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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可靠性：结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规定的条件下，完
成预定功能的能力。 

  一、检测评定的基本问题及策略探讨  

三大要素 新建结构设计 既有结构评定 

规定的时间 设计使用年限 目标使用年限/评估使用年限 

规定的条件 
正常设计、正常施工、正常
使用、正常维护 

正常使用、正常维护（问题更
加突出） 

预定功能 
不超越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不超越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 

1.1  结构可靠性的定义与三大要素 



1.2  结构可靠性的基本内涵 

  一、检测评定的基本问题及策略探讨  

新的功能组合 基本内涵 功能要求 

安全性 
能承受在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出现的
各种作用 

使用安全性 

抗震安全性
（小震） 

适用性 

耐久性 

防灾害能力 

保持良好的使用性能能 

具有足够的耐久性能 

1.当发生火灾时，在规定的时间内可
保持足够的承载力； 
2.当发生爆炸、撞击、人为错误等偶
然事件时，结构能保持必须的整体稳
固性（鲁棒性），不出现与起因不相
称的破坏后果，防止出现结构的连续
倒塌。 

正常使用性 

耐久性 

抗震安全性
（中震，大震） 

整体稳固性
（结构鲁棒性） 

使用安全性 

使用性 

和耐久性 

抗震安全性 

    整体稳固性
（结构鲁棒性） 



1.3  可靠性评定的原则、基本问题与策略 

  一、检测评定的基本问题及策略探讨  

基本原则 

最小结构处理的
原则 

以现行标准为依
据的原则 

各项性能分开评
定的原则 

存在的突出问题 基本策略 

近二代设计规范安全性要求提升幅
度大，老旧建筑安全水准低 安全水准多元化 

耐久性问题突出但评估难度大，评
估使用年限不明确 使用年限目标化 

查”与“算”的方法评定结果差异
大甚至相互矛盾，设计常用结构分
析方法似然性检验结果不够理想 

检测评定精细化 

对应于不同抗震设防水准的鉴定方
法差异大，采用非性能化方法评定
难以合理解决既有结构的抗震安全
问题 

抗震鉴定性能化 

处理结构体系和连接构造缺陷代价
大，整体稳固性问题难解决 管理措施具体化 



1.4  安全性与危险性 

• 危房鉴定有明确的上位法依据 

            《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29号，2004年） 

 

 

• 安全性与危险性的区别 

        可从评定的时效性（目标使用年限为1年）来理解：经鉴定属危险房屋的，鉴定机

构必须及时发出危险房屋通知书；属于非危险房屋的，应在鉴定文书上注明在正常使用

条件下的有效时限，一般不超过一年（见《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一、检测评定的基本问题及策略探讨  



1.4  安全性与危险性 

• 《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的定义 

结构已严重损坏或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时有可能丧失结构稳定和承载能力，
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安全的房屋 

•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的定义 

房屋结构体系中存在承重构件被评定为危险构件（承载能力、连接构造等性能及裂
缝、变形、腐蚀或蛀蚀等损伤指标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构件），导致局部或整体不
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房屋 

• 我的定义（体现极端不安全性特征，突出与现行设计标准的关系，需立即采取措施
的紧迫性，以及只考虑使用安全性） 

结构已严重损坏，或安全性严重不符合现行设计标准要求，在短期内即可能危及使
用安全（或在短期内即不能保证使用安全）的房屋 

 

 

  一、检测评定的基本问题及策略探讨  



 1.5  完损等级评定与安全性评定 

• 原标准是为政府宏观管理上修缮计划、城市规划、改造计划制定提供基础资

料和依据而制订的 

• 优点是包含结构、装修、设备等，内容覆盖面广 

• 只从表观损坏上定等级，基本不涉及结构体系、连接构造缺陷、承载能力（

安全储备）等，在结构安全隐患识别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上远低于安全性评定 

• 只有定性判断，基本无定量依据（损坏程度和分布），评定结果差异性大 

• 在下列情况下可参考使用，但应进行风险提示： 

 房屋评估，安全排查，房屋普查等（为房屋评估和宏观管理需要） 

 应急鉴定，周边施工影响鉴定，初步检测，无安全性检测条件下的临时性

特殊安排（评估的时效性很短） 

 

 

 

  一、检测评定的基本问题及策略探讨  



• 厂房原结构不合理，二层内框架结构，为未经正规设计、施工的农村房屋 

• 底层窗间墙仅设很小扶壁柱，偏心距很大，正常使用时承载力严重不足、安全冗余
度很低 

• 火灾时砌体材料强度降低、截面削弱，偏心距增大 

• 过火严重区域窗间墙极限承载力不能满足要求，导致房屋局部坍塌 

• 如对这样的房屋进行完损检测，能解决什么问题？ 

 

