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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底板上浮的处理与预防
支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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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建筑工程中，地下室底板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地下室底板可能会发生上浮现象，这不仅会

影响建筑物的安全性，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工程事故。因此，对于地下室底板上浮的处理与预防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本文基于地下室底板上浮的原因，分别分析了底板上浮的处理和预防措施，以期确保建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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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tability of basement floor slab is crucial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However, due to various 

reasons, basement floor slab uplift may occur, which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safety of the building, but 

also may cause serious engineering accidents. Therefore,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basement 

slab uplif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basement slab uplift based on the causes of basement slab uplif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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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设计中，地下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不仅是建筑的基础，也是地下水位较高时，建筑抵御水浮力的关键。然而，由于

大量高层建筑的建设，地下水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设计、施工等方面的原因，地下室底板上浮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了一系列的问

题，如结构破坏、地面开裂、管道破裂等，严重影响了建筑的使用和安全。因此，对于地下室底板上浮的处理与预防，是建筑行业必须

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地下室底板上浮原因

地下室底板上浮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地质条件影响

地质条件是影响地下室底板上浮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地基

土的承载能力不足，或者地基土的流失会导致底板下部的支撑力

减小，从而产生上浮现象。此外，地基的不均匀沉降也可能导致

底板变形或开裂，进一步加剧上浮问题。

（二）水位变化

地下水位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地下室底板上浮。当地下水位上

升时，会增加底板的浮力，可能导致底板上浮。此外，如果地基

周围存在排水系统，如排水沟或排水井等，其维护不当可能导致

排水不畅，进而使地下水位升高，加大底板上浮的风险。

（三）施工设计问题

施工设计问题也可能是导致地下室底板上浮的原因之一。例

如，如果设计时未充分考虑地下室的抗浮能力，或者设计出的结

构不符合当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可能使地下室在施工过程中或使

用过程中出现底板上浮现象。

（四）建筑材料问题

建筑材料问题也可能导致地下室底板上浮。例如，如果使用

的混凝土质量不稳定，或者钢筋的数量和布置不符合设计要求，

可能导致底板的强度和稳定性不足，从而产生上浮现象。

（五）防水措施不当

防水措施不当是另一个可能导致地下室底板上浮的原因。如

果地下室防水层的施工质量存在问题，或者没有采取适当的防水

措施，可能会导致水渗入地下室底板下，增加底板的浮力，进而

导致上浮。

（六）结构自身限制

结构自身限制也可能是导致地下室底板上浮的一个因素。例

如，如果地下室结构设计过于复杂或存在较多的悬挑结构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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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结构自重产生不均匀分布，进而导致不均匀沉降和上浮现

