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JK鉴定加固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
1.混凝土结构鉴定计算与加固设计
—主要适用对象，设计院与加固单位

2.混凝土结构安全鉴定与抗震鉴定
—主要适用对象，检测鉴定单位及有鉴定资质的设计院

3.砌体结构（砌体、底框、内框架及混合结构）的抗震鉴定与加固设计

4.砌体结构（砌体、底框、内框架及混合结构）的安全鉴定

5.钢结构（门刚与钢框架）的安全鉴定与加固设计 

6.YJK鉴定加固100问分析（提高篇）



上期问题解答：

1.盈建科官网-微课堂可以下载视频与ppt

2.可以拨打电话010-86489797要下

3.也可以在当地qq群或者微信群里问下



上期问题解答：

89规范地震影响系数曲线与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折
减0.85不应该同时勾选，否则会双重地震折减。 改变功能，按通规，应该按现行规范鉴定。

若是局部改变功能，那局部范围采用1.3 、1.5鉴定，
其他部位按1.2、 1.4，这样最合适了

图纸翻模时，只是生成了模型，没有读取钢筋。
DWG转换读取钢筋需要单独进行操作，与翻模形

是分步进行操作的。



混凝土结构安全鉴定与抗震鉴定
           （主要适用对象，检测单位）

《YJK鉴定加固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第二节：



鉴定加固产品布局

为助力工程师更好更高效的进行既

有建筑的鉴定与加固设计，盈建科开发

了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设计软件。

盈建科鉴定与加固设计软件集成于

广泛使用的盈建科结构设计软件中，可

准确高效的对既有建筑进行

安全鉴定、抗震鉴定、加固设计、

危险房屋鉴定。

既有建筑鉴定与

加固设计

安全鉴定

危险房屋鉴定

抗震鉴定

加固设计



鉴定加固、抗震鉴定与安全鉴定的市场应用情况分析：

 现在使用YJK鉴定加固模块的客户应用主要分成两种情况：

1.设计院用户——主要是进行既有房屋的全组合鉴定，根据原有钢筋是否满足，来判断是否需要加固，最终结果是绘制加固施工图。

2.检测单位用户——主要是进行安全鉴定评级，还有需要进行抗震鉴定评级的，最终生成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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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鉴定

民用建筑可靠性
鉴定标准

工业建筑可靠性
鉴定标准

03

危险房屋
鉴定

危险房屋鉴定标
准

软件支持构件、子单元、鉴定单元三

个层次的安全性鉴定评级

软件支持构件、结构系统、鉴定单元

三个层次的安全性鉴定评级

提供完整的鉴定流程，生成全面的鉴定报告

软件支持“两阶段、三层次”的鉴定

流程

抗震鉴定 建筑抗震鉴定标
准

软件支持抗震措施核查、抗震能力指

数计算、构件抗震承载力鉴定三部分

抗震鉴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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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安全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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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基基础子单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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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围护系统承重部分子单元
的安全鉴定

4 鉴定单元评级，生成安全
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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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某既有房屋进行安全鉴定与抗震鉴定实例演示
      本工程为河北地区某一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该建筑建造于1997年，采用YJK软件进行安全鉴定与抗震鉴定。现收集到该项目
之前的DWG图纸，利用YJK软件来演示生成鉴定报告的完整流程。
    



民用建筑安全性等级评定流程（规范条文）

Ø 根据《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3.2.5条，民用建筑安全性鉴定分为三
个层次，分别为构件、子单元、鉴定单
元。

Ø 首先进行构件安全性等级评定。

Ø 之后由构件安全性等级和其他子单元评
级检查情况评定子单元安全性等级，包
括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系统
承重部分三个子单元。

Ø 最后根据子单元的安全性等级和其他鉴
定单元检查情况评定鉴定单元的安全性
等级。



民用建筑安全性等级评定流程
——构件安全性等级（第一层次）

Ø 构件安全性等级评定按材料分为混凝土
构件、钢构件、砌体构件、木构件。

Ø 混凝土构件安全性等级评定请参照《民
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第5.2节。

Ø 钢构件安全性等级评定请参照《民用建
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第5.3节。

Ø 砌体构件安全性等级评定请参照《民用
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第5.4节。

Ø 综合规范各类构件内容，构件的安全性
等级评定应按承载能力、构造、不适于
承载的位移或变形、裂缝或其他损伤等
四个检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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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承载能力项根据抗
力效应比R/(γ0S)比值评定；钢构件部分
情况下评定项目略有差异）

以混凝土构件
承载能力评级

为例



民用建筑安全性等级评定流程
——子单元安全性等级（第二层次）

Ø 第二层次子单元安全性等级评定分为地
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系统承重
部分三个子单元。

Ø 地基基础安全性等级评定请参照《民用
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第7.2节。

Ø 上部承重结构安全性等级评定请参照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第7.3节。

Ø 围护系统承重部分安全性等级评定请参
照《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第5.4
节。

