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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城市运行、房屋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和房屋质量检测范围的扩大，对房屋质量检测报

告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各房屋质量检测单位或同一房屋质量单位各技术人员之间的检测

技术能力和水平也参差不齐，为保证和提高房屋质量检测报告的质量，规范房屋质量检测报告的

编写内容，尽快整体提高房屋检测人员的技术水平，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组织上海市岩土工程

勘察设计研究院房屋质量检测站等房屋检测单位，编写了《上海市房屋质量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及

技术说明》。

本纲要编制的主要依据为《房屋质量检测规程》（DG/TJ08-79）、《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JGJ125)、《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现有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

（DGJ08-81）等技术规程和标准，并以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的研究课题“上海市房

屋质量检测报告编深度规定》研究”为基础，广泛征求各房屋检测单位技术骨干和专家意见，经

多次修改编制而成，并通过了专家审核验收。

本纲要的主要内容为：1、总则；2、基本规定；3、房屋安全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4、

房屋完损状况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5、房屋损坏趋势施工前初始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

内容；6、房屋损坏趋势施工后复核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7、房屋结构和使用功能改变检

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8、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9、房屋质量综合检测

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以及相关内容的技术说明。

本纲要包括房屋质量检测的主要六大类型，尽管参编人员和各房屋检测单位力求完整、科学

和合理，但由于既有建筑检测的复杂性，内容可能不尽完善，各房屋检测单位在参照试行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和建议，及时反馈至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地址：黄浦区北京西路 95 号 21 楼），

以供今后修订参考。

本纲要主要由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和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房屋质量检

测站等单位的李宜宏、王昆、朱家文、谢永健、王颖、陈海斌、李超、朱炜编制完成，上海房屋

质量检测站和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房屋质量检测站等房屋检测单位在编制过程中提供了大量

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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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则

1.0.1 为规范上海房屋质量检测报告编写内容，保证检测质量，特编制了《上海市房屋质量检测

报告编制纲要及技术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上海市各房屋质量检测站按照执行。

1.0.2 依据《房屋质量检测规程》（DG/TJ08-79），上海房屋质量检测报告可分成房屋完损状况检测

报告、房屋安全检测报告、房屋损坏趋势检测报告、房屋结构和功能改变检测报告、房屋抗震能

力检测报告、房屋质量综合检测报告、其它类房屋检测。本《说明》适用于上海市房屋检测前各

类检测报告的编写。

1.0.3 本《说明》主要依据《房屋质量检测规程》（DG/TJ08-79）、《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

准》（DG/TJ08-804）、《现有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DGJ08-81）等规程、标准编写。

1.0.4 上海房屋质量检测报告编写时，除按照本《说明》外，还应遵循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的有

关标准和规定。

1.0.5《说明》中的技术说明仅对上海市房屋质量检测报告编制纲要的使用和注意事项作简要说明，

报告的深度要求应符合《上海市房屋质量检测报告编制深度规定》。

1.0.6 本纲要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至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地址：黄浦

区北京西路 95 号 21 楼），以供今后修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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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规定

2.0.1 本规定与报告种类相关的条文多统称为“检测”。在具体报告编写时，报告内的相关章

节文字可改为“监测”、“鉴定”等。

2.0.2 技术报告一般均应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1 委托单位名称、检测房屋概况、现场检测日期；

2 房屋检测目的、范围和主要内容；

3 房屋检测依据；

4 房屋设计、建造、使用等基本情况；

5 房屋检测的主要部位、过程、方法、数据资料、分析评价等；

6 检测结论和处理建议；

7 检测人员名单；

8 检测报告签发及日期；

9 检测单位名称（盖章）。

2.0.3 按照委托要求，报告中检测内容一般包括：建筑与结构概况、建筑和结构图纸复核与

测绘、荷载调查、材料性能检测、建筑变形测量、房屋完损检测、耐久性检测、结构验算分析、

检测结果和评估等内容。

2.0.4 房屋质量检测必须由具备相关资质的房屋质量检测鉴定专业机构承担。

2.0.5 房屋质量检测报告实行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两级质量控制，以及审核人和技术负责

人二级审核制度。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和技术负责人应由通过相应资格认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2.0.6 房屋质量检测宜以幢为检测单位，按建筑面积进行计量。

2.0.7 涉及公共安全的房屋质量检测项目，检测结论应包括房屋结构安全性的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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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安全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

1 工程概况

1.1 委托方名称和房屋地址

委托方名称：XXXXX公司（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房屋地址：XX 区 XX 路（小区）XX号

1.2 现场检测日期

20xx年x月xx日~20xx年xx月xx日

1.3 检测目的和范围

包括委托方提出的检测要求和检测目的，以及有针对性的检测内容，明确房屋质量检测类型

为房屋安全检测，宜附加总平面图。

1.4 检测内容

(1) 房屋建筑结构基本情况调查（包括原始图纸资料和现场使用情况）；

(2) 房屋建筑结构图纸复核、测绘；

(3) 房屋荷载调查；

(4) 房屋变形测量；

(5) 房屋完损检测；

(6) 房屋结构材料力学性能检测；

(7) 房屋其他性能检测；

(8) 结构安全性分析及评估；

(9) 出具检测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2 检测依据及参考资料

2.1 检测依据

以下各节中用到的标准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地方标准；重点关注检测方法和设计规范的适用

范围；标准所列仅为常用标准，对报告中依据、参照的标准，均应在此列出，此处未列全的，应

补充完善；对报告中未涉及的标准，应删除。并增加现行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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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委托单位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

(2) 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3) 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

(4) 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5)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6)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7) 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8) 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9) 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 GB50026；

(10) 国家标准，《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1022；

(11) 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12) 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13) 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50117；

(14)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

(15) 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

(16)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

(17) 国家标准，《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315；

(18) 国家标准，《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621；

(19)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

(20) 地方标准，《房屋质量检测规程》DGJ08-79；

(21) 地方标准，《现有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DGJ08-81；

(22) 地方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GJ08-9；

(23) 地方标准，《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GJ08-11；

(24) 地方标准，《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

(25) 地方标准，《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技术规程》DG/TJ08；

(26) 地方标准，《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技术规程》DG/TJ08-2011；

(27) 地方标准，《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技术规程》DG/TJ08-2020；

(28) 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29) 行业标准，《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

(30) 行业标准，《民用建筑修缮工程查勘与设计规程》JGJ 117；

(31) 行业标准，《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

(32) 行业标准，《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JGJ/T 152；

(33) 行业标准，《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 23；



~ 5 ~

(34) 行业标准，《回弹仪评定烧结普通砖强度等级的方法》JC/T 796；

(35) 行业标准，《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136；

(36) 协会标准，《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CECS02；

(37) 协会标准，《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CECS03；

(38) 协会标准，《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CECS21；

(39) 协会标准，《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CECS102；

(40) 协会标准，《房屋裂缝检测与处理度技术规程》CECS293；

(41)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

(42) 相关政府行政文件或法律法规。

2.2 参考资料

（1） 建筑、结构原竣工图或原设计图（注明设计单位和设计日期）

（2） 受检房屋以往的房屋检测评估报告（注明检测单位和报告日期、报告编号）

（3） 业主提供的其他相关参考资料

3 检测仪器

罗列本次检测项目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型号、编号、有效期等。

4 房屋建筑和结构概况

4.1 房屋建筑、结构概况

建筑概况包括受检房屋建造年代、地下及地上层数、建筑平面及立面形式、建筑使用功能、

各层层高、建筑面积、建筑总高、总长及总宽、建筑楼（屋）面做法、改扩建历史等，宜附至少

一张有代表性的建筑平面图和若干现场照片。

结构概况包括房屋结构类型、结构构件形式、基础形式、多个单体结构间的相邻关系及分缝

情况、围护结构形式等相关内容。

对有原始设计图纸的房屋，应包括主要结构构件尺寸、结构材料强度等级、基础埋深等内容，

宜附至少一张有代表性的结构平面图纸。

对有原始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的房屋，结构概况宜包含对于地质情况的说明。如场地的地质分

层情况，有无地下水腐蚀、暗浜、地基土液化等不良地质现象及地基处理情况。

4.2 房屋的修缮改建历史调查

对于有改造和加层等情况的房屋，对其用途改变、改建或加建情况加以文字描述。

对改动较大的房屋，宜附至少一张有代表性的主要加固平面图和若干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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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图纸复核与测绘

根据《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的相关规定，对受检房屋进行建

筑图检测复核。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5.1建筑图纸复核（有图）

受检房屋原建筑设计图纸资料较为完整，应进行建筑图纸复核。复核内容应包括建筑平、立

面布置、主要平面尺寸及层高。

明确建筑复核结果是否与原设计图相符。若不符合，则应按照建筑图纸测绘要求进行相关测

绘。

表 5- 1 房屋轴线尺寸检测结果表

楼层 位置
轴线尺寸(mm)

设计值 实测值

一层
A /32~34 3600 3550
4~8/B~D 3600 3650

表 5- 2 房屋层高检测结果表

楼层 位置
楼层层高(mm)

设计值 实测值

一层
A /32~34 3600 3550
4~8/B~D 3600 3650

注：楼层层高为楼层净高+板厚

5.2 建筑图纸测绘（无图）

受检房屋原建筑设计图纸资料缺失，其原设计使用功能未知，应进行建筑图纸测绘。建筑测

绘成果应包括主要建筑平面图，必要时增加主要建筑立面图、典型剖面图。

6 结构图纸复核与测绘

根据《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的相关规定，对受检房屋进行结

构检测复核。检测复核内容应包括主要承重构件截面尺寸、钢筋混凝土楼板厚度、主要承重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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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撑的截面配筋、典型节点连接方式等内容的检测。

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6.1 上部结构图纸复核（有图）

受检房屋原结构设计图纸资料较为完整，应进行结构图纸复核。

明确结构复核结果是否与原设计图相符。若不符合，则应按照结构图纸测绘要求进行相关测

绘。

复核结果应包括下述表格内容，其他未尽事宜需根据项目要求另行考虑。

6.1.1构件尺寸复核

表 6- 1 房屋砖墙厚度抽检结果表

楼层 砖墙位置 块材类型
墙厚（mm）

设计 实测

一层
9/D~F 多孔砖墙 240 245

8~9/F 多孔砖墙 240 240

二层
8~9/F 多孔砖墙 240 239

1/D~F 多孔砖墙 240 240

表 6- 2 房屋混凝土梁、柱构件尺寸检测结果表

楼层 构件位置
截面尺寸（b×h）（mm×mm）

设计值 实测值

一层
3/B~C 250x600 252x605

表 6- 3 房屋混凝土墙板、楼板构件尺寸检测结果表

楼层 构件位置
截面尺寸(mm)

