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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_BC_88_E6_9E_84_EF_c57_552191.htm 4、纠倾工程技术方

案设计文件应包括的内容如下：纠倾时采用具体方法和技术

内容；纠倾施工的详细步骤和要点；回倾速率及最大回倾值

；对整体结构刚度差的建筑物，纠倾前要对原结构进行有针

对性的加固设计，以防止纠倾施工时发生破损甚至倒塌；观

察点的布置及监测要求；施工安全及防护技术措施，工程报

警装置；防复倾加固技术的施工方法；对相邻建筑物影响的

防护技术及措施；质量检查及验收标准，稳定期间的继续观

测计划及要求；竣工验收文件内容及要求。 （四）建筑物纠

倾加固的施工技术要点 根据纠倾工程设计方案应编制施工计

划，并要注意以下内容： 1、对整体刚度较差的建筑物，纠

倾施工前先进行破损部位或建筑物整体的加固施工，防止建

筑物在施工时发生倒塌。 2、要考虑建筑物地基在纠倾施工

时可能产生的附加沉降，并估计纠倾后建筑物地基可能持续

的变形（即滞后的回倾量），在纠倾施工时及施工后要加强

现场观测，并要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 3、施工前要对相邻

建筑物及地下设施进行一次检查或测量，要与对方协商或签

订协议，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4、对于纠倾后的复倾可能

性，应根据防复倾加固设计，在纠倾施工前或施工后进行加

固处理。 5、纠倾扶正施工前要进行现场试验性施工。以便

选定施工参数，验证纠倾扶正的设计方案可行性，进行必要

的调整与补充，使其更臻完善。 6、应当具体安排现场监测

方式，监测点，监测内容和手段，布设回倾率的控制装置，



以便通过监测，控制回倾速率，调整施工进度与施工方法，

掌握纠倾复位结束的时机，预留滞后回倾量。密切观测建筑

物裂缝变化情况，根据裂缝变化规律，调整纠倾速率或采用

相应的辅助措施。 7、纠倾施工中的安全防护措施和报警装

置，特别是有人居住的建筑物，必须确保纠倾施工安全进行

。 8、纠倾施工结束时应注意对建筑物房心土的回填、夯实

、地坪做法以及墙体裂缝处理等的施工质量，以利增加建筑

物整体刚度、增加抗倾复、抗裂损的能力。 9、施工期间应

严密监视相邻很近的建筑设施，经常检查对其保护性措施的

状况，严防出现问题。 10、在纠倾施工期间，可能会出现原

来没有预想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纠倾技术方案应根

据现场条件的改变而修正调整，以便确保纠倾工程的成功。

11、纠倾施工竣工的文件应明确包括：纠倾工程设计文件；

施工中修改调整措施；施工日记；试验性施工小结；现场监

测及裂缝变化记录；相邻建筑物及地下设施情况；工程鉴定

和验收结论等，并作为纠倾建筑物的技术档案予以保存。 （

五）防复倾加固技术 为了防止纠倾后建筑物再度倾斜，应在

纠倾施工前或施工后，进行防复倾的加固。防复倾加固有以

下各种常用的方法： 1、抬墙梁法：采用预的钢筋混凝土梁

或钢梁，穿过原房屋基础下，置于基础两侧预先做好的钢筋

混凝土桩上或支护墩上。 2、锚杆静压桩法：利用房屋自重

，在原房屋基础两侧，凿压桩孔，埋入锚杆，借锚杆反力，

通过千斤顶进行压入预制桩加固地基，该法适用于有钢筋混

凝土条形基础或钢筋混凝土筏板基础的建筑物加固。尤其对

地下水位较高不便于开挖加固的地基更有效。如原为砖基时

，应首先对砖基础进行外包钢筋混凝土套加固，为压桩创造



条件 3、静力压入预制桩法：以房屋自重和基础底面作为反

力托，利用千斤顶直接在原房屋基础下将桩压入土中，以便

托顶住房屋，该法适用于地下水位较低地区，基础下地基有

软弱层，基础具备支托条件的房屋。施工时需在基础下分别

开挖压桩坑。 4、双灰桩或双灰井桩法：双灰桩可在房屋基

础边缘，用特制洛阳铲或成孔机具做竖直或斜向孔（可单排

或多排布置），填入的粉煤灰及生石灰（按3:7配合拌匀），

也可根据当地经验选配。此类桩体具有膨胀性、吸水性，发

热及离子化固结作用。双灰井桩的直径可选80~100cm，在房

屋各单元条形基础之间开挖桩孔，夯入双灰料，并将条基最

后改为筏基，通过双灰料膨胀挤抬墙下基础，达到加固目的

。 5、墩式加固法：直接在基础下分段挖坑至新的持力上层

，然后浇注混凝土墩基础，与基底密贴并使分段基础连成整

体，用其传递基础上部的结构荷载于新的承载力较高的持力

土层上。 6、增层反压法：利用新增加楼层的建筑物结构荷

载，来平衡原建筑物发生倾斜的力，同时也是借助新增层结

构的自重压力，迫使地基下沉，解除建筑物再度发生倾斜的

可能性。 7、小型加压钢管注浆桩法：适用箱、筏基础下面

有较厚软土层地基的加固，可先在基础底板上钻小孔，再在

土中扩孔，形成下大上小的桩孔，一般孔径为10~20cm，放

入带孔眼的注浆钢管，在管外势力置豆石，通过向注浆管进

行压力注浆，填充桩体，待桩体凝固再封桩头，恢复底板钢

筋及灌注混凝土。此桩即可作为承压桩，也可作为抗拔桩。

8、基础加宽法：由于原设计的基础底面积过小，致使基底压

应力过大，引起建筑物不均匀或过大沉降，常采用基础加宽

法，降低基底应力，减小建筑物的沉降变形，也是常用的防



复倾加固措施之一。 （六）典型工程实例 1、高层及超高层

大厦的倾斜治理图1高层及超高层建筑物的倾斜示意 图1（a）

为某高层写字楼，地上27层，高96.6m，地下2层箱基，由于

地基浸水、总荷载偏心矩过大以及基础施工中偷工减料、底

板挑出长度减少80cm等原因，造成建筑物向西北方向倾

斜64cm。经采用辐射井法纠倾，已成功地扶正，并进行防复

倾加固。南侧采用30根10cm长小型钢管压浆桩，北侧采用25

根小型钢管压浆桩及10根双灰井桩加固，经观测一直稳定，

效果很好，已通过验收及鉴定。挽回损失6000余万元。图1

（b）为某高层写字楼，地上17层，高71m，地下1层筏板基础

，由于基础下有厚薄不均暗灰色含有机质的软土层，厚薄相

差1.3m，引起楼房向西北方向倾斜20cm，主楼与副楼的连梁

及地板已出现裂缝。现在观察尚未处理。 图2（c）为某高层

写字楼，地上18层，高56.6m，采用366根孔内夯扩灌注桩，

由于桩基施工质量低劣，大批断桩，施工后期大楼突然向西

北方向倾斜，最大值达2.448m，现已爆破拆除。损失2000余

万元。图1（d）为某超高层住宅楼，地上30层，高度108m，

地下箱基2层，下面采用1100余根打入10m预制桩，打桩时桩

未到位，大量截桩，地基土大量隆起，桩尖下有较厚粘土层

以及建筑设计荷载有偏心，目前大厦倾斜已近20cm，尚在观

察中。 这四栋大厦发生倾斜都是设计工作失误、基础埋深或

基础形式选择不当及偏心距过大等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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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