Ø 子单元安全性等级评定项目请见右图。

Ø 其中承载功能安全性等级根据代表层各
主要构件集和次要构件集的安全性等级
综合评定。构件集的安全性等级根据该
构件集内各等级构件的比例评定。



民用建筑安全性等级评定流程
——鉴定单元安全性等级（第三层次）

Ø 第三层次为鉴定单元安全性等级评定即
整个建筑的安全性等级评定。

Ø 鉴定单元安全性等级评定请参照《民用
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第9.1节。

Ø 鉴定单元安全性等级评定应根据其地基
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系统承重部
分等的安全性等级，以及与整幢建筑有
关的其他安全问题进行评定。



民用建筑安全性鉴定可完成的评级层次

    目前，软件只对上部结构的构件，自动计
算进行承载力评级，其余项皆为用户手动指
定评级。
    由构件计算出的承载力评级结果与其余各
项手动输入的评级结果，最终在鉴定报告中
完成鉴定单元的安全鉴定评级。

鉴定单元安全性鉴定评级

  地基基础子单元等级评定  上部承重结构子单元等级评定 围护系统子单元等级评定

地基变形评级
边坡稳定性评级
地基承载力评级

承载功能评级
结构侧向位移评级

结构整体牢固性评级

承载功能评级
整体性评级

承载能力项
构造与连接项
位移或变形项

裂缝或其他损伤项

      承载能力项（自动计算）
构造与连接项
位移或变形项

裂缝或其他损伤项

子
单
元

构
件

子单元和鉴定单元的安全性等级
在生成鉴定报告过程中评定



子单元—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鉴定

 上部承重结构子单元等级评定

承载功能评级
结构侧向位移评级

结构整体牢固性评级

承载能力项
构造与连接项
位移或变形项

裂缝或其他损伤项

1 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鉴
定



上部结构构件—安全性评级流程

3

构件安全性鉴定

前处理交互设置

2

构件安全性鉴定

计算总参数设置

1

建立既有建筑结

构模型、录入实

配钢筋数据

4

构件安全性鉴定

计算

5

构件评级结果查

看



一、建立既有建筑结构模型

在建模菜单下进行结构模型建模，分两种方法，
一是手动建模，二是图纸翻模

DWG导入
全楼模型

DWG导入
单层模型

手工交互
建模

通过建模与荷
载输入菜单完
成既有建筑结
构模型建模

单层模型
导入菜单

全楼模型快速导
入菜单模块

图纸翻模可分单层翻模与全楼一次翻模



准确高效导入全楼模型和实配钢筋

软 件 提 供 了 全 新 的 C A D 导 图 模 块 ， 将 已 发 行 的 协同工具 相

关 功 能 集 成 于 鉴 定 加 固 软 件 下 ， 可 高 效 准 确 的 读 取 C A D 图

纸 完 成 既 有 结 构 全 楼 模 型 建 模 与 实 配 钢 筋 数 据 导 入

提供高效准确的全楼模型建模与实配钢筋数据导入功能



打开图纸

自动分析图纸
信息

识别楼层表

识别标准层范
围并查看楼层
组装表

一键生成全楼
模型

全
楼
模
型
导
入

高效准确的导入CAD图纸生成全楼模型          
                                                                          6.1版本需要四步