设计值 实测值

一层 3/B~C 20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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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 钢梁截面尺寸检测结果表

楼层 位置 梁号 设计尺寸 实测尺寸

一层
3/B~C WJ1-1 焊接 H（600~400）×220×10×14 焊接 H（600~400）×220×10×14
4~5/D WJ1-2 焊接 H400×220×10×14 焊接 H400×220×10×14

二层
3/B~C WJ2-1 焊接 H（660~450）×280×10×20 焊接 H（650~451）×280×10×20
4~5/D WJ2-2 焊接 H450×280×8×16 焊接 H450×280×8×16

表 6- 5 钢柱截面尺寸检测结果表（格构柱）

楼层 位置 柱号 下柱设计尺寸 实测尺寸

一层

3/B~C
（端榀）

GZ1-1a
南［ 400×200×8×14 南［ 396×200×8×14
北 H 400×200×8×12 北 H 395×200×8×12

4~5/D
（抽柱

榀）

GZ2-1a
南［ 400×200×12×16 南［ 400×200×12×16

北 H 400×200×10×12 北 H 393×200×10×12

表 6- 6 缀条截面尺寸检测结果表

楼层 位置 柱号 缀条设计规格 缀条实测规格

一层

3/B~C GZ1-1a
横缀条 L63×8 横缀条 L63×8
斜缀条 L70×8 斜缀条 L75×8

4~5/D GZ2-1a
横缀条 L75×8 横缀条 L75×8
斜缀条 L90×8 斜缀条 L90×8

6.1.2混凝土构件配筋检测、复核

表 6- 7 房屋混凝土梁或柱构件尺寸及钢筋抽样检测结果表

楼

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截面尺寸（b×h）
（mm×mm）

最外侧纵筋 最外侧箍筋

设计 实测 设计 实测 设计 实测

一

层

(1/C)~
E/8

*KL1 300×480 300×478 4 18
4根，

角部 18
10

@100/200
10

@110/210
(1/6)~8
/C

梁 250×400 252×410 2 18 2根 @100/200 @11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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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凿开复核。

表 6- 8 房屋混凝土墙构件尺寸及钢筋抽样检测结果表

楼

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墙厚（mm） 竖向钢筋分布 水平钢筋分布

设计 实测 设计 实测 设计 实测

一

层

(1/C)~
E/8

*Q1 300 300 10@100 10@107 10@100 10@105

(1/6)~8
/C

墙 300 300 @100 @103 @100 @98

注：*为凿开复核。

表 6- 9 房屋楼板厚度及钢筋抽样检测结果表

楼

层

构件位

置

构件

名称

板厚（mm） X向钢筋分布 Y向钢筋分布

设计 实测 设计 实测 设计 实测

一

层

B~C/22~
23

*B1 120 122 10@100 10@107 10@100 10@105

C~D/22-
23

板 120 119 @100 @103 @100 @98

注：*为凿开复核； “x”方向平行于字母字轴，“y”方向平行于数字轴。

6.2 上部结构图纸测绘（无图）

受检房屋原结构设计图纸资料缺失，应进行结构图纸测绘。结构测绘成果主要包括结构平面

布置图、主要结构构件截面尺寸、代表性构件的配筋等内容，必要时增加关键部位的配筋构造、

节点连接构造等详图。

6.3 基础形式开挖检测、复核

根据工程需要且有条件时对基础进行局部开挖。绘制基础开挖处的平面或剖面详图，并标示

出开挖检测位置。

7 房屋荷载调查

房屋使用荷载调查，应包括恒荷载和活荷载两个部分。当受检房屋有后续设计方案时，荷载

调查还应包括房屋后续使用荷载。

荷载调查应通过抽检的方法，查清对荷载影响较大的建筑构造做法，较为准确地确定典型荷

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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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 房屋现状使用恒荷载调查结果表

楼层
楼板厚度

（mm）

楼板自重

(kN/m2)
楼面面层及吊

顶荷载(kN/m2)
恒荷载取值

(kN/m2)

二层 120 3.0 1.75 4.75

三层 150 3.75 1.75 5.5

屋面层 120 3.0 3.5 6.5

表 7- 2 房屋使用活荷载调查结果表

楼层

改造前 改造后

使用功能
活荷载取值

(kN/m2)
使用功能

活荷载取值

(kN/m2)

二层 商场 3.5 办公 2.0

三层 办公 2.0 会议室 2.0

屋面层 上人屋面 2.0 上人屋面 2.0

8 房屋变形测量

房屋整体变形测量主要包括倾斜测量和相对高差测量。根据现场条件，至少采取其中一种测

量方式，有条件时应采用两种方法进行互补测量。

房屋构件变形测量一般包括柱倾斜测量和梁、板、屋架及其他大跨度构件挠度测量。

8.1 房屋倾斜测量

根据《建筑变形测量规范》的相关规定，对受检房屋外轮廓线进行倾斜率测量。明确现场检

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表 8- 1 房屋倾斜测量结果表

测点

南北向 东西向

倾斜

方向

倾斜量

（mm）

高度

（m）

倾斜率

（‰）

倾斜

方向

倾斜量

（mm）

高度

（m）

倾斜率

（‰）

A 向南 16 7.7 2.1 向东 8 7.7 1.0
B 向北 2 7.7 0.3 向西 4 7.7 0.5
C 向南 5 7.7 0.6 向西 6 7.7 0.8
D 向北 13 7.7 1.7 向东 4 7.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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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示意图

注：当用多点测量取平均倾斜率时，表中可不提供倾斜量和高度这两项数据。

8.2 房屋相对高差测量

根据《建筑变形测量规范》的相关规定，对受检房屋楼面进行相对高差测量。一般情况下，

根据检测结果，采用表格或图形的方式说明受检房屋存在的相对高差情况。

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宜对比倾斜测量和不均匀沉降测

量的结果。

二层楼面相对高差测量图

8.3 构件变形测量

对受检房屋跨度较大的结构构件进行挠度抽样测量。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

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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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 房屋构件挠度测量结果表

测量

楼层
轴线位置

跨度

L(mm）

跨中

挠度值△
（mm）

△/L
挠跨比

限值

是否满足

规范要求

屋面
2-A~2-B/2-9 3890 18.5 1/210 1/200 满足

2-B~2-C/2-10 5720 31.0 1/184 1/200 不满足

轴上弦节点挠度图

表 8- 3 钢柱垂直度测量结果表

轴线

位置

柱号
南北向

允许

值

东西向
允许

值横向

位移比

横向位移

（mm）

纵向

位移比

纵向位移

（mm）

8~9/F GZ1-1a 1/1400 5 1/1000，

<25
1/1167 6 1/1000，

<25

注：上述数据含施工误差。

9 房屋完损检测

根据现场条件，对受检房屋公共部位及室内单元进行完损状况检测。一般情况下，根据检测

结果，采用文字描述、照片二者结合的方式说明受检房屋存在的完损问题。

损坏在详细描述前，应作概要性的总结，列出典型的损坏类型和特征，分析损坏为结构性的

或非结构性的；对于一些影响结构安全的结构性裂缝或同一部位损坏点较多的，用文字描述不清

的损坏，应绘制相关图纸（如完损平面位置图、裂缝展开图、立面裂缝分布图等）表述受检房屋

存在的完损问题。

表 9- 1 房屋公共部位完损检测结果表

检测位置 完损检测结果 照片编号

东立面 四层窗右侧墙面有不规则开裂…… 照片-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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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位置 完损检测结果 照片编号

四层窗右侧墙面有粉刷剥落现象…..

南立面
…… 照片-02

…… 照片-03

13号楼梯

五层休息平台东北角有发霉现象…… 照片-04

四层地坪北侧有一条东西向裂缝长约 0.8m，宽约

0.1mm……
照片-05

表 9- 2 房屋室内单元完损检测结果

检测单元 检测房间 完损检测结果 照片编号

202室

客厅 客厅北墙窗左侧下方有渗水痕迹…… 照片-01

主卧

顶板南端中部有粉刷起鼓、开裂现

象……
照片-02

顶板中部有一条东西向预制板拼缝…… 照片-03

东、西墙北侧有粉刷开裂现象…… 照片-04

次卧 四周墙面普遍存在粉刷开裂现象…… 照片-05

303室

北卧 …… 照片-06

厨房 …… 照片-07

主卧 …… 照片-08

阳台 …… 照片-09

表 9- 3 柱系统缺陷检测结果表

楼层 位置 编号 缺陷描述 照片编号

一层

3/B 格构柱 Z1 柱脚轻度锈蚀，上柱面漆整体脱落 照片-01

4/C 格构柱 Z2
柱脚严重锈蚀，柱肢槽钢局部剩余

厚度仅为 2.3mm，柱脚有积水
照片-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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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 3~4/E
下柱柱间

支撑 ZC1
后期改造中，连接节点由柱脚挪至

离柱脚 2m高的位置
照片-03

10 钢结构连接节点检测

对钢结构受检房屋应对其连接节点（如焊缝、螺栓等）进行抽样检测。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

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表 10- 1 连接焊缝探伤抽查检测结果

节点位置 焊缝类型 焊缝长度约（mm） 焊缝高度约（mm） 焊缝外观质量 焊缝探伤

11 房屋结构材料性能检测

构件材料性能检测应严格按照相关规范的要求进行。且宜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批评定，方

便结构验算。

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11.1混凝土材料强度检测

（1） 单一检测方法（回弹法、超声回弹综合法）

表 11- 1 房屋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结果表

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

(MPa)

构件抗

压强度

(MPa)
检测单元抗压强度 (MPa)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推定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推定值

一层

3/A~B 梁

5/A~B 梁

5/C~D 梁

12/B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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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

(MPa)

构件抗

压强度

(MPa)
检测单元抗压强度 (MPa)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推定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推定值

二层

11/C 柱

12/C 柱

13/C 柱

13/C~D 梁

（2） 钻芯修正法

表 11- 2测区混凝土强度芯样修正结果表（上海规范）

构件

楼层
构件位置

构件

名称

芯样

抗压强度(MPa)

对应测区强度

换算值(MPa)

对应测区

修正量(MPa)

修正量

平均值(MPa)

一层 3/A~B 梁

5/A~B 柱

二层 11/C 梁

12/C 柱

表 11- 3测区混凝土强度芯样修正结果表（全国规范）

构件

楼层
构件位置

构件

名称

芯样

抗压强度(MPa)

对应测区强度

换算值(MPa)

对应测区

修正系数

修正系数

平均值

一层 3/A~B 梁

5/A~B 柱

二层 11/C 梁

12/C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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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4修正后房屋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结果表

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修正后测区

抗压强度换算值(MPa)

构件抗

压强度

(MPa)
检测单元抗压强度 (MPa)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推定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推定值

