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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1）将检测创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细节项目的检测上一直以来，在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中，由
于现有的检测技术和检测设备的应用有限，使得检测人员多将工作的重点集中于重点工程项目的检测，
往往忽视了对细节项目的检测，这是不利于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创新技术的科学发展和全面应用的。建筑
工程中出现较大的质量问题，往往是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而且这些质量问题往往是隐蔽的，不会一下
子就发生的。工程质量检测内容：地基基础工程检测：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静载检测;桩的承载力检测;
桩身完整性检测;锚杆锁定力检测。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混凝土、砂浆、砌体强度现场检测;钢筋保护
层厚度检测;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测;后置埋件的力学性能检测。一、适用范围对建（构）筑物的混
凝土强度、钢筋布置情况、保护层厚度、截面尺寸、结构布置、钢筋强度、混凝土构件内部缺陷（蜂窝
、麻面、空洞）、砖砌体强度、砌筑砂浆强度、平整度、垂直度、楼板厚度、钢材性能、施工工艺、螺
栓节点强度、焊缝质量、涂层厚度、管材壁厚等参数存在质疑或者已出现相关结构缺陷时，需按原结构
设计图纸和规范标准进行复核的工程质量检测鉴定。(8)套以方尺套方，如对阴阳角的方正，踢脚线的垂
直度，预制构件的方正，门窗对角线检查等。二、鉴定常用依据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02)(2011版)；2、《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3、《砌体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11)；4、《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5、《砌体结构设
计规范》（GB50003-2011）；6、《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7、《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2011）；8、《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2007）；9、《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
4-2004)；10、《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12)11、《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JGJ/T 8-20
07)12、《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JGJ/T152-2008)；13、《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
术规程》（CECS02:2005）；14、《回弹法检测砌体中普通粘土砖抗压强度技术规程》(DBJ13-73-2006)；
15、《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621）；16、《钢焊缝手工超声波探伤方法和探伤结果分级》
（GB/T 11345-89）；17、《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质量分级法》（JG/T 203-2007）；18、原结构设计图纸
及委托方提供的其他建设资料。(6)吊是测量垂直度的手段，一般采用托线板紧贴测量面及以线锤吊线的
方法来检查。采用专用检测工具检查，则更加方便、快捷、准确。5.磁力线坠（8功能):检测建筑物体的
垂直度及用于砌墙、安装门窗、电梯等任何物体的垂直校正，目测对比多功能建筑工程检测包，建筑工
程检测包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尺，建筑工程检测尺，检测尺，焊缝检测尺，水平尺，卡尺，靠尺，垂直检
测尺，内外直角检测尺，焊接检验尺(二)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1、混凝土、砂浆、砌体强度现场检测;2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3、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测;4、后置埋件的力学性能检测。



工业厂房结构安全检测鉴定项目实例展示：

2016年11月15日，淮阴市某县皮装厂二楼生产车间西侧突然起火。由于车间为皮装生产线，均为皮革及
化纤等易燃物，加之燃烧时散发出大量有毒气体，虽然火势不是很大，但扑救困难，火灾波及二楼及部
分三楼车间，直接受灾面积超过1500m2，影响面积超过2500m2，三楼楼面和屋面受到不同程度的火灾影
响。1工程结构情况该厂房原设计为二层建筑，于2006年竣工并投入使用，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2013年
又加了一层，成为现在的三层框架结构厂房，总建筑面积约4000m2。加层前后整幢楼结构使用良好，火
灾前未发现任何异常现象。2火灾后框架结构的情况2．1火灾对混凝土的影响大楼火灾历时超过90min，
由予易燃物较多，故火灾的灾害较为严重。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在遭受火灾时，因混凝土内部温度不均
匀而产生复杂的热应力和热变形，主要表现为梁、板、柱等构件产生变位、裂缝和破损。这种破损主要
由于火灾产生的热应力或爆炸力引起的。其中有影响的是爆裂现象，它多发生在构件边角部位和混凝土
保护层等地方原因是混凝土中含有水份。混凝土中的水份可分为化学结合水、吸附水和游离水三种。火
灾中混凝土升温，占5％的化学结合水在不同温度变化过程中不断分解逸出，使混凝土微结构破坏；约占
65％～70％的游离水，在混凝土温升过程中吸收大量的热，急剧汽化，使混凝土内温度在100℃～110℃
滞留一段时间，汽化时体积明显膨胀．沿连通孔道部分逃逸，而处于封闭孔中或连通孔中的阻隔物的水
汽，将冲破这些孔壁和障碍，使混凝土抗压强度降低5％～15％左右。消防救治的射水，有可能使化学结
合水和吸附水等重新补给，部分微结构被修复。而被水汽膨胀、逃逸打开的缺口却无法修复，反而有进
一步冲刷、扩大的可能。其次，混凝土本身受热变化。混凝土强度随时间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凝胶的收缩
，凝胶在常温下脱水是正常的，而在500℃以上大量急剧脱水，则产生明显的破坏作用，它使水泥石密度
降低，从而强度下降。出现的不连贯的微裂缝迅速扩展并连续起来，形成大裂缝，造成混凝土的宏观破
坏。试块加热到500℃、800℃时，其抗压强度分别为原来强度的70％、30％左右1j。试块表面有发毛、起
砂、呈蜂窝状、出现龟裂等破坏现象。800℃以下持续2h会发生边角溃散脱落。水化硅酸钙凝胶的脱水干
缩，导致强度下降往往是建筑物在火灾中倒塌的重要原因。另外，火灾产生的高温会导致钢筋与混凝土
间的粘结强度的下降，两者之间的极限滑移的增加。也将使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承载能力的下降。2．2火
灾后结构的现场勘察和测定为了加固时能地计算受损构件，提高加固的经济合理性和加固效果。我们对
直接受灾的1500m2面积进行了多次的现场勘察和测定，并对其它地方进行抽样检测。通过使用回弹仪和
电测应力应变等方法，对楼板、梁、柱的外观、强度做了定性和定量观测，并通过计算对结构整体进行
鉴定。结果可基本归纳如下：(1)柱子的受灾情况。从现场情况看，凿去混凝土保护层后，混凝土的烧伤
深度不等。有18根柱子周围堆积较多的皮革，处于四面高温状态，混凝土表面疏松、起壳、脱落、烧伤
深度达到30～40mm，虽有保护层作为第一道防线，估计离表面10mm的混凝土温度达到750℃以上，混凝
土冷却强度tObl 1．6MPa，这些柱周围的温度可能>1000℃。另有近40根柱子受轻微损伤，除表面出现细
小裂缝外，基本良好。(2)楼面及屋面受灾情况。从整体上看，楼面屋面的受损比柱子好得多，有少数梁
的混凝土局部粉刷层剥落，有间距不等的不规则裂缝，梁的混凝土表面强度较好，对梁的承载能力影响
很小。楼板与屋面板皆为预制预应力空心板，基本完好，但也有约16％的板受灾严重。(3)墙面。窗上所
有玻璃由于高温及救灾时的碰撞基本无一完好，有部分钢窗发生变形。墙体受火烧部分的砌块强度有所
下降，质地疏松，标号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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