打开图纸

自动分析
图纸信息

一键生成
全楼模型

全
楼
模
型
导
入

高效准确的导入CAD图纸生成全楼模型       7.0版本只需两步



手 工 交 互 录 入

   在各施工图模块生成的平法施工图基础上，手动
修改每个构件的实配钢筋。

按 自 然 层 导 入 整 层 实 配 钢 筋

   各施工图模块下，提供导入DWG图纸导入，生成
单层实配钢筋的功能。

一 键 导 入 全 楼 实 配 钢 筋 数 据

   7 .0版本还提供了全新的CAD导图模块，可一键准确高
效的导入全楼实配钢筋。

原有钢筋录入

三种方法：手动修改 、 施工图单层导入cad图纸、全楼导入钢筋



全
楼
钢
筋
导
入

DWG图纸生成全楼实配钢筋                                 

7.0版本正式实行此功能 



单
层
钢
筋
导
入

施工图中单层导入DWG图纸钢筋



楼板、梁、柱施工图模块支
持快速手工指定构件实配钢筋的
功能。先设置钢筋规格，然后布
置到构件上。

点击相关命令会弹出钢筋设
置对话框，设置完钢筋规格后便
可交互指定到相应构件上。

软件支持三种指定交互方式。

支持手工快速录入实配钢筋的功能



为提高实配钢筋录入效率，
楼板、梁、柱施工图下支持实配
钢筋层间复制的功能。

复制时采用“先选择、后复
制”的方式。

在源钢筋层选择需要复制到
的目标钢筋层，之后在平法图中
选择需要复制的构件即可完成已
选构件的钢筋层间复制。

支持实配钢筋层间复制功能



二、安全鉴定参数设置

鉴定内容

安全性鉴定下软件提供两类鉴定内容，一种是可
靠性鉴定标准下的安全性鉴定，一种是危险房屋鉴定；
两类鉴定只能取一种进行设计。

当参数中已勾选其中一种鉴定类型，再勾选另一
种鉴定类型时，会有弹框提示。

如勾选了危险房屋鉴定，此时再勾选可靠性鉴定
会进行如下图弹框提示。



鉴定标准

通过该参数可以设置安全性鉴定采用的规范标准；

程序目前支持按照《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和《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进行安全性鉴定.

当勾选某一规范标准后会根据相应规范条文自动
设置评级表格数值，并且后面也会按照对应标准进行
评级结果输出和鉴定报告输出；

还提供北京市《房屋结构综合安全鉴定标准》等
行业和地方鉴定标准。



构件等级评定时抗力效应比标准设置

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承载能力、构造与连接、位
移或变形、裂缝或其他损伤等检查项目综合评定，每个检
查项目需进行单独评级，然后取最低等级作为构件等级。

  其中按承载能力项目评定构件的安全性等级时，通
用规范以及各可靠性鉴定标准规定应采用抗力效应比进行
评级。

该参数用于设置构件按承载能力项评定构件安全性等
级时各等级下的R/(γ0S)界限值，对混凝土构件、钢构件、
砌体构件分别进行设置，表中默认值会根据所选择的鉴定
标准自动进行设置，用户也可交互修改各等级下的界限值。

如《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下混凝土构件按承载
能力评定时各等级下抗力效应比界限值。



设计规范

上个参数中提到构件进行承载能力项目下安全性
等级评定时应根据抗力效应比R/(γ0S)进行。

对于构件承载能力R，《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
用规范》第4.2.2条规定，部分情况下鉴定原结构、
构件在剩余设计工作年限内的安全性时，允许使用原
建造时的荷载规范和设计规范进行验算。

通过该参数可以设置构件承载力验算采用的规范
系列；用户可自由选择89、01、10 系列规范进行构
件承载力验算评级。



是否考虑地震组合、按加固后截面鉴定

程序目前对构件默认按非地震组合和人防组合进
行构件承载能力安全性鉴定评级；

若用户想在安全鉴定评级中，也想考虑地震组合，
可以勾选“考虑地震组合”参数。

后续版本会通过该参数控制按加固后的截面进行
安全性鉴定评级。

考虑承载力折减系数

 该参数用于构件承载能力项目评级，既有结构
中构件可能会出现损伤情况，鉴定人员根据工程经验
可能会对构件承载力进行调整，因此软件在前处理中
提供交互设置承载力折减系数的功能。

通过该参数可以控制是否使用前处理交互设置的
构件承载力折减系数进行构件承载能力评级。



按单层房屋进行构件集评级

上部承重结构子单元承载功能等级评定时需用到楼层内各
构件集的安全性等级（构件集为同一种构件的集合），每种构
件集安全性等级根据集合内各等级构件所含比例进行评定。

该参数用于构件集的安全性等级评定。根据《民用建筑可
靠性鉴定标准》7.3.5条、7.3.6条，单层房屋、多层房屋在构件
集评级时取用的各等级构件的数量比例有区别。



构件按分组评级

构件按分组评级:

    程序以计算单元作为评级单元进行构件鉴
定评级，但实际鉴定时可能会存在将某几个计
算单元合并为一个评级单元进行构件评级的情
况，并且规范规定对砌体墙进行评级时，以一
层高、一自然间的一轴线为一构件。
   总参数中增加“构件按分组评级”的选项，
并且在前处理中增加构件分组交互功能。

   当勾选“构件按分组评级”选项，并在前处
理指定构件分组后，构件评级、构件集评级以
及评级结果输出均会以交互的构件组做为评级
单元进行评定和统计；
   当不勾选“构件按分组评级”选项，程序按
计算单元作为评级单元进行构件鉴定评级。默
认不勾选。



混凝土构件评定形式

砼构件评定形式:
 
       混凝土构件安全性鉴定评级时，支持按抗力
效应比评定和按钢筋面积比评定，选择相应的评
定形式后，构件鉴定、评定简图，鉴定报告均会
采用设置的评定形式输出，默认为按抗力效应比
评定。
    除混凝土构件外的其他构件安全性鉴定评级
均采用抗力效应比评定。



整体性评定等级

上部承重结构子单元安全性等级应根据其结构承
载功能等级、结构整体性等级以及结构侧向位移等级
三个项目综合评定。

其中结构承载功能等级软件会根据计算结果自动
评级，结构整体性等级、结构侧向位移等级目前版本
需要用户自评。

根据《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7.3.9条，进
行结构整体牢固性评级时需检查四个项目，每个项目
分别评级，并根据四个项目的等级综合评定。

