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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鉴于广西建筑工程质量缺陷和施工通病有上升的

趋势，为了提高建筑工程质量水平和减少用户投诉，广

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和广西工程建设质量安

全管理协会组织专家编写了《建筑工程常见质量缺陷

与施工通病防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编者收集

多年的调研成果以及质量投诉处理、广西区内外质量

缺陷和施工通病处理的成功经验，经过论证，形成初稿。

初稿经 3次修改和 3次专家组复核，即前后经过 6次
修改与补充，现在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指南》内容有 10章和 2个附录，针对广西建筑
工程质量缺陷和施工通病出现频率较多的问题，逐一

从现象、原因分析、纠正或防控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的阐述，可供建设、设计、审图、施工、监理等单位参

考，对质量控制起到指导作用，防止或减少质量缺陷和

施工通病的产生。

参加《指南》内容立项论证或编写的单位有广西

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建工集团

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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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华宇建工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土木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以及广西梧州市、钦州市、来宾市、崇左市、百

色市、河池市、武鸣县、宾阳县、防城区等地的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机构。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帮助，

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们在编写中力求做到内

容精练，重点突出，因此本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

性。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漏之

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广西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协会
                                                2013年 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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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总 则

（1）为克服工程质量通病，提高建筑工程质量水
平，规范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工作，编写本《指南》。

（2）本《指南》结合广西建筑工程质量现状，对
工程中存在影响结构安全和正常使用功能的质量通病

提出可供借鉴的控制措施。

（3）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尚应符合国家、自治区有
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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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地基与基础工程

     2.1 一次性开挖至持力层，未及时施工      
基础垫层

2.1.1 现象

一次性开挖至持力层后，未及时进行基础垫层施

工，基坑（槽）暴晒时间过长或被水浸泡。

2.1.2 原因分析

用机械挖土前，未进行技术交底；施工组织设计中

交底不清楚，施工工序安排欠考虑。

2.1.3 施工要求

（1）做好基坑（槽）周边排水，以免基坑（槽）积水。
（2）基坑（槽）开挖时严禁持力层受浸泡和扰动，

机械开挖时应留 150～300mm厚土层由人工清理，开
挖完成应及时通知监理单位组织验槽。

（3）挖除受浸泡或暴晒后的软弱土，在持力层上
浇筑垫层。

（4）地基验收分区分段进行，采取平整一段、验收
一段、施工一段的办法，保护地基（特别是膨胀土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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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水分散失或雨水浸泡而变形破坏。

（5）及时回填土，当某段基础施工完毕，应及时验
收，回填土时严禁灌水操作。

2.2 人工挖孔桩未做二次清孔

2.2.1 现象

人工挖孔桩未清孔，或只做一次清孔就浇筑混凝

土。

2.2.2 原因分析

（1）技术交底不清。
（2）管理人员监管不到位。

2.2.3 防控措施

（1）施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明确人工挖孔
桩必须进行二次清孔。

（2）施工要求：人工挖孔灌注桩施工过程要进行
两次清孔，第一次在成孔时进行，第二次在安装钢筋笼

之后进行，安装钢筋笼后应立即浇筑混凝土。

2.3 不按要求做超前钻

2.3.1 现象

在地质情况复杂的岩溶地区，基桩工程不按要求

做超前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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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原因分析

设计单位未提出具体要求，或者施工单位未认真

查看图纸，对地质复杂程度不了解，不执行技术标准的

规定。

2.3.3 防控措施

按照 GB 50007—201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第 8.5.6-6条的规定：嵌岩灌注桩桩端以下 3倍直径且
不小于 5m范围内应无软弱夹层、断裂破碎带和空洞穴
分布，且在桩底应力扩散范围内应无岩体临空面。

（1）岩溶地区的嵌岩溶灌注桩应在施工前采用超
前钻并结合其他物探方法查明桩端基岩性状，包括岩

样的强度、桩端以下 3倍桩径且不小于 5m范围内是
否有溶洞等。

（2）在地质复杂或原勘察资料不准的情况下要做
超前钻。超前钻主要是针对岩溶地区基桩，而广西大

部分属于岩溶地区，在成桩之前采用钻探方法查其桩

底基岩情况，基本上是一桩一孔、大桩多孔。一般是在

桩设计图出来之后，挖桩到位，浇砼之前进行。一般地

区可以选点进行勘察，岩溶地区最好每桩勘察。

2.4 不按要求做单桩承载力检测

2.4.1 现象

对桩基的检测，在结施图的地基基础设计说明中

均有详细的说明，对重要建筑及在桩基础地质条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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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桩的施工质量可靠性低的情况下，应进行静载试验。

广西不少地方在执行 JGJ 94—2008《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及 JGJ 106—2003《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中，有很
多误解，用桩基低应变检测或桩基高应变检测代替静

载试验，这是十分错误的。

2.4.2 原因分析

（1）对桩基检测的有关规范、规定不了解。
（2）建设单位为了省钱。

2.4.3 防控措施

现将桩基检测规范的有关规定列出。

（1）低应变法。
适用于检测桩的桩身完整性，判定桩身缺陷的程

度及位置。

（2）高应变法。
适用于检测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和桩身完整性；

监测预制桩打入时的桩身应力和锤击能量传递比，为

沉桩工艺参数及桩长选择提供依据。

（3）钻芯法。
适用于检测混凝土灌注桩的桩长、桩身混凝土强

度、桩底沉渣厚度和桩身完整性，判定或鉴别桩端持力

层岩土性状。

（4）桩基静载试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桩基工程，应采用静荷载试验，

对工程桩进行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检测数量应为桩

总数的 1%，且不少于 3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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