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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混房屋出现温度裂缝的原因及防治
“

毕 毅
(盐城工学院建筑设计室

,

盐城
,

2 2 4。。3)

滴 要 从理论分析及具体实际概述 了硅结构在硅固结收缩 以及温 度变化时结构 内部产生

的应 力及其影响
,

通过控制墙体的杭侧移刚度消除温度 裂缝
。

关键词 砖混房屋 温度 裂缝 硅屋面

分类号 U 7 6 5

在设计和施工 中
,

常常遇到钢筋硷平屋 面的

砖混结构房屋
,

平屋顶房屋一般采 用预制硷板或

现浇硷板作屋面结构层
。

新浇灌的硷在凝结过程

中会收缩
,

已建成的结构当温度变化时会热胀冷

缩
,

砖混结构中墙体的砖和砂浆不同于硷
,

由于硷

的线膨胀系数是砖砌体的两倍
,

当有温差时
,

屋面

变形 比墙体变形要大得多
,

所 以砖混结构房屋的

顶层端部墙体很容易产生温度裂缝
,

通常情况下

南面比北面严重
,

冬季施工 比夏季施工严重
,

这些

裂缝 自出现后逐渐扩展到一定 程度才能稳定下

来
,

稳定的裂缝虽不影响房屋的安全性
,

但却妨碍

用户使用
,

久而久之
,

墙面渗水
,

很不雅观
,

也会影

响结构寿命
。

1 裂缝的原因

1
.

1 硷的收缩

硷在 空气中结硬时
,

其体积将在很长的一段

时间内不断缩小
,

这种现象称为硷的收缩
; 反之

,

在水中结硬的硷其体积将逐步略有膨胀
。

造成温

度变形的温差有三种
:

季节温差
、

内外温差
、

日照

温差
。

季节温差
:

指构件在硷初凝时的温度与构件

在使用期间由于季节变化而出现的最高或最低温

度间的差值
。

内外温差
:

指房屋在使用期间
,

向阳

面与背阴面之间的温差
。

在工程中
,

当硷的收缩或

温度变形受到外界约束条件的限制而不能 自由发

生时
,

将在结构构件内部 产生
“

强制应力
”

即温度

应力
,

在配有钢筋的硷构件中
,

由于钢筋具有和硷

几乎相同的温度膨胀系数
,

因此单纯 由于温度变

化硷在两者之 间造成强制压力
。

但钢筋没有收缩

的性质
,

因此它将对硷的收缩产生阻碍作用
,

从而

使钢筋受到强制压应力
,

使硷受强制拉应力
,

截面

的配筋率越大
,

这种强制拉应力就越大
,

当截面中

配筋过多时
,

甚至使硷受拉开裂
。

当房屋的长度愈长
,

楼板等纵 向连续构件由

收缩和温度变化引起的长度改变就愈大
。

如果这

些纵向构件的变形受到竖向构件 (柱
、

墙 )的约束
,

在纵向构件中会产生拉应力或 压应力
,

而在竖 向

构件中也会相应地受到水平推力和拉力
,

严重时

构件中就会出现裂缝
。

在多层建筑中
,

收缩和温度

应力的危害
,

在底部和顶部数层较为 明显
,

因为在

底部房屋基础埋在地下
,

其收缩和温度变形会受

到基础的约束
。

在顶部
,

日光直接照射在屋盖上
,

相对其下层楼盖
,

顶层温度变化剧烈
,

故可认为顶

层相对受到其下层楼盖的约束
。

1
.

