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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某超高层核心筒
垂直度和几何尺寸的控制

邵强

(广州市从化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摘 要】核心筒垂直度和几何尺寸控制，是确保工程外观质量指标重要控制点。本文通过分析先
进的测量控制技术、模板工程纠偏技术、环境分析与测量时机的把握、测量过程的管理与控制，使得核

心筒垂直度和几何尺寸达到建筑设计理论标高。

【关键词】高层核心筒：测量技术；纠偏技术：理论标高

1引言

一般超高层核心筒高度达几百米，平面尺寸为矩形

或圆形，相对较狭，厚度从下至上不均变化，例如有3m、

2．5m、2m、1．5m、1m不等，截面成台阶状变化收缩。核心

筒设有大量的洞口，核心筒内部水平结构滞后施工，因

此核心筒结构的垂直度和几何尺寸控制显得十分重要，

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关键所在。采用先进的工程测量技

术、施工措施、工程管理措施及先进的模板技术等多个

方面技术措施，来控制核心筒垂直度和几何尺寸，使之

精度达到优质工程的要求。

2采取测量控制技术

2．1测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核心筒垂直度和几何尺寸控制，是采取外部控制和

内部控制相结合的技术方法。外部控制是利用首级平面

控制网作为空中导线网，传递到高空的平面控制网，每

五层校核一次；内部控制是将高空平面控制网传递到核

心筒的各个控制点。

2．2核心筒控制点的设置
(1)核心筒的形状及首层平面的面积决定设置控制

点的个数；

(2)设置强制对中测量平台，布置竖向激光测量系

统；

(3)在整体提升平台上的相应位置固定布置强制对

中测量点接收平台，在每次混凝土浇注前都要对竖直核

心筒墙进行测量，并按需要进行调整。

核心筒控制点平面布置示意如图l所示。

2．3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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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天顶仪在强制平台上设站，将底部强制平台中

心的坐标垂直向上投影至提升平台的强制对中接收平

台上。如图2所示垂直度测量控制装置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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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垂直度测量控制装置布置

(2)利用激光测量技术建立真正的广州市基准面；

(3)在提升平台的结构放射梁上相对于强制对中点

的坐标，测设出核心筒外墙内壁每块模板定位控制点。

从而使核心筒外墙每一点垂直度都得到控制。

(4)综合考虑重力荷载／徐变／收缩对核心筒墙造

成的轴向压缩进行补偿，使得在浇注墙顶混凝土时，能

够让核心筒墙标高在安装之后达到建筑设计的理论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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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取模板工程纠偏技术

3．1要求采用高精度、高强度模板
(1)模板强度要求

设计高强度的模板，使模板在最大层高7．8m高混

凝土侧压力作用下，综合弹性变形小于3mm。

(2)模板精度要求

外墙模板面板采用6mm优质冷轧钢板，模板面板拼

缝进行精加工切削铯边，使模板拼缝间隙小于lmm。面

板接缝不平度小于0．5mm，达到清水混凝土表面质量要

求。

(3)综合考虑核心筒墙几何尺寸、截面收缩、其它构

件影响等因素，科学合理地进行模板分块，从而保证核

心筒外型尺寸的精度。

3．2采用先进模板对拉螺栓定位技术
(1)采用H型节安螺母系列技术

剪力墙内外模的对拉固定。采用H型节安螺母系列

技术，该技术原为芬兰技术，在上海南浦大桥塔座施工

中引进，经专业单位改进限位技术后，已在多个大型工

程中成功应用。

该对拉螺杆系统有三部分组成，分为外螺杆、H型

螺母和内埋螺杆。其结构组成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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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拉螺杆示意