一层

3/A~B 梁

5/A~B 梁

5/C~D 梁

12/B 柱

二层

11/C 柱

12/C 柱

13/C 柱

13/C~D 梁

11.2砌体块材材料强度检测

表 11- 5房屋砖抗压强度检测结果表

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测区抗压强度

换算值(MPa) 构件强

度推定

等级

检测单元抗压强度(MPa) 单元

强度

推定

等级
平均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

数（δ）
标准值

一层

3/A~B 墙

5/A~B 墙

5/C~D 墙

12/B 柱

二层 11/C 柱

12/C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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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测区抗压强度

换算值(MPa) 构件强

度推定

等级

检测单元抗压强度(MPa) 单元

强度

推定

等级
平均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

数（δ）
标准值

13/C 柱

13/C~

D
墙

11.3砂浆材料强度检测

表 11- 6 房屋贯入法检测砂浆抗压强度结果表

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贯入

深度

平均值

(mm)

测区

强度

推定值

(MPa)

检测单元抗压强度(MPa)
单元

强度

推定值平均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变异

系数（δ）

一层

3/A~B 墙

5/A~B 墙

5/C~D 墙

12/B 柱

二层

11/C 柱

12/C 柱

13/C 柱

13/C~D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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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7 房屋回弹法检测砂浆抗压强度结果表

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碳化深

度

(mm)

测区

强度

换算值

(MPa)

检测单元抗压强度(MPa) 单元

强

度

推

定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变异

系数（δ）

一层

3/A~B 墙

5/A~B 墙

5/C~D 墙

12/B 柱

二层

11/C 柱

12/C 柱

13/C 柱

13/C~D 墙

11.4钢材材料强度检测

表 11- 8 硬度法检测钢筋抗拉强度结果表

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钢筋种类

平均里

氏硬度

HLD

钢筋抗拉

强度

（MPa）

规范要求抗拉强度

（MPa） 结论

HPB300 HRB335

一层 11/C 墙 螺纹钢筋 394 443 ≥420 ≥455 达到

HPB300

二层 12/C 梁 螺纹钢筋 375 409 ≥420 ≥455 达到

HPB300

表 11- 9 硬度法检测型钢强度结果表

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名称

型钢

种类

里氏 硬度

平均 值的

最小值 HL

换算钢材

抗拉强度

（MPa）

规范要求抗拉强度

（MPa） 结论

Q235 Q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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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 11/C 柱（腹板） 工字钢 394 443 ≥375 ≥470 达到 Q235

二层 12/C 梁（翼缘） 工字钢 375 409 ≥375 ≥470 达到 Q235

表 11- 10 取样法检测型钢强度结果表

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

件

名

称

钢筋

类型

钢 筋

直径

(mm)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度

(MPa)
断后伸长率

(%)
最大力总伸

长率(%)
标准

值

试验

值

标准

值

试验

值

标准

值

试验

值

标准

值

试验

值

一层 11/C 柱
HRB
335

12 ≥335 260 ≥455 355 ≥17 31.0 ≥7.5 10.0

12 房屋结构材料耐久性相关指标检测

12.1 混凝土构件保护层厚度检测

根据《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JGJ/T 152的相关规定，现场采用合适的方法，对受检房

屋混凝土梁、板、柱的保护层厚度进行抽样检测。 保护层厚度可和配筋检测结合实施。

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表 12- 1 钢筋混凝土构件保护层厚度检测结果表

构件

楼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类型

保护层厚度

（mm） 是否符合原设计

要求
设计值 实测平均值

一层 E/8

柱 30二层 C/8

一层 (1/9)~11/F

梁 25一层 H~L/(1/13)

一层 (1/9)~11/F
板 15

一层 H~L/(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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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混凝土碳化深度检测

根据《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 23的相关规定，现场采用合适的方法，

对受检房屋混凝土的碳化深度进行检测。

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表 12- 2钢筋混凝土构件碳化深度测量结果表

构件

楼层
检测位置 构件类型

平均碳化深度

(mm)

二层 7/A 柱 7.3

三层
13/E 柱 7.1

13/E 梁 5.8

12.3 钢筋、钢材截面锈蚀率检测

钢筋截面锈蚀率检测主要包括钢筋锈蚀前后的截面直径变化的检测，锈蚀后截面面积与锈蚀

前截面面积的比值，确定钢筋截面的锈蚀率

12.4 木材腐朽的检测

木材腐朽的检测主要包括木构件进墙搁置部分的长度及端部腐朽程度、柱身柱根腐朽程度

等。腐朽后截面面积与腐朽前截面面积的比值，确定木材截面的腐朽率。本项可结合房屋完损检

测进行。

12.5 混凝土材料耐久性检测

混凝土材料中的碱骨料、氯离子等耐久性检测可根据工程需要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检测公司进

行。

13 房屋结构验算与分析

13.1 整体计算参数取值

根据受检房屋的现场检测结果（包括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和荷载现状），采用合适的计算

软件（注明软件版本）建立合理的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应说明是否考虑房屋变形、裂缝损伤的影响。对整体计算模型难以有效反映实际工

程受力情况的项目，宜采用简化模型人工计算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13.1.1 结构整体计算模型及相关参数

结构整体验算应按照现场结构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力学模型。构件截面以现场实测为准，

无法测量的参考原设计图纸。

宜明确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建筑结构安全等级等。



~ 21 ~

13.1.2 荷载取值

结构验算时应对房屋楼盖组成及厚度进行抽样检测或调查，并对房屋现有或未来使用功能进

行调查，以便于确定楼面恒载和活载。宜对使用荷载的变化进行分析说明。

表 13- 1荷载取值表

荷载类别 恒荷载标准值（kN/m²） 活荷载标准值（kN/m²）

屋面荷载

楼面荷载

墙体荷载

风荷载

雪荷载

13.1.3 材料强度取值

材料强度取值原则：

1. 当材料的种类和性能符合原设计要求时，可按原设计标准值取值。当检测单位确信

材性检测结果可靠时，也可采用实测材性结果。

2. 当材料的种类和性能与原设计不符或材料性能已显著退化时，应根据实测数据按国

家现行有关检测技术标准的规定取值。

3. 当采取多种检测手段对检测结果进行校核或修正时，应详细说明校核或修正的过

程。

13.2 结构整体验算结果

对于主要承重构件应进行不考虑地震作用的承载力核查（仅适用于非主体结构改造项目），

并附计算成果图。对风荷载较敏感的建筑宜列表表达风荷载作用下弹性层间最大位移角等数据。

对于承载力不足的构件，可采用列表形式表达或文字表述。表格宜包含典型构件承载力与荷

载效应之比（砌体构件）或实际配筋（或设计配筋）与计算配筋（砼构件）的对比等。

13.2.1 混凝土柱

表 13- 2房屋混凝土典型柱承载力不足对比表

构件

楼层
构件位置

构件类型

(或编号)

X侧纵筋(mm²) Y侧纵筋 (mm²)

计算值 实配值 计算值 实配值

二层 1/A 柱 1800 760 1600 1472

三层 13/E KZ12 1600 760 200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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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方向平行于字母字轴，“y”方向平行于数字轴。

13.2.2 混凝土梁

表 13- 3 房屋混凝土典型梁承载力不足对比表

构件

楼层
构件位置

构件类型

(或编号)
计算配筋（mm²） 实际配筋（mm²）

二层 2/C~D 梁(跨中) 1079 942

三层 3/A~B KL7(支座) 1314 942

13.2.3 墙体受压或局部承压

表 13- 4 房屋墙体(砖柱)承载力不足对比表

构件

楼层
构件位置 构件类型 抗力/荷载效应比计算值 抗力/荷载效应比允许值

二层 7~9/B 墙 0.64

1.00三层 3/A 柱 0.67

13.2.4 墙体高厚比

表 13- 5 房屋墙体高厚比不足对比表

构件

楼层
构件位置 构件类型 高厚比计算值 高厚比允许值

二层 4~5/A 墙 0.64 0.9

三层 7/B 柱 0.67 0.9

13.2.5 地基基础

简要描述受检房屋上部结构倾斜率、沉降及基础构件表观等基础的现状，明确房屋是否存在

严重静载缺陷。

对能够从原始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或原始设计图纸中获取地基承载力的房屋，应根据房屋现状

或未来使用情况并考虑地基土的压密效果进行地基基础承载力复核，根据需要可进行地基变形计

算，从而判断房屋地基基础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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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单构件验算结果

对个别重要的结构构件进行单构件承载力计算和分析，并得出承载力结论。

13.3.1 木屋架

表 13- 6 木屋架承载力验算结果表

杆件编号
截面尺寸

（mm×mm）

轴力最大值

（kN）
是否满足承载力要求

杆件 1 140×200 6.25 满足

杆件 2 150×250 4.38 满足

13.3.2 屋面木檩条

表 13- 7木檩条抗弯承载力验算结果表

构件位置
木檩条截面尺寸

（mmxmm）

跨度

（m）

跨中应力

(MPa)

抗弯强度

设计值

(MPa)

是否

满足

承载力要求

9~10/F~K 35x150 5.0 41.6

10.4

不满足

8~9/D~F 50x290 3.5 3.6 满足

13.3.3 木搁栅

表 13- 8木搁栅抗弯承载力验算结果表

楼层 构件位置
木搁栅尺寸

及间距（mmxmm）

跨度

（m）

跨中

应力

(MPa)

抗弯强度

设计值

(MPa)

是否

满足

承载力要求

二层 9~10/F~K 35x150 @380 5.0 41.6
10.4

不满足

三层 8~9/D~F 50x290 @360 3.5 3.6 满足

13.3.4 钢梁

表 13- 9钢梁承载力验算结果表



~ 24 ~

楼层 构件位置
钢梁截面尺寸

（mmxmm）
跨度（m）

跨中拉

应力

(MPa)

抗弯强度

设计值

(MPa)

是否

满足

承载力要求

二层 9~10/F~K H400x150x8x10 9.4 523

310

不满足

三层 8~9/D~F H300x150x6x8 9.4 480 不满足

13.3.5 钢构件截面局部稳定

表 13- 10 上柱 H型截面翼缘局部稳定验算结果表

楼

层

构件

位置

柱

编号

H型截面尺寸

（mm）
钢材强度 fy
（N/mm2）

翼缘

外伸 b
（mm）

翼缘

宽厚比

b/t 翼

翼缘

宽 厚 比

限值

是否

满足

要求H B t 腹 t 翼

一

层

9/D Z1 300 300 10 10 235 145 14.50 15.00 满足

12/D Z2 380 400 10 10 235 195 19.50 13.00
不满

足

表 13- 11 上柱 H型截面腹板局部稳定验算结果表

楼

层

构件

位置

柱编

号

H型截面尺寸

（mm）
钢材强度 fy
（N/mm2）

腹 板 h0
（mm）

腹板

宽厚比

h0/t 腹

腹板

宽厚比

限值

是否

满足

要求H B t 腹 t 翼

一

层

9/D Z1 300 300 10 10 235 280 28 52.5 满足

12/D Z2 380 400 10 10 235 360 36 55 满足

表 13- 12 柱间支承长细比验算结果表

楼

层
支撑位置

支撑

截面

支撑

长度

（m）

计算回

转半径 i
（cm）

支撑

长细比

容许

长细比

长细比

是否

满足要求

一层 E/2～3上柱 HW-250 14.5 10.8 134.2 250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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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层
支撑位置