程序提供参数由用户设置四个项目的等级和检查
情况，以及结构整体牢固性的等级。

用户录入的评级结果与检查情况会在鉴定报告中
输出，并且结构整体性等级软件会用于上部承重结构
子单元的安全性等级评定。



侧向位移评定等级

上部承重结构子单元安全性等级应根据其结构承
载功能等级、结构整体性等级以及结构侧向位移等级
三个项目综合评定。

其中结构承载功能等级软件会根据计算结果自动
评级，结构整体性等级、结构侧向位移等级目前版本
需要用户自评。

根据《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7.3.10条进行
结构侧向位移等级评定。

程序提供参数由用户录入各测点的倾斜量、切斜
率、规范限值，以及结构侧向位移的等级。

用户录入的评级结果与测点位移数据会在鉴定报
告中输出，并且结构侧向位移等级软件会用于上部承
重结构子单元的安全性等级评定。



三、安全性鉴定前处理交互设置



除砌体墙外的其他类型构件

（如梁、柱、支撑、墙柱等，混

砼构件、钢构件均可以设置），

程序默认将次梁、楼板设置为

“一般构件”，其他构件设置为

“主要构件”。

并在前处理模块中提供交互

修改构件类别的功能，可交互设

置构件为“主要构件”或“一般

构件”。

交互设置构件类别



既有结构中构件可能会出现

影响承载力的损伤情况，鉴定人

员根据工程经验可能会对构件承

载力进行调整，因此软件在前处

理中提供交互设置承载力折减系

数的功能。在承载能力项评级中

会考虑承载力折减。

交互设置承载力折
减系数

折减系数在计算
中的应用



构件安全性等级其他评定项目设置

构 造 与 连 接承 载 能 力

裂缝或其
他损伤位移与变形

 软件计算抗力
和效应并评级；
录入等级

 录入等级和检
查情况

 录入等级和检
查情况

 录入等级和检
查情况

构件安全性等级评定

构件安全性等级评定时，应按承载能力、构造、不适于承载的位移或变形、裂缝或其他损伤等四个检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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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构件的其他三项评定项在前处理可以手动设置。



构件分组进行评级

实际鉴定时可能会存在将某几个计算单元合并为一个评级单元进行构件评级的情况，并且规范规定对砌

体墙进行评级时，以一层高、一自然间的一轴线为一构件。

当在总参数中，勾选“构件按分组评级”选项，
并在前处理指定构件分组后，构件评级、构件
集评级以及评级结果输出均会以交互的构件组
做为评级单元进行评定和统计；

   目前只支持对楼板与砌体墙的分组。



控制构件是否进行安全鉴定

用户可以

手动指定哪根

构件不进行评

级。

输入0表

示不参与鉴定

评级；

输入1表

示参与鉴定评

级。



增加鉴定报告构件评级表格输出设置功能

1、该交互只
控制鉴定报告

中评级表格的

构件输出数量，

不影响构件、

子单元、鉴定

单元的评级构

件数量；

2、需在鉴定
报告输出设置

中勾选“构件评

级表格中构件

数量根据前处

理交互输出”选

项，才会按设

置的构件位置

进行输出，



四、安全鉴定计算
   模型建立与原有钢筋录入完成后，然后设置好安全鉴定参数与前处理安全鉴定交互设置，就可以
进行安全鉴定计算了。



五、构件安全鉴定结果查看
混凝土构件的安全鉴定评级结果可分简图和文本两种输出方式：

构件安全鉴定评级结果—简图 评级结果包络：取构件四个评定项目中的最低等级

评级结果（承载力项）：只输出构件承载力计算的评级结果



混凝土构件的安全鉴定评级结果可分简图和文本两种输出方式：

构件安全鉴定评级结果—文本

混凝土梁安全性
鉴定构件信息

全楼构件评级结果
汇总计算书



地基基础子单元评级

  地基基础子单元等级评定

地基变形评级
边坡稳定性评级

       地基基础承载力评级

承载能力项
构造与连接项
位移或变形项

裂缝或其他损伤项

2 地基基础子单元的安全性
鉴定



地基基础子单元安全性鉴定总参数

鉴定标准

      地基基础子单元评级标准，与上部结构总参数选定标准相同，
不可修改。

鉴定内容

根据《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7.2.1条，地基基础子单元的
安全性鉴定评级，应根据实际情况取地基变形或地基承载力的评定
结果进行确定，对于建在斜坡场地的建筑物，还应按边坡场地稳定
性的评级结果进行确定。

