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物变形观测的过程控制与安全措施注册建筑师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6/2021_2022__E5_BB_BA_

E7_AD_91_E7_89_A9_E5_c57_536984.htm 随着我国建筑事业

的发展，各种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等复杂的建筑物应运而

生。在其施工过程中和使用初期，由于荷载的不断变化以及

外力的影响，会引起建筑物下沉，当建筑物各部分不均匀沉

降时，会使建筑物产生倾斜、位移、裂缝等变形，从而影响

到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并伴随着安全隐患，因此，需在施工和

营运期间加强变形观测过程控制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一

、引起建筑物变形的原因分析 引起建筑物变形的原因较多，

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1.自然条件及其变化，即建筑物地

基的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土壤的物理性质、大气

温度等因素引起建筑物变形。如：由于基础的地质条件不同

，引起建筑物各个部分不均匀沉降，而使其发生倾斜、位移

、裂缝等变形；或由于地基本身的塑性变形也会引起建筑物

不均匀沉降；同时由于温度与地下水位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变

化引起建筑物的规律性变形。 2.与建筑物自身相联系的原因

，即建筑物自身的荷载大小、结构类型、高度及其动荷载（

如风力大小、震动强弱）等引起建筑物变形。要减弱这方面

变形的影响，往往通过优化设计方案来实现。 3.由于建筑物

施工或营运期间一些工作做得不合理，或由于周围环境影响

而产生额外的变形。例如：在高大建筑物周围进行深基坑开

挖，就会对其原有建筑物产生一个额外的变形。当然这些引

起变形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对建筑物往往是共

同作用的，只是不同时间段，不同因素的作用强弱不同而已



。 二、建筑物变形的类型划分 建筑物变形分静态变形和动态

变形两种。前者指其变形值是时间的函数；后者是在外力作

用下产生的变形，其变形值是以外力的函数来表示的动态系

统对于某一时刻的变化，其观测结果表示建筑物在某一时刻

的瞬时变形。例如：我们在爆破某一建筑物时，对周围建筑

物在爆破瞬间产生的变形即为动态变形，而在爆破之后的某

一段时间内的变形则属于静态变形。两种类型相互作用，共

同影响。 三、建筑物变形观测的实施过程 依据建筑物变形的

主要原因及其类型的划分进而对变形观测的过程进行详细的

策划。变形观测策划输入包括： （1） 业主要求变形观测所

能提供的信息； （2） 国家规范； （3） 以前类似建筑物的

变形观测方案； （4） 观测对象所在地的地质条件及周围环

境； （5） 施工进度计划。 1. 变形观测具体方案内容（策划

的输出） （1）建筑物变形观测的类型：沉降观测、倾斜观

测（垂直度观测）、位移观测、裂缝观测。 （2）不同变形

观测的精度与方法 变形观测的精度取决于该工程设计的允许

变形值大小和进行观测的目的。在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变形观

测中，由于其主要观测内容为基础的沉降和主体倾斜，其观

测精度应根据建筑物基础的允许沉降值、允许倾斜度和允许

相对弯矩来决定。同时还应考虑沉降速度的影响。在国际测

量工作者联合会（FIG）第十三届会议中规定：“当观测目的

是为了使其变形观测精度中误差应小于允许变形值的1/10

～1/20”。在我国，对于不同内容的变形观测，其精度要求

在测量规范中均有明确规定。不同等级，不同精度的变形观

测，所采用的观测方法也不相同。这样，观测精度决定采用

何种观测方法，而观测方法的选用必须确保观测精度的实现



，并尽可能简单。 （3）变形观测的频率 变形观测的频率或

次数取决于变形值的大小，变形速度快慢和观测目的。通常

要求观测的次数既能反映出变化过程，又不遗漏变化的时刻

，在施工过程中，待埋设的观测点稳定后进行第一次全面观

测，以后对于高层建筑物每增加一层应观测一次，直至稳定

。其他建筑物观测的总次数不少于五次。竣工后的观测频率

一般为第一年每季度观测一次；第二年，每半年观测一次，

以后每年观测一次。当遇到特殊情况时，还应进行临时紧急

观测。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变形观测期间要按时、按规定

、按设计要求进行，以便取得完整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确保观测精度，并对观测结果进行正确的变形分析。 （4）

对测量人员及测量仪器的要求 测量人员必须精通测量专业知

识，以便有效实施所策划的变形观测方案。测量仪器必须满

足相应的精度要求，且在使用前须使各项计量特性得到确认

。 （5）变形观测点的布设 变形观测结果的准确性以及其数

据能否正确反映出建筑物的实际变形，与其变形观测点布设

是否合理、全面有直接关系。下面以沉降观测点的布设为例

： 每个工程应当在施工作业范围外至少埋设三个水准点，并

确保不受施工影响。每次在进行沉降观测前，须检验水准点

的稳定性，只有稳定的水准点方可作为沉降观测的基准点。

沉降观测点的布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 通常在建筑物的四角

点、中点、转角处等能反映变形特征和变形明显的部位布设

沉降观测点，点间距一般为10～20mm。 ② 对于设有后浇带

及施工缝的建筑物，还应在其两侧布设沉降观测点； ③ 对于

新建建筑物与原有建筑物的连接处，应在其两侧的承重墙或

支柱上布设沉降观测点； ④ 对于一些大型工业厂房，除按上



述原则布设沉降观测点外，还应在大型设备四周的承重墙或

支柱上布设沉降观测点。 （6） 观测结果的记录 对观测值按

照事先设定了的记录表格进行记录，确保记录完整、准确、

可靠。 四、变形观测成果的整理与分析 欲使变形观测真正成

为工程施工和营运管理的耳目，确保安全施工和充分发挥工

程效益的作用，除了取得现场观测的第一手资料外，还必须

对观测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并编制变形分析报告。 一方面

是观测资料的整理，绘制各种数据表格和变形曲线，编制说

明，使其成为便于使用的成果，具体内容有： 1. 校核各项原

始记录，检查每次变形观测值计算是否有误； 2. 对各种变形

值按时间逐点编写观测数值表； 3. 计算绝对沉降值、平均沉

降值、平均沉降速度、倾斜度、垂直位移、水平位移等。 4. 

绘制观测点变形过程曲线和建筑物变形分布图。 另一方面，

利用变形分布图，结合观测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对观测成果进

行分析。总结出建筑物变形过程、变形规律、变形幅度、变

形原因，并找出变形值与引起变形的内在原因和规律。 对变

形观测成果的整理与分析，可借助计算机技术采用武汉测绘

科技大学开发的工程建筑变形观测软件来实现。 五、反馈调

整、确保安全 利用观测成果的分析结果，采取相应的处置措

施确保施工及建筑物营运的安全，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是否严格按照所策划的观测方案进行变形观测； 2. 所策划

的方案的正确性审查； 3. 对施工生产和运营管理提出指导性

建议。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和加强劳动管理，施工单位和监理

单位以及营运单位必须对建筑物变形观测引起足够的重视，

确定恰当精度，采用正确方法，确保观测成果的可靠性。若

一旦发现建筑物的变形观测值超过其设计允许的最大变形时



，应及时将观测结果书面报告勘察、设计、质检单位，以便

共同研究、制定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发生意外

。在此期间，应暂停施工或者暂时关闭、停止使用被监测建

筑物，同时应增加变形观测次数，密切观注其发展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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