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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房屋钢筋混凝土梁检测、鉴定与加固技术要点改进建议

俞海波 1 王秋月 1 杨 伟 2

1.重庆市涪陵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重庆 408099
2.重庆顿界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重庆 408200

【摘 要】：随着近几十年城市化的大力发展，中国累积了一大批房龄较老的建筑，由于建造时规划不合理，设计施工水平

较低，使用不合理等原因，这些既有房屋存在不同程度涉及安全性和耐久性的问题，因此，急需对这批房屋进行有效的检测

和鉴定，“诊断”出这些房屋出现的各项问题，并根据检测鉴定结果，采取相应有效的加固改造措施，使经过改造后的既有

房屋延长使用寿命。作为常见结构构件之一的钢筋混凝土梁，在结构体系中往往发挥着板构件与竖向构件之间荷载传递的“桥

梁”作用，因此在对既有房屋钢筋混凝土梁检测与鉴定的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检测与鉴定，不仅关系到整个结构体系的安全，

还为后续的结构加固改造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本文围绕既有房屋钢筋混凝土梁检测、鉴定及加固过程中容易忽视的几个技

术要点进行简要分析和讨论，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期提高钢筋混凝土梁检测、鉴定及加固的工作质量，同时也可供其他结

构构件检测、鉴定及加固工作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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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筋混凝土梁检测

1.1 外观质量检测

首先进行外观质量检测，判断钢筋混凝土梁是否存在异

常现象（如异常裂缝、变形等），并对造成异常现象的原因

进行初步判断，制定有效且有针对性的检测方案。结构构件

的外观质量缺陷，往往直接影响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较

大的外观质量缺陷，将导致相关的结构理论计算假定不再适

用，因此，在相关理论计算时，要注意结构的实际情况是否

满足理论计算的适用条件。要根据结构的实际情况来指导后

续的检测、鉴定与加固工作。

对于异常裂缝，需检测其宽度，深度（判断是否贯通）、

长度、走向及数量，并做好详细记录。对于临近破坏的结构，

还需采取临时支撑或加固措施。

1.2 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区域选定

对于普通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回弹法检测的方式已应

用十分广泛，这种检测方式的优点是操作简便，但同时存在

其检测结果受影响因素较多，检测结果的可靠性较差等缺

点。因此，如有必要，可结合钻芯法等方法对混凝土强度进

行校核。规范规定，当采用回弹法对一般的单个钢筋混凝土

梁进行检测时，测区数不宜少于 10个（特殊情况下不应少

于 5 个），且测区在构件上的布置（实际检测时，测区往往

布置在梁的侧面）要求均匀对称，但这一要求并没有考虑构

件的受力特点。

在钢筋混凝土梁的抗弯承载力设计计算时，人们往往不

考虑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将其设定为零，只考虑混凝土的抗

压强度，梁截面的拉应力则由钢筋承担。因此在对单根钢筋

混凝土梁进行混凝土强度检测时，理应在混凝土的受压区域

进行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以期更好地代表混凝土抗压强

度。对于简支梁，建议将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区域更多地布

置在梁侧中性轴以上跨中 1/3 的区域，如图 1.1所示；对于

梁端固接的梁，建议将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区域选择在梁侧

中性轴以上跨中 1/4 的区域，以及梁侧中性轴以下端部 1/4

的区域，如图 1.2 所示。

图 1.1 简支梁弯矩图及建议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区域

图 1.2 梁端固接弯矩图及建议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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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梁构件截面尺寸检测

