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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湖北省各地区检测鉴定、设计、施工业务！ 

大冶过火房屋质量检测第三方中心 

房屋安全鉴定有哪些工作内容？ 1、双方签订房屋安全鉴定委托合同； 2、委托方缴纳项目订金；
3、房屋安全鉴定专家现场勘查； 4、检测结果数据收集； 5、芯样送往实验室检测；
6、综合分析、房屋鉴定评定； 7、检测鉴定结论，出具鉴定报告； 

大冶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是专门的大冶房屋检测，大冶房屋鉴定，大冶房屋检测鉴定，为个人、机构、设
计、施工单位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专注出具第三方检测鉴定报告。 

合理采矿：预留保护煤柱合理科学的采矿方案，可以防止或减少塌陷的发生，特别是小煤窑不能影响国
矿的安全和开采规划。采矿单位应向地方规划部门提供采空区位置及有关资料，以便于工程建设单位根
据采空区位置进行 勘察设计工作。采煤时建筑物下预留保护柱，  

需要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10种情况出于维护建筑结构的角度出发，了解房屋结构的当前状态及在目标使
用期内的可靠性时：能享受该情形待遇的建筑结构身份一般比较高贵，如历史建筑、纪念性建筑、大型
公共建筑等，所谓目标使用期，即业主希望通过必要的修缮和维护能继续使用的年限。  

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提醒您不单单是70-90年代的房屋，现在也有许多房屋的安全性有待评定，特别是一些
已完工或正在建设中的房屋由于各种使用原因待鉴定，有的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为此有必要进行
房屋安全鉴定。  

相邻施工：发现自己房屋周边正在新建建筑物的朋友们注意了，在已有房屋附近施工并降低地下水位时,
会引起周边房屋的地基失水固结,而使建筑物发生倾斜。勘察不当：这个跟地基土软弱相近，在房屋建造
前若勘察时过高地估计地基土的承载力或设计时漏算荷载,都会导致基底应力过高,引起地基失稳而使房屋



倾斜甚至倒塌。  

房屋安全鉴定的鉴定流程为：接受委托—初步调查—确定房屋鉴定方案、内容—详细调查与检测综合分
析、等级评定—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书，在检测鉴定过程中必要时可进行补充调查，由于鉴定类别的
不同，房屋安全鉴 定工作应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检测鉴定，但是不得故意简化或漏项。  

现在的房子越盖越高，这对房子的地基要求会加大，但是天然地基软弱无法满足地基强度、变形等要求
，那么就需要事先对地基进行处理，对地基进行加固，利用换填、夯实、挤密、排水、胶结、加筋和热
学等方法改良地基土的工程特性，从而达到地基加固的目的
对地基处理的目的在于：提高地基土的抗剪切强度;降低地基土的压缩性 ;改善地基土的透水特性;改善地
基土的动力特性;改善特殊土的不良地基特性。对地基加固的方法主要有：换土垫层法;振密、挤密法;排
水固结法;加筋法 ;胶结法。 地基加固处理方法需结合建筑物的上部结构及当地的土质情况综合确定加固
方法，地基的加固越好，我们在地基上的房子安全性才更高，房子的寿命才会更长久。  

出现危及使用安全迹象的楼房。 拆改建筑主体结构，明显加大荷载的楼房。
改变使用性质、危及使用安全的楼房。 遭受灾害事故后出现异常，仍需继续投入正常使用的楼房。  

温度裂缝， 温度裂缝一般是由于温度变化大或者混凝土在施工时产生水化热等因素造成的。相关研究表
明，当混凝土内外温差大于10°后，其冷缩 值为0.01%，而当温差在20°～30°后，其冷缩值变为0.02%
～0.03%，而混凝土结构能承受的较大冷缩值为0.01%～0.02%，也就会导致混 凝土产生温度裂缝。因此，
在进屋安全鉴定时应充分考虑到外界因素对楼房结构产生的影响，充分查看建筑资料，以查明裂缝出现
的原 因。  

概况 某厂房为三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总建筑面积约为10000m2，现拟对厂房进行改造，由原液
体制剂车间(含仓库)改建成 固体制剂生产车间，改造后房屋首层地坪使用荷载发生较大变化。为策安全
，并为改造设计提供依据，对房屋地坪进行全面检 测，对地坪结构安全性进行评定，并对可能存在的问
题提出处理建议。于2016年赴现场对房屋地坪质量进行了全面检测，随后 将对现场钻取的混凝土芯样进
行了室内试验，对现场检测结果进行了整理分析，并根据整理结果进行理论计算。  

楼房完损检测应采用照片、图纸等辅助手段记录楼房的完损状态，宜辅以主要裂缝分布图。裂缝、渗漏
等损伤位置的描述应明确所在的 楼层、房间、构件、位置(顶部、底部、侧面等)、走向和宽度(裂缝)、
范围或程度等。应尽可能的分清损伤性质，如裂缝是否贯穿、结
构构件的损坏还是建筑装修的损坏等，并在表述时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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