支撑

截面

支撑

长度

（m）

计算回

转半径 i
（cm）

支撑

长细比

容许

长细比

长细比

是否

满足要求

E/6～7上柱 HW-250 14.5 10.8 134.2 250 满足

E/9～10下柱 HW-250 17.5 10.8 162.0 250 满足

D/13～14下柱 HW-300 14.5 7.14 203.1 250 满足

14 房屋结构安全分析与评估

对已发现安全隐患或存在危险迹象的房屋，在进行现场检测和验算分析后，应对存在的严重

损伤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评估，以便针对发生损伤现象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

宜根据工程实际需要进行抗震性能评估。评估可按照上海市《现有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

（DGJ-08-81）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15 结论

(1) 描述建筑、结构基本情况及复核结果；

(2) 描述变形测量结果；

(3) 描述完损检测情况；

(4) 描述材性检测结果；

(5) 描述结构验算结果；

(6) 对房屋的整体安全作出综合结论；

(7) 构件安全专项检测应对构件所在位置、重要性做出判断，并根据构件损坏情况对房屋整体结

构安全的影响作出评估。

16 建议

(1) 宜结合房屋损坏情况，对房屋的后续使用和修缮提出合理化建议；

(2) 对承载力、变形等计算不足的构件需要进行加固的提出加固处理建议。

17 附图与附表

附图包括受检房屋建筑结构测绘图

附表包括受检房屋完损检测照片表

18 检测鉴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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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由项目负责人、报告审核人、技术负责人等亲笔签名确认；

(2) 报告正文最后页应标注房屋检测公司名称及报告编制完成日期。

19 附件

附件为其他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原设计图纸、装修方案图纸、竣工验收资料等。

附件应续编页码或注明附件数量、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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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屋完损状况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

1 工程概况

1.1 委托方名称和房屋地址

委托方名称：XXXXX公司（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房屋地址：XX 区 XX 路（小区）XX号

1.2 现场检测日期

20xx年x月xx日~20xx年xx月xx日

1.3 检测目的和范围

包括委托方提出的检测要求和检测目的，以及有针对性的检测内容，明确房屋质量检测类型

为房屋完损检测，宜附总平面图。

1.4 检测内容

(1) 房屋建筑结构基本情况调查（包括原始图纸资料和使用情况）；

(2) 房屋建筑结构图纸复核；

(3) 房屋变形测量；

(4) 房屋完损检测；

(5) 房屋损坏原因分析及房屋完损等级评定；

(6) 出具检测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2 检测依据及参考资料

2.1 检测依据

以下各节中用到的标准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地方标准；重点关注检测方法和设计规范的适用

范围；常用标准的选用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2.2 参考资料

(1) 建筑、结构原竣工图或原设计图（注明设计单位和设计日期）

(2) 受检房屋以往的房屋检测评估报告（注明检测单位和报告日期、报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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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主提供的其他相关参考资料

3 检测仪器

罗列本次检测项目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型号、编号等。

4 房屋的建筑和结构概况

4.1 房屋建筑结构概况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4.2 房屋的使用修缮改建历史调查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5 房屋变形测量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6 房屋完损检测

房屋的完损状况须包括房屋的结构、装修、设备、非结构构件和建筑附属物的完损状况。

具体检测内容如下：

（1） 房屋结构外观质量完损检测，包括房屋梁柱楼板等构件裂缝、变形、铁胀、腐蚀

等损坏现象的检测。

（2） 房屋附属设施（如围墙、地坪）外观质量完损检测，包括裂缝、变形等损坏现象

的检测。

（3） 室内装修质量完损检测，包括木装修、室内粉刷、花饰线脚及墙、地砖等。

（4） 房屋外墙面、屋面渗漏水状况。

（5） 钢材锈蚀；木材虫蚀、腐朽、节点松脱失效等。

（6）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包括厨卫、照明等设施。

一般情况下，根据检测结果，采用文字描述、照片二者结合的方式说明受检房屋存在的完损

问题。损坏在详细描述前，应作概要性的总结，列出典型的损坏类型和特征；对于影响房屋安全

的结构性裂缝及用文字描述不清的损坏，或同一部位损坏点较多时，宜绘制房屋典型损伤图。

表 6- 1 房屋公共部位完损检测结果表

检测位置 完损检测结果 照片编号

东立面 四层窗右侧墙面有不规则开裂…… 照片-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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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位置 完损检测结果 照片编号

四层窗右侧墙面有粉刷剥落现象….. 照片-07

南立面
…… 照片-08

…… 照片-09

13号楼梯
五层休息平台东北角有发霉现象…… 照片-10

照片-11

室外地坪 地坪北侧有一条东西向裂缝…… 照片-12

表 6- 2 房屋室内单元完损检测结果

检测单元 检测房间 完损检测结果 照片编号

202室

客厅 客厅北墙窗左侧下方有渗水痕迹…… 照片-10

主卧

顶板南端中部有粉刷起鼓、开裂现象…… 照片-11

顶板中部有一条东西向预制板拼缝…… 照片-12

东、西墙北侧有粉刷开裂现象…… 照片-13

次卧 四周墙面普遍存在粉刷开裂现象…… 照片-14

303室

北卧 …… 照片-15

厨房 …… 照片-16

主卧 …… 照片-17

阳台 …… 照片-18

7 房屋损坏原因分析及完损等级评定

分析确定房屋完损问题的性质(结构、装饰和设备问题)，对房屋存在的完损问题进行总结分

析，依据《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城住字(1984)第678号)评定房屋的完损等级，并须

符合《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的相关规定。

8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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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描述建筑、结构基本情况及复核结果；

(2) 描述变形测量结果；

(3) 描述完损检测情况；

(4) 分析房屋损坏的原因；

(5) 对房屋的完损等级作出评定，以及分析对房屋安全的影响；

9 建议

(1) 根据房屋损坏情况，对房屋的后续使用和修缮提出合理化建议；

(2) 检测时如发现房屋有影响安全使用的现象，建议委托方及时进行房屋安全检测；如发现房屋

有危险点，应通知委托方及时作出相应处理。

10 附图与附表

附图包括受检房屋建筑结构平面布置图

附表包括受检房屋完损检测照片表

11 检测鉴定人员

(1) 应由项目负责人、报告审核人、技术负责人等亲笔签名确认；

(2) 报告正文最后页应标注房屋检测公司名称及报告编制完成日期；

12 附件

附件为其他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原设计图纸、竣工验收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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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屋损坏趋势施工前初始检测报告

编制纲要基本内容

1 工程概况

1.1 委托方名称和房屋地址

委托方名称：XXXXX公司（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房屋地址：XX 区 XX 路（小区）XX号

1.2 现场检测日期

20xx年x月xx日~20xx年xx月xx日

1.3 检测目的和范围

委托方拟在受检房屋附近建设XXX项目。根据《关于减少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施工对周边环境

影响的试行规定》（沪建交联[2008]51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坑和桩基工程质量安全

管理的通知》（沪建交[2012]645号）等文件相关要求，为确定该建设工程施工是否对其周边房

屋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并为基坑围护设计单位提供设计依据，委托房屋检测单位对基坑周边

建筑物进行损坏趋势检测。检测范围主要为距基坑边线2倍至5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开挖深度范

围内的房屋。

检测共分为施工前初始检测、施工期间变形监测、施工后复核检测与评估三个阶段，本报告

为施工前初始检测报告。

1.4 检测内容

(1) 房屋资料调查；

(2) 相邻工程资料调查；

(3) 房屋初始完损状况检测；

(4) 房屋初始倾斜测量；

(5) 房屋初始高程测量；

(6) 房屋完损问题汇总分析；

(7) 房屋现状及抗变形能力分析；

(8) 房屋后续监测建议（包括监测频率与报警值拟定）；

(9) 检测鉴定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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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测依据及参考资料

2.1 检测依据

以下各节中用到的标准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地方标准；重点关注检测方法和设计规范的适用

范围；所列标准仅为常用标准，对报告中依据、参照的标准，均应在此列出，并增加现行版本号。

（此处未列全的，应补充完善；对报告中未涉及的标准，应删除。）

(1) 《房屋质量检测规程》DG/TJ08-79；

(2) 《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

(3)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

(4)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

(5)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

(6)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

(7) 《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DG/TJ08-2001；

(8)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

(9)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

(10)《关于减少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施工对周边环境影响的试行规定》(沪建交联 [2008]511号)；

(11)《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坑和桩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沪建交〔2012〕645号)；

(12)《关于城市基础设施施工影响周边房屋检测工作指导意见》(沪房检[2009]30号)；

(13)《关于相邻施工影响类房屋检测工作技术管理要点的通知》(沪房检[2010]57号)；

(14)与委托方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

2.2 参考资料

(1) 《XXX项目基坑围护工程》图纸（注明设计单位和设计日期）;

(2) 建筑、结构原竣工图或原设计图（注明设计单位和设计日期）

(3) 受检房屋以往的房屋检测评估报告（注明检测单位和报告日期、报告编号）

(4) 业主提供的其他相关参考资料

3 检测仪器

罗列本次检测项目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型号、编号等。

4 房屋的建筑和结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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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受检房屋与基坑位置关系

根据《关于减少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施工对周边环境影响的试行规定》（沪建交联[2008]511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坑和桩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沪建交[2012]645号）等有

关规定及委托方要求，本次项目受检房屋共XX幢。简述房屋类型及用途，并描述受检房屋主要

位于项目基坑的方位（应附受检房屋总平面图）。当受检房屋数量较多时，宜附受检房屋清单表。

表 4- 1 受检房屋清单

房屋

编号
房屋名称

房屋相对

基坑位置

与基坑

距离
与基坑深度关系

1 教学楼 基坑西北侧 10.6m 2倍基坑深度范围内

2 配电房 基坑西侧 11m 1倍基坑深度范围内

3

受检房屋总平面图

4.2 受检房屋建筑结构概况

通过受检房屋相关单位（如居委会、物业公司等）调查房屋具体建设时间、建筑结构设计图

纸情况。重点调查受检房屋的基础形式、结构类型、改扩建历史以及使用情况。

表 4- 2 受检房屋建筑结构概况

房屋

编号
房屋名称

建造

年代

房屋

层数

房屋

结构类型

建筑

面积

（m²）
基础形式

1 教学楼 80年代 5层 砖混结构 2400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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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

