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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常见质量病害及损伤检测 一、房屋建筑工程常

见质量病害分析(掌握) (一)地基基础的损伤对建筑物的影响 1.

地基基础沉降对建筑物的影响。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过大对

上部结构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墙体产生裂缝。

不均匀沉降使砖砌体承受弯曲而导致砌体因受拉应力过大而

产生裂缝。长高比较大的砖混结构，如果中部沉降比两端沉

降大，则可能产生“八”字裂缝.如果两端沉降比中部沉降大

，则可能产生倒“八”字裂缝。 (2)柱体破坏。地基基础不均

匀沉降将使受压柱体在轴力和弯矩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纵向弯

曲而破坏。柱体破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柱体受拉区钢

筋首先到达屈服而导致的受压区混凝土压碎。这种破坏有明

显的预兆，裂缝显著开展，变形急剧增大，具有塑性破坏的

性质。另一种是柱体受压区的混凝土被压碎而导 致的破坏。

这种破坏缺乏预兆，变形没有急剧增长，具有脆性破坏的性

质。这两种类型破坏都属于结构性的破坏，将严重地影响建

筑物的安全与使用。 (3)建筑物产生倾斜。长高比较小的建筑

物，特别是高耸构筑物，不均匀沉降会引起建筑物倾斜，严

重的将引起建筑物倒塌破坏。 当总沉降量或不均匀沉降超过

建筑物允许沉降值时，将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造成工程事故

。建筑物均匀沉降对上部结构影响不大，但沉降量过大，可

能造成室内地坪低于室外地坪，引起雨水倒灌、管道断裂，

以及污水不易排出等问题。 2.特殊土地基对建筑物的影响。



特殊土地基主要指湿陷性黄土地基、膨胀土地基、冻土地基

以及盐渍土地基等。 湿陷性黄土在天然状态上具有较高强度

和较低的压缩性，但受水浸湿后结构迅速破坏，强度降低，

产生显著附加下沉。 土中水冻结时，其体积约增加原水体积

的9%。 盐渍土含盐量高，盐渍土地基浸水后，因盐溶解而产

生地基溶陷。另外，盐渍土中盐溶液将导致建筑物材料腐蚀

。 3.地基失稳对建筑物的影响。地基失稳破坏往往引起建筑

物的倒塌、破坏，后果十分严重。建筑物不均匀沉降不断发

展，日趋严重，也将导致地基失稳破坏。 地基失稳的原因是

建筑物作用在地基上的荷载超过地基允许承载力，使地基产

生了剪切破坏，包括整体剪切破坏、局部剪切破坏和冲切剪

切破坏三种形式，地基破坏形式与地基土层分布、土体性质

、基础形状、埋深、加荷速率等因素有关。土体不易压缩、

基础埋深较浅时将形成整体剪切破坏.土体易压缩，基础埋深

较深时将形成冲切或局部剪切破坏。产生整体剪切破坏前，

在基础周围地面有明显隆起现象。地基产生剪切破坏将使建

筑物倒塌或破坏。 4.边坡滑动对建筑物的影响，建在土坡上

和土坡脚附近的建筑物会因土坡滑动产生破坏。 造成土坡滑

动的原因很多，除坡上加载、坡脚取土等人为因素外，土坡

排水不畅，或久雨地下水位上升，往往会减小土坡的土体抗

剪强度，并增加渗流力作用.土体徐变造成土体强度降低等，

上述齐种情况均可能诱发土坡滑动，土坡治理可采用减小荷

载、放缓坡度、支挡、护坡、排水、土质改良、加固等措施

综合治理。 5.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地震对建筑物的破坏作

用是通过地基和基础传递给上部结构的。地震时地基和基础

起着传播地震波和支撑上部的双重作用。在地震作用下，引



起地基承载力降低或使地基产生不均匀沉降，从而导致建筑

物的破坏。地震的震害现象主要有砂土地基的振动液化、滑

坡、地裂及震陷等。另外，由于地震产生的惯性力使建筑物

受到水平方向的作用力，也会引起建筑物主体结构的损坏。 

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不仅与地震烈度有关，还与建筑场地效

应、地基土动力特性有关。地震对建筑物的破坏还与基础型

式、上部结构、体型、结构型式及刚度有关。 6.基础工程事

故对建筑物的破坏。基础工程事故可分为基础错位事故、基

础构件施工质量事故以及其他基础工程事故。基础错位事故

是指因设计或施工放线造成基础位置与上部结构要求位置不

符合，如工程桩偏位、柱基础偏位、基础标高错误等。以上

事故均引起对建筑物局部或整体的破坏。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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