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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82_E5_BB_BA_E7_c63_553629.htm 4、将各次观测记录

整理检查无误后，进行平差计算，求出各次每个观测点的高

程值。从而确定出沉降量。 某个观测点的每周期沉降量： 

△c＝Hh，IHn，I -1 ． N表示某个观测点，I表示观测周期

数(I＝1，2，3⋯⋯)且 H1＝H0 累计沉降量： △C＝∑△ c (n)

，n表示观测点号。 5、统计表汇总 (1)、根据各观测周期平差

计算的沉降量，列统计表，进行汇总。 (2)、绘制各观测点的

下沉曲线 首先建立下沉曲线坐标，横坐标为时间坐标，纵坐

标上半部为荷载值，下半部为各沉降观测周期的沉降量。 将

统计表中各观测点对应的观测周期所测得沉降量画于坐标中

，并将相应的荷载值也画于坐标中，连线，就得到对应于荷

载值的沉降曲线 (3) 根据沉降量统计表和沉降曲线图，我们可

以预测建筑物的沉降趋势，将建筑物的沉降情况及时的反馈

到有关主管部门，正确地指导施工。特别座在沉陷性较大的

地基上重要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的观测显得更为重要。 利用

沉降曲线还可计算出因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的建筑物倾斜度

：q=│△Cm-△Cn│/Lmn，△Cm,△Cn分别为m，n点的总沉

降量，Lmn为m，n点的距离。 对沉降观测的成果分析，我们

还可以找出同一地区类似结构形式建筑物影响其沉降的主要

因素，指导施工单位编好施工组织设计正确指导施工大有裨

益，同样也为勘察设计单位提供宝贵的一手资料，设计出更

完善的施工图纸。 6．观测中的注意事项： (1)严格按测量规

范的要求施测。 (2)前后视观测最好用同一水平尺。 (3)各次



观测必须按照固定的观测路线进行。 (4)观测时要避免阳光直

射，且各观测环境基本一致。 (5)成像清晰、稳定时再读数。

(6)随时观测，随时检核计算，观测时要气阿成。 (7)在雨季前

后要联测，检查水准点的标高是否有变动。 (8)将各次所观测

沉降情况及时反馈有关部门，当建筑物每天(24h)连续沉降量

超过1mm时应停止施工，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 三、 

探讨的两个问题 (1)确定建筑物沉降观测精度的合理性。由于

现行规范对施工单位施工过程的沉降观测要求不明朗，这对

施工单位在建筑物沉降观测精度选择随意性较大，但是精度

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沉降观测成败。对沉降观测精度选择既不

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要合理适宜，适合工程特性的需要。既

不造成无谓的浪费也要保证观测结果的准确性。这样，本人

认为一般高层及重要的建(构)筑物在首次观测过程中适用精

密仪器的设备(高级水准仪、铟合金尺等)在±0．00以上部分

按二等以上水准测量方法，采用放大率倍数较大的S2或S3水

准仪进行观测，也可以测出较理想的结果。 (2)在沉降观测过

程中，沉降量与时问关系曲线不是单边下行光滑曲线，而是

起伏状现象。这就分析原因，进行修正 ①第二次观测出现回

升，而以后各次观测又逐渐下降。可能是首次观测精过低，

若回升超过5mm时，第一次观测作废，若回升5mm内，第二

次与第一次调整标高一致。 ②曲线在某点突然回升。 原因：

水准点或观测点被碰动所致且水准点碰动后标高低于碰前标

高，观测点碰后高于碰前。 处理措施：取相邻另一观测点的

相同期间沉降量作为被碰观测点之沉降量。 ③曲线自某点起

渐渐回升 原因：一般是水准点下沉所致。 措施：确定水准点

下沉值，与高级水准点符合测量，确定下沉重。把岩土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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