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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偏差，导致下沉式绿地的设计容积不满足行政规划

指标要求。

解决方法：按照项目所在的区域，选择对应准确的

控制指标进行设计，当遇到同个区域在不同依据中要求

不一致时，原则上可按指标严格的要求执行。最直接、

准确的方法是咨询当地建设主管部门，以主管部门批复

的要求为准。另外，南宁市海绵城市建设控制规划指标

文件过多，也间接导致了容易发生错误的设计，建议主

管部门协调统一各项规划文件，以便技术人员更方便、

准确地执行。

9  结语
海绵城市建设是国家近年提出的新概念、新要求，

即使经历了数年的实践，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技术标

准不够完善、实践经验不足是目前技术人员面临的主要

问题。要善于研究、积极与省内外同行交流学习、吸取

国外先进经验、不断总结项目经验，提高对海绵城市技

术措施的理解和运用技能。设计时要结合地方规划政

策、深入了解业主诉求，各专业充分配合实施，才能充

分发挥其雨水控制利用的技术性能和环境友好的美观性

能，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发挥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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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后建筑结构检测与安全性鉴定研究

□  丁于强

[摘  要] 火灾对建筑结构造成较大损伤，为确定火灾对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影响，本文通过对结构及构件火灾后的受损情况调查，合理

确定过火温度，对受损构件进行强度检测，并对受损构件承载力进行分析，最终确定该建筑火灾后的安全等级，为火灾后对建筑结构

鉴定的处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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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发生火灾后，导致建筑结构的各类构件

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部分构件承载力降低或产生较大

变形，可能不能满足建筑物的承载力要求或正常使用要

求。火灾后多数建筑未出现坍塌，如何确定建筑结构灾

后的承载能力和安全性成为检测鉴定的主要目的。由于

着火点位置不同，不同位置构件受损情况也有较大不

同，导致火灾后鉴定的复杂性。

本文以某住宅楼的火灾后鉴定为实例，详细介绍火

灾后建筑结构鉴定的基本内容和方法，为以后类似工程

的鉴定提供依据。

1  建筑物和火灾概况
2016年4月，接受业主和供电局的共同委托，对居民

楼进行受灾后安全鉴定。检测鉴定人员先后3次来现场勘

查，了解建筑物的基本情况和火灾发生的概况，根据现场

勘查情况最终确定火灾后的鉴定方法、程序并制定鉴定方

案。

1.1  建筑物概况
来宾市某居民楼为5层砖混结构私人房，建于2007

年，无勘探、设计、施工等相关资料；采用条形基础和

独立柱基，楼板和屋面板均为混凝土现浇板，承重墙为

180mm厚砖墙，内外墙面普通抹灰刷白色涂料，室内地

面铺地砖，建筑面积约414m2。

1.2  火灾概况及灾后现状
2016年4月2日凌晨5点，该建筑一层屋檐下电线

遭雷击发生火灾，飞火落入一层屋内，引燃位于房屋西

北面墙角日用百货堆上的纸皮及摩托车等可燃物造成火

灾。公安消防大队于5点56分到达火灾现场，6点30分将

大火扑灭；火灾过火面积约106m2，过火时间约1.5小时。

火灾发生后，检测鉴定人员每间隔10天来现场勘

查，共现场勘查3次，经现场勘查发现，裂缝持续发展

中。为避免建筑物倒塌发生二次事故和确保鉴定过程中

结构的稳定性，对建筑进行简单支撑加固，悬挑部位已

用木柱进行支撑；支撑加固后裂缝已无发展，建筑物基

本稳定。

2  确定检测鉴定方案和鉴定程序
通过现场勘查和消防部门的火灾报告基本确定火灾

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火灾过火区主要集中在一层墙体、

混凝土柱和二层结构板，二层墙体及以上部位受火灾直

接影响较小。制订检测鉴定方案时对火灾影响主要区域

进行详细勘查、检测和鉴定，对未受火灾影响的区域进

行常规勘查、检测和鉴定，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了解火灾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持续时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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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灾后现状、构件受损情况，对结构稳定性做初步判

