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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作用对房屋建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既有建筑,在建设时技术标准和技术水平都

较低,可能无法达到现行抗震标准要求。对此,要在认识到房屋建筑结构抗震加固重要性的基础上,掌握

结构破坏形式与机理,然后采用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进行抗震加固,以此提高结构的承载力与抗震性能,

降低房屋建筑在地震,中的破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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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人们

所重视的不仅是房屋建筑质量,对于房屋

建筑使用功能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于

房屋建筑整体要求也越来越全面。在房

屋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把握施工细

节,更改设计结构和施工偏差问题常常

发生。通过对房屋建筑的加固处理不仅

可以有效延长房屋建筑使用寿命,而且

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

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1 房屋建筑施工中结构加固技

术的作用  

1.1有效提升建筑的抗震性 

有的地区是地震高频区域,做好建

筑抗震工作尤为重要,在应用结构加固

技术时,施工人员需要在原有结构的基

础上进行加固处理,这样不但能够提高

结构的可靠性,使其具有较强的承载力,

还能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从而确保用户

的生命安全。 

1.2有效提高建筑的耐久性 

房屋建筑主要是为人类服务,满足

用户对于居住的需求,使用期间,常常受

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给建筑带来一

定破坏性的影响,降低了房屋建筑的质

量。施工期间施工人员运用结构加固技

术,能够及时消除建筑结构中存在的问

题,并对其进行有效维护,使得房屋建筑

的耐久性得到显著提升。 

1.3有效延长建筑的使用年限 

在房屋建筑施工过程中,如果施工

人员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操作,使建筑存

在质量隐患,这样不但会减少建筑使用

年限,还会给用户带来一定的损失。在实

际施工过程中,一些施工单位缺少对这

一问题的重视,没有对施工人员进行有

效监督,给工程质量带来较大隐患。运用

结构加固技术能减少这一问题的发生概

率,一方面能够使建筑结构稳定性得到

显著提升,另一方面能够确保工程质量

达到规定标准,从而延长使用期限。 

2 房屋建筑施工中结构加固存

在的问题 

2.1抗震设计不合理 

地震灾害是影响范围较大、损害程

度较高的自然灾害,如果发生地震灾害,

会对居民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造成

重大损失。但是当前,我国在房屋建筑设

计施工中,存在抗震设计不合理的情况,

结构稳定性难以抵御地震的侵袭,为建

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 

2.2参建人员认识不足 

当前,参建人员更加关注工程的经

济效益,对房屋结构稳定性缺乏重视和

认知,施工人员也没有端正自身的施工

行为,为结构安全埋下了一定的隐患,建

筑在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出现结

构裂缝以及变形等问题。 

2.3施工人员专业素养不足 

传统房屋建设施工环境下,施工人

员往往仅具备基础的施工工艺技术,而

缺乏对建筑结构稳定和强度方面的认

知。施工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直接导致新

建房屋的结构加固施工质量得不到保证,

同时在旧房加固施工中,也无法制订更

合适的加固方案。 

3 工民建房屋建筑防震加固技

术的运用要点 

3.1碳纤维加固施工方案 

房屋建筑采取碳纤维加固施工方

式也能够有效提高房屋建筑的整体结

构稳定性,在这一施工中主要是应用碳

纤维加固技术方式,在加固期间可以有

效提高房屋建筑的结构加固质量。在碳

纤维材料的使用方面,可以有效提高材

料的附着性。相对于其他的材料而言,

碳纤维材料本身具备更强的抗拉强度,

并且有研究显示,碳纤维材料的抗拉强

度属于普通钢材的8倍,甚至部分优质

材料可以达到10倍。碳纤维材料本身还

具备优质的抗疲劳特性,在目前房屋建

筑大量应用的工程环境之下,借助碳纤

维材料进行加固处理不仅可以预防变

形问题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提高房屋建

筑的完整性。 

3.2外包钢加固 

在外包钢房屋建筑加固施工期间,

需要先对加固结构与钢板贴合面进行全

面性的加固处理,在施工处理期间需要

确保平面的完整性,同时对房屋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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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加固效果进行分析,确保角钢可以

