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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地下室顶板的裂缝控制，主要包括地下室顶板的结构性裂缝与非结构性裂缝。紧接着分析了地下室顶板裂缝的解决
措施，主要从变形缝的设置、后浇带的设置、膨胀加强带的设置三个方面去进行优化处理，有效控制地下室顶板裂缝的形成原因对地下室
顶板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尽可能避免建筑物的使用寿命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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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用地的矛盾就越来越紧
张，政府部门或建设单位为了保证城市用地的高利用率，高层建筑越
来越多。经济的不断增长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人们买车的欲
望，道路交通现状以及停车现状不容乐观。设计单位在设计图纸的过
程中，不仅仅需要考虑地上建筑的实用性以及美观性，还需要对地下
建筑给予更多的关注。当地上建筑有一定的规模时，往往地下室顶板
在间接作用下很有可能会有裂缝生成[1]。相关设计人员结合地下室顶
板裂缝的实际具体情况，往往考虑从混凝土收缩以及温度变化等一系
列间接作用力对于地下室顶板裂缝的影响作用下手，有效提出地下室
顶板的结构设计方案以及相应对地下室顶板裂缝的解决措施。 
1 地下室顶板的裂缝控制 

地下室顶板的安全事故隐患往往体现在地下室顶板出现裂缝，
裂缝的出现不仅仅会影响整体建筑物的正常使用，还会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建筑物出现渗漏现象。地下室顶板出现裂缝还会对建筑物的
整体结构造成严重的危害，危害体现在钢筋可能会出现锈蚀、混凝
土结构有可能会发生碳化等。 
1.1 地下室顶板的结构性裂缝 

地下室顶板裂缝主要有两种：结构性裂缝与非结构性裂缝。地
下室顶板的结构性裂缝的产生原因主要是顶板的外荷载。裂缝的大
小会随着顶板的外荷载大小而变化。在实际生活中，地下室顶板的
结构性裂缝形成原因之一，就是顶板的结构承载力设计方案不能满
足建筑物使用者对地下室顶板承受力的实际需求[2]。实际情况中地
下室顶板的结构性裂缝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使用不当引起的裂缝、
施工不当引起的裂缝、设计缺陷引起的裂缝。 

使用不当引起的裂缝，往往是由于建筑物的使用人员在使用过
程中经常超过设计荷载、通过外力改变建筑物的使用条件、在地下
室顶板的相关结构上任意开凿挖洞等。施工不当引起裂缝的事故归
咎者主要是现场操作施工人员，现场操作施工人员在操作施工过程
中没有根据相关设计图纸、图集进行施工，导致钢筋位置的设定出
现一定程度上的偏移、相关地下室顶板的模板工程存在缺陷、在操
作施工阶段堆放在地下室顶板上的荷载严重超过设计荷载等现象，
甚至还有可能是相关采购人员在采购过程中没有注意建筑原材料
的质量，导致建筑原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而直接施工。设计缺陷引
起的裂缝体现在设计图纸的不合理，通常体现在地下室顶板的混凝
土构造措施不合理、混凝土构件的截面高度设计出现问题，导致其
刚度不满足实际需求情况。 
1.2 地下室顶板的非结构性裂缝 

地下室顶板的非结构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相关结构的变
形不协调导致的非结构性裂缝。地下室顶板在一定的约束作用力下制
约了其结构产生变形，进一步导致结构的内部出现多种大小不同、方
向不同的作用力，最后在力的合成下产生了结构的内应力。当地下室
顶板的内应力超过其能承受的正常值，地下室顶板结构就会出现开裂
情况[3]。地下室顶板的内应力产生的原因有可能是顶板混凝土在特殊
情况下出现收缩现象；还有可能是建筑物的地基基础出现不均匀沉降
影响到地下室顶板；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地下室顶板的环境出现明显的
温度变化。笔者在工作中曾遇到一个地下室工程（超长结构）在顶板
未覆土及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出现沿短边方向上贯穿整个板厚的通透
裂缝，原因与温度变化引起混凝土干缩有较大的关系。 
２地下室顶板的裂缝的解决措施 
2.1 变形缝的设置 

变形缝的设置目的，是为了避免地下室顶板出现位移现象，控
制混凝土结构变形的程度，减少地下室顶板出现间接裂缝的可能。
变形缝的有效设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外界温度明显变化、地
基不均匀沉降、结构内部收缩应力等对地下室顶板造成的不良影
响。常见的变形缝形式有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3]。对有抗震设
防要求的建筑物，根据相关规范要求，伸缩缝和沉降缝的宽度须满

足抗震缝的要求。 
伸缩缝主要是由于建筑物的长宽达到一定的规范限值，设计人

员为了尽可能避免地下室顶板受到温度明显变化，或者混凝土结构
产生内力的不良影响，会选择在建筑物的合理位置按规范要求设置
竖缝，有效的将建筑物划分成为不同的独立结构单元，避免地下室
顶板出现间接裂缝。 

沉降缝主要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地下室顶板受到地基不均匀沉降
的不良影响，有效的将建筑物划分成为不同沉降的结构单元。通常会
结合实际情况的不同而选择设置沉降缝，主要设置沉降缝的情形包括
建筑物的地基不均匀；建筑物的地上结构分布不均匀，不同位置的重
量悬殊差距很大；同一建筑结构不同的单元采用不同基础形式[4]。 
2.2 后浇带的设置 

后浇带设置的作用在于保护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避免在外界
温度变化等外力条件下产生地下室顶板的裂缝。相关人员在施工操
作过程中，需要根据结构设计图纸以及相关设计的具体要求，通过
设置施工缝将顶板的结构分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将构件内部收缩，
结合操作施工的相关流程去开展混凝土的浇捣作业，保证顶板结构
联合成一个整体。 

后浇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建筑物发生不均匀沉降导致的
地下室顶板的裂缝，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合理控制后浇带的间距，要
结合现场实际操作施工的具体要求，设计后浇带的宽度，保证操作
施工的方便性以及后浇带的实用性。后浇带所在位置的梁板受力钢
筋的设置必须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保证贯通，避免出现梁板受力钢
筋连接中断的现象[5]。 
2.3 膨胀加强带的设置 

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下室顶板有十分明显的特点，设计施工人员
需要灵活使用其特点去进行无缝设计，但是一定要注意沉降缝的设
计流程不能被取代。膨胀加强带的有效作用是利用其很大的膨胀应
力去中和温差（包括干缩）收缩应力集中的地方[6]。设计施工人员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保证同轴线顶板、底板的膨胀加强带以及侧墙
的膨胀加强带的位置设置科学合理。设计施工人员在控制膨胀加强
带间距的同时，需要满足膨胀加强带的施工技术要求，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需要注意膨胀加强带的位置要避开底板或者侧墙的厚度变
异处。不仅如此，地下室的顶板可根据现场情况采取连续式无缝施
工法或间歇式无缝施工法。 
3 总结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地下室顶板出现裂缝，地下室
顶板出现裂缝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相关人员不仅需要从结构设计的
方面对地下室顶板进行优化处理，还需要从建筑原材料的采购、混
凝土的配置、现场操作施工人员的具体施工等不同方面进行有效控
制，尽量将地下室顶板的结构性裂缝与非结构性裂缝的出现可能控
制到最小，保证建筑物的正常使用，从而保证建筑物使用者的人身
安全以及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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