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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砌体开裂是 目前工程质量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

不仅影响建筑物的美观和使用
,

还可

能危及房屋的结构安全
。

对砌体开裂的类型及原因进行 了分析
,

针对不 同成 因的裂缝提出 了

不 同的预防措施及处理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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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质量 的监督中
,

经常会遇到钢筋混凝

土平屋面的砖结构房屋
,

不论是办公楼还是住宅

楼
,

不论房 间长短
,

哪怕是一间
,

都会在顶层靠山

墙的纵墙上
、

内横墙内与外纵墙交接处 以及在屋

面板下圈梁和砖墙结合部位等地方
,

出现不同形

式的裂缝
。

这些裂缝出现的时间多在建成使用后

1一 3 年或更长的时间
,

当裂缝逐渐扩展到一定程

度后才能稳定下来
。

稳定的裂缝虽不危及房屋的

结构安全
,

但却妨碍用户的使用
,

影响建筑物的外

形美观
,

而且会造成墙体渗水
、

透风
,

降低房屋的

整体刚度和耐久性
,

影响房屋的使用功能
,

甚至导

致房屋 的破坏
,

因此研讨这些裂缝的产生
、

发展及

防治是很有必要的
。

1 砌体裂缝的类型及裂缝的成因

砖混房屋裂缝有水平裂缝
、

斜裂缝和垂直的

竖向裂缝
。

水平裂缝一般多出现在屋面板下圈梁

和砖墙结合部位 ;斜裂缝有正八字
、

倒八字裂缝
,

多发生在窗 口上部或下部的窗间墙
,

大部分裂缝

通过窗 口的两对角呈八字形
,

在紧靠窗 口处缝隙

较宽
,

向两边和上下逐渐缩小 ;而垂直的竖向裂缝

常发生在纵墙顶部或底层窗台墙上
。

裂缝造成的基本原因有
:
( l) 由于温度差造成

的称为
“
温差裂缝

” ,

( 2 )由于地基的不均匀沉降造

成的称为
“

不均匀沉降裂缝
” 。

温差裂缝较为常见
,

特别是砖混结构的民用

建筑
。

造成温差裂缝 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太阳照射

屋面
,

温度升高
,

屋 面的温度要 比墙体高 20
一
30

℃
,

而在相同的温度下
,

钢筋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
。 、 = or ` 10

一
6 ,

砖砌体的线膨胀 系数
“ 、 = 5 `

l0’
“ ,

前者是后者的 2 倍
,

这就使得屋盖变形要 比

砖墙大得多
。

屋盖与砖砌体的相对变形使得墙体

与屋盖的接触面上产生拉剪应力
,

这个拉剪应力

大于砖砌体的抗拉剪应力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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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主拉应力接近于剪

力
,

使之产生 4 50 走向的裂缝
。

斜裂缝多分布在房

屋纵墙尽端的墙面上
,

遇有 门窗洞 口 时多沿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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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之产生 的水平裂缝主要出现在顶

层圈梁下皮标高处
。

也有个别建筑物从顶层向下

层或两层的砖墙发生类似的 4 50 走 向斜裂缝
,

并多

发生在纵横相交的横墙上
,

位置在楼板下部
,

裂缝

较细
。

从对齐下层裂缝部位楼板上部观察
,

则发

现从楼板面起发生与下层裂缝相衔接 的 4 50 走向

斜裂缝
,

如图 1 所示
。

此种裂缝多发生在砌筑速

度太快
,

而纵横墙又不 同时砌筑的后砌筑横墙上
,

其裂缝产生的原因是 由于先砌筑纵墙的墙体发生

变形后 (砂浆干缩及压缩 )
,

再砌筑横墙
,

两者不能

同时变形
,

更因纵墙不承重
、

横墙承重
,

加大了两

者压缩变形 的不一致
。

此类裂缝一般只扩展 1 -

2 层
,

即行终止
,

这是由于墙体的变形向下逐层递

收稿 日期
:
1哭旧一 10 一 13

第一作者简介
:

孟 晓( 196 8
一

)
,

女
,

江苏滨海县人
,

助理实验师
。



.