宝山某砌体结构厂房火灾 

  一、检测评定的基本问题及策略探讨  



黄浦区某大楼局部倒塌 

• 房屋经多次加建，楼屋面荷载大幅度增加（原屋面最大厚度达800mm） 

• 简单结构复核，顶部部分混凝土柱轴压比超过2.0，安全储备严重不足 

• 加层柱根部纵筋与原结构无任何有效连接措施，残存房屋在该部位发生明显

滑移 

• 仅进行完损检测，或安全性检测时现场对恒荷载、加层柱节点等不进行详细

复核检测，能发现如此大的安全隐患吗？ 

  一、检测评定的基本问题及策略探讨  



• ISO 2394:1998 General Principles on Reliability for Structures 

                                 （结构可靠性的基本原则） 

• ISO 13822:2003 Bases for design of structures- Assessment of existing 

                                  structures（结构设计基础——既有结构评定） 

• GB 50153-2008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068-2001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292-2015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 GB 50144-2008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 GB 50023-2009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 JGJ 125-2016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1985 

• DG/TJ 08-79-2008  房屋质量检测规程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ISO13822前言] 

• 建立既有结构评定的原则是必须的，因为它基于一种显著不同于新建结构

设计的方法，并且需要设计规范以外的知识。 

• 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因素导致既有结构评定比新建结构设计产生更大

的可靠性分化。 

• 既有结构可靠性评定的理论与用于新建结构设计的有很大的差别。 

• 工程师为了保存结构，降低业主代价，可以采用特殊的方法来评定既有结

构，其最终目标是将结构处理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是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完

全一致的一个目标。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1 “最小结构处理”的原则 

• 既有结构的可靠性评定应在保证结构性能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工程处置

工作量。 

• 既有结构可靠性评定的基本原则是确保结构的性能符合相应的要求，考

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尽量减少业主对既有结构加固等的工程量。 

• 这里所说的相应的要求是现行结构标准对结构性能的基本要求。 

 [GB50153]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 由于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因素，对于大部分正常使用的既有结构，提出尽

可能利用既有结构已有材料的“最小结构处理”目标： 

• 经济因素：由接受到加固既有结构所增加的费用很大，而结构设计中提高安全

度所增加的费用一般很小，因此，设计标准中采用了保守的原则； 

• 社会因素：包括对拥有者、活动以及遗产价值的干扰（甚至移置），这些对新

结构的设计并没有影响； 

• 可持续发展因素：降低损耗和再利用，这些在新结构设计中并不太重要。 

 [ISO13822] 

2.1 “最小结构处理”的原则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2 以现行标准为依据的原则 

• 既有结构的可靠性评定，应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进行。 

• 既有结构的可靠性评定以现行结构标准的相关要求为依据是国际上通行的原

则，也是 “保障结构性能”的基本要求。 

• 但是，评定不是照搬设计规范的全部公式，要考虑既有结构的特点，对结构

构件的实际状况（不是设计预期状况）进行评定，这是实现尽量减少加固等

工程量的具体措施。 

 

 

 [GB50153] 

 

• 现行规范或与ISO2394等效的规范均可应用，他们在长期的使用中呈现足够的

可靠性，而先前既有结构建造时有效的规范应作为资料性文件。 

 

 
 [ISO13822]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3 各项性能分开评定的原则 

• 既有结构的可靠性评定可分为安全性评定、适用性评定和耐久性评定，必要

时尚应进行抗灾害能力评定。 

• 把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和抗灾害能力等评定内容分开可避免概念的混淆

，避免引发不必要的问题，同时便于业主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适时采取适当

的处理措施。 

• 对既有结构进行可靠性评定时，业主可根据结构的具体情况提出进行某项性

能的评定，也可进行全部性能的评定。 

 [GB50153]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 要求在与委托方的协议中具体说明既有结构评定的目的，并将结构的性能

要求分为三类： 

• 安全性要求（使用安全性）； 

• 持续工作性能要求，指医院、通信建筑、主干桥梁等特殊结构在遭受地震

、撞击或其他可预见的灾害时，提供持续工作的能力（防灾害能力，含抗

震安全性）； 

• 委托方提出的与财产保护或适用性相关的特殊性能要求（适用性、耐久性

和其他功能性要求）。 

• 在安全性方面，持续工作性能要求被单独列出，这意味着在确定评定目的

时诸如抗震鉴定等评定工作可作为专门的项目列出。 

 [ISO13822] 

