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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和其他产品质量一样，既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工程
建设中，我国早就提出了“百年大计，质量”的建设方针，权社会对工程质量也极其关注。但多年来，
建筑工程质量事故一直在工程建设中突出的一个问题，建筑工程质量越来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因
而，这问题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性检测的概念与方法 2.1行检测的概念 性检测主要
是指建筑结构的性检测，其定义为：结构在规定时间内（即设计时所假定的基准使用期）、规定的条件
下（结构正常的设计、施工和使用条件下），完成预定功能（如强度、刚度、稳定性、抗裂性、耐久性
）的能力。 这一定义将结构的性归结了三个基本的功能，其分别是安全性功能、适用性功能和耐久性
功能。其中，安全性功能是指，在正常设计、施工和正常使用条件下，结构应能承受可能出现的各种荷
载作用和变形而不发生破坏；在偶然事件（如地震、爆炸等）发生时和发生后，仍能保持必要的整体稳
定性，而不至于倒塌。 适用性功能是指，在正常使用时，结构应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其变形、裂缝
或震动等均不超过规定的限值。耐久性功能是指，在正常使用、正常维护条件下，结构应具有足够的耐
久性。如保护层不得过薄。裂缝不得过宽而引起钢筋锈蚀，混凝土不得在化学腐蚀环境下影响结构预定
的使用年限。 对于结构性的检测程序主要有：调查、检测及计算分析，按照现行设计规范和相关检测
标准进行综合估。1、对实体质量抽查的一般规定 (1)抽查施工作业面的施工质量，突出对强制性标准
的执行情况的检查； (2)重点检查结构质量和使用功能，其中重点监督结构安全的关键部位；(3)抽查涉
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出厂合格证、试验报告、见证取样送检资料及结构
实测报告。 2、抽查结构混凝土及承重砌体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情况 3、实体质量检查要辅以必要的
监督检测。 4、对主体分部工程外观的观感质量检查。 5、检查工程参建各方质量行为和质量制度履
行情况。 均摊载荷验算法该方法的原理是：将设备的重量均摊到每一个设备的平均占地面积上，然后
将该均摊的载荷与楼房的设计承重（单位面积）进行对比，如果均摊载荷小于设计承重，则楼房是安全
的，反之则是不安全的。例：一台设备重量Q=1000公斤，外形尺寸：长×宽×高＝600mm×800mm×220
0mm，设备四周均有走道，走道宽度均为800mm，楼房的设计承重是P=600kg/m2。Q = 1000 kgA =
（0.6＋0.8/2＋0.8/2）×（0.8＋0.8/2＋0.8/2）＝2.24 m2 设备对地面产生的均摊荷载q＝Q/A＝1000/2.24
＝446 kg/m2由于q <＝，设备可以安全安装。对于我们的情况：LVG1200设备的重量：Q=6800kg，平



均占地面积（将过道均摊）：A=18m2，楼房设计承重：P = 1000kg/m2设备对地面产生的均摊荷载q＝
Q/A＝6800/18＝377 kg/m2 由于q <＝P，设备可以安全安装。该方法不是很准确，因为它是将设备的
重量均摊在总的占地面积上，它没有考虑把设备集中一点放置时情况，因此不是很科学，只能作为一个
简单的估算。房屋裂缝问题：荷载裂缝：由类荷载直接作用产生的应力所引起的裂缝，称为荷载裂缝。
当结构自重、使用荷载等因素超过设计初始设定值时，造成结构承载能力小于荷载作用，导致结构产生
裂缝。在由外荷载直接引起结构裂缝的工程，普通钢筋混凝土构件当内力达到30%极限荷载时（混凝土
应力达到抗拉强度）便已出现裂缝，裂缝宽度在0.05～0.10mm，这种裂缝对结构的安全度一般没有影响
，还可承受70%～80%的极限荷载。所以，混凝土结构允许带裂缝工作，只要在一定程度或规范允许宽度
范围内即是安全的。变形裂缝：由第二类荷载（变形荷载）引起的裂缝。当结构受第二类荷载作用产生
变形，变形受到约束得不到伸展时，会引起结构内部产生应力，应力超过一定数值时会引起构件裂缝。
在变形作用下，结构的抗力与抗裂性取决于混凝土的抗拉性能，即抗拉强度和抗拉变形。在由变形变化
引起裂缝的工程中，超静定结构占多数，由于这类结构的承载能力有较大的安全度，有较好的韧性，能
适应较大的变形，有时尽管裂缝较严重，房屋也不至于出现倒塌破坏。据统计，混凝土结构的这种裂缝
占全部裂缝的80%以上，其中又以温度、收缩裂缝居多，地基变形裂缝次之。1.图、结构施工图；2. 《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CE 03：2007）；3. 《建筑变形测量规程》（JGJ8－2007）4. 《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2004）；5. 《工业建筑性检测标准》（G144-2008）；6. 《民用
建筑性检测标准》(G292-1999)；7. 《建筑工程施工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01）；8. 《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01）；9.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02）；10.《建筑地基基
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02）；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011-2001）；12.《建筑抗震检测标准》
（GB 50023-2009)；13.《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02）；14.《建筑地基基础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2002）；15.的工程质量检测检测委托书。遇到仓库承重柱，货架
