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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asonry building is semibasement, raft foundation. After constru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strength of foun-
dation concrete does not meet design requirements.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overall checking, poured a layer of con-
crete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raft foundation is applied to the structural strengthening, to enable the structure to meet 
the safety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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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某住宅楼为半地下室砌体结构，筏板基础，施工后发现基础混凝土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通过整体验

算分析，采用在原筏板基础上复浇一层混凝土的方法进行加固，以使结构满足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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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某砌体住宅楼，地下一层(半地下室)，地上六层，

天然地基，筏板基础，混凝土强度设计等级为 C30。

该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20 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建筑场地类别为Ⅲ

类。抗震设防类别为标准设防类，结构安全等级为二

级，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类。 

该建筑施工至一层顶时发现筏板基础混凝土强

度不足，委托检测单位检测后发现筏板基础部分区域

混凝土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为避免拆除造成的社会

影响及巨大经济损失，委托相关单位进行复核并出具

加固方案。 

2. 加固设计原则 

该建筑为住宅，在加固设计时，主要考虑以下原

则[1,2]： 

1) 安全、适用、经济； 

2) 尽量减少对其他结构的扰动；  

3) 尽量减小筏板基础加固对地下室空间的影响； 

4) 在内部空间使用及外部感官上尽量与原建筑

保持一致。 

3. 加固设计 

根据该工程实际情况及考虑的加固设计原则，对

该建筑筏板基础进行综合分析计算，经方案比较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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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加固方案。 

