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市房屋楼面、房屋楼顶加盖承重检测鉴定

产品名称 安阳市房屋楼面、房屋楼顶加盖承重检测鉴定

公司名称 深圳市住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价格 5.00/平方米

规格参数 品牌:住建房屋鉴定中心
服务项目:房屋安全检测
检测时间:3-5个工作日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都有办事处

联系电话 0755-29650875 13590406205

产品详情
关于房屋安全检测鉴定——结构动力分析:
1静力分析与动力学分析的区别
静力分析是分析结构在承受稳定载荷作用下的受力特性。结构动力分析是分析结构在承受随时间变化的载荷作用下的动力学特性。
2动力学特性
动力学特性通常有下面几种类型：
2.1振动特性
即结构的振动形式和振动频率。
2.2随时间变化载荷的效应
例如，对结构位移和应力的效应。
2.3周期（振动）或随机载荷的效应
3四种动力学分析及举例
3.1模态分析
用于确定结构的振动特性，即固有频率和振型。在承受动态载荷的结构设计中，固有频率和振型是重要的参数。模态分析也是其他动力学分析前期必须完成的环节。
举例：如何避免汽车尾气排气管装配体的固有频率与发动机的固有频率相同？
3.2瞬态分析
用于确定结构在受到冲击载荷时的受力特性。
举例：怎样确保桥墩在受到撞击时的安全？

3.3谐响应分析
用于确定结构对稳态简谐载荷的响应。
举例：如何确定压缩机、电动机、泵、涡轮机械等旋转引起的轴承、支座、固定装置、部件应力？
3.4谱分析
用于确定结构在受到动载荷或随机载荷时的受力特性。
举例：如何确定房屋和桥梁承受地震载荷时的受力？
4四种动力学分析基本原理



4.1模态分析理论的基本假设
线性假设：结构的动态特性是线性的，即任何输入组合所引起的输出等于各自输出的组合，其动力学特性可用一组线性二阶微分方程来描述。任何非线性特性，如塑性、接触单元等，即使定义了也将被忽略。
时不变性假设：结构的动态特性不随时间而变化，微分方程的系数是与时间无关的常数。
可观测性假设：系统动态特性所需要的全部数据都是可测量的。
遵循Maxwell互易性定理：在结构的i点输入所引起的j响应，等于在j点的相同输入所引起的i点响应。此假设使结构的质量矩阵、刚度矩阵、阻尼矩阵和频响矩阵都成了对称矩阵。
4.2谐响应分析基本原理
谐响应分析是一种线性分析，非线性特性被忽略。
输入：已知大小和频率的谐波载荷（力、压力和强迫位移）；同一频率的多种载荷，可以是相同或不相同的。
输出：位移、应力、应变等。
已知动力学运动方程：
[M]{u 
其中，[M]为质量矩阵，[C]为阻尼矩阵，[K]为刚度矩阵，{u}为节点位移向量，{F(t)}载荷为时间的任意函数。对简谐运动而言，{u}和{F(t)}均为简谐形式。
4.3瞬态分析基本原理
瞬态分析也叫时间历程分析。载荷和时间的相关性使得惯性力和阻尼作用比较重要，如果惯性力和阻尼作用不重要，就可以用静力学分析代替瞬态分析。