上述三个检查项目目前版本均需自评，总参数中增加了各项目
的评定等级和检查情况设置参数。实际使用时可勾选按哪些项目进
行地基基础子单元评级。地基基础子单元的安全性等级为所勾选项
目中自评的最低等级。



围护系统承重部分子单元评级

围护系统子单元等级评定

承载功能评级
整体性评级

3 围护系统承重部分的安全
性鉴定



围护系统承重部分子单元安全性鉴定（需自评）

Ø 围护系统承重部分子
单元安全性鉴定评级
包括承载功能和整体
性两个检查项目；

Ø 目前版本围护系统安
全性等级需自评，需
用户设置每个项目的
安全性等级和子单元
等级；

Ø 鉴定单元评级时会读
取用户设置的围护系
统子单元等级进行评
级。



生成鉴定报告，完成鉴定单元评级

输出安全鉴定报告

鉴定单元评级4 生成安全鉴定报告



可生成全面详实、符合规范标准和各地指导范本的Word版鉴定报告

鉴
定

报
告

优
点

可生成房屋安全性鉴定、抗震鉴定、危险房屋鉴定报告，鉴定报告格
式规范，满足各地发布的鉴定报告范本内容。

鉴定报告严格按照规范评级流程评定和输出。
安全性鉴定可输出完整的三层次鉴定过程；抗震鉴定报告可输出全部
抗震鉴定内容；危险房屋鉴定可输出“两阶段、三层次”的鉴定过程。

构件评级表格中以轴线号表达构件位置；砌体墙支持按开间进行评定。

安全性鉴定章节可对各子单元和鉴定单元进行评级并输出详细评级过
程和评级依据，子单元包括地基基础子单元、上部承重结构子单元、
围护系统承重部分子单元。子单元评级时包含各评级项目，如上部承
重结构评级包括承载功能等级、结构整体性等级、侧向位移等级。

软件提供鉴定报告输出设置参数，可灵活控制报告输出内容。

软件可自动输出各类简图。

抗震鉴定章节可输出抗震措施核查、综合抗震能力指数鉴定、构件抗
震承载力鉴定内容。

危险房屋鉴定可输出“两阶段、三层次”的鉴定内容。两阶段包括地基危
险性鉴定、基础及上部结构危险性鉴定；三层次包括构件、楼层、整
幢房屋的危险性鉴定评级。



提供鉴定报告输出设置参数，可灵活控制报告输出内容

 

软件提供鉴定报告输出设
置参数，可灵活控制报告各章
节输出内容。

如：建筑安全性鉴定评级
章节中构件评级表格中，可控
制各等级构件是否在表格中输
出以及输出个数；

可设置建筑评级时使用的
代表楼层；

可设置报告中简图输出内
容。



鉴定报告——报告章节展示

 

鉴定报告主要包括
八章节内容，分别为：

1、工程概况；

2、检查项目、依
据与设备；

3、资料核查；

4、现场检测；

5、结构模型计算
信息；

6、房屋安全性鉴
定评级；

7、房屋抗震鉴定；

8、结构分析及设
计结果简图。

鉴定报告章节展示

1~5章节，包括工程概况；
检查项目、依据与设备；
资料核查；现场检测；结
构模型计算信息。

第6章为房屋安全性鉴定章
节，包括各子单元（上部
承重结构、地基基础、围
护系统）以及房屋安全性
评级。

第7章为房屋抗震鉴定章节，
包括抗震措施核查、综合
抗震能力指数鉴定、构件
抗震承载力鉴定。

第8章，结构分析及设计结
果简图章节。



鉴定报告——报告部分内容展示（民用建筑安全性鉴定）

第6章包含构件、子单元、
鉴定单元完整的安全性鉴
定评级流程。

下面对该章节部分内容进
行展示。

构件承载能力项目评级 构件综合评级
构件集评级 代表层承载功能评级

子单元承载功能评级
上部承重结构整体性、

侧向位移评级
上部承重结构子单元

评级
地基基础子单元、围
护系统子单元评级 整幢房屋安全性评级



鉴定报告——报告部分内容展示（抗震鉴定）

抗震措施核查

综合抗震能力指数鉴定

构件抗震承载力鉴定



鉴定报告——报告部分内容展示（危险房屋鉴定）

第6章包含“两阶段、三
层次”的房屋危险性鉴定
流程。

构件数量汇总统计

第一阶段地基危险性鉴定

基础和上部楼层危险
性鉴定评级

整幢房屋危险
性鉴定评级



02
混凝土结构危险房屋鉴定



目
录

C
O

N
TEN

TS

1 地基危险性鉴定
（第一阶段）

2 构件危险性评定
(第二阶段第一层次)

3
房屋危险评定

生成危险房屋鉴定报告
（第二阶段第二、三层次）



整幢房屋危险性等级评定流程（规范条文）

Ø 根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3.2.1条、
3.2.2条，房屋危险性按“两阶段、三
层次”进行鉴定。

