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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不均匀沉降特性的判别方法

陈 国 良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勘察研究院 上海 2 0 0 0 6 3 )

【提要】本文论述了对建筑物的垂直位移量和位移的不均匀特性
,

运用数理统计分析
,

按照 t分布

理论来判别沉降特性
,

以确保工程安全
、

及时提供预报数据
、

指导工程施工有着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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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对建筑物实施沉降观测
,

目的是为了了

解建筑物的阶段垂直位移量及位移的不均匀

的沉降特性
,

但阶段垂直位移量之间的差异

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判断为不均匀沉降? 这

就要运用数理统计分析
,

按照 t 分 布理论
,

对成对的观测数据 (随机样本 ) 进行检验
,

通过两个样本平均值之差是否显著
,

从而判

断两个样本的总体是否有相同的平均值
。

通过对建筑物不均匀沉降特性的判别
,

及时提供预报数据
,

对确保工程安全
,

指导

工程施工及建筑物的纠偏等有着积极意义
。

1 基本原理

设成对观测数据 (这里为沉降差异 ) 为

d . ,

其总体均值 为
。 ,

如 成对数据无差异的

话
,

则平均值 d应是平均值
。 = O的无偏估计

量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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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d是每对数据之差 d
。

的平均值
,

S d是

样本标准差
。

它们的数字表达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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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是对子数

。

当 t > t
。

( V )
,

则假设 H
: “ 二 O段否定

,

接受 H : ,

即有显著差异
,

在这里 表 明建筑

物差异沉降显著
。

这一推断的概率为 1 一 ao

当 t < t
。

( V )
,

则假设不被否定
,

d和 u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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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已有波高

,

其它符号意 义 与以前

相同
。

3 讨论

( 1) 对海洋工程 中设计波浪要 素 的推

算方法W i ls o n 公式编制成计算机源程序
,

避

免了查那些复杂的诺模图
,
大大提高了工效

。

( 2) 以平潭资料分别采用 l( )
、

(2 )

与 ( 3) 式计算的结果 比较
,

( 3 ) 式的精度

优于 l( )
、

( 2) 式计算结果说明本文提供

的方法是可行的
,

而且在小型 P C一 1 5 0 0计

算机上即可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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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显著性差异
,

在这里则表明建筑物差异沉

降不显著
。

这一推断的概率也为 1 一 ao

t
。

( V )中的 F是查 t
。

分布表的自由度
,

此

处 V = n 一 1
。

选定在显著水平
a = 0

.

05 条件 下作 t检

验
。

2 实例

某研究所计 算 机 大 楼 (见图 1 )
,

于

1 9 84年 3 月起进行上部结构施工
,

同时埋设

了沉降观测点 12个 ( F : ~ F : :
)

,

至 1 9 8 5年 9

月大楼基本竣工
,

期间进行 了 多 次 沉降观

测
,

其累计沉降量见表 1
。

表 1 观测时间 ` 19 85年1 1月 11 B

东北侧观测点

西南侧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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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括号内为沉降值
,

单位 m m

现对表 1 中所列成对数据作 t检验
:

n == 6 ,
刃d一 3 3 4 ,

d == 8 5
.

5 ,

s d == 3 4
.

4 9 4

t =
dI }/ s d

·

侧万 二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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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V = n 一 1 二 5 , a = 0
.

05 查 t分布表
,

得

t o
. 。 5

( 5 ) 二 2
.

5 7 1

t > 朴
.

。。
( 5 )

,

表明大楼两侧墙 体 有明显

的沉降差
。

根据现场情况分析
,

由于该大楼

基础施工时正值雨季
,

施工单位又将地坪标

高测少了 4 c5 m
,

致使大楼南边 长 期积水
;

此外
,

大楼西侧的暗滨施工前未摸清
,

以致

大楼竣工后导致西倾南斜
。

1 9 8 5年 12 月份
,

该大楼陆续开始启用
,

继而电梯安装
,

水箱注水
,

图书
、

家具
、

设

备等动静荷载先后进入大楼
。

监测数据如下

表 :

、 、 一飞
6

成对数据
取样 界线

图 1

表 2 观测时间` 19 8 6年 3月 1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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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
, t == 6

.

6 7 4 ) t o . o s
( 5 )

,

表 明不均

匀沉降更趋显著
。

此时
,

现场已发现有较大

的墙体裂缝 以及门窗关不上
、

电梯运行不正

常等异常情况出现
,

沉降速率 (见表 6 ) 也

呈上升趋势
; 此外

,

经小角度法施测的大楼

向西向南倾斜偏值 已达 8 ~ 10 m m
。

经多方协商
,

决定 自 3 月 20 日起采取纠

偏措施
:
在地下室东北边一侧进行压载

,

至



5 6 岩 土 工 程 技 术 1 9 9 6年第 4 期
~ ~ 目` ,户~ ~ ~ ~ ~ ~ ~ ~ ~ ~

一一同年 9 月 已累计加载 160 吨
,

之后又在大楼东

侧墙脚近北端堆放水泥管
、

杂物等逾 20 吨
。

现汇总历年来有代表性 的 几 组 监测数

据
,

并作 t检验分析
:

表 3 观洲时间
: 19 86年 9月 1 5 B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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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 t 二 3
.

2 42 楼仍呈不均匀沉降状态
,

但沉降差异幅度 已

尽管在显著水平
a 二 。

.

05 条 件 下
,

该大 明显减小
,

表明纠偏效果 良好
。

表 4 观浦时间
: 19 87年 5月 1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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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

不均匀沉降趋势 已 基 本 得到控

制
,

沉降速率也比 1 9 8 6年 9 月之前明显减小

(见下表 )
: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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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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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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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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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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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m m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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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正 /月 1
.

7 6 m m /月

沉降速率

3 结语

( 1 ) 用 t 检验法来判别建筑 物的不均

匀沉降特性
,

实践证明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

尤其是在 目前桩基施工及基坑开挖等监测工

程 日益普遍的情况下
,

更有 其 实 际 指导意

义
。

( 2 ) 由于观测值只是假设服从正态分

布
,

因此成对数据的对子 数 量 (n ) 不宜偏

少
,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

应尽量均匀地
、

有针对性地多设置观测点
,

这样
,

反映的 t检

验值将会更加准确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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