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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对结构的影响及其严重程度首先应根据裂缝在结构或构件上的宏观分布来判定。结合相应文件、记
录，检测人员能够首先对裂缝做出初步评估。对于不稳定的结构构件裂缝，为了从宏观上准确把握裂缝
发展的趋势，必须进行持续性观测，从而对裂缝的原因和严重程度进行正确判断。裂缝宽度处和裂缝变
化处一般也是应力*集中的地方，这些部位一般为结构构件相对薄弱的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也相对较大
。本公司拥有多位业界资深及一支长期从事鉴定工作的专业技术队伍，多年来在广东及全国各地中,取得
良好的成绩,.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现已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的生产设备和完善的产
品开发和质量保证体系,工程检测机构建立了检测资源共享的合作联盟，以保证高效地实现科学、严谨、
保质、服务的质量目标。

公司有配备多台国内外的轻型检测仪器，全部由政府认定的有关权威计量部门进行检定，并颁发房屋鉴
定资质证书。在房屋安全鉴定过程中房屋楼板开裂大致有三种情况： 1、由混凝土收缩引起的，表现为
对穿性裂缝，裂缝可能会导致房屋渗水，这种裂缝比较普遍，尤其是在大开间房屋的墙角形成45度角斜
裂缝，这些裂缝对房屋安全的影响不是很大，但会影响房屋的使用和耐久性，如在楼板的关键部位增设
一些钢筋，减少混凝土中外加剂的掺量，加强养护，则可避免这些裂缝的产生。 2、施工初期因养护不
当由温度引起的，裂缝呈蜘蛛网状。这种裂缝过密过多，则反映混凝土的质量差，会影响楼板的承载力
，如在施工中加强养护，则可避免产生这种裂缝。 3、受力裂缝，一般出现在支座处的板面，或板中部
的板底，此类裂缝一般不对穿，且外宽内窄，若此类裂缝过宽过密，则说明楼板太薄或混凝土强度过低
或钢筋太少，要应予充分关注，这类裂缝是比较危险的，可能随着危机房屋安全，需委托房屋安全鉴定
机构进行房屋鉴定。

墙体开裂主要也有三种情形： 1、由于房屋不均匀沉降引起的，这类墙体裂缝是十分危险的，表现为倾
斜、有方向性、有规则的裂缝，造成这种裂缝的主要原因是建造房子时地基和基础没打好，对房屋的安
全和使用都有很大影响，建议及时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房屋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2、由温度引起的
，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单单是粉刷裂缝，不涉墙体，这种裂缝对房屋的安全和使用都没有太大影响



。 3、梁下的墙体受力太大引起的，对房屋的安全和使用都有影响，产生这种裂缝的原因主要有二，一
是在房屋设计时出了问题，墙体承受的压力太大；一是墙体的质量不好，承压能力太差，这类房屋也是
主要适时关注。 当然房屋裂缝种类繁多，上海房屋安全鉴定上面罗列的只是主要得可能性，如果碰到复
杂情况或者把握不大时，还是请房屋安全鉴定专业人士来鉴定房屋情况，以便给出专业权威的分析和判
断。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2014年6月1日实施）
5.0.6当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2经有资质的检测鉴定机构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2015年9月1日实施）
10.2.2当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2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检测鉴定达到设计要求的，应予以验收；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1年7月1日实施） 3.7.1既有结构延长使用所限、改变用途、
改建、扩建或需要进行加固、修复等，均应对其进行评定、验算或重新设计。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2013（2014年6月1日实施） 1.0.3混凝土结构加固前，应根据建筑
物的种类，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或《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
B50292进行结构检测或鉴定。当与抗震加固结合进行时，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或《工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J117进行抗震能力鉴定。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702-2011（2012年8月1日实施） 1.0.3砌体结构加固前，应根据不同建筑
类别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或《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可靠性鉴定。

当与抗震加固结合进行时，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进行抗震能力鉴定。
《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77：96（1996年5月30日施行） 1.0.3钢结构加固前，应按照《工业厂房可靠
性鉴定标准》或《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等进行可靠性鉴定。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116-2009（2009年8月1日施行） 1.0.3现有建筑抗震加固前，应依据其设防
烈度、抗震设防类别、后续使用年限和结构类型，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的相
应规定进行抗震鉴定。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标准》CECS-2009（2009年9月1日施行） 3.0.1建筑物发生
火灾后应及时对建筑结构进行检测鉴定，检测人员应到现场调查所有过火房间和整体建筑物。