象。此外，如果结构中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如薄弱的连接部位

或交叉支撑等，也可能成为上浮问题的易发区域 [1]。

二、地下室底板上浮的处理

（一）降低地下水位

地下室底板上浮的问题在建筑工程中经常出现，严重影响了

建筑物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地下室底板上浮的现象通常表现为

底板隆起，严重时可能导致裂缝甚至底板破裂。为此可以通过降

低地下水位来应对 [2]。

1. 施工前准备

（1）了解地下水位情况：在进行降低地下水位的施工前，需

要了解地下水位的情况，包括最高水位和常年水位。

（2）确定降低水位的方案：根据地下水位情况和地下室底板

的结构特点，确定降低水位的方案，包括降水井的位置、数量和

深度等。

2. 施工过程

（1）钻孔：在地下室周围钻孔，孔径一般为50mm 左右，深

度需根据地下室结构和地下水位情况确定。

（2）下管：将降水管下入钻好的孔中，管口连接水泵。

（3）抽水：启动水泵抽水，将地下水抽出，降低地下水位。

（4）监测：在施工期间，需要对地下水位进行监测，确保水

位在安全范围内。

（二）地基加固注浆

在处理地下室底板上浮问题时，地基加固注浆是一种常用的

技术手段 [3]。

进行地基注浆时，首先，需要进行地基加固的区域进行钻

孔，孔径和深度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钻孔的目的是将加固材料注

入地基中，提高地基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 [4]。然后，将配制好的

加固材料通过钻孔注入地基中，加固材料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常

用的有水泥基灌浆材料、高分子化学灌浆材料等。在注入过程

中，应控制好注浆的压力和量，确保加固材料的充分渗透和均匀

分布。此后，要采用深层搅拌桩技术，将水泥或石灰等固化剂与

地基土体充分搅拌混合，形成具有较高承载能力的桩体。深层搅

拌桩可以有效地提高地基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减少地基变形和

沉降。搅拌之后就可以在需要进行加固的地基表面或内部施加压

力，将浆液注入地基中。压力注浆可以有效地提高地基的密实度

和承载能力，减少沉降和变形 [5]。在注浆过程中，应控制好注浆的

压力和量，避免对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造成影响。

（三）采用抗浮锚杆

抗浮锚杆是一种利用地下岩层的坚硬程度，通过锚固方式固

定在岩石或坚硬土层中的杆件 [6]。在设计抗浮锚杆时，需要根据地

下室底板的尺寸、重量、地下水位及地质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

虑，确定锚杆的直径、长度、布置方式及材料等。在运用时，首

先，要根据设计要求，利用钻机在地下室底板上进行钻孔，孔径

和深度需根据锚杆的直径和长度确定。钻孔的目的是将锚杆插入

到地下岩层中，并通过锚杆与岩层的相互作用，提供抵抗地下水

浮力的能力。然后，要将设计好的锚杆按照要求插入钻孔中，确

保锚杆的位置、角度和深度符合设计要求。安装过程中应避免锚

杆受损或弯曲，以免影响锚固效果。在锚杆安装完成后，要向钻

孔内灌入水泥砂浆或特殊灌浆材料，将锚杆固定在地下岩层中。

灌浆应选择适当的材料，控制好灌浆压力和灌浆量，确保灌浆充

分渗透到岩层中，提高锚杆的固定效果。同时，要将地下室底板

与抗浮锚杆连接起来，通常可以采用钢筋混凝土套筒连接或钢板

连接等方式。连接时应确保底板与锚杆之间的连接牢固、可靠，

同时应注意防水处理，防止地下水渗透到地下室内部 [7]。

三、地下室底板上浮的预防

（一）增加结构刚度

在处理地下室底板上浮问题时，增加结构刚度是有效的方法

之一。

1. 增加底板厚度和配筋率

增加底板的厚度和配筋率可以显著提高底板的刚度和抗浮能

力。通过合理地设计底板的配筋和厚度，可以有效地抵抗地下水

的浮力作用，防止底板向上移动。

2. 地下室采用整体浇筑

整体浇筑地下室可以提供更高的结构整体性，从而增加对地

下水浮力的抵抗能力。在施工过程中，应确保混凝土的密实度和

强度，以确保地下室的结构安全性和稳定性。

3. 设置支撑和固定措施

在底板与地下室墙体之间设置支撑和固定措施可以防止底板

的移动。支撑和固定措施可以包括钢支撑、钢筋锚杆、地下连续

墙等。这些措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和组合，以确保地下

室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4. 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材料

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可以增加地下室的抗压强度、抗折强

度和抗渗性能，从而提高地下室的刚度和稳定性。在混凝土材料

的选择上，应考虑其力学性能和耐久性，以确保地下室的结构安

全性和使用寿命。

5. 增加侧墙刚度

在地下室设计中，侧墙的刚度也需要考虑。通过增加侧墙的

厚度和配筋率，可以提高侧墙的抗弯刚度和整体稳定性，从而减

轻底板上浮的问题。

（二）优化排水系统

1. 设计合理的排水方案

首先，要根据地下室的设计要求和地质条件，确定合理的排

水方案。可以考虑采用排水沟、排水管、集水井等方式进行排

水。其次，为了确保排水畅通，应确定合适的排水坡度。排水坡

度应根据地下室的大小和地形条件进行设计，确保排水能够迅速

流到集水井或排水管道中。同时，为了防止地下室积水，应设置

合理的排水出口，排水出口应设置在地下室最低点，确保积水能

够迅速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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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理布置排水设施