Ø 首先进行第一阶段地基危险状态评定：
当地基评定为危险状态时，根据6.2.3
条第1款整幢房屋危险性等级直接评定
为D级；当地基基础评定为非危险状态
时，进入第二阶段评定。

Ø 根据规范3.2.2条第二阶段评定分为三
个层次，分别为构件级、楼层级和整幢
房屋。



整幢房屋危险性等级评定流程
——第二阶段第一层次（构件级）

Ø 整幢房屋构件按位置和材料分为基础构
件、砌体构件、混凝土构件、钢构件、
木构件、围护结构承重构件。

Ø 基础构件危险点评定请参照《危险房屋
鉴定标准》第5.3节。

Ø 砌体构件危险点评定请参照《危险房屋
鉴定标准》第5.2节。

Ø 混凝土构件危险点评定请参照《危险房
屋鉴定标准》第5.4节。

Ø 钢构件危险点评定请参照《危险房屋鉴
定标准》第5.6节。



整幢房屋危险性等级评定流程
——第二阶段第二、三层次

Ø 进行完第二阶段第一
层次构件危险性评定
之后。就可进行第二
阶段第二、三层次的
评级

Ø 第二层次为楼层危险
性等级评定，包括基
础层和上部结构楼层
（根据危险房屋鉴定
标准第6.3.1~6.3.4
条）。

Ø 第三层次为房屋危险
性等级评定（根据危
险房屋鉴定标准第
6.3.5~6.3.6条）。

基础层危险性
评级

上部结构楼层
危险性评级

房屋危险性评
级



房屋危险性鉴定可完成的评级层次

房屋危险性鉴定评级

 构件危险性鉴定

 地基危险性鉴定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基础及上部结构危险性鉴定

 楼层危险性鉴定

 房屋危险性鉴定

三层次

       承载能力项（自动计算）
构造与连接项
裂缝和变形项

裂缝或其他损伤项

两
阶
段
、
三
层
次

    目前，软件只对上部结构构件，自动计算
进行承载力危险性鉴定，其余项皆为用户手
动指定评级。
    由构件计算出的危险鉴定结果与其余各项
手动输入的评级结果，最终在鉴定报告中完
成整幢房屋的危险鉴定评级。



1 地基危险性鉴定
（第一阶段）



地基危险性鉴定参数设置

房屋危险性鉴定第一阶段为地基
危险状态鉴定，目前版本需用户自评，
总参数中可以录入地基危险性状态和
情况检查描述。

整幢房屋危险性评级时会读取用
户设置的地基是否处于危险状态。



2 构件危险性评定
(第二阶段第一层次)



基础危险构件设置（建基础模型交互设置）

Ø 建立基础模型时，可
在模型中交互指定基
础构件的各检查项目
的危险性评定等级

Ø 后面版本会增加程序
自动计算基础构件承
载力评级功能。



上部结构构件—危险鉴定流程

3

构件危险鉴定前

处理交互设置

2

构件危险鉴定计

算总参数设置

1

建立既有建筑结构模

型、录入实配钢筋数

据（可参照安全鉴定）

4

构件危险鉴定计

算

5

构件危险鉴定结果查看



二、危险鉴定参数设置

房屋类型

该参数用于构件危险性评定。根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5.1.2条，通过抗力效应比进行构件承载能力危险性评定时，
应按现行设计规范的计算方法进行，但应根据不同的房屋类
型对抗力效应比进行调整。

房屋类型按建造年代进行分类，Ⅰ类房屋指1989年以
前建造的房屋，Ⅱ类房屋指1989年~2002年间建造的房屋，
Ⅲ类房屋指2002年以后建造的房屋。



抗力效应比调整系数φ

上个参数提到按承载能力项对构件危险性进行评定时，
需根据房屋类型对抗力效应比R/(γ0S)进行调整。

该参数可以设置不同房屋类型下抗力效应比的调整系数，
默认值为规范中规定的调整系数，用户也可交互修改。



计算总参数设置

补充危险构件数量

楼层和整幢房屋进行危险构件综合比例计算时，包含屋
架构件和围护结构构件，当实际结构中有这两类构件时，构
件数量目前版本需要在该参数中直接录入。



三、危险鉴定前处理交互设置



可单独设置构件的抗力效应比调整系数              可单独设置构件的类别



交互设置构件位置属性
——梁、柱构件

进行楼层和整栋房屋的危险构件综合比例计算

时，梁、柱构件会根据所在位置的不同采用不同的

加权系数。

通过该功能可修改梁、柱构件的位置属性。

注意：对于梁类构件，此处修改只对“主要构

件”属性的梁起作用,如对框架梁可分边梁与中梁。

程序将“一般构件”认定为次梁属性，即使在

此处修改了边梁、中梁属性，也采用次梁的加权系

数。次梁不能区分边梁与中梁。

要是想让次梁也区分边梁与中梁，可以先定义

为主要构件，就可以定义边梁与中梁了。

交互设置构件位置



构件安全性等级其他评定项目设置

构 造 与 连 接承 载 能 力

裂缝或其
他损伤位移与变形

 软件计算抗力
和效应并评级；
录入等级

 录入等级和检
查情况

 录入等级和检
查情况

 录入等级和检
查情况

构件危险项目评定

构件危险性评定时，应按承载能力、构造、不适于承载的位移或变形、裂缝或其他损伤等四个检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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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评定结果。

