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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施工中墙体裂缝防治技术探讨

曹�浪
深圳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广东�深圳�518000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房屋建筑施工中墙体裂缝防治技术。在墙体裂缝防治过程中，可以通过优化设计、控制材

料质量、加强施工过程控制、增加构造措施和做好监测与维护等措施来预防和解决墙体裂缝问题。这些措施可以有效

地减少和避免墙体裂缝的产生和发展，提高建筑物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保证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和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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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房屋建筑是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质量和使用寿命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

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然而，在房屋建筑的

施工过程中，墙体裂缝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影

响了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和耐久性。因此，如何防治墙体

裂缝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墙体裂缝成因

（1）材料因素。墙体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不当是导致
墙体裂缝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墙体材料，如混凝土，

具有较高的热膨胀系数，在受到高温或低温影响时，容

易出现裂缝。此外，混凝土的配合比、添加剂的使用

等如果不当，也可能导致墙体裂缝的产生。不同的墙体

材料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如热膨胀系数、吸水

率、抗压强度等。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如果对墙体材

料的这些性质了解不足，就可能造成墙体材料选择不

当，或者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产生裂缝。（2）施工因
素。施工过程中的一些因素也是引起墙体裂缝的重要原

因。这些因素包括施工方法不当、施工顺序不合理、施

工质量控制不严格等。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施工方法不

当，例如模板支撑不牢固、浇注技术不当等，都可能导

致墙体的质量出现问题，进而产生裂缝。此外，施工顺

序不合理也可能导致墙体裂缝的产生。有些工程为了赶

进度，往往在混凝土尚未达到设计强度时就进行下一步

施工，这样容易导致墙体开裂。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格也

是引起墙体裂缝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在混凝土浇注

过程中，振捣不足或过猛都可能导致混凝土出现裂缝。

此外，混凝土的养护不当也可能会引起墙体裂缝的产

生。（3）结构设计因素。建筑结构的设计不合理也是
引起墙体裂缝的重要原因之一。结构设计中的荷载分

布、变形缝设置、结构缝处理等如果不合理，都会导致

墙体的裂缝产生。在建筑结构设计中，如果荷载分布不

合理，就可能导致墙体出现局部应力集中，进而产生裂

缝。此外，变形缝设置和结构缝处理不当也可能会导致

墙体裂缝的产生。例如，如果变形缝设置不当或未设置

变形缝，当建筑物受到温差、地震等作用时，就可能会

出现裂缝。

2��墙体裂缝分类

2.1  按裂缝形状分类
根据墙体裂缝的形状，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1）垂直裂缝。垂直裂缝是指沿着墙体的主筋方向的裂
缝。这类裂缝通常比较规则，一般出现在墙体的上部和

下部，有时也会出现在墙体的中部。垂直裂缝的产生主

要是由于混凝土浇注时的收缩和徐变导致的。在浇注过

程中，混凝土会产生一定的收缩和徐变，如果这些变形

受到限制，则可能产生垂直裂缝。此外，垂直裂缝也可

能是由于模板支撑不牢固或过早拆模导致的。（2）水平
裂缝。水平裂缝是指沿着墙体的水平方向发展的裂缝。

这类裂缝通常出现在施工缝或伸缩缝处，特别是在一些

高度较大的墙体中更容易出现。水平裂缝的产生主要是

由于温度变化和混凝土收缩等因素导致的。在施工过程

中，如果混凝土浇注速度过快或过慢，或者在养护过程

中存在不当操作，都可能导致水平裂缝的产生。此外，

结构设计中的荷载分布和变形缝设置不当也可能导致水

平裂缝的产生。（3）八字形裂缝。八字形裂缝是指沿
着墙体的两个方向发展的裂缝，一般出现在墙体的转折

处或荷载突变处。这类裂缝通常是不规则的，有时也会

呈现出“X”形或“Y”形。八字形裂缝的产生主要是由
于结构设计和施工不当导致的。例如，在结构设计过程

中，如果荷载分布不均匀或者变形缝设置不当，就可能

导致八字形裂缝的产生。此外，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模

板支撑不牢固或者混凝土浇注不当，也可能导致八字形

裂缝的产生。墙体裂缝的形状取决于其产生的原因和条

件。不同类型的裂缝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危害性。在设计

和施工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种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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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防止和控制墙体裂缝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建筑物

