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砖砌体裂缝原因分析及防治措施注册建筑师考试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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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1_E7_A0_96_E7_c57_644916.htm 建筑砖砌体裂缝不

仅种类繁多，而且较为普遍，轻微者影响建筑物美观，造成

渗漏，严重者降低建筑结构的承载力、刚度、稳定和整体性

、耐久性，甚至还会导致整体倒塌的重大质量事故。因此，

正确分析其成因、切实加以防治十分必要。笔者现就多年从

事施工现场技术管理的实践谈几点本地区工程之常见建筑砖

砌体裂缝的原因及防治措施。 一、裂缝的种类及形成的原因

1.温差变形引发的砖砌体裂缝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这类裂缝

较普遍地表现为建筑物（特别是那些纵向较长的）顶层两端

内外纵墙上的斜裂缝，其形态呈“八”字或“X”型，且显

对称性，但有时仅一端有，轻微者仅在两面端一至两个开间

内出现，严重者会发展至房屋两端1/3纵长范围内，并由顶层

向下几层发展。 此类裂缝更易发生在那种刚性屋面平屋顶、

未设变形缝、隔热层的房屋。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混凝土结构

屋面的伸缩变形牵引其下砖砌体超过其材料抗拉强度。具体

的机理可认为是：在阳光照射下（特别是南方地区）屋面板

温度可高达60度到70度，而在其下的砖砌体仅为30度到50度

，如此大的温差，加上混凝土线膨胀系数比砖砌体近似大一

倍，则根据王铁梦《建筑物的裂缝控制》一书中提出的计算

理论和公式，可计算出砌体中的主拉应力。设砂浆强度M5.0

，砖强度Mu7.5时，则其沿灰缝截面积破坏时的轴心抗拉、抗

剪强度设计值仅为0.14MPa和0.12MPa，而沿齿缝通缝的弯曲

抗拉强度仅为0.25MPa和0.12MPa，则温差引起的砌体主拉应



力大于砌体本身抵抗力的50%到300%不等。又加上房屋两端

为“自由端”，水平约束力小，上部砌体垂直压力较小，如

无相应措施上述裂缝在所难免。百考试题论坛 当屋面向两端

热胀时，致使下部砌体出现正“八”字缝，当冷缩时，就出

现倒“八”字缝，一胀一缩则易出现“X”字缝。其防治的

主要方法，一是减缓消除热胀冷缩动力源，如设隔热层、变

形缝；二是增强相关砌体抗力，如提高砂浆强度，提高饱满

度，空斗改实砌，加筋砌体，加设构造柱；三是提高抹灰的

抗裂能力（对于不影响结构安全的缝）例如上海某住宅楼，

砖混7层，面积4901平方米，建于1998年10月至2000年4月，纵

长56米，未设变形缝，屋面为多孔板灌找平后加小青瓦坡屋

面防水，两侧纵长为宽2米现浇屋面板并作排水檐沟使用，当

年夏季过后即发现东西两端顶层边套边间纵墙出现约45度斜

裂缝。为此，决定先做石膏试饼观察，及至2001年夏季后裂

缝加剧，并由边间向内二三间发展，顶层向六、五层发展。

在查明施工、设计及现状后采取了以下措施：以每套为独立

元，将屋面板间正对的每套之间的多孔板端缝，重新切开留

缝；将相对此端缝的现浇檐沟板切缝分开（减缓了动力源）

；将其内一道空斗纵墙干脆拆除改实砌；在不明显影响结构

安全的缝部位，铲除原抹灰后加钢丝网片，再用高标号水泥

砂浆粉刷修补，一年后再检查未见变化。 同理，温差裂缝尚

有屋面结构与其下相应砌体之间的水平缝，包角水平缝，沿

窗上下角水平缝，女儿墙根部水平缝及出现在靠近外纵墙的

