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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背景一

二 既有结构的评价相关问题

三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既有结构改造设计相关问题

既有建筑物的检测相关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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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背景一 既有建筑物的检测相关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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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的检测可分为：

    （1）建筑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

    （2）既有建筑结构性能的检测。

   （GB/T50344-2019第3.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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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混凝土强度的检测

      （1）回弹法-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23
       （2）超声回弹综合法-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CECS 02
       （3）拔出法-
            《拔出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CECS 69
      （4）钻芯法-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CECS 03
         其他：后锚固法、拉脱法、剪压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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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1、哪种方法比较准确？

2、钻芯法很准确？

3、关于方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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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筋品种和性能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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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混凝土中钢筋的检测

讨论：

1、钢筋位置、间距、数量：剔凿检查、电磁法、雷

达法

2、钢筋直径：取样称重、剔凿原位检测、电磁法

3、钢筋锈蚀：取样法、直接测量法、半电池电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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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砌筑块材

1、取样法：各类砌筑块材

2、回弹法：烧结普通砖、烧结多孔砖、混凝土小砌

块

3、钻芯法：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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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砌筑砂浆

1、桶压法：

2、点荷法：

3、砂浆片局压法：

4、回弹法

5、贯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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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砌体力学性能

1、直接法检测确定：取样法、钻芯法、推出法、轴

压法、扁式液压顶法

2、块材、砂浆检测结果推定：

3、直接法修正或验证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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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计的几个示例：
Ø示例1：
25℃时人最适宜；一个人一只脚放在0℃水中，一只脚放在
50℃水中；统计学家说，从平均意义上来讲，此人处于最舒
服状态。

Ø示例2：
要了解各位的收入水平，通过抽样很难准确反映实际情况，
因为各地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不了检验批。
Ø示例3：

北京和巴黎的年降水量相同，北京集中降水，巴黎降水均匀
，结果北京干燥难耐，巴黎湿润宜人，变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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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全数检测

   要准确了解一个检验批的质量分布情况，只有通

过全数检测。

Ø抽样检测

   在一定置信水平下了解一个检验批的质量分布情

况，可通过抽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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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遇到下列情况时宜采用全数检测方式：

①外观缺陷或表面损伤的检查；

②受检范围较小或构件数量较少；

③检验指标或参数变异性大或构件状况差异较大；

④灾害发生后对结构受损情况的识别；

⑤需减少结构的处理费用或处理范围；

⑥委托方要求进行全数检测。

特点：不具备统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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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是不是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检测”或者

“全数检测”？

全数检测并不意味对整个工程的全部构件（区域）

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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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抽样检验的目的

① 决定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合格（质量验收）

；

② 当制造产品过程一旦不稳定时，可通过检验及时

发现问题，以便采取措施使生产过程保持稳定以

确保产品质量（过程控制）。

③ 确定一批产品的质量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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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抽样检验的必要性: 

①产品的质量检验往往是破坏性的，如混凝土、钢筋

的力学性能试验，全数检测是不现实的；

②产品的质量检验会产生费用，大量的检验是不经济

的。

    如何做到既保证被接收批具有一定质量，又可

显著节约检验工作量和检验费用，只有依靠抽样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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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随机抽样的特点

① 随机抽样应使检验批中每个个体具有相同的被抽检概率，

在抽样前不能预先确定某个个体能否被抽中；

② 随意抽样不等于随机抽样；

③ 只有随机抽样才能通过样本数据确定或评估检验批总体质

量状况和性能指标；

④ 随机抽样是争议最小的抽样方法，因此是最节约时间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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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约定抽样

   由于条件限制或出于特定的检测目的，由委托方确定或由

委托方与检测方协商确定的样本抽取方法。

   约定抽样检测时，应注明抽样方案的形成过程并提供每个

受检个体的检测数据,不宜根据样本数据推定总体性能参数值

。

现场检测时，常常会出现约定抽样的情况。

   如某批楼板厚度，施工单位和建设方已达成一致，抽检3块

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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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检测的理论依据

Ø 概率与统计理论：完整的理论体系

Ø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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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

Ø 检验批

Ø 单位产品 

Ø 样本和样本容量

Ø 合格质量水平和不合格质量水平

Ø 检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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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抽样方案

由样本大小或样本大小系列和判定数组结合在一

起，称为抽样方案。而判定数组由合格判定数和

不合格判定数或合格判定数系列和不合格判定数

系列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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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抽检方法：从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单位产品组

成样本，检验该样本中每个单位样品的质量，确定其合格或不

合格，然后统计合格品数，与规定的“合格判定数” 进行比

较，决定该批产品是否合格的方法。

计量抽检方法：从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单位产品组

成样本，检验该样本每个单位产品的质量，计算样本统计量，

然后与规定的标准值或技术要求进行比较，以决定该批产品是

否合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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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生产方风险α和使用方风险β