房屋安全检测鉴定的详细内容：
1.1鉴定目的和依据
1.1.1鉴定报告应明确鉴定的目的，并根据鉴定目的选择相应的鉴定报告种类。鉴定目的需根据委托方的需求来确定，通常为完损性鉴定、危险性鉴定、性鉴定、建筑抗震鉴定、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施工周边房屋安全鉴定等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1.1.2鉴定依据主要为该次鉴定所需的国家（行业、地方）鉴定标准、检测标准（规程）、设计规范、行政规章，以及房屋原建筑、结构设计施工图纸及有关技术文件（如标准图集），经现场实地勘察和实物检测的有关数据等。
1.1.3鉴定依据的各类技术标准、规范或规章的名称应准确且为全称，且应使用现行版本，各项鉴定依据列序宜为：鉴定标准（规程）、检测标准（规程）、设计规范、**规章。
1.1.4特殊情况下（如需复核验算已有建筑物是否满足原设计要求），可在“结构承载力验算”部分注明是按房屋原设计规范进行复核。
1.1.5常用的鉴定检测技术标准、设计规范或**规章参见附录A。
1.2图纸资料调查
1.2.1需调查的图纸资料包括建筑物所在场地的程勘察报告、建筑物的建筑设计图、结构设计图或竣工图、竣工验收资料、加固改造资料等；鉴定报告应阐明建筑物的设计图纸资料是否正规、齐全，并注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信息。
1.2.2若建筑物曾作过加固改造，应对其主要施工项目作阐述。
1.3检查、检测情况
1.3.1结构检查情况
结构检查情况的表述应注意：
a)  结构检查情况主要阐述房屋的结构体系、结构平面布置、构件材料、构件尺寸以及房屋的损坏情况，损坏情况应按照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结构三部分依次阐述；
b)  对于未开挖检查地基基础的房屋，不应直接描述地基基础的损坏情况（如老化、潮湿、断裂等）；对于地基基础存在不均匀沉降迹象的房屋，应准确描述房屋上部结构垂直度（倾斜度）的测量位置；
c)  上部承重结构的损坏描述应明确损坏的构件类型、损坏部位及具体损坏形态；
d)  裂缝描述宜用平面分布图、裂缝展开图等图示方法，若用文字表述应包括裂缝的形态（水平、竖直或斜向裂缝）、长度及宽度；长度单位应为m，宽度单位应为mm；
e)  典型的损坏现象宜用图示或附照；
f)  房屋各组成部分损坏情况的描述用词应规范、准确，避免使用地方俗语（如“批荡”、“煽灰”等，应使用“抹灰层”、“找平层”或“面层”）。
1.3.2结构检测情况
1.3.2.1建筑物垂直度（倾斜）
   建筑物垂直度（倾斜）的表述应注意：
a)  根据建筑物整体倾斜和构件局部倾斜对鉴定结论分析的影响区别，宜**描述测量结果能反映建筑物整体倾斜情况的测点信息；
b)  对于建筑物整体倾斜，鉴定报告应在同一方向上描述2个以上测点信息；
c)  对于构件局部倾斜，上下测点高差的描述应取构件高度；对于墙体构件，鉴定报告应描述2个以上测点信息；
d)  测量结果宜用图示，应注明测量方法、测点位置、测量高差、倾斜值、倾斜方向及倾斜率。对测量结果应有分析结论；
e)  测量高度单位应为m，倾斜值单位应为mm。
1.3.2.2材料强度（混凝土抗压强度、砖强度、砌筑砂浆强度）



材料强度的表述应注意：
a)  检测结果宜列表，列表如**过一页宜作为附件，且列表中应注明检测方法、构件类型或代号、构件检测位置（楼层号、轴线号）、检测值。有设计文件资料的应同时列出设计值对比。常用的材料强度检测表格示例参见附录B；
b)  对检测结果宜进行批量推定和分析，以便确定计算时的强度取值，检测结果单位应为MPa；
c)  检测构件代号宜使用“楼层号+构件类型+编号”，如首层编号1的柱，用“1Z1”，二层编号2的梁，用“2L2”，三层编号3的板，用“3B3”，四层编号4的墙，用“4Q4”等。
1.3.2.3钢筋配置情况
钢筋配置情况的表述应注意：
a)  检测结果宜列表，且应注明检测方法、构件和钢筋类型、构件检测位置（楼层、轴线号）、检测值，有设计文件资料的应同时列出设计值对比；
b)  应区分光圆钢筋和带肋钢筋的符号如：A、B；
c)  柱纵向钢筋检测结果应区分柱截面的短边和长边方向，不应只列出全截面钢筋；
d)  对检测结果宜进行分析，有图纸资料的应说明与图纸是否相符；无图纸资料的若需与设计规范的较小配筋率等构造要求对比时，所选规范应为房屋建造时适用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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