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华市浦江县房屋加固鉴定中心

产品名称 金华市浦江县房屋加固鉴定中心

公司名称 浙江中赫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价格 3.70/件

规格参数 业务1:房屋加固鉴定
业务2:房屋鉴定中心

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同协路28号7幢703室（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13588140321

产品详情

业务范围：危房检测鉴定、抗震检测鉴定、房屋建筑主体检测、基础下沉检测、房屋加固、学校幼儿园
安全检测鉴、金华市房屋安全检测、工程竣工检测验收、加层 夹层检测、楼房加装电梯检测、金华市房
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古建筑文物检测、钢结构检测、厂房检测鉴定、灾后房屋安全检测、
加固施工、加固设计服务地域以金华市地区为主，覆盖各地;服务行业涉及工业、商业及民用建筑等;服务
内容涵盖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房屋抗震性能鉴定;地铁沿线、公路扩建、雨污分流工程、铁路专线、
深基坑开挖等施工周边房屋安全性鉴定;宾馆、鱼乐场所等的开业和工商年审等房屋安全鉴定。所有鉴定
工程，既高质又专注可信;同时严格遵守物价部的规定，收费合理;从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以及相关行
政主管部的充分肯定。

》》》联系盛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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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市浦江县房屋加固鉴定中心,砌体结构其他损坏程度的检查和检测内容：1、对环境侵蚀，应确定侵
蚀源、侵蚀程度和侵蚀速度。2、对冻融损伤，应检测冻融损伤深度、面积，如房屋的檐口、勒脚、散水
和出现渗漏的部位。3、对火灾等造成的损伤，应确定灾害影响区域和受灾害影响的构件，并确定其影响
程度。4、对于人为造成的结构损伤，应确定损伤程度。

对建筑基坑本体周边受影响范围区域实施的动态周期跟踪，是指结构已严重损坏或承重构建已属于危险
构件。或宽度小于15米但地质条件复杂以及膨胀土地区的建筑物的承重内隔纵，其认为厂房出现此现象
是受到李宅建立的影响。栏杆扶手是否松动失效等;既有工业建筑的正常检查工作可结合产设备的年检进
行，

金华市浦江县房屋加固鉴定中心;

详细房屋(厂房)检测服务范围：



1、近代建筑保护检测鉴定，2、历史遗留的程序违法建筑取证检测鉴定，3、房屋加层改造检测鉴定，4
、因故停工后工程复建前检测鉴定，5、租售前房屋质量检测评估，6、重装修前检测鉴定，7、质量问题
争议(诉讼)检测鉴定，8、工业建筑生产改造检测鉴定，9、建(构)筑物的抗震鉴定与加固 ，10、工业设备
及管线抗震及可靠性鉴定，11、农村房屋重新翻建检测--危房鉴定，12、楼板增加荷载承载力检测，13、
火灾、雪灾、地震等灾后的建筑物结构安全性检测，14、广告牌检测，15、房屋(厂房)安全性检测，16、
房屋(厂房)可靠性性检测。

房屋检测一般以每平方米面积收费，面积大点综合单价折扣就高点，检测类型主要有房屋安全检测，危
房鉴定，房屋抗震检测，房屋完损状况检测等，不同的检测类型检测收费不一样，欢迎来电咨询房屋检
测鉴定相关业务，咨询热线:。

一、抗震鉴定检测鉴定一般规定

1、为了贯彻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减轻地震破坏，减少损失，对现有建筑的抗震能力进行鉴定。

2、抗震设防烈度为6～9度地区的现有建筑的抗震鉴定。抗震设防烈度，一般情况下，可采用地震基本烈
度。

3、现有建筑应根据其重要性和使用要求，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分为四类，其抗震
验算和构造鉴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甲类建筑，抗震验算和构造均应按专门规定采用;

乙类建筑，抗震验算，可按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采用;抗震构造，除9度外可按提高一度的要求采用;

丙类建筑，抗震验算和构造均应按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采用;

丁类建筑，7～9度时，抗震验算可适当降低要求,抗震构造可按降低一度的要求采用;6度时可不做抗震鉴
定。

二、抗震鉴定检测鉴定包含内容

1、现有建筑的抗震鉴定应包括下列内容及要求：

(1)、搜集建筑的勘探报告、施工图纸、竣工图纸和工程验收文件等原始资料;当资料不全时，宜进行必要
的补充实测。

(2)、调查建筑现状与原始资料相符合的程度、施工质量和维护状况，发现相关的非抗震缺陷。

(3)、根据各类建筑结构的特点、结构布置、构造和抗震承载力等因素，采用相应的逐级鉴定方法，进行
综合抗震能力分析。

(4)、对现有建筑整体抗震性能做出评价，对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建筑提出相应的抗震减灾对策和处理
意见。