编号
房屋名称

建造

年代

房屋

层数

房屋

结构类型

建筑

面积

（m²）
基础形式

2 配电房 不详 5层 砖混结构 1400 条基

3

逐幢介绍房屋建筑和结构概况。

（1） XX 房屋

建筑概况包括被受检房屋地下及地上层数、建筑平面及立面形式、建筑使用功能、建筑面积、

建筑总长、总宽。宜附房屋外立面典型照片。

结构概况应包括房屋结构类型、结构构件形式、基础形式、多个单体结构间的相邻关系及分

缝情况等相关内容，以及距离基坑边线距离等。

（2） XX 房屋

……

（3） XX 房屋

……

5 相邻工程概况

调查基坑与受检房屋位置关系，并辅以相关平面图、剖面图。同时宜提供围护结构平面布置

图、典型支撑平面布置图、围护结构典型剖面图。

5.1 相邻工程概况

相邻工程上部建筑结构概况，有无地下室，项目的总建筑面积。

基坑总开挖面积，基坑开挖深度，局部区域开挖深度，开挖分区情况及地质条件概况。

施工进度计划。

5.2 围护结构设计情况调查

（1） 支撑体系

支撑层数，支撑标高；支撑主撑截面尺寸、栈桥梁截面尺寸、连梁截面尺寸。

（2） 围护结构

基坑围护设计主要采用的围护形式，围护结构截面形式（尺寸），深度等。

（3） 基坑变形主要计算数据

6 房屋初始检测

6.1 房屋初始完损状况检测

依据《房屋质量检测规程》有关要求对 XX 幢受检房屋进行了完损状况检测，包括外立面、

室内公共部位（楼梯间、走廊等）以及各室内(居民住宅区分室内和公共部位；办公建筑等统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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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可不进行区分)等完损状况，采用文字、照片等形式对房屋现有完损问题进行检测并记录。

检测范围共涉及 XX 幢居民住宅，入户率统计情况应按下表进行入户率检测统计。

表 6- 1 居民楼入户率统计情况

房屋编号 房屋名称 检测户数/总户数 入户率

1 21 号楼 21/36 58.3%

2

3

在详细描述房屋受损情况前，应作概要性总结，并分别列出每幢房屋的典型损坏类型和特征，

分析损坏为结构性的或非结构性的损伤。

（1）XX 号房屋完损检测结果

XX 号房屋，目前存在的主要完损问题如下：

1）外立面：a）墙面粉刷多存在不规则开裂，起皮、剥落；b）围墙斜向开裂。

2）公共部位：a）墙面粉刷不规则开裂；b）个别存在楼梯间休息平台墙角渗水。

3）室内单元：a）墙面存在粉刷层不同程度的开裂、起皮，以及瓷砖开裂现象；b）顶棚普

遍存在预制板拼缝，个别存在渗水，粉刷起皮现象；c）外墙角部渗漏，粉刷霉变；d）阳台南墙

窗下中部墙面开裂。

……

（4） XX 房屋

……

（5） XX 房屋

……

一般情况下，根据检测结果，采用文字描述、照片二者结合的方式说明受检房屋存在的完损

问题。对影响房屋安全的结构性裂缝，应记录裂缝宽度、走向和深度。当用文字描述不清的损坏，

或同一部位损坏点较多时，宜绘制房屋典型损伤图或裂缝开展图。

6.2 房屋初始倾斜测量

依照《建筑变形测量规范》有关要求，采用 XXX 仪器对 XX 号房屋外轮廓线进行房屋倾斜测

量。受检房屋倾斜测量结果见表 6-2；当幢数较多时，可对受检房屋测量结果进行汇总见表 6-3。

表 6- 2 XX号房屋倾斜测量结果

测点

南北

倾斜

方向

偏移量 测高 倾斜率 东西

倾斜

方向

偏移量 测高 倾斜率

(mm) (m) (‰) (mm) (m) (‰)

Q1 向南 向西

Q2 向南 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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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

南北

倾斜

方向

偏移量 测高 倾斜率 东西

倾斜

方向

偏移量 测高 倾斜率

(mm) (m) (‰) (mm) (m) (‰)

Q3 向南 向西

Q4 向南 向西

倾斜

示意图

N

Q4

2.2‰

1.4‰

Q3

2.7‰

0.3‰

Q1
2.2‰

0.6‰

Q2

2.3‰

0.3‰

经测量，XX 房屋各测点南北向倾斜率为 2.2‰～2.7‰，东西向倾斜率为 0.3‰～1.4‰，房屋

主要向西南倾斜。

表 6- 3 受检房屋倾斜测量结果汇总表

房屋编号 楼层数
南北方向

倾斜率（‰）

东西方向

倾斜率（‰）

主要

倾斜方向

1 6 层 2.2 ～ 2.7 0.3 ～ 1.4 西南

2

3

6.3 房屋初始高程测量

受检房屋周边设置了 XX 个基准点，并使用 XX 仪器，依照《建筑变形测量规范》二级水准测

量要求对各受检房屋沉降监测点进行了初始高程测量，初始高程为测量两次后取平均值，具体测

量结果见表 6-4。并应附受检房屋沉降监测点布置图。

表 6- 4 房屋初始高程测量结果（单位:m）

观测点号 初始高程 观测点号 初始高程

F1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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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点号 初始高程 观测点号 初始高程

F3

6.4 房屋裂缝监测初始值测量

在房屋目前存在裂缝的位置（尤其是结构性裂缝）布置石膏饼，绘制裂缝监测点布置图。

7 房屋现状及抗变形能力分析

施工前房屋的损伤现状应详述被检测房屋当前所有的所有损坏形式，并突出损坏较严重的部

位或涉及结构性损坏的位置和现象。房屋倾斜变形现状应总结归纳外墙倾斜变形测量结果，房屋

整体的倾斜方向、总体或个别测点的倾斜程度、是否超过标准限值等，并与水平相对高差测量结

果进行比照说明其相关性。

针对损伤情况，应从房屋结构和基础形式及结构薄弱部位等提出重点监测区域。

必要时，可根据各受检房屋结构形式及现场检测、测量结果，结合周边环境，对各受检房屋

进行抗变形能力分析、评估。

8 房屋后续监测建议

8.1 建议监测内容

基坑施工过程中，为保证房屋安全，建议委托第三方基坑信息化监测单位对基坑周边房屋进

行动态监测外，监测工作应该满足相关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范的要求，房屋检测单位则应在关键

施工节点进行复核性监测。

监测内容可以基坑周边房屋沉降监测、裂缝监测为主，并在施工关键节点辅以倾斜监测。具

体内容为在受检建筑墙体上布设包括沉降监测点、裂缝监测点和倾斜监测点。初始值的建立，根

据基坑工程施工进度确定监测频率，按规定进行沉降、倾斜、裂缝监测，并根据不同施工关键节

点监测数据及时进行分析评估，调整监测频率，提示报警措施建议等。

根据需要尚应进行室外地坪、围墙的裂缝宽度进行监测。对于重要项目，建议对周边水位进

行监测。

8.2 建议监测报警值

根据受检房屋的建筑结构现状及损伤程度，并结合以往工程经验经综合分析后，提出监测报

警值如：

(1) 累计沉降超过 20mm（20~40mm，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放宽），沉降速率超过 2-3mm/d
（连续两天）。

(2) 房屋倾斜率变化超过 1‰。

(3) 砖混承重结构构件裂缝宽度变化超过 1mm，混凝土构件新增裂缝等。

8.3 建议监测频率

参照《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根据工程性质、施工工况监测频率可参照表 8-1 确定，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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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施工的日变化量较大时，应适当加密。

表 8- 1 建议监测频率

施工

情况

监测

项目

围护结

构

施工

基坑

降水

从基坑开挖

至结构底板

浇筑完成后

3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后

3d 到地下结构施工

至±0.00 标高
施工到

±0.00
至受检房屋

沉降稳定支撑开始

拆除至拆除后 3d
一般

情况

沉降 1次/3 天 1 次/天 1次/天 1 次/天 2次/周 1 次/月

裂缝 1次/3 天 1 次/天 1次/天 1 次/天 2次/周 1 次/月

倾斜 1 次/周 1 次/周 1次/周 1 次/周 1 次/周

备注：倾斜监测频率为在各主要施工节点结束后对受检房屋进行倾斜测量，分别为围护结构

施工前、基坑降水前、基坑开挖前、基坑底板完成后、地下结构±0.00 完成后、周边沉降稳

定后 6 个施工节点。

9 检测结论与建议

(1) 概述受检房屋建筑功能、结构基本情况及相邻基坑的相关情况；

(2) 描述变形测量结果；

(3) 描述完损检测情况及房屋完损等级评定；

(4) 损伤原因分析及整体安全性评价，预加固措施建议；

(5) 重点区域监测建议及监测频率与监测报警值拟定。

10 附图与附表

附图包括受检房屋典型完损分布图、监测点分布图（包括沉降、裂缝及倾斜）

附表包括受检房屋完损检测详细情况及照片表

11 检测鉴定人员

(1) 应由项目负责人、审核人、技术负责人等亲笔签名确认；

(2) 报告正文最后页应标注房屋检测公司名称及报告编制完成日期；

12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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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为其他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原设计图纸、竣工验收资料等。

附件应续编页码或注明附件数量、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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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屋损坏趋势施工后复核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

1 工程概况

1.1 委托方名称和房屋地址

委托方名称：XXXXX公司（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房屋地址：XX 区 XX 路（小区）XX号

1.2 现场检测日期

20xx年x月xx日~20xx年xx月xx日

1.3 检测目的和范围

委托方拟建设XXX项目，根据《关于减少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施工对周边环境影响的试行规定》

（沪建交联[2008]51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坑和桩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沪

建交[2012]645号）等文件相关要求，为确定该建设工程施工是否对其周边房屋存在影响以及影

响程度，并为基坑围护设计单位提供设计依据，委托房屋检测单位对基坑周边建筑物进行损坏趋

势检测。检测范围主要为距基坑边线2倍至5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开挖深度范围内的房屋。