2.3 各项性能分开评定的原则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4  评定的时限和条件 

• 建议以关于安全性的剩余使用年限或最小标准期作为既有结构评定的基准期。 

• 同时，委托方提出的“安全计划”、“使用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既有结构

在未来时间里的性能状态以及可能承受的作用和环境影响。 

• 确认未来情景是评定的基础，也是为保证结构安全性和适用性而进行的措施设计

的基础。故要求在安全计划中对未来情景予以具体说明。 

• 特殊情况处理：初步检测也许已经清楚地揭示了结构的具体缺陷，或者表明结构

在剩余使用年限内对于拟定的用途是可靠的，此时可不要求进行详细评定。如果

作用、作用效应或结构性能中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应建议进行详细评定。 

 [ISO13822]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 既有结构的安全性评定应包括结构体系和构件布置、连接和构造、承载力等

三个评定项目。结构体系和构件布置、连接和与安全性相关的构造评定，应

以现行结构设计标准的要求为依据。 

• 既有结构的安全性是指直接影响人员和财产安全的评定内容。 

• 结构体系和构件布置存在问题的结构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安全事故，连接和构

造存在问题的结构也会出现相应的安全事故，现行结构设计标准对结构体系

和构件布置连接和构造的要求是当前工程界普遍认同的下限要求。 

• 在结构安全性评定中的结构体系和构件布置要求，不包括结构抗灾害的特殊

要求。 

• 这里的构造仅涉及与构件承载力相关的构造，与结构适用性和耐久性相关的

构造要求不在本条规定的范围之内。 

 [GB50153]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承载力评定方法选择 

• 对结构体系和构件布置连接和构造的评定结果满足上述要求的结构，其承载

力可根据结构的不同情况采取下列方法进行评定： 

 基于结构良好状态的评定方法（“查”的方法）； 

 基于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的评定方法（“算”的方法1） ； 

 基于可靠指标调整抗力分项系数的评定方法（“算”的方法2） ； 

 基于荷载检验的评定方法（“测”的方法） ； 

 其他适用的评定方法。  

 

 [GB50153]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基于结构良好状态的评定方法 

• 当结构处于良好使用状态时，宜采用基于结构良好状态的评定方法，此时对

同时满足下列要求的结构，可评定其承载力符合要求： 

– 1）结构未出现明显的影响结构正常使用的变形、裂缝、位移、振动等适

用性问题（结构构件与连接部位未达到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限值）； 

– 2）在评估使用年限内，结构上的作用和环境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GB50153]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 对于按早期规范设计和施工的结构，或虽无规范但按良好的建造经验设计和施工
的结构，只要符合下列条件，可认为他们能够抵抗偶然作用（包括地震）之外的
作用： 

• 经详细检测未发现任何明显损坏、危险或劣化的迹象； 

• 结构体系通过了复核，包括对关键部位及其应力传递能力的调查和检验； 

• 结构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因使用而产生的极端作用和出现的环境影响呈现出良好
的性能； 

• 考虑当前状况和维护计划预测的劣化程度可保证结构具有足够的耐久性能； 

• 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未出现明显增加结构上的作用或影响其耐久性能的变化，且预
计未来也无此类变化。 

 [ISO13822] 

基于结构良好状态的评定方法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基于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的评定方法 

• 当采用基于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的方法评定时，构件的承载力应按现行结构

设计标准提供的结构计算模型确定，且应对模型中的指标或参数进行符合实

际情况的调整： 

• 构件材料强度的取值，宜以实测数据为依据，按现行结构检测标准规定的方

法确定； 

• 计算模型的几何参数，可按构件的实际尺寸确定； 

• 在计算分析构件承载力时，应考虑不可恢复性损伤的不利影响； 

• 经过验证后，在计算模型中可增补对构件承载力有利因素的实际作用。  

 

 [GB50153]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 当采用基于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的方法评定时，作用和作用效应按国家现行设计

标准的规定确定，并可进行下列参数或分析方法的调整： 

• 永久作用应以现场实测数据为依据按现行工程结构荷载标准规定的方法确定； 

• 部分可变作用可根据评估使用年限情况采用考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的荷载调整系

数； 

• 在计算作用效应时，应考虑轴线偏差、尺寸偏差和安装偏差等的不利影响； 

• 应按可能出现的最不利作用组合确定作用效应。  

 

 [GB50153] 

基于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的评定方法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 结构的设计阶段有三类问题需要结构设计规范确定： 

• 一是规律性问题，结构设计规范用计算模型反映规律性问题； 

• 二是离散性问题，结构设计规范用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解决这个问题； 

• 三是不确定性问题，结构设计规范用额外的安全储备解决设计阶段的不确定

性问题，这类储备一般不计入规范规定的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 

 

