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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倾斜的原因分析 1、设计工作的失误 设计工作失误：许

多设计人员对地基基础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常把复杂的

地基问题简单化处理。据建设部1993~1996年的重大工程事故

统计，由于设计工作失误导致建筑物发生质量事故的约占事

故总数40％。 （1）建筑物基础设计时，没有掌握地基土性，

缺乏认真方案比选、专家论证，采用的基础形式不当而发生

事故 （2）在深厚淤泥软土地基上，错误选用沉管灌注桩、

沉管夯扩桩等基础形式，经常发生缩颈、离析、断桩和桩长

达不到持力层等事故。 （3）在填土、软土或湿陷性黄土等

厚薄不均地基上，采用条形或筏板等基础方案，导致建筑物

倾斜。 （4）采用强夯处理地基时，由于夯击能量不足，影

响深度达不到加固深度的要求，没有消除填土或黄土的湿陷

性，如果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地基浸水，必然造成建筑物下

沉、倾斜或裂损。 （5）对于欠固结的填土、淤泥等软土地

基，地面大量回填堆载，采用桩基方案时，如忽视负摩擦力

的作用与计算，常发生布桩数量不足，导致桩基过量沉降、

断桩等严重事故，使建筑物开裂或倾斜。 （6）同一栋建筑

物上选用两种以上基础形式或将基础置于刚度不同的地基土

层上，易发生严重事故。 （7）对于软土地基或建筑物形体

复杂、高度变化较大时，必须按照变形与强度双控条件进行

设计，以确保建筑物的整体均匀沉降。如只做强度验算，将

会使建筑物发生不均匀或过量沉降。 （8）设计人员不熟悉



或没有认真学习、掌握国家颁布的现行有关技术标准。况且

有关地基基础的技术标准就有数十个，内容十分庞杂，规范

又不断修订更新，设计人员缺乏认真学习，没有按规范规定

正确进行基础设计者屡见不鲜。如高层建筑基础设计时，建

筑物的总荷载没有通过基础底面积的形心，荷载偏心矩过大

，使基底应力分布不均，易使建筑物发生严重倾斜或损坏。

没有按变形与强度的双控要求进行检算，而导致严重后果。 

（9）考虑桩土共同工作时，桩间土分担的荷载比例过大，布

桩数量较少，使房屋发生过量沉降或倾斜。 （10）预制桩桩

基布桩过密，造成地面隆起，产生群桩效应等，桩打不下去

，大量截桩，部分桩基的桩尖未达到持力层，使桩基发生不

均匀沉降，建筑物倾斜或开裂。 （11）忽视相邻新老建筑物

的基底应力的迭加效应，引起新的附加沉降或新老建筑物基

底标高不一，又没有采取相关措施，引起建筑物倾斜或开裂

。 （12）回填土地基，在填土时抛入大量块石、废弃的建筑

物垃圾，形体大小不一，造成地基土的物质组成极不均匀，

设计时没有进行处理，采用条基、筏板时，发生局部应力集

中，导致基础开裂或倾斜。 （13）年轻的设计人员对复杂地

基的处理问题缺乏经验，常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导致建

筑物发生裂损或倾斜的严重后果。 （14）在进行既有建筑物

增层改造或扩建时，新建工程的基础压在原有建筑物的基础

上，导致严重后果。 （15）在进行既有建筑物增层改造时对

既有建筑物的地基承载力估计过高，取值不当。 （16）在城

市住宅区规划方面的失误：将住宅区规划在欠固结的深厚淤

泥等软土地基上，从而导致整个住宅区大面积沉陷，或部分

建筑物倾斜，沉陷等。 2、施工方面的失误 （1）基础工程施



工质量低劣：施工部门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随便减少配筋

，降低混凝土强度等级，采用劣质钢材乃至缩小基础尺寸，