有效地粘贴在构建的表面上。同时对于

房屋建筑加固的部分需要确保表面的平

整性,确保无任何尘土或杂物,这也是提

高加固效果的关键。在采取湿式外包钢

加固施工期间,需要先做好房屋建筑表

面的处理在,在表面涂抹乳胶水泥浆或

者是调配相应的环氧树脂化学灌浆料,

并做好对于钢板的除锈处理,确保房屋

建筑可以和加固材料保持有效结合。 

3.3预应力加固 

在应用预应力加固施工方面,需要

先对拉杆做好调校处理,确保笔直性,促

使拉杆尺寸与安装位置准确无误。同时

在安装施工之前需要先对焊接头、螺杆

以及螺帽等做好质量检测,确保拉杆的

传导力可靠性与正确性。在规避今后施

工期间出现断裂或滑动的问题,导致更

大的危害。在施工期间需要注重撑杆末

端位置的角钢和房屋建筑构件之间的连

接深度,并做好固定处理,改善建筑的预

应力水平。另外,房屋建筑本身的预应力

所形成的负弯矩可能会导致部分荷载弯

曲或变形,此时便会导致墙体外倾量发

生改变,导致房屋建筑墙体本身的裂缝

宽度缩小,此时还可以将房屋建筑墙体

的裂缝有效闭合,预应力加固施工技术

的优势在于可以让砌体柱的承载能力从

本质上得到提高,加固的综合效果也比

较理想,这也促使其成为高应变状况、高

盈利状态房屋建筑的主要加固方式。 

3.4抗震加固和节能改造相結合 

如今,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短缺现象

越来越严重,加之地震频发,导致不同国

家与地区的房屋建筑接连发生倒塌等重

大事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房屋建筑的抗震加

固与节能改造,很多学者将两者充分结

合到一起,提出一体化思想,同时对相关

技术实施了深入分析。通过有效的一体

化,不仅能提高房屋结构体系的承载力,

还能实现对结构自身抗震性能的有效改

善,相较于传统的抗震加固措施,采用一

体化的思想完成改造之后,整个结构体

系的承载力和抗震性能可以达到更高、

更强,并能降低结构整体耗能能力,减少

能源的消耗,在保证抗震加固效果的基

础上达到节能改造目标,从根本上避免

了重复作业。另外,这也是使设计与施工

实现一体化的有效途径,能大幅降低项

目的运营成本。值得一提的是,在抗震加

固和节能改造相结合的技术当中,目前

以玻化微珠保温砂浆 为常用。对于玻

化微珠保温砂浆,它属于无机保温材料,

除了能起到良好的保温效果,还能提供

与混凝土层相当的加固作用。 

3.5减震隔震 

伴随减震技术不断发展,加之对以

往房屋建筑震害的总结,可先通过对地

震作用下房屋建筑结构效应的分析掌握

地震效应,然后选择适宜的减震隔震方

法,减小结构在强震作用下受到的影响。

就目前来看,以下几种减震技术比较常

用：①基础隔震；②消能减震；③调谐

减震。以上几种技术均属于被动减震技

术,但都能起到良好的减震隔震效果,而

且根据工程经验通过对减震隔震技术的

不断改进与更新,减震隔震效果必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为房屋建筑的加固抗震

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4 结束语 

房屋建筑的不断增多使建筑地震破

坏也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关注房屋建筑

地震安全性与稳定性。这对既有房屋建

筑而言,必须做好抗震加固,而抗震加固

效果主要取决于抗震加固技术。因此,

有必要对抗震加固技术及其运用进行深

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实际的抗震加

固提供参考依据,保证抗震加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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