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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北京市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标准》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便〔２００８〕６９号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你单位《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标

准〉申请备案的函》收悉。经研究，不同意第５．２４、５．３４、７．２４、

７．２５条作为强制性条文；同意该项标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案号为Ｊ１１２０６－２００８。

该项标准的备案公告，将刊登在近期出版的《工程建设标准

化》刊物上。

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标准》的通知

京建科教〔２００９〕１０１号

各区、县建委，各局、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２００７年北京市地方标

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２００７〕９２号）的要求，由

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和设备检测中心主编的《房屋结构安全鉴定

标准》已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现批准该规程为北京市地方标准，

编号为 ＤＢ１１／Ｔ６３７－２００９，建设部备案号为Ｊ１１２０６－２００８，自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起实施。

该规程由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负

责管理，由北京市房屋鉴定管理所负责解释工作。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前　　言

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根据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的要求，由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和设

备检测中心会同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北京市建材地质工程公

司、建研院抗震设计所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编制了 《房屋结构

安全鉴定标准》，并会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

在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标准》编制过程中，主编单位会同有

关房屋鉴定、设计和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总结了近些年在房屋建

设和鉴定工作中的经验，结合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工作的实际情

况，就房屋建设和鉴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和探

讨，广泛征求了有关科研、标准编制、房屋安全鉴定和管理方面

的专家意见，经历了调查、研究、论证、结论等过程。在初稿完

成后，对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标准》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反复的研

讨和修改，采纳了市建委主管领导和专家评审意见，最后由北京

市建设委员会审查定稿。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标准》各项指标的设置及其数值参考了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ＪＧＪ１２５—９９ （２００４年版）、《民用建筑可靠

性鉴定标准》ＧＢ５０２９２—１９９９和有关设计施工规范的相关条款

及参数。本标准共分８章、６个附录，主要内容有：鉴定程序与

评定方法、房屋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影响鉴定、房屋结构构件

安全性鉴定评级、房屋楼层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房屋分部结构

和房屋整体结构安全性综合鉴定评级等。

本标准由北京市建设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归口。

本标准附录Ａ至附录Ｆ是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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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广大房屋安全鉴定技术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

解和执行条文的规定，编制组按本标准章、节、条的顺序编写了

条文说明，仅供参考。

使用中，若发现本条文说明有欠妥之处，请将意见寄至北京

市房屋安全鉴定和设备检测中心，电话： （０１０）６４４８３７５１，地

址：东城区和平里民旺园２９号楼 Ａ２０Ｅ，邮编：１０００１３，以供

修定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加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和设备检测中心

参编单位：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北京建材地质工程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北京市海淀区房屋安全鉴定站

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安全鉴定站

主要起草人：王与中　王建明　鲁锦成　何世鸣

杨　沈　李自强　张天申　白雪霜

麻文荣　刘晓丽　张　莹　张　杰

靳　宁

主要审查人员：高小旺　蔡子琛　方东平　韩继云

李世海　时旭东　杨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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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科学鉴定房屋结构的安全性，有效利用既有房屋，确

保房屋结构的使用安全，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既有房屋结构的安全性鉴定 （以下

简称安全性鉴定）。下列情况的房屋宜进行安全性鉴定：周边邻

近地质条件改变的房屋；改变用途或使用条件的房屋；需改造和

扩建的房屋；超过设计使用年限需要继续使用的房屋；其它需要

安全鉴定的房屋。

１０３　有特殊要求的工业建筑、公共建筑、保护建筑、高层建

筑以及在地震作用和偶然荷载作用下的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除

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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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　语

２１１　既有房屋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已竣工交付使用的房屋。

２１２　 安全性等级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ｒａｄｅ

既有房屋按结构安全程度划分的等级。

２１３　 构件 ｍｅｍｂｅｒ

基本鉴定单位，可以是单件、组合件或一个片段。

２１４　 一种构件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ｅｍｂｅｒ

同类材料、同种结构型式构件的集合。

２１５　 相关构件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ｍｂｅｒ

与被鉴定构件相连或以它为承托的构件。

２１６　构件检查项目ｔｈｅｉｔｅｍ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针对影响构件安全性的因素所确定的调查、检测或验算

项目。

２１７　犪级 （安全）构件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ａｇｒａｄｅ（ｓａｆｅｍｅｍｂｅｒ）

安全性符合本标准对犪级构件的要求，具有足够的承载能

力，不必采取措施的构件。

２１８　犫级 （有缺陷）构件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ｂｇｒａｄ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ｅｍ

ｂｅｒ）

安全性略低于本标准对犪级的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承载能

力，可不采取措施的构件。

２１９　犮级 （有严重缺陷）构件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ｃｇｒａｄｅ（ｇｒｉｅｖｏｕｓｌｙ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ｅｍｂｅｒ）

安全性不符合本标准对犪级的要求，显著影响承载能力，应

采取措施的构件。

２１１０　犱级 （危险）构件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ｄｇｒａｄｅ（ｕｎｓａｆｅｍｅｍｂｅ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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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极不符合本标准对犪级的要求，已严重影响承载能

力，必须及时或立即采取措施的构件。

２１１１　主要承重构件 ｍａｉ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ｅｍｂｅｒ

指房屋的承重构件中起主要承载作用的构件，如支撑次要和

其他承重构件的承重墙体、大梁和承重柱等。

２１１２　次要承重构件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ｅｍｂｅｒ

指房屋的承重构件中仅承载自身重量和其上部活荷载的构

件，如自承重墙体、阳台板和楼、屋盖等。

２１１３　其他承重构件ｏｔｈ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ｅｍｂｅｒ

指房屋的承重构件中仅承载自身重量和某一承重构件中有局

部结构荷载的构件，如门、窗过梁等。

２１１４　楼层结构ｆｌｏ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指楼房的某一层结构，包括地下楼层。

２１１５　分部结构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指房屋的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 （或相邻的几个楼层）。

２１１６　整体结构ｅｎｔｉ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包括房屋的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

２１１７　倾斜率ｉｎｃｌｉｎｅｒａｔｉｏ

指房屋整体结构 （或柱体、或墙体）中轴线与垂直线的夹

角，具体检测和计算方法见本标准条文说明。

２１１８　受力裂缝

指房屋结构构件因自身承载力不足或外界荷载作用而出现的

裂缝。

２１１９　非受力裂缝

指房屋结构构件因温差变化、材料收缩或地基变形等因素造

成的裂缝。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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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符　号

犪、犫、犮、犱———构件或其检查项目的安全性等级；

犃Ｃ、犅Ｃ、犆Ｃ、犇Ｃ———房屋楼层结构的安全性等级；

犃ｂ、犅ｂ、犆ｂ、犇ｂ———房屋分部结构的安全性等级；

犃、犅、犆、犇———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等级；

犺０———构件计算高度；

犺犪———为房屋基础底边距基坑或沟渠坑底的垂直距离；

犺犼———构件截面高度；

犎犺———桁架高度；

犎———建筑物承重结构总高度；

犾０———受弯构件计算跨度；

犾犮———受压柱的无支长度；

犾狊———空间结构短向计算跨度；

犚———结构构件的抗力；

犛———结构构件的作用效应；

狓———为房屋基础底边距基坑或沟渠边的水平距离；

γ狅———结构重要性系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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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鉴定程序及评定方法

３１　鉴定程序

３１１　房屋的安全性鉴定应按下列框图规定的程序 （图３．１．１）

进行。

受理

委托

初步
→
调查

制定
→
方案

详细
→
调查

现场检
→
查检测

计算
→
分析

鉴定
→
评级

出具
→
报告

补充
↓


调查

验算、

模拟 ←

↑







试验

→

↑


成立专项鉴定组

图３１１　鉴定程序

３１２　应根据委托人 （单位）要求，确定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

的内容和范围。

３１３　初步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收集房屋的图纸资料和使用维修资料；

２勘察房屋现状与图纸资料的符合性；

３调查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条件；

４填写房屋结构安全鉴定调查表，详见附录Ｂ。

３１４　详细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房屋的整体倾斜、侧向位移和局部变形等情况；

２上部结构调查：调查结构的类型、承重体系、构件位置及

其连接构造、构件细部尺寸、构件变形和裂缝状况、结构的受力

状况等；

３基础调查：根据上部结构的不均匀沉降裂缝分析判断基础

的变形情况，必要时宜开挖检查基础的裂缝、腐蚀和损坏情

况等；

４地基和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调查：调查场地基土的类

别、地基土分布状况，以及周边坑、槽、沟渠等环境改变对地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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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和地基变形的影响，必要时宜开挖检查。

３１５　现场检查检测应包括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测两项内容

１现场检查：以目测和尺量为主，主要检查房屋的构造连

接，裂缝的数量、分布和走向，构件的损坏情况，以确定房屋损

坏的原因；

２现场检测：使用各种检测工具和仪器，主要检测房屋结构

整体和单个构件的变形，裂缝的宽度和长度等损伤程度，以及承

重结构的材料力学和物理性能指标等项目。优先采用无损、或微

破损方法进行，也可根据现场检测、实验室材性实验或相关资料

确定，检测方法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房屋整体结构和构件

倾斜率的测算方法按附录Ｆ进行。

３１６　结构验算和模拟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在必要时，根据检测和试验的数据，按国家现行设计规范

规定的方法，对房屋结构进行验算。

２在条件允许和需要的情况下，宜对损坏的过程进行数值模

拟、物理模拟或物理模型试验，取得有关的数据，确定房屋损坏

的原因。

３１７　应根据检测、验算和分析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应按

本标准的鉴定评级方法，逐层次评级，最后综合评定房屋的安全

性等级，做出鉴定结论。

３１８　评定为Ｃ级 （局部危险）房屋或Ｄ级的 （整体危险）房

屋，应提出处理建议。

３１９　应按照附录Ａ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报告编写要求》，编写

和出具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报告。

３２　评定方法

３２１　房屋结构的安全性应按构件、楼层结构、分部结构和整

体结构进行安全性综合评定，并应结合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影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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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程度做出鉴定结论。

３２２　房屋结构评定应按下列四个层次进行，每个层次分四个

等级进行鉴定评级：

１第一个层次为构件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其评定等级分为犪

级 （安全）构件、犫级 （有缺陷）构件、犮级构件 （有严重缺陷）

构件和犱级 （危险）构件四个等级；

２第二个层次为房屋楼层结构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其等级评

定分为犃Ｃ 级 （安全）楼层、犅Ｃ 级 （有缺陷）楼层、犆Ｃ 级 （局

部危险）楼层和犇Ｃ 级 （危险）楼层四个等级；

３第三个层次为房屋分部结构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其等级评

定分为犃ｂ级 （安全）结构、犅ｂ 级 （有缺陷）结构、犆ｂ 级结构

（局部危险）结构和犇ｂ级 （危险）结构四个等级；

４第四个层次为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其等级的

评定分为犃 级 （安全）房屋、犅 级 （有缺陷）房屋、犆级 （局

部危险）房屋和犇级 （整体危险）房屋四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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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房屋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影响鉴定

４１　影响区域划分

４１１　本章节适用于地下隧道工程、基坑或沟渠工程施工对邻

近既有房屋的影响鉴定。

４１２　基坑或沟渠工程的周边地区划分为二个区域：

１Ⅰ区　　　α＞１

２Ⅱ区　　　α≤１　　　　　其中：α＝狓：犺α

狓为房屋基础底面侧边 （或桩基础的外边桩）距基坑或沟渠

底面侧边最近的水平距离；

犺犪 为房屋基础底面 （或桩基础的桩端）距基坑或沟渠坑底

面的垂直距离；

图４１２　邻近房屋基础与基坑相对关系示意图

４１３　地下隧道工程的周边地区划分为二个区域：

１Ⅰ区　　　α＞１

２Ⅱ区　　　α≤１　　　　其中：α＝狓：犺α

狓为房屋基础底面侧边 （或桩基础的外边桩）距地下工程隧

道边最近的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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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ａ为房屋基础底面 （或桩基础的桩端）距地下工程隧道中