该如何布局？承重柱会影响仓库货架布局，且仓库承重柱越多，布局难度越大。那么，仓库货架布局遇
到承重柱怎么选择？哪种货架布局方案合适？又该怎样设置承重柱、货架和通道三者位置的相对关系？
仓库货架布局时遇到承重柱的情况，一般都会有三种处理方式：1、将承重柱置于两组背靠背排列的货架
中间。这种方案相对而言是理想的，柱子既不在通道阻碍工作人员存取货物，也不在货架当中减少存储
量，但是此种方案有个的不足，它会浪费一定量的仓库空间，产品存储量会减小，仓库的利用率会降低
。2、将承重柱置于货架的通道中。这种布局方案应该是不理想的，但是当仓库柱子有很多排的情况下，
此方案在所难免，这就要求布局时，尽量柱子与货架之间的相对距离，保证仓库存储量以及工作人员工
作效率，很多用户都适用于这种形式。3、将承重柱置于货架边上，或是置于两组平行排列的货架中间。
这种方案相对来说也是很合理的，它仅是减少了很小部分的存储量，对整个仓库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没
有影响!仓库设计所有的应用都是基于数据的，没有数据是无从设计，盲目拍板有可能导致决策失误，造
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做整体仓储设计时，首要任务就是要拿到仓库设计的基础数据，其次即是
利用丰富的实操经验和水平来具体设计。检测常见理解误区：一般工业建筑在设计建造时会有的设计，
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厂房楼面使用活荷载限值的设计规定（即通俗的厂房承重限值），这里的活荷载对
应于恒荷载，恒荷载即为厂房建造时自带的、不可的荷载，这里要注意，有的大型厂房在设计时采用设
计，直接将所需要放置的设备作为恒荷载进行设计计算，这里我们只针对一般通用的工业厂房，即首先
明确，设计中楼面使用活荷载限值即为我们一般所说的楼面承重能力限值。根据活荷载限值大小，一般
可将厂房分为轻型厂房、中型房及重型厂房。一般轻型厂房楼面活荷载限值为3.5kN/㎡，重型厂房楼面
活荷载限值为7.5kN/㎡以上，中间即为中型厂房。这里要重点解答一下这个限值的含义，这也是广大市
民为关心也是误区多的问题。拿3.5kN/㎡举例：kN/㎡中文称千牛每平米，牛为力的单位，3.5kN/㎡即一
平米能承受3.5kN的力。这里可以近似通俗地把这个值转化为较好理解 的数字，即3.5kN/㎡可以近似的
理解为350公斤一平方。概念解释清楚了，问题也就来了。按照上面的理解，一平方只能承受350公斤的
重量，但一般的机器设备轻则上千公斤，重则几千公斤（好几吨），那岂不是根本放不了。其实不然，
这里的350公斤一平方，指的是楼面的平均承载力，所谓平均承载力，就是指一块楼板（以梁为边界）上
的的平均承载力为350公斤一平方，局部是允许超过350公斤的，因为超过的部分可由板内其他部分分摊
重量。假设一块楼板面积10平米，活荷载限值3.5kN/㎡，那这块楼板可承受总重量为35kN/㎡，即3500公
斤，局部超过350公斤是完全没问题的。检测检测报告： （1）没有一模一样的检测报告，有些检测项
目出现两个以上的检测结论或见解也不足为奇。即使是共同从事房屋检测工作的也有各自的研究方向和
特长。（2）房屋检测不能生搬硬套，要根据每个检测项目房屋损坏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详细的分析和
判断，有时需要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反复论证。如施工振动造成房屋损坏的检测，不是仅测出振动加速度
或速度，凭此一项指标就确定房屋的损坏程度和原因，而是需要从振源的模拟方式和振动时间，被振房



屋结构自振频率、阻尼比以及结构的牢固程度等房屋结构特性和损坏特征等综合情况分析判定。在如因
施工降水或蓄水造成房屋损坏的检测，不能仅凭降水或蓄水的位臵和房屋结构裂缝的情况确定房屋的损
坏程度和原因，还需要检测房屋的基础、地基、地下水位、地基土含水率，降水曲线或渗水曲线，并根
据这些检测数据综合分析判定。（3）在房屋检测过程中我们发现：有裂缝的房屋不一定危险，无裂缝的
房屋不一定安全。（4）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和提高的，对房屋损坏原因的了解和判断的能力
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提高。因此，不能死抱住过去的东西（检测结论、方法和见解）不放，要根据不同的
实际情况，不断的总结、提高和创新。有很多人会问，房屋安全性检测是怎么划分的，分为几个等级？
其实这个早就已经由出具《危险房屋检测标准》明确规定，危险房屋是指房屋主体结构已严重损坏，或
重要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时可能丧失稳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安全的房屋。从房屋地基
基础、主体承重结构、围护结构的危险程度，结合环境影响以及发展趋势，经安全性检测和估，可将房
屋定为A、B、C、D四个等级，其中C、D级就是通常说的危房。如果是危房的话就可能会设置房屋加固
或者房屋翻建，甚至拆除。检测目的综合评价房屋基础、基础和上部结构的风险等级。检测范围二楼，
整个建筑。检测内容根据本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了以下检测鉴定：房屋安全检查。检测技术《危险房
屋鉴定标准》（JGJ 125-2016）《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04）技术服务合同。检测
图片(部分)检测结论根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2016）根据被检测房屋的基础、基础和上部
结构的风险等级，对其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为B级。检测建议1、修复检测中发现的外观缺陷和损伤。2、
加强对房屋的日常检查和维护管理。如果结构构件发现裂缝、变形、位移等损坏不适合继续承载，应立
即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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