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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建设速度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快速发展,2000年以后迅猛发展。2000年~2015

年16年期间竣工的房屋面积为376.85亿平方米,从房屋产生安全问题的原因：房屋自身质量、房屋使用方面的问题和外荷载作

用或外界环境条件的改变方面的因素着手,浅议关于引起房屋安全隐患因素的分析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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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屋建筑自身问题产生安全因素的原因 

房屋自身的原因包括工程勘察失误、设计考虑不周、

施工质量较差和早期设计标准低,造成房屋结构安全先天

不足。 

1.1工程勘察失误 

工程勘察失误主要的表现有：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情

况和地基情况了解不全,地基承载力估计过高；不认真进行

地勘,随意确定地基承载力。盲目套用邻近场地的勘察资料,

而实际场地与邻近场地地质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勘测钻孔间

距过大,深度不足,未能查清软弱层、地下空洞、古河道等隐

患；未进行原状取土和取样试验不规范,房屋建成后,高压缩

性的软土层或湿陷性黄土产生较大压缩变形,致使建筑物产

生过大沉降和沉降差。 

1.2设计失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结构设计从地基基础到上部

结构都有已成熟的计算机设计软件,正确的使用设计规范和

计算机软件,加上专业设计人员的知识和经验,建筑物设计

都能保证结构安全,因为结构构件按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

当延性破坏时,结构构件可靠性指标β为 2.7,3.2,3.7三个

值,相应的结构失效概率为3.5×10～1.1×10,当脆性破坏

时,结构构件可靠性指标β为3.2,3.7,4.2三个值,相应的结

构失效概率为6.9×10-4～1.3×10-5,设计保证了安全度另

外设计荷载的选取时按荷载规范都是较大的值,使用期间的

荷载出现极限值的情况也较少,因此在正常的设计中如果不

是出现大的失误,一般是不会在施工及使用阶段出现质量事

故的。设计失误常见的情况有：时间紧、任务急,“边勘察、

边设计、边施工”,结构仅作估算即出图,套用已有图纸而又

未结合具体情况；设计人员受力分析概念不清,结构内力计

算错误,结构计算模型与实际受力情况不符；盲目相信电算,

电算错了也出图,不懂制表原理,套用不适用的图表,造成计

算错误；设计计算时,荷载漏项,引起构件承载力不足,未考

虑施工过程会遇到特殊情况。 

1.3施工质量差 

在工程检测鉴定经常出现施工质量差的现象,一方面是

建筑市场管理的原因,如低价中标,甚至没有利润的不合理

报价,拖欠工程款,拖欠材料款,垫资施工；另一方面是施工

单位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没有把好质量关,放松企业内部

的质量检查和管理体系；施工人员技术水平不高,很多建筑

工人是直接从田地走上了工地,没有受过专业技术培训,责

任心不强,违反施工工艺和操作规程；以为“安全度高得很”,

因而施工马虎,甚至有意偷工减；(例如2019年06月26日网曝

青岛地铁1号线外电源配套工程,其钢筋间距、锚固和混凝土

垫层均有问题)；技术人员素质差,不熟悉设计意图,为方便

施工而擅自修改设计：砌体结构砌筑方法不当,造成通缝。

砌体该有防潮层的没有设置防潮层；空心砌块不按设计要求

灌注混凝土芯柱；钢结构的焊接质量或焊缝高度达不到设计

要求。材料选择和使用错误,导致工程质量问题,如菱镁混凝

土楼板垫层,引起钢筋生锈,冬季施工防冻剂质量,引起钢筋

锈蚀,小厂废钢再加工生产的钢筋,性能不达标过期水泥等,

砌块出厂放置时间不够就砌墙,出现收缩裂缝等等。还有监

管方面,有些时候是原材料和构配件质量不能满足设计和材

料标准的要求,使用不合格的材料,材料缺乏进场检验,弄虚

作假进场检验的样品与工程所有材料不一致等。施工管理不

严,不遵守操作规程,达不到质量控制要求；原材料进场控制

不严,采用过期水泥及不合格材料。 

1.4建造时所用设计标准过低 

早期所用规范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安全储备相对较

低；上世纪80年代所制定的雪荷载、风荷载按“三十年一遇”