心的垂直距离；

图４１３　邻近房屋地下工程隧道影响区域示意图

４２　影响区域的处理

４２１　当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情况为中密－密实的碎石土、砂

土，可塑～坚硬粘性土，基坑深度范围内无地下水或地下水位在

基底标高之上，但易疏干或采取止水帷幕时对基础处于Ⅰ区范围

以内的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可不考虑邻近地下工程对房屋的影响。

４２２　当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情况为稍密以下碎石土、砂土和

填土，软塑～流塑粘性土，地下水位在基底标高之上，且不易疏

干时，对基础处于Ⅰ区范围以内的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宜根据房屋

距基坑的距离、基坑的支护形式和降水措施等综合确定是否考虑

邻近地下工程对房屋的影响。

４２３　对处于Ⅱ区的房屋，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时应考虑邻近地

下工程对房屋的影响，并应对房屋主体结构和沟渠、基坑支护结

构的损坏及变形进行安全监测和鉴定。

４２４　当基坑或地下工程有明显地下水渗漏，或采用了降水措

施，已经造成地表的沉陷和房屋基础不均匀沉降，应对既有房屋

进行损坏及变形的监测和安全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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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　考虑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对房屋结构的影响时，其安

全鉴定应取得以下资料：

１房屋的结构类型、层数、高度、完好程度、竣工时间、基

础类型和埋深、与邻近地下工程的距离。

２邻近地下工程相关资料和施工方案，如地质勘察报告、降

水方案、基坑支护方案 （地下工程隧道开挖方案）和专家评审意

见等。

３房屋和地下工程变形监测资料。

４有利于判断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对房屋的影响的其他

资料。

４２６　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对既有房屋的安

全监测应包括既有房屋的沉降量、沉降差、倾斜、水平位移、房

屋变形损坏记录等。

４３　特殊土质区域的处理

４３１　在鉴定中若发现既有房屋的地基或其邻近周边有软质土、

流砂层、垃圾回填土、河道、水塘等复杂和不利地质情况，或地

下水位、水压力、土压力有较大变化，可能对建筑物产生不利影

响时，应对房屋的倾斜和地基基础沉降变形进行密切监测，并在

鉴定报告中加以说明和提出处理的建议。

４３２　在鉴定中若发现既有房屋的地基或其周边邻近的地下水

位或水质有较大变化，或土压力、水压力有明显增大，且可能对

房屋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在鉴定报告中加以说明，并提出处理的

建议。

４３３　在深厚淤泥、淤泥质土、饱和粘性土、饱和粉细砂或其

他软弱地层中开挖深基坑时，应对毗邻的既有房屋 （含道路、管

线）采取防护措施，并设测点对基坑支护结构和既有房屋进行监

测。若遇到下列可能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的情况之一时，应立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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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若情况比较严重，应立即停止施工，并对基坑支护结构和既

有房屋采取应急措施：

１基坑支护结构的最大水平变形值已大于基坑支护设计允许

值、或水平变形速率已连续３天大于３ｍｍ／天 （２ｍｍ／天）。

２基坑支护结构的支撑 （或锚杆）体系中有个别构件出现应

力骤增、压屈、断裂、松弛或拔出的迹象。

３地下隧道工程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大于３０ｍｍ，或沉降速

率已连续３天大于５ｍｍ／天 （３ｍｍ／天）。

４房屋的不均匀沉降已大于ＧＢ５００７－２００２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规定的允许沉降差，或房屋的倾斜速率已连续３天大

于０．０００１犎／犱 （犎 为房屋承重结构总高度）。

５既有房屋的砌体部分出现宽度大于３ｍｍ （１．５ｍｍ）的不

均匀沉降裂缝；或其附近地面出现宽度大于１５ｍｍ （１０ｍｍ）的

裂缝；且上述裂缝尚可能继续发展。

６基坑底部或周围土体出现可能导致剪切破坏的迹象或其他

可能影响安全的征兆 （如少量流砂、涌土、隆起、陷落等）。

７根据当地经验判断认为，已出现其它必须加强监测的

情况。

注：１基坑支护结构水平变形限值可根据基坑安全等级按０．００２犺 （一

级基坑）、０．００４犺 （二级基坑）、０．００６犺 （三级基坑）确定，基坑安全等级

可按ＤＢ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有关规定确定，其中犺为

基坑开挖深度；

２若毗邻的既有房屋为人群密集场所或文物、历史、纪念性建筑，或

地处交通要道，或有重要管线，或有地下设施需要严加保护时，宜按括号

内的限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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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房屋结构构件安全性鉴定评级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单个构件安全性的鉴定评级，应根据构件的不同种类，

分别按本标准第５．２节至第５．５节的规定执行。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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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载力有显著影响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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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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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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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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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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级，有局部损坏但不影响

承载力可定为犫级。

５２　砌体结构构件

５２１　砌体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按承载力、构造及连接、

倾斜率 （或位移）、裂缝和酥碱风化程度等五个项目，分别评定每

一受检构件的等级，并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５２２　在对砌体结构构件进行承载力验算时，应采用实测的块

材及砂浆强度值，推定砌体强度，或直接检测砌体强度。实测砌

体截面有效值时，应扣除因碱蚀和风化等因素造成的截面损失。

５２３　砌体结构应重点检查砌体的构造连接部位，纵、横墙交

接处的斜向或竖向裂缝，砌体承重墙体的变形和裂缝或拱角的裂

缝及其位移，并观测其发展状况。检测裂缝的内容主要为：裂缝

的宽度、长度、走向、数量及其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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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砌体结构的安全性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砌体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承载力评定时，其抗力 （犚）和

作用效应 （γｏ犛）的比值大于等于１．０时，应评为犪级；比值小

于１．０，大于等于０．９０时，应评为犫级；比值小于０．９，大于等

于０．８５时，应评为犮级；比值小于０．８５时，应评为犱级。

２砌体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构造评定时，应按墙、柱的高厚

比β以及构件的连接和构造分别评定两个检查项目的等级，然后

取其中较低一级作为该构件构造的安全性等级。

（１）当墙、柱的高厚比β满足国家现行设计规范时，应评为

犪级；当β超过规范限值，但在５％以内时，应评为犫级；当β
等于或超过规范限值５％，小于１０％时，应评为犮级；当β等于

或超过规范限值１０％时，应评为犱级。

（２）当墙、柱的连接及砌筑方式正确，构造符合国家相应设

计规范要求，工作正常，为犪级；基本符合国家相应设计规范要

求，有局部表面缺陷，工作无异常，为犫级；连接或砌筑方式不

当，构造有严重缺陷，已导致构件或连接部位松动、开裂、变形

或位移，或已经造成了损坏，达到较严重程度时，评定为犮级；

达到非常严重程度，评定为犱级。

３当砌体结构构件安全性按构件倾斜率 （或位移）评定时，

应按表５．２．４－１及下列规定评级：

　　表５２４－１ 砌体结构构件按倾斜率评级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倾斜率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砌体

倾斜率

主要承重构件 ＜０．５％ ≥０．５％，且＜０．７％ ≥０．７％，且＜１．０％ ≥１．０％

次要承重构件 ＜０．５％ ≥０．７％，且＜１．０％ ≥１．０％，且＜１．２％ ≥１．２％

　　当拱或壳体结构构件的拱脚或梁端出现３ｍｍ以下水平位移

时定为犫级；水平位移大于等于３ｍｍ，小于５ｍｍ时定为犮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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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位移大于等于５ｍｍ时定为犱级。当拱轴线或筒拱、扁壳的

曲面发生变形时定为犱级。

４当砌体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裂缝的情况评定时，应按裂缝

的宽度、成因和危害性进行，并遵守表５．２．４—２及下列规定：

　　表５２４－２　　　砌体结构构件按裂缝的宽度评级 （单位ｍｍ）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裂缝类型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受力裂缝

宽度 （ｍｍ）

墙
局部承压不足 无裂缝 ＜１．０ ≥１．０，＜３．０ ≥３．０

承载力不足 无裂缝 ＜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

柱 承载力不足 无裂缝 ＜０．５ ≥０．５，＜１．０ ≥１．０

非受力裂缝

宽度 （ｍｍ）

墙

柱

温差、收缩、

基础沉降

无裂缝 ＜５．０ ≥５．０，＜１０ ≥１０

柱无裂缝 ＜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

　　 （１）当砌体结构的承重构件出现下列受力裂缝时，应视为

不适于继续承载的裂缝，当裂缝宽度小于３ｍｍ时评为犮级，裂

缝宽度大于等于３ｍｍ时评为犱级：

１）空旷房屋承重外墙的变截面处，出现横向或斜向裂缝。

２）砌体过梁的跨中或支座出现裂缝；或虽未出现肉眼可见

的裂缝，但发现其跨度范围内有集中荷载。

３）筒拱、双曲筒拱、扁壳等的拱面或壳面出现沿拱顶母线

或对角线的裂缝。

４）拱、壳支座附近或支承的墙体上出现沿块材断裂的斜向

裂缝。

（２）当砌体结构、构件出现下列非受力裂缝时，也应视为不

适于继续承载的裂缝，当裂缝宽度小于３ｍｍ时评为犮级，裂缝

宽度大于等于３ｍｍ时评为犱级：

１）纵、横墙连接处出现通长的通透竖向裂缝。

２）墙体或柱体出现断裂或错位。

５当砌体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风化酥碱程度评定时，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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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柱表面无明显风化酥碱或出现大面积风化酥碱、剥落和砂浆

粉化等现象，有效截面削弱小于５％时为犪级构件；有效截面削

弱大于等于５％，小于１５％时为犫级构件；有效截面削弱大于等

于１５％，小于２５％时为犮级构件；有效截面削弱大于等于２５％

时为犱级构件。

５３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

５３１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按承载力、构造

及连接、侧向弯曲变形、倾斜率和裂缝等五个项目，分别评定每

一受检构件的等级，并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安全性等级。

５３２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应重点检查梁、板、柱、墙体及屋

架的受力裂缝和主筋锈蚀状况，柱和墙体根部及顶部的横向裂

缝，屋架倾斜及支撑系统稳定状态等。

５３３　在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进行承载力验算时，应对构件的

混凝土强度、碳化深度和钢筋的锈蚀情况进行检测；实测钢筋混

凝土构件截面尺寸有效值时，应扣除因各种因素造成的截面损失。

５３４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安全性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承载力评定时，其抗力

（犚）和作用效应 （γｏ犛）的比值大于等于１．０时，应评为犪级；

比值小于１．０，大于等于０．９０时，应评为犫级；比值小于０．９，

大于等于０．８５时，应评为犮级；比值小于０．８５时，应评为

犱级。

２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构造评定时，应分别评

定连接 （或节点）构造和受力预埋件两个检查项目的等级，然后

取其中较低一级作为该构件构造的安全性等级。

（１）连接方式正确，构造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要求，无缺

陷且工作正常，应为犪级；构造基本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要

求，局部有表面缺陷，工作无异常，应为犫级；连接方式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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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有严重缺陷，已导致焊缝或螺栓等发生明显变形、滑移、局

