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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增加集中荷载对某综合楼结构安全性鉴定影响浅析
谢福林 粟 瀚 韩海方 张 勇

四川文茂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610045

摘 要：本文依托我单位实际工程中的某综合楼房屋结构安全性和抗震性鉴定项目，通过查阅该综合楼的勘察、

设计、施工、加固改造等相关图纸资料；查看现状、使用条件环境的变化；调查和检测地基基础、建筑材料性能检测

分析；承重结构、围护结构检查分析；通过 PKPM 软件对该综合楼建模，计算分析，对该综合楼进行结构安全性等级

评定。限于篇幅，本文仅对该综合楼屋面增加集中荷载对其结构的安全性鉴定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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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民用建筑安全性鉴定是对民用建筑的结构承载力和

结构整体性所进行的调查、检测、验算、分析和评定等一

系列活动。对民用建筑物的初步调查、确定鉴定目的范围

内容、详细调查检测，通过结构软件 PKPM 建模计算分

析建筑物上部结构构件（包括主要构件和一般构件）承载

力进行安全性鉴定评级。

我国人口数量多，建筑业发展迅速，新建和老旧建筑

数量持续增多。随着使用年限增加，老旧房屋随着材料老

化，规范强度降低，原来设计结构安全储备减少，建筑技

术不断发展，原有建筑结构设计理念稍显落伍，加上部分

老旧房屋改变使用功能，改变原有房屋建筑结构形式，增

加荷载等不利影响，特别是自建房尤其严重。近些年，福

建省泉州市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湖南长沙望城自

建房倒塌等房屋安全事故，使我们对房屋安全性鉴定工作

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依托我单位实际工程中的某综合楼

房屋结构安全性和抗震性鉴定项目，对该建筑进行结构安

全性等级评定、抗震是否满足要求。限于篇幅，本文仅对

该综合楼屋面增加集中荷载对其结构的安全性鉴定影响

进行简要分析。

2 工程概况

2.1 项目简述

该综合楼主体结构修建时间约为 2009年，主体结构

型式为地上 5+1F 混凝土框架结构。结构总长约 45.30m，

宽约为 16.80m，一层层高 4.5m，其余层高 2.8m，建筑结

构总高度约为 18.20m，建筑面积为 2395.41m2。使用功

能为住宅及办公，建成至今未改变使用用途。

2.2 项目工程地质概况

该综合楼位于甘孜州丹巴县县城外 2km 处，地面高

程为 2500.21～2500.31m，相对高差为 0.10m，区域地貌

原属高山峡谷地貌区，微地貌为大渡河Ⅱ级阶地。断裂不

发育，地层由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Q4al+pl）粉砂及卵

石土组成，从上而下按地层顺序（编号）为：①粉砂、②

1 松散卵石、②2 稍密卵石、②3 中密卵石。场地地貌单

一，地形平坦。无不良地质作用，场地稳定性好，基础形

式采用独立基础，以稍密卵石层作为基础持力层。

2.3 现场检查、检测、位移测量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该建筑周围场地土未出现明显不

均匀沉陷开裂现象，室内地坪未发现开裂现象。现场检查

未发现该建筑散水有开裂现象；该建筑上部承重结构未发

现因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引起的开裂破坏现象。表明该建

筑的地基基础现阶段较稳定，地基基础无明显静载缺陷。

经现场检查检测，未发现该建筑上部承重结构钢筋混

凝土梁、柱节点出现明显裂缝破坏和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位

移变形，未发现结构构件出现影响结构性能的质量缺陷，

构件外观质量良好，构件工作无异常。构件节点连接方式

及构造措施满足规范要求。现场钢筋混凝土梁、柱混凝土

强度采用回弹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所检测构件强度

均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现场检测未发现该建筑上部承重结

构存在有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侧向位移（顶点位移及层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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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也未发现结构构件因侧向位移导致的裂缝、变

