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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检测实践中两例事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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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筑结构的检测实践中，发现一些简单明了的工程力学问题，往往由于施工的疏忽，引起较大的工程问题，甚至

严重的质量问题，就两例工程检测案例，阐明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以提醒施工技术管理人员提高专业能力，加强管理，避免类

似事情发生。

【关键词】：建筑结构裂缝；恒荷载；活荷载；偶然作用；受力计算

Analysis of two accidents in the practic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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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spection practice of building structure, some simple and clear engineering mechanics problems are found, which often

cause large engineering problems and even serious quality problems due to the negligence of construction. Based on two engineering

inspection cas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ain causes of the problems, so as to remind the construction technical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 strengthen management and avoid similar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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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工程检测工作中，常常遇到建筑工程主体结构完

工，出现现浇混凝土结构中梁、板、柱或剪力墙的工程问题，

最常见的是现浇混凝土梁、柱、板的裂缝问题。现浇混凝结构

的裂缝问题，是工程领域的常见问题，已有各种文献的大量论

述，本文是在工程检测中，遇到的施工不久后混凝土构件产生

的裂缝，这些裂缝与受力相关，且这些裂缝完全可以避免；但

是，在检测中遇到大量此类与受力相关的裂缝，且往往是施工

技术管理人员与检测一般技术人员都感到不理解，有时甚至乱

找原因，牵强附会，对于设计领域是简单的力学问题但设计人

员一般不会被邀请处理此类问题。此类问题主要在监理、施工、

检测、甲方之间处理，并未深究。但往往是此类问题一处处理

完，另一处又出现了，究其原因为处理的时候根本没找到出现

问题的根源，或者是对工程结构力学体系及传力途径不理解，

或是一知半解，且并不理解设计人员的设计初衷。另一案例为

装修中的野蛮施工，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通过对案例的阐

述，找到出现问题的根源，提醒施工技术人员避免犯此类失误，

也对检测领域的初来业者或其他相关人员理解建筑工程中此

类问题有所帮助。

案例 1：义乌市某高端小区，为某中字号国企开发的高端

房产项目：叠排、排屋与多层洋房，按照规划，该项目地上总

建筑面积 134574.20M2，地下总建筑面积 103906.11M2。工程

位于浙江省义乌市。排屋为 1层地下室，带夹层，地上 3层，

坡屋面带闷层的现浇异形柱混凝土框架结构。闷顶层为浇钢筋

混凝土板作为隔热、隔断坡屋面在室内屋脊的问题，基础为局

部墩基+筏板或直接筏板，抗震设防为 6度。本次检测为第 26

幢，为三层六拼排屋，坡屋面，带闷顶层，地下一层，带夹层。

建筑高度为正负零上 10.990M，占地面积 596.95M2，总建筑面

积 1208.65M2。2019年 11月 26日检测时，其主体已竣工 5个

多月，底层及楼层主体竣工一年多。按设计，地下 1 层与夹层

梁、板、柱混凝土强度等级均为 C35，1~3层与闷顶层梁、板

混凝土强度等为C30，柱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5。按照规范 JGJT

23-2011《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的要求，现场

实检得梁、板、柱混凝土强度等级与设计相符；按规范 GB

50204-2015《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检测

到梁、板、柱截面尺寸，配筋、保护层厚度等与设计图纸相符。

且工程仅主体完工，围护结构：填充墙、门窗、内外装修等均

没有施工，设计中的大量恒载、活载都没有加上。检测中发现

单体 26#楼闷顶层（标高 10.000M）楼板与梁的裂缝较多，且

呈现较有规律，现场部分梁板裂缝实照如下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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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现场梁、板裂缝实照

