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安区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单位

产品名称 同安区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单位

公司名称 广东建业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价格 .00/平方米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航程街道九围社区九围第二工业区
21号新艺园区商业楼

联系电话 13410086098 13410086098

产品详情

测试了硅质石灰岩、石灰岩、玄武岩和辉绿岩4种岩石粗集料的维氏硬度、洛杉矶磨耗值和磨光值.依照
渐近指数函数形式建立了基于维氏硬度的粗集料磨光值衰减模型.结果表明:粗集料洛杉矶磨耗值、磨光稳
定终值与粗集料维氏硬度相关性良好;粗集料磨光值衰减速率与粗集料硬度、矿物颗粒间硬度差异有关,粗
集料磨光稳定终值则取决于粗集料维氏硬度.本文利用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对受内压作用的碳
纤维缠绕压力容器进行应力数值分析。结果表明,对压力容器施加预紧压力后,会使复合压力容器的内衬在
工作压力下的应力显著降低,且应力分布趋于均匀,碳纤维材料的利用率得到提高,有效提高了复合材料压
力容器的疲劳寿命。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危房鉴定主要有以下程序： (一)受理当事人申请;
(二)进行初始调查; (三)现场勘查测试，记录各种损坏数据和状况; (四)检测验算、整理技术资料;
(五)分析，论证定性，作出综合判断; (六)签发鉴定报告。  

 一般性房屋安全鉴定方法： 1、直观检查 由房屋安全检查人对房屋的建筑结构情况进行直接的检查。
主要查建筑构件的裂缝、变形、倾斜、腐朽现象的特征，深度、形状、四化建设布及其各类原因引起的
潜在隐患。 2、敲击刺探检查 用铁钎刺探埋入墙内的柱根、柁、檩、椽头等部位，探查腐朽程度。敲击
墙体、木构件，判断空敲或虫蛀情况。 房屋安全检查 3、仪器检查 使用回弹仪、取芯机、超声仪等检查
构件的强度；使用经纬仪检查房屋垂直度；使用水平仪检查房屋沉降量；使用小线、尺子检查木构件的
变形程度。 4、结构构件验算
房屋安全检查通过结构计算，验算结构构件截面尺寸是否符合强度、刚度要求。 混凝土结构表面检测：
基础沉降检测报告、混凝土强度检测报告、植筋拉拔实验检测报告、钢结构探伤检测报告 2、砌体结构
的检测：物理力学性能检查、裂缝检查、损伤检查、变形检查、连接部位的检查及圈梁检查。其检测方
法包括非破损检测方法和局部破损检测方法。
3、钢结构的检测：钢结构的材质检验与测定;钢结构的强度、变形及缺陷检测。 钢结构的缺陷包括制造
缺陷、安装缺陷、使用缺陷;钢结构的损坏主要表现为：整体性的破坏、几何形状、连接破损、结构变位
、腐蚀破损、疲劳破坏。 公司目前主要业务范围为：房屋质量安全鉴定、桥梁安全检测鉴定、危房鉴定
、完损等级鉴定、钢结构工程检测、施工周边影响鉴定、安全可靠性鉴定、抗震鉴定、灾后鉴定、鉴定
、历史保护建筑鉴定、办理行业许可证鉴定、房屋改变用途安全鉴定及改变使用功能鉴定、出租房屋租
赁前安全鉴定、房屋构件检测;要求进行安全鉴定的一些公共设施（学校、机构、市场等）、办理《房地
产权证》、办理《消防》、办理《营业执照》等进行安全鉴定
基于Abaqus软件建立3D层压板有限元模型,采用虚拟裂纹扩展技术(Virtual Crack Closure Technology,简称"V



CCT")模拟分层界面。为接近真实物理模型,引入几何扰动。以含圆形分层区的层压板为研究对象,进行非
线性后屈曲分层模拟。根据后屈曲分层扩展分析结果,以Paris模拟疲劳分层的萌生及扩展,研究复合材料低
周疲劳特性。试验研究了不同强度等级的石灰岩骨料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弹性模量随龄期发展规律,并与
砂岩骨料混凝土进行了比较.通过数值模拟,建立了石灰岩骨料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弹性模量与龄期之间的
相互关系模型.结果表明:不同强度等级的石灰岩骨料混凝土弹性模量发展比抗压强度快,且比砂岩骨料混
凝土高;不同强度等级、不同岩性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与抗压强度平方根均呈线,随强度等级的增大,石
灰岩骨料混凝土弹性模量增长减缓,砂岩骨料混凝土则与之相反.依据层层接结三维角联锁机织复合材料的
结构特点,建立能真实反映细观结构特征的大型精细实体几何结构模型;基于非弹性滞后能疲劳破坏准则,
用有限元法计算三维角联锁机织复合材料在三点弯曲低周交变循环载荷下的变形和刚度降解,揭示疲劳过
程中三维角联锁机织复合材料内部应力分布特征和变形特征,分析纱线与树脂的破坏机理,阐述该复合材料
在循环载荷下发生疲劳破坏的结构效应。结果表明,经纱在疲劳过程中承担大部分的载荷,且不同的组分呈
现不同的破坏扩展过程。本文研究结果和研究方法将可进一步扩展至三维机织复合材料工程结构设计。
通过对横截面为50mm×50mm的杉木规格材试件圆钢钉握钉力的测试,探讨了圆钢钉直径、木材密度、试
件放置条件、木材纹理方向对握钉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杉木规格材端面上的握钉强度变大于纵面,变异
范围与试件密度无关;圆钢钉直径对端纵面握钉强度比无显著性影响;密度指数为1.784,比国外设计公式中
的值低;自然放置较恒温恒湿放置、相对温湿度变化较时间对握钉强度的削弱现象更为明显;杉木规格材试
件的圆钢钉握钉强度均高于国外木结构设计规范,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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