检测共分为施工前初始检测、施工期间变形监测、施工后复核检测与评定三个阶段，于XX

年X月X日～XX年X月X日期间对项目周边房屋进行了施工前初始检测，并于XX年X月X日提交了

施工前初始检测报告。

目前，项目地下室结构（或主体结构）封顶，按委托要求，本报告为施工后周边房屋复核检

测报告。

1.4 检测内容

(1) 房屋资料调查；

(2) 相邻工程施工工况调查；

(3) 房屋完损状况复测；

(4) 房屋倾斜复测；

(5) 房屋沉降监测数据分析；

(6) 房屋现存完损问题原因分析；

(7) 检测鉴定结论和建议。

2 检测依据及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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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检测依据

以下各节中用到的标准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地方标准；重点关注检测方法和设计规范的适用

范围；所列标准仅为常用标准，对报告中依据、参照的标准，均应在此列出，此处未列全的，应

补充完善；对报告中未涉及的标准，应删除。并增加现行版本号。

(1) 《房屋质量检测规程》DG/TJ08-79；

(2) 《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

(3)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

(4)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

(5)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678号；

(6)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

(7) 《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DG/TJ08-2001；

(8)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

(9)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

(10)《关于减少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施工对周边环境影响的试行规定》(沪建交联 [2008]511号)；

(11)《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坑和桩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沪建交〔2012〕645号)；

(12)《关于城市基础设施施工影响周边房屋检测工作指导意见》(沪房检[2009]30号)；

(13)《关于相邻施工影响类房屋检测工作技术管理要点的通知》(沪房检[2010]57号)；

(14)与委托方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

2.2 参考资料

(1) 《XXX项目基坑围护工程》图纸（注明设计单位和设计日期）;

(2) 建筑、结构原竣工图或原设计图（注明设计单位和设计日期）

(3) 受检房屋以往的房屋检测评估报告（注明检测单位和报告日期、报告编号）

(4) 业主提供的其他相关参考资料

3 检测仪器

列出本次检测项目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型号、编号等。

4 房屋的建筑和结构概况

4.1 受检房屋与基坑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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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受检房屋建筑结构概况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损坏趋势施工前初始检测模板】相关章节，可比其更概括

5 相邻工程施工工况调查

5.1 相邻工程概况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损坏趋势施工前初始检测模板】相关章节，可比其更概括。

5.2 围护结构设计概况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损坏趋势施工前初始检测模板】相关章节，可比其更概括。

5.3 主要施工节点情况

表 5- 1施工节点情况表

施工节点 起止日期

桩基施工

围护结构施工

围护结构施工及基坑降水

土方开挖

底板施工

地下结构施工至±0.00

地面以上主体工程施工验收

6 房屋复测检测结果

6.1 房屋完损状况复测

依据《房屋质量检测规程》（DG/TJ 08-79），现场采用文字记录、绘图与拍摄照片多种方式对

基坑施工影响范围以内 XX 幢受检房屋进行完损状况复测，并与 20XX 年 XX 月前的初始检测结果

进行了对比。

详细描述房屋受损情况前，应作概要性的总结，分别说明被测房屋典型的损坏类型和特征，

区分哪些为结构性损伤，哪些为非结构性损伤；对比施工前后完损变化情况；如果新增完损情况

较多，宜对每幢房屋分别描述。

表 6- 1 房屋外立面完损变化

房屋 位置
完损情况

照片
2012.12 2015.12

http://www.bzcity.net/Detail_8719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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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
电站

外立

面

西立面

落水管左侧有一条竖向裂缝。 已修补 照片 1

屋檐底部有破损开裂渗水现象。 已修补 -

南立面

矮房部分屋檐板有一条水平裂缝，且

有粉刷起皮脱落现象。
已修补 -

东侧墙面有多条不规则裂缝。 无明显变化 -
…… -

6.2 房屋倾斜复测

依照《建筑变形测量规范》有关要求，现场采用 XXX 仪器对 XX 号房屋外轮廓线进行了倾斜

复测。受检房屋倾斜复测测量结果见表 6-2。

表 6- 2 XX号房屋倾斜测量结果

测点 倾斜方向
2012年倾斜率

(‰)
2015年倾斜率

(‰)
倾斜率变化

(‰)

Q21
向北 9.9 8.0 -1.9
向东 3.6 2.0 -1.6

Q22
向北 10.9 9.5 -1.4
向东 5.3 3.4 -1.9

Q23
向北 9.3 8.2 -1.1
向东 5.0 3.1 -1.9

Q24
向北 8.3 7.6 -0.7
向东 3.3 1.5 -1.8

示意图：

Q21

Q23Q24

Q22

N

2.0‰

8.0‰

3.4‰

9.5‰

3.1‰

8.2‰1.5‰
7.6‰

(9.3‰)

(5.0‰)

(9.9‰)

(3.6‰)

(8.3‰)
(3.3‰)

(10.9‰)

(5.3‰)

备注：括号里为2012年11月测得结果

6.3 房屋沉降监测结果及不均匀沉降情况分析

按照《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二级水准测量要求，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对受检房屋沉降

监测点进行初始高程测量，后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至 XXXX 年 XX 月 XX 日间进行了共计 6 次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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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测量结果见表 6-3。并附受检房屋沉降监测点布置图。必要时应绘制沉降曲线图，并说明

速率变化情况。

表 6- 3 各受检房屋测点累计沉降量测量结果

房屋

名称
测点

测量时间

2014/11/4 2014/11/27 2014/12/12 2015/4/23 2015/6/14 2015/12/1

A

F23

F24

F25

F26

F27

B

F18

F19

F20

F21

F22

汇总分析房屋差异沉降情况见表 6-4，并与倾斜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表 6- 4 房屋 A～F沉降情况汇总表

房

屋

名

称

房屋与基坑

相对位置

累计沉降量

（mm）

最大差异沉降量

（mm）

差异沉降折算

倾斜方向

差异沉降折算倾斜率

变化量(平均值)

东西 南北 东西 南北 东西 南北

A 基坑西侧北部 5.6～103.0 东 南 1.8‰ 1.4‰

B 基坑西侧北部 东 南

C 基坑西侧北部 东 北

D 基坑西侧南部 东 北

E 基坑西侧南部 东 北

F 基坑东侧北部 西 南

7 房屋完损问题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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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受检房屋结构形式及完损检测结果、沉降和倾斜测量结果，分析完损原因，尤其是新

发展和新产生的完损原因。

8 检测结论与建议

（1） 概述受检房屋建筑功能、结构基本情况及与相邻基坑的相关情况；

（2） 描述完损检测情况（现状及发展变化情况）；

（3） 描述变形测量结果（分析倾斜变化量并与沉降结果对比情况）；

（4） 描述完损原因分析及完损等级评定；

（5） 房屋整体安全性评价及维修加固措施建议。

9 附图与附表

附图包括受检房屋典型完损分布图、监测点分布图（包括沉降、裂缝及倾斜）

附表包括受检房屋完损检测详细情况及照片表

10 检测鉴定人员

（1） 应由项目负责人、审核人、技术负责人等亲笔签名确认；

（2） 报告正文最后页应标注房屋检测公司名称及报告编制完成日期。

11 附件

附件为其他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原设计图纸、竣工验收资料等。

附件应续编页码或注明附件数量、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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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房屋结构和使用功能改变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

1 工程概况

1.1 委托方名称和房屋地址

委托方名称：XXXXX公司（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房屋地址：XX 区 XX 路（小区）XX号

1.2 现场检测日期

20xx年x月xx日~20xx年xx月xx日

1.3 检测目的和范围

包括委托方提出的检测要求和检测目的，以及有针对性的检测内容，明确房屋质量检测类型

为房屋结构和使用功能改变检测。宜附加总平面图，采用文字或图示说明检测范围。

1.4 检测内容

(1) 房屋建筑结构基本情况调查（包括原始图纸资料和现场使用情况）；

(2) 房屋建筑结构图纸复核、测绘；

(3) 房屋荷载调查；

(4) 房屋变形测量；

(5) 房屋完损检测；

(6) 房屋结构材料力学性能检测；

(7) 房屋其他性能检测；

(8) 房屋改造方案调查；

(9) 分析与评估改造对结构性能的影响程度。对房屋产生整体影响参见【房屋抗震鉴定模板】相

关章节，对房屋产生局部影响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0)出具检测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2 检测依据及参考资料

2.1 检测依据

以下各节中用到的标准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地方标准；重点关注检测方法和设计规范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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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常用标准的选用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2.2 参考资料

（1） 建筑、结构原竣工图或原设计图（注明设计单位和设计日期）

（2） 受检房屋以往的房屋检测评估报告（注明检测单位和报告日期、报告编号）

（3） 业主提供的其他相关参考资料

3 检测仪器

罗列本次检测项目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型号、编号等。

4 房屋的建筑和结构概况

4.1 房屋建筑结构概况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4.2 房屋的修缮改建历史调查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5 建筑图纸复核与测绘

根据《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的相关规定，对受检房屋进行建

筑检测复核。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6 结构图纸复核与测绘

根据《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的相关规定，对受检房屋进行结

构检测复核。检测复核内容应包括主要承重构件截面尺寸、钢筋混凝土楼板厚度、主要承重构件

截面及配筋、典型节点连接方式等内容的检测。

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其中砌体结构应增加对构造柱和圈梁的检测；

混凝土结构中应增加箍筋加密区长度的检测。

7 房屋荷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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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8 房屋变形测量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9 房屋完损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0 钢结构连接节点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1 房屋结构材料性能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2 房屋结构材料耐久性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3 房屋改造方案调查

13.1 房屋改造方案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改造方案，描述本次房屋改造的主要内容，并应附房屋各层改造方案

平面图。

13.2 后续使用荷载分析

对改造方案引起的主要荷载变化宜用文字或表格的方式加以说明。

表 13- 1 改造后楼面活荷载变化情况表

楼层
改造前活荷载取值

(kN/m2)
改造后活荷载取值

(kN/m2)
荷载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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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楼面 观众座位区域 3.0
观众座位区 3.0，
一般区域取 2.0。

基本不变

二层夹层楼面 办公 2.0 商业 3.5。 荷载略有增加

14 房屋结构验算与分析

主要是指正常使用条件下（即静力荷载作用下）承载力验算，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

模板】相关章节。

15 房屋抗震一般规定及抗震措施鉴定

当改造方案对房屋整体存在影响，则需要进行抗震鉴定，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鉴定模板】

相关章节。

当改造方案对房屋局部存在影响，可进行安全检测时，宜根据工程实际需要进行抗震性能评

估。评估可按照上海市《现有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DGJ-08-81）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16 房屋结构抗震验算与分析

当改造方案对房屋整体存在影响，需要进行抗震鉴定，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鉴定模板】

相关章节。

当改造方案仅对房屋局部存在影响，可进行安全检测时，此节可删除。

17 房屋结构和使用功能改变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当进行安全检测时，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当进行抗震鉴定时，具

