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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B7_E6_80_A7_E9_c58_91103.htm 建与山前坡积地上，上

复土层为第四纪洪积、坡积层，属新近堆积的压缩性较高的

Ⅱ级自重湿陷性黄土。1992年发现建筑北外墙有多处裂缝，

缝宽最大10毫米，斜裂缝处在窗户的对角称八字形，水平裂

缝在窗台以下；内横墙与北外墙相交处也不同程度发现45度

和垂直裂缝，斜裂缝北高南低；基础明显下沉，局部基础顶

面与地圈梁已经脱开，且外墙向北倾斜。随后一段时间我们

派专人进行仔细观察，发现裂缝仍在发展，如不及时处理，

随时有可能发生破坏。 一、原因分析 第一步 先查阅竣工资料

，发现原设计没有按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进行设计，建

筑设计和结构设计都没有提出特殊要求。 第二步 沿北墙在基

础边每隔10米挖一个探井进行现场检查，当挖至基础下1.0米

深时，发现土中水分特大，若几个小时不挖，则坑中浸水较

多，再继续下挖发现基础下仍有1.0-1.5米厚的填土层， 第三

步 查找漏水源，首先自室内水池下水开始查找，最后发现距

建筑物北外墙4米处有一根主下水管道，由于管道材料为陶土

管，填土下沉后，将管道压弯，接口处大部分开裂漏水， 分

析上述原因得出如下结论：基础下部填土层没有挖掉，没有

做换土处理，再加上下水管距建筑物太近，水管破裂后污水

流入填土地基。致使其含水率增大、土质变软，大大降低了

承载能力，造成建筑物下沉。 二、采取措施 根据填土地基的

含水率与承载力的关系，我认为要保持建筑物稳定，使之不

在下沉，必须采取堵住水源、降低土壤的含水率、提高地基



土的密实度，方可提高地基土的承载能力，建筑物才不再下

沉。为此采取了以下解决办法： 第一步 杜绝水源 将原来的下

水管全部拆除，沿原管线挖坑，将多余水排出，待基槽干后

更换新的下水管道，由于管线距建筑物较近，故采用铸铁管

道代替陶土管。 第二步 加固地基 由于地基土的含水率较大，

土的密实度小，必须采用降低土的含水量的办法，增加土的

密实度。经过方案比较决定采用打灰砂桩的办法解决地基土

的密实度问题。因为，灰砂桩中的生石灰有较大的吸水性，

且本身吸水后体积增大近一倍，将对灰砂桩周围的土壤侧向

加压，使饱和土排水固结。另外，生石灰水化过程中，释放

出大量反应热，也有利于降低土的含水量，有利于促进石灰

与土体间的胶凝反应的进行。 设计灰砂桩的直径400毫米，平

面位置为外墙沿墙基内外每2米设一个（错位布置）、内墙在

靠外墙处距外墙2.0米处每边各设一个，深度至水分截然变化

界为止。施工时，每打完一根桩，立即灌灰砂（生石灰粒

径30毫米左右，生石灰与粗砂的比例为8：2）每灌入300毫米

高，便加以捣实，直打到基础底面为止。随后在其上部做1.0

米宽，300毫米厚三七灰土处理，以防灰砂桩向上膨胀鼓起。 

第三步 上部墙体的加固 三七灰土完成后，在内外墙交接处外

墙上做一个L形的钢筋砼基础（基础底同原基础），基础上

做240毫米×240毫米的钢筋砼附墙柱，柱顶500毫米范围内宽

度加宽为400毫米，柱高至屋面挑檐。用两根Φ16毫米钢筋拉

杆将附墙柱与内走道纵墙相拉接。以增强建筑物的整体性。 

施工完成后，将墙体上的裂缝、砖基础与地梁之间的裂缝用

膨胀水泥砂浆灌实并粉刷，恢复地面和散水。 按此法处理后

，经过多年的使用，至今基础未发现异常情况，墙体裂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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