 [GB50153] 

基于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的评定方法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 对于既有结构来说，设计阶段的不确定性因素已经成为确定的，有些可以通过检验与
测试定量确定。 

• 当这些因素确定后，在既有结构承载力评定中可以适度利用这些储备，在保证分项系
数或安全系数满足现行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结构的加固工作量，体现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 

• 关于构件材料强度的取值，可利用混凝土的后期强度和钢材实际屈服点应力高于结构
规范提供的强度标准值的部分； 

• 现行结构设计规范计算公式中未考虑的对构件承载力有利的因素，如纵向钢筋对构件
受剪承载力的有利影响等。 

• 既有结构还有一些已经确定的因素是对构件承载力不利的，例如轴线偏差尺寸偏差以
及不可恢复性损伤（钢筋锈蚀等），这些因素也应该在承载力评定时考虑。 

• 经过上述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后，现行规范要求的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得到保证时，
构件承载力可评为符合要求。 

 

 [GB50153] 

基于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的评定方法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 现行规范一般为设计规范，因此不能直接用于评定。 

• 在评定过程中，首先应考虑实际状况，他们在设计规范中一般是不可预见的。 

• 如果现行规范较建造时采用的规范有更为严格的要求，既有结构可能会被评定

为不安全； 

• 但是，对于既有结构，评定中可考虑缩短使用期和降低目标可靠度水平，精细

化分析、结构试验以及对结构实际性能的考虑也会产生重要作用。 

 

 [ISO13822] 

基于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的评定方法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 对结构性能的分析应采用能够可靠反映结构上的作用、结构性能和结构构件

抗力的模型，它们应反映既有结构实际的状况。 

• 应考虑有关模型有效性和准确性的不定性，在确定性的校核中采用适当的分

项系数，或者在可靠度分析中引入概率模型系数； 

• 应考虑反映试件形状和尺寸效应、温度湿度荷载持续作用效应等影响的换算

系数； 

• 应考虑对结构状况的认知程度； 

• 当发现既有结构存在退化现象时，应确定预测结构未来性能的退化模型。 

 [ISO13822] 

基于分项系数或安全系数的评定方法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计算结果的似然性检验 

•  可靠性评定结论应经得住似然性检验，特别是结构分析结果（如安全性不足

）与结构实际状况（如无危险或失效的迹象，结构性能良好）之间的矛盾必

须得以解释。 

• 似然性检验是针对工程实际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许多工程中的模型

是偏于保守的，常常不能直接用于解释实际的情形。 

 [ISO13822]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5  安全性评定—— 



2.6  适用性评定 

• 在结构安全性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对影响结构正常使用的变形、裂缝、位移

、振动等适用性问题，应以现行结构设计标准的要求为依据进行评定，但在

下列情况下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或确定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限值： 

• 1）已出现明显的适用性问题，但结构或构件尚未达到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

限值； 

• 2）相关标准提出的质量控制指标不能准确反映结构适用性状况。 

 [GB50153]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 对未达到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限值的结构或构件，宜进行评估使用年限内结构适用

性的评定，此时宜遵守下列原则： 

– 1）评定时可采用现行结构设计标准提供的计算模型，但模型中的指标和参数

应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 

– 2）在条件许可时，可采用荷载检验或现场试验的评定方法； 

– 3）对适用性评定为不满足要求的结构或构件，应提出采取处理措施的建议。 

 

 [GB50153] 

2.6  适用性评定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 既有结构的耐久性评定应以判定结构相应耐久年数（结构在环境作用下达到相应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限值的年数）与评估使用年限之间关系未目的。 

• 结构在环境作用下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限值或标志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 1）结构构件出现尚未明显影响承载力的表面损伤； 

– 2）结构构件材料的性能劣化，使其产生脆性破坏的可能性增大。 

• 耐久性属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范畴，不属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范畴。 

• 达到耐久性有关的极限状态标志或限值表明应该对该结构或构件采取修复措施。 

 

 [GB50153] 

2.7  耐久性评定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CECS220:2007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 

• 钢筋锈蚀耐久性极限状态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对下一目标使用年限内不允许钢筋锈蚀或严格不允许保护层锈胀开裂的构件
（如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可将钢筋开始锈蚀作为耐久性极限状态； 

–对下一目标使用年限内一般不允许出现锈胀裂缝的构件，可将保护层锈胀开
裂作为耐久性极限状态； 

–对下一目标使用年限内允许出现锈胀裂缝或局部破损的构件，可将混凝土表
面出现可接受最大外观损伤（锈胀裂缝宽度不超过2-3mm，或钢筋保护层脱
落）作为耐久性极限状态。 