的使用过程中，也应加强维护和保养工作，及时发现和

处理墙体裂缝问题。

2.2  按裂缝成因分类
根据墙体裂缝的成因，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1）收缩裂缝。收缩裂缝是指由于混凝土收缩而引起的
裂缝。在混凝土凝固过程中，由于水分蒸发和碳化作用

等原因，混凝土会产生体积收缩。如果这种收缩受到限

制，例如墙体的厚度较大或模板支撑不牢固，就可能在

墙体表面出现收缩裂缝。收缩裂缝一般比较细小，深度

较浅，通常出现在墙体的中部和上部。（2）温度裂缝。
温度裂缝是指由于温差过大而引起的裂缝。在施工过程

中，如果混凝土浇注时温度较高，而施工完成后环境温

度骤降，或者在养护过程中存在不当操作，例如过早拆

模或过早暴露在高温环境下，都可能导致温度裂缝的产

生。温度裂缝通常比较规则，一般沿着墙体的垂直方向

发展，深度较浅。（3）沉降裂缝。沉降裂缝是指由于地
基不均匀沉降而引起的裂缝。在建筑物建设过程中，如

果地基处理不当，例如地基土质不均匀、地下水位过高

或地基处理方法不当，都可能导致地基的不均匀沉降。

当这种沉降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墙体上产生裂缝。

沉降裂缝通常比较规则，沿着墙体的垂直方向发展，并

且深度较深。除了以上三种类型的裂缝，还有其他一些

原因也可能导致墙体裂缝的产生，如结构设计不合理、

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格、材料选择不当等。此外，一些环

境因素（如风、雨、雪等）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可能对

墙体造成损害，进而产生裂缝。为了有效防止和控制墙

体裂缝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从结构设计、材料选择、施

工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控制和管理。同时，在建筑

物的使用过程中，也应加强维护和保养工作，及时发现

和处理墙体裂缝问题。

3��房屋建筑施工中墙体裂缝防治技术

3.1  优化设计
（1）应考虑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和局部构造。建筑物

的整体结构包括建筑物的体型、高宽比、柱网尺寸、抗

侧力构件的位置和形式等。局部构造则包括墙体的位

置、厚度、形状、材料和配筋等。在设计阶段，应充分

考虑这些因素，避免出现应力集中的情况。例如，在建

筑物的体型设计时，应尽量采用规则的几何形状，避免

采用过大的高宽比和过长的建筑物长度。在柱网尺寸的

设计时，应尽量避免过大或过小，以避免产生过大的温

度应力和收缩应力。在墙体的位置和厚度设计时，应尽

量避免出现突变的情况，以避免产生应力集中。（2）

对于容易产生裂缝的部位，如沉降缝、伸缩缝等，应采

用合理的措施进行预防。沉降缝和伸缩缝是建筑物中不

可避免的构造措施，但可以通过合理的设置来减小其产

生的影响。例如，在设置沉降缝时，应将建筑物分成若

干个独立的部分，避免建筑物整体产生不均匀沉降。在

设置伸缩缝时，应合理设置伸缩缝的位置和深度，并采

用有效的伸缩缝材料和构造措施，以避免建筑物因温度

变化而产生的裂缝。（3）还可以通过增加配筋、加强
结构构件的刚度和强度等措施来预防墙体裂缝的产生。

例如，在墙体的配筋设计时，应适当增加水平配筋的密

度和数量，以增加墙体的抗裂能力。在结构构件的设计

时，可以通过增加截面面积、采用高强度材料等措施来

提高结构构件的刚度和强度，从而减少裂缝的产生。

3.2  控制材料质量
（1）应选用质量可靠的原材料。墙体材料的原材料

包括水泥、砂、石、外加剂等。在选择原材料时，应选

用符合设计要求、质量可靠、性能稳定、符合工程需要

的主材和辅材。同时，应按规范要求对原材料进行进

场检验，确保进场的原材料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

（2）根据施工环境和设计要求进行合理配比。墙体材
料的配比直接影响其质量和性能。在配制墙体材料时，

应根据设计要求和施工环境，选用适当的原材料配比方

案。例如，在配制混凝土时，应根据混凝土的强度等

级、耐久性和工作性能等因素，合理调整水灰比、砂率

等参数，以确保混凝土的质量和性能符合要求。（3）应
保证砌块材料龄期足够。砌块材料是墙体材料中的一种

常见类型，其龄期对其质量和性能有重要影响。在选择

砌块材料时，应选用龄期足够、质量可靠的砌块。避免

使用断裂、缺棱掉角的砌块，因为这些砌块容易在施工

期间产生裂缝。（4）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来控制墙体材
料的质量。例如，在墙体材料的运输和存放过程中，应

