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建筑结构检测报告

一、检测概况

工程背景：黑岩村红色旅游配套旧建筑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为实现其合理再利

用，需对结构安全性进行全面检测评估，为后续改造设计提供科学依据。本次检测涉及多座

具有代表性的旧建筑，包括原红军临时指挥部、传统民居等。

检测目的：通过对旧建筑结构的详细检测，了解其现有结构状况，判断结构安全性是否

满足后续使用要求，确定结构加固与修复的重点部位及技术方案。

检测依据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 2019）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 2015）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 2011）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 - 2012）
建筑原设计图纸（如有）及相关历史资料

二、检测内容与方法

混凝土结构检测

混凝土强度检测：采用超声回弹综合法，在混凝土构件表面布置测点，使用超声仪和回

弹仪分别测量超声声速和回弹值，依据相关测强曲线计算混凝土强度。每个构件不少于 10
个测点，对重要构件（如梁、柱）增加测点数量。

钢筋配置检测：运用钢筋探测仪测定钢筋位置、直径及保护层厚度。在构件表面均匀选

取测试区域，对梁、柱等主要受力构件的主筋和箍筋进行检测，每个构件检测 3 - 5 处。

构件外观缺陷检测：通过目视及钢尺测量，检查混凝土构件是否存在裂缝、蜂窝、麻面、孔

洞等外观缺陷。对裂缝详细记录其位置、长度、宽度及走向，使用裂缝宽度测量仪精确测量

裂缝宽度。

砌体结构检测

砌体抗压强度检测：采用原位轴压法，在墙体上开凿测试槽，安装原位压力机，对砌体

进行加载测试，根据压力值和受压面积计算砌体抗压强度。每栋建筑选取 3 - 5 处有代表性

的墙体进行检测。

砂浆强度检测：采用贯入法，使用贯入仪将测钉贯入砂浆中，依据测钉的贯入深度和砂

浆强度的对应关系，确定砂浆强度等级。每处墙体不少于 10 个测点。

墙体裂缝及变形检测：通过观察和测量，记录墙体裂缝的分布、宽度、长度等情况。使

用经纬仪测量墙体的垂直度，水准仪测量墙体的沉降变形，评估墙体的稳定性。

木结构检测

木材材质检测：通过木材解剖镜观察木材微观结构，判断木材种类及材质状况。对木材

进行含水率检测，采用烘干法或电阻法，在木材不同部位取样，测定木材含水率，判断是否

存在腐朽风险。

木构件强度检测：对于重要木构件（如梁、柱），采用荷载试验法，在构件上施加分级

荷载，观察构件变形及破坏情况，计算木构件的实际承载能力。对于无法进行荷载试验的构

件，采用无损检测技术（如应力波检测）评估木材内部缺陷及强度状况。



节点连接检测：检查木结构节点的连接方式（榫卯、螺栓连接等），观察节点处是否存在松

动、脱榫、腐朽等现象。使用扳手等工具检查螺栓连接的紧固程度，对节点连接强度进行评

估。

三、检测结果

混凝土结构检测结果

混凝土强度：部分旧建筑混凝土构件强度低于设计强度等级，如某原红军临时指挥部建

筑的混凝土梁，实测强度等级为 C15，设计强度等级为 C20。主要原因是混凝土老化、碳

化以及早期施工质量控制不足。

钢筋配置：钢筋保护层厚度偏差较大，部分构件钢筋保护层厚度不足，导致钢筋锈蚀。

例如，某建筑的混凝土柱钢筋保护层厚度实测值比设计值小 10 - 15mm，钢筋表面出现不同

程度的锈蚀现象。

构件外观缺陷：混凝土构件存在较多外观缺陷，裂缝较为普遍。裂缝宽度在 0.1 - 1.5mm
之间，部分裂缝已贯穿构件截面。此外，还发现部分构件存在蜂窝、麻面等缺陷，影响构件

的耐久性和承载能力。

砌体结构检测结果

砌体抗压强度：砌体抗压强度离散性较大，部分墙体砌体抗压强度低于现行规范要求。

如某传统民居的墙体，实测砌体抗压强度为 1.5MPa，而规范要求的最低强度等级对应的抗

压强度为 2.0MPa。
砂浆强度：砂浆强度普遍偏低，多数墙体砂浆强度等级在 M2.5 - M5 之间，低于设计

要求的 M7.5。砂浆强度不足导致砌体整体性和稳定性下降。

墙体裂缝及变形：墙体裂缝较为严重，多为竖向裂缝和斜向裂缝，裂缝宽度在 0.2 - 3mm
之间。部分墙体出现明显的倾斜变形，最大倾斜率达到 0.5%，超过规范允许值 0.3%，存在

安全隐患。

木结构检测结果

木材材质：部分木构件木材存在腐朽、虫蛀现象，木材强度降低。经检测，腐朽木材的

强度损失达到 30% - 50%。木材含水率普遍偏高，平均含水率在 20% - 30% 之间，超出正常

使用范围（12% - 18%）。

木构件强度：重要木构件承载能力不足，如某旧建筑的木梁，经荷载试验，实际承载能

力仅为设计值的 60% - 70%。木构件内部存在空洞、节疤等缺陷，影响木材的受力性能。

节点连接：木结构节点连接存在松动、脱榫现象，连接强度降低。部分榫卯节点榫头磨损严

重，螺栓连接节点螺栓松动，导致木结构整体性和稳定性受到影响。

四、结构安全性评估

综合各项检测结果，旧建筑结构存在较多安全隐患。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和木结构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强度降低、构件损坏及变形问题，部分结构构件已不能满足现行规范对结构

安全性的要求。

考虑到旧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后续利用过程中，需对结构进行全面加固与修复，提

高结构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确保结构安全可靠。同时，在加固修复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

施保护原有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

五、结论与建议



结论

本次检测的黑岩村红色旅游配套旧建筑结构安全性存在一定问题，需进行加固处理才能

满足后续使用要求。结构加固应针对不同结构类型的特点和检测结果，制定科学合理的加固

方案。

建议

对于混凝土结构，可采用增大截面法、粘贴碳纤维布法等进行加固，提高构件的承载能

力。对钢筋锈蚀部位进行除锈处理，并采取防护措施，防止钢筋进一步锈蚀。

砌体结构可采用钢筋网水泥砂浆面层加固法、增设构造柱和圈梁等方式，增强砌体的整

体性和稳定性。对裂缝进行修补，采用压力灌浆等方法填充裂缝。

木结构可对腐朽、虫蛀的木构件进行更换或加固，采用化学药剂进行防腐、防虫处理。

对节点连接进行修复，采用螺栓紧固、增设连接件等方式提高节点连接强度。

在加固修复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和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确保加固质量。同时，

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定期对加固后的旧建筑结构进行监测，观察结构变形、裂缝发展等情况，及时发现并处

理可能出现的问题，保障旧建筑的长期安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