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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建筑物中裂缝的产生是人们一直所关注的问题。本文分

析了建筑物中墙体裂缝和混凝土裂缝产生的机理，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措施，并指出只有经过精心的设计与施工, 才能防止

建筑物裂缝的产生。 关键词：建筑物 裂缝 防止 建筑物的裂

缝影响建筑结构的整体性和使用功能，也会给用户造成不安

全感，但是只要裂缝在不危及结构安全和使用时却容易被人

们忽视。然而有裂缝建筑物在地震荷载等随机载荷的作用下

，往往容易引起前提破坏，因此在建筑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应

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使裂缝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墙体裂缝

的成因分析 1.1 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墙体裂缝分析 在地基土

质较好且较均匀时，房屋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值是较小的，且

在房屋的长高比不大的情况下,一般对房屋的安全使用不会产

生太大的影响。但当房屋修建在湿陷地基、软弱地基时，容

易发生不同程度的压缩沉陷，使基础变形,从而引起墙体裂缝

的产生。房屋长高比如设计过大，建筑物的整体刚度就差，

如果地基没有经过加固处理的话，那么墙体就可能出现严重

的裂缝。这种裂缝往往对称的发生在纵墙的两端,并且向沉降

较大的方向倾斜，呈正八字形裂纹，且上部裂缝小,下部裂缝

大。当建筑物高差较大或所承受的荷载差异较大，而在高低

差异或载荷差异较大的交接部位未留设沉降缝，此时在交接

部位最容易产生裂缝，裂缝通常位于层数低或荷载轻的部分

，朝着层数高的荷载重的部分倾斜。 1.2 温度变化引起的墙体



裂缝 建筑物的使用条件复杂，容易受温度、季节变化的影响

。而一般材料均有热胀冷缩性质，房屋结构由于周围温度变

化引起热胀冷缩变形, 称为温度变形。如果结构不受任何约

束, 那么在结构中就不会产生附加应力，如果材料的线膨胀系

数不一样，且结构受约束，就会产生温度变形。钢筋混凝土

屋面板的线膨胀系数远大于砖的线膨胀系数，从而使得屋面

板的变形要比砖墙的变形大，故在墙体与屋面板的接触面上

就产生了剪力，该剪力使得墙体出现裂缝。 温度应力能够引

起八字形裂缝、水平裂缝、包角裂缝、女儿墙根部和竖向裂

缝。在房屋纵向两端对称产生正八字裂缝，纵墙上有窗沿的

，裂缝一般均通过窗口对角线；靠窗的一端，裂缝宽度较大

。平屋顶房屋, 有时在屋面板底部附近或顶层圈梁附近, 沿外

墙顶部会出现纵向水平裂缝和包角裂缝,这是由于屋面和墙体

的变形不一致而引起的向外或向内推拉力产生的。女儿墙根

部由于受到屋面变形引起的推拉力，使女儿墙根部的砌体出

现外倾现象, 形成水平裂缝。 2 混凝土结构裂缝的成因分析

2.1 混凝土凝结过程引起的开裂 混凝土在初凝前，骨料经振动

后内部空隙中水分空气上浮，但粗骨料却向下沉中，无筋混

凝土中骨料全面均匀下沉，表面不会出现裂缝；而钢筋混凝

土在初凝前的粗骨料下沉则会产生沿钢筋方向的开裂，这种

裂缝一般只到钢筋面就再不会向下延伸。混凝土凝结时失水

过多的干缩也会引起开裂，这种裂缝一般发生在高气温施工

条件下的薄体混凝土结构中，高温天气下的开裂尤其明显，

深度可达到板厚的1/2。 2.2 混凝土自身应力产生的裂缝 混凝

土在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即使没有任何荷载的作用时其自

身的徐变也会产生裂缝，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高温季节，裂



缝形式为上下贯通，在地下室墙壁上、剪力墙壁上会呈现出

较有规律的开裂。这是由混凝土的自应力引起的裂缝，其原

因是混凝土在水化热达到一定温度后，混凝土的膨胀应力逐

渐消失并开始收缩，但此时混凝土已有了一定的强度，因此

收缩会形成较有规律的裂缝。 2.3 温度应力产生的裂缝 混凝

土的强度增长过程中外部环境会时常变化，不同温度和湿度

的变化会产生温度应力。由于墙体等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和混

凝土的不一样，它们产生的变形也就不一致，而墙体和混凝

土是互相约束的，由此产生的不均匀变形便产生局部裂缝。

3 墙体裂缝的防治措施 3.1 设计措施 要做好建筑结构设计的前

期工作，综合分析建筑物的结构类型、承载基础及地基类型

，使结构布置尽量合理。横墙的间距不宜超过建筑物高度

的1.5 倍，建筑物的长高比一般宜控制在2 . 5 以下。高度、荷

载差异较大的部位容易产生由于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导致的裂

缝，因此在适当的部位应设置沉降缝。为了避免温度裂缝的

产生，要从设计上采取预防措施，对于总长超过45m 的长条

形建筑应设置温度伸缩缝；非承重墙的厚度，宜设为240 墙，

以加强内墙对温差的抗变能力；屋面承受的温度变化最大，

产生温度应力也最大的，在设计过程应采取加强措施。 3.2 施

工措施 严格控制砌块和黄砂的质量，龄期不足28d 的砌块或

湿砌块严禁使用，砌筑和粉刷用的砂采用洁净中砂，以保证

砂浆的强度；在结构封顶后应先做屋面保温隔热层，后做顶

层的内外粉刷，以减少温差效应，能有效的控制墙体裂缝；

施工进度合理，不得不切实际的提前完工；外粉刷应等房屋

的结构封顶至少15 天后再进行，待墙体干缩稳定后再粉刷能

避免日后粉刷龟裂。4 混凝土裂缝的防治措施 4.1 采取温度控



制的措施 采用改善骨料级配、掺混合料、或加引气剂塑化剂

等措施以减少混凝土中的水泥用量，在混凝土拌合时可在水

中加冰块，或将碎石冷却后再拌合以降低混凝土的浇筑温度

；热天浇筑时应减少浇筑厚度，利用浇筑层面散热；可在混

凝土中埋入冷却管，通人冷水降温；合理规定拆模时间，不

得为赶工期而提前拆模；当气温降低幅度大时应进行表面保

温，防止混凝土内外温差过大。 4.2 改善约束条件措施 合理

地对混凝土分缝分块以避免基础过大起伏，合理安排施工工

序，避免混凝土在达到设计强度前因过大的高差而产生不均

匀载荷。改善混凝土的性能，提高抗裂能力，加强混凝土养

护，防止表面干缩。应注意避免贯穿裂缝的产生，因为其一

旦出现，要恢复其结构的整体性就很困难的，施工中应以预

防贯穿性裂缝的发生为主。另外正确使用外加剂也是减少裂

缝的措施之一。 此外，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对裂缝的产生也有

很大影响，根据建筑结构类型合理的选择基础类型，防止由

地基的不均匀沉降产生的裂缝，根据当地环境合理的选用混

凝土原材料和配合比，尽量减少由环境因素造成的裂缝。 5 

结语 要控制建筑物的裂缝，必须双管齐下，除了在设计中采

取相应的措施外，施工过程也很关键，只有两者同时结合，

建筑物裂缝的控制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赵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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