在地下室设计中，应合理布置排水沟 [8]。排水沟应设置在容

易积水的地方，并确保排水沟的宽度和深度足够，以防止积水溢

出。对于较长的排水距离，应采用排水管进行排水。应选择合适

的排水管材料和直径，确保排水畅通。同时，应设置适当的检查

井，方便维护和检修。对于面积较大的地下室，则应设置集水井

进行集中排水。集水井应设置在地下室最低处，并配备水泵将积

水排出。

3. 加强防水处理

对于穿过地下室的排水管道，应加强防水处理。可以在管道

外侧涂抹防水涂料或加设防水套管，以防止地下水渗透到地下室内

部；对于设置的检查井，应加强防水处理。可以在检查井外侧涂抹

防水涂料或加设防水盖板，以防止地下水渗透到检查井内；对于排

水水泵的电源和水管部分，应加强防水处理。可以采取设置防水套

管、采取防水线等措施，以防止地下水渗透到水泵内部。

4. 定期维护和检修

要定期清理集水井和排水沟等设施的淤泥，保持排水设施的

畅通，防止积水；要定期检查穿过地下室的排水管道是否有漏

水、堵塞等问题，并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同时，也要定期检查

和维护排水水泵，确定其正常运行，无漏水问题，如有这些问

题，要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 [9]。

（三）选择合适的防水材料与施工工艺

为了预防地下室底板上浮问题，选择合适的防水材料与施工

工艺是非常重要的 [10]。常见的防水材料有如下几种：

表1：常见的防水材料对比

防水材料 含义及代表 适用 注意事项 优点 缺点

沥青基防

水材料

以沥青为基料，通过添加改性剂、

填充料等制成防水材料。常见的有

沥青油毡、再生橡胶防水卷材等。

适用于建筑屋面、

地下室等部位的防

水工程。

注意控制加热温度和铺贴质量，

确保卷材与基层紧密黏结。

价格相对较低，具有

较好的耐水和耐腐蚀

性，施工方便。

易 老 化， 使 用 寿 命 较

短，对温度和紫外线敏

感，高温下易流淌。

高分子防

水材料

以高分子化合物为原料制成的防水

材料， 具有较好的弹性和抗拉强

度。常见如丙烯酸酯防水涂料、聚

氨酯防水涂料等。

适用于建筑屋面、

地下室、卫生间等

部位的防水工程。

注意控制涂料的粘度、涂覆厚

度和均匀性，确保涂层具有良

好的防水效果。

具有较好的弹性和抗

拉强度，耐候性好，

使用寿命长。

价格相对较高，对基层

要求较高，施工不当易

产生气泡、裂纹。

水泥基防

水材料

以水泥为基料， 通过添加活性物

质、填充料等制成防水材料。常见

的有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刚性防水材料等。

适用于建筑地面、

卫生间、游泳池等

部位的防水工程。

注意控制涂料的配合比和搅拌

均匀性，确保涂料具有良好的

渗透性和黏结性。

有较好的渗透性和粘

结性，可与基层形成

一体，耐久性好。

对施工要求较高，涂层

较厚，易开裂。

金属防水

材料

以金属板、金属片、金属膜等为防

水材料。常见的有不锈钢板、镀锌

钢板、铝板等。

适用于建筑屋面、

地下室、水池等部

位的防水工程。

注意控制金属板的焊接质量、

密封胶的施工质量和防水层的

保护措施。

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

和抗拉强度，使用寿

命长。

易生锈、易老化，且成

本较高。

常见的防水材料施工方法如热熔法、冷粘法及涂料涂覆法。

其中，热熔法是一种常用的防水材料施工工艺，适用于沥青防水

卷材和部分高分子防水卷材。在施工过程中，应控制好加热温度

和铺贴质量，确保卷材与底板紧密黏结。冷粘法是一种适用于高

分子防水卷材的施工工艺，通过使用化学胶粘剂将卷材黏结在底

板上。在施工过程中，应控制好胶粘剂的种类和用量，确保卷材

与底板紧密连接。涂料涂覆法是一种适用于防水涂料的施工工

艺，将涂料均匀涂覆在底板表面。在施工过程中，应控制好涂料

的厚度和均匀性，确保涂层具有良好的防水效果。

四、结语

总的来说，防止地下室底板上浮是一项复杂且重要的工作，

未来，要不断努力研究更为先进和有效的防止地下室底板上浮的

技术和措施。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更为完善和可靠的地

下室底板设计和施工方法将不断涌现。期待在未来的建筑行业发

展中，能够看到更为完善和有效的防止地下室底板上浮的解决方

案，从而为提高建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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