采取保护措施，避免材料损坏和污染。在施工前，应对

墙体材料进行复试，确保其性能和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和

相关标准。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墙体材料的

保管和使用，避免材料被污染和损坏。

3.3  加强施工过程控制
（1）应严格遵守工艺规程。在施工过程中，应按照

设计要求的工艺规程进行操作，确保每个环节的质量控

制。例如，在混凝土浇注过程中，应按照规定的浇注顺

序进行，避免出现局部过载、漏振等问题。在养护过

程中，应根据环境条件和混凝土性能采取适当的养护措

施，避免出现养护不到位或过度养护等问题。（2）应
控制好混凝土的浇注和养护。混凝土是房屋建筑中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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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之一，其浇注和养护直接影响着墙体的质量和性

能。在浇注过程中，应控制好混凝土的配合比、坍落

度、浇注速度等参数，避免出现离析、泌水等问题。在

养护过程中，应根据环境条件和混凝土性能采取适当的

养护措施，避免出现养护不到位或过度养护等问题。

（3）对于砌块填充墙，应采用预拌砂浆，分次砌筑。
在每次砌筑过程中，应控制好砌块的含水率、垂直度、

平整度等参数，避免出现砌块不均匀沉降、开裂等问

题。在每次砌筑高度达到1.5m时，应暂停施工，待砌块
稳定后再继续砌筑。在日砌筑高度不宜大于2.8m的情
况下，应采取相应的支撑措施，避免出现墙体开裂等问

题。（4）填充墙与周边混凝土结构竖向衔接处应预留
15~20mm宽缝隙，待墙体砌筑完成后，采用掺加不大于
水泥重量5%的膨胀剂的干硬性水泥砂浆二次嵌缝，并嵌
填密实。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减小墙体与周边混凝土结构

之间的沉降差异，避免出现裂缝等问题。

3.4  增加构造措施
（1）对于容易产生裂缝的部位，应增设构造柱、圈

梁等构件，提高墙体的整体稳定性。构造柱和圈梁是房

屋建筑中常用的构造措施，它们可以增加墙体的整体刚

度和稳定性，避免墙体因为承受过大应力而产生裂缝。

在增设构造柱和圈梁时，应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设计，确

保其位置、数量、配筋等参数符合要求。（2）在门窗洞
口等薄弱部位，应采取加强措施，避免产生裂缝。门窗

洞口是房屋建筑中的薄弱部位之一，容易因为应力集中

而产生裂缝。为了减少裂缝的产生，可以在门窗洞口四

周设置构造柱或抱框，增加洞口四周的刚度和稳定性。

同时，也可以在洞口底部设置加强筋，以进一步提高洞

口的强度和稳定性。（3）还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来增加墙
体的整体稳定性和抗裂能力。例如，可以在墙体内设置

水平钢筋或钢丝网，增加墙体的抗裂能力。在墙体表面

设置聚合物砂浆或纤维水泥砂浆等材料，也可以有效提

高墙体的抗裂能力和耐久性。

3.5  做好监测和维护

（1）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墙体的监测。在墙体
施工期间，可以通过采用无损检测技术如超声波、射线

等手段对墙体进行监测，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裂缝问

题。同时，也可以通过对墙体表面进行观察、触摸等方

法，检查墙体的平整度、垂直度等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通过这些监测措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补

救措施。（2）在建筑使用过程中，应定期对墙体进行检
查和维护。在墙体使用期间，应定期对墙体进行检查，

包括墙体的外观、平整度、垂直度等参数。同时，也应

检查墙体是否存在开裂、脱落等问题。如果发现墙体存

在裂缝或其他问题，应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如对

裂缝进行封闭、修补等。通过这些检查和维护措施，可

以有效地减少墙体裂缝的产生和发展。（3）还可以采取
其他措施来加强监测和维护。例如，可以建立完善的监

测和维护制度，明确责任人员和监测维护周期。同时，

也可以采用智能化的监测系统，对墙体进行实时监测和

维护。

结语：本文通过对房屋建筑施工中墙体裂缝防治技

术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建议。这些措施

包括优化设计、控制材料质量、加强施工过程控制、增

加构造措施和做好监测与维护等。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

减少和避免墙体裂缝的产生和发展，提高建筑物的整体

性和稳定性，保证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和耐久性。希望这

些措施可以为房屋建筑施工中的墙体裂缝防治提供一定

的帮助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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