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宅楼纵横向倾斜纠偏一例!

刘艳琴
（盐城市房屋安全鉴定所，江苏 盐城 !!"##$）

摘 要：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工程实例，纵横向倾斜均已超出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规

定，局部倾斜已超出了危标标准，且有发展的趋势，经过我单位纠偏加固后，住户重新住进了

放心楼，本文就纠偏中的点滴体会加以介绍，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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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概况

该住宅楼为砖混结构五层，房屋分为两个单

元，每单元为一梯两户，房屋平面呈矩形，纵向总

长为 !( ). /，横向长度为 +! ) $ /。房屋每层层高

为 ! ). /，总高为 +" ) - /，室内外高差为 "-# //。

钢筋砼整板基础，基础底板厚 $## //，基础埋深

, +)"# /。东侧相邻建筑为砖混结构五层，一个

单元，一梯两户，房屋平面也呈矩形，纵向总长

+" ) - /，横向长度为 +! )" /。与该住宅楼最近距离

为 +)(’ /。经检测该住宅楼整体向东倾斜 +()’ 0/，

整体向南倾斜 ++ ) ! 0/，倾斜率分别为 ++ ) -!1和

’ )-.1，均超过“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且局

部超出了“危险房屋鉴定标准”［!］有关规定，倾斜

情况详见平面示意图 +。工程场地地质条件详见

示意图 !。

! 倾斜原因分析

根据工程地质条件及设计、施工情况，其造成

房屋倾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场地土的差异性和非均匀性。该楼基础

采用天然地基，但其持力层即“硬壳层”较薄，仅

# )- / 厚，而软弱下卧层较差且厚，验算结果表

明，软弱下卧层强度不能满足上部荷载的要求，房

屋必然会发生比正常情况（地基强度满足上部荷

载要求）下要大的沉降量。较大沉降量在东侧土

图 + 平面示意图 +
!"# ) + $%&’( )*(+,- .&/ +

质相对西侧土质较软以及南侧河道等不均匀因素

的影响下产生向东南的倾斜。

（!）施工监督不严，局步患工处理不彻底。

（$）东侧相邻建筑物相距较近，其建造过程中

对土体的扰动和使用过程中对该楼东侧基础土体

中的附加应力进一步加大了该楼向东的倾斜量。

$ 纠偏方案设计与施工

$ )+ 设计难点

本工程的纠偏不同于一般建筑物的纠偏，它

既要进行横向纠偏又要进行纵向纠偏。纠偏的技

术大致可分为两类，即迫降纠偏和顶升纠偏。由

于纠偏的方法和原理、工艺措施、基础状况和地质

条件的差异，两大类又派生出许多纠偏方法。经

过对各种方法的研究和分析，综合该楼体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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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身薄、稳定性差、风险大等特点，我们认为采用

单独一种纠偏方法对扶正是很困难的。因此决定

采用静压桩和反向抽芯取土为主的组合纠偏方

法。对本工程而言，难点主要是如何设计合理的

掏土孔间距，从而使用权上部结构不致于受损裂

缝，不影响居住户安全居住；其次是选则经济且安

全可靠的加固方法；再次是该楼南面的院墙挑出

! "#$，且基础与楼房底板不连接，在纠偏中可能

出现裂缝，挤压对加固施工十分不利。

图 % 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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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案设计

