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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基是一项建筑的基础部分,地基的施工质量直接决定着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本文简述地基基础检测的特点和重要性,深入分析地

基基础检测的重要性,为建筑工程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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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的不断加快带动建筑工程的发展,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规

模不断扩大。建筑质量是建筑单位和业主单位均关心的重要问题,但在施

工期间存在一些质量问题,无法直接观察出。地基基础是建筑施工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直接影响着整体建筑质量和安全性。加强地基基础检测对于

建筑工程发展至关重要。 

1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检测的特点 

1.1复杂性 

我国国土资源风度,地域辽阔,地址类型多,施工环境相对复杂,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建筑工程的施工难度系数。建筑施工在进行前需全面了解当

地的地址环境,选择 佳的建筑方式。若施工现场为松软地区、存在冻土

或杂土时,需针对地质条件对现有施工方案进行优化,满足复杂环境下的

施工需要。 

1.2多发性 

影响地基基础施工的因素多,难以有效预测。例如在基坑的前期清理

中,若岩土杂物清理不及时,会导致地基偏移,影响整体工程质量
[1]
。 

1.3困难性 

地基基础施工时环境恶劣,难度较大,即便是严格遵守施工方案仍然

可导致问题出现,若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可影响施工工期,影响经济效益。 

1.4潜在性 

地基是建筑工程中的首道施工环节,在实际施工时较难实现多次检验,

且每一道检验工序存在较高的检验难度,质检部门工作顺利性受阻。部分

施工工序隐蔽性强,需多次检验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1.5严重性 

地基基础施工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但影响建

筑工程质量,还会出现人员伤亡和经济损伤。影响建筑施工的因素主要有

施工不规范、监管不到位、材料质量差等。 

2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检测的重要性 

在建筑行业的发展中,施工技术得到飞速提升,但质量问题依然存在,

并没有因施工技术的提升而减少。建筑负荷的增加导致地基变形程度增加,

直接降低建筑工程的稳定性。从结构上看,地基并不属于建筑结构内容中,

而是作为整个建筑的负载。只有地基稳定性,符合当地地质条件下的沉降

条件,才可保证建筑在后续的使用中不会变形
[2]
。进行地基基础检测时,需

使用关键技术进行加强检测,确保地基施工安全。 

3 地基地基检测的关键技术 

3.1建筑物沉降值<容许变形值> 

建筑物容许变形值与建筑物自身的刚度和强度相关,需结合建筑物

使用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不同建筑物的容许变形值不同。其一,建筑物的

局部沉降存在一定差异,在容许变形值计算时首先要考虑局部倾斜值,

通过两点沉降与距离比进行检测。其二,在地质载荷分布均 的建筑中,

容许变形值得控制由地基沉降相关弯曲值计算。其三,对于水塔等高耸

建筑的检测中,选择整体倾斜值的计算方式,采用沉降差和位置比数据

进行控制。 

3.2单位面积压力<地基容许承载力> 

地基容许承载力主要有三种方式决定,其一是地基在外荷载作用下的

限制塑性区,其二是地基极限荷载与安全系数比,其三是施工现场开展试

验确定方式,其中第三种方式应用 多。 

3.3保证地基稳定 

地基在施工后需稳定,无滑动风险,一旦存在滑动风险时要进行稳定

性复合验算
[3]
。比如建筑物在边坡位置、建筑旁存在基坑和洞体、建筑物

基坑较深、建筑物水平荷载等。不同建筑物对地基强弱要求存在明显差异,

需结合建筑规模、使用途径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针对冻土地基或湿陷性

黄土地基,不仅要考虑上述因素,还需充分考虑地基本身特点。 

4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检测方式 

4.1低应变法 

低应变法可应用在桩身的完整性检测中,适用性广泛,被检测人员广

为接受。在实际施工中,首先要确定桩身波束的平均值,结合桩身应力波速

时程曲线对桩身的完整性展开分析。低应变检测中,需重视确定桩身波速

平均值,明确桩长和桩底反射信号时,需至少选择5根桩的桩身波速值来计

算平均值。 

4.2声波透射法 

声波透射法利用预埋声测管对混凝土灌注桩桩身完整性进行良好检

测,对桩身存在的缺陷和缺陷程度进行评估。选择标定法确定仪器系统的

延迟时间,将放射器和接收器水平悬浮在清水中,通过逐点改变点源距离

测量声时的方式来记录声时数据,绘制线性回归时距曲线。在声测管数值

修正时,要结合声测管直径、水声速、换能器外径等综合计算。 

4.3静载试验基准桩和基准梁 

在地基荷载试验之前,需进行基准桩和基准梁的实验,确保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检测人员需重视静载试验。采用小型钢桩将基准桩打下一定深

度,需保证基准桩稳定,不受地面震动或人为因素影响,需注意基准桩不可

用砖块等替代。基准桩的选择要有强度保证,一端固定在梁端,另一端支在

基准桩,做好基准梁保护,避免受温度、震动等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梁国斌.建筑工程地基基础检测的重要性和关键技术[J].智能城

市,2018,4(09):77-78. 

[2]余盛.建筑工程地基基础检测工作的策略探究[J].工程技术研

究,2019,4(12):15-16. 

[3]张学军.桩基础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设备工

程,2020,(09):217-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