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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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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降观测的目的是监测建筑物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移（沉降），

以确保建筑物及其周围环境的安全。进行建筑物沉降观测时，应测

定建筑物地基的沉降量、沉降差及沉降速度，并计算基础倾斜、局

部倾斜、相对弯曲及构件倾斜量。

　　建筑物沉降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自然条件及其变化，如建筑物地基的工程地质、水文地

质、大气温度、土壤的物理性质等。

　　（2）与建筑物本身相关的原因，如建筑物本身的荷重、建筑

物的结构形式及动荷载（如风力、震动等）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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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控制网的建立和水准点的埋设

　　沉降测量的控制网可以布设成闭合水准路线或附合水准路线，

根据《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规定，垂直位移

控制网的主要技术要求见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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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网既可采用原有高程系

统，也可采用假定高程系统。当

监测工程的范围较大时，应与该

地区的水准点联测。垂直位移测

量以水准点为依据，水准点的埋

设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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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准点应坚实稳固，保持垂直方向稳定，并且位于观

测点附近，便于观测及长期保存。

　　

（2)水准点应埋设于变形区以外的基岩或原土上，并在建

（构）筑物和基础压力以外，远离各种机械震动的影响范

围，并且其底部必须在冻土层以下0.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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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深埋式水准点

　　　

（3)由于地区或施工条件的限

制，水准点必须设置在变形区

以内时，应采用深埋式水准点

（见图9-

1），应将水准点埋在稳定的土

石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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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水准点既可设立在永久且已稳定的建筑

物上，也可以用基岩凿设标志。

　　（5)为了校核，水准点不得少于三个。

　　当水准点离变形观测点太远时，为了工作方

便，常在建筑物附近设立工作基准点，以工作基

准点来测定变形观测点，而工作基准点是否发生

高程变化则由水准点检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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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沉降观测点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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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测点应稳定可靠，便于长期保存及观测，不影响施工和建

筑物的使用、美观，与环境相配合。

　　

（2)观测点应布设在变形明显而又有代表性的部位。例如，对于

方形建筑物，应布设在角点、中点和转角处，如图9-2所示；

图9-2　方形建筑物垂直位移观测点的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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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圆形和椭圆形建筑物垂直位移观测点的布设

　     

对于高大圆形或椭圆形的建筑物，应布设在其周围或轴

线上，如图9-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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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观测点的标志形式和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图9-4（a）所示为墙、柱上的观测标志；图9-4（b）所示

为隐蔽式观测标志，观测时将球形标志旋入孔洞内，用完

将标志旋下，换上罩盖，这种形式有利于观测点的保存；

图9-4（c）所示为混凝土基础上的观测标志；图9-4（d）

所示为在钢柱上焊接一个角铁作为观测标志。

图9-4　变形观测点的标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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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建筑物沉降观测

确定沉降观测路线并绘制观测路线图1.

　　精密水准测量精度高、方法简便，是沉降观测最常用的方

法。当采用精密水准测量方法进行沉降观测时，从工作基点开

始经过若干监测点形成一个或多个闭合或附合路线，其中以闭

合路线为佳，对特别困难的监测点可以采用支水准路线往返测

量。

　　在整个监测期间，最好能固定监测仪器和监测人员，固定

监测路线和测站，固定监测周期和相应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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