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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一）2016版修订的主要内容：
• 1增加了术语；

• 2修订了鉴定方法；

• 3 增加了地基危险性鉴定的内容，将地基与基础构件的危险性分开进
行鉴定；

• 4 增加了根据房屋建造年代对构件承载力计算时抗力与效应比的调整
系数；对构件危险性鉴定，完善了单个构件划分的相关规定，增加了
围护结构承重构件的危险性鉴定内容，完善了对各种类型构件危险状
态的评定标准；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5修订了原标准的综合评判方法，采用分层危险性鉴定及整体结构危
险构件综合比例鉴定法代替了原标准的模糊综合评判法，同时增加了
对传力体系简单的两层及两层以下房屋的直接鉴定法；

• 6 将原标准附录A（鉴定报告）的内容调整至新增的第7章鉴定报告中
，提出了存在危险构件房屋和评定为局部危房或整幢危房的房屋的原
则性处理建议。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1适用范围：为建筑高度不超过100m的“既有房屋”，包括公共建筑

、高层建筑、文物保护建筑等工业与民用建筑。

• 2既有房屋：建成两年以上且已投入使用的房屋。

• 3两阶段综合评定方法：

• 第一阶段为地基危险性鉴定，评定房屋地基的危险性状态；

• 第二阶段为基础及上部结构危险性鉴定，综合评定房屋危险性等级。

• 4基础及上部结构危险性鉴定按三层次进行。

• 第一层次为构件危险性鉴定，评定为危险构件和非危险构件两类。

• 第二层次为楼层危险性鉴定，评定为Au、Bu、Cu、Du四个等级。

• 第三层次为房屋危险性鉴定，其等级评定为A、B、C、D四个等级。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5地基评定区别多层与高层，自然状态与受影响状态

• 4.2.1当单层或多层房屋地基出现下列现象之一时，应评定为危险状态：

• 1 当房屋处于自然状态时，地基沉降速率连续两个月大于4mm/月，并且短期
内无收敛趋势；当房屋处于相邻地下工程施工影响时，地基沉降速率大于
2mm/天，并且短期内无收敛趋势；

• 2 因地基变形引起砌体结构房屋承重墙体产生单条宽度大于10mm的沉降裂缝
，或产生最大裂缝宽度大于5mm的多条平行沉降裂缝，且房屋整体倾斜率大于
1%；

• 3 因地基变形引起混凝土结构房屋框架梁、柱因沉降变形出现开裂，且房屋
整体倾斜率大于1%；

• 4两层及两层以下房屋整体倾斜率超过3%，三层及三层以上房屋整体倾斜率超
过2%；

• 5地基不稳定产生滑移，水平位移量大于10mm，且仍有继续滑动迹象。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4.2.2当高层房屋地基出现下列现象之一时，应评定为危险状态：

• 1 不利于房屋整体稳定性的倾斜率增速连续两个月大于0.05%/月，且短期内
无收敛趋势；

• 2 上部承重结构构件及连接节点因沉降变形产生裂缝，且房屋的开裂损坏趋
势仍在发展；

• 3房屋整体倾斜率超过表4.2.2规定的限值。

• 表4.2.2高层房屋整体倾斜率限值

• 注：Hg为自室外地面起算的建筑物高度（m）。

房屋高度（m） 24＜Hg ≤60 60＜Hg  ≤100

倾斜率限值         0.7%         0.5%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6承载力验算的新规定

• 5.1.2结构分析及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结构分析时应考虑环境对材料、构件和结构性能的影响，以及结构累积损
伤影响等；

• 2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时应按照现行设计规范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时可不考
虑地震作用，且根据不同建造年代的房屋，其抗力与效应之比的调整系数 应
按表5.1.2取用。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7两阶段鉴定的新规定

• 6.2.3  房屋危险性等级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第一阶段地基危险性鉴定中，当地基评定为危险状态时，应将房屋评定
为D级；

