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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工格室是以土工隔栅为基础衍生的三维土工合成材料,其加固效果较好,与土工隔栅相比,优势明显。土工格室能够隔断剪切破裂面,

也可成为加固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约束土体,保证固层的刚度和强度。本文主要分析了土工格室加固的原理,提出土工格室的安装质量问题和出

现问题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质量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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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工格室的加固原理 

与土工带和土工隔栅相同,土工格室能够切断和缓解地基破坏滑动面,

切实加强地基的稳定性,增大地基的承载力。另外,土工格室能够对格室内

的土粒采取三维约束措施,使土粒与格室的刚度超过地基的整体刚度。其

能够加强结构荷载分布的科学性,使地基均 受力,不断增强地基的承载

力。采用平面加固方式,如地基沉陷超过地基宽度的2成,则会出现结构损

伤,产生 大荷载,该荷载的数值超过了未加固土层承受极限的4-4.5倍,

如平面加固层的土体受到剪切力影响,则会遭到破坏,平面加固层也会逐

渐向下倾斜,进而产生脆弱性破坏,此时,其抗拉强度并未充分发挥。 

土工格室加固体系中,受荷载作用的影响,体系的两侧均可受到较大的

锚固力,主要与土体的被动压力和摩擦阻力有关。同时,格室内的弯曲和剪切

刚度处于较高水平,如格室下的土体出现剪切破坏问题,格室内的加固体系

依然对土体具有支撑作用,受该作用的影响,结构容易出现塑性破坏,进而使

结构出现较为变形。所以,在格室地基加固中基本不会出现塑性破坏问题。

格室内的水平和竖向荷载承受较大的应变力,该变形可贯通整个格室,所以

格室加固体系可形成单独的个体,进而增强结构的抵抗能力和荷载能力。 

2 土工格室的安装质量问题 

2.1工程概况 

武宣县城东工业园区大道工程主要坐落于武宣县境内,工程与柳州至

武宣高速公路互通出口引道相交,道路沿途经过龙村、清水村和黔江农场,

终点位于广西农垦国有武宣农场职工医院附近五岔路交叉口边缘,并与武

宣县城东绕城线、城东路、桂平至来宾高速公路武宣连接线、黔江农场支

路等形成五线交叉。该道路为城市主干道,实际长度为2834.985米,道路

大宽度为40m,设计时速为60公里/小时。 

2.2质量控制重要性 

现阶段,土工格室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该技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

限制了该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随着人们思想理念的进步,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土工格室工程的特点,

使该技术能够广泛应用。土工格室是一种当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基础工

程建筑材料。通过合理措施显著提高土工格室安装质量,增强土工格室安

装的效果。该工程项目道路沿线填土、耕植土和第四系粘土层分布较为广

泛,且地基承载力较差。应用土工格室即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土工格室

安装的质量对路床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能够控制路床反弹问题,

减少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2.3现状调查 

为准确了解和把握土工格室现场施工质量概况,切实提高土工格室安

装成型的质量,质量控制小组结合相关规范对现已完成的道路右侧土工格

室进行了全方位的现场检查,检查长度共2200m。现场对500点展开了全面

检查,检查中发现有84个点质量不达标,抽查合格率达83.2%。依据排列图

分析,U型钉固定效果不佳及张拉松紧度无法满足规范要求是影响格室室

安装质量的关键要素,且出现上述问题的频率接近80%,这也成为当前影响

工程质量的主要问题,质量控制小组需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明。建筑呈现出的色彩古朴,以灰色和土黄色为主。 

传统民居多以悬山仰瓦屋面为主,当地俗称“两坡水”,出檐较深,形

成了宽阔的檐下空间,利于遮阳避暑同时减少了雨水对墙体的冲刷。屋脊

多为片瓦脊,用瓦以不同造型叠砌脊饰,简单巧妙。 

3.3传统民居的改造发展利用策略 

民居现状多为当地居民自行修缮加固形成,缺乏统一的保护规划与修

缮改造设计。在本次保护发展利用项目中,结合当地的建筑特色与传统做

法对民居进行改造,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意见,使改造后的房屋真正能够

做到实用美观。在本次白马村传统民居的改造发展利用的实践中,主要采

取了以下措施： 

(1)对现状较好的夯土墙进行加固,尽量选取当地选粘性好,含砂多的

黄土,同时土质的含水要控制适中。对新建建筑墙面基层进行处理,做上身

抹灰处理。(2)清洗门窗过梁表面涂料,对新建房屋的窗户过梁位置进行贴

面处理,以保持风格的统一。(3)清洗青石台明,重做灰缝；对新建房屋的

台明基层进行处理,采用石材贴面的方式恢复石台明效果。(4)对传统仰瓦

屋面进行重新揭瓦,补配碎裂瓦件,对新建建筑屋顶进行挑顶,恢复传统仰

瓦屋面,依照村民意见决定是否增加防水层。(5)利用前廊丰富建筑立面,

形成檐下交流、休闲空间,使居民既能享受到自然公共空间的乐趣,又能感

受到遮阳挡雨的舒适。 

4 结语 

传统乡村聚落的保护发展利用策略要以保护地方民族文化特色与适

宜当地自然环境为基础,保护传统乡村聚落的文化模式,合理规划乡村建

筑秩序,结合公众参与对传统民居建筑进行甄别,保护,改造利用, 大限

度地保障传统乡村聚落的地域特点和可持续发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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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质量控制目标与可行性 

