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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层建（构）筑物体量巨大，在施工建设的过程中，容易引

发结构性沉降的问题，使得建筑结构的整体稳定性、安全性难

以达到预期，削弱了高层建（构）筑物的实用性。基于这种实

际，本文以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

沉降发生原因以及观测方法，旨在打造完善的沉降观测体系，

为后续相关规划施工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2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原因概述

2.1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原因

从过往经验来看，高层建（构）筑物沉降原因主要与建筑

物自身属性以及施工区域的自然环境有关。具体来看，高层建

（构）筑物自重较大，对于施工区域地层产生的压力较大，在施

工过程中，如果没有对地面所受荷载进行必要的处理，势必造

成高层建（构）筑物受力分布不均匀，荷载的差异使得高层建

（构）筑物水平方向的受力均衡状态被打破，进而诱发沉降情

况的发生[1]。高层建（构）筑物周围施工区域的地质、水文情况

都会诱发沉降问题。因此，在进行高层建（构）筑物沉降现象应

对的过程中，施工企业及其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采取必要的手

段，针对沉降问题的诱发原因，进行针对性的处理与应对。

2.2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特点

根据相关划分标准，高层建（构）筑物沉降可以划分为动

态沉降以及静态沉降两大类别。动态沉降的出现，主要是高层

建（构）筑物在外部作用力的影响下引发的。静态沉降的出

现，则主要是由于恒载的变化，使得高层建（构）筑物所处区域

出现形变，进而诱发沉降现象。无论是动态沉降还是静态沉

降，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均表现出从缓慢沉降到快速沉降再到

缓慢沉降的态势。对这一沉降规律的把握，对于后续观测方法

的确定以及观测误差的缩小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确保了观

测工作的准确性。

3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方法

高层建（构）筑物在进行沉降处理的过程中，需要依托现

有的技术手段，总结分析已有的工作经验，持续做好高层建

（构）筑物沉降观测方法的整合工作，强化观测效果与观测能

力，理顺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流程。

3.1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要点

高层建（构）筑物在进行沉降观测的过程中，为提升沉降

观测的精度，工作人员需要在实际观测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对

观测时间、观测位置等要点进行明确，通过这种方式，提升高

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方法应用的有效性。具体来看，在沉降

观测时间控制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根据技术规范要求，按时

开展首次沉降观测活动，以保证获取最为准确的原始数据 [2]。

在沉降复测过程中，沉降观测时间节点的确定需要与工程施

工进展联系起来，确保按时开展，避免出现漏测或者补测的情

况。考虑到高层建（构）筑物体量巨大，为了能够准确地反映出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情况，工作人员需要认真做好观测点的

筛选工作，降低沉降观测难度，保证观测的效果。根据过往经

验，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点通常需要保持纵向与横向上

的对称，并且相邻的两个沉降观测点之间的空间距离需要保

持在 15~30m，并且所有的沉降观测点都需要均匀分布在高层

建（构）筑物的周围，最大限度地避免沉降观测点分布不均匀、

不科学所引发的沉降观测结果不准确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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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方法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方法应用过程中，工作人员需

要立足于沉降发生原因、主要特征，在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

测要点的指导下，制定相应的沉降观测方案。具体来看，工作

人员需要建立起水准控制网，在高层建（构）筑物的周围，确立

其水准基准点。水准基准点的选择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根据

工程的设计要求，确定水准基点的位置、数量。在确定环节，工

作人员需要结合实际，使用精密水准仪进行观测。确定后对水

准基准点的空间方位做好复核工作，提升水准基准点设置的

准确性、有效性，打造完备的水准控制网 [3]。在沉降观测点布

设环节，工作人员应当结合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规律，结合施

工区域的实际情况，在相应的位置设定一定数量的沉降观测

点。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工作人员使用 S1 级别的精密水准仪，

对每个沉降观测点连续进行两次观测，并对观测数据进行平

均取值，保证沉降观测数据的准确性。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

测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预先制定的观测线路、观测

时间以及观测方法开展沉降观测工作，以此来提升高层建

（构）筑物沉降观测结果的准确性，为后续高层建（构）筑物沉

降观测误差处理以及规划施工活动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撑。

4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误差处理方法

4.1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系统误差处理方法

高层建（构）筑物在沉降观测误差处理环节，工作人员需

要明确，自身在完成观测仪器的校正后，仪器设备在长时间的

使用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其望远镜的准轴与水

准管轴的位置关系发生变化，出现不平衡的情况，进而诱发系

统误差的出现。从过往经验来看，这种系统误差的大小往往与

仪器的参数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消除观测系统误差，不断提升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工作人员在误差处

理环节，需要根据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工作的要求，在一

个观测周期内，将两根水准尺进行交替使用，通过这种方式，

有效消除观测误差，从而保证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结果

的准确性。

4.2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误差处理方法

工作人员在使用仪器设备进行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

过程中，由于生理结构的影响，在沉降观测数据读取的过程

中，会出现读数误差，影响整个沉降观测结果的准确性。基于

这种认知，在进行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误差处理环节，需

要注重对视觉误差的减弱，读取沉降观测数据的过程中，需要

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物镜进行对光处理，通过对光将视觉误

差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排除外界环境以及生理结构对于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的影响。

5 高层建构物沉降观测案例分析

高层建（构）筑物沉降观测涉及内容多样，为提升观测效

率，降低观测误差，工作人员需要认真总结分析高层建（构）筑

物沉降观测的相关案例，在案例分析环节，总结经验，明确思

路，为沉降观测方法的实践以及观测误差的排除提供借鉴。以

某 18层现代化商务楼为例，在对其进行沉降观测的过程中，工

作人员在沉降观测要点的支持下，结合该商务楼的实际情况，

确定一定的数量的沉降观测点，其分布情况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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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某商务楼沉降观测点分布图

在做好上述沉降观测点分布位置的确定工作后，工作人

员从实际出发，将建筑物完成两层施工作为一个观测周期，实

现对高层建（构）筑物沉降情况的持续性检测，避免监测数据

的丢失或者重复。同时考虑到相关施工建设活动的要求，工作

人员在开展沉降检测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做好仪器设备的选

用工作，使用 S1 精度的测量仪器设备，通过这仪器设备精度

的控制，增强沉降检测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对于检测工作中出

的系统误差、观测误差按照要求进行处理。

6 结语

沉降观测作为高层建（构）筑物施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施工项目的整体成效、使用寿命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为

保证沉降观测工作的顺利开展，准确把握沉降规律，实现沉降

数据的准确获取以及科学应用，推动高层建（构）筑物规划、施

工活动的有序开展，最大限度地规避建筑结构发生沉降，延长

建筑使用寿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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