混凝土构件的其他三项评定项在前处理可以手动设置。



构件分组进行评定

实际鉴定时可能会存在将某几个计算单元合并为一个评级单元进行构件评级的情况，并且规范规定对砌

体墙进行评级时，以一层高、一自然间的一轴线为一构件。

当在总参数中，勾选“构件按分组评级”选项，
并在前处理指定构件分组后，构件评级、构件
集评级以及评级结果输出均会以交互的构件组
做为评级单元进行评定和统计；

   目前只支持对楼板与砌体墙的分组。



控制构件是否进行危险鉴定

用户可以

手动指定哪根

构件不进行危

险鉴定。

输入0表示

不参与鉴定；

输入1表示

参与鉴定。



四、危险鉴定计算
   模型建立与原有钢筋录入完成后，然后设置好危险鉴定参数与前处理危险鉴定交互设置，就可以
进行危险鉴定计算了。



五、构件危险鉴定结果查看
混凝土构件的危险鉴定结果可分简图和文本两种输出方式：

构件危险鉴定结果—简图 评级结果包络：取构件四个评定项目中的最低等级

评级结果（承载力项）：只输出构件承载力计算的鉴定结果



混凝土构件的危险鉴定结果可分简图和文本两种输出方式：

构件危险鉴定评级结果—文本

混凝土梁危险性鉴
定构件信息

全楼构件危险性结果
汇总计算书



危险房屋鉴定

3
房屋危险评定

生成危险房屋鉴定报告
（第二阶段第二、三层次）



规范条文

Ø 进行完第二阶段第一
层次构件危险性评定
之后。就可进行第二
阶段第二、三层次的
评级

Ø 第二层次为楼层危险
性等级评定，包括基
础层和上部结构楼层
（根据危险房屋鉴定
标准第6.3.1~6.3.4
条）。

Ø 第三层次为房屋危险
性等级评定（根据危
险房屋鉴定标准第
6.3.5~6.3.6条）。

基础层危险性
评级

上部结构楼层
危险性评级

房屋危险性评
级



鉴定报告——报告部分内容展示（危险房屋鉴定）

第6章包含“两阶段、三
层次”的房屋危险性鉴定
流程。

构件数量汇总统计

第一阶段地基危险性鉴定

基础和上部楼层危险
性鉴定评级

整幢房屋危险
性鉴定评级



03
混凝土结构抗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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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抗震鉴定流程

01 02 03 04 05

模型输入

输入已有建筑模

型、荷载，砼标号

按实际检测结果输

入

支持DWG图纸翻

模

输入实配
钢筋

支持手工录入、

施工图中DWG单层

导入和协同工具一

次全楼导入

设置计算参数、
前处理交互设置

参数中勾选“抗

震鉴定加固”项、

选择鉴定标准、输

入体系和局部影响

系数、输入实测钢

筋强度；

进行抗震鉴定
计算。

查看抗震鉴定
结果，

生成抗震鉴定
报告



三、抗震鉴定计算参数
 
                                混凝土结构抗震鉴定计算涉及到的参数 —总览图



既有建筑抗震鉴定分类ABC

  《 建 筑 抗 震 鉴 定 标 准 》
GB50023-2009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
范》GB55021-2021

 
A类建筑

1.在90年代之前建造的建筑，
后续使用年限30年
2.通常指在89版规范正式执行
前设计建造的房屋

 
后续使用年限30年（包含30年）

 
B类建筑

1.在90年代建造的建筑，后续
使用年限40年
2.通常指在89版设计规范正式
执行后，2001 版设计规范正
式执行前设计建造的房屋

 
后续使用年限40年（包含40年）

 
C类建筑

 
2001年之后建造的房屋，

后续使用年限50年

 
后续使用年限50年（包含50年）

既有建筑的抗震鉴定，根据后续工作年限应分为ABC三类:

依据《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55021-2021，后续工作年限的选择，不应低于剩余设计工
作年限。

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按建筑的建造年代与原设计依据规范的不同，选择后续
工作年限。

后续使用年限应由业主和设计单位根据鉴定规范，结合实际需求、经济条件等因素共同商定。

例如：2003年的建筑，剩余设计工作年限31年。
按照《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后续使用年限≥30年，可以按30年A类鉴定。若业主实际需