• 本标准给出的耐久性极限状态定义为：结构或构件由耐久性损伤造成某项性能丧
失而不能满足适用性要求的临界状态。 

• 这主要是因为耐久性问题较多体现在适用性要求上，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由安
全性控制。 

 

2.7  耐久性评定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 当遇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承载力验算： 

–梁、柱杆件（角部钢筋），以混凝土表面出现可接受最大外观损伤为标

志确定的剩余使用年限小于目标使用年限，且钢筋直径小于18mm时； 

–墙、板（非角部钢筋），以保护层锈胀开裂为标志确定的剩余使用年限

小于目标使用年限，且钢筋直径小于8mm； 

–构件锈蚀损伤严重，受力钢筋截面损失率超过6%。 

 [CECS220:2007] 

2.7  耐久性评定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 对于可确定作用的地震台风雨雪和水灾等自然灾害，宜通过结构安全性校核评定其抗灾

害能力。 

• 目前对于部分灾害的作用已经有了具体的规定，抗灾害能力应该按这些规定进行评定。 

•  对于发生在结构局部的爆炸、撞击、火灾等偶然作用，宜通过评价其减小偶然作用及作

用效应的措施、结构不发生与起因不相称的破坏和减小偶然作用影响范围措施等评定其

抗灾害能力。 

• 减小偶然作用及作用效应的措施包括防爆与泄爆措施、防撞击和抗撞击措施、可燃物质

的控制与消防设施等。 

• 减小偶然作用影响范围的措施包括结构变形缝设置和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的措施等。 

 [GB50153] 

2.8  抗灾害能力评定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2.9  处理措施的选择 

• 对承载力评定为不符合要求的结构或结构构件，应提出采取加固措施的建议

，必要时，也可提出对其限制使用的要求。 

• 限制使用荷载是桥梁结构常用的方法。对于既有建筑结构来说，对所有承载

力不满足要求的构件都进行加固也许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 当楼板承载力不足时，也许采取限制楼板的使用荷载是最佳的选择。 

 

 

• 在某些适合的场合下，另一种可选择的处理措施是控制或改变风险，包括限

制荷载、改变某些用途、实时监控和建立控制制度。 

 [GB50153] 

 [ISO13822]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 一幢6层砖混结构住宅，已经正常使用50年，结构体系和构造合规，目前基本

保持完好，未发现结构性损伤。现委托进行使用安全性评定。经现场检测，

烧结普通转强度评定为MU10，砂浆强度评定为M1.5。 

•  (1)按现行设计规范常用方法进行验算（不考虑风荷载），并按可靠性鉴定标

准评为D级 

•  (2)出于保证耐久性，后续使用年限按20年考虑，可靠性鉴定标准评为C级 

•  (3)若采用基于结构良好状态的评定方法，该房屋完全可继续正常使用，可靠

性鉴定标准评为A级 

思考  

是否应该加固？应该如何把握？ 

   二、国内外基础标准对检测评定工作的要求 



• 方法错：选用错误的检测方法或标准，超适用范围 

• 不精准：材料强度检测数量少，推定值错误；损坏特征描述粗糙（程度、数量
、分布、形态、性质）；倾斜测量不校核 

• 碎片化：检测结果碎片化；计算分析碎片化；结论碎片化；建议措施碎片化 

• 表达差：特别是复杂结构的描述，缺少图示；语法不通，文字不精练，带感情
色彩 

• 缺逻辑：思维跳跃，只做判断题，没做证明题；原因推不出结果 

• 套规范：简单套用设计规范或鉴定标准；直接采用程序计算结果，未做似然性

检验 

• 少特色：没有量身定做的方案；追求一次成型，没有必要的补充检测和复算；

重点不突出，八股文 

• 假数据：未检测编数据；检测偷工减料 

• 结论错：错判或漏判，误导别人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 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底层框架柱，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为C25，检测批

混凝土强度推定值为C28，某根柱的实测混凝土强度为C30，按上述三个强

度值验算，该柱的R/γ0S分别为0.85、0.98、1.10，这根柱应不应该加固？ 

• 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底层框架柱，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为C25，检测批

