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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现有大面积的老房屋因超过了设计基准期而有待加固，全国又

有较多的建筑安全储备不足，如 2020 年 3·7 泉州欣佳酒店坍塌事故、2022 年

4·29长沙楼房坍塌事故，每一次事故都带来血的教训，为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房屋安全专项整治排查工作，各地住建部门也对房屋安全鉴定

管理工作做出相应政策和办法。 

    本文将为大家分析 YJK软件中混凝土结构安全鉴定的几个常见问题。 

1.安全鉴定结果中梁、柱数量与模型梁、柱数量不一致？ 

经常会有用户问到，安全鉴定查看结果时，发现梁、柱数量与建模布置的梁、

柱数量不一致。 

如该模型第一层中布置了四根柱与四根梁，然而，在安全鉴定结果中显示梁

评级总数为 3，柱评级总数为 2。 

 



 

模型中，有两个边框柱，还有一根梁与墙重合布置。但查看安全鉴定简图时，

发现两个边框柱和与墙重合布置的梁均没有评级结果，并且也没统计到安全鉴定

的构件数量当中。 

此结果表示程序默认对墙中的梁、柱不进行安全鉴定评级。这是因为该梁、

柱与墙属于一个整体，共同按有限元计算，程序对墙里的梁、柱则不单独进行安

全鉴定评级了。 

此时，安全鉴定结果中梁、柱数量就会与模型中梁、柱总数不一致。 

2.安全鉴定报告中的梁数量与简图结果中的梁数量不一致？ 

也有用户问到，安全鉴定报告中的梁数量与简图中的梁数量不一致，下面则

解释下简图与报告中的梁编号应该如何对应。 

安全鉴定简图结果中的构件编号：每一根梁上有两个编号。其中，括号内的

数字为该梁段在该层中的编号，括号前的数字为该梁段所属整跨梁在该层中的编

号。 

如红框内的两段梁括号前的编号均为 51，表示两段梁为一整跨梁，该整跨

梁的编号为 51。括号内的编号为 23 与 24，分别表示两段梁在该楼层中的编号。 



 

程序对于同一跨梁中包含多个梁段的情况，取其中最不利梁段进行整跨梁的

评级，并且只输出最不利梁段的评级结果。所以，整跨梁最终只有一个评级结果。 

 

 

安全鉴定报告中的构件编号： 

鉴定报告中进行评级的梁数量应与简图结果中进行评级的整跨梁数量一致。



所以，鉴定报告中梁的编号与简图中梁括号前的编号是一致的。 

将上述模型的安全鉴定结果生成鉴定报告，发现鉴定报告中的梁编号最大编

号为 51，与简图中统计的整跨梁数量 51 保持一致，与梁段的最大编号 73 不一

致，则说明，鉴定报告中的梁编号是简图中梁括号前的编号是一致的。 

 
综上，用户需要关注简图结果中括号前的编号是否与鉴定报告一致，而不是

是关注括号内的编号。 

3.上部结构、基础、楼板或砌体结构计算规范不一致，不输出报告！！！ 

此模型在生成安全鉴定报告时提示，上部结构、基础、楼板或砌体结构计算

规范不一致，不输出报告！！！ 



 

查其原因，用户最初是勾选的危险房屋鉴定，对上部结构与楼板同时进行了

危险鉴定计算。 

 

 

而后，用户又勾选安全鉴定，对上部结构重新进行了计算，但是对楼板没有

重新计算。 

 



所以，当在设计结果—安全鉴定菜单下，输出安全鉴定报告时，楼板的鉴定

结果仍为危险房屋鉴定的结果，与上部模型的安全鉴定结果不一致，此时程序就

会提示上部结构、基础、楼板或砌体结构计算规范不一致，不输出报告！！！ 

处理方法： 

当勾选安全鉴定对上部结构重新计算完成后，应该进入楼板施工图，对楼板

重新进行安全鉴定计算。 

 

然后返回设计结果—安全鉴定菜单下，再次生成安全鉴定报告，此时就能生

成鉴定报告了。 

 

4.安全鉴定—柱评级时的弯矩与组合下的弯矩不一致？ 

此框架柱计算配筋时 1 号组合下的弯矩 Mx=8.4，但在安全鉴定时 1 号组合

下的弯矩 Mx=60.1，为什么两者组合相同，弯矩却不一致？ 



 

