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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中混凝土裂缝防治技术的应用建筑工程施工中混凝土裂缝防治技术的应用

邵　力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西安　710000

摘　要：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与提升，建筑行业的发展也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就，但是目前我国的建筑工程其主体结构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裂缝问题，对房屋建筑的质量产

生一定影响。因此此篇文章主要将房屋建筑主体结构的裂缝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相关裂缝现象进行详细介绍，

详细对建筑工程主体结构裂缝的监测方法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以下几方面预防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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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social economy,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residents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and enh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also made obvious 
achievements. But at present,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our country will also appear with various cracks 
problems, which will produce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the build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takes the crack 
problem of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introduces the related crack phenomenon in detail, 
analyzes the monitoring method of the main structure crack of the building project in detail,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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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各类型建筑行业中，房屋建筑有着非常重要

的位置，房屋建筑的发展对建筑行业的整体影响有着最

为直接的影响 [1]。在工程界及学术界，对大跨度以及超

高层建筑结构的裂缝问题进行无损监测，逐渐被引起重

视。在我国对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监测、评估鉴定等相

关工作起步比较靠后，发展也较慢，因此现有的建筑工

程主体结构在评定其安全性的相关标准还需进一步进行

完善。所以在房屋建筑的相关施工单位与建筑企业中，

不仅要对所使施工材料与各种机械设备的选择要严格细

致，且要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来防止房屋建筑在建设过

程中，其主体结构出现各种裂缝问题，为了对建筑工程

主体结构以及人员的安全、经济损失等进行有效保障，

以此方能全面保障房屋建筑整体质量，更要强化对建筑

工程裂缝监测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为建筑工程建

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房屋建筑的裂缝现象

一般情况下，房屋建筑的产生裂缝问题主要是包含

以下几点：首先，在现浇混凝土中所产生的质量通病就

是其现浇板产生裂缝问题，导致裂缝的成因主要是由

于在施工阶段或者房屋使用过程中，地基产生不均匀沉

降会在外部荷载等问题所引发；也有可能是由于在施工

过程当中裂缝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浇筑振捣或者脱模撞

击而产生。其次，建筑工程墙体产生裂缝问题，主要原

因是由于温度产生的变化或者不均匀沉降所引发裂缝问

题，其填充墙与墙体、墙柱之间的链接产生松动现象，

墙体材料和其砂浆却没有相应的强度来支撑，导致墙体

整体性能比较差。最后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当中，所使

用的预防策略不够科学合理，在现浇结构当中，会对板

角位置产生斜向或者岩梁墙面板产生裂缝等问题，其中

填充物会对墙体或者梁间的水平、垂直产生裂缝问题等
[2]。

二、建筑工程裂缝检测方法

2.1 混凝土裂缝宽度检测方法

产生裂缝后，对其裂缝进行检测时，最常用到的就

是读数显微镜，这种仪器主要是通过油表刻度尺以及光

学透镜所组成的一种复合仪器。其最小刻度值范围是小

于 0.05 毫米。另外，在对裂缝宽度进行测量时，也可以

运用印刷出宽度不等线条的裂缝标准板，以此来与裂缝

进行相互对比，测量其宽度；也可以使用标准厚度不一

的塞尺，来对所产生裂缝进行试插对比，如果能够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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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到裂缝之中，便可获知其裂缝宽度。后面两种方法