部拉脱、剪坏或裂缝，损坏程度较轻的评为犮级，损坏程度严重

的评为犱级。

（２）受力预埋件的构造合理，受力可靠，无变形、滑移、松

动或其它损坏，应为犪级，个别出现上述缺陷评为犫级；构造有

严重缺陷，已导致预埋件发生明显变形、滑移、松动或其它损

坏，损坏程度较轻的评为犮级，损坏程度严重的评为犱级。

３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侧向弯曲变形评定时，

应遵守下列规定：

（１）当桁架 （屋架、托架）挠度的实测值大于其计算跨度的

１／４００时，应验算其承载力。验算时，应考虑由弯曲变形产生的

附加应力的影响，并按下列原则评级：

１）若验算结果不低于犫级，仍可定为犫级，但宜附加观察

使用一段时间的限制。

２）若验算结果低于犫级限值１０％以内时评为犮级，等于或

超过１０％时评为犱级。

（２）对其他受弯构件的挠度或施工偏差造成的侧向弯曲，应

按表５．３．４的规定评级。

　　表５３４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按侧向弯曲变形程度评级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挠　度

主要受弯构件—

主梁、托梁等
＜犾０／５００

≥犾０／５０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５０

板和檩条等

犾０≤９犿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２０
≥犾０／１２０

犾０＞９犿 ＜犾０／３００
≥犾０／３０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５０

侧向弯曲

的矢高

预制屋面梁、

桁架或深梁
＜犾０／６００

≥犾０／６００

＜犾０／５００

≥犾０／５００，

＜犾０／３００
≥犾０／３００

　注：犾０表中为计算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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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５　钢筋混凝土构件按倾斜率评定时，应按表５．３．５的规定

评级：

表５３５　 钢筋混凝土构件按倾斜率评级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倾斜率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构件

倾斜率

主要承重构件 ＜０．５％ ≥０．５％，且＜０．７％≥０．７％，且＜１．１％ ≥１．１％

次要承重构件 ＜０．５％ ≥０．７％，且＜１．１％≥１．１％，且＜１．４％ ≥１．４％

５３６　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受力裂缝时，应按表５．３．６

的规定评级。

　　表５３６　　　钢筋混凝土构件按裂缝宽度的评级 （单位ｍｍ）

检查项目 环 境 构 件 类 别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受力主筋处

的弯曲裂缝

和轴拉裂缝

的宽度 （ｍｍ）

正常湿

度环境

钢筋混凝土 无裂缝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５０
≥０．５０

预应力混凝土 无裂缝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２０

高湿度

环境

钢筋混凝土 无裂缝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３０

预应力混凝土 无裂缝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１０

剪切裂缝 （ｍｍ）
任何湿

度环境

钢筋混凝土或

预应力混凝土
无裂缝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３０

　注：１表中的剪切裂缝系指斜拉裂缝，以及集中荷载靠近支座处出现的或深梁中出

现的斜压裂缝；

２高湿度环境系指露天环境，开敞式房屋易遭飘雨部位，经常受蒸汽或冷凝水作

用的场所 （如厨房、浴室、寒冷地区不保暖屋盖等）以及与土壤直接接触的部件等；

３冷拉Ⅱ、Ⅲ、Ⅳ级钢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宽度可放宽０．１ｍｍ。

４对板的裂缝宽度以表面量测值为准。

５３７　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下列情况的非受力裂缝，并

达到较严重程度时，评定为犮级；达到非常严重程度时，评定为

犱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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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因主筋锈蚀产生的沿主筋方向的裂缝，其裂缝宽度已大

于１ｍｍ。

２因温度或收缩等作用产生的裂缝，其宽度已比本标准表

５．３．６规定的弯曲裂缝犮级或犱级宽度值超出５０％，且分析表明

已显著影响结构的受力。

３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同时存在受力和非受力裂缝时，应

按本标准第５．３．６条及第５．３．７条分别评定其等级，并取其中较

低一级作为该构件的裂缝等级。

５３８　当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不论其裂

缝宽度大小，应直接定为犱级：

１受压区混凝土有压坏迹象；

２因主筋锈蚀导致构件掉角以及混凝土保护层脱落面积占保

护层总面积１０％以上。

５４　钢结构构件

５４１　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按承载力和稳定性两个验

算项目及构造和变形 （或倾斜率）等两个检查项目，分别评定每

一受检构件等级；对冷弯薄壁型钢结构、轻钢结构、钢桩以及地

处有腐蚀性介质的地区，还应以锈蚀作为检查项目评定其等级，

然后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５４２　当钢结构构件 （含连接）的安全性按承载力评定时，其

抗力 （犚）和作用效应 （γｏ犛）的比值大于等于１．０时，评为犪

级；比值小于１．０，大于等于０．９５时，评为犫级；比值小于

０．９５，大于等于０．９０时，评为犮级；比值小于０．９０时，评为

犱级。

在进行钢结构的倾覆、滑移、疲劳、脆断等的验算时，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当构件或连接出现脆性断裂或疲劳

开裂时，应直接定为犱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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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　当钢结构构件进行承载力验算时，应对材料的力学性能

（当有必要时）和锈蚀情况进行检测。实测钢构件截面有效值时，

应扣除因各种因素造成的截面损失。

５４４　当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稳定性评定时，应按表５．４．４

的规定评级。

　　表５４４ 钢结构构件按稳定性评级

构件类型 稳定性 设计规范允许值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受压构件

整体稳定 允许长细比 ＜１．０倍
≥１．０倍

＜１．１倍

≥１．１倍

＜１．２倍
≥１．２倍

局部稳定 允许宽厚比 ＜１．０倍
≥１．０倍

＜１．１倍

≥１．１倍

＜１．２倍
≥１．２倍

受拉构件 整体稳定 允许长细比 ＜１．０倍
≥１．０倍

＜１．１倍

≥１．１倍

＜１．２倍
≥１．２倍

受弯构件

整体稳定 抗弯强度设计值 ＜１．０倍
≥１．０倍

＜１．１倍

≥１．１倍

＜１．２倍
≥１．２倍

局部稳定 允许高厚比 ＜１．０倍
≥１．０倍

＜１．１倍

≥１．１倍

＜１．２倍
≥１．２倍

　注：此表内的设计规范允许值和评级仅适用于常规类型的构件。

５４５　当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构造评定时，应按连接方式和

构造缺陷进行综合评定。

连接方式正确，构造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要求，无缺陷，

评定为犪级；连接方式正确，构造略低于国家现行设计规范要

求，局部有表面缺陷，工作无异常，评定为犫级；连接方式不

当，构造有严重缺陷 （包括施工遗留缺陷），或构造和连接有裂

缝或锐角切口，或焊缝、螺栓或铆接有拉开、变形、滑移、松

动、剪切等损坏，达到较严重程度，评定为犮级；达到非常严重

程度，评定为犱级。

注：施工遗留的缺陷：对焊缝系指夹渣、气泡、咬边、烧穿、漏焊、

未焊透以及焊脚尺寸不足等；对铆钉或螺栓系指漏铆、漏栓、错位、错排

及掉头等；其他施工遗留的缺陷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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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６　钢结构构件应重点检查各连接节点的焊缝、螺栓、铆钉

等情况；应注意钢柱与梁的连接形式、支撑杆件、柱脚与基础连

接损坏情况，钢屋架杆件弯曲、截面扭曲、节点板弯折状况和钢

屋架挠度、侧向倾斜等偏差状况。

５４７　当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变形 （或倾斜率）评定时，应

遵守下列规定：

１当桁架 （屋架、托架）的挠度实测值大于桁架计算跨度的

１／４００时，应按本标准第５．４．２条验算其承载力。验算时，应考

虑由于挠度产生的附加应力的影响，并按下列原则评级：

（１）若验算结果不低于犫级，仍可定为犫级，但宜附加观察

使用一段时间的限制。

（２）若验算结果低于犫级限值１０％以内时评为犮级，等于或

大于１０％时评为犱级。

２当桁架侧向倾斜率实测值小于１／３００时，评定为犪级；倾

斜率大于等于１／３００，小于１／２５０时，评定为犫级；倾斜率大于

等于１／２５０，小于１／２００时，评定为犮级；倾斜率大于等于１／

２００，且有继续发展迹象时，应评定为犱级。

３对其他受弯构件的挠度或偏差造成的侧向弯曲，应按表

５．４．７－１的规定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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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４７－１　钢结构受弯构件按侧向弯曲变形评级

检查项目 构件类别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挠度

网架

屋盖

（短向）
＜犾０／３００

≥犾０／３００，

＜犾０／２００犾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５０

楼盖

（短向）
＜犾０／３００

≥犾０／３０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２００

主梁、托梁、

屋架、板
＜犾０／４００

≥犾０／４００，

＜犾０／３００

≥犾０／３０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５０；

或＞４５ｍｍ

其它梁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１８０

≥犾０／１８０，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５０

檩条等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１２０

≥犾０／１２０，

＜犾０／１００
≥犾０／１００

侧向弯

曲矢高

深　梁 ＜犾０／８００
≥犾０／８００，

＜犾０／６６０

≥犾０／６６０，

＜犾０／５００
≥犾０／５００

一般实腹梁 ＜犾０／７００
≥犾０／７００，

＜犾０／６００

≥犾０／６００，

＜犾０／５００
≥犾０／５００

　注：表中犾０为构件计算跨度；为犾狊网架短向计算跨度。

４当柱顶与垂直线的水平偏差 （或倾斜）实测值大于表

５．４．７－２所列的限值时，应按下列规定评级：

表５４７－２　 钢结构构件按水平偏差评级

检查项目 结构类别
柱顶与垂直线的水平偏差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结构平面内

的侧向位移

（ｍｍ）

单层建筑 ＜犺／５００
≥犺／５００，

＜犺／４００

≥犺／４００

＜犺／１５０

≥犺／１５０

或＞４０ｍｍ

多层建筑 ＜犺／５００
≥犺／５００

＜犺／３５０

≥犺／３５０

＜犺／２５０
≥犺／２５０

　注：１若该偏差与整个结构有关，应根据本标准第５．４．４条的评定结果，取与上部

承重结构相同的级别作为该柱的水平位移等级。

２若该位移只是孤立事件，则应在其承载能力验算中考虑此附加偏差的影响，并

根据验算结果按本条第１款的原则评级。

３若该偏差尚在发展，应直接定为犱级。

４表中犺为构件计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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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对因安装偏差或其他使用原因引起的柱的弯曲，当弯曲矢

高实测值大于柱的自由长度的１／６６０时，应在承载能力的验算中

考虑其所引起的附加弯矩的影响，并按本条第１款规定的原则

评级。

５４８　当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锈蚀程度评定时，除应按实测

有效截面验算其承载能力外，还应按构件主要受力部位因锈蚀横

截面积减少百分率进行评级。

　　表５４８　 钢结构构件按锈蚀的程度评级

等级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构件主要受力部

位锈蚀横截面积

减少百分数

无锈蚀
小于原横截

面积的５％

大于等于原横截面

积的５％，小于原横

截面积的１０％

大 于 等 于

原 横 截 面

积的１０％

５５　木结构构件

５５１　木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按承载力、构造及连接、变

形 （或倾斜率）、裂缝和纹理、腐朽和虫蛀等六个项目，分别评定

每一受检构件的等级，并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安全性等级。

５５２　当木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承载力评定时，其抗力 （犚）

和作用效应 （γｏ犛）的比值大于等于１．０时，评为犪级；比值小

于１．０，大于等于０．９５时，评为犫级；比值小于０．９５，大于等

于０．９０时，评为犮级；比值小于０．９０时，评为犱级。

在对木结构构件进行承载力验算时，应对木材的力学性能、

缺陷、腐朽、虫蛀和铁件的几何尺寸及其锈蚀情况进行检测。实

测木结构截面有效值时，应扣除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截面损失。

５５３　当木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构造及连接评定时，应分别根

据连接 （或节点）和屋架起拱值等检查项目，按表５．５．３的规定

评级，并取其中较低一级作为该构件构造的安全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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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５３　 木结构构件按构造评级

