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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金东区宾馆房屋安全鉴定房屋检测鉴定单位

@联系 盛经理

作为金华市本地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鉴定中心，
我们承接江浙沪所有市级、乡镇地区建筑物安全检测鉴定、加固施工、加固设计业务

浙江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房屋质量检测（完损状况检测、损坏趋势检测、结构和使用功能
改变检测、抗震鉴定检测、房屋综合检测）、防雷检测、主体结构工程检测、工程测量及测绘、建筑工
程司法鉴定、既有建筑幕墙检查等工作的机构。我们还拥有设计、加固施工、切割拆除一站式服务。作
为建筑工程技术行业的服务商，翰达将秉承“、专注、公正、诚信”的服务理念，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
的服务。

金华市金东区宾馆房屋安全鉴定房屋检测鉴定单位,

现在国家实行扶贫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农村的危房改造，贫困家庭可以申请证府的农村危房改
造补贴。但是危房必须是经过鉴定的c级或d级危房。根据贫困程度和房屋破损程度不同危房补贴标准也
不同。那么危房鉴定找哪个部来做的呢?具体程序怎样走?

危房改造申请程序

一、申请受理。乡(镇)人民证府或乡(镇)农村危改领导小组应在每年1月至2月底前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农户申请工作。申请人应该如实申报家庭基本情况。同时申请人应提供下列资料：

1、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改造补助申请表。2、民证府部的家庭贫困程度相关证明。3、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

二、调查核实。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走访等方式，对申请
人居住的房屋危险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收支情况、是否受过其他渠道的建房补助资金等情况进行调查
核实，并组织村民进行公开评议。

入户调查时应至少有1名村干部和1名以上本村群众参加。调查人员和户主应分别在调查表上签字盖章。
在调查房屋危险程度时应按照《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 (试行)》的标准进行评定，同时要组织村民
进行公开评议。房屋危险程度确定以后，由乡(镇)家危改领导小组指派技术人员进行复核。

三、一榜公示。调查核实结束后，村民委员会将调查结果在村务公开栏、村民聚居地进行公示。不符合
补助条件的应注明理由。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天。

四、乡(镇)人民证府或农危改领导小组审核。乡(镇)人民证府或农危改领导小组对村民委员会上报的材料
进行审核。组织相关人员对村民委员会上报的危改对象进行户户见面实地审核。

五、二榜公示。在乡(镇)政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村民聚居地对审核结果进行公开。公示时间不得少
于5天。

六、县(市、区)人民证府或农危改领导小组审批。县(市、区)人民证府或农危改领导小组汇总各乡(镇)情
况，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组织重点复核及抽查，并对申请人、申请方式、补助资金作出审批决定。

七、三榜公示。在乡镇(政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村民聚居地对审批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天。

八、批准改造。公示期满列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同意批准成为当年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改造对象。

哪个部负责危房鉴定?

农村申请危房改造需要这些程序：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家庭，户主可向村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由村民委员会对初定危房改造对象予以公示后，再填写申请表，并签订建新拆旧协议，一同上报乡(镇)
证府。乡(镇)证府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申请人的住房和家庭经济情况等进行核实。乡(镇)证府调查后
，符合条件的，报县危房改造领导小组审批;不符合条件的，将材料退回。然后再由县证府对乡(镇)上报
的申请材料实地复核，若符合补助条件，将予以批准，并核定资助方式及标准。zui后，县证府根据省、
市下达的年度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和资金，结合实际组织实施。竣工后的危房改造项目，由县住房和规划
建设管理局会同相关部对翻建新建、修缮加固住房进行检查验收。城镇则须通过居民委和街道办事处逐
级申报申批。去你们当地城建局拆迁办公室，有些地方还需要民政部的手续。

相信很多客户在购买碳纤维布进行加固时，都会遇到商家对碳纤维布模糊的概念宣传，如果对碳纤维布
不太懂行，盲目购买，那你可能就傻眼了。小悍整理了一些资料，供大家对碳纤维布加固有一个系统的
了解。

一、国产碳纤维布靠谱吗?有没有比较好的品牌?

目前市场上售卖的碳纤维布比较杂乱，很多牌子听都没听过，甚至没有匹配相应的使用说明书，令客户
在购买的时候很是不安，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很多客户为了加固工程的质量，认可购买国际，如日本
东丽、东邦等。



这些固然是好，但是由于航空运输、技术持有等因素，使得它们的价格也比一般的国产品牌要贵很多;另
外，从民族情感上来说，国产品牌是我们傲娇世界的敲门砖，国人理应国货，为此献一份力。

有的人说了，难道让我放弃工程质量来国货吗?

当然不是了。大家之所以对国产碳纤维布印象不佳，是因为那些“遗珠”你还没有发现!国产碳纤维布并
非都是差的，好的厂家比比皆是，只是做出品牌的比较少。好的品牌如浙江SKO，产品大多用在建筑加
固补强上，其在用户当中的口碑很好，是国产品牌中的佼佼者。

二、碳纤维布加固zui标准规范的施工流程怎么走?