64
,

盐城工学院学报 第 13 卷

减
,

当下沉变形甚微时
,

就不再出现裂缝
。

当然
,

顶层墙体的裂缝也有可能是顶层墙体砖及砂浆设

计标号较低或施工 达不到 图纸设计要求 ;砌体的

砌筑质量差或屋盖主体完工后长时间暴晒
,

迟迟

不做保温层或隔热层
,

或虽做了保温层
,

但其性能

较差 ;屋顶挑檐与圈梁整体现浇
,

而挑檐部分又无

保温层或隔热层 ;屋面和挑檐未适当增加伸缩缝
,

圈梁 又外露未隐蔽等等原因均可能造成上述裂缝

的产生
。

/////

///
。。

/////

图 l 斜裂缝示惫图

乃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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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沉降裂缝是由于地基不均匀沉降使建

筑物出现 的裂缝
,

这种裂缝的危害性 比温差裂缝

大
。

建筑物产生 中部沉降大
、

端部沉降小
,

结构

中下部受拉
、

端部受剪
,

墙体由于受剪而形成主拉

应力
,

破坏裂缝成正八字形 ;当地基中部坚硬而端

部软弱
,

或 由于荷载相差悬殊
,

建筑物端部沉降大

于中部
,

形成负弯矩和剪切作用
,

主拉应力引起斜

裂缝与差异裂缝 ;其次新建筑物离原建筑物太近
,

且新建筑物的深度深于原建筑物
,

造成邻近建筑

物出现裂缝 ;再者建筑物形状复杂
、

建筑物比较长

或高低不一而又未设置沉降缝的也容易造成沉降

不均匀而形成裂缝
。

建筑物的墙顶竖 向裂缝多数是建筑物反 向挠

曲使墙顶受拉而开裂
,

底层窗台上的裂缝
,

多数是

由于窗 口 过大
,

窗台墙起了反梁作用而引起的
。

两种竖向裂缝都是上面宽
,

向下逐渐减小 ;温度的

变化也会引起房屋 的竖向垂直裂缝
。

2 砌体裂缝的预防

对于温差裂缝的预防可采取
“

抗
”

与
“

放
”

相结

合的方法
。 “

抗
”

即增强砌体的强度
。

为了达到这

一要求
,

必须保证施工质量
,

严格执行施工规范和

操作规程
。

砖要湿润
,

干砖不上墙 ;接搓要严密
,

砂浆饱满度和砂浆标号须符合要求 ;改进架空隔

热板的隔热性能
,

适当提高架空板砖徽高度 (以 5

皮砖为好 )
,

端部不封闭
,

改善隔热通风条件 ;屋面

保温层要及时加盖
,

或者采用架空隔热通风层 ;保

温隔热层要满铺屋面 (包括出檐和楼梯间 )
。 “

放
”

是在不影响结构整体刚度的情况下
,

在屋盖与墙

体之间设一滑动层
,

如油毡
,

油毡两层夹滑石粉
,

同时尽量加强顶层墙体的抗拉剪能力
,

建议砖标

号不低于 75 号
,

混合砂浆不低于 50 号
,

允许屋盖

与墙体的连续有微动 ;连续现浇的混凝土屋盖至

多只能每隔二个单元长度设一 温度缝
,

挑檐板每

隔 巧 m 左右设一伸缩缝 (板断梁不断
,

温度缝间

距宜控制在 so
一
4D ~ 左右 )

,

尽量减轻裂缝程

度
,

减小裂缝宽度
。

此外还应改变在施工中先砌

女儿墙后做屋面的习惯做法
,

可先做好屋面防水

层后再砌女儿墙
,

这样既有利于防止屋面渗水
,

又

有利于抗温差裂缝
。

为了防止房屋在正常使用条

件下 由温差和墙体干缩而引起的墙体竖 向裂缝
,

应在墙体中设置伸缩缝
。

伸缩缝应设在温度和收

缩变形可能引起应力集中
、

砌体产 生裂缝可能性

最大的地方
。

伸缩缝的间距必须符合规范规定
,

同时也与墙体所用的材料
、

楼盖和屋盖的形式
、

保

温隔热状况及外界温度变化幅度有关
,

原则上应

通过计算确定
,

伸缩缝的位置应当综合考虑建筑

布置
、

施工程序
、

功能使用等因素
,

一般布置在建

筑物平面转折或型体变化的部位
。

对于防治建筑物因不均匀沉降而 产生 的裂

缝
,

地基处理是非常重要 的
。

一种设计原则 是以
“

放
”

