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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砌体结构裂缝原因分析及防范措施探讨
`

卢殿伟
(盐城工学院基建处

,

盐城 2 2 4 。。 3 )

摘 要 砖砌体结构裂缝 不 仅 影响建筑 的使用 功能
,

而且加 大房屋的 维修量
,

甚至 对房屋 的

结构安全产生 不 良影响
,

造成一 定的经济损失
。

对产生砌体裂缝的 原因进行综合分析
.

并提 出

防范措施
。

关键词 砖脚体结构 裂缝原 因 防范措施

分类号 T U 36 2

砖砌体就设计和施工而言相对于其它结构形

式难度较小
,

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

往往使部

分建筑物产生不同程度的竖 向
、

水平
、

斜 向斜缝
。

本文拟对砖砌体结构的裂缝机理和防范措施进行

探讨
。

向裂缝 (如图 2 )
。

节点处竖向裘缝

节点处竖向裂缝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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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砌体结构裂缝的原因分析

砖砌体发生裂缝的情况较普遍
,

其原因也较

复杂
,

归纳起来主要有 4 种
。

1
.

1 温度裂缝

温度变化会 引起砌体伸缩
,

在砌体 内产生温

差应力
,

当温差应力大 于砌体的抗拉或抗弯强度

时
,

砌体就 会出现裂缝
,

砌体的温度裂缝形式及分

布的部位有下列几种情况
。

( l) 在错层和高低跨的砌体建筑中
,

屋面温差

使屋面变形
,

从而造成错层屋面处和高低跨处的

墙体出现水平裂缝 (如图 1 )
。

节点处竖向裂缝

图 2 竖 向裂缝

( 3 )对屋面为硷平屋面而且 长度较大的砌体

建筑
,

由于硷屋面的温差及线膨胀系数均 比砖砌

体大
,

屋面与墙面变形不一致
,

导致建筑物上部外

纵墙在门
、

窗角处出现斜向裂缝
。

在端部内纵墙亦

会出现斜向裂缝 (如图 3 )
。

屋面板

节点处水平裂缝

图 1 水平裂缝

( 2 )在平面几何形状比较复杂的建筑物中
,

由

于 温差造成砌体变形
,

外墙纵横交汇处会出现竖

图 3 斜向裂缝

( 4) 有些建筑物隔开间设置圈梁
,

在无圈梁的

墙体处会出现裂缝 (如图 4 )

5 ) 有些建筑物 只 在外墙和单 元墙上设置圈

梁
,

在其横墙上设置拖梁
,

在拖梁的尾部会出现斜

裂缝 (如图 5 )
。

1
.

2 砌体强度不足引起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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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无圈梁墙体裂缝 图 5拖梁尾部斜裂缝

此类裂缝多数出现在砌体应力较大的部位
,

轴心受压强度不 足
,

往往在柱下部 l邝 柱高处出

现竖向裂缝
,

跨度较大梁及梁垫下砌体局部强 度

不足会出现斜向或竖 向裂缝
。

1
.

3 地基沉降不均引起裂缝

( 1) 在中
、

高压缩性地基上
,

长高比较大
,

上部

结构整体性能差 的砌体建筑物
,

由于建筑物 中间

沉降往往 比两端 沉降大
,

造成建筑物两端的下部

墙体出现斜向裂缝
。

( 2) 建筑物平面呈
“ L ”

形
、 “ T ”

形等复杂形状

的建筑物转 角处 的沉降一般也大于其端部
,

造成

转角处出现竖 向或斜向裂缝
。

( 3 )相邻建筑物的影响
,

砌体建筑的基础与相

邻建筑物 的基础距离较近
,

由于两基础的压应力

重叠
,

产生 附加沉 降
,

使砌体建筑 出现局部斜裂

缝
。

(4 )建筑物基础突变和大面积堆载
,

基础往往

会产生沉降差异
,

使砌体产生沉降裂缝
。

1
.

4 其它原因

施工质量低劣
,

如砖墙在砌筑 中
,

由于组砌方

法不合理
,

重缝
、

通缝等施工质量问题
,

在混水墙

往往出现无规则较宽的裂缝
。

另外 留脚手眼的位

置不当
,

断砖集中使用
,

砖砌平拱 中砂浆不饱满
,

也易引起裂缝的发生
。

建筑构造不合理
,

如沉降
、

变形缝设置不合理
,

地
、

圈梁不封 闭
,

建筑物长高

比太大等都可能导致砖砌体的开裂
。

2 防范措施

在 目前的技术条件下
,

要完全避免砌体结构

裂缝还难以实现
.

