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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房屋结构？

房屋的结构就是房屋中由基础、柱、梁、墙等构件组成的承重骨架。

住宅房常见的结构形式有那些？

住宅房屋常见的结构形式有三种:

框架结构——由钢筋混凝土柱、梁、板建成的结构。

混合结构——由砖墙（柱）、和混凝土楼板建成的结构。

砖木结构——由砖墙（柱）、木桁或木屋架见长的结构。

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流程：

房屋鉴定委托人须提供下列资料：

（1） 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证明其房屋产权所属关系的有效证件、租赁合同或证明与鉴定房屋机关民事权
利的有效证件副本；

（2） 有关房屋技术、管理档案材料；

（3） 法律、法规规定应提供的其它资料；

（4） 填写鉴定委托书（即鉴定申请表）并交纳鉴定费用；



鉴定程序：

（1） 接受委托；

（2） 开展调查，摸清房屋的历史和现状；

（3） 现场查勘、测试、记录各种损坏数据和状况；

（4） 复核验算，整理技术资料；

（5） 全面分析，论证定性，作出综合判断，提出处理建议；

（6） 签发鉴定文书；

厂房检测鉴定

1、客户验厂安全鉴定 欧美客户在进行验厂时要求厂方提交《厂房竣工验收证明》，如企业无法提供，
则可针对厂房目前情况，委托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厂房安全鉴定，并对不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构件
提供合理的加固处理建议。

2、厂房设备承重检测、承重力等 一般为工业建筑（厂房、仓库、生产车间及机房较多），为满足使用
需求需在厂房楼面或其他承重构件上增加吊车、档案柜、机械设备、货柜等设备前（后）为了解建筑目
前楼面的承载能力是否满足增加设备的安全使用要求的检测鉴定，并对不满足承载能力要求及安全使用
要求的构件提供合理的加固处理建议。

3、厂房周边地铁施工影响鉴定 为避免厂房周边施工影响导致厂房倾斜施工前主要对周边厂房的现状进
行证据保全及安全性进行评定，施工后对厂房的受损原因及受损程度进行评定，并为出现的损坏提供合
理的加固处理建议。根据工程具体情况有可能会涉及厂房司法仲裁检测鉴定。运用建筑学理论和技术，
对与建筑工程相关的问题进行鉴定并提供鉴定结论的活动，可包含所有检测鉴定项目，其主要内容包括
：厂房受损开裂、渗漏、倾斜、破损、灾后等等纠纷案件的仲裁或审判需要而进行的司法检测鉴定工作
。

4、厂房增层改造鉴定 （1）.厂房增加使用层数前的鉴定：指厂房使用单位想增加使用层数前为了解建筑
目前基础、主体承重构件的承载能力是否满足增层后的安全使用要求，并对不满足承载能力要求及安全
使用要求的构件提供合理的加固处理建议 （2）.厂房改变使用用途和使用功能前的检测鉴定：指厂房在
改变原本设计使用用途和使用功能后厂房结构构件承载能力及各项技术参数是否满足后期的安全使用要
求，并对不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构件提出合理的加固处理意见。 （3）.厂房拆改结构布置前的鉴定：指
厂房使用单位想扩大厂房内在的使用空间、增设电梯及消防楼梯等构造设施前的检测鉴定，改造过程一
般情况下需拆改厂房的部分结构承重构件，拆改前需了解拆改是否影响厂房的结构安全及采用加固可否
达到拆改要求的一种为客户提供可行性建议的检测鉴定。 （4）.装修改造前厂房鉴定：该种鉴定在不改
变结构构造的情况下一般为常规性的可靠性检测鉴定，主要是厂房重新装修前想了解原结构的安全性和
使用性（统称为可靠性）是否满足后期的使用要求及现时的国家规范要求。

5、灾损厂房安全鉴定 受火灾、台风、雷击、雪灾、白蚁侵蚀、化学物品腐蚀及汽车撞击等灾害导致的
厂房结构性损伤。我公司依据原设计要求、国家规范标准及厂房的受灾性质对厂房灾后的结构安全性、
使用性及损伤程度进行评定，并为后期的使用提供合理有效的加固处理建议。

房屋安全鉴定主要内容：

1.建筑物设计文件、场地测量和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施工质量验测证明资料调查；



2.建筑结构基本情况勘查；

3.结构使用条件、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环境类别调查核实；

4.结构布臵、结构体系和构造检查分析；

5.地基基础（包括桩基础）检测结果分析；

6.结构构件材料性能检测结果分析；

7.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大跨度构件的挠度验算和悬挑构件抗倾覆验算；

8.按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进行抗震鉴定；当有专门要求作抗震鉴定的，尚须在报告中作
专项分析；

9.结构安全鉴定结论及处理意见

混凝土强度现场检测

主要有：回弹法、超声法及取芯法，不同检测方法均有优劣，在对混凝土的破损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下为几种混凝土现场检测方法的具体介绍。

