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专业施工图审查中常见的若干问题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1/2021_2022__E7_BB_93_

E6_9E_84_E4_B8_93_E4_c58_271240.htm 摘 要：本文列举结构

专业施工图审查中经常发现的某些问题，并对进行分析讨论

，提出结构设计时应注意的某些问题，供结构设计和审查时

参考。 关键词：结构设计 一、 前言 施工图审查根据国家法

律、法规、技术标准与规范，对施工图设计文件的结构安全

、公众利益和图家强制性标准、规范的执行情况及设计深度

进行全面审查。该制度执行一段时间以来，消除了大量结构

安全隐患，并促使设计单位提高设计质量。由于目前的工程

设计越来越复杂，且设计周期普遍偏短，结构专业施工图设

计文件中存在某些质量问题，作者通过对多年以来施工图审

查经验的总结，并结合同行的讨论，把这些经常发现的问题

整理列举出来，供结构专业设计和审查时参考。 二、 不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问题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279号）规定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

将被处以罚款。常见的问题是基础设计参数取值与勘察报告

不符，包括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取值、桩基础和支护结构的计

算参数、地下水位取值等。出现该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设计

单位根据个人的经验确定设计参数，且未与勘察单位协调调

整补充相关资料。 2、砼外加剂、建筑构配件指定生产厂家

也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 3、桩型及其施

工工艺的选择与实际环境、地质条件不相适应，未考虑挤土

、振动、噪音可能对周边造成的影响，不符合环保、施工安

全的有关要求，如在市区使用锤击桩、在可能造成污染的环



境区域内使用冲钻孔灌注桩且无泥浆处理系统、有砂碎卵石

含水层，深厚淤泥层，垃圾填埋层以及化工厂等场地使用人

工挖孔桩等。4、属于《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技术要点》（建质[2003]46号）中规定范围内的高层建筑，未

根据《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进行震设防专

项审查。尤其建质[2003]46号文规定中的特别不规则超限工程

调整结构设计或者进行震设防专项审查。 三、 基础设计方面

的问题 1、 建造在斜坡上或边坡附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未

验算其稳定性。当设有一侧或多侧开口的地下室时，主体设

计未考虑土压力影响进行受力分析，并验算整体建筑的抗倾

覆和抗滑移稳定性。当地下水埋藏较浅，建筑地下室或地下

构筑物存在上浮问题时，未进行抗浮验算。 2、建筑物地存

在液化土层时，未对桩基础抗震承载力进行验算。未根据具

体工程情况考虑桩侧负摩阻力对基桩承载力的影响。 3、桩

基础设计中，仅按竖向荷载作用进行布桩，未验算弯矩作用

下承台底部边桩的反力。尤其是框剪结构的剪力墙及剪力墙

结构核心筒底部弯矩和剪力对基础承载力的影响较大，不应

遗漏。对于水位较高的地下室和短肢剪力墙、大跨度结构等

弯矩较大的承台底部桩基尚应验算是否存在向上的抗拔力。

4、抗拔桩设计时，桩身配筋量仅按强度要求进行计算，缺少

裂缝宽度验算，按裂缝宽度控制计算结果的配筋量远大于按

强度要求计算的配筋量，在设计中往往缺抗拔桩静载试验及

其配筋做法等要求说明。有抗拔要求的承台按一般桩基受压

的承台进行配筋，承台顶部受拉区未配筋，筏基基础梁或地

下室底板梁的受力方向与一般楼屋面梁板不同，其梁配筋设

计也采用平法表示但未附加图示说明，存在安全隐患。 5、



目前建筑工程大量采用截面尺寸较小的预应力管桩，且在多

层建筑中采用单柱单桩或一柱两桩基础，柱底弯矩由基础梁

和桩共同承受。单柱单桩或垂直于两桩连线方向的基础梁设

计中，未考虑平衡该方向柱脚在水平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所

产生弯矩因素，基础梁两端箍筋未按框架梁抗震构造要求设

置箍筋加密区，基础梁的上下主筋在桩台内锚固长度与构造

做法要求未加说明。桩身考虑承受上部结构传来的弯矩作用

时也未进行抗弯承载力计算，存在着抗震薄弱环节，给工程

留下潜在的隐患。 6、浅基础施工图中经常未注明基槽开挖

后应进行基槽检验的要求，桩基础施工图中经常未注明桩端

持力层检验、施工完成后的工程桩进行竖向承载力检验的要

求。 7、天然地基扩展基础持力层或桩基持力层下面存在软

弱下卧层，有的工程既不进行沉降验算，又不作软弱下卧层

地基承载力验算。 8、压实填土地基处理问题，有的工程处

于部分挖方、部分填方地段，填方地段采用压实填土人工处

理地基，其压实填土地基的填料、施工、压实填土的范围以

及压实填土地基检验等均未提出具体要求说明，甚至未注明

压实填土的密实度要求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要求，压实填土

地基施工质量如何控制，其地基承载力能否达到设计要求等

均存在疑义。 9、天然地基独立基础带梁板式的地下室底板

设计中，地下室底板与柱下独立基础埋置于同一持力层上，

结构计算中仅按上部结构荷载全部由柱下独立基础承担，而

地下室底板仅按一般地下室底板受荷情况进行设计，实际上

整个地下室底板与柱下独立基础在上部荷载作用下，将会一

起发生沉降变形共同受力，按上述计算原则进行设计，对底

板而言是偏于不安全的，有可能会导致地下室底板承载能力



不足而开裂。按照变形协调受力的原理，应当将地下室底板

与独立基础连为一体按弹性地基有限元受力分析。也可以采

取如下模式：除了柱下独立基础之外，其地下室底板与持力

层之间采取褥垫处理措施。这时，底板可不参与独立基础分

担上部荷载，而按底板本身承受底板与疏水垫层自重、地下

水上浮力、人防等效荷载（有人防时考虑）等进行设计。 10

、天然地基锥体独立基础设计问题，有的基础设计锥体斜面

坡度大于1:3，该锥体部分砼很难振捣密实，现场施工往往是

砼自然堆上，采用铲子或抹灰刀拍捣成形，其锥体部分的砼

很难达到设计强度要求。故建议：改为阶形独立基础为好。

既保证独立基础砼施工质量，又使基础在柱轴力作用下砼局

部承压验算容易满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