检查项目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连接

（或节点）

连接方式正确，

构造符合国家

现行设计规范

要求，无缺陷

连接方式正确，构

造略低于国家现行

设计规范要求，仅

有局部表面缺陷，

通风良好，工作无

异常

连接方式基本正

确，构造不符合

国家现行设计规

范要求，有表面

缺陷，工作异常

连接方式不当，构

造有严重缺陷 （包

括施工遗留缺陷），

已导致连接松弛变

形、滑移、沿剪切

面开裂或其他损坏

屋架起拱值
符合国家现行

设计规范要求

略不符合国家现行

设计规范要求，但

未发现因推力所造

成的影响

不符合国家现行

设计 规 范 要 求，

因推力所造成的

影响初步显现

严重不符合国家现

行设计规范要求，

且由其引起的推力

已使墙、柱等发生

裂缝或侧倾

５５４　当木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变形 （或倾斜率）评定时，应

按表５．５．４的规定评级。

　　表５５４　 木结构构件按变形 （或倾斜率）评级

检查项目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最大挠度

桁架 （屋架、托架）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１２０
≥犾０／１２０

主梁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１５０

≥犾
２
０／３０００犺０

或 ≥犾０／１５０

搁栅、檩条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２０

≥犾
２
０／２４００犺０
或 ≥／１２０

椽条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２０

≥犾０／１２０，

＜犾０／１００
≥犾０／１００

侧向弯曲

的矢高

柱或其他受压构件 ＜犾犮／２５０
≥犾犮／２５０，

＜犾犮／２００

≥犾犮／２００，

＜犾犮／１５０
≥犾犮／１５０

矩形截面梁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５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２００，

＜犾０／１５０
≥犾０／１５０

出平面

倾斜率 （量）
桁架 （屋架、托架）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００

且＜１５ｍｍ

≥１／２０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注：１表中犾０为计算跨度；犾犮为柱的无支长度；犺犼为截面高度；犎犺为桁架高度。

２表中侧向弯曲，主要是由木材生长原因或干燥、施工不当所引起的。

３评定结果取犮级或犱级，可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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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　当木结构构件按斜纹理或斜裂缝评定时，应依其斜率

（ρ），按表５．５．５的规定评级。

表５５５　 木结构构件按斜纹理或斜裂缝评级

检查项目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斜纹理或

斜裂缝

受拉构件 无斜纹理、裂缝 ρ＜３％ ３％≤ρ＜７％ ρ≥７％

受弯构件 无斜纹理、裂缝 ρ＜５％ ５％≤ρ＜１０％ ρ≥１０％

偏心受压构件 无斜纹理、裂缝 ρ＜７％ ７％≤ρ＜１５％ ρ≥１５％

轴心受压构件 无斜纹理、裂缝 ρ＜１０％ １０％≤ρ＜２０％ ρ≥２０％

５５６　当木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腐朽或虫蛀评定时，应按下列

规定评级：

１一般情况下，按表５．５．６的规定评级。

２当封入墙、保温层内的木构件或其连接已受潮时，即使木

材尚未腐朽，也应直接定为犱级。

　　表５５６　　木结构构件按腐朽、虫蛀状况评定安全性等级

检查项目 犪级 犫级 犮级 犱级

表层

腐朽

上部承重

结构构件
无腐朽

截面上的腐朽

面积小于等于

截 面 面 积

的３％

截面上的腐朽

面积大于３％，

小于或等于截

面面积的５％

截面上的腐朽面积

大于原截面面积的

５％，或按剩余面

积验算不合格

木柱 无腐朽

截面上的腐朽

面积小于等于

截 面 面 积

的５％

截面上的腐朽

面积大于５％，

小于或等于截

面面积的１０％

截面上的腐朽面

积大于原截面面

积的１０％

心腐 任何构件 无心腐
心腐横截面积

３％以上

心腐横截面积

５％以上

心 腐 横 截 面 积

１０％以上

虫　蛀 无蛀孔 仅有个别蛀孔
有蛀孔，损坏

程度较轻

有新蛀孔；或未见

蛀孔，且敲击有空

鼓音，或用仪器探

测，内有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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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房屋楼层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

６０１　房屋楼层结构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应根据各楼层 （包括地下

楼层和地基基础）结构构件的损坏情况、数量和对相连构件的影响

程度，以各楼层结构构件的安全性等级为依据进行综合评定。

６０２　房屋楼层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主要承重构件 （承重

墙、梁、柱）、次要承重构件 （自承重墙、楼屋盖板）、其他承重

构件 （门、窗过梁等）的安全等级、构件的数量和对楼层结构的

影响程度进行评定，详见表６．０．２。

　　表６０２　 楼层结构的安全性等级评定

楼层结构的

安全性等级

主要承重构件

（承重墙、梁、柱）

次要承重构件

（自承重墙、楼屋盖板）

其他承重构件

（门、窗过梁等）

犃犆 级

仅含犪级和犫级主要承

重构件，但∑犫＜３０％∑
总，且任一轴线 （或任

一跨）的犫级构件数量

小于该轴线 （或该跨）

构件总数的１／３。

仅含犪级和犫级构件，

但∑犫＜４０％∑总，且

任一 轴 线 （或 任 一

跨）的犫级构件数量

小于 该 轴 线 （或 该

跨）构件总数的２／５。

∑犫＜５０％∑总，

或∑犮＜３０％∑总。

犅犆 级

不含犱级主要承重构

件，３０％∑总≤∑犫，

或∑犮＜２０％∑总，且

任一 轴 线 （或 任 一

跨）犮级构件数量小

于该轴线 （或该跨）

构件总数的１／５。

不含犱级次要承重构

件，４０％∑总≤∑犫，

或∑犮＜３０％ ∑ 总，

且任一轴线 （或任一

跨）犫级和犮 级构件

数量分别小于该轴线

（或该跨）构件总数

的３／５和１／３。

∑犫≥５０％ ∑ 总，

或３０％∑总≤∑犮

＜５０％ ∑ 总，或

∑犱＜３０％∑总。

犆犆 级

２０％∑总≤∑犮＜５０％

∑总，或∑犱＜７．５％

∑ 总，且 任 一 轴 线

（或任一跨）的犮级和

犱级构件数量小于该

轴线 （或该跨）构件

总数的１／２和只１个。

３０％∑总≤∑犮＜６０％

∑总，或∑犱＜１０％∑
总，且任一轴线 （或

任一跨）的犮级和犱
级构件数量分别小于

该轴线 （或该跨）构

件总数的３／５和１／１０。

∑犮≥５０％ ∑ 总，

或３０％∑总≤∑犱

犇Ｃ级
∑犮≥５０％∑总，

或 ∑犱≥７．５％∑总
∑犮≥６０％∑总，

或 ∑犱≥１０％∑总
———

　注：∑犪、∑犫、∑犮、∑犱为相应等级构件的数量，∑总为同种构件数量的总和。

６２

犇犅１１／犜６３７－２００９



６０３　楼层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本章第６．０．２条的评定

结果，按下列原则确定：

１一般情况下，应依据楼层结构各类构件安全性等级的评级

结果进行统计后，综合评定楼层结构的安全性等级。

２当楼层结构按上款评为犅Ｃ 级，但若发现其所含的各种犮

级构件 （或其连接）处于下列情况之一时，宜将所评等级降为

犆犆 级。

（１）犮级构件沿某方位呈规律性分布，或过于集中在楼层的

某部位。

（２）犮级构件在交汇的节点连接。

（３）犮级构件存在于人群密集场所或其他破坏后果严重的

部位。

３当楼层结构按本条第１款评为犆Ｃ 级，而发现其犱级主要

承重或次要承重构件 （不分种类）集中出现在人群密集场所或其

他破坏后果严重部位，宜将所评等级降为犇Ｃ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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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房屋分部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房屋承重结构按地基基础 （含桩基和桩，以下同）和上

部承重结构 （或相邻的几个楼层，包括地下楼层，以下同）划分

为若干个分部结构，并应分别按本章第７．２节和７．３节规定的鉴

定方法和评级标准进行评定。

７１２　当需计算上部承重结构的作用效应，或需验算地基变形、

稳定性或承载力时，对地基的岩土性能标准值和地基承载力标准

值，应根据地勘报告的资料和数据，按国家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

取值。

７１３　当仅要求对某个分部结构的安全性进行鉴定时，该分部

结构与其它相邻分部结构之间的交接部位，也应进行检查，有问

题时应在鉴定报告中提出处理意见。

７２　地基基础

７２１　地基基础 （分部结构）的安全性鉴定，应包括地基、桩

基和斜坡三个检查项目，以及基础和桩两种主要构件。

７２２　当评定地基或桩基的安全性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１一般情况下，宜根据地基或桩基沉降观测资料或其不均匀

沉降在上部结构中的反应的检查结果进行鉴定评级。

２当现场条件适宜于按地基或桩基承载力进行鉴定评级时，

可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档案和有关检测资料的完整程度，适当补充

近位勘探点，进一步查明土层分布情况，并采用原位测试和取原

状土作室内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进行地基检验，根据以上资料

并结合当地工程经验对地基、桩基的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若现

场条件许可，尚可通过在基础 （或承台）下进行载荷试验以确定

地基 （或桩基）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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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当发现地基受力层范围内有软弱下卧层时，应对软弱下卧

层地基承载能力进行验算。

４对建造在斜坡上或毗邻深基坑的建筑物，应验算地基稳

定性。

７２３　当有必要单独鉴定基础 （或桩）的安全性时，应遵守下

列规定：

１对浅埋基础 （或短桩），可通过开挖进行检测和鉴定。

２对深基础 （或长桩），可根据原设计、施工、检测和工程

验收的有效文件进行分析。也可向原设计、施工、检测人员进行

核实；或通过小范围的局部开挖，取得其材料性能、几何参数和

外观质量的检测数据。若检测中发现基础 （或桩）有裂缝、局部

损坏或腐蚀现象，应查明其原因和程度。根据以上核查结果，对

基础或桩身的承载能力进行验算和分析，并结合工程经验作出综

合评价。

３若现场条件许可，可通过低应变检测对桩身完整性及桩长

进行评价。

７２４　当地基 （或桩基）的安全性按地基变形 （房屋沉降）观

测资料或其上部结构反应的检查结果评定时，应按下列规定

评级：

犃犫 级———沉降量或沉降差小于ＧＢ５０００７－２００２ 《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规定的允许限值。房屋无不均匀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或虽有不均匀沉降裂缝、变形或位移，但连续６０犱沉

降速度小于１ｍｍ／１００犱时；或地上结构砌体不均匀沉降裂缝宽

度小于３ｍｍ，无扩展迹象。

犅ｂ级———沉降量或沉降差大于ＧＢ５０００７－２００２ 《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规定的允许限值。连续６０犱地基沉降速度大于

等于１ｍｍ／１００犱，小于２ｍｍ／３０犱，总沉降量小于１０ｍｍ；或地

上结构砌体不均匀沉降裂缝宽度小于５ｍｍ，无扩展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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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ｂ级承载能———沉降量或沉降差大于ＧＢ５０００７－２００２ 《建

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规定的允许限值。连续６０犱地基沉降速

度大于等于２ｍｍ／３０犱，小于４ｍｍ／３０犱，沉降总量大于等于

１０ｍｍ，小于２０ｍｍ；或房屋地上结构砌体部分有宽度大于等于

５ｍｍ、小于１０ｍｍ的不均匀沉降裂缝，且有扩展迹象。

犇ｂ级———沉降量或沉降差远大于ＧＢ５０００７－２００２ 《建筑地

基基础设计规范》规定的允许限值。连续６０犱地基沉降速度大

于等于４ｍｍ／３０犱，沉降总量大于２０ｍｍ，短期内无收敛迹象；

或地基连续６０犱 产生不稳定滑移，水平位移总量大于等于

１０ｍｍ，并对上部结构有显著影响，且仍有继续滑动迹象；或地

上主要承重构件的不均匀沉降裂缝达到犱级构件的限值，且房

屋整体结构倾斜率大于１％，地基处于危险状态。

７２５　当地基 （或桩基）的安全性按其承载能力评定时，可根

据本标准第７．２．２条规定的检测或验算分析结果，采用下列标准

评级：

１当承载能力符合ＧＢ５０００７－２００２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或ＪＧＪ９４－２００８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的规定时评为犃ｂ

