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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2022年度抽查发现的勘察设计质量主要问题 
 

 

一 、工程勘察 

( 一)地下水勘察 

1.将不同性质、渗透性的土层错误合并为同一含水层，将潜 

水和微承压含水层错误合并为同一含水层，甚至将勘察深度内的 

所有土层错误划分为一层含水层。 

2.未分层量测地下水位，水位提供依据不足或不正确，影响
 

分析评价。 

3.地下水对工程影响的分析不全面、不深入。 

(二)地震效应评价 

1.液化判别不规范，未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年版)》 

(GB50011-2010)第4.3.2条、《岩土工程勘察规范(2009年版)》 

(GB50021-2001)第5.7.8条和第5.7.9条、《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DGJ32/TJ208-2016)第15.3.3条等规定进行完整的层位判别， 

或者每层土判别点和判别孔数量不满足要求。 

2.剪切波速测试存在人为误差，导致等效剪切波速计算不正
 

确，覆盖层厚度确定依据不足，导致特征周期取值不可靠。 

(三)钻孔深度控制 

少量采用桩基础的勘察项目，勘察单位和设计单位之间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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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良好的沟通，导致钻孔深度不能满足不同桩型、不同持力层或 

桩长比选的设计要求，甚至有的控制性孔深满足不了桩基变形计 

算要求。 

(四)不良地质作用和特殊性岩土 

1.对于岩溶发育场地，未能按岩溶发育等级加密勘探点，也 

未采取其他勘察手段(如工程物探)查明岩溶的形态特征、发育 

程度等，岩土工程评价不全面，评价深度不足。 

2. 当填土厚度较大时，在勘探点布置和测试、场地地形地貌
 

历史变迁的调查、岩土工程评价等方面存在不足。 

3.当膨胀土为特殊性岩土时，膨胀性土试验方法无针对性， 

膨胀性指标(如自由膨胀率和膨胀力等)仅根据经验确定，依据 

不足。 

4.当饱和软土为特殊性岩土时，采用地基处理时(如水泥土
 

搅拌桩)未进行有机质含量测试。 

二 、建筑专业设计 

( 一 )防火设计 

1.对改扩建建筑与原有建筑的防火关系定性不准确。 

2.公共建筑及住宅建筑设计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等净尺 

寸，未扣除门框尺寸或扣除不足，疏散门开启后影响疏散通道或 

楼梯梯段的宽度。 

3.自然排烟的楼梯间未按要求在最高处设置1平方米排烟
 

窗，机械排烟的楼梯间未按要求在最高处设置1平方米固定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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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 工 做 法 未 按 《 建 筑 内 部 装 修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 

(GB50222-2017)规定，明确疏散走道、楼梯间、前室等顶棚、墙 

面、地面和设备用房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尤其是将乳胶漆 

作为A级装修材料错误应用于疏散楼梯间和前室的顶棚、墙面 

等 。 

5.工业建筑的定性不准确，未注明应执行的规范，厂房与仓
 

库之间防火分隔不明确。 

6.建筑幕墙空腔未层层封堵或表达不清楚。 

7. 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共用楼梯间时，防火 

分隔不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 

要求。 

(二)建筑设计及安全性防护 

1.住宅建筑栏杆设计存在儿童可攀爬的安全隐患。 

2.公共建筑门厅、走道、台阶及老人、儿童活动场所等地面
 

未注明防滑要求，或防滑要求不明确。 

(三)防渗漏设计 

1.建筑屋面防水等级与防水构造做法不匹配。 

2.公共建筑厨房、餐厅上层设置用水房间时，未明确防水构
 

造措施。 

3.住宅卫生间防潮层做法不明确，门口防水层未延伸。
 

4.配电间贴邻有水房建筑时未做防水措施。 

(四)无障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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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工业建筑中配套的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不够重视，缺
 

无障碍设计或未按要求设置无障碍设施。 

2.无障碍设计不合理，未充分考虑对象人群的需求，无障碍
 

通行流线不连贯，部分无障碍停车位距离建筑出入口距离较远。 

3.部分商业建筑未按要求设置无障碍楼梯。 

(五)绿色建筑设计 

1.绿建专篇、施工做法与节能计算书中保温材料做法、厚度
 

以及门窗型材不一致。 

2.节能计算保温材料热工参数、修正系数取值依据不明确。 

3.采光计算参数不准，未按规范进行折减或未考虑有效面
 

积。幼儿园等公共建筑错误采用了中透光Low-E玻璃。 

4. 未同步设计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如太阳能热水等。 

(六)其他问题 

设计说明针对性不强，模板化，未真正按项目特点编写，夹 

杂不少与项目无关内容，甚至个别工业建筑设计说明中掺杂住宅 

建筑内容。 

三 、结构专业设计 

( 一)规范执行 

近一年，《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2021)、《建筑与  

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建筑与市政地基基  

础通用规范》 (GB550 03 -2 021)、《组合结构通用规范》 

(GB55004-2021)、《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550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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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55017-2021)、《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 

通用规范》(GB55021-2021)等一批通用规范开始实施。部分设 

计单位跟踪、更新、执行新规范不及时，导致楼屋面活荷载等荷 

载取值不足、结构作用分项系数或地震作用分项系数等计算参数 

取值错误等问题。 

(二)钢筋混凝土构件配筋 

部分项目钢筋混凝土构件配筋不足，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 

(墙、柱、梁、板等)配筋小于计算值且差值较大的问题仍然比 

较普遍，不能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要求或抗震承载能力设 

计要求。 

(三)计算模型、计算参数、计算资料及设计依据 

1.部分计算模型与施工图不符或计算参数取值不准确，结构
 

分析计算与结构布置、结构构件尺寸及材料等设计存在偏差。 

2.设防烈度、场地土类别取值、水浮力、荷载折减系数、荷 

载作用系数、工业建筑重力荷载代表系数等参数取值与实际设计 

或规范要求不符。 

3.部分计算模型遗漏荷载或荷载输入与房间功能不符。 

4.部分项目设计资料和计算信息不全面，包括未按规范要求 

进行沉降计算，基础未进行冲切、抗剪、局压验算，存在上浮问  

题的建筑地下室抗浮验算不准确，附加荷载计算无过程资料，斜  

屋面荷载计算未考虑坡度影响，缺抗风柱、屋面支撑、柱间支撑、 

压型钢板屋面板等计算资料，天然地基在基础受力层范围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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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下卧层时未进行软弱下卧层的地基承载力验算，钢结构防火
 

设计计算资料不全，部分计算资料与具体防火措施不吻合等。 

5.部分抗拔桩及抗压桩无试桩报告，单桩承载力取值依据不
 

足。 

(四)抗震构造措施 

部分项目的结构构件设计违反有关抗震构造的强制性条文， 

其中违反《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年版)》(GB50011-2010)  

第6.3.3条、《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55008-2021)第4.4.8 

条的问题比较普遍。 

(五)结构体系合理性 

部分项目对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及其薄弱部位设计重视不够， 

未对其不规则性进行判定并对薄弱部位采取针对性加强措施，部  

分特别不规则的多层建筑未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2016 年版)》 

(GB50011-2010)第3.4.1条要求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并采取特  

别的加强措施，部分乙类建筑采用单跨框架结构且未采取加强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