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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老化钢筋腐蚀的相关讨论：1．碳化原因分析。混凝土的微孔内含有可溶性的钙、钠、钾等碱金属及
其氧化物，这些氧化物与微孔中的水起化学反应生成碱性很强的氢氧化物，为钢筋造成高碱性的环境条
件(pH=12—13 o在此环境下，钢筋表面生成一层致密的、分子和离子难以穿过的“钝化膜”。钝化膜能
完全覆盖钢筋表面，长期保持完好，钢筋表面不容易发生锈蚀。(1)混凝土碳化是大气中CO与混凝土中
的碱性氢氧化物作用的结果：CO：+H20=H2C0，HCO+Ca(OH)r=CaCO，+2H20，由于CaO在微孔水溶
液中是过饱和的，微孔中存在的ca(OH)：比溶人微孔水中的Ca(OH)多，因此当碳酸化反应开始后，微孔
水溶液的pH能在l2—13的正常水平维持一段时间，随着微孔中Ca(OH)：的消耗和生成的CaCO，在水溶
液中的沉淀，微孔水溶液的pH值明显降低。当pH=l 1．5时，钝化膜不再稳定；当pH=9或pH=10时，钝
化膜的作用完全被破坏，致使钢筋处于脱钝状态，锈蚀就有条件发生了。此时的pH值即为钢筋锈蚀的起
始门槛值。(2)影响混凝土碳化的因素。首先是水灰比。水灰比增加，致使混凝土的孔隙率加大，引起C
O有效扩散系数扩大，从而使混凝土的碳化速度加大。其次是水泥品种和用量。水泥品种决定各种矿物
成分在水泥中的含量，水泥用量决定单位体积混凝土中水泥熟料多少。两者是决定水泥水化后单位体积
混凝土中可碳化物质含量的主要材料因素。第三是外加剂。混凝土中掺减水剂，能直接减少用水量；引
气剂使混凝土中形成很多封闭的气泡，切断毛细管的通路。两者均可以使CO：有效扩散系数显着减少，
从而降低碳化速度。第四是湿度与温度。湿度通过温湿平衡决定着孔隙水饱和度。若环境湿度过高，混
凝土接近饱和状态，则CO扩散速度缓慢，碳化发展慢。但缺少碳化反应所需的液相环境，碳化难展。70
％～80％的中等湿度碳化速度快。温度升高加快CO的扩散，温度的交替变化利于CO扩散，促进碳化速
度。第五是施工质量。混凝土浇筑、振捣不仅影响混凝土的强度，而且直接影响密实性。调查表明，其
他条件相同，施工质量差，混凝土表面不平，内部有裂缝、蜂窝、孔洞等，增加CO：在混凝土中的扩散
路径，使碳化速度加快。

结构检测是既有建筑物鉴定与加固改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该项工作的基础。没有检测的数据，
则鉴定与加固改造工作也难以顺利实施。有了检测结果，结构存在的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来，
可减少工作的失误，减少不必要的工程成本。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可分为：1、 建筑结构安全性鉴定2、
建筑结构抗震鉴定3、 建筑改变用途、改造、加层或扩建前的鉴定等。建筑结构的检测可分为建筑结构



工程质量的检测、既有建筑物结构性能的检测。两者之间没有准确的界限，其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和抽
样数量等大致相同，只是已有建筑结构性能的检测可能面对的结构损伤与材料老化的问题要多一些。1、
工业厂房安全鉴定；2、房屋质量的安主全鉴定3、危房鉴定及各种应急鉴定4、地铁共振引起发的房屋损
坏鉴定,结构变形与沉降测量5、网吧,游艺娱乐场所,歌舞娱乐场所检测鉴定6、房屋改变用途安全鉴定及
改变使用功能鉴定7、受损后的结构安全性鉴定,出租房屋租赁前安全鉴定8、银行办公楼安全鉴定
9、教学楼安全鉴定 

房结构安全检测鉴定主要内容如下：

1、确定建筑物的尺寸、位置及暂定使用荷载。

2、检测建筑物的轴线尺寸、层高，鉴定区域梁板结构布置。

3、查看结构布置是否合理、构件传力是否直接等。

4、检测鉴定区域钢筋混凝土梁的截面尺寸及楼板的厚度。

5、采用钻芯法局部抽检鉴定区域梁、板、柱的混凝土强度。（参照《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
44－2004中第3条，确定抽芯的数量,送有建筑材料检测单位进行试验，获取试验数据，作为报告复核计算
依据。）

6、采用钢筋探测仪检测鉴定区域梁、板、柱的钢筋配置情况和钢筋保护层厚度。

7、检测建筑物鉴定区域梁、板、柱等构件是否有裂缝，并分析裂缝产生的原因、裂缝是否已造成对结构
的危害等。

8、分析改造增加建筑物对现状建筑物的安全性能鉴定。依据国家规范取值动力系数，根据检测、鉴定规
范核定建筑物的安全性能。

9、根据实测房屋结构材料力学性能，按现有荷载、使用情况和房屋结构体系，根据检测结果、原设计图
纸、国家规范等,建立合理的计算模型，验算房屋的鉴定区域现有安全使用能力并复核其构造措施。

10、对建筑物鉴定区域的结构安全性进行鉴定，遵循客观、科学、公正的原则编写鉴定报告，提出鉴定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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