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萍乡市幼儿园房屋及学校校舍抗震安全检测鉴定报告

产品名称 萍乡市幼儿园房屋及学校校舍抗震安全检测鉴定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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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用途:学校-中小学-幼儿园
服务项目:全国学校
检测时间: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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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抗震检测鉴定——结构构件完损检测
一、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构造检测主要包括节点的尺寸、梁柱端部加密区箍筋、预制构件支承长度和框架柱与墙体的拉结筋的检测。     构造检测可按设计要求相同的原则来划分检测单元，抽样数量如下：A类建筑，应抽查构件数量的1%，且不少于1件；B类建筑，应抽查构件数量的2%，且不少于2件。二、混凝土结构构件的缺陷检测包括外观缺陷和内部缺陷检测。    1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缺陷应全数检测。2混凝土构件的外观缺陷检测包括蜂窝、孔洞、夹渣、疏松、露筋、连接部位缺陷、外形缺陷、外表缺陷等项目。混凝土构件外观缺陷的评定方法，可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确定。3 混凝土构件的内部缺陷检测包括内部不密实区、空洞、混凝土两次浇筑形成的施工缝与加固修补结合面的质量、混凝土各部位的相对均匀性等内容。检测方法可采用超声法、冲击反射法、探地雷达法等非破损方法，必要时可采用局部破损方法对非破损的检测结果进行验证。采用超声法检测混凝土内部缺陷时，可参照《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CECS 21 的规定执行。采用探地雷达法时可参照附录F进行。三、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损伤检测包括裂缝、碳化深度、表面损伤、受腐蚀情况、钢筋锈蚀情况等的检测。     1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损伤应全数检测。     2 裂缝的检测见本标准*5.8节。     3碳化深度可采用喷射酚酞或彩虹试剂的方法进行测试。     4 受有害介质侵蚀检测方法见附录E。 5 表面损伤层厚度的检测包括火灾、高温或化学腐蚀引起的混凝土表面损伤层厚度的检测，对火灾等造成的损伤的检测详见附录F。检测混凝土表面损伤厚度时，应根据构件的损伤外观状况选取有代表性的部位，且被测表面应平整、无接缝和饰面层，可采用局部破损方法进行检测。     6  筋锈蚀的检测可根据测试条件和要求选择剔凿检测法、电化学测定法或综合分析判定法，电化学测定方法和综合分析方法判定方法宜配合剔凿检测方法的验证。详细检测方法可参照《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或《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 CECS 220的规定执行。

幼儿园抗震检测鉴定报告注意事项：
1、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报告的封面应写明鉴定报告的工程名称、工程地址、委托单位、报告编号、鉴定机构名称、鉴定报告制作日期。
其中工程名称应与鉴定的标的物一致，具体至工程部位；工程地址应明确清楚，详尽至具体道路及牌号；封面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单位应分行并列书写。封二为鉴定机构的声明内容，以及地址和邮编、联系电话和传真；封三为报告的检测鉴定结论页，以制表的形式分段对“工程概况”、“检测结论”、“***鉴定结论”、“处理意见及建议”等几个层次进行表达，如无相关鉴定项目可删除。结论页以“单位盖章”和“日期”结尾，表格下部签名栏左列自上而下为“项目负责”、“主检”、“报告编写”、右列为“校核”、“审核”、“批准”；封四为检测鉴定报告的目录，自**级表达至*三级。
2、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报告的正文的编制应遵循逻辑性原则，根据检测分析资料进行编制，必须经过严格校审，避免错、漏。正文编写应当做到：
1观点明确，表述准确，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直述不曲，字词规范，标点正确，篇幅力求简短。
2内容应简洁明了，计算、汇总数据过程尽可能在附件中表达，表格排版时应避免跨页。
3引用的工程建设标准和规范的名称，应当在**次出现时注明全称和编号，在*二次出现时可只用编号。
4结构层次序数**层为“1”，*二层为“*.1”，*三层为“*.*.1”。

幼儿园安全检测过程中常见问题——墙体裂缝：
经现场大量的检测鉴定，在校舍建筑中以下几种裂缝较为常见：
1)建筑物底层纵墙两端的斜裂缝；
2)建筑物底层中部及建筑物阳角处的斜裂缝；
3)底层窗间墙体上的水平裂缝；
4)底层较宽窗洞口下的窗下墙体的竖向裂缝；
5)建筑物**层纵墙两端的斜向裂缝；
6)建筑物**层圈梁下水平裂缝；
7)门窗洞口上角处的斜裂缝；



8)教室大梁下从梁底向墙体两侧延伸的斜裂缝。
**种裂缝成因主要是由于地基的不均匀沉降，使得纵向墙体承受较大的竖向剪力，气体的拉应力**过其抗拉强度造成的；建筑物**层的斜裂缝及圈梁底部的水平裂缝主要是由于温差变化过大造成的，当温差产生的内应力**过砌体房屋的有效抗力时，经常会在砌体房屋的**层发生斜向、水平裂缝；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及温差的变化都会在门窗洞口上角处产生斜裂缝；由于梁底承受有较大的集中荷载，而梁底又没有梁垫或者没有圈梁时经常会由于局部抗压能力不足而在梁底产生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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