产生的裂缝主要集中闷顶层梁、板，即 10.000M标高处。

为了搞清产生裂缝的主要原因，按照现场实测构件混凝土强

度、截面尺寸等数据，用 PM4.3.3版，并按设计提供的荷载标

准，进行结构计算复核，计算结果表明，各构件均满足要求，

且与设计图纸基本相符，说明按设计要求，构件不会出现裂缝

或裂缝均在规范要求的范围内，那么如此大规模的裂缝，且有

规律，如何产生的？

首先现场查勘的裂缝形态：1、在梁两端，呈正八字状的

斜裂缝。2、梁的变载面处，梁底横向并在梁腹先竖向后斜向

裂缝。3、主次梁交接处，沿次梁两侧及交接处底部与主梁轴

线平行后向上呈凹字状裂缝。4、梁跨中部位，梁底横向裂缝。

其次分析裂缝部位的特性：这些裂缝的截面有一个共同特点：

受力较大部位，梁两端剪力最大，梁中部弯矩最大，梁变截面

处弯矩剪力均较大。主次梁交接处，梁有集中荷载作用，板跨

中在两向弯矩作用下，沿板两对角线方向拉力最大。上述现象

均与最大的受力相关，但从上述计算复核可知，按正常情况，

梁、板是满足设计与规范要求的，正常的受力情况是不应出现

裂缝，因为梁、板按正常的承载力是满足要求的。经过调查，

并查阅施工日记，得知，在闷顶层梁、板混凝土浇注 7天后，

即拆除了支承闷顶梁、板的水平与竖向支承的模板系统；从原

始计算书与设计图上可知，该闷顶层梁、板本身仅承受自重，

并不承受施工荷载及其他荷载，因为，设计闷顶梁、板主要是

考虑到高端房产的隔热与美观，再加上房产项目的设计，业主

单位均要求设计公司按最经济的原则，所以，闷顶层仅承受自

重，按规范与构造要求进行梁板配筋与厚度的设计。从本工程

梁、板裂缝来判断，主要是受力引起的，即出现裂缝的梁、板

承受施工时的荷载超过了设计荷载，甚至远远超设计荷载。为

何会出现此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工地施工时，按 7 天一个周

期，即本层混凝土浇灌 7天后，即拆除了模板与支撑，此时的

混凝强度为 70%左右，另外，现在混凝土中有大量粉煤灰等的

应用，7天强度较低，正常情况，楼层设计时计入梁、板的自

重，楼板面层、顶棚粉刷等自重，同时计入规范规定的活荷载，

按规范的要求设计，是能够满足模板与支撑拆除后上层梁、板

浇捣后传来的部分恒载与施工活载，一般不会出现超荷载的情

况，但本工程闷顶层并不存在除自重外的其它荷载，设计仅计

自重，梁、板基本按构造与规范的最低要求进行设计，此种情

下，下层支撑是不应拆除的，拆除后，浇灌屋面层的大部分恒

载、施工活荷载就传给了闷顶层，就存在超载的情况。会引起

梁、板出现工程问题，本工程正是由于拆除支撑引起闷顶层梁、

板超负荷工作而引起的受力裂缝，斜向裂缝为剪力超标，跨中

为受弯正截面超标，变截面剪、弯共同作用超标，集中荷载处

为附加箍筋与弯起筋够而引起裂缝。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第 3.2.3条：由永久荷载控制的效应设计值，应

按下式进行：计算: jkjfijkj QQLQG

m

j
Gd SrrSrS  

1 对于本工程的闷顶层，

仅存在上述计算公式的第 1 项恒载项，且恒载仅有梁板自重及

板底粉刷层自重，没有其他荷载，而施工阶段增加了上述大量

荷载，同时由于上述的经济原因，闷顶层梁、板的各项设计指

标在规范要求的最低标准。在上述施工管理的情况下，出现裂

缝也就是一定的。

案例 2：富阳场口新区某工程管理用房，位于杭州市富阳

区场口镇，建筑物主立面朝南，该建筑地下室，地上 2层局部

3层，现浇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坡屋面，坡脊标高 15.600M，

檐口标高 12.056M，工程已于 2108 年竣工。检测时，已经进

行过局部改造：拆除已有墙体或另加墙体，但均未进入实致装

修阶段，2020年初，业主委托给一家大型装修公司进行装修，

至该年 7 月发现部分楼板有严重的结构质量问题，业主为搞清

房屋整体是否有安全问题，并搞清质量问题是如何形成的，于

是委托检测单位对该建筑进结构检测，以明确出现结构质量问

题的原因。本工程平面图如下：

图 7 房屋平面图

现场检测发现，主要问题为 4.450M标高 E~F轴交 3~5轴，

B~D轴交 15~17轴两区域梁板出现严重开裂与下坍，现场 4~5

轴区域梁板照片，梁板跨中部位明显下坍，梁板均跨中部有受

力裂缝，裂缝走向与梁、板的受弯超出承载力而出现的裂缝相

同，梁裂缝为跨中横向与梁纵轴垂直的裂缝，板裂缝为板底沿

对角线方向裂缝，板顶为沿梁周四角斜向裂缝，板裂缝示意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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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轴交 E~F轴板面裂缝