对于有垮塌危险的结构构件，应首先采取防护措施。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CECS220:2007（2007年10月1日施行）
1.0.3混凝土结构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耐久性评定： 1使用时间较长的结构；
2使用功能或环境明显改变时； 3已发生某种耐久性损伤的结构； 4其他特殊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修订版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九条已经建成的下列建设工程，
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
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 （一）重大建设工程； （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建设工程；
（四）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五）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建设工程。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2009年7月1日实施）
1.0.6下列情况下，现有建筑应进行抗震鉴定： 1接近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需要继续使用的建筑。
2原设计未考虑抗震设防或抗震设防要求提高的建筑。 3需要改变结构的用途和使用环境的建筑。
4其他有必要进行抗震鉴定的建筑。 《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50117-2014（2015年2月1日实施）
3.0.5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现有构筑物，应进行抗震鉴定：
1达到和超过设计使用年限并需继续使用的构筑物。
2未按抗震设防标准设计或建成后所在地区抗震设防要求提高的构筑物。
3改建、扩建或改变原设计条件的构筑物。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153-2008（2009年7月1日实施）
G.1.2在下列情况下宜对既有结构的可靠性进行评定： 1结构的使用时间超过规定的年限；
2结构的用途或使用要求发生改变； 3结构的使用环境出现恶化； 4结构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
5出现影响结构安全性、适用性或耐久性的材料性能劣化、构件损伤或其他不利状态；
6对既有结构的可靠性有怀疑或有异议。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2016年8月1日实施）
3.1.1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可靠性鉴定： 1）建筑物大修前；
2）建筑物改造或增容、改建或扩建前； 3）建筑物改变用途或使用环境前；
4）建筑物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时； 5）遭受灾害或事故时；
6）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或出现较严重的腐蚀、损伤、变形时。

2在下列情况下，可仅进行安全性检查或鉴定： 1）各种应急鉴定；
2）国家法规规定的房屋安全性统一检查； 3）临时性房屋需要延长使用期限；
4）使用性鉴定中发现安全问题。 3在下列情况下，可仅进行使用性检查或鉴定：
1）建筑物使用维护的常规检查； 2）建筑物有较高舒适度要求。 4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专项鉴定：
1）结构的维修改造有专门要求时； 2）结构存在耐久性损伤影响其耐久年限时；
3）结构存在明显的振动影响时； 4）结构需进行长期监测时。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2008（2009年5月1日实施）
3.1.1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时；
2）用途或使用环境改变时； 3）进行改造或增容、改建或扩建时； 4）遭受灾害或事故时；
5）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或者出现较严重的腐蚀、损伤、变形时。

2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可靠性鉴定： 1）使用维护中需要进行常规检测鉴定时；
2）需要进行全面、大规模维修时； 3）其他需要掌握结构可靠性水平时。
3.1.2当结构存在下列问题且仅为局部的不影响建、构筑物整体时，可根据需要进行专项鉴定：
1结构进行维修改造有专门要求时； 2结构存在耐久性损伤影响其耐久年限时；
3结构存在疲劳问题影响其疲劳寿命时； 4结构存在明显振动影响时； 5结构需要进行长期监测时；
6结构受到一般腐蚀或存在其他问题时。 其中第3.1.1（1）条（款）为强制性条文。
《烟囱可靠性鉴定标准》GB51056-2014（2015年8月1日实施）
3.1.1烟囱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可靠性鉴定：
1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或出现严重的腐蚀、渗漏、损伤、变形时；
2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或目标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时；
3使用条件或使用环境改变，对烟囱安全性不利时； 4需要进行全面、大规模维修时；
5遭受严重灾害或事故后，需要继续使用时； 6进行工艺改造或改建时；
7其他需要掌握烟囱可靠性水平时。