1.工艺原理

利用配套碳纤维浸渍胶将抗拉强度极高的碳纤维布粘贴于混凝土结构表面，并与之形成整体，共同工作
，达到增强构件承载力的作用。

2.施工流程

表面处理→底胶施工→找平施工→涂刷碳胶→粘贴碳布→二次滚涂→固化养护

3.具体操作

(1)混凝土表面处理

混凝土面应凿除粉饰层，油污、污物等，然后用角磨机磨去1~2mm厚表层，混凝土构件转角处应进行倒
角处理，打磨完毕用压缩空气吹净浮沉，然后用棉布蘸酒精试净表面，保持干燥备用。

若被补强的混凝土存在裂缝，应先视裂缝大小选用HM-120M灌注胶或HM-120L灌缝胶灌注后再进行补强
。

(2)底胶施工

施工时，底胶A、B两组份按规定的配胶比例称重，倒入洁净容器内并搅拌均匀(搅拌时沿同一方向搅拌
，尽量避免混入空气形成气泡。

用毛刷或滚筒刷在混凝土表面均匀涂刷，胶表层干燥以后，可视具体情况进行多次涂刷，但是涂层厚度
不超过0.4mm，并不得漏刷或有流淌、气泡，等胶固化后(固化时间视现场气温而定，以手指触感干燥为
宜，一般不小于2小时)，再进行下一道工序。

每次配制的胶液应在胶的适用期内一次用完。

(3)找平施工

混凝土表面气孔及问题应使用找平胶补平。

存在凹陷部位时，将配置好的找平胶用刮刀嵌刮进行修补填平，模板接头等出现高度差的部位应用找平
胶填补，尽量减少高差。

转角的处理，应用找平胶将其补为光滑的圆弧，半径不小于20mm。

找平胶须固化后(固化时间视现场气温而定，以手指触感干燥为宜，一般不少于2小时)，方可进行下一道



工序。

(4)碳纤维布的粘贴

将碳纤维浸渍胶均匀涂抹于被粘贴部位，拐角部位适当多涂抹一些。将碳纤维布拉紧对齐后粘贴，用塑
料刮板 或滚筒(用去掉外边绒毛的涂料滚筒即可)，沿同一方向反复滚压，直至胶料渗出。

然后在碳纤维布外表面也均匀涂抹浸渍胶，并反复滚压，使浸渍胶双向充分浸润碳纤维布。若多层粘贴
，待手指触感干燥，可进行下一层粘贴。碳纤维布若需搭接，搭接长度不宜小于100mm。

(5)固化养护

施工完成后24小时内防止雨淋或受潮，并注意保护，防止硬物碰伤施工表面。平均气温20~25℃，固化时
间不得少于3天;平均气温为10℃，固化时间不得少于7天。

三、碳纤维布加固的检验方法

1、检测方法：

原材料：结构胶送实验室进行检测，如抗拉强度、抗压强度、弹性模量、老化试验等。

工序检测：界面处理、工序衔接时间间隔等。

固化后检测：现场抽样做正拉强度检测。

2、碳纤维材料用于混凝土结构加固修补的研究始于80年代美、日等发达国家。我国的这项技术起步很晚
，但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现有建筑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当时设计荷载标准低造成
历史遗留问题，一些建筑由于使用功能的改变，难以满足当前规范使用的需求，亟需进行维修、加固。

目前常用的加固方法有很多，如：加大截面法、外包钢加固法、粘钢加固法、碳纤维加固法等。碳纤维
加固修补结构技术是继加大混凝土截面、粘钢之后的又一种新型的结构加固技术。

四、碳纤维布加固和粘钢加固能否互换?

碳纤维布加固和粘钢加固形式、加固机理均较类似，一般采用悍马碳纤维布进行加固，本质相于增加构
件配筋，在抗弯、抗剪加固中一般可以互换。

若碳纤维布抗拉强度设计值取为2000Mpa，钢材(Q235)抗拉强度设计值取为200Mpa，可按照0.1mm厚碳纤
维布相当于1mm厚钢板的原则代换。

应注意几点:

1、碳纤维和钢材弹性模量基本一致，碳纤维抗拉强度是钢材的10倍左右，所以要充分发挥加固材料的强
度，粘碳纤维需要加固构件产生更大的形变。

也就是说，在小变形情况下，粘碳纤维加固应力滞后显著，所以当构件承载力相差较多时，应优先选用
粘钢加固。

2、碳纤维和钢材弹性模量基本一致，达到同样的力值，钢材截面要大得多，所以粘钢加固提高构件刚度
的幅度要超过碳纤维加固。也就是说，若补充同样的抗弯能力，构件粘钢加固的挠度、裂缝宽度小于粘
碳纤维加固的。



3、钢板上可以焊接锚筋，也可钻孔设植筋锚固，所以锚固方式较粘碳纤维灵活;

4、碳纤维轻、薄，施工简便，同样工程量，施工工期约是粘钢的40%。

5、碳纤维和钢材相比，属惰性材料，不锈蚀，也不易被有害介质腐蚀，在恶劣环境下耐久性好。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