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学研究与实用

4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通病浅析

陈中涛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 610213

摘 要：随着人们对居住生活空间要求的不断提高，建设工程中的质量通病逐渐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本文从房屋

建筑工程屋面、楼板、墙体裂缝、外墙、屋面渗漏、抹灰空鼓、开裂等方面的质量通病分类、产生原因、防治措施等

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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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住宅建筑的质量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

一些质量通病时有发生，有的直接影响了建筑物的使用

安全，有的影响了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做好质量通病的

防治工作，首先要做好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从思想上

重视，并把这种重视落实到施工的各个生产环节中，做

好施工技术质量交底工作，质量检查等做好质量通病的

防治工作，也是提高工程质量的有效途径。

所谓工程质量通病就是大家通常在施工当中所犯的

同样毛病，虽然直接导致不了重大质量事故，但如果不

克服，仍会对工程质量造成严重后果。这些通病，有的

缩短了建筑物的使用年限，有的直接影响建筑物使用安

全，有的影响了建筑物的使用功能。从而引起业主对工

程质量的投诉，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质量通病在工程施工中存在于各个分部分项工程

中，主要有以下几种：1、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通病，

2、混凝土工程质量通病，3、钢筋工程质量通病，4、模

板工程质量通病，5、模板工程质量通病，6、构件安装

工程质量通病，7、钢结构工程质量通病， 、防水工程

质量通病等

屋面、楼板、墙体裂缝

所谓的屋面、楼板、墙体裂缝，就是在建筑物的屋

面、墙体等部位产生小的缝隙，根据裂缝的深度不同，

主由表现为：表面裂缝、深层裂缝、贯穿裂缝三种。

表面裂缝主要是温度裂缝，一般危害较小，但

影响到外观质量。

贯穿裂缝是由混凝土表面裂缝发展为深层裂

缝，最终形成贯穿裂缝；它切断了结构断面，可能破坏

结构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其危害性是严重的[2]。

楼地面、外墙、屋面渗漏

贯穿裂缝若发生在有水的地方，那就导致渗漏，楼

地面，外墙、屋面这些部位经常遭受雨雪的浸蚀，在这

些部位若有裂缝的病害，那就会导致渗漏，轻者是渗，

重者就是漏，这是绝不容许的，这严重影响使用功能还

会造成室内的家具设备受到破坏。

抹灰空鼓、开裂

抹灰，是将各种砂浆涂抹在建筑物的墙、顶、地等表

面。它除具有保护结构、连接找平、防潮防水、隔热保温

等功能外，还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及工艺形成不同的色彩、

质感、线形，提高装饰效果。抹灰的空鼓、开裂就是抹灰

层与基层未能很好的粘结，一般是先空鼓后开裂。

屋面、楼板、墙体裂缝的原因

钢筋混凝土屋面、楼板、墙体裂缝的原因80%以上裂

缝原因是地基、温度、干燥收缩（干缩），也有设计疏

忽、施工质量、材料不合格及缺乏经验等，最为常见的

裂缝有以下两类。

温度裂缝

最常见的是在砼平屋盖房屋顶层两端的墙体上，如

在门窗洞边的正八字斜裂缝，平屋顶下或屋顶圈梁下沿

砖灰缝的水平裂缝，及水平包角裂缝（包括女儿墙）。

温度裂缝是造成墙体早期裂缝的主要原因[1]。这些裂缝一

般经过一个冬夏之后逐渐稳定，不再继续，裂缝的宽度

随温度变化而略有变化。

干缩裂缝

如房屋内外纵墙中间对称分布的倒八字裂缝；建筑

一至二层窗台边的斜裂缝或竖向裂缝；屋顶圈梁下出现

的水平缝和水平包角裂缝；大片墙面上出现的底部重、

上部较轻的竖向裂缝。

干缩变形的特征是早期发展较快，影响大。材料放置

能完成部分干缩变形，以后逐步变慢，几年后方停止。

干缩后材料受湿仍会膨胀，脱水后会再次干缩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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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但其干缩率减小，约为首次的80%左右。这类裂缝在

