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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验算被鉴定构件和结构的承载力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1、构件和结构验算采用的分析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 

2、构件和结构验算使用的验算模型，应符合其实际受力与构造状况； 

3、结构上的作用应经调查或检测核实，并应按本标准附录Ｃ的规定取值； 

4、应按验算所依据的国家现行设计规范选择安全等级，并确定结构的重要性系数γｏ的取值。 

5、构件和结构上作用效应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作用的组合和分项系数及组合值系数，应按国家相关规范的规定执行； 

（２）当结构受到地基变形、温差和收缩变形等作用，且对其承载力有显着影响时，应计入由之产生的
附加内力。 

6、构件材料强度的标准值应根据结构的实际状态按下列原则确定： 

（１）若原设计文件有效，验收资料齐全，且现状良好，可采用原设计的标准值； 

（２）若调查表明实际情况不符合上款的要求，应按相关规定进行现场检查检测，并按本标准附录Ｄ的
规定确定其标准值。 



7、构件和结构的几何参数应采用实测值，并应计入锈蚀、腐蚀、腐朽、虫蛀、风化、局部缺陷或缺损以
及施工 偏差等的影响。 

8、当需检查设计责任时，应按原国家有关设计规范、施工图及竣工图，重新进行复核。

二、构件和结构安全性鉴定采用的检测数据，应符合下列要求：

1、检测方法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当需采用不止一种检测方法同时进行测试时，应事先约定综合
确定检测值的规则，不得事后随意处理。

2、检测应按本标准划分的构件单位（见附录Ｅ）进行。

三、当房屋中的构件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不参与鉴定：

1、该构件未受结构性改变、修复、修理，或用途及使用条件改变的影响。

2、该构件未遭明显的损坏。

3、该构件工作正常，无安全性问题。若考虑到其它层次鉴定评级的需要，而有必要给出该构件的安全性
等级时，则无任何损坏可定为a级，有局部损坏但不影响承载力可定为B级。

既有混凝土构件中混凝土性能

混凝土碳化是介质与混凝土相互作用的结果,典型的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对混凝土的作用。在工业区,
其它酸性气体如二氧化硫、硫化氢等也会引起混凝土的“ 碳化”
中性化。混凝土碳化将引起一系列问题, 为此,
文献对混凝土碳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评述。在实际工程实践中, 实测混凝土碳化深度的手段较为单一,
不同操作人员的测量方法、测点数量的控制并不完全一致, 加之,
混凝土碳化区分为完全碳化区和部分碳化区, 且目前检测混凝土部分碳化区缺少必要的手段和仪器设备,
故此, 就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谈, 混凝土碳化深度本身的实测值就存在随机 性和不确定性,
这对于混凝土碳化深度的理论研究和检测手段的发展都提出了新的问题。目前,
混凝土碳化深度的预测模型有多种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种基于扩散定律, 导出的混凝土碳化深
度预测理论模型及相应的变化模型第二种为混凝土碳化深度预测的随机模型第三种为混凝土碳化深度预
测的神经网络模型。由于影响混凝土碳化的因素多, 各类预测模型均具有不同的特点, 对同一对象其预测
精度有所差别。作者认为建立适合本地区的混凝土碳化深度专用预测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混凝土实际
碳化深度将对混凝土构件性能产生
两种影响一是影响混凝土对钢筋锈蚀的保护作用,二是影响混凝土自身的力学特性。

个问题将影响到钢筋初始锈蚀时间间题, 即影响预测钢筋力学性能发生改变的时间第二个问题将会影响混
凝土结构或构件的力学行为。对既有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混凝土强度设计等级
及混凝土的实际强度等级, 在实际工程中, 混凝土实际强度等级与设计强度等级有一定出入,
不论实际强度等级高于设计强度等级多少, 结构承载力计算时设计人员一般均按设计强度等级取用

二是检测时混凝土的实际强度, 混凝土实际强度是混凝土后期强度增长 的结果,
还是施工时混凝土强度本身就高的结果, 应该进行区别,
这对结构构件工作特性的评价是有所差别的。由于检测时间、所用规范的差别,
区分上述两种情况的差异是非常困难的, 在工程实践中设计人员只关心目前混凝土的强度实际评定值,
而对于产生此结果的原因并不关心,
问题是相同强度等级的碳化混凝土和非碳化混凝土其力学行为并不一定相同。



尽管混凝土强度现场检测的方法很多,
但工程检测人员更偏爱使用回弹法与钻芯法检测混凝土的实际强度, 从国内学者和作者所做实际工程的检
测及试验研究对比数据分析来看严格按回弹法、钻芯法检测规程进行的试验, 所获得的试验数据其对比性
较强。作者认为采用回弹法检测混凝土强度取构件测区小值作为混凝土强度评定结果在工程安全条件下
是可行的。当然, 不论用回弹法检测还是用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 其检测结果受多种影响因素制约, 所以
完整地反映各种条件下的既有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抗压强度仍需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除了对既有混凝
土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需要试验研究外,
还需对既有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的碳化混凝土应力一应变关系进行研究受多方面的限制,
该部分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
同时也缺乏碳化混凝土抗拉强度试验数据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逐步完善上述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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