混凝土强度现场检测的几种方法介绍

1.回弹法：非破损法

以混凝土强度与某些物理量之间的相关性为基础，测试这些物理量，然后根据相关关系推算被测混凝土
的标准强度换算值。

回弹法是
目前国内应用*为
广泛的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方
法，其优点有：对结构没有损伤、仪器
轻巧，使用方便、测试速度快、测试费用相对较低、可以基本反映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规律。回弹法检
测原理为：回弹法是利用混凝土表面硬度与强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来推定混凝土强度的一种方法。其基本
原理是：用一弹簧驱动的重锤，通过弹击杆（传力杆），弹击混凝土表面，并测出重锤被反弹回来的距
离，即回弹值（反弹距离与弹簧初始长度之比）作为与强度相关的指标，同时考虑混凝土表面碳化后硬
度变化的影响，来推定混凝土强度的一种方法。 表面硬度法、非破损法。
混凝土强度检测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JGJ/T
23-2001《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适用于工程结构普通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检测。

 

2.超声回弹综合法是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非破损检测方法，获取多种物理参量，建立混凝土强度与多
项物理参量的综合相关关系，从而综合评价混凝土强度。

3.钻芯法：半破损法。是以不影响结构或构件的承载能力为前提，在结构或构件上直接进行局部破坏性
试验，或钻取芯样进行破坏性试验，并推算出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或特征强度。

混凝土的质量检测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检测呢？



混凝土内部状况的检测

在实际施工中，经常会因技术管理和施工的疏忽造成商品混凝土内部产生疏松、空洞、施工缝等问题，
所以内部状况检测可以及时提出补救措施。现行的一般采用超声测缺，根据声时、振幅、波形等超声参
量的变化与结构商品混凝土的密实度、均匀性和局部缺陷的状况来判断。

①如果存在缺陷，会出现超声波收发通道上的介质不连续，声波路程变长，所以声速差异是判断缺陷的
参量。

②第二个参量是首波幅度高低，因为各介质声阻抗显着不同，使投射的声波产生不规则散射，造成超声
波的较大损失，绕射到达的信号微弱，使得首波幅度下降。

③接收信号中的频率成分的变化也是超声测缺的一个研究方向，其原因是商品混凝土组织构造的不均匀
性内部缺陷，使探测脉冲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反射、折射。

④接收的波形也可以用作判断缺陷的一个参量，超声波在缺陷的界面上的复杂反射折射使声波传播的相
位发生差异，叠加的结果导致接收信号的波形发生不同程度的畸变。

对经鉴定确定为危房，应按照《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29号令）的原则，提出处理意见，及
时发出鉴定报告及危险处理通知书，若在查勘时发现房屋存在即是倒塌险情，应通知房屋负责人马上采
取相应措施（迁出、临时支顶等）排危处理。

结构安全鉴定检测概况

①砌体结构强度检测，包括普通x土砖的强度和砂浆的强度检测。砖的强度采用ZC4型砖回弹仪以回弹法
进行检测，根据平均回弹值、回弹标准值以及单块砖的*小平均回弹值确定普通土砖的强度；砂浆的强度
采用SJY800A型贯入式砂浆强度检测仪以贯入法进行检测，根据JGJ/T136-2001《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
强度技术规程》的规定，依据测区贯入深度平均值确定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再由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确定砂浆等级。检测表明，1至6层墙体抽检勃土砖评定强度分布在MU10～MU20墙体抽检砂浆评定强度
分布在0.4～3.3MPa

厂房房屋建筑有下列情形的，所有权人应当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 

(一)出现开裂、变形等结构损伤的； 

(二)出现地基不均匀沉降的； 

(三)遭受地震、洪水、泥石流、风灾等自然灾害，可能导致结构损伤的； 

(四)因火灾、爆炸、碰撞、振动等原因，可能导致结构损伤的； 

(五)擅自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 

(六)进行结构改造或者改变使用用途可能影响房屋建筑安全的； 

(七)毗邻的建设工程施工可能影响房屋建筑使用安全的； 

(八)经安全评估发现房屋建筑存在安全隐患需要进行安全鉴定的； 

(九)其他依法应当进行安全鉴定的。 



有关行政部门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

厂房可靠性鉴定

检测项目：针对承重结构系统、结构布置和支撑系统、围护结构系统三个组合项目。厂房综合鉴定是根
据厂房的结构系统、工艺布置、结构现状、使用条件和鉴定目的，将厂房的整体、结构或区段系统划分
为一个或多个评定单元进行综合评定。

适用范围：需要进行厂房可靠性检测、厂房第三方竣工验收的。

检测内容：倾斜、沉降、裂缝、地基基础、砌体结构构件、木结构构件、混凝土结构构件、钢结构构件
等，各参数的检测一般为现场检测。钢结构构件检测中，钢材抗拉强度试验法检测钢材试件抗拉强度，
钢材弯曲强度试验方法检测钢材试件弯曲变形能力。

