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化学植筋、化学锚栓技术
在建筑改造中的应用与分析
敖 杰 王英楠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沈阳建筑设计部

摘要：不能盲目设计，跳出了常规的设计方法，就应该加倍的努力，进行加倍的调查研究，一劳永逸，在建筑生命全周期，不

会出现问题，或者能够事先预见要出现的问题，采取防范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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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过去10年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黄金10年。住房制度改

革、高速城镇化与中国经济腾飞带来的财富效应促成了中国

房地产业空前的繁荣，可是现在，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

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市、债市、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综

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

型的走势。房地产建设高峰期已过，新建的房屋会越来越少，

而加固、改造、维修的建筑会越来越多，就像人会生病去医院

治疗，而房屋也会生病或者是需要完善，这就就需要加固、改

造、维修。

笔者在工作中遇到了加固改造的工程设计，建筑师或者

是房屋的所有者，提出了很有想象力的构思，而作为结构工程

师的我，有幸采用了植筋技术、化学锚栓技术来实现建筑上的

要求。

2什么是化学植筋．什么是化学锚栓技术?建筑结
构设计和现场施工时。应注意什么

化学植筋是以工程化学法植筋胶将带肋钢筋或全螺纹杆

利用锁键握紧力作用种植于混凝土基层中的后锚固连接

方法。

化学锚栓由金属螺杆和锚固胶组成，螺杆通过锚固胶形

成锚固作用的锚栓。那么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

要满足构造要求，不能盲目设计，跳出了常规的设计方法，就

应该加倍的努力，进行加倍的调查研究，一劳永逸，在建筑生

命全周期，不会出现问题，或者能够事先预知要出现的问题，

采取防范安全控制措施。

2．1 植筋的粘结强度乒d(MPa)及相关构造
表1构造表

混凝土强度等级
胶粘剂等

构造条件
兰级

C20 C25 C30 C40
C40

A级胶或

B级胶
s。≥5d、s2≥2．5d 2．3 2．7 3．4 3．6 4

sl≥7d、52≥3．5d 2．3 2．7 3．6 4 4．5

A级胶

5l≥6d、5 2≥3d 2．3 2．7 4 4 5

注：(1)表中s1为植筋间距，s2为植筋边距，d为植筋直径。

(2)表中ftd值仅使用于带肋钢筋的粘结锚固。

2．2当按构造要求植筋时，其最小锚固长度Zmin应
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1)受拉钢筋锚固：max(0．3／s；10d；100mm)；

2)受压钢筋锚固：max(0．6／s；lOd；lOOmm)；

注：对悬挑结构、构件尚应乘以1．5的修正系数

植筋的基本锚固深度Is按下式确定：

ls=0．2 otspt dfy／乃d

式中：aspt一为防止混凝土劈裂引用的计算系数；
d-植筋公称直径；

乃d—植筋用胶黏剂的粘结强度设计值。

2．3锚栓最小间距S和最小边距c及相关构造
表2构造表

I 锚栓类型 最小间距S 最小边距C

I 化学锚栓 6dnom 6dnom

注：dnom为锚栓外径，最小锚固深度按GB 50367(混凝

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JGJ 145(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

程》执行

其次，结构设计计算时，除了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外，还要

考虑植筋、锚栓锚固部位及周边的混凝土不能有局部缺陷，如

果有缺陷，应先进行补强或加固处理设计后，再考虑使之达到

预期目的。

再次，化学锚栓一般较为粗短，锚深较浅，对基材裂痕适

应能力较差，承载力低，不适用受拉、受剪复合受力的结构及

生命线工程结构构件的后锚固连接，设计时，应充分考虑。

3预防事故的发生

如果依照厂家说明书，在施工时遵照良好的施工实践经

验去做，也许这些植筋结构胶不会损坏原有混凝土，然而由于

疏忽或工程草率，如因为时间或者资金的压力赶工期，造成施

工的质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也许大范围的损害会在几个月

或几年内就会出现，未来会出现无数对制造厂商、建筑施工单
位、设计单位的法律上的控告及赔偿要求。

化学植筋和化学锚栓的构件有可能在使用中出现老化，发

生事故。有些是化学的原因，有些是结构本身的原因，在旧有

和最近才补充上去的砂浆，植筋胶产生化学变化，降低混凝土

抗压强度，建筑又经历多次整修，现在的水泥砂浆与以前的砂

浆混在一起，性能会随着时间的逐渐转变。因年代久远而发生

徐变，促成混凝土的侧向膨胀，直到达到自行裂开溃散的程

度，植筋的构件最后失效，发生事故。

造成的空气污染或者局部环境的异常如植筋或后锚栓的

部位靠近相关电气设备，具有空调系统的大楼外柱局部温度

偏高，商场中游乐设施及行人产生的振动，在混凝土构件上挖

洞，产生应力集中等，造成局部植筋的混凝土构件开裂。尽管

我们在结构设计中考虑了地震作用力及相关场所的荷载，相

关规范中也提高了它们的保险系数，可是因为设计因素、施工

因素、环境因素等不利条件的累计叠加，依然有可能在毫无征

兆的预警情况下也产生了意想不到、偶然的破坏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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