3.1.2烟囱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专项鉴定： 1进行维修改造有专门要求时；
2存在局部损伤影响其正常使用时； 3对防腐层的完好性、耐久性存在疑问时；
4挡烟墙、积灰平台、排烟筒、支承结构烟道等结构受到一般腐蚀或存在其他问题时； 5耐久性评估时；
6对可靠性存在疑问时。 其中第3.1.1（1、2、3、4、5）条（款）为强制性条文。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51008-2016（2016年12月1日实施）
3.1.2高耸与复杂钢结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检测与可靠性鉴定：
1拟改变使用功能、使用条件或使用环境； 2似进行改造、改建或扩建；
3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 4因遭受灾害、事故而造成损伤或损坏；
5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或出现严重的腐蚀、损伤、变形。

3.1.3钢结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检测与可靠性鉴定：
1对建筑或构筑物进行大规模维修或装饰装修； 2正常使用中例行检查、维修时，发现劣化或损伤迹象。



3.1.4当钢结构存在下列问题时，宜进行专项检测与鉴定： 1存在影响使用功能的振动；
2存在疲劳问题，影响疲劳寿命； 3遭受火灾影响或损伤。 其中第3.1.2条为强制性条文。
《建筑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2004)（2004年14月1日实施）
3.1.2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建筑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
1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检验数量不足；
2对施工质量的抽样检测结果达不到设计要求；
3对施工质量有怀疑或争议，需要通过检测进一步分析结构的可靠性；
4发生工程事故，需要通过检测分析事故的原因及对结构可靠性的影响。

3.1.3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既有建筑结构现状缺陷和损伤、结构构件承载力、结构变形等涉及结
构性能的项目进行检测： 1建筑结构安全鉴定； 2建筑结构抗震鉴定； 3建筑大修前的可靠性鉴定；
4建筑改变用途、改造、加层或扩建前的鉴定； 5建筑结构达到设计使用年限要继续使用的鉴定；
6受到灾害、环境侵蚀等影响建筑的鉴定； 7对既有建筑结构的工程质量有怀疑或争议。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784-2013)（2013年9月1日实施）
3.1.2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工程质量的检测：
1涉及结构工程质量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检验数量不足；
2对结构实体质量的抽测检测结果达不到设计要求或施工验收规范要求； 3对结构实体质量有争议；
4发生工程质量事故，需要分析事故原因； 5相关标准规定进行的工程质量第三方检测；
6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进行的工程质量第三方检测。

3.1.3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结构性能检测： 1混凝土结构改、改造、加层或扩建；
2混凝土结构达到设计使用年限； 3混凝土结构使用环境改变或受到环境侵蚀；
4混凝土结构受偶然事件或其他灾害的影响； 5相关法规、标准规定的结构使用期间的鉴定。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621-2010)（2011年6月1日实施）
3.1.2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按在建钢结构进行检测：
1在钢结构材料检查或施工验收过程中需了解施工质量状况； 2对施工质量或材料质量有怀疑或争议，；
3对工程事故，需要通过检测，分析事故的原因以及对结构可靠性的影响。
3.1.3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按既有钢结构进行检测： 1钢结构安全鉴定； 2钢结构抗震鉴定；
5受到灾害、环境侵蚀等影响的鉴定； 6对既有钢结构的可靠性有怀疑或争议。

《砌体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2012年3月1日实施） 3.1.1对新建砌体工程，检验和评定砌筑砂浆或砖
、砖砌体的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3、《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
129等的有关规定执行；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按本标准检测和推定砌筑砂浆或砖、砖砌体的强度：
1砂浆试块缺乏代表性或试块数量不足。
2对砖强度或砂浆试块的检验结果有怀疑或争义，需要确定实际的砌体抗压、抗剪强度。
3发生工程事故或对施工质量有怀疑和争义，需要进一步分析砖、砂浆和砌体的强度。

3.1.2对既有砌体工程，在进行下列鉴定时，应按本标准检测和推定砂浆强度、砖的强度或砌体的工作应
力、弹性模量和强度： 1安全鉴定、危房鉴定及其他应急鉴定。 2抗震鉴定。 3大修前的可靠性鉴定。
4房屋改变用途、改建、加层或扩建前的专门鉴定。
还些一些情况，上述内容未谈及，比如：什么时候做危险房屋的鉴定？请参考如下标准。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6-2016（2016年12月1日施行）
《农村住房危险性鉴定标准》JGJ/T363-2014（2015年8月1日实施） 另外《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2015（2016年8月1日实施）3.4节、3.5节与附录F的内容属第3.1.1条的情况外，也是鉴定的内容，提
醒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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