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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火灾的发生将会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会给

火灾现场的建筑物的安全性能带来影响。建筑物在遭遇火灾后，
建筑物中的结构构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开裂变形问题，导致建筑
结构的整体抗震性能以及承载强度受到影响，同时也会大大降低
建筑物的整体应用耐久性。建筑结构在经过火灾高温以及水冷却
之后，建筑物的构建性能将会出现的一定的结构变化，给整个建
筑物的应用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对火灾后的建筑结构进行检测鉴
定，对后期加固维修工作的开展有着指导意义，为建筑结构应用
安全的强化提供了保障。

1  火灾后建筑结构的检测鉴定要点
1.1检测要点
1.1.1对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
火灾发生后建筑结构所遭受的损害并不是均匀分布。这是由

于在火灾作用下，即便是相同截面的混凝土结构在受到高温火焰
灼烧后，其产生的损伤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建筑构件受到
损害的分布情况是存在规律的。如截面外部的混凝土强度损伤情
况要高于截面核心的混凝土强度损伤情况，针对这一损害规律，
检测人员需要对整个混凝土构件的受损强度进行系统化的检测。

1.1.2对钢筋力学性能进行检测
对建筑结构进行钢筋力学性能检测期间，需获取火灾现场

的灼烧混凝土构件样本，根据检测样本中内部钢筋剩余强度检
测结果，对火灾后建筑物的钢筋力学性能进行判断。钢筋力学
性能的检测对象是灼烧混凝土构件钢筋的外漏区域。为了确保
检测人员的生命安全，同时确保整个混凝土结构的完成性，在
进行样本截取前需先进行混凝土构件的支撑工作，在完成建筑
物整个加固维修工作后在进行支撑物的拆除工作。

1.1.3对混凝土构件变形情况进行检测
建筑结构在火灾过后，混凝土表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

检测人员在进行建筑结构裂缝观察期间，裂缝仍旧处于变化状
态，因此为了确保建筑结构检测人员的生命安全，需借助专业的
检测设备完成混凝土构件变形情况的观察任务。检测人员需要对
建筑物构件的平面变形情况进行测量分析，以此为基础对混凝土
构件的剩余承载力进行推断。

1.2鉴定要点
对于火灾后建筑物结构的鉴定级别主要分为四种：
第一种为轻度损伤。混凝土结构内部的钢筋保护层较为完

整，混凝土结构的整体灼烧痕迹并不明显。
第二种为中度损伤。混凝土结构内部出现空鼓情况，用力稍

大便有可能出现钢筋保护层脱落的问题，同时在混凝土结构的表
面上极易出现爆裂裂缝的痕迹。

第三种为严重损伤。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筋保护层已经脱

落，同时混凝土构件出现了严重爆裂问题以及空鼓问题，出现
的裂缝也存在纵横交错的情况。

第四种为危险结构。混凝土在火灾现场经过长时间的灼烧出
现实质性的破坏，混凝土构件的火烧熔痕极为明显，同时混凝土
构件的钢筋保护层完全脱落，混凝土构件的整体结构中出现了严
重的裂缝纵横交错情况。

2  案例工程检测鉴定
2.1案例工程
本次研究的案例工程项目的整体建筑面积作为5500m2，建

筑结构为地上6层带有半地下室底框。建筑物内柱与柱之间的设
置间距在2m至6.5m中。其中半地下室框架柱的截面尺寸主要分
为两种，一种是500mmX500mm的尺寸，另一种则是500mmX600mm
的尺寸。一层框架梁的截面尺寸一种是250mmX400mm，另一种尺
寸是250mmX650mm。

案例工程项目的半地下室主要是建材企业仓库，在2018年
9 月 4 日，受到电路故障因素的影响，案例工程持续大火燃烧
16 个小时以上。火灾发生后，案例工程半地下室的建材产品
大部分被损坏。

2.2结构检测
2.2.1检测混凝土构件损伤层的厚度
建筑结构检测人员可利用碳化深度测试法获取案例工程火灾

后的结构检测成果。
检测结果分析了解到，案例工程的建筑物损伤类别主要为

Ⅱb级别以及Ⅲ级别，柱构件损伤层的最大厚度分别是32mm以
及 35mm；梁构件损伤层的最大厚度分别是29mm 以及 33mm。

通过对火灾现场进行检测调查中发现，建筑物中有5根柱构
件以及梁构件并没有受到火灾的影响。案例工程中混凝土碳化的
最大深度为12mm。

2.2.2检测混凝土构件的剩余强度
建筑结构检测人员可利用钻芯法对受损构件混凝土的芯样进

行钻取检测。
案例工程燃烧区域内的建筑物损伤类别主要为Ⅱb级别以及

Ⅲ级别，检测人员需要在以上损伤级别中选取需要检测的梁构件
以及柱构件。芯样钻取数量为15个。

检测结果分析了解到，柱构件中出现断裂的芯样共有2个，
出现碎裂状的芯样有1个，梁构件中断裂的芯样共有2个，出现
碎裂状的芯样有2个。

检测人员需要对剩余的有效构件芯样进行混凝土构件的剩余
强度检验。检测结果表明柱构件芯样的抗压强度数值控制在
23.1 Mpa至 26.2Mpa范围内，而梁构件芯样的抗压强度数值则
控制在22.3MPa 至 24.5MPa 范围以内。

经过对建筑物柱构件以及梁构件的剩余强度实地测量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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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建筑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已经不满足原设计混凝土强度等
级的 C25 等级标准。

靠外墙面的 2 根表面未收到火灾影响的柱构件进行检测，
利用回弹方法对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数值进行检测，发现2 根柱
构件的构件强度未能达到C25 等级设计标准。

2.2.3检测钢筋构件的剩余强度
钢筋与构件表面距离在一般情况下是相距不大，经由火灾

灼烧后钢筋构件的剩余强度与构件表面灼伤后的温度存在着极大
的关联性。案例工程燃烧区域内的建筑物损伤类别主要为Ⅱ b
级别以及Ⅲ级别，建筑物的柱构件以及梁构件的表面灼烧温度
处于350℃至 800℃范围中。进行检测鉴定期间，需要结合钢
筋构件的表面灼伤温度，选择损伤部位钢筋强度的折减系数。

2.3鉴定结果分析
综合上述检测结果分析后，选择案例工程燃烧区域内的建

筑物损伤级别为Ⅱb 级别以及Ⅲ级别的结构构件，对其进行承
载力验算。

根据最终的验算结果可知，案例工程中结构安全性要求未
能达到应用标准的柱构件有17 个，梁构件有18 个，所有构件
都被评估为 C 级的建筑结构构件。

3  结语
总而言之，建筑物在经由火灾灼烧后，将会对建筑结构造

成极大的影响。为此在火灾发生后需要邀请专业的检测鉴定人
员对建筑结构的损伤情况进行评定，系统性调查火灾现场。根
据火灾现场情况开展取样检测工作，对建筑物结构的受损情况
进行判定，为后续建筑物加固维修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确保
经受火灾后的建筑物能够尽快恢复应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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