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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某医院地下车库复位纠偏处理方法
隆威，苏冬九

(中南大学地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针对某地下车库的上浮事故，分析其上浮原因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对于大型地下建筑物，不仅

在抗浮设计以及施工时必须加以重视，而且应制定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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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sition and Rectifying Solution for a Underground Garage／LONG Wei，SU Dong-fiu(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floming accident of all underground garage，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and introduced the ef-

fective mⅨlflurefl to deal with
it．Regarding to the large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s．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le anti—float-

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methods of dealing with the emergency should also be well 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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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车库等大型地下建筑物，由于其自重较小，

结构荷载往往不能抵抗地下水产生的浮力，如果设

计或施工时未能充分考虑抗浮措施，建筑物就有可

能产生上浮的危险。如湖南某医院地下车库，在施

工即将完成时突遇暴雨，造成了地下结构整体上浮

的严重事故。

1 工程概况

某医院地下停车库为2层地下板柱钢筋混凝土

结构，无上部建筑。柱网尺寸最大为8．1 m×7．3

m，基础为反梁梁板式筏型基础，板厚500 mm，主梁

1000 mm×700 mm，网格间十字交叉，次梁700 mm

×400 mm，负一层板厚180 mm，顶板厚280 mm，均

为无粘结预应力结构，基坑底标高一8．70 m，车库顶

板标高一0．80 m，原来设计板顶为绿化广场。基础

持力层为强风化泥质粉砂岩，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320 kPa，地下室基坑支护采用人工挖孔桩结合桩间

挂网喷混凝土支护形式。建筑面积约6800 m2，基

坑周边总长267 m，基坑底面积3746．76 m2(底板挑

出外墙550 ram)。

2事故发生概况

该地下停车库主体工程完工(正在对地下车库

四周进行回填，而未对基坑进行有组织排水)半个

月后，突降暴雨，水面标高一度达到一2．5 m左右，

发现地下车库整体上浮。现场观测上浮情况为：西

北角最高点1435 mm，东南角最低点上浮275 mm，

顶板面自东向西水平位移100 mm。墙体，底板，砼

柱相继出现斜向、水平向微小裂缝，共计500多处，

裂缝呈发展的趋势。

3事故原因分析

地下水位设计取值偏低，原设计值采用的地下

水位是根据勘察水位确定的，但因勘察期间为枯水

季节，较长时间没有下雨，地下水位比较低。设计认

为车库顶上覆土加上车库本身的自重可以抵消上浮

力，所以没有考虑采取抗浮措施，为事故的发生埋下

了隐患。

经验算，得到以下抗浮参数：

车库自重(不计顶上覆土)：122830 kN。

车库基础底面积：3746．76 m2。

达到最高水位时(即一2．50 m)的浮力：232230

kN。 ，

抗浮稳定验算和警戒水位计算如下：

Gk一墨Fk>0 (1)

h。≤Gk／(墨7。A) (2)

式中：G。——抗浮标准荷载包括车库自重及部分施

工荷载，kN；Kf——抗浮稳定安全系数，一般取

1．05；Fk——标准水浮力，kN；y。——水的重度；

A——包括基底挑出部分的车库底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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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底起算的最高地下水位，m。

不计回填土和顶上覆土，不计基底粘着力，把数

据代人以上公式(1)和(2)，得出： ．4

Gk一蜀Fk=一121011．5 kN。

即当水位上升到一2．50 m时，实际的抗浮稳定

系数远不能满足要求。

h。=3．10 m

即警戒抗浮水深为3．10 m，警戒抗浮水位为：

一8．70+3．10=一5．60 m。

说明只要地下水位高出一5．60 m时，就存在上

浮的危险。在暴雨情况下，如果不注意排水或排水

不及时，不仅地下水位上升，地表水也会涌进。水位

超过一5．60 m以后，只是依靠基底的一点粘着力在

抗浮，一旦粘着力被克服，车库就会上浮。

4事故处理

4一，复位 ?

