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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研究
康吉国

重庆巨泓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408000

【摘 要】现阶段，随着房屋建筑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大，受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出现了一

系列问题。因此，采用科学的工程质量检测技术尤为必要，当前，国际上普遍应用的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技术、检测

体系，主要是明确项目工程具体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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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的问题

1.1.管理体系较为单一

房屋建筑工程中进行的质量检测和监管还存在较

多问题，尤其是管理体系较为单一，无法为检测工作提

供重要的支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较为突出。这是由于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在我国实施时间较短，在各项工

作落实并没有制定统一的工作标准，并且制度不够完善，

有时还会突发无法预知的情况，无法为实际监管工作提

供支持。虽然在前期制定了对应的工作方案，但是由于

检测情况多样，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很难有效地解决问

题，导致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水平逐渐下降。另外，

我国现有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很少与国际检测机构进

行交流，缺少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再加上体制的单一

性，无法为实施检测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也会增加

检测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概率，很难体现工程质量检测的

实用价值。

1.2.滞后性因素较为突出

我国现代化房屋建筑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新

技术融入，在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时，应按照新时期

的发展方向，明确现代化的检测要点，利用新型的检测

技术方案，充分落实各项检测工作，为房屋建筑工程质

量管理提供重要保障。但是当前检测现状存在的滞后性

因素较为突出，仍然采取传统的工作方案，且相关检测

单位并没有按照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基础管理体系或

规范各种不同工作行为，导致各个检测工作比较混乱，

无法充分发挥检测作用，很难与时代同步，创新也较少，

导致整个检测工作陷入恶性循环中，后果比较严重。

1.3.服务意识不强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属于服务性的组织体

系，在落实各项检测活动时，要具备较强责任意识和服

务意识，筑工程质量检测效果得到进一步地提高。但是

从当前检测情况来看，普遍存在服务意识不强的问题，

由于个别检测人员综合素质不高，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

上级领导所下发的工作任务，并未约束自身的各项检测

行为，也没有学习他人先进的检测方法，导致各项检测

工作流于形式，很难为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提供必要的支

持。

2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项目实例分析

2.1.工程概况

以某房屋建筑工程为例。该建筑总面积为 17626m2，
地下 2 层，地上 17 层。建筑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

墙结构。房屋总高度 72.3m。5～16 层为商品房，尚未

入住。17 层作为风机房以及环保设备用房。该房屋建筑

框架填充外墙采用 MS 混凝土砂浆平砌空斗墙，框架填

充公共墙为混凝土空心砖块，室内分隔墙为轻质材料泰

格板。

2.2.质量检测

（1）结构完损

依据国家混凝土工程质量检测标准对该建筑的现

浇混凝土构件外观质量进行了总体性检查，从所得出的

结果来看，整体外观质量尚好，并未出现蜂窝外观质量

缺陷。建筑的 4 层、5 层钢筋混凝土楼板开裂问题较为

严重，裂缝走向为房间角度的 45°斜裂缝。裂缝位置最

大宽度为 0.18mm。15 层与 16 层的轻质隔墙开裂，清除

表面粉刷后墙体裂缝明显。17 层梁侧竖向裂缝明显，裂

缝宽度在 0.18～0.23mm 之间，梁侧中部位置裂缝较宽，

梁侧与地面相连接呈现 U 型缝。

（2）沉降倾料检测

准确测量了房屋建筑不同角度竖向倾斜率和屋顶

女儿墙顶相对高差，测得南北向竖向棱线倾斜 0.47‰，

东西竖向棱线倾斜 0.35‰，房屋建筑不同角部的竖向棱

线矢量倾斜 0.62‰。房屋内部各脚部竖向倾斜较小，且

分布规律并不明显。4层女儿墙顶最大高差在 25～28mm
之间，分布规律并不明显。

（3）材料强度检测

依据混凝土设计强度，检测混凝土强度检测技术采

用的是回弹法、钻芯法两种。地下室至 5 层作为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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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强度检测，设计强度 C35；5 层至 13 层作为第二批次

强度检测，设计强度为 C30；14 层以上作为第三批次强

度检测，设计强度为 C25。修正钻芯法、回弹法检测结

果后得出第一批次的混凝土强度在 40MPa 左右，第二批

次的混凝土强度为 36.8MPa，第三批次混凝土强度为

32.1MPa。从上述检测结果来看，该建筑混凝土强度符

合设计强度要求。

2.3.结构验算

（1）上部结构强度计算

利用软件分析法依据建筑检测结果、施工图纸对房

屋结构承载力强度计算，房屋建筑的抗震等级为 VI 度，

属Ⅲ类场地土，框架抗震等级、剪力墙抗震等级都为三

级。基本风压取 0.7kN/m2，粗糙度为 B 类。通过验算结

果得知，风荷载作用下，东西方向的最大层间位移和层

高之比为 1/2653，顶点位移和总高度比为 1/3026，南北

方向最大层间位移和层高比为 1/3124。以上数值均满足

水平位移限制标准。三级抗震等级框架柱的轴压比限值

为 0.9，可以得出房屋建筑轴压比符合规范限值要求。

框架柱截面承载力的验算结果均依据钢筋构造要求配

置，可知框架柱正截面承载力符合规范要求。

（2）地基基础强度计算

依据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可知，根据建筑现场的基土

控制深度可分为 7 个地层地质层，2 层淤泥层由亚层组

成。从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可知，建筑施工场地以软弱场

地土为主，建筑场地类别为Ⅲ类。场地地下水位的埋藏

深度为 0.8m 左右。对混凝土的腐蚀性较小。4 层为卵石

层可当作钻孔灌注桩的持力层。从房屋建筑结构的设计

图纸中可以看出，该房屋建筑以冲击成孔灌注桩为主。

主楼位置的直径在 900的桩为 103根，桩长在 45m左右。

6 层为原砾层，单桩的承载力标准值为 2000kN。核心筒

部分的直径 800 的桩有 36 根，桩长 52.3m。9 层的原砾

层单桩承载力标准值为 3200kN，裙房直径 700 的桩共有

25 根，桩长 30m。卵石层单桩承载力为 720kN。桩尖持

力层都超过了 1.2m。桩基竖向承载力在恒荷载与活荷载

设计值的作用下，核心筒桩承受竖向荷载设计值 3243kN，
低于单桩竖向承载力的设计值。每根桩承受竖向荷载设

计值为 2253kN，低于单桩竖向荷载设计值。桩基的竖向

承载力符合设计要求。

2.4.损伤分析

经分析与研究得知，该房屋建筑的 5 层、6 层楼板

45°斜裂缝为温度收缩性裂缝，在房屋的转角位置两个

方向的钢筋混凝土大梁对楼板呈现出双向约束力，楼板

平面位置将出现 45°的温差应力。混凝土楼板硬化的过

程中极易发生收缩变形问题，一旦产生收缩变形问题，

在大梁的约束作用下楼板内部产生相应的拉应力。拉应

力高于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时，可随时产生裂缝。混凝土

拉强度公式为：抗压强度=破坏荷载/承压面积。由于 17
层梁侧竖向裂缝相对明显，且裂缝宽度在 0.18～0.23mm
之间。采取结构承载力验算后，得出的结果显示相应位

置的房屋框架梁承载力符合标准要求。

3 结束语

在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实施的过程中，工作人员

需要严格按照检测的要求有序规划不同的检测模式，完

善当前的监管方案，使各项检测活动能够具有较强的规

范性。必要时要开展严格地专项监管，科学应对并解决

在检测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总结经验保证检测方案

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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