2.4.1活动目标 

基于现状调查,认真分析目标设定的主要依据,采取有效措施解决U型

钉固定稳定性较差和张拉松紧度不达标问题。工作人员通过多次努力解决

了80%以上的问题,此时,土工格室安装成型的合格率达到了93%以上。质量

控制小组成员在讨论和分析后确定了本次小组的总体活动目标,要求土工

格室安装的合格率在93%以上。 

2.4.2目标值论证分析 

该工程是公司现阶段中标的 大市政项目和公投项目,企业和项目部

门的主管领导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技术负责人也对质量控制小组给予了大

力支持,为质量控制小组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技术扶持,并且提出了切

实有效的建议。项目经理亲自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激发了小组的主观能动

性,使小组成员能够以坚定的信心完成既定目标。对于土工格室安装中出

现的常见质量问题,应在工程建设中注重初始设置的合理性。在安装前和

安装中开展全方位检查,及时控制问题。质量控制小组认为,加大管理力度,

推动创新发展能够在全组的共同努力下实现既定的活动目标。 

2.5现状问题的原因 

末端因素1：未能严格按要求做好技术交底工作。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查阅相关资料。 

确认过程：小组成员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全面的统计调查,仔细查看

了人员的进厂培训和技术交底工作记录,记录显示施工人员均接受了专业

培训和技术交底。 

结论：技术交底不到位是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末端因素2：未科学设置验收定位线。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和现场全面检查。 

确认标准：安装施工前放出验收定位线,为施工人员安装及校准模板

提供准确的依据。 

确认过程：小组成员仔细检查了土工格室安装情况,发现部分土工格

室仅一侧设置了定位线,工人在未设置定位线的前提下开展土工格室安装

施工,导致土工格室的张拉松紧度无法满足工程施工要求。 

结论：未科学设置验收定位线是引发问题的主要因素。 

末端因素3：U型号钉固定的稳定性无法满足工程施工的要求。 

确认方法：现场验证。 

确认标准：U型钉间距应为100cm,采用满足设计要求的U型钢筋固定,

钢筋钉需置入下承层的下方,其深度要满足钢筋钉固定土工格室的要求。 

确认过程：质量控制小组成员对现场已经完成安装工作的U型钉进行了全

面的控制和检查,检查后发现U型钉进入下承层的深度无法满足规范要求,同

时部分钢筋钉固定的稳定性较差,土工格室张拉松紧度无法达到既定要求。 

结论：U型号钉固定的稳定性无法满足工程施工的要求是出现问题的

主要原因。 

末端因素4：未按照时间要求填埋土工格室。 

确认方法：现场检查。 

确认标准：完成土工格室铺设施工后,应及时铺筑上层填料,规定间隔

的时间在48小时以内。 

确认过程：质量控制小的成员严格检查了土工格室填埋安装环节,发现

若干处土工格室铺设施工结束后并未严格按照既定的要求做好填埋处理。 

结论：未按照时间要求填埋土工格室不是引发问题的要因。 

末端因素5：未按要求落实施工机具的维修与保养工作。 

确认方法：现场检查。 

确认标准：现场施工机械定期维修保养率达到95%,每月进行一次检查

并做好记录。 

确认过程：质量控制小组成员检查了现场施工中所需的施工机械,展

开全方位的调查分析,发现施工现场施工机具的维修养护率不足95%。 

结论：未按要求落实施工机具的维修与保养工作并非引发问题的要因。 

末端因素6：下承层平整度不达标。 

确认方法：现场测量。 

确认标准：平整度检测人员复核合格后方可开展土工格室铺设施工,

确保原地基砂垫层铺设的厚度为30-50cm。 

确认过程：质量控制小组成员带领测量小组检查了土工格室下承层平

整度和厚度, 终发现现场施工情况满足设计的标准和要求。 

结论：下承层平整度不达标是引发问题的非要因。 

3 质量控制措施 

3.1完善技术交底 

工程施工前,技术人员应先组织施工人员参与系统的技术培训,为其

普及施工中需要使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且高度重视施工技术交底工作,

交底的内容主要涵盖技术指标、施工工艺和交底后的检验。 

3.2严格控制工程施工的规范性 

工程施工中需按照要求开展测量放样、土工格室铺设施工和固定土工格

室。首先,在碎石垫层上展开、拉直土工格室,并将其紧贴于下承层,将其铺

平,确保施加荷载后土工格室可始终处于较为理想的受力状态,以U型钢筋钉

固定。土工格室应从台阶的内缘铺设至加宽路基边坡位置,且利用自锚式处

理方式完善受力,保证土工格室张拉力均 。使用U型钢筋间距要为台阶位置

的0.5m,其他位置为1.0m,将其紧贴于下承层。土工格室的铺设坡度要与路面

保持平行关系,格室展开的方向也需与路基纵向中心保持垂直关系。土工格

室首层填土摊铺施工中,主要采用推土机,所有车辆和施工设备均应沿路堤

轴线方向前进。且填料不得直接放在土工格室上,增强固定的效果。 

3.3加大质量保障力度 

建立质量领导小组和质量管理职能科室,制定科学完善的管理机制,

加大监督力度,总结评价质量概况,及时解决质量问题。工程施工期间,要

积极配备经验丰富且水平较高的管理人员,注重质量管理,改进工程质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土工格室安装施工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多种

质量问题。因此在工程施工期间,要求建筑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分析出现质

量问题的主要原因,并结合工程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全面

改进工程建设和施工质量,推动后续工程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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