由于事故发生的时候正在进行回填施工，基坑

回填物为自然级别砂卵石，其间夹杂有少量施工垃

圾(砖、砼碎块，大小不一)，因上浮加之回填物为松

散材料，受地下车库整体上浮引起回填砂卵石扰动

而坍塌。根据施工现场平面图，构筑物南、西、北、东

向北段底板外沿与护壁桩间有150—700 mln的空

隙，而东向南端的空隙为0。可判断塌陷的砂卵石

自然进入底板下，形成形状各异的堆积物，而且随着

颗粒粒径大小不同，进入底板下的深度不同。考虑

上述因素，采取以下复位措施。

4．1．1建立建筑物施工监测系统

观测墙体、梁、柱裂缝发展情况；地下室抬升、沉

降及水平位移情况；基坑水位与建筑物抬升变化关

系；周边建筑物变形监测等。通过分析观测数据，指

导建筑物复位与加固处理施工。 ；，

4．1．2掏砂．．

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地下水浮力引起地下车

库不均匀抬升，部分回填砂砾料和建筑垃圾已涌人

了坑底。现阶段建筑自身的重力小于其浮力时，先

进行堆载防止建筑物在掏砂施工时突然上浮，产生

新的破坏，因此在施工前在建筑物上部按设计要求

对指定区域进行堆载，然后开始进行掏砂施工。保

持水位不变，掏砂分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施工。对于

进入底板下的砂砾，可在车库周边的砂清理完后，在

负二层地下室剪力墙边缘布置冲砂孔，用风水联合

冲洗砂至基坑底板外，确保建筑物在复位过程中有

下沉的空间。

4．1．3复位

基础底面的砂基本清理干净后，先进行地下室

复位前的现状姿态的测量，确定其方位、高程，算出

需复位移动水平距离和转动的角度等，并划出复位

要求移动曲线。然后开始降低基坑内水位，采用缆

绳和顶推不断调整地下车库姿态，缓慢让车库复位。

在复位到一定高程，地下室大致水平时，停止降水，

开始底板灌浆，使底板基本形成平面支托建筑物的

受力状态，周边回填，完善充填灌浆。为使车库在复

位过程中保持整体性，施工中对负一、负二层的梁、

柱用钢管进行加固。

4．2车库底板充填注浆

4．2．1 注浆施工工艺流程图

根据注浆要求，施工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圈1 施XX艺流程图

4．2．2注浆孔布置

复位措施完成后，按照车库复位的位置及受力

状态，先对车库底板底下大部分区域进行水下灌浆，

在车库得到有效支撑后，再降水到底板标高位置，然

后再全面进行灌浆施工。第一次注浆孔共87个，40

个布置在结构柱旁，47个布置在剪力墙内侧及车道

内侧墙附近；第二次注浆孔47个，布置在各网格中

心。注浆孑L径为42 inln，钻穿0．5 m底板后安装孔

口密封装置。施工自中央向车库底板四周进行。

4．2．3注浆顺序

(1)第一次注浆采用先中心后边缘，从中心向

外对称扩展的方式，以保证底板受力均匀对称。

(2)第二次注浆同样采用先中心后边缘，呈同

心环状向外扩展的方式，以保证第一次注浆后的剩

余空区充分排水排气，充填密实，不留盲区。

(3)对剪力墙内侧孔进行注浆时，分二序孔依

次进行注浆，即跳孔循环注浆，以减少浆液跑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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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浆液材料及配合比

材料为普通硅酸盐水泥、粉煤灰、水玻璃。

注浆配合比：水：水泥：细砂：水玻璃=500：

833：416：66(每立方米材料用量，kg)

4．2．5注浆压力及流量控制

第一次注浆采用0．1～0．2 MPa的孑L口压力，砂

浆流量80 L／rain，水玻璃(加水50％稀释)6 L／min；

第二次注浆采用0．2～0．4 MPa的孔口压力。

4．2．6注浆结束标准

第一次注浆以每孔注浆量达到试验结果要求的

浆液接顶面积10 m3的注浆量；第二次注浆以达到

临近注浆孑L返浆后，将返浆孔用阀门闭孔或木塞临

时封堵，继续注浆3—5 min即可结束注浆，移至下

一孔位进行注浆。

第二次注浆过程中，灌注底板周边孔时，可能遇

到冒浆到周边基坑现象，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封堵、

浓浆、低压、间歇、限量、掺加速凝剂等措施进行处

理。

4．3混凝土结构补强

针对不同损坏的混凝土采用不同方案进行混凝

土裂缝加固处理。

(1)产生了裂缝的梁柱，如果对其结构产生了

影响则对裂缝灌注环氧树脂，外部粘钢或包裹碳纤

维布加固处理。

(2)地下室楼板出现裂缝则根据地下室防水要

求进行裂缝加固防水处理。

4．4抗浮处理

(1)将与基础地板同标高位置护壁桩部位的钢

筋保护层凿除，用钢筋将各护壁桩焊接相连成一个

整体，然后将基础底板与护壁桩连接起来。

(2)因基础为反梁梁板式筏型基础，所以先用

粗石料将底板充填平整，然后浇注300 mm厚混凝

土；顶板按原设计要求的防水、800 mm覆土、道路等

工程抢先施工，周边用粘土夯实。

5结语

在实际施工中，我们只关注车库在正常使用状

态下的抗浮力是否足够，而忽视施工中可能出现抗

浮力不足的情况，特别是突发暴雨时，没有及时有效

的应对措施。这次车库上浮事故的教训极其深刻，

不仅拖延了车库交付使用的时间，而且复位施工也

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

本地下车库的复位纠偏处理完成后即投入使

用，已按要求做了15次沉降观测，从观测数据来看，

地下室是稳定的；从地下室外观检查，没有发现结构

出现异常现象和渗水现象，表明纠偏加固效果良好；

从复位效果来看，车库顶板基本达到水平状态，且回

落到接近原来标高位置(经测量，顶板最高处距原

来位置仅350 mm，在允许范围内)，达到了预定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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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孑L内，用冲头捣实挤压，静待一天，重复2次，还

是不能解决漏浆问题。考虑到进度问题，通过打桩

船把护筒重新往下打7 m，才堵住漏浆。施工时，同

时也配制性能良好泥浆。10一8号桩实际嵌岩10．9

mo

4．2灌砼时砼漏失

宁波港镇海港区18号泊位码头工程桩径1．00

m，护筒顶标高+3．90 111，护筒底标高一9．50 m，泥

面标高一5．50 m，桩顶标高+3．19 m，终孔标高一

48．80 m，0—23 m为淤泥质粉质粘土。

Y5—4号桩成孔、下笼较顺利。在砼灌注中，当

砼面上升至标高一2．00 ITI时，尽管砼连续灌进，发

现砼面不再上升，而在桩周围水面有气泡产生，估计

砼从护筒底漏出。

采取措施：(1)减少导管埋深，中途暂停20

min，断断续续灌注成功；(2)为保证灌砼的连续性，

与设计联系，同意先灌砼至标高一3．00 m，待强度达

到要求后，接桩至设计标高。

施工中首先应调节好泥浆浓度，控制进尺，减少

震动，并避免相邻钻机相互影响。桩顶标高与泥面

标高(或水面标高)相差较大时，建议接桩处理。，

5结语

总之，水域工程钻孔桩施工必须要认真编制施

工方案，包括适当的施工工艺和合理有效的技术措

施，才有可能使项目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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