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设计专业施工图审查中的常见问题岩土工程师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9F_BA_

E7_A1_80_E8_AE_BE_E8_c63_644633.htm 基础设计方面的问

题： 稳定性验算问题：建造在斜坡上或边坡附近的建筑物和

构筑物，未验算其地基稳定性。当地下水埋藏较浅，建筑地

下室或地下构筑物存在上浮问题时，未进行抗浮验算（地下

室车道、地下水池的抗浮验算比较容易漏掉）。 液化土层计

算问题：场地存在液化土层时，未对桩基础的抗震承载力进

行验算是经常发现的问题（目前桩基础大多通过现场静载荷

试验确定单桩竖向承载力，对根据试验确定的承载力如何考

虑液化土层的影响规范未作出规定，抗震验算时单桩承载力

可参照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第5.条的规定扣除液化土层的侧

阻力）。 负摩阻力：地面堆载、大面积填土未根据具体工程

情况考虑桩侧负摩阻力对基桩承载力的影响。 布桩计算问题

：桩基础设计中，仅按竖向荷载作用进行布桩，未验算弯矩

作用下承台底部边桩的反力。尤其是大跨度结构、框剪结构

的剪力墙、剪力墙结构核心筒底部弯矩和剪力对基础承载力

的影响很大，不应遗漏。对于水位较高的地下室和短肢剪力

墙、大跨度结构等弯矩较大的承台底部桩基尚应验算是否存

在向上的抗拔力（大跨度结构如影剧院、厂房等，柱底弯矩

很大，轴力很小，计算结果甚至会出现抗拔桩，这时应加大

桩距，即加大反力力臂，尽量避免出现抗拔桩。小高层建筑

由于布置较少的剪力墙，且墙肢长度小，墙底弯矩大，也容

易出现抗拔桩，可同样处理）。根据电算结果进行基础设计

时尚应计入底层隔墙及基础梁荷重或者承台及覆土荷重。 抗



拔桩设计方面的问题：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下室、大跨度空

旷结构、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厂房刚接柱脚，存在着抗

拔桩受力状态，在设计中往往缺抗拔桩抗裂性验算、抗拔桩

静载试验及其配筋做法等要求说明。抗拔桩设计时，桩身配

筋量仅按强度要求进行计算，缺少裂缝宽度验算，按裂缝宽

度控制计算结果的配筋量远大于按强度要求计算的配筋量。

采用预制桩作为抗拔桩时，往往只注意桩身的抗拉强度要求

，桩基与承台间连接钢筋的强度要求接桩段的裂缝宽度要求

经常被忽视。采集者退散抗拔桩计算问题：抗拔桩配筋计算

时荷载分项系数取.有误（审查中发现，抗浮计算时水浮力和

压重分项系数均取.计算，当水浮力大于压重时，抗拔桩桩身

配筋按“［水浮力－压重］/ 钢筋强度”计算，严重错误）。

单柱单桩、一柱两桩基础存在的问题：目前建筑工程大量采

用截面尺寸较小的预应力管桩，且在多层建筑中采用单柱单

桩或一柱两桩基础，柱底弯矩由基础梁和桩共同承受。单柱

单桩或垂直于两桩连线方向的基础梁设计中，未考虑平衡该

方向柱脚在水平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所产生弯矩因素，基础

梁两端箍筋未按框架梁抗震构造要求设置箍筋加密区（根据

福建省建设厅［］4号文规定，单柱单桩之间或垂直于两桩连

线之间的基础梁宜按框架梁要求设计），基础梁的上下主筋

在桩承台内锚固长度与构造做法要求未加说明。如果桩身考

虑承受上部结构传来的弯矩作用时也未进行抗弯承载力计算

，存在着抗震薄弱环节，给工程留下潜在的隐患。 管桩与承

台间的连接节点：施工图中仅注明套用标准图，未根据标准

图要求明确连接钢筋根数和型号。 承台计算：应根据实际桩

反力进行计算，有的工程桩反力统一取单桩承载力设计值进



行计算不安全，在偏心荷载作用下桩反力可能大于该值（最

大允许反力为单桩承载力设计值的.倍）。 承台设计：套用标

准图《闽4G4》，该标准图根据桩的最大竖向力设计值来确

定承台型号，施工图审查时常见直接根据单桩承载力设计值

确定承台型号，即把单桩承载力设计值等同于桩的最大竖向

力设计值，应注意在偏心荷载作用下，边桩允许反力设计值

为单桩承载力设计值的.倍。采集者退散两桩承台抗扭设计问

题：两桩承台上面承受可能产生扭矩的荷载，如布置L形墙肢

，至少应在构造上考虑扭转影响（即按梁式配置箍筋）。 抗

拔桩承台配筋问题：抗拔桩承台顶部为受拉区，有抗拔要求

的承台按一般桩基受压的承台进行配筋，承台顶部受拉区未

配筋。 基础梁板配筋问题：筏基基础梁、条基基础梁或地下

