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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福建分布式屋面光伏承重检测有限公司

一、福建分布式屋面光伏承重检测鉴定：
1、现场测试法 在屋顶上放置测力计、压力表等仪器，对屋面的承重力进行测量和计算。这种方法操作简单方便，但是误差较大；而且需要设备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2、荷载平衡法 通过在房屋结构或构件上施加预加应力（如钢筋、混凝土）的方法来测定其承载能力。这种方法是利用建筑物自身的变形能力和材料强度之间的差异来达到设计要求的目的，因此具有较好的准确度和可靠性。
3、静载试验 静载试验是通过加载装置使试件产生变形的过程来确定其承载能力的试验方法。静载试验是评定结构或构件实际承受载荷大小的一种可靠而有效的方法，也是工程中常用的检验项目之一。
4、限状态复核法 当采用上述两种以上的方法仍不能确定时需要用限状态复核法来判断了-即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试件破坏到无法修复的程度并重新进行检查验收后判断是否达到规定的标准值或者合格等级。

二、福建分布式屋面光伏承重检测，关于光伏发电建筑楼面承重安全检测鉴定资质问题：
      表面上看资质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不然.目前房屋安全性鉴定工作.大多结论都要依赖于检测数据.若检测的数据全面.详细.准确.其鉴定结论也就科学.公正.鉴定报告才具有*性.那么.什么样的检测数据才具有法律效力呢?根据“*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计量行政部门对其鉴定.测试能力和性考核合格".其内容应该有四点: 
 a经省级以上人民**计量行政部门计量认证.**检测资质.具有cma章的单位. 
 b用经计量认证的检测仪器检测.
 c经持证上岗的技术人员检测和试验. 
d在其出具的检测报告上盖有cma章.  
只有具备上述四点方具有法律效力.其它单位或个人提供的数据均不具有法律效力. 复核验算的判断依据问题.在已建房屋受到损伤后.需对建设工程的许多环节进行检测.校核.其中包括对原设计文件的校核.用什么计算手段对原设计计算内容进行校核呢?有些技术人员用pkpm程序.有的用tat程序.有的用手算.检测部门的不同.采用的手段也不同.其校核结果均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后对设计文件是否正确进行判断时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复核结果同原设计文件相接近.而工程又有一定问题时.其判断较为困难(已排除了其它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些部门对框架结构就用pkpm程序作为判断依据.

按、彩钢瓦屋面光伏荷载安全检测鉴定——钢结构构件危险性判断：
1．1 钢结构构件的危险性鉴定应包括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变形等内容。1．2 当需进行钢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时，应对材料的力学性能、化学成分、锈蚀情况进行检测。实测钢构件截面有效值，应扣除因各种因素造成的截面损失。1．3 钢结构构件应重点检查各连接节点的焊缝、螺栓、铆钉等情况；应注意钢柱与梁的连接形式、支撑杆件、柱脚与基础连接损坏情况，钢屋架杆件弯曲、截面扭曲、节点板弯折状况和钢屋架挠度、侧向倾斜等偏差状况。1．4 钢结构构件有下列现象之一者，应评定为危险点：1构件承载力小于其作用效应的90％(R／γ0S<0.9);<O．9)；2构件或连接件有裂缝或锐角切El；焊缝、螺栓或铆接有拉开、变形、滑移、松动，剪坏等严重损坏；3连接方式不当，构造有严重缺陷；4受拉构件因锈蚀，截面减少大于原截面的10％；5粱、板等构件挠度大于Lo／250，或大于45mm；6实腹梁侧弯矢高大于Lo／600，且有发展迹象；7受压构件的长细比大于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中规定值的1．2倍；8钢柱顶位移，平面内大于h／150，平面外大于h／500，或大于 40mm；9屋架产生大于Lo／250或大于40***挠度；屋架支撑系统松动失稳，导致屋架倾斜，倾斜量超过h／150。

四、福建分布式屋面光伏承重检测，钢结构厂房屋面光伏承重检测的主要内容如下：



1）厂房使用历史的调查，看房屋是否遭受过火灾、撞击等外力因素对主体结构造成影响。原有图纸复核，根据原设计图纸对既有结构的平面布置，构件尺寸及标高进行复核；
2）钢结构柱、梁、屋面板外观损伤及锈蚀、腐蚀等外观质量缺陷情况检测。
3）钢结构主要受力构件变形检测，柱的垂直度、梁的挠度检测；
4）厂房的沉降和倾斜检测，用TCR 1202+型全站仪对厂房柱同一标高处的坐标进行检测，通过检测数据换算出厂房柱相对沉降差，据以推断厂房基础现状；
5）梁柱节点焊缝质量检测、螺栓连接情况检测；
6）计算和分析；
7）综合现场检测情况进行计算分析，评估上述结构的安全性，提出检测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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