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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施工图审查工作中，可以发现很多具有普遍性与代

表性的问题，甚至存在与相关标准相违背的问题，急需加以完

善、优化与改进。以下提出几种设计常见问题，为相关设计人员

提供参考借鉴。

1 房屋建筑地基基础设计存在的问题
1.1 基础的处深不足
以某 12个楼层的房屋建筑为例，其全高为 37.8m，基础为天

然地基，建筑外下部基础埋深只有 1.7m，未达到规程要求的应等
于或大于建筑总高除以 12的要求。又以某 30个楼层的房屋建
筑为例，其全高为 106m，有 1个地下室，基础是桩基础，基础的处
深为 5.5m，同样无法达到规程要求的等于或大于建筑总高除以
18的要求[1]。
某些建筑的主楼层数多，而裙房楼层少，主楼和裙楼之间使

用沉降缝相隔，这样会使主楼的地下与缝相靠近的一侧缺失稳

固侧限。按照高层建筑相关规范提出的要求，基础的深度需要从

有稳固侧限处开始考虑，但在实际的工程设计过程中，相关设计

人员未能对这一因素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某高层房屋建筑为例，

其主楼高 160m左右，基础为桩基，地下两层，基底深度为 12m，
在裙楼的下部设置 1层地下室，其基底深度为 5m，建筑主楼和裙
楼之间采用沉降缝相隔。尽管从建筑外地面开始计算确定的主

楼基础埋深可以满足规范的要求，但如果从裙楼的地下室底板

开始算起，所取得的主楼基础埋深将无法满足要求。

1.2 桩基选型方面的问题
以某教学楼为例，其上部结构采用框架结构，结构柱之间的

距离为 5.0m×6.0~8.0m，建筑基础采用钻孔灌注桩，桩径与桩长
均较大，分别为 ～1000和 40m，显然这是不合理的，造成浪费，不
满足经济合理这一基本的设计原则。又以某状况为例，其基础同

样为钻孔形成的桩，其桩尖要从卵石层中穿过进入中风化岩层

当中。根据现场施工条件，要想从卵石层中穿过有很大困难，无

法保证成孔质量，结合周边地质情况基本相同地相关施工知识，

将卵石层作为桩基的持力层，同时在桩的端部到达卵石层，且进

入适当深度后实施输浆，也可满足承载力方面的要求，减少或避

免桩基沉降[2]。

1.3 单桩承载力确定有偏差
（1）采用不同工艺方法成桩时，不同桩型所受地基土提供的

支承力也不尽相同，根据常规做法对单桩承载力进行运算的过

程中，针对不同桩型，其土层最大侧向阻力与端部阻力完全不一

致。然而，很多房屋建筑工程相关勘察记录只介绍运算打入型预

制桩的单个桩体的承载力设计参数，但工程运用的是钻孔形成的

桩，而且使用勘察记录各项数值，导致单桩承载力实际计算结果

产生偏差。

（2）部分房屋建筑工程的场地在河道，在桩基设计过程中直
接使用常规做法对单个桩体的承载力进行运算，或直接使用经

试桩确定的结果，未能充分考虑上层没有达到固结的土层可能

产生的沉降，以及对桩侧摩阻力可能造成的影响[3]。
（3）在对桩身具有的承载力实施验证计算的过程中，不能兼

顾工艺参数或未考虑桩体弯曲可能造成的破坏。采用抗拔的桩

时，单纯对其桩身具有的承载力进行运算，未能完善抗裂验算；

按照标准图集加工而成的管桩在抗拔桩中使用时，未能对其抗拉

承载力及抗裂实施验算。

（4）当有地下室存在时，若根据静载试验结果来取得单桩承
载力，未能减掉地下部分所在下层区间存在的桩侧面的摩阻力。

因基坑下挖施工完成后露出时间不能太久，所以试桩通常在基

坑下挖之前完成，将基坑下挖好以后，桩侧面的摩阻力将没有了。

（5）当桩端下部有软弱下卧层时，经常忘了它的承载力与桩
基下沉的分析与验证计算。还要一些建筑工程桩端底部硬持力

层较薄，无法满足相关规范提出的要求，并且在持力层下部有厚

度很大的偏软的下卧层，在单个桩体的承载力确定过程中未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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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该元素，导致建筑安全与正常使用都受到影响。