级；低于规范规定值５％以内时评为犅ｂ级，低于规范规定值５％

至１５％间时评为犆ｂ级，低于规范规定值１５％以外时评为犇ｂ级。

７２６　当地基基础 （或桩基础）的安全性按基础 （或桩）评定

时，宜根据下列原则进行鉴定评级：

１对浅埋的基础或桩，宜根据抽样或全数开挖的检查结果，

按本标准第５章同类材料结构构件的有关项目评定每一受检基础

或单桩的等级，并按样本中所含的各个等级基础 （或桩）的百分

比，按下列原则评定该种基础或桩的安全性等级：

犃ｂ 级 不含犮级及犱级基础 （或单桩），可含犫级基础 （或单

桩），但含量不大于３０％；

犅ｂ级 不含犱级基础 （或单桩），可含犮级基础 （或单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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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含量不大于１５％；

犆ｂ级 可含犱级基础 （或单桩），但含量不大于５％；

犇ｂ级犱级基础 （或单桩）的含量大于５％。

注：当按本款的规定评定群桩基础时，括号中的单桩应改为

基桩。

２在下列情况下，可不经开挖检查而直接评定一种基础 （或

桩）的安全性等级：

（１）当地基 （或桩基）的安全性等级已评为犃ｂ 级或犅ｂ 级，

且房屋周边邻近无软弱土质、流砂层或地下工程影响时，可取与

地基 （或桩基）相同的等级。

（２）当地基 （或桩基）的安全性等级已评为犆ｂ 级或犇ｂ 级，

且根据经验可以判断基础或桩也已损坏时，可取与地基 （或桩

基）相同的等级。

７２７　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按地基稳定性 （斜坡）项目评级时，

应按下列标准评定：

犃ｂ级建筑场地地基稳定，无滑动迹象及滑动史。

犅ｂ级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曾有过局部滑动，经治理后己

停止滑动，且近期评估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滑动。

犆ｂ级 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发生过滑动，目前虽已停止滑

动，但若触动诱发因素，今后仍有可能再滑动。

犇ｂ级 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发生过滑动，目前又有滑动或

滑动迹象。

７２８　地基基础 （分部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本节对地

基基础 （或桩基、桩身）和地基稳定性的评定结果，按其中最低

一级确定。

７３　上部承重结构

７３１　对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鉴定评级时，应根据各楼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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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安全性等级、上部承重结构整体性等级和倾斜率评级结果进

行综合评定。

７３２　当评定上部承重结构的整体性等级时，应按表７．３．２的

规定，先评定其每一检查项目的等级，然后按下列原则确定其整

体性等级：

１若四个检查项目均不低于犅ｂ级，可按占多数的等级确定。

２若仅一个检查项目低于犅ｂ级，可根据实际情况定为犅ｂ级

或犆ｂ级。

３若不止一个检查项目低于犅ｂ级，可根据实际情况定为犆ｂ

级或犇ｂ级。

　　表７３２ 上部承重结构按整体性评级

检查项目 犃ｂ级 犅ｂ级 犆ｂ级 犇ｂ级

结构布置、

支 撑 系 统

（或其它抗

侧力系统）

的布置

布置合理，形成

完整系统，且结

构选型及传力路

线设计正确，符

合现行设计规范

的要求

结构布置基本合

理，传力路线设

计基本正确，基

本符合现行设计

规范的要求

布置不太合理，

有个 别 薄 弱 环

节，结构选型和

传力路线设计有

缺陷，与现行设

计规范的要求有

较大差距

布置不合理，有

较多 的 薄 弱 环

节，或 结 构 选

型、传力路线设

计不当，不符合

现行设计规范的

要求

支 撑 系 统

（或其它抗

侧力系统）

的构造

构件的稳定性及

连接构造符合现

行设计规范要求，

无残损或施工缺

陷，能够传递各

种侧向作用

构件的稳定性及

连接构造基本符

合现行设计规范

要求，无明显残

损或 施 工 缺 陷，

基本能够传递各

种侧向作用

构件的稳定性及

连接构造与现行

设计规范的要求

较大差距，或构

件连接有缺陷，

不能完全传递各

种侧向作用

构件的稳定性及

连接构造不符合

现行设计规范要

求，或构件连接

已失效或有严重

缺陷，不能传递

各种侧向作用

圈梁构造

截面尺寸、配筋

及材料强度等符

合现行设计规范

要求，无裂缝或

其它残损，能起

封闭系统作用

截面尺寸、配筋

及材料强度基本

符合现行设计规

范要求，无明显

裂缝或其它残损，

基本能起封闭系

统的作用

截面尺寸、配筋

或材料强度不太

符合现行设计规

范要求，或有局

部开裂、钢筋锈

蚀等其它残损，

不能完全起封闭

系统作用

截面尺寸、配筋

或材料强度不符

合现行设计规范

要 求， 或 已 开

裂，或有其它残

损，或不能够起

封闭系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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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检查项目 Ａｂ级 Ｂｂ级 Ｃｂ级 Ｄｂ级

结 构 间 的

联系

设计合理、无疏

漏；锚固、连接

方式正确，无松

动 变 形 或 其 它

残损

设计 基 本 合 理；

锚固和连接方式

基本正确，无明

显松动变形或其

它残损

设计不太合理，

有个别处疏漏；

锚固和连接不太

符合要求，由局

部松 动 变 形 或

残损

设计不合理、多

处疏漏；锚固、

连接不当，或已

松动变形，或已

残损

７３３　对于多、高层房屋，当按照本标准第７．３．１条规定，上

部承重结构评定为犃ｂ 级或犅ｂ 级，但结构整体倾斜率实测值超

过表７．３．３界限，应按下列原则进行鉴定评级：

１有部分构件 （含连接）出现裂缝、变形或其他局部损坏迹

象，损坏程度较轻时评为犆ｂ级，损坏程度严重时评为犇ｂ级。

２尚未发现上款所述情况时，应进一步作计入该倾斜量影响

的结构内力验算分析，并按本标准第５章的规定，验算各构件的

承载力，若验算结果均不低于犫级，仍可定该结构为犅ｂ 级，但

宜附加观察使用一段时间的限制。若构件承载能力的验算结果有

部分低于犅ｂ级时，应定为犆ｂ级。

注：对某些构造复杂的砌体结构，若按本条第２款要求进行验算分析

有困难，也可直接按表７．３．３规定的界限值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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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３３　 各类结构按房屋结构的整体倾斜率评级

结构类别
倾斜率

犃ｂ级 犅ｂ级 犆ｂ级 犇ｂ级

钢筋混凝

土结构

单层 ≤０．２５％＞０．２５％；≤０．６％＞０．６％；≤１％＞１％

多层 ≤０．２２％＞０．２２％；≤０．６％＞０．６％；≤１％＞１％

高层

框架 ≤０．１８％＞０．１８％；≤０．６％＞０．６％；≤１％＞１％

框架

剪力墙
≤０．１４％＞０．１４％；≤０．６％＞０．６％；≤１％＞１％

砌体结构

单层

墙 ≤０．３６％＞０．３６％；≤０．７％＞０．７％；≤１％＞１％

柱 ≤０．２９％＞０．２９％；≤０．６％＞０．６％；≤１％＞１％

多层

墙 ≤０．４％ ＞０．４％；≤０．７％ ＞０．７％；≤１％＞１％

柱 ≤０．３％ ＞０．３％；≤０．６％ ＞０．６％；≤１％＞１％

木结构 ≤０．５％ ＞０．５％；≤０．７％ ＞０．７％；≤１％＞１％

单层排架平面外侧倾 ≤０．１３％＞０．１３％；≤０．６％＞０．６％；≤１％＞１％

７３４　上部承重结构安全性等级的综合评定，按各楼层结构安

全性等级、整体性等级和整体倾斜率评级中最低的等级作为上部

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若多层或高层房屋中底层为犆ｂ 级时，

宜将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评定降为犇ｂ级。

７３５　当上部承重结构按上款评为犅ｂ 级，但若发现其主要承

重构件所含的各种犮级构件 （或其连接）处于下列情况之一时，

宜将所评等级降为犆ｂ级。

１犮级构件沿建筑物某方位呈规律性分布，或过于集中在结

构的某部位。

２出现犮级构件交汇的节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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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房屋结构的安全性综合鉴定评级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综合鉴定评级，应根据其地基基

础和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结合与房屋整体结构安全有关

的周边邻近地下工程的影响进行评级。

８１２　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以幢为鉴定单位，按建筑面积进

行计量。

８２　 等级划分

８２１　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分为犃 级 （安全）房屋、

犅级 （有缺陷）房屋、犆级 （局部危险）房屋和犇 级 （整体危

险）房屋四个等级。

１犃级 （安全）房屋：整体结构安全可靠，无犮、犱级构件，

房屋整体结构在正常荷载作用下可安全使用。

２犅级 （有缺陷）房屋：整体结构安全，无犱级主要承重构

件，房屋整体结构在正常荷载作用下可安全使用。

３犆级 （局部危险）房屋：部分结构构件承载力不能满足正

常使用要求，局部结构出现险情，有局部倒塌破坏的可能。

４犇级 （整体危险）房屋：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

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有随时倒塌破坏的可能。

８３　综合鉴定评级原则和处理意见

８３１　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本标准第７章的地

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的评定结果，按其中较低等级进行评定：

１犃级 （安全）房屋：上部结构和地基基础均为犃ｂ级。

２犅级 （有缺陷）房屋：上部结构为犅ｂ 级楼层，或地基基

础为犅ｂ级，虽不会造成房屋结构整个或局部破坏，但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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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犆级 （局部危险）房屋：上部结构为犆ｂ 级楼层；或地基

基础为犆ｂ级。

４犇级 （整体危险）房屋：上部结构为犇ｂ 级楼层；或地基

基础为犇ｂ级。

８３２　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结合房屋周边邻近地下

工程影响的程度，对本标准第８．２．１条中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

等级评定结果进行修正：

１房屋处于有危房的建筑群中，且直接受到其威胁，应将房

屋整体结构的安全等级降一级处理。

２房屋周边邻近土体失稳或地基沉降，直接危及到房屋的自

身安全，应将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等级降一级处理。

３处于地下工程的影响Ⅱ区以内，且地基土质较差 （为软弱

土、或有流砂层），或地下工程施工支护措施不够，应将房屋整

体结构的安全等级降一级处理。

６３

犇犅１１／犜６３７－２００９



附录犃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报告编写要求

犃１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报告的组成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报告由封皮、基本情况及鉴定结论、房屋

概况、检测鉴定的依据和检测设备、检测鉴定范围及内容现场检

查检测结果、复核验算结果、房屋损坏原因分析和房屋结构构

件、房屋楼层结构、房屋分部结构及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鉴定

评级，房屋结构安全鉴定结论和处理意见等十四个部分组成。

犃２　封　皮

犃２１　封面上应有项目负责人、审核人、批准人三级签字。

犃２２封面上填写签发机构全称，盖鉴定专用章、骑缝章和首页

鉴定结论部分盖章。

犃３　基本情况及鉴定结论

犃３１　基本情况的表头应如实填写。

犃３２　结构类型一般分为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砖混结

构、砖木结构、木结构和其它结构。

犃３３　写明鉴定委托人 （单位）和委托鉴定的内容、范围和

目的。

犃３４　鉴定结论中要简要说明被鉴定房屋的名称、座落地点、

建筑年代、结构类型和建筑面积。简要叙述房屋损坏项目，对房

屋的结构安全有无影响，如有对房屋的结构安全有影响的损坏，

应对损坏情况和量值进行概述，并依据本标准和其他相关技术标

准 （规范、规程）的相关条款，给出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

等级。

犃３５　应简要写明处理意见。

犃３６　签字栏中的项目负责人、审核人、编写人及参加鉴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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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必须本人手签。