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鉴定模板】相关章节；并对方案可行性进行分析。

18 结论

(1) 描述建筑、结构基本情况及复核结果；

(2) 描述变形测量结果；

(3) 描述完损检测情况；

(4) 描述材性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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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描述结构验算结果

(6) 描述结构抗震鉴定结果（若进行抗震鉴定）；

(7) 描述结构抗震验算结果（若进行抗震鉴定）；

(8) 房屋结构和使用功能改变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做出评价。

19 建议

(1) 宜结合房屋损坏情况，对房屋的后续改造、使用和修缮提出合理化建议；

(2) 对抗震构造不满足要求，构件承载力、变形等计算不足的构件需要进行加固的提出加固处理

建议；

20 附图与附表

附图包括受检房屋建筑结构测绘图

附表包括受检房屋完损检测照片表

21 检测鉴定人员

(1) 应由项目负责人、审核人、技术负责人等亲笔签名确认；

(2) 报告正文最后页应标注房屋检测公司名称及报告编制完成日期；

22 附件

附件为其他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原设计图纸、改造方案图纸、竣工验收资料等。

附件应续编页码或注明附件数量、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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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

1 工程概况

1.1 委托方名称和房屋地址

委托方名称：XXXXX公司（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房屋地址：XX 区 XX 路（小区）XX号

1.2 现场检测日期

20xx年x月xx日~20xx年xx月xx日

1.3 检测目的和范围

包括委托方提出的检测要求和检测目的，以及有针对性的检测内容，明确房屋质量检测类型

为房屋抗震能力检测。宜附加总平面图，采用文字或图示说明检测范围。

1.4 检测内容

(1) 房屋建筑结构基本情况调查（包括原始图纸资料和现场使用情况）；

(2) 房屋建筑结构图纸复核、测绘；

(3) 房屋荷载调查；

(4) 房屋变形测量；

(5) 房屋完损检测；

(6) 房屋结构材料力学性能检测；

(7) 房屋其他性能检测；

(8) 房屋改造方案调查；

(9) 房屋抗震措施鉴定；

(10)结构抗震验算与分析；

(11)结构抗震性能的综合评价；

(12)出具检测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2 检测依据及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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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检测依据

以下各节中用到的标准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地方标准；重点关注检测方法和设计规范的适用

范围；常用标准的选用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2.2 参考资料

(1) 建筑、结构原竣工图或原设计图（注明设计单位和设计日期）

(2) 受检房屋以往的房屋检测评估报告（注明检测单位和报告日期、报告编号）

(3) 业主提供的其他相关参考资料

3 检测仪器

罗列本次检测项目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型号、编号等。

4 房屋的建筑和结构概况

4.1 房屋建筑结构概况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4.2 房屋的修缮改建历史调查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5 建筑图纸复核与测绘

根据《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的相关规定，对受检房屋进行建

筑检测复核。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6 结构图纸复核与测绘

根据《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的相关规定，对受检房屋进行结

构检测复核。检测复核内容应包括主要承重构件截面尺寸、钢筋混凝土楼板厚度、主要承重构件

截面及配筋、典型节点连接方式等内容的检测。

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其中砌体结构应增加对构造柱和圈梁的检测；

混凝土结构中应增加箍筋加密区长度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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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房屋荷载调查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8 房屋变形测量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9 房屋完损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0 钢结构连接节点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1 房屋结构材料性能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2 房屋结构材料耐久性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3 房屋改造方案调查

13.1 房屋改造方案

若房屋后续使用功能有改变或进行结构改造，应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改造方案，描述本次

房屋改造的主要内容，并应附房屋各层改造方案平面图。

13.2 后续使用荷载分析

针对改造方案引起的主要荷载变化宜用文字或表格的方式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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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1 修缮后楼面活荷载变化情况表

楼层
修缮前活荷载取值

(kN/m2)
修缮后活荷载取值

(kN/m2)
荷载变化情况

二层楼面 观众座位区域 3.0
观众座位区 3.0，
一般区域取 2.0。

基本不变

二层夹层楼面 办公 2.0 商业 3.5。 荷载略有增加

14 房屋抗震一般规定及抗震措施鉴定

根据《现有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DGJ08-81) 的相关规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确定

建筑的后续使用年限。即根据受检房屋建造年代，分A、B、C类建筑进行抗震鉴定；对改建项目，

应按照C类建筑进行抗震鉴定；对优秀历史建筑如无特殊要求，可按照A类建筑进行鉴定。

依据其设防烈度、抗震设防类别、后续使用年限和结构类型，A类B类建筑按照《现有建筑

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DGJ08-81) 的相关规定进行抗震鉴定分析，C类建筑按照《建筑抗震设计

规程》(DGJ08-9) 的相关规定进行抗震鉴定分析。

表 14- 1 受检房屋抗震鉴定基本信息

上部结构类别
砖木结构

（普通实心砖砌筑）
基础形式 天然地基基础

房屋总高、层数 15.35m、三层 建筑用途 办公

房屋建造年代 1904年 后续使用年限 30年

抗震鉴定分类 A类 抗震设防类别 丙类

抗震设防烈度 7度 抗震措施设防烈度 7度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特征周期 0.90s

场地类别 Ⅳ类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 0.10g

14.1 地基基础抗震鉴定

根据建筑工程设防分类、上部结构是否存在静载缺陷、地基是否存在饱和砂土液化来判断是

否需要进行地基基础抗震鉴定。

对需要进行地基基础抗震鉴定的房屋，应根据房屋的抗震烈度和基础类型，结合相关地基基

础资料，明确受检房屋的地基是否存在液化，并针对地基基础抗震承载力进行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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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上部结构抗震措施鉴定

根据受检房屋的设防烈度、抗震设防类别、后续使用年限和结构类型，A类B类建筑按照《现

有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DGJ08-81) 的相关规定进行抗震措施鉴定，C类建筑按照《建筑抗

震设计规程》(DGJ08-9) 的相关规定进行抗震措施鉴定。

根据鉴定内容，明确受检房屋在外观和内在质量、结构体系、整体性连接构造、易引起局部

倒塌的部件及连接等方面是否存在抗震构造措施的不足。

表 14- 2 一般规定鉴定结果表

鉴定

项目
规范要求 实际情况

是否符合

鉴定要求

外观

和内

在质

量

墙体不空鼓、无严重酥碱和明显歪闪 未发现 符合

支承大梁、屋架的墙体无竖向裂缝 未发现 符合

承重墙、自承重墙及其交接处无明显裂缝。 未发现 符合

表 14.3 抗震措施鉴定结果表

鉴定项目 规范要求 实际情况
是否符合

鉴定要求

房屋高度
房屋最大高度 22m

（对横墙较少的房屋应降低 3m）
15.35m 符合

房屋层数
层数限值七层（对横墙较少的房屋应降低一

层，很少的再降低一层）
3层 符合

结构体系

木屋盖结构横墙最大间距不应超过 7m 多处超过 7m 不符合

房屋的高度 H与宽度 B之比不宜大于 2.2 H/B=1.6 符合

……

材料实际

达到的强

度

砖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U7.5，且不低于砌筑砂

浆强度等级。
MU10 符合

……

整体性

连接构造

墙体布置在平面内应闭合，纵横墙交接处应有

可靠连接，不应被烟道、通风道等竖向孔道削

弱。

墙体布置平面内闭

合
符合

7度时，横墙间距大于 8m或层数超过四层时

楼盖处内、外墙应隔层设有圈梁；且楼盖处内
楼盖未设置圈梁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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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项目 规范要求 实际情况
是否符合

鉴定要求

墙纵横墙上圈梁的水平间距不应大于 16m。

……

易引起局

部倒塌的

部件及连

接

出入口或人流通道处的女儿墙和门脸等装饰

物应有锚固。

非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距离 7度时不宜

小于 0.8m。

多处墙段尺寸小于

限制
不符合

……

15 房屋结构抗震验算与分析

15.1 整体抗震计算参数取值

根据受检房屋的现场检测结果（包括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和荷载现状），采用合适的计算

软件（注明软件版本）建立合理的计算模型。

15.1.1 结构整体抗震计算模型及相关参数

结构整体抗震验算应按照现场结构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力学模型。构件截面以现场实测为

准，无法测量的参考原设计图纸。

宜明确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建筑结构安全等级等。

依据受检房屋的设防烈度、抗震设防类别、设计地震分组、特征周期、场地类别、设计基本

地震加速度，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GJ08-9) 的相关规定确定地震作用，进行结构整体抗

震计算分析。

A类B类建筑按照《现有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DGJ08-81) 的相关规定确定地震作用折

减系数，进行结构整体抗震计算分析。

15.1.2 荷载取值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5.1.3 材料强度取值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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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结构抗震验算结果

对于主要承重构件应进行承载力核查。对风荷载较敏感的建筑宜列表表达风荷载作用下弹性

层间最大位移角等数据。

对于承载力不足的构件，可采用列表形式表达或文字表述。表格宜包含代表性构件承载力与

荷载效应之比（砌体构件）或实际配筋（或设计配筋）与计算配筋（砼构件）的对比等。

A、B类建筑乙类框架结构、C类建筑尚应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GJ08-9)的相关规定

进行抗震变形验算。

15.2.1 混凝土框架柱

表 15- 1房屋代表性混凝土框架柱承载力不足对比表

构

件

楼

层

构件

位置

构件

类型

(或编

号)

轴压

比

X侧纵筋

(mm²)
Y侧纵筋

(mm²)
X向箍筋

(mm²/100mm)
Y向箍筋

(mm²/100mm)

计算

值

实配

值

计算

值

实配

值

计算

值

实配

值

计算

值

实配

值

二

层
1/A 柱 0.85 1800 1760 1800 1760 720 67 720 67

三

层
13/E KZ12 0.95 1600 1260 1600 1260 660 67 660 67

注：“x”方向平行于字母字轴，“y”方向平行于数字轴。

15.2.2 混凝土框架梁

表 15- 2 房屋代表性混凝土框架梁承载力不足对比表

构

件

楼

层

构件位

置

构件类

型

(或编号)

支座主筋(mm²) 跨中主筋(mm²) 箍筋(mm²/100mm)

计算值 实配值 计算值 实配值 计算值 实配值

二

层
2/C~D 梁

三

层
3/A~B KL7

15.2.3 混凝土梁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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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墙体受压或局部承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5.2.5 墙体高厚比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5.2.6 墙体抗震承载力