建筑上分布广、数量多、裂缝的程度也较严重。

楼屋面裂缝

下面重点分析楼屋面裂缝,主要表现为：表面龟裂、

纵向、横向裂缝以及斜向裂缝。究其原因，主要有混凝

土原材料，施工及设计等三大方面原因。

1、原材料方面

(1)水泥凝结或膨胀不正常，如水泥安定性不稳定，

水泥中含有生石灰（过火石灰）或氧化镁，这些成分缓

慢水化并产生体积膨胀，引起裂缝。

(2)若骨料含泥量过多，随着砼干燥将产生不规则的

网状裂缝。

(3)碱—集料反应：水泥水解形成的氢氧化钾与集

料中活性氧化硅发生化学反应，在集料表面生成复杂的

碱—硅酸凝胶。生成的凝胶不断吸水，体积不断膨胀，

导致水泥石胀裂。当集料中夹杂着活性氧化硅，所用的

水泥又含有较多的碱时可能会发生此类破坏。

2、施工方面

（1）振捣：在砼浇捣前，先将基层和模板浇水湿

透，避免过多吸收水分，浇捣过程中应做到既振捣充分

又避免过度。

（2）养护：砼楼板浇筑完毕后，表面刮抹应限制，

防止在砼表面撒干水泥刮抹，并加强混凝土早期养护。

楼板浇筑后，对板面应及时用材料覆盖、保温。

（3）施工操作程序：不盲目赶工，杜绝过早上人、

上荷载和过早拆模。浇捣过程中派专人护筋，避免踩弯

负筋。通过在大梁两侧的面层内配置通长的钢筋网片，

承受支座负弯矩，避免因不均匀沉降产生裂缝。

（4）施工后浇带的施工：应认真领会设计意图，制

定施工方案，杜绝在后浇处出现砼不密实、不按图纸要

求留企口缝等现象。

楼地面、外墙、屋面渗漏的原因

楼地面、外墙、屋面渗漏的原因,追其根源还是因为

这些部位出现了裂缝，并且这些裂缝经过发展成了贯通

裂缝，就导致了渗漏。

抹灰空鼓、开裂的原因

抹灰空鼓、开裂就是抹灰的砂浆与基层粘结不牢，抹

灰施工一般需要分层进行，以利于粘结牢固、抹灰平整和

避免开裂。如果一次抹得太厚，由于某种原因见外收水快

慢不同，空易出现裂缝，起鼓和脱落现象。因此，抹灰通

常由底层、中层、面层三个层次组成。底层也称粘结层,主

要起与基体的粘结和初步找平作用.所使用的材料应与基体

相适应。中层也称找平层，主要起找平作用。其材料要与

底层及面层材料相适应。按照抹灰平整度要求及层厚限制

可一次抹成，也可分遍进行。面层也称装饰层，主要起装

饰作用。所用材料应根据设计要求的装饰效果而定。室内

墙面及顶棚抹灰，常用麻刀来或纸筋灰，室外抹灰常用水

泥砂浆或水泥石渣类饰面层。

屋面、楼板、墙体裂缝

墙体裂缝的控制措施

（1）对墙体的组砌方法要检查是否正确，应采用

“三一砌筑砖法”施工，当采用铺浆法砌筑时，铺浆长

度不应超过500㎝，且应保证砂浆饱满密实。

（2）施工洞、脚手眼等后填洞口补砌时，应将接槎

清理二次，浇水湿润，并填实砂浆，外墙等防水墙面的

洞口应采用防水微膨砂浆分次堵砌，孔洞堵塞应由专人

堵砌，并及时办理专项隐蔽验收手续。

（3）填充墙砌至接近梁底、板底时应留有一定的空

隙，填充墙砌完并间隔15天后，方可将其补砌挤紧，补

砌时的双侧坚缝使用高强度等级的水泥砂浆嵌填密实。

楼板裂缝的控制：

（1）在原材料进场时应对其品种、级别、规格、批

次、日期、数量等进行检查，水泥宜优先使用强度较高

的碳酸盐水泥，并对其强度、安定性及其它必要的性能

指标进行复试。

（2）严格控制现浇板的厚度，和现浇板中钢筋保护

层的厚度，在浇灌混凝土时保证不位移。

（3）现浇板中的线管必须布置在钢筋网片之上，

（双层双向配筋时，布置在下层钢筋之上）交叉布线处

应采用线盒。水管严禁水平埋设在现浇板中。

（4）施工缝的位置和处理应严格这按照设计要求和

施工技术方案执行。浇筑时应采用补偿收缩混凝土，其

混凝土强度应提高一个等级。

楼地面渗漏的控制措施

（1）厨房、卫生间和有防水要求的楼、地面必须按

规定做好防水隔离层。

（2）厨房、卫生间和有防水要求的楼板周边除门洞

外，应按设计要求或按相关验收等文件规定，向上做一

道混凝土翻边。

（3）上下水管道等预留洞口座标位置应施工正确，

洞口形状为上大下小，PVC管道穿过楼面时，宜采用预

埋接口配件的方法。

外墙渗漏的防治措施

（1）外墙粉刷时应按规定设置分格缝，或掺入聚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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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抗裂纤维。

（2）每一遍抹灰前，必须对前一遍的抹灰质量（空

鼓、裂缝）检查处理，（空鼓的重粉、只裂不空的部位

应用水泥素浆封闭）后才进行外墙抹灰施工。各抹灰层

接缝位置应错开，并应设置在混凝土梁、柱中部。

（3）抹灰总厚度过大时，必须采用挂大孔钢丝网的

措施，且固定钢丝网片的固定件描入混凝土基体，必要

时应由设计单位提出加强措施。

屋面渗漏的防治控制措施

（1）屋面工程施工前，应编制详细施工方案。经监

理人员确认后组织施工。

（2）基层处理剂应涂刷均匀，对屋面热节点、周边

转角等用毛刷先行涂刷，基层处理剂、接缝胶粘剂、密

封材料等到应与铺贴的卷材材料相容[3]。

（3）不应在下雨天、雪天等天气和环境平均温度低

于零度时施工，并应防止基层受潮。

（4）上卷材铺贴方法要正确，不应相互垂直铺贴。

相邻两幅卷材的接头应相互错开300mm以上。叠层铺

贴时，上下层卷材间的搭接缝错开，叠层铺设的各层卷

材，在天沟与屋面的连接处应采取叉接法搭接，搭接缝

应错开，接缝宜留在屋面或天沟侧面，不宜留在沟底，

搭接无滑移，无挠边。

抹灰空鼓、开裂的防治控制措施

（1）抹灰前必须对结构层表面掉落的砂浆和杂物清

理干净，浇水浸润；抹灰用的砂浆必须有良好的粘结

度。可以在抹灰砂浆中填加乳胶材料，同时石灰进行必

要的熟化，熟化程度要符合要求。

（2）对有试配要求的砂浆、混凝土等，要之前进行

试配，确定合适的配比后方可进行施工。抹头一层水泥

砂浆前要清理楼板缝隙，再按设计要求设拉筋或钢网

“甩浆、挂网”等多种措施进行防治

结语

房屋通病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屡屡出现，出现的原因

也多种多样，相关施工人员责任心不强和一些外部自然

因素造成的。要根本解决通病问题，需从提高管理人员

对防控工程质量通病重要意义的认识、提高施工管理人

员和操作者的专业技术水平入手，加强施工管理，从而

整体提高工程的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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