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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提升,使得我国建筑行业也迎来了空前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土地资源紧张

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本文研讨的是老建筑的加固维修技术,以钢筋混凝土结构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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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

及对建筑物的抗震工艺技术都是比较落

后,对于抗震工艺的要求没有很好地进

行,这就使得目前我国许多的建筑物都

存在了许多的隐患。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的加固工艺技术主要是应用于目前我

国老旧建筑物修建与加固的整个过程,

这些建筑物因为其建设的问题或者是使

用方面的问题而造成自身产生了一定的

安全隐患,通过对其进行修建与加固不

但是可以彻底消除这种安全隐患,同时

还是可以极大地提高其建筑物质量。 

1 钢筋混凝土主体框架结构在

抗震和加固时出现的问题 

由于这种钢筋混凝土所形成的框架

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牢固,并且它的灵

活性强,在我国建筑工程和施工行业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而部分工程建设时间

已经有些多少年头,当时的建筑技术还

是不够成熟和完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中还是存在一些隐性问题,使得其抗

震水平降低。 

主要包括：第一,技术水平的限制,

使得框架结构强度未能达标。第二,结构

布设不合理,导致梁柱开裂情况存在；第

三,抗震缝隙增加,建筑物之间一般都会

存在有一个建筑物的变形缝隙,而且由

于建筑物的抗震缝隙空间过小,很容易

发生在遭遇重大地震时与建筑物之间相

互发生碰撞；第四,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的承载力明显降低,受限于当时我国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建筑物施工设备技术,

使得该医院建筑物的框架结构横截面比

较小,所以承受的压力太大,长一段时间

的影响就会导致其承载力的降低[1]。由

于建筑整体的框架结构和部分主要结构

之间的连接脆弱,通过用围护墙进行拉

结主要构件和建筑物的连接方式来增强

了建筑物整体的牢靠度和坚固性,而且

由于围护墙和主要构件之间的连接会出

现一些薄弱的现象,地震就是很容易导

致使其中间断开。 

2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加固

技术 

2.1结构加固的操作流程 

对建筑物设计和进行建筑物加固

和维护之前,首先需要对建筑物设计和

加固施工过程中的可行性和技术问题

进行有效的分析,分析项目主要涉及到

建筑材料质量,建筑物承载力和强度,

以及建筑物材料的动力稳定性和机械

运动特点等几个方面,并且需要对建筑

物设计和施工过程中的结构和可能发

生的安全隐患做好充分性的认识和了

解,从而保证建筑物加固和维护施工顺

利地进行[2]。对于被证明的材料和实际

情况并没有完全相符合的状态,相关施

工人员需要对其中的一些情况进行二次

质量检测和评定,从而有效地确保其所

得的证明材料和数据结果的可靠性和其

真实性。 

2.2外包钢加固法 

外包钢结构加固方法就是将外部钢

材包住并包裹在外部混凝土主体和构件

四周,对内部的混凝土主体进行一次加

固处理,该主体和构件之间的连接能够

确保混凝土和外部的钢材在一起开展工

作,从而可以使得主体和构件的表面抵

抗弯曲能力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从而

有效地改善了该主体和混凝土构件的安

全性。目前,应用于建筑施工中的外包钢

加固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干式加固法和湿

式加固法两种。其中,湿式加固法常被广

泛应用于横梁截面厚度受到一定限制、

表面温度较低但又需要大幅度地提升其

承载力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中,值得

注意的一点就是,若在建筑材料的使用

中存在一些具有腐蚀性的物质,施工人

员则需要及时地采取一些相应的防护措

施对其进行维修。 

2.3预应力加固法 

预应力加固法是一种在结构构件外

部采用预应力及钢筋拉杆对结构层进行

支持加固的方法,该技术的选型和操作

过程主要按照建筑物的实际情况和其特

点进行,预应力水平拉杆的技术主要适

用于由于受到外力弯曲导致的板、梁等

结构；而采用下撑式的预应力加固技术

主要适用于斜截面和正直立体表面均有

必要进行加固的构造；当遇到专门的结

构情况时,施工人员可以自由地选取两

种形式相互结合的方法。 

2.4截面加大法 

截面相应地加大计算方法就是指借

助于增加混凝土的截面表层面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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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原本构件的刚度和承载力[3]。该