减少基础埋深，基础施工放线不准确等，据统计，1993~1996

年发生重大工程事故，由于施工的原因约占60％。 （2）地基

处理方面的原因：目前地基处理手段多，这方面的问题也很

多，如桩端未进到设计持力层；桩径未满足设计要求；强夯

未达到有效的影响深度；振冲碎石桩未达到振密效果；检测

手段不合理或未能正确反映实际情况等等。 （3）地下开挖

引起地面建筑物的裂损：城市由于修建地铁、地下街等地下

建筑物，或者矿区开挖采矿、采煤巷道引发地面沉降，造成

地面建筑物的下沉、开裂、倾斜等损害。 （4）相邻深基坑

施工引起建筑物的损坏：在高层建筑基础工程施工中，由于

深基坑的开挖、支护、降水、止水、监测等技术措施不当，

造成支护结构倒塌或过大变形，基坑大量漏水、涌土失稳，

基坑周边地面塌陷，以及相邻建筑物基础工程的施工相互影

响，都会对已建成或正在建造的相邻建筑物造成威胁与损坏

，引发严重的事故。 3、工程勘察方面的失误 （1）如若勘测

点布置过少，或只借鉴相邻建筑物的地质资料，对建筑场地

没有进行认真勘察评价，提出的地质勘察报告不能真实反映

场地条件，如岩溶土洞、墓穴等没有被发现，甚至旧的人防

地下道也被忽视，使新建的建筑物发生严重下陷、倾斜或开

裂。 （2）勘察资料不准确，结论不正确、建议不合理，给

结构设计人员造成误导。 4、周围环境因素对建筑物造成的

损害 周边的施工开挖、降水、振动等因素的影响。地下水位

的自然升降也不溶匆忙视，我国已有36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

由于大量超限开采、抽汲地下水，地下水位明显下降，或者



由于修建水库等原因，引起地下水位上升，都会改变建筑物

地基承载性状，可能引起建筑物的下沉或裂损。 地下水具有

侵蚀性质，或周边有对砼基础造成腐蚀物质时，使基础砼和

钢筋严重锈蚀和剥蚀，造成基础严重开裂，引起建筑物损坏

。 5、使用或管理不当对建筑物造成的损害 已建成的建筑物

使用不当：如上下水管道破裂长期不修，地面长期积水不排

泄，污水井堵塞，污水流入地基等，都可能使地基浸水湿陷

。装修时随便拆除承重墙，致使承载结构裂损，各种病害发

生后没有及时维修，造成建筑物开裂或倾斜破坏。 除上述人

为因素以外，自然灾害如地震、山体滑坡、水灾、泥石流等

造成地基液化，地基土被水掏空，基础滑移等，都会对建筑

物造成严重损害。 （三）裂损、倾斜建筑物治理方案的制定

1、制定建筑物正式纠倾扶正和加固方案时，应当充分掌握并

具备以下各项条件：业主的要求和建筑物重要程度；实际倾

斜和开裂情况；建筑物纠倾时是否有人居住；周围环境条件

；地基土质和新补充的勘探资料；基础的损坏情况；原建筑

物发生倾斜原因的分析结论；原建筑物检验鉴定结果及纠倾

可行性的报告；经现场试验验证的纠倾技术的可行性；与纠

倾工程有关各方的协议书等。 2、制定纠倾扶正和防复倾加

固技术方案，要在有经验的专家指导下，进行反复分析比选

。承担纠倾工程的技术主管应当充分熟悉各种纠倾方法，并

对其适用条件有正确判断。对于重要建筑物已确定的纠倾工

程技术方案还应通过专家论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断

改进充实完善，尽可能避免疏忽漏洞。常用的纠倾方法如表3

所示。 3、在制定纠倾时，应按照建筑物的结构特征和高度

条件，分别依据相关规范对其纠倾后允许残留值作出规定，



以便确定纠倾工程的实施标准与计算工程量值，同时也是纠

倾工程验收的技术标准。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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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