查其原因，是该柱在安全鉴定输出弯矩设计值时，考虑了二阶挠曲效应

的调整。 

其 Mx,S --- 组合调整之后的弯矩设计值 (kN-m)，因 89规范与 10规范

对柱挠曲效应的调整方法不同，程序可分两种调整规则： 

    89、01 规范下 S=η*(M+N*ea)；10 规范下 S=Cm*ηns*M+N*ea 

 

柱在配筋计算过程中也考虑了挠曲效应的影响，查看其计算书， 

Cmηns=1.09，ea=20，则在 10规范下，安全鉴定的 

Mx,S =Cm*ηns*M+N*ea=1.09x8.4+2548.7x0.02=60.13。 

 

所以，构件信息中，配筋结果输出的 Mx是初始组合弯矩值 8.4，安全鉴

定时输出的是挠曲效应调整后的弯矩 Mx,S=60.1。 

5.安全鉴定承载力手核对不上？ 

此模型中，用户手核某梁承载力=240KN 与电算结果 252.6KN 不符，以

下为该梁部分截图数据与手算过程。 



 

 

 

从用户手核截图过程中可以看出，在由实配钢筋计算承载力 R 时，是按

单筋截面计算的，没有计入实配受压钢筋的作用。 

 

下面展示软件进行安全鉴定计算承载力的过程： 

从程序内部计算梁抗弯承载力的 excel 表可以看出，软件在由实配钢筋



计算承载力 R时，计入了实配受压钢筋的作用。 

先判断受压区高度 x 处于哪个区间，分为三种情况，对应不同的公式计

算承载力 R。 

 

由构件信息，梁截面尺寸=300x650mm，实配受拉钢筋面积=1473mm2，实配

受压钢筋面积=509mm2。 

X=fy* (As-As')/α1/fc/b=300x（1473-508）/16.7x200=86.67mm 

h0=650-20-8-12.5=609.5mm 

ξb=0.55  ξb*h0=0.55x609.5=335.2   2as'=81mm 

因此，2as'<x<ξb*h0,按第二种公式计算承载力。 

M=α1*fc*b*x*(h0-x/2)+fy*As'*(h0-as') 

=16.7x200x86.67x（609.5-0.5x86.67）+300x509x（609.5-40.5）

=252.8KN与构件信息输出的结果一致。 

由上，可以看出，用户在手核承载力时没有考虑实配受压钢筋的作用，

而程序考虑了实配受压钢筋的作用，导致手核承载力与电算结果不一致。 



6.原有钢筋相同，梁安全鉴定与抗震鉴定的承载力为何不同？ 

如图所示，该梁在抗震鉴定与安全鉴定时，实配钢筋相同，但计算出的承载

力是不同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①抗弯承载力 

抗震鉴定考虑的是地震组合，在计算梁受弯承载力时，按承载力抗震调整系

数γRE进行了调整。 

如该梁，地震组合下的抗弯承载力=48KN，非地震组合下的抗弯承载力=36KN，

36/γRE=36/0.75=48KN。 

 



 
此外，如果用户设置了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的折减系数=0.85，那么承载力

抗震调整系数将会按 0.75x0.85代入地震组合的承载力计算公式中。 

 

②抗剪承载力 

对于梁受剪承载力，地震组合时的计算公式与非地震组合的计算公式有两条

区别： 

一是地震组合需要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γRE；二是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中的混凝土项系数不同，地震组合是 0.6αcv，非地震组合是αcv。 

 



 
 

总结： 

⑴边框柱与墙上布置的梁，程序默认不进行安全鉴定评级，导致构件安全鉴

定评级的数量与模型布置的构件数量不一致。 

⑵程序对于同一跨梁中包含多个梁段的情况，取其中最不利梁段进行整跨梁

的评级，整跨梁最终只有一个评级结果，所以，鉴定报告中梁的编号与简图中梁

括号前（即整跨梁）的编号是一致的。 

⑶当生成鉴定报告提示“上部结构、基础、楼板或砌体结构计算规范不一致，

不输出报告”时，通常将上部结构、楼板或砌体模块都重新进行安全鉴定或危险

鉴定后，再次生成鉴定报告，就能正常输出了。 

⑷柱在安全鉴定输出弯矩设计值时，考虑了二阶挠曲效应的调整，与计算钢

筋面积时的对应组合下的弯矩设计值是不同的。 

⑸程序在由实配钢筋反算梁弯矩承载力时，考虑了实配受压钢筋的作用。 

⑹原有钢筋相同，梁安全鉴定与抗震鉴定的承载力是不同的。因为抗震鉴定

考虑的是地震组合，在计算梁承载力时考虑了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γRE。对于抗

剪承载力，地震组合与非地震组合的计算公式也有所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