犃４　房屋概况

犃４１　房屋概况 （包括房屋坐落的地址或位置、建筑年代、楼

层数、结构类型、建筑面积、长度、宽度、层高、开间尺寸和进

深、设计和施工单位、地基和基础、墙体 （柱体）、楼盖和屋盖、

圈梁和构造桩、抗震设防等级、立面照片和平面图）应详细填

写，不知道的内容须注明 “不详”。

犃４２　房屋建筑面积以 ｍ
２ （平方米）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长度、高度和开间等尺寸以ｍ （米）为单位，保留小数点

后两位。

犃４３　基础部分要写明基础的类型、埋深、材料和做法，以及

材料的强度等级。

１基础的类型主要有条形基础、独立基础、箱型基础、筏型

基础和桩基础等。

２基础埋深是指室外地坪至基础底面的高度，基础埋深不能

加负号。

３材料一般有钢筋混凝土、混凝土、粘土砖、毛石和灰

土等。

４材料的强度等级应采用新的计量单位，旧的计量单位可用

括号注明。

犃４４　墙体部分要按类型写明墙体的厚度、所用的材料、做法

和材料的强度等级。

１墙体的厚度通常有１２０ｍｍ、２４０ｍｍ、３７０ｍｍ （３６０ｍｍ）、

４９０ｍｍ （４８０ｍｍ）等规格。

２所用的材料主要有钢筋混凝土、混凝土、粘土砖、灰砂

砖、石块或碎砖头等。

３施工方法有预制、现浇和砌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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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材料的强度等级应采用新的计量单位，旧的计量单位可用

括号注明。

犃４５　柱子要写明形状和截面尺寸、所用的材料和材料的强度

等级。

１柱子的材料一般有木材、砖、钢筋混凝土、素混凝土和型

钢等。

２施工方法有预制、现浇和砌筑等。

犃４６　梁要写明截面形状、截面尺寸和跨度，所用的材料和材

料的强度等级。

１梁的材料一般用木材、砖、钢筋混凝土或型钢等。

２施工方法有预制、现浇和砌筑等。

犃４７　楼板和屋盖部分要写明结构类型、所用的材料、强度

等级。

楼盖和屋盖的类型一般为预制的预应力和非预应力钢筋混凝

土圆孔板、加气混凝土板、现浇钢筋混凝土板、木楼板、木屋

盖、砖拱、折板或壳体等。

犃４８　圈梁要写明设置情况、截面尺寸、配筋，砌筑砂浆和混

凝土的强度等级。

犃４９　附房屋立面照片和平面图

１房屋立面照片应放在房屋概况后面。楼房必须附照片，平

房可酌情处理。

２房屋平面图可设计平面的复印件。无原设计平面图时，应

用ＣＡＤ或 ＷＯＲＤ等绘图软件绘制，放在此栏内或报告最后页。

犃５　鉴定检测的依据和检测设备

犃５１　写明本次检测鉴定所依据的技术标准 （规范或规程）。

本次检测鉴定需采用的必须写明，未采用的不能写入。

犃５２　写明本次检测鉴定所使用的工具、仪器、名称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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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明每个工具或仪器的检测项目。

犃６　检测、鉴定范围及内容

犃６１　写明本次现场检查的范围、内容、方案和要求。

犃６２　写明本次现场检测构件类型、项目、位置和方法。

犃７　现场检查检测结果

犃７１　写明现场检查检测的时间。

犃７２　现场检查检测分为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测。

犃７３　现场检查是指目测和用尺子等简单测量工具对所鉴定的

房屋进行直观检查。

１现场检查检测原则上要从基础往上详细检查、记录。梁、

柱、板、墙体等重要结构构件不论有无问题，均应写明。没有问

题要写明未发现问题，如因客观条件不能查看，要写明未查的

原因。

２在编写检测结果时，要按损坏程度归类，一般损坏在前，

严重损坏 （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的损坏）在后，要绘制损坏及裂缝

示意图或拍摄照片，要标明裂缝的起点和走向，注明损坏或裂缝

的宽度和位置尺寸，示意图要按照建筑工程制图的方法采用正投

影绘图，轴线、尺寸及图标要写清楚，每一个图件附一个图标，

标明编号和内容。检测到的损坏情况要逐条的写清楚，附图或照

片放在损坏情况的后面。

３现场检查检测结果要全面、细致、准确，对于房屋的损

坏，必须有详细的文字描述及数量、数值。描述裂缝状况要全

面，要对裂缝的位置、长度、宽度、深度及其走向进行描述。裂

缝的长度、宽度和深度要有具体数值，宽度在０．１ｍｍ以下时，

可用裂缝微细或微细裂缝描述。裂缝的走向用横向、竖向、斜

向、纵向等来描述。禁用水平、垂直、轻、重等不确切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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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现场检查要根据构件和楼层等列表记录，详细填写检测项

目和数据。

５严禁只对损坏进行笼统概述。

犃７４　现场检测是指用检测工具和仪器 （如刻度放大镜、回弹

仪、钢筋探测仪、经纬仪、水准仪等）对所鉴定房屋的结构进行

现场检测。

１采用全站仪、经纬仪、吊锤等仪器和工具测量房屋整体结

构或墙体的倾斜率。

２采用回弹法、贯入法等检测房屋墙体砌筑砖和砂浆的

强度。

３采用回弹法、超声法等检测房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强度。

４采用钢筋探测仪检测钢筋混凝土楼板和钢筋混凝土梁的配

筋情况，保护层厚度。

５采用酚酞试剂法检测钢筋混凝土构件和砂浆的碳化深度。

犃７５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需进行现场检查检测，未进行检查检

测的，必须说明原因。鉴定报告中只采用现场检测结果的数据，

检测报告应存档。

犃７６　当现场检查检测不能满足鉴定需要时，可委托有资质的

试验室进行材性试验和结构模拟试验等。

犃８　复核验算结果

犃８１　复核验算根据鉴定的需要而定，依据现场检查检测结果

及现行的规范或标准，对房屋结构构件的强度、刚度或稳定性进

行验算。

犃８２　在报告中要写明验算的依据、模型、过程和验算结果，

不附验算书，验算书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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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９　房屋损坏原因分析和结构构件鉴定评级

犃９１　根据现场检查检测 （或试验）及复核验算的结果，对房

屋存在的缺陷及损坏 （视其对房屋结构安全影响的程度）逐条进

行归类、综合分析，说明损坏原因。

犃９２　根据鉴定标准的相关条款和规定的限值，评定构件的安

全性等级，并写明依据的具体条款 （包括内容和数值）。

犃１０　房屋楼层、分部和整体结构的安全性鉴定评级

犃１０１　根据房屋结构构件的安全性评定结果，按楼层、分部

和整体结构的评定方法及相关条款，对房屋的楼层、分部和整体

结构进行安全性等级评定。

犃１１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结论

犃１１１　根据房屋损坏的性质、类别、原因分析进行总结，不

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的损坏为一部分，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的损坏为

另一部分。

犃１１２　对房屋的安全性作出鉴定评级时，须写明评定的级别

和依据的相关条款，并注明具体内容。

犃１１３　被鉴定为Ｃ级 （局部危险）和Ｄ级 （整体危险）的房

屋，要立即向房屋所有权人 （管理人和使用人）发放危房通知

书，要求立即进行加固，或采取其它措施。

犃１２　处理意见

处理意见一般写原则意见，说明要加固解危、拆除重建或进

行修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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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房屋结构安全鉴定调查表

房屋

概况

名称 设计

地点 施工

用途 监理

竣工日期 设防烈度／场地土类别

建筑

建筑面积 檐高

平面形式 女儿墙顶标高

地上层数 首层标高 层高

地下层数 基本柱距／开间尺寸

总长宽 屋面防水

地基

基础

地基土 基础形式

地基处理 基础埋深

冻胀类别 地下水

上部

结构

主体结构 屋盖

附属结构 墙体

构
件

梁板

桁架

柱墙

连接

梁－柱、屋架－柱

梁－墙、屋架－墙

其他连接

结构整体

性构造

抗侧力系统

圈梁

抗震设

防情况

图纸

资料

施工图 地勘报告

设工图 施验记录

标准、

规范
设计计算

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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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环境

邻近工程

腐蚀性

介质

使用

历史

用途变更

改扩建 修缮

荷载变更 灾害

主要

问题

委托方

意见

相关方

意见

鉴 定 目

的、要 求

和 主 要

内容

鉴定单位：　　　　　　　项目负责人：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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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犆　既有结构上荷载标准值的确定

犆０１　按本附录确定的结构上的荷载适用于既有房屋下列情况

的验算：

１结构或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及其加固设计；

２与房屋改变用途或改造有关的结构安全性鉴定及加固

设计。

犆０２　对既有结构上的荷载标准值的取值，除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０９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版）《建筑结构荷载规范》（以下简称 《荷载规

范》）的规定外，尚应遵守本附录的规定。

犆０３　结构和构件自重的标准值，应根据构件和连接的实际尺

寸，按材料或构件单位自重的标准值计算确定。对不便实测的某

些连接构造尺寸，允许按结构详图估算。

犆０４　常用材料和构件的单位自重标准值，应按 《荷载规范》

的规定采用。当规范规定值有上、下限时，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１当其效应对结构不利时，取上限值；

２当其效应对结构有利 （如验算倾覆、滑移、浮起等）时，

取下限值。

犆０５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材料和构件的自重标准值应按

现场抽样称量确定：

１现行荷载规范尚无规定；

２自重变异较大的材料或构件，如现场制作的保温材料、混

凝土薄壁构件等；

３有理由怀疑规定值与实际情况有显著出入时。

犆０６　现场抽样检测材料或构件自重的试样，不应少于５个。

当按检测的结果确定材料或构件自重的标准值时，应按下列规定

进行计算：

１当其效应对结构不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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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犽，狊狌狆＝犿犵＋狋／ （槡狀犛犵）（Ｃ．０．６－１）

式中ｇｋ，ｓｕｐ———材料或构件自重的标准值；

ｍｇ———试样称量结果的平均值；

Ｓｇ———试样称量结果的标准差；

ｎ———试样数量 （样本容量）；

ｔ———考虑抽样数量影响的计算系数，按表Ｃ．０．６采用。

２当其效应对结构有利时

ｇｋ，ｓｕｐ＝ｍｇ－ｔ／ （槡ｎＳｇ）（Ｃ．０．６－２）

表犆０６　 计算系数狋值

狀 狋值 狀 狋值 狀 狋值 狀 狋值

５ ２．１３ ８ １．８９ １５ １．７６ ３０ １．７０

６ ２．０２ ９ １．８６ ２０ １．７３ ４０ １．６８

７ １．９４ １０ １．８０ ２５ １．７１ ＞６０ １．６７

犆０７　对非结构的构、配件，或对支座沉降有影响的构件，若

其自重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应取其自重标准值犵犽，狊狌狆＝０。

犆０８　当对本附录Ｃ．０．１规定的各种情况进行加固设计验算

时，对不上人的屋面，应考虑加固施工荷载，其取值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当估计的荷载低于 《荷载规范》规定的屋面均布活荷载或

集中荷载时，应按 《荷载规范》的规定值采用。

２当估计的荷载高于 《荷载规范》规定值时，应按实际情况

采用。

若施工荷载过大时，宜采取措施降低施工荷载。

犆０９　当对结构或构件进行安全性验算时，其基本雪压和风压

值应按 《荷载规范》采用。

犆０１０　当对本附录Ｃ．０．１规定的各种情况进行加固设计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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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基本雪压值、基本风压值和楼面活荷载的标准值，除应按