但根据裂缝形成的原因
,

分析裂

缝对建筑物的结构安全
、

建筑功能和使用年限的

影咽大 小
.

采取必 要 的防范措施
,

减少裂缝的产

生
、

降低其危害
.

这不仅必要
,

而且也是有可能的

2
.

1 防范温度变化产生裂缝的措施

温度一般不影啊 砌体 的结构安全
,

但如果裂

爷呈周期性的变化
,

就会影啊建筑的使用年限
.

甚

到吏用功能
,

因此应合理安排屋面保温层施工
,

屋

面施工要尽量避开高温季节
。

此外
,

屋面挑檐可采

取分块予制或留置伸缩缝以减少混凝土变形对墙

体的影 啊
。

2
.

2 防范强度不足产生裂缝的措施

一旦出现此类裂缝
,

局部砌体结构很可能 已

达到或接近 临界状 态
,

极容易出现结构破坏的现

象
.

因此
,

在设计 中对砖柱及较短的洞 口之 间墙

片
,

跨度较大的梁下墙体的强度须严格控制
,

达不

到设计要求时
,

应采取配筋砌体或钢筋硷柱
。

2
.

3 防范地基沉降差引起裂缝的措施

( 1 )合理设置沉降缝
。

凡不同荷载
、

长度过大
、

平面形状较为复杂
,

同一建筑物地基处理方法不

同和有部分地下室的房屋
,

都应从基 础开始分 成

若干部分
,

设置沉降缝
,

使其各 自沉降
,

以减少和

防止裂缝产生
。

( 2 ) 加强上部结构 刚度
,

提高墙体抗剪强度
。

由于上部结构 刚度较强
,

可以适 当调整地基 的不

均匀下沉
,

故应在基础顶面 ( 士。
.

0 0) 处及各楼层

门窗 口上部设置圈梁
,

减少建筑物重 叠部门窗数

量
。

( 3 )加强地基验槽工作
。

对于较复杂的地基
,

在基槽开挖后
,

应进行普遍钎探
,

对探出的软弱部

位要进行加固处理
,

然后方可进行基础施工
。

2
.

4 努力提高勘察设计和施工质量

这是预防砖砌体裂缝 乃至其他建筑工程质量

事故的根本和关键
。

笔者以为
,

只要所有从事建筑

工程勘察
、

设计和施工的技术与管理人员积极钻

研技术
,

认真 曾
、

结经验
,

以相关规范
、

规程为标准
.

有对工程负责
,

对人民负责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

感
,

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个工程
,

把握好每一个环

节
,

砌体裂缝问题必能得到有效控制和减少
,

工程

质量亦会明显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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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前景浅探

在我 国今后 发展 民办高教的上述 七种形 式 展 民办公助的形式是多样的
,

可以由政府拨款建

中
,

最重要的形式应该 是民办公助
。

办学经 费不 立民办高教 发展基金 会
.

基金会按照有关法律法

足
、

不稳定且几乎全部来源于学费是长期困扰 我 规和政策对 民办高校进行资助
; 也可 以 由政府在

国民办高教发展的严重问题
。

民办高教与个体经 征地
、

贷款
、

基建
、

校办产业
、

教学科研等方面给予

济
、

私有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性质并不完全一样
,

优惠政策
,

享受公办高校的同等待遇
。

对民办高校

有私益性的一面
,

但仍属于公益事业
。

政府应本着 的资助也应区别情况
,

分别对待
,

建立质量和效益

教育公益性 原则给予适当的经费资助和政策扶 评估制度
,

奖优罚劣
,

不搞平均主义
,

引导和 促进

持
,

通过 民办公助来支持民办高教的发展
。

综观世 民办高校沿着健康方向发展
。

界各国
,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
,

政府对 展望 21 世纪
,

随 着我国政府对民办教育
` ’

积

于民办高校都或多或少地给予资助
,

我国也不应 极鼓励
、

大力支持
、

正确引导
、

加强管理
”

的方针不

例外
。

政府通过 民办公助
,

可以增加民办高校经费 断得到贯彻落实
,

我 国民办高等教育 必将获得更

来源
,

抑制其不合理收费
,

运 用经济手段 弥补法 大的发展
,

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

早 日

律
、

行政手段的不足
,

从而加强对民办高等教育的 完成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

管理
、

监 督和引导
,

确保其健康
、

持续
、

稳定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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