3.1. 加固方案介绍 

根据本工程地质勘查报告，该建筑所处场地类别

为Ⅲ类，筏板持力层为粉质粘土夹粉土，地基承载力

特征值为 120 kPa，原设计筏板厚度为 400 mm，

14@200 双层双向配筋，局部墙体支座处附加

12@200。 

考虑该建筑仅施工至一层顶，在加固设计时，地

基承载力仍按原设计进行计算。按照筏板实际强度和

实际厚度，采用 PKPM 软件对该筏板基础进行复核验

算[3,4]，发现该筏板基础部分区域抗冲切不满足规范要

求，且部分筏板边界裂缝超限，另外，当混凝土强度

不足时，混凝土构件的耐久性也会降低，需进行加固

处理[5]。 

根据整体验算结果，考虑被加固构件的位置环境

及基础类型，又由于该房屋作为销售的房屋，采用加

固手段修复后，必须保证室内的外观整洁，不能存在

明显的痕迹[6]，因此本工程采用增大筏板截面的方法

进行加固，对原筏板基础整体补强。具体做法为对原

筏板板面处理后，再现浇一层钢筋混凝土板，使两层

板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新的叠合式受弯构件，大大提

高其承载力和刚度，以解决原筏板基础抗冲切不足和

筏板边界裂缝的问题。 

3.2. 筏板加固设计 

由于该工程筏板浇筑用混凝土为同一批且同一 

时间浇筑，加固设计时应通盘考虑，对筏板进行整体

补强加固。采用 PKPM 复核验算，经反复比较，原

400 mm 厚筏板基础上需增加 150 mm 厚钢筋混凝土

叠合层，才能达到规范的各项参数要求。此时，筏板

总的厚度为 550 mm，在 PM 标准组合下，筏板板底

平均反力(含基础自重)为 119 kPa，满足地基承载力的

要求，在 PM 准永久组合下，偏心距比值为 0.24，满

足规范不宜大于 1.0 的要求[3]。配筋验算表明，增大

截面后，筏板原跨中配筋及局部支座负弯矩筋稍有不

足，因此，考虑筏板上部增加受力补强钢筋，补强钢

筋采用 HRB400( )级，fy = 360 N/mm2， 14@200

单层双向配置，地下室墙体大洞口处附加 3 16，如

图 1 所示，并采用锚拉筋连接原筏板基础和新增补强

钢筋，锚拉筋为 8@600 矩形布置，锚拉筋连接示意

图见图 2。构造柱处补强钢筋化学植入锚固，植入深

度不小于钢筋直径的 20 倍。上部新浇层厚度为 150 

mm，采用 C35 混凝土浇筑，复浇层钢筋保护层厚度

为室外 50 mm，室内 20 mm。 

砌体墙处的补强钢筋应按照图 3(1-1 剖切面)的方

式穿过墙体，考虑现场实际情况及砌体结构的受力方

式，钢筋穿墙的设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直接在相

应位置处穿透墙体，通过钢筋搭接的方法连通筏板上

部，另一部分是墙体上每隔 600 mm 开凿一 600 mm

长、180 mm 高的洞口，待钢筋穿过洞口后采用 C35

高强无收缩灌浆料填实，以使新浇筑的灌浆料与原筏

板和承重墙形成局部加强区域。灌浆料浇筑必须保证

与开洞墙体四周顶紧，周围不得留有空隙，以使上部 
 

 

Figure 1. Foundation reinforcement floorplan 
图 1. 基础加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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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有效传递至基础。且每面墙体开洞总长度不应超

施工技术要点

本工程为砌体结构，对筏板基础进行加固时，应

避免对承

3.3.1. 施工步骤 

前，应对原筏板上表面进行处理，剔

凿上部混

理工作面； 

对一个方向上的墙体进行洞

口开凿

或其他杂

物，并充

并振实。

3.3.2. 化学植筋施工工艺 

设计方案，结合实际情况，

由现场技

2) 钻孔。在确定的植筋位置，用专用电锤在基材

上钻孔，

尘，并

保持孔内

注入现场配制好的植筋胶。 

触动所植钢

筋，粘结

结束语

在工程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混凝土构件强度

不足的现

强度筏板基础的加固设

计，

过该面墙长的一半，避免加固中对承重构件造成破

坏，得不偿失。 

3.3.  

重墙体造成破坏。本工程地下室外墙厚 370 

mm，内墙厚 240 mm，施工步骤及化学植筋施工工艺

如下。 

1) 

凝土至密实区为止，新旧混凝土接触部分应

充分凿毛[7]； 

2) 清

钢筋绑扎

3) 墙体开洞时，应先

，然后定位受力钢筋，支模并使用高强无收缩

灌浆料填实该洞口，周围不得有空隙；灌浆料达到一

定强度后，对纵向墙体剩余部分进行打眼、穿筋。然

后再按照上述方法对另一方向的墙体进行处理。以保

证在基础的加固过程中不影响墙体的承载能力； 

绑筋，定位锚拉筋，化学植筋；4)  

5) 浇筑混凝土前应清除所有碎石、粉尘

分湿润基层混凝土表面，涂刷界面剂； 

6) 支模，将拌和均匀的 C35 混凝土灌入模板中

 

1) 

术人员定出具体植筋位置。 

确定植筋位置。根据

孔径、孔深应满足有关规定要求。 

3) 清孔。钻孔后，用压缩空气吹洗孔内灰

干燥。 

4) 孔内注胶。在孔内

5) 植入钢筋。插入钢筋锚固即可。 

6) 养护。在粘胶剂完全固化前，不得

剂固化时间 3 小时，常温下自然养护 24 小

时。 

4.  

象时有发生。混凝土强度不足对钢筋混凝土

结构构件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不但降低了结构构件

的刚度、强度和承载能力，而且对结构构件的耐久性

也有很大的影响。 

本工程为砌体结构中低

该方案的重点和施工难点为墙体局部开洞以及墙 

 

 
Figure 2. Anchor reinforcement connection diagram 

图 2. 锚拉筋连接示意图 

 

 
Figure 3. Wall openings illustration 

图 3. 墙体开洞示意图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64 



某砌体住宅楼筏板基础加固设计 

  

穿筋，以使新浇筑的灌浆料与原筏板和承重墙形

度筏板基础进行加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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