形或其他损坏迹象。

经现场检查，该建筑楼、屋面板均为现浇板，2019

年，综合楼屋面新增 3 个 3吨重的储水罐和 30厘米厚的

种植土。每个储水罐加满水状态储水量约为 3吨；屋面堆

载了大量种植土，约占屋面总面积 80%，平均厚度约为

30厘米。如图 1，图 2 所示。

图 1 屋面新加储水罐

图 2 屋面新加储水罐

现场检查发现该建筑屋面防水开裂，顶层（第五层）

室内出现严重渗水；现场检查情况如图 3，图 4所示。

图 3 建筑屋面防水开裂

图 4 第五层顶层室内渗水

3 该综合楼 PKPM软件建模计算分析

3.1 PKPM软件建模参数取值

通过结构软件 PKPM 建模计算分析该综合楼上部结

构构件（包括主要构件和一般构件）承载力进行安全性鉴

定评级。楼、屋面荷载标准值： 恒荷载标准值取值

4.0kN/m2；活荷载标准值取值楼面 2.0kN/m2；楼梯

2.5kN/m2；走廊 2.0kN/m2；上人屋面 2.0kN/m2；不上屋

面 0.5kN/m2；局部集中荷载 10kN（3 吨左右的储水罐和

种植土换算集中荷载）；填充墙容重取 10kN/m3；混凝土

强度 C25；构件截面尺寸及钢筋布置依据设计取值；不计

算风荷载；结构安全等级及重要性系数二级重要性系数

1.0。

限于篇幅，仅对该建筑物屋面增加集中荷载（屋面新

增 3 个 3吨左右的储水罐和种植土）及去掉增加的屋面集

中荷载（上述储水罐和种植土）对建筑房屋结构的安全性

鉴定影响进行简要对比分析。

3.2 PKPM结构计算模型及第五层结构模型

PKPM建模某综合楼上部结构构件计算模型见图 5，

第五层模型见图 6。

图 5 某综合楼的结构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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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某综合楼的第五层屋顶 3个储水罐结构计算模型

3.3 PKPM建模验算鉴定评级结果及简要分析

该综合楼上部结构构件承载力安全性（屋面有无集中

荷载，主要对影响较大的是建筑第五层，其它层影响较小，

篇幅有限，未全部列出），按照有集中荷载条件（屋面新

增 3 个 3 吨重储水罐及种植土）对该综合楼利用 PKPM

建模验算分析，第五层钢筋砼柱、钢筋砼梁及钢筋砼次梁

鉴定评级结果（屋面有无集中荷载-3 个 3 吨重储水罐及

种植土）见表 1。
表 1 某综合楼第五层砼柱、梁及次梁鉴定评级结果表（屋面

有无集中荷载对比）

鉴定部位和构件
构件评级和含量百分比（%）

构件数量 au 百分比 bu 百分比

有集中荷载
砼柱

38 28 73.7 1 2.6

无集中荷载 38 38 100.0 0 0.0

有集中荷载砼柱总计 216 204 94.4 3 1.4

有集中荷载
砼梁

82 63 76.8 2 2.4
无集中荷载 82 82 100.0 0 0.0
有集中荷载砼梁总计 414 381 92.0 10 2.4

有集中荷载
砼次梁

4 3 75.0 0 0.0
无集中荷载 4 4 100.0 0 0.0

有集中荷载砼次梁总计 29 27 93.0 0 0

鉴定部位和构件 构件数量 cu 百分比 du 百分比

有集中荷载
砼柱

38 5 13.2 4 10.5

无集中荷载 38 0 0.0 0 0.0

有集中荷载砼柱总计 216 216 5 2.3 4

有集中荷载
砼梁

82 1 1.2 6 19.5

无集中荷载 82 0 0.0 0 0.0

有集中荷载砼梁总计 414 414 3 0.8 20

有集中荷载
砼次梁

4 0 0.0 1 25.0

无集中荷载 4 0 0.0 0 0.0

有集中荷载砼次梁总计 29 29 1 3.5 1

3.4乡村基层主体作用发挥不够

我国建筑物屋面在后期使用中，经常增加一些辅助功

能的集中荷载，如增加储水罐箱、增加种植土绿化及太阳

能面板等后期增加的集中荷载。尤其老旧房屋，增加集中

荷载的现象较为明显。在这些建筑物中，当时建筑结构设

计人员未考虑屋面增加集中荷载情况，不会因后期增加集

中荷载，对相关影响结构构件进行特殊加固设计处理。

建筑物屋面增加集中荷载，超载会对结构构件造成有

规律的损伤、变形和开裂。钢筋砼梁柱板产生变形、位移、

倾斜及裂缝，减弱了结构承载能力。增加集中荷载对不同

的房屋结构构件引起的受弯裂缝、受剪裂缝、受压裂缝有

不同特征，对房屋结构破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增加的

荷载其结果往往使楼板下挠、开裂，裂缝增大。长期超载

情况下，会使结构突然破坏，发生突发性房屋安全事故。

增加的种植土根系对屋面的柔性防水很容易造成破坏。再

加上水的侵蚀，建筑物屋面易形成渗漏，扩大了原有房屋

结构质量的瑕疵，加速了房屋老化，减少了房屋的使用寿

命。可见，建筑物屋面增加额外集中荷载对其结构的安全

性影响较大，影响结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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