填

清除、避让
剔除

清缝、灌浆
剔除或基础下置

清缝、灌浆
地基处理�或桩基 断层少见

清缝、灌浆
剔打一定深度�砼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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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荷裂隙一般位于斜坡边缘�上部张开而
下部闭合�常充填粘性土�可见植物根系和地
下水滴浸：

软弱夹层�范围较广�相对较软的岩性带
都可划入这个范围�在重庆地区这种情况形成
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局部岩性（如胶结物不同）
有变化加上地下水作用�这种带一般不连续�
分布范围有限；

缓倾型裂隙�其所处位置十分重要�如果
在平缓的场地�对建筑影响不大�处理简单�一
旦位于斜坡地段�对场地稳定性起着控制性的
作用；

陡倾型裂隙�一般隙面比较平直�有一定
规模�属构造节理；

中间型裂隙�介于缓倾和陡倾型之间�问
题的类型较多�比较难于处理。
2　一般处理方式

由于重庆地区区域构造运动相对较弱�在
主城区构造形迹主要表现为节理的形式�规模
不大�基本没有位移。对这种裂缝�一般采取
剔打、清缝、灌浆等方法进行处理�这在重庆地
区是经常采取的方法；真正陡倾的裂缝�比如
垂直的裂缝�可采用砼塞；对于介于平缓型和
陡倾型的中间型�主要还是采用换填一定深度
内的部分软土�换填方式一般采用放阶式剔
打�与基础放阶有点类似。

也可根据一些具体情况�结合当地的建筑
经验�采取行之有效的其它方法�如跨盖－－－
钢筋砼梁板跨越�或刚性较大的平板基础覆
盖�但支点必须放在较完整的岩石上�也可用
调整柱距的方法处理［1］。
3　工程实例

重庆某红楼花园2001年7月进行基础验
槽�对横贯拟建场地的裂缝实施会诊�研究下
一步施工处理方案。

该裂缝位于 C 座建筑物的中部�走向北
西－南东向�贯穿 C 座拟建物�裂缝产状：220°
～240°∠53°～73°�总体倾角60°～65°。地基

岩性为泥岩夹砂岩透镜体�岩石呈中风化状�
距 C 幢建筑南侧2m 为一高约10m 的人工
岩质边坡。经观察发现�裂隙在南侧人工边坡
上出露时呈闭合状�缝隙两侧岩性不连续；而
在基底标高面上表现出宽窄不一的破碎带�破
碎带宽30～80cm�由母岩破碎而成�破碎带
内偶见构造透镜体�带壁上可见镜面擦痕。据
此判定为断层。断层在剖面和平面上呈波状
起伏延伸�具有明显的压扭性特征�属压扭性
逆断层。这一现象与重庆地区受东西向压力
而形成北西和南西走向的压扭性断裂的区域

应力场是吻合的�而这种以断层形式表现的情
况（一般都是节理形式）在重庆主城区极为少
见�这种情况的发现和正确处理对以后的工作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由于该断层的破碎带具
有一定规模�实际上已形成了地基中的软弱
层。

面对这种倾角较大的断层破碎带�一种理
论依据充分的处理方法是没有的�我们从下面
三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C座建筑高32层�拟采用条形基础和筏
板基础�条基宽约2m�设计荷载1400kPa�处
理该断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处理深度。

①均布条形荷载作用下的应力分布：据工
程经验�破碎带岩石地基承载力可达500～
550kPa�设计承载力为1400kPa�尚需增加
地基强度900kPa 左右。均布条形荷载作用
下的地基土中的应力�查均布条形荷载下的应
力系数表（《工程地质手册》第三版表4-2-
1）［2］�均布条形中心荷载 p 作用下地基土中 z
深度处的应力�可按下式计算：

σz＝αz p 若σz 为560kPa�p＝1400kPa�
则αz＝0∙4；对应的深度约3m�即处理深度可
考虑3m 左右�见 A方案示意图（见图1a）。

B方案是鉴于裂缝对其附近的上盘地基
有影响�可用桩基将其作用传至下盘稳定岩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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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裂缝处理方案示意图
　　②按满足上部结构变形要求�计算变形深
度［3］。建筑物的地基变形值�不应大于建筑
物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时所允许的变形值�即满
足：

s＜Δ
式中：s为地基变形计算值；

Δ为建筑物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变形
允许值：本建筑允许变形2mm。

　　 s＝σ
Eh　（DB50／5001－1997式4∙3∙3-1）［3］

将破碎带的岩石视为粘土岩�其弹性模量
为50～320MPa（岩土工程试验监测手册）�用
上式估算�处理深度约1∙2m 左右。

③根据洞跨比的概念�推测处理深度［4］。
根据重庆地区建筑经验�在中心荷载作用下�
将基底下的裂缝视为洞室�缝宽作为洞跨�若
洞室顶板厚度大于2倍洞跨�则认为洞室对上
部建筑无影响：即本工程按洞跨为80 cm 考
虑�需处理约1∙6m 的深度。

本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经综合考虑后�把
处理深度确定在2m 左右�效果良好。

①、②方法的思路还是可以�但存在明显
的不合理：①方法不管裂缝宽、窄�处理方法和
处理结果都一样；②方法的计算式表明�破碎
带的岩石越硬（即模量越大）�需要处理的深度
反而越大�有点不合逻辑；第③种方法简明�但
毕竟洞室和破碎带的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问题�一个是线�一个是面�在边界条件上还需
再分析。

4　结　论
1）重庆地区岩石地基发现的裂缝一般都

是构造裂隙�倾角较陡�张开度不大�对地基稳
定性基本无影响�处理方法也比较简单�一般
进行清缝灌浆封闭即可；

2）对于缓倾裂缝�要根据情况�一般应去
掉隙壁软弱部分后再行封闭或基础下置；

3）对于有一定破碎宽度的裂缝�如断层破
碎带�由于其向下延伸深度有限�应根据荷载
情况以及破碎带的物理力学特性和空间分布

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处理深度。工程实践
表明：裂缝处理一般在0∙5～2m 深度较为适
宜�即经济�又比较安全。

裂缝处理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比较难办

的事�主要是因为理论依据不足�因此处理这
类问题主要靠积累经验�通过不断交流和总
结�一定会摸索一套适合于本地区处理地基裂
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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