• 2 当地基评定为非危险状态时，应在第二阶段鉴定中，综合评定房屋基础及
上部结构（含地下室）的状况后作出判断。

• 8面积法在本标准的体现

• 6.2.4对传力体系简单的两层及两层以下房屋，可根据危险构件影响范围直接
评定其危险性等级。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9基础危险性鉴定的方法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10上部结构危险性鉴定的方法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10上部结构危险性鉴定的方法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11结构整体危险构件百分比计算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12房屋危险性鉴定



一、《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二）新危标的解读：
• 13其它问题

• 1）鉴定人自由裁量权

• 2）强制性条文

• 3)单个构件的划分

• 4）围护结构承重构件

• 5）危房的处理建议



二、《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
WW/T 0048-2014

• 主要内容：
• 1适用范围：

•         各级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点的近现代历
史建筑的结构安全性评估。其他历史建（构）筑物结构安全性评估可
以参照使用。 

• 2近现代历史建筑的定义

•          近现代（1840-1978建造，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
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筑物。

• 3 结构安全性

• 不考虑偶然作用，结构满足承载力和稳定性的能力。

• 4 历史沿革调查主要内容

• 建筑历史、结构历史、人文历史



二、《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
WW/T 0048-2014

• 5现场检测与查勘主要内容

• 图纸复核与测绘、地基基础调查、结构体系确认

• 重点保护部位调查

• 使用环境调查

• 结构整体性、节点与连接调查

• 材料检测

• 结构损伤检测

• 沉降与倾斜检测

• 结构动力特性检测和荷载试验



二、《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
WW/T 0048-2014

• 6结构安全性等级评估

• 两个组成部分、两级评估

• 7结构安全性评估基本原则

• 层次：构件、组成部分、整体

• 两级评估：一级评估包括结构损伤状况、材料强度、构件变形、节点
连接构造等；二级评估为结构安全性验算。

• 8安全性等级划分原则

• 构件：安全、不安全

• 地基基础：a、b、c、d
• 上部结构： a、b、c、d
• 整体：A、B、C、D



二、《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
WW/T 0048-2014

• 9安全性分析

• 10现场检测抽样原则

• 11地基基础构件安全性评估

• 12上部结构安全性评估

• 混凝土构件

• 钢结构构件

• 砌体结构构件

• 木结构构件

• 13结构安全性综合评估

• 14重点保护部位完损等级评估

• 15抗震性能评估



三、《完损等级评定标准》修订介绍

• 1增加了总则、术语和符号

• 2规定评定方法

• 房屋完损等级的评定，应按子项、分项和房屋整体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分四
个完损等级，从第一层开始，逐层进行

• 3 增加了地基危险性鉴定的内容，将地基与基础构件的危险性分开进
行鉴定

• 房屋子项的完损等级应综合考虑其损坏程度及范围进行综合确定。

• 房屋子项的完损等级，应按下列原则，从第①级~第④级逐级评定（条文说明
解释逐级评定方法）：

•  ①级：无一般损坏及严重损坏部位，基本完好部位占比不超过10%。

•  ②级：无严重损坏部位，一般损坏部位占比不超过10%。

•  ③级：严重损坏部位占比不超过30%。

•  ④级：严重损坏部分大于30%。



三、《完损等级评定标准》修订介绍

• 4删除了一些过时的内容，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保温、玻璃幕墙
等。

• 5解决完标与危标的关系问题

• 6房屋整体完损等级评定

• 房屋整体的完损等级，应根据分项的评定结果，按下列规定评级：

• 1） 一般情况下，应根据建筑及装修部分、结构部分的评定结果，按其中较
低等级确定。

• 2 ）当房屋整体的完损等级按上款评为一级或二级，但设施及设备部分的完
损等级为3级或4级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房屋整体所评等级降低1~2级，但最
后所定的等级不得低于三级。



四、标准的选用

• 1可标与危标的选用

• 2完标与危标的选用

• 3房屋倾斜的计算与表述

• 4危险构件与失效构件

• 5非结构部分的检测鉴定



•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