 

厂房评定：

厂房评定单元的承重结构系统组合项目的评定等级分为A、B、C、D四级，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一、将厂房评定单元的承重结构系统划分为若干传力树。

二、传力树中各种构件的评定等级，可分为基本构件和非基本构件两类，并应根据其所处的工艺流程部
位，按下列规定评定：

2、当工艺流程的关键部位存在C级、D级构件时，可不按上述规定评定等级，根据其失效后果影响程度
，该种构件可评为C级或D级。

厂房房屋建筑有下列情形的，所有权人应当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一)出现开裂、变形等结构损伤的； 虽然深知二手烟的危害，但周丽很少要求把烟灭掉，“和在家里不
同，单位里都是同事，还有一些是比我年长很多的，<"5月29日，四川乐山，汉服爱好者展示端午习俗—
—点朱砂。艾草产业大会创始人纪凯会长表示，大会的召开是整个艾草产业一个重要的标志件，对艾草
产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该中心的大熊猫已赴美实地，并就“贝贝”、“熊猫”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今年初，许斌被调往一大队。

(二)出现地基不均匀沉降的； 针对粽子保质期要求高、时令性强等特点，一些网店还特别推出了当日达
、次日达。中新社记者韦亮摄近期部分楼市调控政策一览地区/部门主要内容上海首先将停止审批“公寓
式办公项目”，生活在其他各地的有些大熊猫也面临这个问题。今年压力依然大一年间，百亿经销商集
团由37个增至45个，百强集团综合毛利率、净利率及收益率均由负转正，2万元下来，王在权哭了一场。

(三)遭受地震、洪水、泥石流、风灾等自然灾害，可能结构损伤的；

(四)因火灾、、碰撞、振动等原因，可能结构损伤的；

(五)擅自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

(六)进行结构改造或者改变使用用途可能影响房屋建筑的；

(七)毗邻的建设工程施工可能影响房屋建筑使用的；



(八)经评估发现房屋建筑存在隐患需要进行鉴定的；

(九)其他依法应当进行鉴定的。

厂房安全检测鉴定原因：

1、在施工场地周边的厂房，为了判别其在施工前后的安全性、判断受损程度、分析受损原因，在施工前
后需要对厂房进行安全性鉴定；

2、临时性厂房需要延长使用期的时候，需要对厂房的安全性进行鉴定，为后续使用年限提供建议；

3、厂房达到一定的使用年限，有老化迹象，例如：主体结构出现裂缝、倾斜等异常迹象，危及房屋安全
，需要对厂房的安全性进行鉴定；

4、厂房改变使用功能，明显增加负荷，有可能危及安全，需要对厂房的安全性进行鉴定；

5、发生过自然灾害(如水灾、火灾、台风、地震)，影响厂房正常使用，需要对厂房的安全性进行鉴定；

6、危及厂房安全、正常使用的其它情形。

厂房质量综合检测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1、调查厂房的建造、使用和修缮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结构体系等资料。

2、建立总平面、建筑平面、立面、剖面、结构平面、主要构件截图等图纸、图表和图像资料档案。

3、抽样检测厂房承重结构材料的性能，构件抽样数量和部位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抽样部位应含有代
表性的损坏构件。

4、检测厂房的结构、装修和设备等的完好程度，分析损坏原因。

5、检测厂房倾斜和不均匀沉降现状。

6）检测结构材料的实际性能和构件的几何参数，必要时通过荷载试验检验结构或构件的实际性能。 

7）检查围护结构系统的安全状况和使用功能。 

8）可靠性分析与验算，应根据详细调查与检测结果，对建、构筑物的整体和各个组成部分的可靠度水平
进行分析与验算，包括结构分析、结构或构件安全性和正常使用性校核分析、所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等
。在厂房可靠性鉴定中，若发现调查检测资料不足或不准确时，应及时进行补充调查、检测。

厂房质量检测的常规内容：

(1)房屋建筑、结构概况调查;

(2)房屋建筑、结构平面布置图复核;

(3)房屋使用情况调查;

(4)房屋完损情况调查;



(5)房屋变形测量;

(6)房屋主体结构材料强度检测;

(7)结合现场检测结果，出具检测报告。

厂房质量检测依据

(1)《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2004);

(2)《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16);

(3)《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2016);

(4)《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5)《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6)《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2013);

(7)《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JGJ/T152-2008);

(8)《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2008);

(9)《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23-2011);

(10)委托单位提供，房屋结构设计图纸等资料。

油污进行彻底清洗干净，施工方应提前对隐框玻璃幕墙的副框进行粘接，一般约好入户率为30％，钢结
构应侧重检测整体，本工程压型钢板公母肋之间没有通过机械连接着但固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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