种设计方法虽然具有技术实用性比较

强、施工简便等诸多优点,但在进行实际

操作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因为构件的养护

和混凝土浇灌的过程而引起工期的延长,

此外,截面尺寸的增大也可能会在某种

程度上增大了混凝土建筑物结构的荷

载。对于横向截面附着加大法的探索研

究这个过程主要涉及到了包含轻质高强

建筑材料、新旧建筑混凝土的界面黏结

性能、高耐磨性混凝土等多个方面,所选

择的材料一般为细石混凝土,它们的强

度和等级亦远远高于建筑原来的构件混

凝土。 

2.5钢筋钢丝网砂浆加固法 

钢筋混凝钢丝网复合砂浆主体加

固施工方法通常大家都会采用是因为

它们本身具备了强筋钢丝网砂浆复合

结构砂浆对钢筋混凝土主体结构的一

切应用重要性和一些优缺点而被广泛

的的采用,并且它们会在很大一定程度

上完全避免了整体承载能力的不断提

高这个这一方面本身存在着的局限。选

择优质钢丝网和大尺寸直径的优质钢

筋连接进行无缝连接的这种施工方式

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连接选择,它们不

仅可以极大地提高各种建筑物的需要

加固结构混凝土基础结构过程中的偏

斜液压柱稳定承载能力、轴压柱的稳定

承载能力和对需要加固结构部位的可

抗伸缩性。经过复合钢丝网架和复合水

泥砂浆进行薄层施工处理后再经加固

而后形成的钢筋混凝土及其主体建筑

构件其施工抗裂性和施工耐久性都将

来也会大或小幅度地得到增加,同时它

们将来也会直接导致其所同时拥有的

主体建筑物施工能耗和建筑抗震性能

也都会大或小幅度地得到改善。 

3 框 架 -摇 摆 墙 抗 震 机 理 的

分析 

3.1框架-摇摆墙体系的抗震机理 

对框架结构造型的破损机制就是分

析结构中的极限性承载力来源时要着

手。设计者们应该科学地掌握和合理地

控制建筑物结构受到破坏的机制,从而

进一步判断出建筑物的最大极限承载能

力。每个构件都会形成一个变形较均匀的

塑性铰,这样就有利于较为充分地调动和

发挥各个构件的消耗能量,见下图1。 

 

图1  框架-摇摆墙体系的抗震机理 

3.2框架-摇摆墙体系抗震加固设计

要点 

在我们采用大型建筑物框架摇摆拟

置墙结构进行基础结构支撑加固时,摇

摆拟置墙和振动阻尼器对其结构抗震度

和性能的技术需求很大一定程度上主要

取决于采用建筑物摇摆拟置结构加固支

撑结构的流体动力学结构特性,且我们

认为应该对其特性进行一个结合整体学

和建模学的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了以下

几个主要步骤可用来对其产品进行整体

设计：①该种新型加固护墙框架改造体

系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一种具有更强大的

抗侧力和刚度的新型摇摆式护墙框架进

行加固改善以使原有加固框架不易变形

及更具破坏性的机制。在一个建筑工程

中的设计初期,可以根据一个建筑物的

整体结构性和层次,预估其内部墙体的

建筑尺寸。②现行的抗震设计技术规范

中没有将地震输出能的强弱和大小确定

为划分各类建筑物的抗震和设防强弱等

级。③摇摆防护墙的基层厚度一般应为

400mm。摇摆墙和两侧框架梁之间是由采

用抗剪的大型衔接件连在一起；与两侧

梁和框架柱之间则是采用可自动屈服的

大型钢板和阻尼器进行连接。 

4 总结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加固技术具

有较强的综合性,施工过程中不仅要对

加固结构构件的现状进行合理分析,还

需要根据现场的条件、工程的特点及施

工成本、工期等因素选择合理的加固技

术方案。加固施工质量是建筑加固设计

方案顺利实施的关键,也是建筑质量提

升的根本保障。虽然我国在建筑维护加

固过程中已拥有多种加固技术,但其中

仍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对于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加固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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