在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50784-2013中

8.2.1 条第 1 款规定，对于等截面构件和截面尺寸均匀变化的

等截面构件，应分别在构件的中部和两端量取截面尺寸；对

于其他变截面构件，应选取构件端部、截面突变的位置量取

截面尺寸。除了满足这个要求外，建议结合梁构件的实际受

力特点，选取梁受力较大或应力集中的部位量取截面尺寸。

1.4 梁中纵向钢筋检测

在实际检测过程中，梁中纵向钢筋的实际抗拉强度往往

难以直接检测确定，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随机选择 6 根

底部通长钢筋数量大于 2 的梁；被选中的梁，应经事先验算，

在梁端非角部通长钢筋的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之外截取一

段钢筋进行抗拉强度检测试验；当检测结果仅用于验证时，

可随机截取 2 根钢筋进行力学性能检验。如抗拉强度满足设

计要求，可采用设计值作为其强度值；如不满足设计要求，

应采用其实际抗拉强度。

对钢筋混凝土梁中纵筋的检测，我们只有清楚地检测出

梁上下部纵向钢筋的直径、根数、抗拉强度等级以及相应的

保护层厚度等参数，才能计算出钢筋混凝土梁的抗弯承载

力。对于一些受限于实际情况，难以检测梁上部纵向钢筋，

可将梁假定成单筋梁对底部纵筋进行承载力验算，但此时需

验算梁是否被“算成”了超筋梁。

2 钢筋混凝土梁鉴定

2.1 承载力验算－荷载取值

在进行钢筋混凝土梁承载力验算前，我们需要明确结构

的后续使用年限及荷载代表值。这对于后续准确合理地验算

钢筋混凝土梁承载力至关重要。对于作用于钢筋混凝土梁上

的可变荷载，宜根据建筑设计时适用的荷载规范进行相应荷

载代表值的取值。在确定各类可变荷载的标准值时，会涉及

出现荷载最大值的时域问题，荷载规范统一采用一般结构的

设计使用年限 50年作为规定荷载最大值的时域，即设计基

准期为 50年。采用不同的设计基准期，会得到不同的可变

荷载代表值，其对应的荷载分项系数、组合值系数等参数也

都会不同。那么对于既有房屋结构中的钢筋混凝土梁，其后

续使用年限往往小于 50年，建议对其进行承载力验算时，

作用在梁上的可变荷载代表值根据后续使用年限的长短进

行不同程度的折减。逻辑上来说，后续使用年限越长，折减

系数越大，后续使用年限越短，折减系数越小。

作用于钢筋混凝土梁上的恒荷载，对于新建结构设计，

要准确确定使用过程中梁上的恒荷载是不太可能的，因此，

此时的“恒荷载设计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概率的属性（由

恒荷载的标准值、荷载分项系数等参数的取值来反映）。但

对于既有建筑结构，我们在计算“恒荷载代表值”时，由于

恒荷载后续使用年限里变化的可能性要小于新建建筑结构，

再结合钢筋混凝土梁上作用的实际恒荷载大小，可以较明确

地确定恒荷载代表值，因此建议既有建筑结构中的恒荷载代

表值以及恒荷载分项系数等参数的取值可适当减小。

2.2承载力验算－材料强度取值

结构既有部分混凝土、钢筋的强度设计值应根据强度的

实测值确定；当材料的性能符合原设计的要求时，可按原设

计的规定取值。

总之，钢筋混凝土梁的承载力验算，需结合结构构件的

实际情况，不可过大或过小地估计作用于结构构件上的荷载

代表值以及构件的材料强度代表值。

2.3耐久性鉴定

在结构检测与鉴定工作中，人们往往忽视结构耐久性的

检测与鉴定，当结构出现安全性问题时，人们只将重点放在

结构的承载力上，而对结构的耐久性这一问题有意识或无意

识地忽略。事实上，如果结构或结构构件即使有足够的承载

力，但如果耐久性得不到保证，那么这个“安全的承载力”

也只是短期的，例如对于结构存在较大较深的裂缝或混凝土

保护层已完全碳化，即使当下没有对结构承载力造成影响，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材料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劣化（如钢筋

锈蚀等），那么，结构的承载力也将受到削弱。可以说，结

构安全性是对某个时间节点来说的，具有“短时间”的属性；

耐久性是对未来一个时间段来说的，具有“长时间”的属性，

结构只有“长短兼顾”，结构才能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不需

要重复进行检测和鉴定，这对于节省人力物力具有重大意

义。

3 钢筋混凝土梁增大截面法加固

对既有结构中钢筋混凝土梁的加固设计，需通过检测分

析确定既有部分的材料强度和几何参数，并尽量利用原设计

的规定值。结构后加部分则完全按现行规范的规定取值。应

注意新旧材料结构间的可靠连接，并反映既有结构的承载历

史以及施工支撑卸载状态对内力分配的影响。采用增大截面

加固法对混凝土结构进行加固时，应采取措施卸除或大部分

卸除作用在结构上的活荷载。

对于钢筋混凝土梁来说，通常在梁的两侧和下部增加梁

截面面积，在施工时，这些部位的新旧混凝土连接不易结合

紧密，从而影响新旧混凝土的协调受力。加固设计时，钢筋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第 3卷第 11期 2021 年

混凝土梁下部新增混凝土厚度不宜小于 100mm，混凝土强度

等级不宜低于 C30，旧混凝土中的箍筋应全部伸入新混凝土

中，且各肢伸入新混凝土中的直线段长度不宜小于 10d（d

为箍筋直径）。一般情况下，除混凝土表面应予打毛外，尚

应采取涂刷结构截面胶、种植剪切销钉或增设剪力键等措

施，以保证新旧混凝土工程工作；施工时，打毛形成的粗糙

面凹凸差应不小于 6mm，采用种植剪切销钉这种措施时，剪

切销钉应能够承受钢筋混凝土梁受力时新旧混凝土结合部

位的剪应力和法向剥离作用，同时建议在剪切销钉端部设置

弯钩同时勾住新增混凝土中的纵筋和箍筋，以增强新旧混凝

土之间的整体性，剪切销钉的布置宜均匀分散，以减弱应力

集中效应。

4 结束语

既有房屋结构中检测、鉴定与加固这三项工作并不是相

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不管是检测、鉴定还

是加固环节，我们都要关注结构本身的受力特点，以及结构

构件在结构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即其对结构刚度和承载力

的影响，只有明确结构的受力特点，这三项工作才能有的放

矢，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结论。因此，必须统筹协调检测、

鉴定与加固这三项工作，才能保证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发

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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