室底板梁的受力方向与一般楼屋面梁板不同，其梁配筋设计

也采用平法表示但未附加图示说明，存在安全隐患。 承台周

围土层处理问题：在未设置地下室的高层建筑部分，整体建

筑的水平荷载作用主要由基础埋深范围内的土层承受，承台

高度范围内的所有杂填土层均应进行压实处理，以承受水平

荷载作用，并且应采取措施保证承台间和承台底下.m范围内

土层为非液化土层。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基槽检验要

求：浅基础施工图中，经常未注明基槽开挖后应进行基槽检

验的要求，该要求在规范中为强制性条文，经常遗漏。桩基

础施工图中经常未注明桩端持力层检验、施工完成后的工程

桩进行竖向承载力检验的要求。 软弱下卧层计算问题：天然

地基扩展基础持力层或桩基持力层下面存在软弱下卧层，有

的工程既不进行沉降验算，又不作软弱下卧层地基承载力验

算。 压实填土地基处理问题：有的工程处于部分挖方、部分



填方地段，填方地段采用压实填土人工处理地基，其压实填

土地基的填料、施工、压实填土的范围以及压实填土地基检

验等均未提出具体要求说明，甚至未注明压实填土的密实度

要求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要求，压实填土地基施工质量如何

控制，其地基承载力能否达到设计要求等均存在疑义。来源

：考试大天然浅基础与地下室底板变形协调问题：天然地基

独立基础（或条形基础）带梁板式的地下室底板设计中，地

下室底板与柱下独立基础埋置于同一持力层上，结构计算中

仅按上部结构荷载全部由柱下独立基础承担，而地下室底板

仅按一般地下室底板受荷情况进行设计，实际上整个地下室

底板与柱下独立基础在上部荷载作用下，将会一起发生沉降

变形共同受力，按上述计算原则进行设计，对柱下独立基础

是偏于安全，对底板而言是偏于不安全的，有可能会导致地

下室底板承载能力不足而开裂。按照变形协调受力的原理，

应当将地下室底板与独立基础连为一体按弹性地基有限元受

力分析。也可以采取如下模式：除了柱下独立基础之外，其

地下室底板与持力层之间采取褥垫处理措施。这时，底板可

不参与独立基础分担上部荷载，而按底板本身承受底板与疏

水垫层自重、地下水上浮力、人防等效荷载（有人防时考虑

）等进行设计。 片筏基础设计：片筏基础梁较多、断面尺寸

很大，且未上翻，应采取措施保证基础梁基槽开挖时防止扰

动持力层或基槽两侧土层松动影响承载力（砂、卵土持力层

尤其应注意，基础梁基槽开挖时基槽两侧土层肯定会松动）

。片筏基础设置沉降后浇带，所在跨在后浇带浇筑之前为悬

臂受力状态，有的悬挑长度很大，应进行施工阶段验算并满

足受力要求。 天然地基锥体独立基础设计问题：有的基础设



计锥体斜面坡度大于该锥体部分砼很难振捣密实，现场施工

往往是砼自然堆上，采用铲子或抹灰刀拍捣成形，其锥体部

分的砼很难达到设计强度要求。 地下室底板下基础设计问题

：高层建筑地下室设计时，当底板下的土质较好时，地下室

底板自重、地下室隔墙和水池等荷载考虑由底板下的土层直

接承受，应要求不扰动土层、对遇到软弱土时的处理方法，

超开挖或者标高变化处的回填土的施工应提出明确的要求，

回填土未加处理将引起底板开裂。 附属建筑基础设计问题：

建筑物主体采用桩基础，而室外坡道、台阶等附属建筑常采

用浅基础，且附属建筑浅基础常落在回填土上，应对回填土

的施工提出明确的要求，附属建筑与主体结构间应设置调整

沉降的后浇带，或者采用后期施工的方法，并应注意附属建

筑的抗浮设计。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地面层高差处挡土结构

做法问题：经常发现建筑物底层地面由于使用要求设置较大

的高差，采用钢筋砼墙作为挡土结构，钢筋砼墙落在基础梁

上，支承挡土墙的基础梁承受挡土墙传来的水平荷载作用，

该基础梁承受双向弯矩，并以水平荷载产生的侧向弯矩为主

。存在的问题是：基础梁宽度太小，当跨度较大时难以承受

四水平荷载产生的侧向弯矩（有的工程仅取或5，而跨度

为5m左右，截面计算高度仅为跨度的/～/5），且常见未按计

算配筋、配筋方式也不对（未在梁两侧配筋）。审查中发现

有的工程地面层高差处挡土结构套用标准图采用重力式挡土

墙，挡土墙落在回填土上，未对填土进行处理存在安全隐患

，并且重力式挡土墙与承台间的基础梁存在交叉打架的问题

。相关推荐：钢结构厂18种设备安全操作规范：彩钢板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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