考虑,其荷载值明显偏小,设计标准基本采用74规范,安全性

要求较低,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很多没有抗震设防或设

防要求较低,在遇到地震或突发自然灾害时,往往成了破坏

的重灾区。 

2 房屋使用阶段产生安全因素问题 

2.1改变用途或增加使用荷载 

使用中改变房屋的使用功能、任意增大荷载,如阳台改

为厨房或当库房,办公楼改为生产车间、档案室,一般民房改

为商业或娱乐场所等。 

2.2随意拆除承重构件或者改造 

临街住宅在改造成店面房时,在拆除承重构件或者承重

构件上开洞；有虽经加固处理,但加固时未支顶或拆墙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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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均对承重结构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严重影响房屋的安

全使用。 

2.3任意加层扩建 

为扩大房屋的使用面积,对原有下层结构未进行验算,

就盲目在原有建筑物上加层,增加了原结构及基础的负荷；

开挖地下室增层引起房屋倒塌的事故也时有发生,由于房屋

处于繁华的市中心,无法在地上扩大房屋的使用面积,私自

非法在室内开挖地下室,引起周边建筑及自身房屋严重破坏

或倒塌。 

2.4随意搭建扩建的建筑 

在原建筑上随意搭建或扩建,有些扩建施工质量差,与

原结构连接较弱,在遇到地震或突发自然灾害时,加建扩建

部分整体破坏。 

2.5超期使用不做评估 

一般房屋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按国家相关规范

的要求,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房屋须经鉴定。房屋产权人安

全意识淡薄,过了设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不委托房屋鉴定

机构进行鉴定,难以保证房屋后续使用的安全。 

3 灾害或环境的影响因素 

3.1山体滑坡 

建在土坡上或土坡坡脚附近的建筑物会因土坡滑动产

生破坏。造成土坡滑动的原因很多,除坡上加载、坡脚取土

等人为因素外,土中渗流改变土的性质,今年南方许多地方

发生洪水,产生山体滑坡,特别是水体降低土层界面强度,以

及土体强度随蠕变降低等是重要的原因。 

3.2煤气爆炸 

在老旧小区,由于煤气管道使用时间长,管道表面产生

锈蚀、麻点或划伤,时间一长,生成管道煤气泄漏,当煤气达

到一定程度遇明火时引起爆炸,爆炸的冲击波引起房屋严重

损坏或坍塌。 

3.3火灾 

火灾是受外作用引起房屋损坏中 多的一类。导致火灾

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乎电气事故、生活用火不慎、违

反操作规程、自燃及人为纵火等原因。火灾轻者引起过火区

域财产损失,重者引起房屋整体坍塌。 

3.4车辆或其他撞击 

位于公路旁或道路旁的房屋,受车辆或其他撞击,引起

房屋损坏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时,当房屋所在路段既有下

坡、又有拐弯, 易发生超载卡车,因超速而发生侧翻事故,

进而撞击邻近的房屋,引起房屋的损伤。 

3.5房屋周边开挖或降水 

大多数发生在软土或沙土地基中,由于建筑物荷载不仅

使本建筑物下的土层产生压缩变形,而且在基底压力影响的

一定范围内,也会产生压缩变形。同样,在房屋周边人为抽取

地下水,而使软土中含水量降低,也会导致地基变形加大,甚

至危及结构安全。 

3.6台风和暴雨 

对于砌体结构的房屋,上部结构通常采用混合砂浆砌

筑。当建筑物遭洪水浸泡后,混合砂浆强度显著降低,影响主

体结构承载能力,严重时会引起房屋坍塌,特别是农村房屋,

许多砌体结构采用的是泥浆砌筑,遭洪水浸泡既为危房。 

3.7房屋周边爆破施工 

房屋周边爆破施工,爆炸的冲击波会引起房屋振动及损

坏,轻者门窗变形、玻璃震碎,重者引起房屋严重损坏或坍

塌。(例如：盐城市响水陈家港化工区爆炸的冲击波引起周

围多处房屋倒塌。) 

3.8地下工程施工 

地铁、热力管道等施工不当,影响周围房屋安全。 

4 结语 

影响既有房屋安全不外乎房屋自身质量、房屋使用方面

的问题和外荷载作用等三方面的因素,而房屋自身质量是影

响房屋是否能安全使用的主要因素,要加强房屋在建时勘

察、设计、施工的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保证房屋的工程质

量；作为房屋的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不得随意改变结构和

使用荷载,加强对房屋的正常维修,注意观察房屋在使用过

程是否出现的裂缝、门窗变形等情况；当受到灾害或外界环

境条件的改变引起房屋损坏时,房屋产权人应及时委托有资

质的房屋鉴定机构鉴定,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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