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野厂房加固工程施工队伍

产品名称 牧野厂房加固工程施工队伍

公司名称 河南明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101.00/平方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康平路79号

联系电话  13203888163

产品详情

承接河南省各地区房屋检测鉴定、加固设计、施工业务

我们长期致力于杞县建筑结构改造加固设计及施工，内部拥有高端施工机具、资身的设计和技术人员，
具备专门的施工人员和丰富的施工业绩。主要承接新县混凝土加固、镇平县房屋加固、泰安灌浆加固、
南召县湿式外包钢加固、固始县改造加固、东营各种植筋加固、安阳市抗震加固、中牟县砖混结构加固
、新蔡县粘钢加固、汝州市桥梁加固、巩义市校舍加固、宿州补强加固、惠济区楼板加固、卢氏县粘碳
纤维加固、瀍河区喷射混凝土加固、淇滨区钢结加固、郏县梁加固以及大型静力拆除、破碎、化学螺栓
，混凝土裂缝修复、注浆堵漏、防水、加楼板，学校加固，桥梁支座更换，桥梁维护，房屋安全鉴定，
等一系列加固工程。本公司具有建设部颁发的特种专门施工企业姿质。

基础工程钢筋笼箍筋未按要求加密存在问题：钢筋笼箍筋未按要求加密产生原因：钢筋笼端部箍筋间距
不符合图纸要求。处理意见：拆除钢筋笼加密区箍筋重新焊接。

作为宝丰县本地区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本公司拥有齐全的姿质，包括结构补强姿质、地基基础加固
姿质、CMA检测姿质、设计姿质，承接的地区涵盖国内多个省份多个地区，包括有商丘市以及襄城县、
淄博、源汇区、南阳、宝丰县、修武县、孟州市、南召县、睢县、解放区、新野县、周口市、延津县、
辉县市、许昌、漯河市、山城区、顺河区、宜阳县、龙亭区、池州、卧龙区、新乡县、铜陵、蚌埠、上
街区、宿州、淇滨区、新县、卫滨区、鹿邑县、商丘、三门峡、安庆、林州市、建安区、菏泽、洛阳市
、淄博、光山县等地区检测检测、加固改造施工、切割拆除、设计业务!

桥梁加固中旧桥病害加固处治应贯彻“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着力避免“小病不治，酿成大病
”

。就具体的桥梁病害处治加固而言，在实施过程中，应遵循以下6原则。

从实际出发原则

桥梁加固改造之前，必须对原结构系统地进行承载力、使用性能德鉴定，对桥梁结构的各种病害、缺



陷等实际状态进行客观准确地把握和评价，对病害成因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诊断。加固设计时的分析计

算模式，材料性能指标要尽可能地分析与诊断。加固设计时的分析计算模式、材料性能指标要尽可能地
与

世界情况符合，加固方案应充分考虑既有交通的与影响，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加固改造选用的施

工工艺、设备机具应与施工现场实际条件紧密结合，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隐患原则

桥梁加固方案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各种长期因素(如温度变化、地基不均匀沉降、腐蚀、振动等环境原因
)

对桥梁结构耐久性能胡使用性能德不利影响，适度考虑交通流量增大、超重超载车辆、施工荷载等因素
对

结构受力行为的影响，对其可能造成的损坏或不利影响预先提出对策，避免这些不利硬度再次影响加固
改

造效果，彻底这种隐患。

比较原则

桥梁加固方案的确定，是在综合地考虑旧桥结构的病害状况、使用历史、荷载变异、功能要求、加固

效果、既有交通状况、桥梁加固施工技术条件(施工技术工艺、设备机具、熟练技工等)、一些非技术因
素

(经济指标、工作成端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后，经过多个桥梁加固方案的比较、反复论证后、优中选优

。

预防损坏原则

在桥梁加固施工过程中，若发现旧桥结构或构件存在其他新结构或构件存在其他新的缺陷或病害是，应
立

即停止施工，并会同设计单位、监测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后方可继续施工，防止桥梁加固施工对原有
的

结构造成新的损害。对于存在倾覆、滑移倒塌的可能的结构，在桥梁加固施工前应采取切实有效的临时
加

固措施，防止在桥梁加固期间产生新的病害或损伤。此外，应尽量不损坏既有结构，保留其具有利用价
值

的部分，避免不必要的损坏、拆除或更换。

协同受力原则



桥梁加固方案的确定，还应采取有效措施或主动加固对策，充分考虑新旧结构强度、刚度与使用寿命的
均

衡与匹配，尽可能地保证新增加的界面和构件与原有结构能够可靠地协同工作、整体受力，共同承担外
荷

载，使加固后的桥梁结构达到安全、可开、耐久的目标。一般来说，由于桥梁恒载占比例较大，桥梁加

固同时往往难以采取封闭交通或采取其他卸载措施，因此，桥梁加增加的构件或截面常常只能承受

活荷载，因此要想法设法地在构件上、工序上、工艺上采取措施，尽可能采用主动桥梁加固对策，使新
增

构件或截面承担更多的荷载，适当减轻原有结构或构件荷载。

有序实施原则

一般来说，桥梁加固施工过程中可能包含卸载、加载、协同受力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结构受力图式
，

荷载大小及作用位置等都在不断的变化中，因此，应当严格按照设计确定的施工工序实施，严格控制施
工

临时荷载，尽量减少作用在原有结构上的施工荷载，避免在某个阶段产生过载现象，导致对原有结构造
成

新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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