2 房屋建筑承重结构体系设计存在的问题
2.1 建筑高度和高宽比未能达到要求
相关规范和规程提出建筑最大适用高度及高宽比规定值。经

审查发现很多高层建筑的高度或高宽比都不满足这些要求，而

且不仅没有可靠依据，而且在抗震设防区当中未能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抗震功能，导致建筑存在一定结构抗震方面的隐患。对于

建筑高度和高宽比都超出要求的建筑，需按照超限建筑来设计，

同时要按照相关规定对其抗震设计予以专项审查。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会被人员忽略，对于建筑的适用高度，不

仅和抗震设防烈度与结构体系类型存在直接关系，而且还会受

到结构与场地类别的影响。对于处在 IV类场地中的建筑，如果
其结构布置不规则，则最大适用高度必然降低，通常降低 20%左
右；如果建筑处在 IV类场地，按照相关规范的要求，其适用高度
等于 120m，然而因处在 IV类场地中，所以适用高度将降低至
96m[4]。

2.2 结构布置或体型未能达到要求
结构布置对抗震设计而言至关重要。由于导致结构不规则的

原因有很多，尤其是复杂体型的建筑，难以逐个使用定量指标对

不规则水平做好划分。比如现行的抗震设计及结构设计规程，只

提出规则结构对应的准则，未能划分规则和不规则，当然也未能

针对不规则结构提出明确设计规定。

因规范依据和设计规定不足，而且对抗震设计的理解不到

位，让很多设计人员未能良好把握结果规则性，甚至只听从建设

方要求，导致实际工程建设出现规则性很差且对结构抗震极为

不利的房屋建筑。

2.3 板—柱结构设计方面的问题
对于板—柱结构，其节点连接往往十分薄弱，这对抗震十分

不利。在过去，因抗震规范与高规都没有对该结构提出明确设计

要求，让设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秉承盲目性与随意性。以某房屋

建筑为例，地上 21层，建筑高度为 75m，采用中间核心筒外侧板
柱的结构。可见，该房屋建筑所用承重结构不合理。由于该结构

在建筑抗震上问题明显，所以在最新的抗震规范当中新增相关

设计计算要求，以建筑最大适用高度为例，当为V度设防时，应
取 40m，而为 度设防时，应取 35m，同时还对节点构造提出明确
要求[5]。

2.4 结构缝设置方面的问题
对于长度较大的房屋建筑，为尽可能减少温度变化可能对结

构造成的不利影响，应做好伸缩缝的设置。部分设计人员提出可

使用后浇带彻底取代伸缩缝，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

这是因为后浇带只能减少混凝土发生干缩造成的影响，无法从

根本上消除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在后浇带混凝土达到封闭状

态后，结构受到温度变化作用，将无法起到作用。对于无法进行

伸缩缝设置的结构，不仅要设置后浇带，而且还应采取有效构造

加强措施，比如加强屋面保温，在受温度变化直接影响的区域设

置直径相对较小的温度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使用预应

力结构。

对于地下室结构，一般不设缝。部分设计人员习惯在主楼和

裙楼的地下室之间进行沉降缝的设置，如图 1所示，这样虽然能
有效避免差异沉降，但设缝必然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底板

与外墙的设缝处节点处理十分复杂，施工难度增大，容易产生渗

漏等问题。此外，还会使高层建筑基础埋深无法满足要求。基于

此，地下室应尽量不设缝，采用其他技术有效解决差异沉降，比

如设置桩基，确保绝对沉降与差异沉降均处在允许范围之内，也

可在主楼与裙楼之间进行后浇带的设置，在主楼封顶之后通过

后浇带浇筑形成整体。地下室处在土中，在施工完成后受温度变

化这一因素的影响很小，所以对长度较大的地下室，可采取以

下措施来减小混凝土材料干缩及温度应力等因素造成的影响：

设置后浇带、使用具有补偿收缩特性的混凝土、在局部增加配

筋率[6]。

地下室底板与外墙施工中所用混凝土的强度等级都不能太

高，现在大部分工程都使用商品混凝土，这是因为混凝土强度主

要由水泥用量决定，对强度较高的混凝土，其水泥用量必然较

大，导致收缩量增大。

3 结语
综上所述，房屋建筑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的，以上结合以往工作经验，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问

题，以此为结构工程师提供参考借鉴。若文中存在不当之处，望

同行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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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沉降缝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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