横墙上的内高外低斜裂缝等等。这类斜裂缝一般表现为：上

几层多于下几层，轻微者仅在靠外墙端约0.5米至1.0米位置上

，有一至两条缝而已，严重者可达横墙1/3跨度及各层都有，



尤其是那种层层设混凝土梁（如圈梁）和纵横墙交角设混凝

土柱（如构造柱）的房屋。防治这类裂缝的有效措施是加设

混凝土窗台盘，它不仅可以防裂缝，还可有效地解决铝合金

等窗框安装配合问题，防止窗周渗漏。 2.基础不均匀沉降引

起的裂缝来源：考试大 一般在建筑物下部，由下往上发展，

呈“八”字、倒“八字”、水平及竖缝。当长条形的建筑物

中部沉降过大，则在房屋两端由下往上形成正“八”字缝。

且首先在窗对角突破；反之，当两端沉降过大，则形成两端

由下往上的倒字缝，也首先在窗对角突破，还可在底层中部

窗台处突破形成由上至下竖缝；当某一端下沉过大时，则在

某端形成沉降端高的斜裂缝，当纵横墙交点处沉降过大，则

在窗台下角形成上宽下窄的竖缝，有时还有沿窗台下角的水

平缝；当外纵墙凹凸设计时，由于一侧的不均匀沉降，还可

导致在此处产生水平推力而且组成力偶，从而导致交接处的

竖缝。如某中学教学楼，局部地基为粉砂层，下挖一部分换

土处理后采用混凝土柱下带基施工，于2002年9月开工至2003

年5月基本完工。粉刷之后，在中间检查时发现，一侧外窗台

下角出现上宽下窄竖缝及窗间墙水平缝，共4层均有发现，但

下层比上层严重。调查后发现，由于附近山涧水直接冲刷渗

透，地基土层在纵横交点处沉降过大，再加上墙外堆土过高

（超过原设计室外标高近2米）从而增加沉降，为此，立即采

取拦截涧水和铲除堆土的措施，近半年后观测裂缝已无变化

。 对于不均匀沉降导致的裂缝应以预防为主，即无地质勘察

资料严禁做施工图设计，严格按图施工，不得擅自更改，任

意处理。根据本地区通病，如能在那些开大窗洞的教学楼底

层窗台下设置构造圈梁与地梁构成刚度较大的复合墙梁结构



，对防止上述裂缝有明显效果。治理的原则是，观测裂缝发

展的速度、部位、程度、决定是表面处理还是上部加固或基

础加固处理。 3.特殊砌体材料产生的裂缝采集者退散 如混凝

土小型空心砌块产生裂缝的主要原因是竖缝砂浆难以饱满以

及特殊的构造要求未能跟上。 4.其他裂缝百考试题论坛 这些

裂缝包括：混凝土构件变形导致的砌体裂缝，如当挑梁上填

充墙、梁相继同步施工致使挠度过大，其上砌体产生内低外

高斜裂及与外纵墙之间的竖缝等；砌体本身承载力不足如砖

柱承载不足时，在下部1/3高度处出现的竖缝；砌体构造要求

不良如施工洞留置和拉结筋放置不当造成的洞边缝（如某

区2002年6月份完工的一幢综合楼就是一例，其施工洞留在与

内纵墙交叉的横墙上，结果自下到上各层在这点交角上均出

现了竖直缝）；施工质量差造成的缝，如砌体通缝，灰缝砂

浆不饱满，含水率掌握不当，脚手眼设置不当，组砌不当等

。这些裂缝形态各异，必须对症防治。 二、结论与体会 综上

分析，其他裂缝因温差和砖的材质因素产生的较普遍，而以

沉降、超载致缝的危害较大，但其危害性和处理方法也不能

一概而论，在具体处理时必须正确区分，对症防治，且以防

为主。治理的原则，凡已涉及结构安全且变化剧烈的，应当

机立断，迅速采取相应对策，排除动力源，加固补强或作拆

除返工处理；反之，如变化趋缓，稳定、仅与外观和评定有

关，修复后不影响使用，则重点放在表面处理上。总之，只

要坚持对国家和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认真查明原因，砖砌

体裂缝问题也是不难防治的。 相关推荐：对建筑物垮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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