混凝土强度推定值为C22，某根柱的实测混凝土强度为C20，按上述三个强

度值验算，该柱的R/γ0S分别为1.30、1.05、0.85，这根柱应不应该加固？  

  3.1 现场检测中的主要问题 

材料强度取值问题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3.1 现场检测中的主要问题 

材料强度取值问题  

• 某四层实验楼，砖设计强度等级MU7.5，

砂浆设计强度等级M5。外墙厚490。  

• 实测砖强度达到MU25，砂浆M3.5。 

• 按MU7.5+M3.5计算，外墙楼盖梁下墙肢

承载力不足，R/γ0S 最小为0.7。抗震验算
均满足要求。 

• 这些墙肢是否应该加固？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 隐蔽工程测量不到位 

• 加层改建连接节点未调查 

• 复杂结构如何表达？ 

• 缺少必要的图纸表达  

结构复核与测绘  

  3.1 现场检测中的主要问题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方法选用不当 

• 老旧混凝土仅用回弹法或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 

• 回弹法不区分实际情况均采用上海市标准 

• 钻芯不区分实际情况均采用70mm芯样 

• 里氏硬度法检测钢筋抗拉强度时采用钢材的换算公式（方法） 

 抽样数量不足 

 是否可不按层划分检测批？已知条件不充分时可先试验后调整 

材性检测  

  3.1 现场检测中的主要问题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操作不规范 

• 回弹只测一个测区 

• 碳化深度检测粗糙 

• 芯样加工粗糙 

• 不合格芯样抗压 

 离散性大时未补测 

 多种方法差异大时未分析原因 

 推定值取值不当 

• 采用原设计值？ 

• 采用检测批实测推定值？ 

• 采用本构件实测值进行补充复
核计算？ 

材性检测  

  3.1 现场检测中的主要问题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斜裂缝不注明方向  

• 向东倾/向西倾 

   （不转换，但不够精炼） 

• 东倾/西倾（不转换，精炼） 

• 东高西低/西高东低（转换一次） 

• 斜向西下/斜向东下（转换二次） 

• 左倾/右倾（转换二次，而且要对应图

纸） 

 老旧建筑未测量实际碳化深度 

 钢筋锈蚀无量化数值（程度，分布比例及位
置） 

 损坏缺少数量（比例）、程度、分布、形态

等特征要素，对其性质、原因、影响等缺少
分析 

 损伤的表达(“见照片”，缺图示)  

损伤检测  

  3.1 现场检测中的主要问题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 对别人的数据不作复

核 

• 倾斜测量未用相对高

差测量校核 

• 两者矛盾时未作分析

或补测 

• 倾斜监测精度很差，

与沉降监测矛盾  

沉降变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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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现场检测中的主要问题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 对某现浇框架结构（楼板为预制板）进行结构验算（不考虑抗震），梁端弯矩调幅

系数取0.8。 

• 某框架梁验算结果，调幅后梁端截面弯矩为跨中截面的1.2倍 

• 梁端正截面R/γ0S=1.3 

• 跨中正截面R/γ0S=0.8 

• 斜截面承载力满足要求 

 

  3.2  结构验算中的主要问题 

计算模型问题 

这根梁是否需要加固？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 变形和损伤如何反映在计算模型？ 

• 超静定结构的判断（参数调整） 

• 似然性检验，计算结果是否符合现状？计算模型是否合理？ 

• 结构验算只抽查复核了部分构件，部分构件不满足时范围如何表达？ 

• A、B类建筑抗震鉴定时，抗震验算未考虑构造不足的影响 

• 排架厂房纵向的抗震验算  

  3.2  结构验算中的主要问题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 标准规定如下构件的安全性等级评为d级：梁、板因主筋锈蚀，产生沿主筋方向的裂缝

，缝宽大于1mm，或构件混凝土严重缺损，或混凝土保护层严重脱落、露筋。 

• 某现浇混凝土板面积为3.0m*3.6m 

•  (1) 跨中1500*2000范围内板底钢筋严重锈蚀，保护层严重脱落、露筋，其余区域完好 

•  (2) 跨中300*500范围内二根板底钢筋发生严重锈蚀，保护层严重脱落、露筋，其余区

域完好 

• (3) 某角落300*300范围内二根板底钢筋发生严重锈蚀，保护层严重脱落、露筋，其余

区域完好 

  3.3  分析评定中的主要问题 

标准理解问题   

上述三种情况下，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如何评？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 某混凝土现浇框架房屋按89规范进行设计，某现浇楼板板厚120，原设计混凝土

强度等级C30，板底主向配φ8@200钢筋，配筋率为0.25% 

• 89规范规定的受弯构件的受拉钢筋最小配筋率为0.15% 

• 现行设计规范要求的最小配筋率为0.2%和0.45ft/fy中的较大值（对本楼板为0.3%） 

• 原设计楼面荷载为2kN/m2，现按新功能要求楼面荷载增加为2.5kN/m2 

• 经计算承载力满足新功能要求 

构造问题   

这块板是否需要加固？ 

能不能从电算结果中有效识别类似问题？ 

  3.3  分析评定中的主要问题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等级 A+ A B C D D- D- - 