因为不是全数检验，抽样验收要冒风险。

生产方和使用方都希望使自己的风险最小。这就需要合理地

选择抽样方案，控制各自的风险。也就是说在抽样检查中，

可能会出现两种“错误”或“风险”。

一种是把合格批误判为不合格批的错误，称为“生产者风险

”，常记为α ，一般控制在1 %、5％；

另一种是把不合格批误判为合格枇的错误，又称为“使用者

风险”，常记为β ，一般应控制在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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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抽样特性曲线（O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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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抽样特性曲线（O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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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计数检测结果的判定和运用

20
20
年
注
册
结
构
工
程
师
继
续
教
育
课
件



Ø计量检测结果的判定和运用

  混凝土强度推定区间为：28.7-30.5MPa（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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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计量检测离散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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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计量检测离散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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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有结构的评价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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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的要求：

3.1.1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可靠性鉴定：
    （1）建筑物大修前；
    （2）建筑物改造或增容、改建或扩建前；
    （3）建筑物改变用途或使用环境前；
    （4）建筑物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时；
    （5）遭受灾害或事故时；
    （6）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或出现较严重的腐蚀、损伤、
变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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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201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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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702-201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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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116-2009的要求：

1.0.3 现有建筑抗震加固前，应依据其设防烈度、抗震设防

类别、后续使用年限和结构类型，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50023的相应规定进行抗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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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第1.0.3条条文

说明规定：

对6度以上抗震设防区，可靠性鉴定应与抗震鉴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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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讨论：

1、可靠性鉴定是否必须与抗震鉴定相结合？

2、可靠性尚可，抗震性能存在问题的房屋较多。

3、加固改造必须与抗震鉴定结合，必须进行抗震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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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116-2009的要求：

不同后续使用年限建筑的抗震鉴定方法（1.0.5）

      30年：A类建筑抗震鉴定（基本沿用95标准方法）

      40年：B类建筑抗震鉴定（相当于89设计规范方法）

      50年：C类建筑抗震鉴定（现行设计规范方法）

      注意：标准中给出的是最低后续使用年限，有条件时宜选

择更长的后续使用年限，不得随意减少后续使用

年限（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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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116-2009的要求：

      不同后续使用年限建筑的抗震设防目标（1.0.1）
      后续使用年限50年的现有建筑，具有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相同的设防目标；后续使用

年限少于50年的现有建筑，在遭遇同样的地震影响时，其损

坏程度略大于按后续使用年限50年的建筑。

      几点说明：

      ⑴现有建筑同样要保证大震不倒，但小震可能会有轻度损

坏，中震可能损坏较为严重。

      ⑵上述设防目标是在后续使用年限内具有相同概率保证前

提条件下得到的，因此从概率意义上现有建筑与新建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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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讨论

1、抗震加固是否可以根据不同的后续使用年限采取措施？

2、是否意味着性能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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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有侧移框架柱

    采用现有的偏压和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分析

压弯剪共同作用的有侧移框架柱的承载力会存在评价值明显

偏高的问题，这也是地震作用下该类构件端部出现破坏的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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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悬挑构件支座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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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板柱结构冲切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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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既有结构改造设计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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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粘钢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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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粘钢加固

注意事项：

         1）承载能力提高的幅度不得大于40%；

         2）被加固梁的混凝土实际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5，混

凝土表面的受拉粘结强度不应低于1.5MPa；
         3）在施工及使用过程中，粘贴钢板处温度均不应超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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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粘贴纤维布加固

1）若纤维复合材料需进行弯折，则应将弯折处混凝土截面棱

角通过打磨加以圆化，圆弧半径一般不小于25mm；

2）可多层粘贴纤维复合材料，但不应超过三层，且应考虑到

多层粘贴对实际粘贴面积进行折减；

3）承载能力提高的幅度不得大于40%；

4）被加固梁的混凝土实际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5；
5）在施工及使用过程中，粘贴纤维处温度均不应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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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外包型钢加固法

       钢筋混凝土构件承载力、延性或刚度不足时，可在截面

外围增设型钢的方法对柱进行加固处理，外加型钢优先选择

角钢。（可参考GB50367-2006外粘型钢加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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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外包型钢加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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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增大截面加固法

Ø置换混凝土加固法

Ø植筋技术

Ø裂缝修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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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2013的要求：

Ø《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702-201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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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后续使用年限的确定方法：

Ø《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2013的要求：

20
20
年
注
册
结
构
工
程
师
继
续
教
育
课
件



20
20
年
注
册
结
构
工
程
师
继
续
教
育
课
件



Ø加固材料的种类：

Ø无机材料：混凝土、钢筋、锚栓等

Ø有机材料：结构胶、植筋胶等

Ø复合材料：聚合物砂浆等

Ø目前有机材料的使用经验大致30年，如果需要使用年限50年

，应按照《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GB50728

的要求进行耐长期应力作用能力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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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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