(2)根据墙体厚度，配置内埋螺杆，其长度要求在两

端拧上H型螺母后的实际长度等于墙体厚度减去2mm。

(3)通过浇混凝土后的正常胀模达到设计尺寸，将此

作为墙体几何尺寸的限位。墙体两侧模板通过外置螺杆

旋入进行固定。

(4)外置螺杆和H型螺母可重复周转应用。内埋螺杆

永久留在墙体中，它可以彻底消除因穿墙螺孔修补不当

而引起渗水质量隐患。

同时当H型锥形螺母拧出重复应用后在墙面上留

下一个深70～75mm锥形孔洞内埋螺杆在孔洞中伸出

30ram，可作为墙面孔修补混凝土的锚筋。从而消除了外

墙修补混凝土脱落的质量隐患。

应用H型螺母对拉螺杆固定模板技术。根据以往大

量工程实践经验证明，可以确保剪力墙体的截面尺寸控

制在±O～5mm误差之间。从而使核心筒的几何尺寸得

到有效控制。

3．3采用模板纠偏技术
(1)在施工过程中，模板承受混凝土的侧向压力，而

且还受到其它外界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存在模板偏位、

垂直度精度不够等问题。因此模板工程要有较强的适应

性和较强的纠偏能力。

(2)采用整体液压爬升系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纠

偏能力，而且操作方便，完全可以满足工程的需要。在每

次模板爬升就位前，都要采用高精度的测量技术对模板

进行测量定位。一旦发现木板存在偏位现象，可以根据

测量结果对模板的位置进行调整，使其达到垂直度和几

何尺寸要求的精度。

4分析环境变化，把握测量时机

4．1测量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
核心筒结构的垂直度和几何尺寸控制受外界环境

条件的影响，不同环境下测量结果会有所不同。

4．2综合分析广州地区的气候条件
(1)全年温差相对较小，夏季气温较高，因此以环境

温度为22。C时为测量基准，其它环境条件下的测量与

此换算。

(2)为减小日温差和阳光照射的影响，每次测量的时

机选择在早上日出前后时间段进行。

5测量过程的管理

5．1测量设备管理
选择激光测量系统、天顶仪等设备精度满足垂直度

控制要求。

5．2五位一体的测量控制管理体系
(1)五位一体是指监理、监测(由业主聘请的专业监

测单位)、总承包部、土建部和钢结构部管理监督一体

化。

(2)测量所用仪器、尺具必须经专业检测单位检测标

定后才能使用。

(3)测量仪器、尺具均由专人保管专人使用。

(4)核心筒结构的垂直度和几何尺寸控制是核心筒

质量控制的关键，加强核心筒结构的测控管理，完善五

位一体的测量管理体系。

6结束语

(1)测量控制技术采取核心筒墙壁外部控制和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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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程桩基础设计
张萌1’2郁素红3

(1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2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结构研发中心)

(3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摘 要】桩基础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较普遍的基础形式，而预应力混凝土管桩与灌注桩是桩基础中
应用较为广泛的两种。本文分析了这两种类型桩基的特点，并从桩基选型、桩基承载力及沉降计算、耐

久性设计四个方面介绍了上述两类桩基在惠州沿海某工程中的应用，对类似桩基工程的设计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桩基础：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冲孔灌注桩；应用

1前言

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典型的上软下硬岩土层结构，常

见建筑地基一般上部为承载能力较弱、变形较大的填土

／淤泥／淤泥质土、沙土、风化残积土等土层，下部为承

载力高、变形量小、稳定性及抗震性能好且埋深一般相

对较浅的岩层；桩基础一般承载潜力较大，能抵御复杂

荷载，沉降变形量相对较小，对各类工程地质条件适应

性良好，因此，广州地区多层及高层建筑普遍采用以一

定厚度的风化岩层为持力层的桩基础。各种桩基础类型

中，预应力混凝土管桩与冲孔灌注桩因对工程中常见地

层的适用性强，且单桩承载力相对较高，是实际工程中

应用较为广泛的两种桩基类型。本文介绍了这两类桩基

础在惠州沿海某工程中的设计应用过程，希望为类似工

控制相结合的技术方法，根据几何形状和面积设置核心

筒控制点，采取不同的测量操作方法。

(2)采取模板工程纠偏技术要求采用高精度、高强度

模板，模板对拉螺栓定位技术，整体液压爬升系统，具有

很强的纠偏能力；

(3)分析环境变化，测量时机把握在环境温度为

22℃时为测量基准，在早上日出前后时间为最佳。

(4)建立测量工具管理机制和五位一体的测量控制

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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