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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层建筑上部结构施工检测体会
王 耀 俊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勘察研究院
,

上海 2 0 0 0 63)

【摘要】介绍一般高层建筑上部结构的施工检测要求及检测方法
。

该方法简易实用
,

既能满足上部

施工周期要求
,

又能保证施工质量和进度的要求
,

应用效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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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年来
,

高层
、

超高层建筑建造的层数由

十几层
、

发展到八九十层
。

为了保证高楼大厦

在施工中的质量
,

必须进行施工监测工作
。

本

人通过对几栋高层建筑上部结构的测量检测

工作进行分析
,

总结了下述测量经验
。

1 主要监测内容
、

方法及技术要求

1
.

1 每层轴线定位检测

在施工中
,

高层建筑的轴线定位方法很

多
。

依据轴线控制点相对建筑物所处的位置
,

一般可分为内控法和外控法两种
。

控制点在

建筑物内称为内控法
,

反之称为外控法
。

由于

现在城市中的高层建筑施工现场一般都比较

窄小
,

采用外控法很难展开工作
,

因此大都采

用内控法
。

通过实践也证明此法比较方便
。

具

体做法如下
:

( 1) 先利用场地平面控制网在建筑物基

础上精确地定出建筑轴线及四条主控线的位

置
,

然后在 四条主控线的交点上预埋四块钢

板
,

再用混凝土将钢板与基础牢固地固定
,

待

稳固后在钢板上精确地定出主控线交点的位

置
,

并在该交点上刻
“
+

”
字记号作为主控点

。

测出主控线与主轴线的相对位置
,

并在以后

施工中
,

在主控点垂直方向位置上每层设置

Z o e m x Z o e m 的预留孔
,

保证上下通视
。

( 2) 以四个主控点为施工监测基准
,

按照

设计
、

施工要求
,

使用较高精度的垂准仪 (或

准直仪 )
,

把主控点精确地通过预留孔传递到

每一层的楼板上
,

再通过这些传递上来的点
,

定出该楼层的主控线和轴线
,

从而指导施工
,

检核并保证施工质量
,

达到检测的目的
。

( 3) 一般高层的上部结构检测工作及其

主要技术要求有
:

①轴线设置及每一层的轴线定位检测
。

②根据 《高层钢筋硷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 》
,

允许偏差如下
:

长度 L镇 3 Om 允许偏差士 sm m

3 om < L簇 6 om 允许偏差士 l om m

6 0m < L 簇 go m 允许偏差士 1 5m m

L > 90 m 允许偏差士 20 m m

( L 代表轴线长度 )

( 4) 实际工作中
,

上海港陆大厦的实测

精 度 为 士 14 m m ( 港 陆 大 厦 高 度 为

1 36 m )
、

上海 巨金大厦的实测精度为士 12 m m

(巨金大厦高度为 1 2l m )
,

实测的精度证明是

能达到《规范 》精度的要求
。

1
.

2 每层楼板的高程检浏

高层建筑对层高及每层楼的楼板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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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较为严格
,

检测时可按下述方法进行
:

( 1) 先在建筑区四周向上畅通的部位埋

设几个 (不少于 3 个 ) 稳固的场地水准点
,

作

为高程传递的起始点
。

通过精密水准测量测

定它们的高程值
,

并经常复测
,

掌握其沉降变

化情况
。

( 2) 在每层楼板相应位置上设置固定点

(不少于 3 个 )
,

分别从下层几个固定点用经

过鉴定的锢钢尺和精密水准仪向上层固定点

传递高程 (一般观测 3 次 )
。

各固定点的多次

高程传递值控制在士 Zm m 的误差范围内
,

取

平均值作为其高程
。

( 3) 按照设计方或有关单位要求
,

由施工

单位在每层楼面上建立格网 (一般为 45
c m x

4 5c m )
。

以该层上的固定点作为场地水准点
,

用精密水准仪检测所有格 网点的高程
,

从而

统计整个楼的固定点作为场地水准点
,

用精

密水准仪检测所有格网点的高程
,

从而统计

整个楼板高程
,

达到控制每层楼的楼板平整

度的目的
。

(4 )根据《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与施工规程 》 ( JG 3J 一 9 1 )
,

允许层 间高程偏

差不大于 3m m
,

全高 (用 H 表示 )高程偏差不

应超过 3H / 10 0 0 0
,

并符合以下条件
:

3 0 m < H镇 6 0m 允许偏差士 1 0 m m

6 0m < H簇 9 0m 允许偏差士 1 2 m m

H > 9 0m 允许偏差士 2 0 m m

( 5) 实际工作中
,

上海港陆大厦的实测精

度为士 12 m m
、

上海巨金大厦的实测精度为

士 1 1m m
,

实测的精度证明是能达到
“

规范
”

精度的要求
。

1
.

3 每层楼的垂直度检测

随着施工高度的增加
,

楼层会产生倾斜
。

为了有效地控制倾斜
,

必须进行每层楼的垂

直度检测
。

( 1) 利用每层 已定出的主控点
,

对该层设

计轴线四周上的明显特征点施测 细部坐标

(如立柱中心等 )
。

( 2) 把每一层的这些对应点的坐标相互

进行比较
,

就可以得出层 间相互竖向偏差值

和相对偏差曲线
。

( 3) 把每一层的这些点同底层的对应点

的坐标相互进行比较
,

就可以得出全部竖向

偏差值
。

(4 )根据《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与施工规程 》 ( JG 3J 一 9 1 )
,

每层竖向允许偏

差应不大于 3 m m
。 .

当全高 H镇 90 m m 时
,

竖

向允许偏差值不大于 士巧 m m
,

即满足总偏

差 3H / 1 0 0 0 。 的规范要求
。

( 5) 实际工作中
,

上海港陆大厦的每层间

的平均实测偏差精度为士 1
.

sm m
,

全高偏差

平均为 14 m m ;
上海 巨金大厦的每层间的平

均实测偏差精度为 2
.

l m m
,

全高偏差平均为

14 m m
。

实测的精度证明是能达到 《规范 》精

度的要求
。

2 结束语

上部结构施工周期一般要求比较紧
,

采

用简易实用的方法是很必要的
。

本文提出的

检测方法
,

经实践应用效果较好
,

但对于不同

环境和条件下的施工
,

需进一步探讨测量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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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撑桩原则上是不允许下沉的
,

本次

试验利用 已有的试桩及工程桩
,

长度稍短
,

不

能直接打到砂层上
,

而落于上面的黄土状粉

质粘土层上
,

以致发生了支撑桩有微量 3m m

一 4m m 的下沉
,

影响测试结果
,

测得的负摩

擦力值是偏小的
。

以后支撑桩应在密实的砂

层或砾石层上
,

避免下沉
,

保证测试效果
。

( 3) 此次负摩擦力试验采用试桩悬挂法

及传感器
,

应变仪装置测定
,

我们认为是可行

的
,

但经过二次拔桩
,

可能对测试成果有一定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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