针对上述工程特点，纠偏方案的设计主要考

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稳定建筑物，控制原倾斜较大的一侧的沉

降，主要采用静力压桩加固，托换原有基础，布置

东线墙体外侧 ’ " % $ 处，桩长 !( ) !* $，桩断面

%’’ $$ + %’’ $$，砼标号为 ,&’，共计 * 根，进入 #
层粘土 ! " ’ ) & " ’ $。静压桩锚杆及成孔严格按

锚杆静压桩技术规程要求制作。

（%）本工程采用反向抽芯取土法纠偏，经过反

复掏土，地基以下局部土体被掏空，在上部建筑物

自重作用下，土体产生一定侧向挤压变形，迫使建

筑物下沉，利用不均匀沉降来调整建筑物的平衡，

从而达到纠偏的目的，使建筑物最终倾斜率控制

在 &-以内。

（&）掏土的具体措施是南北两侧掏土，纵向纠

偏，同时加强北面的掏土量，纠正横向倾斜，两侧

掏土槽离外墙 % " ’ $ 处，槽长为楼长的 %.&，由西

往东，共对称分为 & 区（!区、"区、#区），采用倾

斜钻孔掏土，倾角 &’ ) (# 度，掏土孔径为$!&’
$$，深 / ) !% $，南北两侧共施工掏土孔 01# 个，

最大沉降量为 &(% $$，!区孔间距密、"区孔间

距较密、#区孔间距疏，施工中一般采用 ’ " # $、

’ "1 $、! "!’ $。由于为倾斜钻孔深层掏土，所掏

土为下伏淤泥质软土，未破坏基础的直接持力层，

所以该方法见效快，便于控制，而且安全可靠，对

上部影响不大。在掏土纠偏过程中，最大沉降量

为 %# $$.2，最小沉降量为 % $$.2，一般控制在 *
$$.2 以内，每天的掏土量以沉降量为依据，及时

动态地调整工作量。

（(）纠偏后的楼体加固，南北两侧静压桩均布

置于承重墙基础之下，离外墙 ’ "% $ 处，共布设 %0
根，桩长为 !% "’ $，设计参数、施工工艺同上。桩

位布置详见平面示意图 &。灌浆稳定基础：房屋

纠偏结束，掏土部位筏板下局部土被掏空，这时掏

土部位相当于新地基，要发生压密固结和压缩沉

降，进而会影响纠偏效果，甚至导致房屋复倾，故

必须对其进行压力灌浆，使建筑物缓冲惯性在短

期内很快稳定下来，使基底土固结，增强地基的稳

定性，巩固纠偏效果。

& "& 纠偏、加固工程实施中的几个注意事项：

（!）施工前建立好沉降、位移监测网络。沉降

采用水准仪、定尺、定时观测；位移采用吊锤线法

和经纬仪法双控，纠偏过程中的掏土量（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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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平面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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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动态测量资料为依据，在实施过程中加以

调整，其沉降量控制在 # $ %& ’’() 以内。

（*）纠偏应遵守由疏到密，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的原则。

（!）静压桩施工过程中首先要对油压千斤顶

进行标定；其次是保证桩的质量，再次就是压桩架

安装时要保持垂直，拧紧螺帽，防止晃动，垂直度

应控制在 %+以内；桩尖就位时必须保持垂直，桩

段就位后必须加以校正，保持与上一节桩在同一

轴线上，不得偏心加压，上、下接桩面要重合，桩身

应平直，应保持好桩顶砼；压桩施工要求一次到

位，严禁施工中途停顿；用硫磺胶泥接桩时，应严

格按照“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

操作，其熔化温度应控制在 %%&, $ %*-,以内，严防

焦化，以免影响使用强度［!］。

（.）为消除掏土对东侧邻近楼的影响，掏土孔

布设应远离东楼一定的距离，以免产生附加沉降，

发生位移。

（&）保持掏土量的一致性，使之能较均匀下沉

以达到纠偏的目的。

. 纠偏加固的效果

该楼纠偏前向东倾斜 %#" / 0’，向南倾斜 %%" *
0’，至纠偏结束，经甲方、乙方、质监站、房鉴所共

同检测，向东倾斜为 . "- 0’（* "#12），向南倾斜为

% "1 0’（% "*!2），且未发生任何新裂缝，最大沉降

量为 !. "* 0’，加固半年后经复测，该楼沉降稳定，

加固效果良好，达到了设计的目的，得到了同行专

家的好评。

& 结束语

采用倾斜钻孔纠偏不仅时间短、造价低、安全

可靠，且有良好的灵活性，可控制性好，适应性较

广，可应用于各类基础建筑物倾斜纠偏，再辅以高

压注浆，旋喷桩、树根桩、静压桩等加固、托换工

艺，可显著地控制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由此可

见，该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具有实用推广价值的

纠偏、加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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