在操作上较为简单，能够在现场满足一定要求。通常情

况下对裂缝宽度进行检测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2.1.1 脆漆涂层法

在一定的拉应变之下产生开裂的喷漆就是脆漆涂

层。其开裂的方向与主应变方向一致，以此能够确定的

试件主应力的方向。脆漆涂层自身具备较多优势，能够

对各种类型的建筑进行使用，不会受到其建筑结构材料

以及形状的限制。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脆漆层开裂的强度

与拉应变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当自然开裂的最小

应变涂层高于试件开裂的实际应变时，脆漆层才能对试

件的裂缝问题进行检测 [3]。

2.1.2、光弹贴片法

光弹贴片主要是在试件的表层进行牢固粘贴的一种

薄片，在试件受力之后，光弹贴片会随着试件一起变形，

在此过程中，其光弹贴片会产生相对应的应力。如果在

偏振光照射时，其试件表层已经提前进行磨光，具备一

定的反光性能，此时当光穿过透明的光弹薄片之后，经

其试件表层进行反射，通过第二层薄片将其射出，将此

时射出的光通过分析镜，变可以在屏幕上获取其应力条

纹，以此对建筑工程所产生的裂缝问题进行有效测量，

获取数值 [4]。

2.1.3 、光纤裂缝传感器

采用环形光纤在对建筑工程混凝土梁试件裂缝的实

际宽度进行测量时，所运用到的原理主要是运用环形光

纤传输的光对裂缝产生增长而引发的光传播波动的具体

函数。在混凝土产生裂缝可以运用分布式光纤传感器来

进行检测，其优势是不需对其裂缝方向进行确定，在检

测过程中只需其光纤与裂缝方向产生斜交，便能获取其

裂缝数据。在建筑工程产生裂缝之前，光时域反射仪所

检测到的曲线几乎是平坦的，在产生裂缝之后，混凝土

中的光纤便会出现弯曲，其中的部分光会从纤芯当中出

现而形成损耗 [5]。因为裂缝所产生的损耗会让光时域反

射仪检测到的后向散射信号出现突降，所以依据其损耗

大小来对其中裂缝宽度进行确定，此时在光纤上其损耗

点的具体位置就能够对其产生裂缝的位置进行确定。

2.1.4、碳纤维智能层传感器

选择碳纤维智能层来作为其传感器，通过其功能与

可覆盖性来将传感器装置到的表层，碳纤维智能层在自

身与被测结构之间建立出一个敏感场，通过碳纤维智能

层对被测结构当中的力场转化成为电场，再利用电场来

对主体结构的受载后应力的实际应变情况进行检测。在

通过相关专业人员对其检测试验过程中，来对建筑工程

主体结构的裂缝宽度进行检测，要利用电阻变化率来将

其切口端部的张开位移关系进行反应，以此获得裂缝宽

度数据 [6]。

2.1.5、裂纹扩展片法

裂纹拓展片主要包含栅体和基地两部分主城，其中

栅体是由平行栅条所组成。各个栅体其中一端各不相连，

因此能够让某一条栅条端部和公用端来与相关仪器相连

接，以此来对裂纹进行测定，确实其是否已经到达这条

栅条位置。这种对裂纹检测的方法在断裂力学实验当中

的应用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

2.2 混凝土裂缝深度检测方法

在建筑工程中，最常见到的情况只要是，在中的混

凝土表层出现裂缝，却不知道所发现裂缝的实际深度，

通常情况下专业人员在对其深度进行检测时，主要选择

的检测方法是超声波法以及冲击回波法两种。

2.2.1、超声波法

在主体结构中没有产生裂缝的位置运用平测法来获

取混凝土的声速，在主体结构的裂缝部位测量其声速，

便能够换算成出裂缝的实际深度。使用平测法对建筑工

程主体结构裂缝深度进行检测时，因为没有使用超声波

纵波的传播方式，所接收到的信号质量要比测试有一定

差距。因此为了提升其测试的整体精度，对其探头的安

装位置进行改变之后再进行测试，检测到的结果会在一

定范围之内进行变化，此时便能够取测试的平均值。在

对钢筋混凝土梁侧面所产生的裂缝实施检测，能够将其

发射与接收探头安装在梁的两面，对其产生的裂缝深度

通过使用斜测法进行检测。

2.2.2、冲击回波法

在对建筑工程的裂缝进行检测过程中，冲击回波发

是一项比较简易、更适于现场操作的方法。这种方法主

要是我国标准技术研究院与美国康奈尔大学所提出的一

项技术，同时也是一项对主体结构裂缝问题检测发展前

途较为广阔的技术之一。我国在南京水利科学院对这项

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原理主要是通过冲击回波中

的肖钢球对混凝土表层进行冲击而产生盈利脉冲，然后

再由纵波与横波将其传入物体中，在物体边界与裂缝处

进行反射，再将其反射波传回顶端，在其表面将波在此

传入物体中。以此在表层与裂缝和物体边界处进行多次

反射，进而形成谐振条件，以此让其波形有一定的周期

性，在周期性的幅值谱当中，对裂缝以及边界的深度峰

值进行表现，从而获得裂缝的深度数值。

三、房屋建筑主体结构的常见裂缝及预防措施

3.1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裂缝及预防措施