施工验收标准 √ 

现行设计标准 √ 

可靠性鉴定标准 
A级/I级 
(符合) 

B级/II级 
(基本符合) 

C级/III级
(不符合) 

D级/IV级
（严重不
符合） 

危房鉴定标准 C级 D级 

主要标准的比较   

  3.3  分析评定中的主要问题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建筑抗震的性能水准等级   

等级 A++++ A+++ A++ A+ A B C 

抗震设计标准 性能1 性能2 性能3 性能4 非性能设计 

抗震鉴定标准 C类 B类 A类 

多遇地震 完好 完好 完好 完好 
完好 

（50年） 
完好 

（40年） 
完好 

（30年） 

设防地震 完好 
基本完
好，检
修 

轻微损
坏，简
修 

轻-中等
损坏，
修复 

中等破坏 
（475年） 

加固 

中等破坏 
（380年） 

加固 

中等破坏 
（285年） 

加固 

罕遇地震 
基本完
好，简
修 

轻-中等
损坏，
修复 

中等损
坏，加
固 

不严重
破坏，
大修 

严重破坏，
不倒 

（1975年） 

严重破坏，
不倒 

（1580年） 

严重破坏，
不倒 

（1185年） 

  3.3  分析评定中的主要问题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 逻辑上较严密，总体上偏严格 

• 2015版标准提出了确定目标使用年限的要求，增加了耐久性评定的内容，

强调了整体稳固性鉴定的要求，增加了施工资料缺失房屋鉴定、应急鉴定

、灾后鉴定、施工影响鉴定、振动影响鉴定等特殊鉴定的内容 

• 未明确提出“最小结构处理”的原则要求 

• 要求结构分析方法应符合现行设计规范要求，计算模型应符合其实际受力

与构造状况。未提出更高要求，规定很原则，也未强调需要对分析结果进

行似然性检验。 

 

  3.4  关于可靠性鉴定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 对材性检测抽样数量的要求明显低于其他标准 