求是想让该建筑继续使用40年或50年，那么得按B类或C类鉴定。
按照《建筑抗震鉴定标准》，处于2001年之后的房子，只能按50年C类鉴定。



A、B、C类建筑选择不同的规范进行抗震鉴定

既有建筑的抗震鉴定，应根据后续工作年限采用相应的鉴定标准。
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

对于要求后续使用年限为30年的建筑，应按《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
中A类建筑进行抗震鉴定。

对于要求后续使用年限为 40 年的建筑，应按《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
2009中B类建筑（等同于89规范）进行抗震鉴定。

对于要求后续使用年限为50年的C类建筑，应按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方
法进行抗震鉴定。

依据《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55021-2021：

按现行规范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时，
A类建筑地震作用可折减0.8倍或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折减0.85；

B类建筑地震作用可折减0.9倍。

同时，A、B类建筑鉴定不应低于原建造时的抗震设计要求。



两种鉴定方法的具体实现：

用户在确定后续使用年限后，按照《建筑抗震鉴定标准》或《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选择对应的鉴定规范进行抗震鉴定。

方法一：
依据鉴定标准：判断建筑类别后，可直接选择对应

的鉴定规范。

A类 抗震鉴定标准

B类 89规范

旧c类 01规范

c类 10规范（现行规范）

注意事项：
1.鉴定时的荷载分项系数，软件没有与相应的鉴定规

范联动，需人为设置。
2.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A、B

类建筑的场地特征周期按表3.0.5执行。软件没自动执行
，用户可手动修改特征周期。

3. 手动设置对应规范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两种鉴定方法的具体实现：

用户在确定后续使用年限后，按照《建筑抗震鉴定标准》或《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选择对应的鉴定规范进行抗震鉴定。

方法二：
依据鉴定加固通规：判断建筑类别后，可直接选择现行规范即2010规范，并调整地震作用进行鉴定。

A类

B类

10规范，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x0.8或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x0.85

10规范C类

10规范，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x0.9



鉴定阶段的影响系数

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影响系数分为体系
影响系数Ψ1与局部影响系数Ψ2。

程序中此影响系数由用户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由人工确定后
输入，每个自然层分纵向、横向分别输入。

由于加固前和加固后的影响系数不同，此系数也应根据鉴定阶
段和加固阶段分别输入。

鉴定阶段：不勾选【计算时采用加固后影响系数（用于上部设
计）】，按前x体系、前y体系与前x局部、前y局部四项系数执行；

加固阶段：勾选【计算时采用加固后影响系数（用于上部设
计）】，按后x体系、后y体系与后x局部、后y局部四项系数执行。

此处所输入的影响系数，对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计算和构件
抗震承载力验算均起作用。

体系影响系数Ψ1取值与局部影响系数Ψ2取值：对于混凝土结构，
按以下规定取值。



     抗震措施核查时，主要根据建筑结构类型、建筑类别、
抗震设防类别、抗震设防烈度确定核查内容和核查标准。 
     此处设置的抗震措施核查内容用于抗震鉴定报告抗震措
施核查章节。

抗震措施核查



砼构件评定形式
       混凝土构件抗震承载力鉴定是否通过有两种评定形式，
分别为抗力效应比评定和配筋面积比评定。
       选择相应的评定形式后，构件鉴定、评定简图，鉴定
报告均会采用设置的评定形式输出。

抗震鉴定评定形式

构件承载力评定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第3.0.3条规定，B

类建筑的抗震鉴定，当抗震措施鉴定满足要求时，
主要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不低于规定的 95%、
次要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不低于规定的 90%，也可

不要求进行加固处理。
 程序提供参数可自由设置主要抗侧力构件和次要抗侧力

构件通过标准。



交互设置抗侧力构件

用户可以

手动指定构件

抗侧力构件属

性。

输入1表示

主要构件；

输入2表示

次要构件。



四、抗震鉴定计算
   模型建立与原有钢筋录入完成后，然后设置好抗震鉴定参数与前处理抗震鉴定交互设置，就可以
进行抗震鉴定计算了。



五、抗震鉴定结果查看
混凝土构件的危险鉴定结果可分简图和文本两种输出方式：

构件抗震鉴定结果—简图 当构件抗震鉴定结果不通过时，简图中该构件评级文字显红。



五、抗震鉴定结果查看
混凝土构件的危险鉴定结果可分简图和文本两种输出方式：

构件抗震鉴定结果—构件信息

        构件信息中，该梁的抗弯与抗剪抗震承载力鉴定
结果均为“通过”。，与安全鉴定的au格式是一致的。
      
        因此，完整的显示了该梁在抗震鉴定与安全鉴定
下的评级。



鉴定报告——报告部分内容展示（抗震鉴定）

抗震措施核查

综合抗震能力指数鉴定

构件抗震承载力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