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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93_E9_A1_B6_E5_c57_525467.htm 4 顶升施工 首先，必

须进行钢筋混凝土土墩的施工，然后是托换承台及连梁的施

工，最关键的是要做好承台与柱接触处新旧混凝土界而的处

理、入柱锚筋的施工，千斤顶就位。在断柱前要进行试顶，

以检查托换承台的质量，在确定承台、混凝土土墩及千斤顶

都满足设计要求后，将柱断开，并马上垫上钢管垫块。 顶升

时每级顶升量根据现场情况可定为5～20，每2项个千斤顶的

行程即可将钢板垫块换成标准型钢垫块，并进行横向、竖向

的垫块连接。在顶升过程中不断重复以上程序，直到顶升至

设计标高，垫紧、连接所有垫块，并进行接柱。在新设计的

±0.00标高处将钢筋留出，待柱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

开始进行垫块拆卸，承台及连梁的拆除及首层楼板的施工。

整体顶升的施工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4.1 监测系统的布置

在楼房的顶升中，必须注意楼房，是否发生平移、扭转、倾

斜，承台支撑系统的情况，基础是否发生沉降，如不控制和

及时纠正这些问题，则可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出现，故采用了

人工、仪器、电脑相结合的做法，在每柱设1贴尺，由各柱施

工人员对每级顶升量、钢管垂直度和形态、整个顶升体系、

托换承台情况进行监测，在大楼四周及大楼内部设置足够的

水准仪，对每条柱的升降情况和基础情况进行监测，在大楼

四周设置经纬仪，对大楼的位移、倾斜情况进行监测，并将

所有仪器的监测输入电脑，通过电脑的汇总、分析与人工观

测结果进行比较，作为继续顶升的决策依据，及时发现问题



，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纠正，确保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并

随时进行2层以上楼房裂缝情况的监测。 4.2 顶升量和顶升压

力的控制 为使托换底盘能作为一个平面一起升高，每柱顶升

量必须相同，相邻两柱的顶升量差值不能工巧匠大于1‰。采

取顶升量和顶升压力双控制的措施（每级顶升量和千斤顶最

大胆、最小压力值的限制），将每柱顶升量差距减至最小，

从而确保了上部结构不产生过大的次应力，结构不受破坏。

4.3 型钢支顶的安装 支顶安装质量关系到工程的成败，垫块支

座处用于硬性砂浆找平，垫块就位时采用吊锤进行垂直度较

正，垫块法兰盘间用螺栓连接好，斜拉钢筋点要在法兰盘上

，严禁焊在钢管上，施工过程中也必须注意不能碰撞钢管，

以防变形和失稳。 4.4 换千斤顶、垫块和接柱的顺序 由于千

斤顶回油时，支顶会产生压缩变形，为使上部结构不产生应

力集中，以上项目应采取跳隔式进行施工。 5 工程效果 在整

个顶升过程中，曾发生房屋平移、扭转、倾斜，在荷载最大

的两条柱位也发现因轴力较大，基础有少量沉降出现，但发

现及时，通过调节顶升量及顶升速度使问题得到了解决，顺

利完成顶工程，完工后对房屋进行了检查，结构没有受到丝

毫损伤，驳柱后混凝土10d龄期达到28.8Mpa，质量达到设计

要求，与原结构连接良好。 （百考试题注册建筑师）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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