• 允许采用基于结构良好状态的判定方法，但对应用条件的规定不够严格 

• 承载力验算结果分级标准很具体，但实际计算模型极可能达不到如此高的精

度要求 

• 连接构造等鉴定要求依据现行设计标准，未区分不同连接构造的具体情况。 

• 对侧向位移超过设计标准限值时均要求考虑变形影响进行计算分析，但未提

出具体方法 

• 子单元和结构单元评级偏于严格 

  3.4  关于可靠性鉴定标准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3.5  关于抗震鉴定 

• A、B、C类建筑如何划分？ 

• 该标准的后续使用年限与目标使用年限、评估使用年限是同一概念吗？ 

• 改建建筑如何确定抗震设防目标？ 

–按现行设计标准？ 

–参考抗震鉴定标准，由业主自主决定？ 

–改建建筑的抗震设防目标不低于鉴定标准？ 

• 何时做抗震鉴定最合适？ 

• 抗震措施严重不足的房屋是否需做第二级鉴定？ 

• 国家和上海标准的区别？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 抗震构造不足如何处理？ 

–混凝土强度不符合标准要求（强制性条文） 

–框架节点核心区不配箍筋或配箍不足 

–框架填充墙不设置拉结筋 

–小墙肢等易倒构件不满足要求 

• 如何采取抗震加固措施？ 

–缺什么补什么？ 

–对“承载力（抗震）不足构件”进行加固？  

  3.5  关于抗震鉴定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解决既有建筑抗震问题的方向   

  3.5  关于抗震鉴定 

三、当前检测评定工作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设定合理的抗震设防
目标 

性能化抗震鉴定 采用高效的加固方式  



  四、关于检测评定报告的表达 

格式要求 

• 页面工整 

• 格式统一 

• 图表规范 

• 尊重习惯 

文字要求 

• 语法正确 

• 语言通畅 

• 用词准确 

• 前后一致 

内容要求 

• 条理清晰 

• 逻辑合理 

• 重点突出 

• 简繁有度 



• 标准引用：采用作废标准，采用不合适的方法标准，标准写而不用 

• 分项检测结果后没有小结 

• 图表编号混乱 

• 图纸不规范，互相矛盾 

• 大段文字结构杂乱、无小标题 

• 语法、逻辑问题，前后矛盾，文字错误 

• 描述与报告需解决问题不相关的内容 

• 描述过于具体，或文字带感情色彩 

• 问题与措施不匹配 

• 结论的基本要素：结构状况，现场检测结果，计算分析结果 

•                    主要问题及原因，评定总结论 

• 结论碎片化，缺少总的结论或结论不明确 

报告表达方面的问题   

  四、关于检测评定报告的表达 



4.1  损伤与变形程度的文字表达   

程度 
砌体变形裂

缝 
混凝土构件
弯曲裂缝 

混凝土梁柱 
锈蚀 

混凝土板 
锈蚀 

钢材锈
蚀率 

多层房屋
倾斜率 

基本完好 
0.1mm以

下 
0.05mm以

下 
4‰以下 

轻微 0.1-1.5mm 0.05-0.3mm 基本无锈蚀裂缝 
基本无锈蚀裂缝 

 

5%以
下 

4-7‰ 
 

明显 
（中等） 

1.5-5mm 0.3-0.5mm 

锈蚀裂缝宽度小
于1mm；或纵筋
保护层局部剥落
、露筋 

锈蚀裂缝宽度小
于0.5mm，或锈
蚀面积不超过
20% 

5-10% 
7-10‰ 
 

严重 5-10mm 0.5-1mm 

锈蚀裂缝宽度大
于1mm；或纵筋
保护层严重剥落
、露筋 

锈蚀裂缝宽度大
于0.5mm，或锈
蚀面积超过20% 

10%以
上 

10-15‰ 
 

极严重 10mm以上 1mm以上 15‰以上 

  四、关于检测评定报告的表达 



文字表达 涵义 

个别 仅3-5个以下,或5%以下 

少数，少量 20%以下 

部分 20%-60% 

大部分，多数 60%-90% 

绝大多数，普遍 90%以上 

建筑地震破坏等级划分标准 

个别 5%以下 

部分 30%以下 

多数 50%以上 

4.2  数量的表达   

  四、关于检测评定报告的表达 



• 房屋结构的安全性等级评定为C级。 

• 房屋为基本完好房。 

• 房屋构成局部危房。 

• 房屋的安全性不符合要求，应采取加固措施。 

• 经采取适当维修加固措施后，房屋可满足使用安全要求(可继续正常使用)。 

• 总体上房屋的抗震性能符合抗震鉴定标准对B类建筑的要求，改建方案可行。 

• 现有裂缝不影响结构安全，但对正常使用有一定影响，建议进行适当维修。 

• 综合本次现场调查、检测和结构验算结果，“11.15”火灾对胶州路728号公寓

的结构安全性造成影响，部分楼板处于危险状态，但房屋整体上不构成危房。

短期内（不超过12个月），在对上述危险楼板采取一定荷载限制和临时措施后

，主体结构和构件不会发生坍塌。  

4.3  什么叫明确的总结论？   

  四、关于检测评定报告的表达 



• 缺少针对性： 

    “对影响正常使用的问题采取维修措施” 

    “对承载力不足的构件进行加固” 

• 碎片化（未综合考虑，用同一件工作解决不同的问题）： 

      (1)房屋多数外纵墙墙段的抗压或抗震承载力不足，建议采用钢筋网水泥砂

浆面层加固； 

      (2)房屋未设置构造柱，应按鉴定标准要求增设构造柱； 

      (3)房屋外纵墙有轻微的沉降裂缝损伤，应进行维修。 

 可行性差  

4.4  建议措施方面的问题 

  四、关于检测评定报告的表达 



 1.不明确评估使用年限，不明确规定使用条件 

 2.无检测条件但妄下结论，仅做完损检测但下安全性检测的结论 

 3.不严格执行标准，或错误地、选择性采用标准条款 

 4.无原则屈从于委托方或其他压力，承担过大责任 

 

 5.不能有效解决委托方的问题，引起投诉或纠纷 

 6.专家评审、设计工程师等同行评议质量差 

 7.结论出现重大偏差，直接导致房屋发生安全问题或事故 

 8.房屋在其他偶然因素诱发下发生安全事故，事后追查原结构安全储备
不足，鉴定方负有主要或次要责任 

 

 

 

 

 

  五、检测评定工作的风险及其控制 



 正确理解标准，认真把控风险 

 要做证明题（找到依据，逻辑合理），不要仅做判断题 

 既要重视整体宏观把握，又要重视精细检测评定；既要做正确，又要

做准确 

 体现既有结构评定的特点——尽力识别“既有”信息，尽量践行最小

结构处理原则 

 践行工匠精神，不追求一次成型，通过似然性检验，必要的补充检测

和复算，力求提高工作质量 

 更好地体现工作的价值，为业主和相关方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五、检测评定工作的风险及其控制 



谢 谢 各 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