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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穆棱市出示一份工业厂房竣工验收检测鉴定报告

公司名称 深圳市住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房屋安全检测

价格 5.00/平方米

规格参数 房屋新闻:住建房屋鉴定中心
服务项目:厂房验厂验收安全检测
服务中心:第三方鉴定机构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丹竹头社区宝雅路23号

联系电话 13014623176 13014623176

产品详情
工程施工质量检测鉴定地基基础检测一、地基基础检测包括补充程地质勘察、地基检测、基础检测、地基竖向和水平向变形观测等。二、按预定功能使用且未见明显不均匀沉降的下列既有建筑物可不作补充程勘察：1以花岗岩残积土硬塑带、全风化花岗岩和强风化花岗岩作持力层的*地基；2以砂土和低压缩性土作持力层且有充分依据证明不存在软弱下卧层的*地基；3振冲挤密桩和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 4  未见明显地面沉降的桩基础；5  鉴定单位认为不需勘察的。三、下列建筑物宜补充程地质勘察：1  由于地基基础问题引起的专项鉴定中，无程地质勘察报告、或已有的程地质勘察报告不能满足鉴定验算要求、或对勘察质量有怀疑的；2根据程地质勘察报告设计的建筑物未发现设计失误但地基基础已出现不均匀沉降迹象的；3鉴定单位认为需要补充勘察的。 上述勘察技术要求应由鉴定单位提出。四、由于地基处理问题引起的专项鉴定，宜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15-60有关规定对地基处理工程进行检测。
五、验证施工资料可信性的基础结构检测的数量不宜少于《建筑结构检测技术规范》GB/T50344要求的30％且不少于3个样本，进行批评定的基础结构检测数量宜符合GB/T50344要求。检测点布置应有针对性。 六、同一施工单位施工的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当施工资料证明施工质量符合要求且可信、上部结构现场检查与检测结果符合要求的既有建筑物已按预定功能使用且未见明显的不均匀沉降时，其地基基础可不作检测。 七、下列情况宜对基础结构进行检测：    1  柱下独立基础、上部结构刚度较小、基础计算模型与实际工况较接近且基础结构的抗力设计值与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之比不大于1（R/γ0s＜1）；2  地基不均匀沉降在建筑物上已出现明显反应；3施工资料已证明基础结构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没有设计验算处理意见或设计处理措施不当；4无施工资料或施工资料不能证明基础结构施工质量符合要求；5  鉴定单位认为需要检测的。   上述检测的项目、数量、位置等由鉴定单位提出。对于3、4款情况，检测数量宜符合批评定要求。 八、对桩基础质量有怀疑时宜进行现场开挖检查，观测上部桩身外观质量和受损情况，开挖深度不宜小于2倍桩径，开挖数量不宜少于基桩总数的3％且不少于6根；必要时可钻取芯样检测桩体混凝土抗压强度。对于灌注桩，条件允许时可采用竖向钻芯检测，检验持力层岩性、成桩质量和混凝土抗压强度。 九、建筑物宜作整体倾斜观测，可根据不同的检测条件与要求，选用经纬仪、电子全站仪、激光铅垂仪等方法。同一轴线上的测点不应少于2点，建筑物的外转角处均宜布点。不同检测方法的测点布置、检测技术要求和数据分析应符合相关规程的要求，同时应充分估计施工误差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十、当建筑物已出现不均匀沉降迹象时应做沉降观测，沉降包括沉降量、沉降差及沉降速度，同一轴线上的测点不应少于2点，建筑物外转角处均宜布点，观测时间不宜少于3个月。 十一、靠近河岸、边坡等临空面的鉴定项目，当对场地或地基稳定性有怀疑时宜作水平变形观测，测点布置、观测频率和周期应根据地质条件和环境因素由鉴定单位确定。

根据现场调查检查情况，本房屋目前主体结构状况良好，未发现有严重影响结构安全的损坏。     
4、房屋结构布置检测及图纸复核
根据现场调查测量，房屋的结构布置、主要轴线尺寸、构件的截面尺寸等实际状况与结构设计图纸基本相符。
轴线尺寸检测
5、沉降检测
根据现场建筑物沉降观测成果资料显示，2009年至2011年累计沉降量很小，为发现有不均匀沉降现象。
6、结构材料检测
（1）混凝土碳化深度检测
混凝土碳化是导致钢筋锈蚀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钢筋混凝土耐久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碳化深度达到钢筋表面时，混凝土的弱碱性环境遭到破坏，钢筋锈蚀加速，造成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下降。
本次现场采用1%酚酞酒精溶液测试混凝土碳化深度，抽测主要的混凝土构件，测得房屋混凝土碳化深度约为0~1mm，混凝土碳化程度较小。
（2）混凝土强度检测
本次我站分别用回弹法和超声回弹综合法抽样检测了部分构件的混凝土强度。回弹法和超声回弹综合法分别按照行业标准《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23-2001）和《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CECS02：2005）。用DIGI—SCHMIDT2型数显混凝土回弹仪和北京ZBL公司生产的ZBL－U510非金属超声检测仪对混凝土强度进行了抽查测试。其中回弹法采用根据碳化0-1mm的深度分别修正后的混凝土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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