《荷载规范》的规定采用外，尚应按下一目标使用期，乘以本附

录表Ｃ．０．１０的修正系数ｋｔ予以修正。

下一目标使用期，应由委托方和鉴定方共同商定。

表犆０１０　　　　基本雪压 基本风压及楼面活荷载的修正系数犽狋

下一目标试用期狋（年） １０ ２０ ３０－５０

雪荷载或风荷载 ０．８５ ０．９５ １．０

楼面活荷载 ０．８５ ０．９０ １．０

　注：对表中未列出的中间值，允许按插值确定，当狋＜１０时，按狋＝１０确定ｋ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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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犇　既有结构构件材料强度标准值的确定

犇０１　当需在既有房屋中检测某种构件的材料强度时，除应按

该类材料结构现行检测标准的要求，选择适用的检测方法外，尚

应遵守下列规定：

１受检构件应随机地选自同一总体 （同批）；

２在受检构件上选择的检测强度部位应不影响该构件承载；

３当按检测结果推定每一受检构件材料强度值 （即单个构件

的强度推定值）时，应符合该现行检测方法的规定。

犇０２　当按检测结果确定构件材料强度的标准值时，应遵守下

列规定：

１当受检构件仅２～４个，且检测结果仅用于鉴定这些构件

时，应取受检构件强度推定值中的最低值作为材料强度标准值。

２当受检构件数量 （狀）不少于５个，且检测结果用于鉴定

一种构件时，应按下式确定其强度标准值 （犳ｋ）：

犳ｋ＝ｍ犳－犽·ｓ

式中：

犿ｆ———按狀个构件算得的材料强度均值；

狊———按狀个构件算得的材料强度标准差；

犽———与α、犆和狀有关的材料标准强度计算系数，可由表

Ｄ．０．２查得；

α———确定材料强度标准值所取的概率分布下分位数，一般

取α＝０．０５；

犆———检测所取的置信水平，对钢材，可取犆＝０．９０；对混

凝土和木材，可取犆＝０．７５；对砌体，可取犆＝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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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犇０２　 计算系数犽值

狀
犽值

犆＝０．９ 犆＝０．７５ 犆＝０．６
狀

犽值

犆＝０．９ 犆＝０．７５ 犆＝０．６

５ ３．４００ ２．４６３ ２．００５ １８ ２．２４９ １．９５１ １．７７３

６ ３．０９２ ２．３３６ １．９４７ ２０ ２．２０８ １．９３３ １．７６４

７ ２．８９４ ２．２５０ １．９０８ ２５ ２．１３２ １．８９５ １．７４８

８ ２．７５４ ２．１９０ １．８８０ ３０ ２．０８０ １．８６９ １．７３６

９ ２．６５０ ２．１４１ １．８５８ ３５ ２．０４１ １．８４９ １．７２８

１０ ２．５６８ ２．１０３ １．８４１ ４０ ２．０１０ １．８３４ １．７２１

１２ ２．４４８ ２．０４８ １．８１６ ４５ １．９８６ １．８２１ １．７１６

１５ ２．３２９ １．９９１ １．７９０ ５０ １．９６５ １．８１１ １．７１２

犇０３　当按狀个受检构件材料强度标准差算得的变异系数：对

钢材大于０．１０，对混凝土、砌体和木材大于０．２０时，不宜直接

按 （Ｄ．０．２）式计算构件材料的强度标准值，而应先检查导致离

散性增大的原因。若查明系混入不同总体 （不同批）的样本所

致，宜分别进行统计，并分别按 （Ｄ．０．２）式确定其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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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犈　单个构件的划分

犈０１　民用建筑的单个构件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基础

（１）独立基础 ——— 一个基础为一个构件；

（２）墙下条形基础 ——— 一个自然间的一轴线为一构件；

（３）带壁柱墙下条形基础 ———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４）单桩 ——— 一根为一构件；

（５）群桩 ——— 一个承台及其所含的基桩为一构件；

（６）筏形基础和箱形基础 ——— 一个计算单元为一构件。

２墙

（１）砌筑的横墙 ——— 一层高、一自然间的一轴线为一

构件；

（２）砌筑的纵墙 （不带壁柱）——— 一层高、一自然间的一

轴线为一构件；

（３）带壁柱的墙 ———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４）剪力墙 ———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３柱

（１）整截面柱 ——— 一层、一根为一构件；

（２）组合柱 ——— 一层、整根 （即含所有柱肢）为一构件。

４梁式构件

一跨、一根为一构件；若仅鉴定一根连续梁时，可取整根为

一构件。

５板

（１）预制板 ——— 一块为一构件；

（２）现浇板 ———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３）木楼板、木屋面板 ——— 一开间为一构件。

６桁架、拱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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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榀为一构件。

７网架、折板、壳

一个计算单元为一构件。

犈０２　本附录所划分的单个构件，应包括构件本身及其连接、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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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犉　房屋整体结构和构件倾斜率的测算

犉０１　构件倾斜率的测算

由于施工的误差和面层装修，砌体结构和现浇混凝土结构构

件的外形会出现较大的变异，在对这些构件的检测时，必须尽量

消除由于这些构件外形变异而造成的检测误差，其倾斜率按下列

法测定和计算。

下列示意图为两个不规则倒梯形，表示墙体或柱体的横截面，

虚线为过倒梯形的左、右两个顶点和上底边中点的垂直线，点划线

为过倒梯形上、下底边中点的连接中线，垂直线与倒梯形 （横截面）

的左、右两边线及中线的夹角 （即所测倾斜角）分别为β、α和γ。

在示意图１所示状态 （两侧倾斜方向不同时）时，γ＝ （α－β）／２，

即构件的倾斜率等于构件两面同一对应位置处表面测得倾斜率之差

的二分之一，倾斜方向与倾斜率较大的一侧相同。在示意图２所示

状态 （两侧倾斜方向相同时）时，γ＝ （α＋β）／２，即构件的倾斜率

等于构件两面同一对应位置处表面测得倾斜率之和的二分之一，倾

斜方向相同。

示意图１

　　　　　　
示意图２

犉０２　一根柱体的倾斜率按上述方法测定即可。

犉０３　一面墙体的倾斜率应取此面墙体左、右两端和中间位置

倾斜率的平均值 （注意倾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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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０４　一座房屋整体结构在某一方向的倾斜率应为这座房屋中

心面在这个方向上的倾斜率，其值应根据此房屋中心面两侧外墙

倾斜率的数值和方向，按上述方法计算所得。若房屋过长，且中

部有从房顶至房底的基础不均匀沉降竖向裂缝，在计算倾斜率时

应考虑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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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ＧＢ５０００３－２００１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０３　 《木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０７－２００２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０９－２００１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０２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０３　 《钢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４４－２００８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ＧＢ５０２９２－１９９９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ＧＢ５０３００－２００１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ＧＢ／Ｔ５０３１５－２００１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ＧＢ／Ｔ５０３４４－２００４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ＪＧＪ８－２００７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ＪＧＪ１２０－９９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ＪＧＪ１２５－９９　 （２００４年版）《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ＹＢ９２５７－９６　 《钢结构检测评定及加固规范》

ＤＢ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ＣＥＣＳ２０：９０　 《蒸压灰砂砖砌体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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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执行本规范条文时，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

便执行中区别对待。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用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它有关规定执行时，

其写法为 “应该……执行”或 “应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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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北京市建设工程的规模一直处在全国的首位，投入使用

的房屋总量不断增大，这些房屋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

因周边邻近地下或地上工程的影响、自身使用条件或结构的改变

而带来的安全问题，为科学鉴定房屋的安全性，确保房屋的使用

安全，特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既有房屋是指已投入使用的房屋。安全鉴定包括危房鉴

定和应急鉴定。周边邻近地质条件改变指在房屋附近进行基坑和

沟槽开挖、降水和回灌等施工作业。其他需要安全鉴定的房屋是

指除本标准提到的可进行安全鉴定房屋以外的其他房屋，如相关

法规或政府部门规定的须进行安全鉴定的房屋；结构拆改的房

屋；出现结构裂缝或倾斜等损坏可能影响安全的房屋；申请人

（单位、个人或法院）因某种需要和要求提出进行安全鉴定的

房屋。

１０３　 “有特殊要求的建筑”系指高温、高湿、强震、腐蚀等

特殊环境下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偶然作用”系指地震、泥石流、

洪水、风暴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和火灾、爆炸、撞击或振动等

人为因素引起的对房屋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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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　语

２１１～２１１０　本标准采用的术语及其涵义，是根据下列原则

确定的：

１凡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已确定的，一律加以引用，不再

另行给出定义或说明；

２凡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尚未规定的，由本标准自行给出

定义和说明；

３当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已有该术语及其说明，但未按准

确的表达方式进行定义或定义所概括的内容不全时，由本标准完

善其定义和说明。

２２　符　号

本标准采用的符号及其意义，是指根据现行 《工程结构设计

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标准规定的符号用字规则及其表达方法制

定的。代号的下标，按现行 《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

号》标准规定的 “由缩写词形成下标”的规则，经简化后予以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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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鉴定程序与评定方法

３１　鉴定程序

３１１　本标准制定的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程序，是参考有关鉴

定标准，根据我市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的实践研究、论证、汇总

而成。

３２　评定方法

３２１～３２２　本标准中的评定方法按单个构件、楼层结构、分

部结构和整体结构四个层次，每个层次分四个等级的方法进行鉴

定评级，然后结合房屋周边邻近地下工程和地质条件变化的影响

程度作出鉴定结论。房屋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影响的鉴定按照

第４章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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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房屋周边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影响鉴定

由于在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工作中，经常会出现房屋周边邻近

的地下工程对房屋的安全造成影响的情况，所以在本标准中引进

房屋周边邻近地下工程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的鉴定概念，结合地下

工程影响的程度对房屋进行安全性鉴定，并在鉴定结论中加以

体现。

４１　影响区域划分

４１１　本标准中的适用范围。

４１２～４１３　根据土力学和地基基础等的相关规定和计算方法

将基坑、沟渠和地下隧道工程周边的地区划分为Ⅰ区和Ⅱ区。

４２　影响区的处理

４２１～４２６　根据房屋和地下施工工程的相对位置，确定房屋

所处区域。对处于Ⅱ区的安全房屋，应建议对房屋采取相关措施

进行监测和鉴定。

４３　特殊土质区域的处理

４３１～４３３　对于处于特殊土质区域的房屋应采取相关措施进

行监测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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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房屋结构构件安全性鉴定评级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单个构件安全性的鉴定分犪、犫、犮、犱 四个等级进行

评定。

犪级构件：安全构件，符合设计标准的规定，在正常荷载作

用下可安全使用。

犫级构件：有缺陷的构件，安全性略低于犪级构件，尚不显

著影响承载力，不采取措施，在正常荷载作用下尚可继续使用。

犮级构件：有严重缺陷的构件，安全性大大低于犪级构件，

承载力下降幅度较大，虽未达到有随时破坏可能的程度，但须采

取加固措施。

犱级构件：危险构件，安全性极不符合犪级构件的标准，承

载力大幅度下降，有随时破坏的可能，须立即采取加固措施。

５１２　对既有房屋的结构构件进行承载力验算，不仅要对施加

于结构上的作用 （荷载），通过调查或实测予以核实，而且还要

根据 《统一标准》规定的取值原则，并考虑既有房屋在时间参数

上的不同于新设计房屋的特点，按不同的鉴定目的确定所需要的

标准值。

５１３　本条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检测数据的有效性、

严肃性和可信性。

５１４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鉴定的工作量，将有限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最需要检查的部位。