许多建筑工程主体结构产生裂缝主要原因是由于其

结构应力达到或者超出限值，以此造成其承载力不足，

进一步对产生损坏，或者其结构整体强度不足，以此要

对其裂缝问题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8]。首先是其依据主体

结构裂缝的受力性质来判断，结合其不同的破坏形式，

将其分成延性破坏和脆性破坏。在此其中脆性破坏的较

为危险的，要对其引起高度关注，并制定专项加固措施。

但是延性裂缝主要对建筑工程的整体安全性能产生一定

影响，要综合考虑其裂缝深度和长度来进行判定。建筑

工程主体结构产生裂缝主要是对其受力情况进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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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结构的整体耐久性会造成一定影响。另外，裂缝主

要是指贯彻性裂缝，自此其中钢筋会产生锈蚀情况，是

一种较为危险的裂缝问题，要对其找到真正原因，在其

危险性的基础上来制定更加科学可行的加固策略。

3.2 砖混结构的裂缝及预防措施

3.2.1、地基不均匀沉降导致的裂缝

在建筑工程中，通常情况下裂缝问题的发展主要是

由下搭配上进行发展，若长条形的建筑产生较大的沉降，

要在其两侧从下至上出现正八字裂缝，且首先会对窗户

对角产生破坏；相反若房屋建筑两侧产生较大的沉降，

建筑两侧会从下至上形成倒八字的裂缝问题，同时也对

窗户对角产生破坏。在地基不均匀沉降而对建筑工程产

生裂缝问题主要措施就是预防，在施工图纸设计前期，

要对其地质情况进行勘查，并留存资料作为图纸设计的

理论依据，施工过程中要依据图纸要求严格执行，不可

随意更改图纸。在处理此类裂缝问题所运用的主要措施

有：首先是在底层创口的墙体配备筋和构造柱连接，以

此有效预防地基产生不均匀沉降而导致产生裂缝问题。

其次就是在建筑工程周边的排水管道和相关系统在进行

施工时，要制定科学可行的实施措施，预防管道产生渗

漏或者断裂问题，进而导致产生裂缝问题。

3.2.2、砌体材料导致的裂缝

对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特殊砌体材料，如混凝土空

心砌块产生裂缝，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施工过程中其竖

缝内砂浆饱满度不够，施工现场相关技术人员不能及时

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因此随着这类空心砖外形与

尺寸均与相关规范标准相符合，然是其自身由于易受温

度变化的影响，进而造成在粘土砖当中产生裂缝问题，

造成外墙窗台下的墙体中更容易产生竖斜式的裂缝。在

对此类裂缝问题进行预防，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保证在使用前所使的空心砖性能要稳定；其次是合

理控制其含水率，不能低也不能超出标准范围之外，不

然所使砖砌体会产生裂缝为；最后是不断优化砖面的整

体造型，从施工现场施工技术方面来看，将以上策略充

分进行落实，以此在目前所推广使用的墙改材料中，其

空心砖依然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同时其发展空

间也非常巨大。

四、结束语

总之，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房屋建筑的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渐渐产生各种各样的裂缝问题：混凝土钢筋结构

的解封问题、地基不均匀沉降而引发的裂缝问题和砌砖

砌体所产生的裂缝问题等，但是不论出现何种类型的裂

缝问题，在房屋建筑的主体结构中一旦出现，会对其造

成一些隐患，不严重的情况下会对房屋建筑的整体质量

以及安全性能产生不同程度的隐患，严重的情况下会对

业主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产生较为严重的威胁，以此会对

建筑工程企业的经济产生较为严重的损失，对社会形象

与口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硬性，以此对我国房屋建筑行

业今后的发展产生限制于阻碍，进而对我国的整体国民

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建筑工程实际工作当中，对

于其主体结构产生裂缝进行检测的工作进行进一步强

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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