断，进行必要的简单支撑，确保检测鉴定过程中结构的

稳定性。

（2）根据检测方案需要对过火区和未过火区结构的

材料性能、构件变形和裂缝、构件承载力、节点连接等

进行专项检测。

（3）根据结构构件火灾受损状态对结构构件进行鉴

定评级，注意火灾后结构构件损伤状态的不评Ⅰ级，安

全等级不评a级。

（4）根据结构构件的鉴定评级和检测数据，建立该

建筑的力学结构模型，进行承载力复核，综合评定建筑

结构的安全等级；如结构构件受损严重，可不建立力学

模型，直接进行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评定。

3  火灾后现场勘查和鉴定
3.1  现场勘查和结构受损分析

建筑着火点位于一层西北角屋檐下电线，进而引燃

一层西北角室内日用百货，一层西北角附近混凝土柱和

二层结构梁、楼板受损严重。现场勘查发现：

（1）混凝土承重柱：一层西立面与北立面交接处角

柱、西立面中柱和北立面中柱受损严重，柱上抹灰层普

遍炸裂、脱落，混凝土表面变土黄色或灰白色；个别柱

的混凝土保护层大面积脱落、主筋外漏，局部混凝土柱

烧伤程度达到30mm～50mm；锤击声音发闷，部分混凝

土出现粉碎或塌落，个别柱的露筋长度大于20%柱高；

故少数混凝土柱已出现Ⅲ级损伤，构成危险点。

（2）混凝土梁：西北角部位二层结构梁和挑梁大

面积烧光，损伤严重，梁底和侧面抹灰层普遍炸裂、局

部脱落，混凝土表面变土黄色或灰白色，混凝土保护层

无明显脱落；锤击声音发闷，局部混凝土出现粉碎或塌

落；个别混凝土主梁和挑梁出现多条受力裂缝，裂缝贯

穿截面，且相关构件混凝土梁均有明显下挠，故少数混

凝土主梁、挑梁出现Ⅲ级损伤，构成危险点。

（3）混凝土现浇楼板：西北角部位二层现浇楼板

损伤严重，板底大面积过火，板底抹灰层大面积脱落，

混凝土表面变土黄色或灰白色，但保护层无明显脱落，

钢筋无外露；个别混凝土楼板表面出现不规则网状粗裂

缝，且锤击声音发闷，局部混凝土出现粉碎或塌落；故

少数混凝土现浇板出现Ⅲ级损伤，构成危险点。

（4）上部砌体结构：火灾未直接引起承重墙体的开

裂，局部填充墙表面抹灰层脱落，脱落部位砂浆烧伤在

15mm以内，砖砌块尚未开裂变形，已构成Ⅲ级损伤，

构成危险点；西立面和北立面二层窗下墙因二层结构梁

出现下挠而产生竖向裂缝，裂缝已构成危险点。

（5）二层及以上承重墙体和二层以上混凝土构件均

未直接过火，除楼道内四周墙体和混凝土构件被烟灰熏

黑外，其余承重墙体和混凝土构件均未被熏黑；各承重

墙体和混凝土构件外观基本完好，未发现因承载力不足

引起的变形或开裂，承载能力基本满足目前使用要求；

屋面混凝土楼板下部承重墙体出现水平裂缝，该裂缝未

构成危险点，不影响结构安全。

（6）现场勘查未发现该幢楼房有因地基基础不均匀

沉降或承载能力不足引起房屋上部承重结构构件损坏的

现象，地基基础状况良好。

3.2  房屋受损情况综合评定
该建筑地基基础完好。一层西北角着火点及附近主

要混凝土柱、梁受损严重，出现多条受力裂缝和明显变

形，承载力已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构成局部危房；二层

承重墙及其上部够件均未直接过火，各承重墙体和混凝

土构件外观基本完好，承载能力基本满足使用要求。

按照《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标准》（CECS 252：

2009），来宾市武宣县二塘镇新城区黄永清住宅所属建

筑一层西北角主要承重构件混凝土柱、梁和楼板已构成

火灾Ⅲ级损伤；按照《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2015），该建筑已构成局部危房，安全性等级

评定为Csu级，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4  加固建议
一是对受损的一层混凝土柱和二层混凝土结构梁、

板进行临时支撑。二是对过火区受损的一层混凝土柱和

二层混凝土结构梁、板进行整体加固；对已开裂二层窗

下墙体进行技术加固处理。三是对该建筑局部危房加固

维修解除危险后方可正常使用。

上述维修加固工程，必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

位进行。在维修加固中不得擅自破坏各承重结构构件，

在使用中如发现房屋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安全防

护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5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技术要点
（1）火灾后现场勘查要抓住三个关键点：火灾的主

要作用部位。火灾持续的时间和火场达到的最高温度。

火灾作用部位是指大火对建筑结构构件作用的具体部位

和区域。梁、板、柱不同部位受火作用时，对结构的影

响程度也不同。混凝土内部温度分布与迎火面、背火面

存在较大关系，温度分布不同导致材料的应变不同。

火灾现场燃烧持续时间和达到的最高温度决定了

火灾严重性；一般有以下六大因素：①可燃物的数量，

即火灾荷载；②可燃物的燃烧性能；③可燃物的分布状

况；④过火区域的大小和形状；⑤过火区域的开口面

积和大小；⑥过火区域的热性能。建筑中所使用材料

和存储的材料决定前三个因素，建筑布局主要影响后

三个因素。

（2）火灾特点一般是持续时间短，出现概率低，

属于一种偶然的外界作用。因此，火灾中的建筑结构构

件受到的也是一种短暂的、偶然的强高温作用。建筑结

构构件内部所受的影响和破坏多是依据火灾发生后构件

的破坏特征、火灾作用痕迹和灾后现场残骸，借助于有

关规范和研究中的建材性能数据，由鉴定人员凭借以往

经验进行推断或反证。火灾对建筑结构构件内部的影响

研究尚不够深入，资料相对较少。

（3）火灾后建筑结构构件应根据构件变形、开裂

或断裂、烧灼损伤不同程度分别评定为Ⅱa级、Ⅱb级、

Ⅲ级、Ⅳ级损伤状态等级。火灾后建筑结构构件应根据

检测鉴定分析结果进行详细鉴定评级，评定为b、c、d

级。特别要注意火灾后建筑结构构件损伤状态不能评Ⅰ

级，安全等级不能评a级。

6  小结
建筑物火灾后鉴定作用部位、燃烧持续时间及最

高温度，主要是通过灾后的现场调查和勘查进行科学的

推断，但推断结果与实际难免会有出入；对构件的损伤

程度和安全度判断，主要依据《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标

准》（CECS 252∶2009）和《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

准》（GB 50292—2015）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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