５２　砌体结构构件

５２１　砌体结构构件安全性鉴定应检查的项目，是在 《统一标

准》定义的荷载承载力极限状态基础上，参照有关标准和工程鉴

定经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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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本条规定了在进行砌体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前应进行的

必要检验工作，以保证验算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

５２３　本条规定了砌体结构构件安全性鉴定的基本内容和检查

重点。

５２４　砌体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分级标准，是根据 《建筑结构

设计统一标准》的可靠性分析原理与本标准统一制定的分级原则

确定的。砌体结构构件按构造、倾斜率、变形、裂缝、风化的分

级标准，系参照现行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和 《民用建筑可靠性

鉴定标准》确定，并根据砌体结构特点，进行了修正和细化。

砌体结构承载力不足的裂缝有两种，一种是常见的局部承压

不足的裂缝，表现为大跨度钢筋混凝土梁端下部未设置梁垫或梁

垫较小，梁下墙体出现与水平线约４５°夹角的八字形裂缝，梁底

处的裂缝最宽，逐渐延伸变窄；另一种是在砌体中部出现的承压

不足的竖向裂缝，这种裂缝比较少见，可能出现在砖柱上，或出

现在严重大面积风化酥碱的墙体、老城区碎砖头和农村自建土坯

墙体上。

５３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

５３１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安全性鉴定应检查的项目，是在

《统一标准》定义的荷载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基础上，参照有关标

准和工程鉴定经验确定的。

５３２　本条规定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安全性鉴定的基本内容

和检查重点。

５３３　本条规定了在进行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前应

进行的必要检验工作，以保证验算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

５３４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分级标准，是根据 《建

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的可靠性分析原理与本标准统一制定的分

级原则确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按构造、倾斜率、变形、裂

６６

犇犅１１／犜６３７－２００９



缝的分级标准，系参照现行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和 《民用建筑

可靠性鉴定标准》确定，并根据钢筋混凝土结构特点，进行了修

正和细化。

５４　钢结构构件

５４１　钢结构构件安全性鉴定应检查的项目，是在 《统一标准》

定义的荷载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基础上，参照有关标准和工程鉴定

经验确定的。本条规定了在进行钢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前应进行

的必要检验工作，以保证验算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

５４２　钢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的分级标准的制定原则与钢筋混

凝土结构构件完全一致。其具体内容详见本标准第５．３．４条的

说明。

５４３　本条规定了在对钢结构构件进行承载力验算时应检测的

项目和注意事项。

５４４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稳定性评定的参数和

数值。

５４５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构造评定时的方法。

５４６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构件应重点检查的项目和内容。

５４７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倾斜率或变形评定的

内容和方法。

５４８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按锈蚀程度评定的内容

和方法。

５５　木结构构件

５５１　本条规定了木结构构件安全性鉴定的基本内容和检查重

点。木结构构件安全性鉴定应检查项目，除了统一规定的几项

外，还增加了腐朽和虫蛀。这是因为处于这两种情况下的木结构

一般只需３－５年便会完全丧失承载力，所以将这两项列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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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给予高度重视。

５５２　木结构构件的承载力验算分级标准是根据 《建筑结构设

计统一标准》的可靠性分析原理与本标准统一制定的分级原则确

定的。

５５３～５５６　木结构构件按构造、变形 （或倾斜率）、斜纹理

或斜裂缝、腐朽或虫蛀的分级标准，系参照现行 《危险房屋鉴定

标准》和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确定，并根据木结构特

点，进行了修正和细化。木结构构件的构造连接应按照以下内容

重点检查：

１木柱与围护墙要有可靠连接，围护墙应贴砌在木柱外侧，

不可将木柱完全包裹；木柱与木屋架的连接处应设置斜撑，并用

木夹板和螺栓与上、下弦杆连接。柱顶应有暗榫插入木屋架下

弦，并用Ｕ型扁铁连接；柱跟应用螺栓及铁件锚固在基础上；

不宜采用木柱和独立砖柱混合承重。

２木屋架支座节点应与墙或柱用螺栓锚固；木屋架的竖拉杆

应采用双螺帽的圆钢拉杆和拉力螺栓，钢拉杆、螺母和钢垫片应

工作正常，无松动、锈蚀、变形和陷入木材的情况。

３木屋架应直接支撑在柱上或墙上，不宜采用托架支撑；

上、下弦杆设置横向支撑，隔间设置垂直支撑并加设下弦通长水

平系杆。

４檩条必须与上弦杆用螺栓可靠地锚固；柱跟应用螺栓及铁

件锚固在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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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房屋楼层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

６０１　为了更加符合实际鉴定的工作的内容和需要，引入 “楼

层结构”的概念，即在对房屋结构构件的安全性进行评定后，进

行楼层结构鉴定评级。房屋楼层结构的安全性鉴定评级是分别以

其所含各种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和整体性等级的评定结果，根据本

章第６．０．２条的规定进行综合鉴定评级。

房屋楼层结构的安全性分为 犃Ｃ 级 （安全）楼层、犅Ｃ 级

（有缺陷）楼层、犆Ｃ 级 （局部危险）楼层和犇Ｃ 级 （危险）楼层

四个等级。

犃Ｃ 级 （安全）楼层：被评定楼层的主要承重构件符合设计

标准的规定，结构在正常荷载作用下可安全使用。

犅Ｃ 级 （有缺陷）楼层：被评定楼层的主要承重构件中含有

犮级 （有严重缺陷）构件，虽不会造成整个楼层或局部破坏，但

可能有个别构件出现危险。

犆Ｃ 级 （局部危险）楼层：被评定楼层的主要承重构件中含

有犱级 （危险）构件，楼层有发生小范围的局部倒塌破坏的

可能。

犇Ｃ 级 （危险）楼层：被评定楼层的主要承重构件中含有２

个以上犱级构件 （危险）构件，楼层有发生较大规模倒塌破坏

的可能。

６０２　本条规定了楼层结构构件安全性评定的方法。将构件按

照主要承重构件、次要承重构件和其他承重构件进行评定，更加

简单明了，便于实际操作。

６０３　楼层结构的安全性等级，根据楼层结构构件安全性和整

体性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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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房屋分部结构安全性鉴定评级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房屋分部结构分为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 （或相邻的

几个楼层，含地下楼层，以下相同）两个部分，较为符合长期以

来结构设计所形成的概念，也与目前常见的各种结构分析程序相

一致，概念清晰，可操作性强。

房屋分部结构的安全性分为犃ｂ级 （安全）结构、犅ｂ级 （有

缺陷）结构、犆ｂ级 （局部危险）结构和犇ｂ级 （危险）结构四个

等级。

犃ｂ级 （安全）结构：被评定的分部结构安全可靠，地基基

础稳定，或各楼层结构均为犃Ｃ 级，房屋结构在正常荷载作用下

可安全使用。

犅ｂ级 （有缺陷）结构：被评定的上部承重结构中有犅Ｃ 级楼

层，或地基基础为犅ｂ级，虽不会造成整个楼层或局部破坏，但

有缺陷 （有个别其他承重构件为危险构件）。

犆ｂ级 （局部危险）结构：被评定的上部承重结构中有犆Ｃ 级

楼层，或地基基础为犆ｂ 级，房屋分部结构中有发生局部倒塌或

破坏的可能。

犇ｂ级 （危险）结构：被评定的上部承重结构中有犇Ｃ 级楼

层，或地基基础为犇ｂ级，房屋分部结构中有发生较大规模倒塌

或破坏的可能。

７２　地基基础

７２１　影响地基基础安全性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地基、桩基和

斜坡三个项目需要检查，基础和桩两种主要构件需要检测和评

定。房屋的地基基础是一个整体，无论哪一方面出现问题，将直

接影响其安全性，故上述三个检查项目和两种主要构件的评定具

有同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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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在房屋的地基安全性鉴定中，虽然一般多认为采用按地

基变形鉴定的方法较为可行，但在有些情况下，它并不能取代按

地基承载力鉴定的方法。实践表明，根据已有建筑物的实际条件

及地基土的种类，合理地选用或平行使用：原位测试方法、原状

土室内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和近位勘探方法等进行地基承载力

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取得可信的安全性鉴定

结论。

７２３　在基础鉴定中，首先将地基基础视为一个共同工作的系

统，通过观测其整体与局部变形 （沉降）情况或其在上部结构中

的反应，来评估其传力与承载状态，并结合工程经验判断作出鉴

定结论。一般只有在观测遇到问题，怀疑是由基础承载力不足所

引起的，且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查明时，才考虑单独对基础进行鉴

定。目前国内多倾向于在现场调查取得基本资料的基础上，采用

分析鉴定与工程经验判断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其鉴定问题。

７２４　当地基发生较大的均匀或不均匀沉降时，其上部结构必

然会有明显的反应，如房屋下陷、结构开裂和倾斜。通过对这些

宏观现象的检查、实测和分析，可以判断地基的承载状态，并据

以作出安全性评估。房屋的地基变形与其建成时间长短有密切关

系，对砂土地基，可认为在房屋竣工后，其最终沉降量便已基本

完成；对低压缩性粘土地基，在房屋竣工时，其最终沉降量才完

成不到５０％；高压缩性粘性土或其它特殊性土，其所需的沉降

持续时间更长。为此，本章适用于房屋建成地基变形已经稳定

后，因外界因素造成地基基础发生新的变形时的鉴定。新建房屋

或建造在高压缩性粘性土地基上的房屋，应根据当地经验，考虑

时间因素对检查和观测结论的影响。

房屋的地基和基础为地下隐蔽工程，在房屋使用后进行检查

非常困难，一般不进行开挖检查，只通过观测上部结构倾斜和裂

缝情况作间接判断，以确定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是否满足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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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考虑到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的因果关系，故据以作出本条

规定。

７２５　按地基承载力评定地基安全性等级时，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在没有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开挖有残损的建筑物的

基槽，以防止上部结构进一步恶化。二是根据上述各项地基检验

结果，对地基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时，宜按稳健估计原则取值。

三是若地基的安全性已按本标准第７．２．４条做过评定，便无需再

按本条进行评定。

７２６～７２１０　详见ＧＢ５０２９２－１９９９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

准》条文说明中的６．２．６～６．２．１０条。

７３　上部承重结构

７３１　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以各楼层结构评定的安全性

等级、房屋的整体性和倾斜率进行评定。

７３２　楼层结构整体性的评定主要从结构布置、支撑系统的构

造、圈梁和结构间的联系等四个方面进行检查。

７３３　既有房屋的倾斜是由风荷载、地基不均匀沉降和结构垂

直度偏差共同造成的。此条规定了上部承重结构按倾斜率评级的

原则和方法。

７３４～７３５　上部承重结构安全性等级评定原则：

（１）以各楼层结构评定等级结果，作为确定上部承重结构安

全性等级的基本依据，并采用 “最小值原则”按其中最低等级

定级。

（２）根据低等级构件可能出现的不利分布和组合，以及可能产

生的系统效应，进一步以补充的条款考虑其对评级可能造成的影响。

（３）若根据以上两项评定的上部承重结构安全性等级为犃ｂ

级或犅ｂ级，而结构整体性的等级为犆ｂ级或犇ｂ 级，则尚需按本

标准规定的调整原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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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综合鉴定评级

８１　一般规定

以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作为确定房屋整

体结构安全性等级的基本依据，结合与房屋整体安全有关的邻近

地下工程的影响进行鉴定评级。

８２　等级划分

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分为犃 级 （安全）房屋、犅

级 （有缺陷）房屋、犆级 （局部危险）房屋和犇 级 （整体危险）

房屋四个等级。

８３　综合鉴定评级原则

房屋整体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可根据委托鉴定的项目和内

容，分别对楼层、上部承重和地基基础等结构分别鉴定评级后，

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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