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案例考点专项分析--技术部分

1、施工测量的内容和方法

2016（一）背景资料

某综合楼工程，地下三层，地上二十层，总建筑面积 68000m2。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建

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施工合同约定竣工时需向建设单位移交变形测量报告。施工单位委托第三方测量单

位进行施工阶段的建筑变形测量。

地下结构施工过程中，测量单位按变形测量方案实施监测时，发现基坑周边地表出现明显裂缝，

立即将此异常情况报告给施工单位。施工单位立即要求测量单位及时采取相应的监测措施，并根据观

测数据制订了后续防控对策。

问题

2．变形测量发现异常情况后，第三方测量单位应及时采取哪些措施？针对变形测量，除基坑周边地

表出现明显裂缝外，还有哪些异常情况也应立即报告委托方？

【参考答案】

2．（1）第三方测量单位应及时采取的措施有：增加观测次数、调整变形测量方案。

（2）应立即报告委托方的异常情况还有：

①变形量出现异常；②变形速率出现异常；③周边（开挖面）出现塌陷（滑坡）；④建筑本身出现异

常；⑤周边建筑出现异常；⑥由于地震（暴雨、冻融）自然灾害引起的异常情况。

【考点分析】

1、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在施工和使用期间应进行变形测量。

2、变形测量是全过程的，其各测量环节中技术设计尤为重要，测量前需做好结束设计并形成书面的

设计书或施测方案。测量过程中应依据实际情况增测或调整变形测量方案。

2、土石方开挖施工

2018（三）背景资料

某新建高层住宅工程，建筑面积 16000m2。地下一层，地上十二层，二层以下为现浇钢筋混凝

土结构，二层以上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预制墙板钢筋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施工工艺。

监理工程师在检查土方回填施工时发现：回填土料混有建筑垃圾；土料铺填厚度大于 400mm；

采用振动压实机压实 2 遍成活；每天将回填 2-3 层的环刀法取的土样统一送检测单位检测压实系数。

对此提出整改要求。

问题

2．指出土方回填施工中的不妥之处？并写出正确做法。

【参考答案】

2．土方回填不妥：

不妥 1：混有建筑垃圾；理由：应清除垃圾、杂物；

不妥 2：分层厚度 400mm；理由：振动压实机每层虚铺厚度为 250-350mm；



不妥 3：压实遍数 2 遍；理由：每层压实 3-4 遍：

不妥 4：2-3 层土样统一送检；理由：每 1 层取样送检。

【考点分析】

1、回填土料不得混有建筑垃圾。回填应分层进行，每层压实系数符合设计要求或方可铺填上层土。

2、《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51004-2015 第 8.5.6 条第 3 款，填土施工时的分层厚度及压

实厚度的要求。

3、混凝土结构施工

2018（三）背景资料

某新建高层住宅工程，建筑面积 16000m2。地下一层，地上十二层，二层以下为现浇钢筋混凝

土结构，二层以上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预制墙板钢筋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施工工艺。

“后浇带施工专项方案”中确定：模板独立支设；剔除模板用钢丝网；因设计无要求，基础底板后浇

带 10d 后封闭等。

问题

3．指出“后浇带专项方案”中的不妥之处？写出后浇带混凝土施工的主要技术措施。

【参考答案】

3．1）不正确：10d

2）施工后浇带正确的做法是：

（1）清理杂物和松动石子；

（2）充分湿润冲洗干净；

（3）浇筑前，先刷一道水泥浆；

（4）采用微膨胀混凝土；

（5）强度比原结构提高一级；

（6）保持至少 14d 的湿润养护；

【考点分析】

1、基础底板位置后浇带参照《地下工程技术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第 5.2.2 条，后浇带应

在两侧混凝土零期达到 42d 后再施工。

2、拓展：高层建筑或沉降后浇带，其封闭期间应按设计要求或规定时间进行，通常至少在两侧混凝

土零期超过 2 个月以后。

2017（三）背景资料

某新建仓储工程，建筑面积 8000m2，地下 1 层，地上 1 层，采用钢筋混凝土筏板基础，建筑高

度 12m；地下室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地上部分为钢结构；筏板基础混凝土等级为 C30，内配双

层钢筋网、主筋为 C20 螺纹钢。基础筏板下三七灰土夯实，无混凝土垫层。

项目部制定的基础筏板钢筋施工技术方案中规定：钢筋保护层厚度控制在 40mm；主筋通过直



螺纹连接接长，钢筋交叉点按照相隔交错扎牢，绑扎点的钢丝扣绑扎方向要求一致；上、下层钢筋网

之间拉勾要绑扎牢固，以保证上、下层钢筋网相对位置准确。监理工程师审查后认为有些规定不妥，

要求改正。

问题

2．写出基础筏板钢筋技术方案中的不妥之处，并分别说明理由。

【参考答案】

2．基础筏板钢筋加工和绑扎技术方案中错误之处及相应正确做法：

不妥 1：钢筋保护层厚度为 40mm。正确做法：底皮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应不小于 70mm；