表 15- 3 房屋墙体抗震承载力不足构件统计表

楼层 构件位置 抗力/荷载效应

一层
10/C~D 0.97
11~12/C 0.73

15.2.7 钢结构柱长细比

表 15- 4 柱长细比验算结果表

楼

层
位置

柱

编号
柱截面

柱长度

（m）

计算回转半

径 i（cm）

计算

长细

比

容许

长细比

235/fay120

长细比是否

满足要求

一

层

E/2 ～

3
Z1 HW-250 14.5 10.8 134.2 120 不满足

E/6 ～

7
Z2 HW-250 14.5 10.8 134.2 120 不满足

15.2.8 钢结构柱宽厚比

表 15- 5 H型截面翼缘局部稳定验算结果表

楼

层

构件

位置

柱

编号

H型截面尺寸

（mm）
钢材强

度 fay
N/mm2

翼缘

外伸 b
mm

翼缘

宽厚

比

b/t 翼

翼缘

宽厚

比限

值

是否

满足

要求H B
t

t 腹

t
t 翼

一

层

9/D Z1 300 300 10 12 235 145 12.08 13.00 满足

12/D Z2 380 400 10 10 235 195 19.50 13.00 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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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层

构件

位置

柱

编号

H型截面尺寸

（mm）
钢材强

度 fay
N/mm2

翼缘

外伸 b
mm

翼缘

宽厚

比

b/t 翼

翼缘

宽厚

比限

值

是否

满足

要求H B
t

t 腹

t
t 翼

表 15- 6 H型截面腹板局部稳定验算结果表

楼

层

构件

位置

柱

编号

H型截面尺寸

（mm）
钢材强

度 fay
N/mm2

腹板宽

b
mm

腹板

宽厚比

b/t 腹

腹板

宽厚比

限值

是否

满足

要求H B
t

t 腹

t
t 翼

一

层

4/D Z1 1200 450 19 28 345 1144 60.2 47.8 不满足

12/H Z2 800 400 16 28 345 744 46.5 47.8 满足

15.2.9 钢结构梁宽厚比

表 15- 7 H型截面翼缘局部稳定验算结果表

楼

层

构件

位置

梁

编号

H型截面尺寸

（mm）
钢材强

度 fay
N/mm2

翼缘

外伸 b
mm

翼缘

宽厚

比

b/t 翼

翼缘

宽厚

比限

值

是否

满足

要求H B
t

t 腹

t
t 翼

一

层

9/E~F GL1 300 300 10 16 235 145 9.06 11.00 满足

12/E~
F

GL2 380 400 10 10 235 195 19.50 11.00 不满足

表 15- 8 H型截面腹板局部稳定验算结果表

楼

层

构件

位置

梁编

号

H型截面尺寸

（mm）
钢材强

度 fay
N/mm2

腹板宽

b
mm

腹板

宽厚

比

b/t 腹

Nb/
(Af)

7度，

翼缘宽厚

比限值

是否

满足

要求H B
t

t 腹

t
t 翼

一 9/E~F GL1 1200 450 19 28 345 1144 60.2 0.28 47.8 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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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层

构件

位置

梁编

号

H型截面尺寸

（mm）
钢材强

度 fay
N/mm2

腹板宽

b
mm

腹板

宽厚

比

b/t 腹

Nb/
(Af)

7度，

翼缘宽厚

比限值

是否

满足

要求H B
t

t 腹

t
t 翼

层 12/E~
F

GL2 800 400 16 28 345 744 46.5 0.31 47.8 满足

15.2.10 钢结构柱间支承长细比

表 15- 9 柱间支承长细比验算结果表

楼

层
位置

支撑

编号

支撑

截面

支撑

长度（m）

计算回转半

径 i（cm）

计算

长细比

容许

长细比

长细比

是否满

足要求

一

层

D/13～14 ZC1 HW-250 17.5 10.8 162.0 250 满足

E/2～3 ZC2 HW-300 14.5 7.14 203.1 250 满足

15.2.11 地基基础

对能够从原始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或原始设计图纸中获取地基承载力的房屋，应根据房屋现状

或未来使用情况并考虑地基土的压密效果进行非地震作用下的地基基础承载力复核。根据需要可

进行地基变形计算，从而判断房屋地基基础的基本情况。

对需要进行地基和基础抗震承载力验算的房屋，按照《现有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

(DGJ08-81) 的相关规定对天然地基上的浅基础和桩基进行抗震验算，明确受检房屋的地基承载力

是否满足要求。

15.2.12 建筑抗震变形指标

表 15- 10．受检房屋周期（秒）统计表

振 型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周 期

平动系数

(X+Y)

第一扭转周期与第一平动周期比值 规范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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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11受检房屋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统计表

部 位
方 向

规范限值
X纵 Y横

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λ

表 15- 12受检房屋地震作用下位移角统计表

部 位
方 向

规范限值
X纵 Y横

弹性层间最大位移角Δμ/h

层间最大位移与平均位移比

结构薄弱层弹塑性层间位移角

(仅框架结构填)

15.3 单构件验算结果

对个别重要的结构构件进行单构件承载力计算和分析，并得出承载力结论。具体内容参见【房

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6 房屋结构抗震能力分析与评估

对已发现安全隐患或存在危险迹象的房屋，在进行现场检测和验算分析后，应对存在的严重

损伤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评估，以便针对发生损伤现象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不满足抗震鉴定的房屋，在对其进行整体计算分析后，应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评估，以

便采取相应措施。

17 结论

(1) 描述建筑、结构基本情况及复核结果；

(2) 描述变形测量结果；

(3) 描述完损检测情况；

(4) 描述材性检测结果；

(5) 描述结构抗震鉴定结果；

(6) 描述结构抗震验算结果；

(7) 对房屋的整体抗震性能作出综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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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建议

(1) 结合房屋损坏情况，对房屋的后续改造、使用和维修提出合理化建议；

(2) 对抗震构造不满足要求，构件承载力、变形等计算不足的构件需要进行加固的提出加固处理

建议；

19 附图与附表

附图包括受检房屋建筑结构测绘图

附表包括受检房屋完损检测照片表

20 检测鉴定人员

(1) 应由项目负责人、审核人、技术负责人等亲笔签名确认；

(2) 报告正文最后页应标注房屋检测公司名称及报告编制完成日期；

21 附件

附件为其他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原设计图纸、改造方案图纸、竣工验收资料等。

附件应续编页码或注明附件数量、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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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房屋质量综合检测报告编制纲要基本内容

1 工程概况

1.1 委托方名称和房屋地址

委托方名称：XXXXX公司（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房屋地址：XX 区 XX 路（小区）XX号

1.2 现场检测日期

20xx年x月xx日~20xx年xx月xx日

1.3 检测目的和范围

包括委托方提出的检测要求和检测目的，以及有针对性的检测内容，明确房屋质量检测类型

为房屋质量综合检测。宜附加总平面图。用文字或图示说明检测范围。

1.4 检测内容

(1) 房屋保护类别、重点保护部位及和保护范围（优秀历史建筑）调查；

(2) 房屋历史沿革及使用、修缮改造情况调查；

(3) 房屋建筑结构基本情况调查（包括原始图纸资料和现场使用情况）；

(4) 房屋建筑结构图纸复核、测绘；

(5) 房屋荷载调查；

(6) 房屋变形测量；

(7) 房屋完损检测；

(8) 房屋结构材料力学性能检测；

(9) 房屋其他性能检测；

(10)房屋后续改造方案调查(若有)；

(11)结构抗震一般规定及抗震措施鉴定；

(12)结构抗震验算与分析；

(13)结构安全性和抗震性能的综合评价；

(14)出具检测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2 检测依据及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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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检测依据

以下各节中用到的标准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地方标准；重点关注检测方法和设计规范的适用

范围；对于优秀历史建筑，需将上海市相关管理规定列入。常用标准的选用参见【房屋安全检测

模板】相关章节。

2.2 参考资料

(1) 建筑、结构原竣工图或原设计图（注明设计单位和设计日期）；

(2) 受检房屋以往的房屋检测评估报告（注明检测单位和报告日期、报告编号）；

(3) 网络资料需注明网站链接；

(4) 图书资料需注明出版物名称、作者、出版年代等信息；

(5) 业主提供的其他相关参考资料。

3 检测仪器

列出本次检测项目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型号、编号等。

4 房屋的保护类别及要求

明确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批次、保护类别和保护范围，注明保护内容、要求以及重点保护部

位。

5 房屋的历史沿革及使用、修缮改造情况

房屋历史沿革应调查房屋不同时期使用单位、使用功能等情况，尽量注明文献来源；房屋使

用、修缮改造应调查房屋的改造、修缮、加固历史，说明历次修缮改造与原有建筑之间的差别。

6 房屋的建筑和结构概况

6.1 房屋建筑概况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6.2 房屋建筑特色

房屋建筑特色包括建筑风格及特色、室内外装饰、主要建筑材料等，宜附典型图纸或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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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房屋结构概况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6.4 房屋的修缮改建历史调查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7 建筑图纸复核与测绘

根据《既有建筑物结构检测与评定标准》（DG/TJ08-804）的相关规定，对受检房屋进行建

筑检测复核。明确现场检测使用检测仪器类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结论。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8 结构图纸复核与测绘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鉴定模板】相关章节。

9 房屋荷载调查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0 房屋变形测量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1 房屋完损检测

分别检测房屋重点保护部位和其他部位的完损情况。重点保护部位须明确其保护现状，装饰、

装修情况等；其他部位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2 钢结构连接节点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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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房屋结构材料性能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4 房屋结构材料耐久性检测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5 房屋改造方案调查

15.1 房屋装修改造方案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5.2 后续使用荷载分析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6 房屋抗震一般规定及抗震措施鉴定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6.1 地基基础抗震鉴定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6.2 上部结构抗震鉴定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7 房屋结构验算与分析

17.1 不考虑地震作用下结构验算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7.2 结构抗震验算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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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房屋结构安全性评定

具体内容参见【房屋安全检测模板】、【房屋抗震能力检测模板】相关章节。

19 结论

(1) 描述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类别和保护范围、内容、要求及重点保护部位等信息；

(2) 描述建筑、结构基本情况及复核结果；

(3) 描述变形测量结果；

(4) 描述完损检测情况；

(5) 描述材性检测结果；

(6) 描述结构抗震鉴定结果；

(7) 描述结构验算结果；

(8) 对房屋的整体结构安全作出综合结论。

20 建议

(1) 宜结合房屋损坏情况，对房屋的后续改造、使用和修缮提出合理化建议；

(2) 对抗震构造不满足要求，构件承载力、变形等计算不足的构件需要进行加固的提出加固处理

建议；

21 附图与附表

附图包括受检房屋建筑结构测绘图

附表包括受检房屋完损检测照片表

22 检测鉴定人员

(1) 应由项目负责人、审核人、技术负责人等亲笔签名确认；

(2) 报告正文最后页应标注房屋检测公司名称及报告编制完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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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附件

附件为其他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原设计图纸、改造方案图纸、竣工

附件应续编页码或注明附件数量、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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