因 B~D 轴交 16~17 轴板、梁裂缝与上述描述情况基本相

同，没放现场照片与示意图。现场对梁、板混凝强、配筋、截

面尺寸进行检测，结果均基本满足设计图纸要求。但是现场发

现的梁、板承载力不够是为何引起的？为了进一步搞清原因，

用 PKPM4.3.3版系列软件，按现场检测到的梁、板、柱的强度

与截面尺寸进行复核，发现计算结果与设计图纸基本相符。由

此排除设计与施工出现的上述问题。在现场进一步与业主单

位、原房屋施工单位沟通，并从现场的一些迹象，发现原 4.450M

标高 4轴交 E~F轴、17轴交 B~D轴设计时没有墙体，但在房

屋竣工后，有改造加砌墙体，墙体为实砌水泥砖，3.50M高，

但检测时，墙体已经不存在，仅在 D轴、E 轴纵向墙体上留下

的砌筑痕迹可以判断出其高度。

另外，也重新按加了墙体后进行结构复核，发现梁、板按

实测配筋也基本未超出规范要求或仅个别截面用得较足而已，

说明与裂缝、下坍与砌墙体关联性不强，即砌筑墙体不会引起

梁、板出现所检的裂缝与下坍。那么，房屋并未投入使用，经

现场勘察，可确定是有较大的荷载作用才会使梁、板出现上述

问题，荷载从何来？进一步查勘发现，装修施工时，上述后增

加的墙体在检测时并不存在，墙体是装修公司拆除的，是如何

拆除的，从现场查勘来看，应该是瞬时推倒，如此推倒，产生

巨大动量，其作用时间极短，引起很大的冲量，即对板与梁产

生了很大的作用力，这种偶然作用力，直接使梁、板损坏。按

动量与冲量公式： sFvm  ，如 4轴交 E~F轴墙体，墙体

按 4.5KN/m2 计算，则 75.6KN4.83.54.5m  ,墙体下

落速度为初始推力引起的速度 gtvv 0  ，其中 v0为初始速度，

g为重力加速度，t为墙体从梁上直立位置倒向楼板的时间，可

假设作用于板上的速度为5m/s，墙体在楼瞬间作用时间为0.1s，

则 KN
t
mvF 378

1.0
56.75



 ，若此偶然荷载作用于 5 轴交 E~F轴梁跨中

（梁截面为 240x600，配三级钢），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第 3.2.6条中第 2点： kfAk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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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 为偶然荷载标准值引起的荷载效应，则可引起弯矩约为

（ 忽 略 弯 矩 的 分 配 与 传 递 ， 假 定 梁 两 端 全 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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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 梁 配 筋 应 增 加 约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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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为 2Φ25+1Φ20 钢筋，可见增加筋相

当可观，约比原设计增加约为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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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因梁柱节点

非完全刚性，实际可能弯矩还要大，远远超出其设计承载力，

必定使梁板出现损坏。

因此，我们经常强调要文明施工，文明装修，实际上是与

房屋结构的损坏情况是直接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不应小看

推倒墙体等偶然荷载对建筑结构影响的问题。有时，不经意的

一下，结构构件就损坏了，不可继续用了，要加固处理或直接

拆除损坏的构件重新施工，其危害是巨大的，断然不能忽视。

在装修施工时，技术管理人员一定要给施工人员灌输对工程施

工的敬畏思想，否则会使整个工程因个别情况而全功尽弃或造

成相当的不良影响。

结语

上述二例工程问题均是涉及到责任的追究问题，即是谁引

起的问题，工程检测中，遇到很多工程的纠纷问题，其中很多

是因施工技术人员的责任心不够或没有必有的、对设计图纸资

料的基本设计思路的把握。另外，工程施工中的文明施工，安

全管理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是直接关系到结构构件在工程

完工后，能否安全使用的问题。其次，工程检测人员如果没有

对建筑物整体结体系的准确把握，是很难根据工程现象，找到

现象的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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