2 墙体材料

众所周知
,

砌体结构是用砂浆将 各种类型的

块材粘结而成
,

因此砌体结构的强度指标主要有

抗压强度
、

抗拉强度
、

抗剪强度
。

抗压强度取决于

砌块的强度等级和砂浆强度等 级
,

抗拉和抗剪强

度取决于砂浆强度等级
,

由于硷线膨胀系数是砖

砌体的线膨胀系数的两倍
,

所以硷屋面的变形要

比墙体大得多
。

硷屋面由于长时间受太阳辐射
,

硷

屋面与墙体的相对变形 产生拉剪应力
,

当拉剪应

力大于砌体结构的抗拉剪应力时
,

墙体就会出现

裂缝
。

剪应力的分布沿建筑物墙体的分布状况是

两端大
,

中间小
,

端部正应力小
,

其主拉应力接近

收稿日期
:
1 9 9 8一 1 0一 1 8



盐城工学院学报 第 1 2卷

于剪力
,

使之产生 4 5
。

走向的斜裂缝
。

斜裂缝多分

布在房屋纵横墙尽端的墙面
,

遇到门窗洞口
,

则多

沿其内上角和外下角开裂
,

同时承受屋面变形伸

长产生的水平剪力
,

并使之产生水平裂缝
,

主要出

现在顶层圈梁下
。

为了控制顶层端部墙体的开裂
,

把顶层两端

承受较大剪应力的部分设计成侧移刚度很大的墙

体是有效的处理方法
。

以上两原 因是产生墙体开裂的主要原因
,

另

外还有人为的因素 也可造成墙体开裂
。

这主要指

设计不当和施工不当
,

例如
:

设计中墙体材料是否

满足规范要求和符合当地 的特殊情况
,

屋面是否

做保温层或保温层厚度能否满足要求
,

现浇硷构

件是否太长等
;
施工中是否按图纸要求施工

,

砂浆

强 度
、

砌筑质量
、

硷养护等
,

这些原因都可以引起

墙体裂缝
。

缝
,

而且上部最好做保温处理
,

如有条件者最好在

平屋顶上做坡屋面
。

( 3) 屋面既要做保温层
,

又要做架空隔热 层
,

并 且 架空 层 高 度 适 当 提高
,

架空 板 最 好采 用

( l 0 0 0m m x l 0 0 0m m )钢纤维硷板
,

这样可提高砖

墩 间距
,

改善通风效果
,

降低钢筋硷屋面板温差
。

( 4) 施工时纵横墙体的砌筑要同时进行
,

以免

发生先砌墙体的砂浆干缩发生变形
,

最好顶层墙

体砂浆提高一级
,

现在大多数砖混建筑横墙承重
,

纵墙不承重
,

这样更加大了两者的压缩变形
。

当屋

面结构 层施工完后
,

尽快做保温
、

隔热层
,

避免太

阳辐射时间过长
,

避免在冬季施工顶层的墙体和

屋面
。

2 裂缝的预防

为了消除收缩和温度应力对结构造成 的危

害
,

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

根据笔者的实践和

观察
,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综合防治砖混结构房屋

因温度应力而产生的墙体开裂
。

( l) 在顶层端部 1一 2 开间洞 口两侧增设构造

柱
,

柱截面 1 2 0 K 2 4 0
,

内配 4必 10
、

必 6 @ 2 5 0 钢

筋
,

沿墙 内侧设置
,

柱与上
、

下层圈梁连结
,

同时在

墙 内水平方向敷设钢筋网
,

做法同砖抗震墙做法
,

用构造柱和配筋砖砌体形成的侧移刚度很大的抗

侧移墙体控制温度裂缝
。

(2 )现在很多住宅
、

办公楼等沿外墙四周均做

现 浇钢筋硷挑 檐板
,

建议 3 0 m 左右设一道伸缩

3 裂缝的处理

( 1) 将墙体裂缝处内外侧粉刷铲除
,

并将墙面

清理干净
,

用水泥钉将钢丝网片钉于墙内外侧
,

用

M S
.

o 水泥砂浆分两次抹面
,

第二次宜在 第一次

未完全干时进行
,

做好养护
。

具体做法 同钢板网抹

灰做法
。

( 2) 采用 C G M 高强无收缩灌浆料
。

此材料特

点是
:

早强
、

高强
,

一天强度可达 50 M P a 以上 ; 属

自流态
,

现场 只需加水搅拌后
,

直接灌入裂缝中
,

不需振捣便可填充全部裂缝
;
微膨胀

,

保证裂缝之

间紧密接触
,

无收缩
,

耐久性
。

以上预 防和处理方 法已在大 丰供 销社综合

楼
、

盐城市航运公司住宅楼
、

盐城市开发区综合楼

等 3 幢建筑中使用
,

经实践证明
,

此办法是行之有

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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