为主
,

如采用柔性基础
,

设置沉降缝等 ;另一

种是以
“

抗
”
为主

,

如在砖混结构 中设置圈梁
,

提高

砖砌体的强度
,

设置网片
、

拉结筋等措施对防止不

均匀沉降也很有利
。

在软弱不均匀地基上的建筑

物
,

特别是砌体结构
,

应充分考虑地基的变形
,

从

地基
、

基础
、

上部结构三者之间的变形协调条件和

静力平衡条件出发
,

分析整体的相互作用 ;控制长

高比和合理布置墙体 ;减少基础回填土的数量
,

可

选用 自重轻
、

回填土少的基础形式 ;基坑开挖后
,

应及时施工 以免基坑暴晒和雨水浸泡降低承载

力
,

根据地基变形验算结果
,

适当调整基础底面尺

寸及埋深等方面来防止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
。

当

建筑物荷载差异大
,

建筑物相邻部分高差超过 3

m 时
,

应设沉降缝把高低建筑物分开
,

在施工时应

先施工高的
、

后施工低 的 ;当建筑物平面形状比较

复杂时
,

应将整个建筑物分成若干个体形比较简

单的沉降单元 ;如果建筑物采用两种形式或多种

形式
,

且部分为砖墙承重
,

部分为框架结构时应设

置沉降缝
,

并建议沉降缝只断开上部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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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砌体裂缝的处理

对于建筑物由于温差原因或不均匀沉降而产

生的裂缝
,

一般需待 2 一 3 年使其基本稳定后
,

视

其位置按不同情况作不同方法 的处理
。

若砖墙沿

板缝位置出现的细微裂缝 (小于 0
.

2
~ )不危及

结构安全时
,

只作表面处理
,

否则宜采用淡浆充填

缝隙 ;如裂缝宽度及长度严重
,

墙体裂缝可以内外

看出时
,

必须区别对待
,

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

对

于因温差 出现的裂缝可以采用 以下的方法
:
( l) 剔

缝埋人钢筋法
。

在裂缝处隔 四皮砖剔开一道砖

缝
,

每边长 50 cm
,

深 4
.

5 c m
,

各埋人一根碳冷轧

带肋螺纹钢筋
,

用 M 10 水泥砂浆灌缝
。

采用此法

应注意不要在墙体两侧剔同一条缝
,

且必须错开

1 一 2 缝
,

加 固好一面
,

砂浆达到一定的强度后再

处理另一面
,

且应注 意浇水养护
。

( 2 )钢筋网片

法
。

沿裂缝方向将其两侧各 30 cm 的粉刷层小心

铲除
,

清理干净
、

洒水潮湿
,

用水泥钉将碳冷轧带

参 考

肋钢筋焊接成的 网片钉在砖墙上 (网片宽 度 60

cm ) ;用 1 : 2
.

5的干硬性的水泥砂浆分两次粉刷抹

平
,

第 二次抹灰宜在第 一次抹灰 7 一 8 成干后进

行
,

并作好必要的养护工作且恢复至原来的饰面
。

(3) 埋预制混凝土块联接法
。

( 4 )抹混凝土薄层板

联接法
。

( 5 )拆除重砌法等方法
。

对于 因地基不

均匀沉降而出现裂缝的建筑物可根据其地基沉降

的稳定情况进行加固
,

如对地基采用注浆加 固
、

上

部结构采用梁柱 内外加固 ;局部拆除重砌
、

配制钢

筋网片外包细石混凝土
,

采用钢筋混凝土套箍
,

在

砌体中增配钢筋等都会取得有效的加固效果
。

4 结束语

针对砖混房屋因温差和地基的不均匀沉降而

造成的裂缝进行仔细分析
,

找 出其不同 的原 因对

症下药
,

可以有效地预防裂缝的产生
,

当裂缝产生

时及时采取相应 的有效措施
,

就可以保证工程质

量达到较理想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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