不妥 2：钢筋交叉点按照相隔交错扎牢，正确做法：全部钢筋交叉点应扎牢

不妥 3：绑扎点的钢丝扣绑扎方向要求一致，正确做法：相邻绑扎点的钢丝扣要成八字形绑扎。

不妥 4：上层钢筋网拉勾做撑脚，正确：另设钢筋撑脚。

【考点分析】

1、钢筋工程其代换原则、钢筋连接、钢筋加工、钢筋安装的绑扎工作需要详读见考试用书 1A415041

二、钢筋工程。

4、钢结构工程施工

2018（二）背景资料

某高校图书馆工程，地下二层，地上五层，建筑面积约 35000m2，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部分屋面为正向抽空四角锥网架结构。

项目部为优化工期，通过改进装饰装修施工工艺，使其作业时间缩短为 4 个月，据此调整的进度

计划通过了总监理工程师的确认。

项目部计划采用高空散装法施工屋面网架，监理工程师审查时认为高空散装法施工高空作业多、

安全隐患大，建议修改为采用分条安装法施工。

问题

3．监理工程师的建议是否合理？网架安装方法还有哪些？网架高空散装法施工的特点还有哪些？



【参考答案】

3．（1）监理工程师的建议合理

（2）采用高空散装法的施工特点有：脚手架用量大、工期长、需占用建筑物场内用地多、技术上有

一定难度

（3）网架施工方法还有：分块安装法、滑移法、整体吊装法、整体顶升法。

【考点分析】

1、高空散装法是指小拼单元和散件（单个杆件及单个节点）直接在设计位置进行总拼的方法。

2、高空散装法主要为高空作业易形成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架体失稳坍塌等安全隐患。

2016（二）背景资料

某新建体育馆工程，建筑面积约 23000m2，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网架屋盖，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地下室顶板设计有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梁。

屋盖网架采用有 Q390GJ 钢，因钢结构制作单位首次采用该材料，施工前，监理工程师要求其

对首次采用的 Q390GJ 钢及相关的接头形式、焊接工艺参数、预热和后热措施等焊接参数组合条件

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问题

3．除背景资料已明确的焊接参数组合条件外，还有哪些参数的组合条件也需要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参考答案】

3．焊接方法、焊接材料、焊接位置、焊后热处理。

【考点分析】

1、《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755-2012 第 6.3.1 条规定，施工单位首次采用的钢材、焊接材料、

焊接方法、接头形式、焊接位置、焊后热处理等各参数及参数的组合，应在钢结构制作及安装前进行

焊接工艺评定试验。

2、《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2011 第 6.1.1 条也做出同款规定。

5、防水工程施工

2017（一）背景资料

某新建别墅群项目，总建筑面积 45000m2；各幢别墅均为地下 1 层，地上 3 层，砖砌体混合结

构。

项目部对地下室 M5 水泥砂浆防水层施工提出了技术要求：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自来水、中砂、

防水剂等材料拌和，中砂含泥量不得大于 3%；防水层施工前应采用强度等级 M5 的普通砂浆将基层

表面的孔洞、缝隙堵塞抹平；防水层施工要求一遍成活，铺抹时应压实、表面应提浆压光，并及时进

行保湿养护 7 天。

问题

3．写出项目部对地下室水泥砂浆防水层施工技术要求的不妥之处，并分别说明理由。



【参考答案】

3．项目经理部对屋面防水砂浆层技术要求不妥之处及理由：

不妥 1：中砂含泥量不得大于 3%，理由：含泥量不得大于 1%；

不妥 2：用同等级普通砂浆，理由：应用防水层相同的防水砂浆；

不妥 3：保湿养护 7 天，理由：保湿养护不得少于 14 天。

不妥 4：一遍成活，理由：宜分层成活。

【考点分析】

《地下室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第 4.2.7 条规定，水泥砂浆防水层采用中砂，其含泥量不应大于 1%，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不应大于

1%。

第 4.2.10 条规定，水泥砂浆防水层施工前，基层表面的孔洞缝隙，应采用与防水层相同的防水砂浆

堵塞并抹平。

第 4.2.13 条规定，水泥砂浆防水层应分层铺抹或喷射，铺抹时应压实、抹平，最后一层表面应提浆

压光。

水泥砂浆防水层终凝后及时养护，温度不宜低于 5℃，且不少于 14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