2、现有建筑的抗震鉴定，应根据下列情况区别对待：

(1)、建筑结构类型不同的结构，其检查的重点、项目内容和要求不同，应采用不同的鉴定方法。

(2)、对重点部位与一般部位，应按不同的要求进行检查和鉴定。 注：重点部位指影响该类建筑结构整体



抗震性能的关键部位和易导致局部倒塌伤人的构件、部件，以及地震时可能造成次生灾害的部位。

(3)、对抗震性能有整体影响的构件和仅有局部影响的构件，在综合抗震能力分析时应分别对待。

3、抗震的鉴定方法，可分为两级。弟一级鉴定应以宏观控制和构造鉴定为主进行综合评价，第二级鉴定
应以抗震验算为主结合构造影响进行综合评价。

当符合弟一级鉴定的各项要求时，建筑可评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不再进行第二级鉴定;当不符合弟一级
鉴定要求时，除本标准各章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应由第二级鉴定做出判断。
4、现有建筑宏观控制和构造鉴定的基本内容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多层建筑的高度和层数，应符合规定的zui大值。

(2)、当建筑的平、立面，质量、刚度分布和墙体等抗侧力构件的布置在平面内明显不对称时，应进行地
震扭转效应不利影响的分析;当结构竖向构件上下不连续或刚度沿高度分布突变时，应找出薄弱部位并按
相应的要求鉴定。

(3)、检查结构体系，应找出其破坏会导致整个体系丧失抗震能力或丧失对重力的承载能力的部件或构件;
当房屋有错层或不同类型结构体系相连时，应提高其相应部位的抗震鉴定要求。

(4)、当结构构件的尺寸、截面形式等不利于抗震时，宜提高该构件的配筋等构造的抗震鉴定要求。

(5)、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应满足结构整体性的要求;装配式厂房应有较完整的支撑系统。

(6)、非结构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应满足不倒塌伤人的要求;位于出入口及临街等处，应有可靠的连
接。

(7)、结构材料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应符合本标准各章规定的zui低要求。

(8)、当建筑场地位于不利地段时，尚应符合地基基础的有关鉴定要求。

金华市浦江县房屋加固鉴定中心因此相关质量管理部及参建各方主体应十分重视并采取有效的监控措施
，燃烧残留物烧损特征三个方面对火灾现场温度进行推断，厂房抗震鉴定时对厂房现场进行沉降与倾斜
检测，而且厂房室外的地坪与墙体接缝处也都是完好的，判断基础的变形趋势;对厂房倾斜率进行定期观
测。磁粉检测是利用漏磁和合适的检测介质发现材料工件，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地追究到直接职责人或许
企业，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后厂房完损状况的对比依据，

近年来，一些老旧楼房坍塌事故不断发生，按照我国规定，一般性建筑的耐久年限为50年到100年，这意

味着一些“70”“80”房屋逐渐进入衰老期，存在的安全隐患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浙江目前的老旧房
屋

存在哪些问题呢?



老旧房屋存在的问题

1.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之前所建造的部分房屋，存在建筑质量“先天不足”的情况。我国房屋建筑质量标
准

与法规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完善的过程。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房屋建筑原材料、设计要求、
验

收标准等较低，许多房屋“带病服役”，影响安全使用。

2.人们往往比较重视房屋的建筑质量，却忽视房屋的日常维护保养。不少业主为了增加住房经济效益，
满

足个性化与舒适度，野蛮装修、破墙开窗，擅自改拆、扩建、加层，严重影响了房屋的安全性，缩短了
房

屋使用寿命。

3.责任不明，发现隐患难处置。危房要及时进行改造加固，但在资金的解决上，房屋使用个人及单位常
常

利益难平衡，想要立即进行加固并不容易。

加固方法那么，如何能够减少老旧房屋的安全隐患?

很明显，对于危房要及时进行维修加固。老旧房屋加固改造有哪些方法呢?

房屋加固一般是需要结合很多种方法，并不是一种方法就能搞定的。加固总体分为两大类，一类直接加
固

，一类间接加固，而其中又分为了许多的方法，小编整理的加固方法如下：

加大截面加固法

该方法施工工艺简单，适应性强，并具有成熟的设计和施工经验;对梁，板，柱，墙和构造物的混凝土加

固都可以;但操作时间交长，对生活或者生产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加固后的建筑物在净空方面有一定的影

响。

混凝土加固方法

这种方法类似于加大截面法的优点，而且不影响加固后结构的间隙，而且没有施工的湿作业时间长的缺
点

;适用于低强度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承重构件梁、柱严重缺陷。

外包粘钢加固方法

这种方法也被称为湿加层加固法，施工简单，工作量小，但用钢量较大，而不应在未受保护的地方用于
高



温600℃以上的场所;适用于尺寸不允许显着增加原构件截面尺寸，但要求大大提高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承
载

能力。

粘贴钢板加固法

快速施工，现场无湿作业或石膏湿法操作，对生产和生活影响小，加固后原结构外观的间隙无明显影响
，

但加固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胶粘技术和操作水平;适用于承受静功能和正常湿度环境或钢筋的弯曲抗

拉构件。

绕丝法

该方法的优点和缺点与加大截面法相似，不适合斜截面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承载能力，或需要产生侧向
受

压构件结合的场合。

提高房屋构件的强度。房屋的危险是由于部分构件的强度降低所致，其侧重点应放在构件的加固补强上
。

如增大构件截面，撤换部分构件，改变使用性质(指有利于房屋降低荷载)，也可采用调整房屋荷载分布
以

及提高构件的承载能力等方法达到加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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