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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国内绝大多数省份已经开始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坚持城市体检先

行，把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短板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统筹推动城中村改造、既

有建筑更新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工作，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高质

量发展。 

在需要改造加固的老旧小区，首要任务是对其进行安全检测与鉴定。本文则

将探讨 YJK软件中影响安全鉴定计算的几项重要因素。 

1.选择不同规范进行安全鉴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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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提供开放的设置参数，用户可自由选择 89版、01版、10版系列规范进

行构件承载力计算。 

 

按不同的规范进行安全鉴定，其主要区别可分两条： 

1) 构件承载力 

01 规范与 10规范的构件承载力计算公式相同，梁、柱配筋计算公式均按《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执行。而 89 规范的梁、柱配筋计算公式按《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J10-89执行。 

具体差异如下： 

矩形截面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 

 



 

矩形截面梁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柱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公式：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柱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其中： 

①按 89规范，梁、柱正截面计算，混凝土采用的弯曲抗压强度 fcm，而 10规

范采用的抗压强度 fc。 

②按 89规范，梁、柱斜截面计算，混凝土采用的抗压强度 fc，而 10规范采

用的抗拉强度 ft。而且公式中的某些系数也有区别。 

因此，实配钢筋相同时，可以看出同一根梁在 89规范与 10规范下的承载力

是不同的。 

 

2) 柱二阶效应 

89、01与 10规范在考虑柱的挠曲效应各有特点： 

89规范：89规范是将偏心距增大系数乘以 ei来考虑挠曲影响的； 

 
ea取值如下图： 

 

01规范：01规范是将偏心距增大系数乘以 ei来考虑挠曲影响的； 



 

ea 取值如下图： 

 

10规范：10规范是按增大后的弯矩计算 e0来考虑挠曲影响的。 

 
ea取值如下图： 

 

柱安全鉴定会考虑二阶效应对弯矩设计值的调整，因此，同一根柱在不同规

范下经挠曲效应调整后的弯矩是不同的。 

Mx,S --- 组合调整之后的弯矩设计值 (kN-m)。 

 



 

 

   



2.抗震等级对安全鉴定的影响 

安全鉴定默认采用非地震组合下的内力进行计算，即安全鉴定的计算与地震

作用无关。但是不同的抗震等级，仍会对安全鉴定结果产生影响。 

1) 框架梁端考虑受压钢筋的影响 

此框架梁采用钢筋面积比的方式进行安全鉴定评级。 

当抗震等级为三级时，控制弯矩 389，其计算配筋面积=2068，As 实配/As计

算 = 2082.876/2067.58= 1.103——au 级； 

当抗震等级为五级（非抗震）时，控制弯矩 389，其计算出的配筋面积=2209，

As实配/As计算 = 2082.876/2208.690 = 0.943——cu级。 

  

弯矩相同，计算配筋面积却不同，造成最终的安全鉴定评级结果不同。 

查其原因，三级抗震时，框架梁端考虑了受压钢筋的影响，即“梁端截面的

底面和顶面纵向钢筋配筋量的比值，三级抗震时不应小于 0.3”，按此条规定调

整后，重新计算出配筋面积=2068。而非抗震时不需要调整受压钢筋，导致最终

钢筋面积的结果不同。 



 

2) 与抗震等级有关的最小配筋率 

此框架梁采用钢筋面积比的方式进行安全鉴定评级。 

当抗震等级为三级时，钢筋面积按最小配筋率控制，其ρmin=0.25，最小

钢筋面积=488mm2。As实配/As计算 = 763.407/487.500 = 1.566； 

 



 

当抗震等级为五级（非抗震）时，钢筋面积按最小配筋率控制，其ρmin=0.2，

最小钢筋面积=390mm2。As实配/As计算 = 615.752/390.000 = 1.579。 



 

可见，抗震等级不同，最小配筋率不同，当钢筋面积按构造控制时，其

安全鉴定的结果也会不同。 

3.安全鉴定承载力调整系数取值 

安全鉴定与危险房屋鉴定进行承载力评级时有相应的承载力调整系数，对其

计算结果是有影响的。 

1) 安全鉴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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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危险房屋鉴定—抗力与效应之比调整系数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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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房

屋鉴定标准》表 5.1.2 规定的调整系数，用户也可交互修改。 

注：对于楼板，也是在前处理参数设置抗力效应比的调整系数，然后进入楼

板施工图进行楼板的安全鉴定计算。 



 

 



 

 

总结： 

⑴不同规范进行安全鉴定，其主要区别在于构件承载力计算公式不同和柱考

虑二阶效应的方式不同。 

⑵安全鉴定计算不考虑地震组合，但构造与抗震等级仍有关联。用户可设置

抗震等级为非抗震，从而使安全鉴定与抗震无关。 

⑶安全鉴定与危险房屋鉴定进行承载力评级时，相应的承载力调整系数对其

计算评级结果是有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