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自建房屋结构

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指导单位：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主编单位：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

           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说  明 
1、为了指导甘肃省自建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人自查房屋结构

安全隐患，制定本手册。

2、本手册适用于甘肃省自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自查。

3、房屋结构安全隐患不限于本手册所列内容。

4、对自查中发现的房屋结构安全隐患，应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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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屋结构类型 

什么是房屋结构？

房屋的结构就是房屋中由基础、柱、梁、板、墙等构件组成的

承重骨架。

常见的自建房屋按照结构材料及承重方式划分为以下结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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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砌体结构 

砌体结构：指普通砖（包括烧结、蒸压、混凝土普通砖）、多

孔砖（包括烧结、混凝土多孔砖）墙体、砖柱以及混凝土构造柱承

重的房屋。常见结构形式有砖混结构（预制板）、砖混结构（现浇

板）、砖木结构等。施工顺序是先砌筑砖墙，再浇筑混凝土构造柱

和圈梁。

砖混结构（现浇板）
承重构件：砖墙和现浇板

砖木结构
承重构件：砖墙和木屋盖

砖混结构(预制板)
承重构件：砖墙和预制板

砖混结构（现浇板）
承重构件：砖墙和现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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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底部框架-上部砖混结构 

底部框架-上部砖混结构
承重构件：底层为混凝土柱、梁、板；上部为砖墙和楼板

底部框架-上部砖混：结构底层或底部两层采用空间较大的钢筋

混凝土框架—抗震墙，上部采用砌体承重的建筑。底框结构底部主

要用于商店、银行、饭店等需要大空间而上部用于住宅和办公楼等

小开间的沿街建筑。

底部框架-上部砖混结构
承重构件：底层为混凝土柱、梁、板；上部为砖墙和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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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部框架-外部砖混结构

内部框架-外部砖混结构
承重构件：内部混凝土柱、外部砖墙、混凝土梁及楼板

内部框架-外部砖混结构：内部钢筋混凝土框架和外部砌体混合

承重的结构形式。多见于厂房、 食堂、多功能厅或者局部需要大空

间的主入口门厅等处。

内部框架-外部砖混结构
承重构件：内部混凝土柱、外部砖墙、混凝土梁及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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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指用配有钢筋的混凝土制成的结构。承重的

主要构件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包括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架-

剪力墙结构、 剪力墙结构等。

框架结构
承重构件：框架柱、框架梁和楼板承重

砖墙为填充墙，作为围护墙和隔墙

剪力墙结构
承重构件：剪力墙、现浇梁和楼板

框架-剪力墙结构
承重构件：剪力墙、框架柱、

框架梁和楼板

第7页   共26页



5、钢结构 

钢结构是由钢材作为主要受力构件的结构。钢结构主要由型钢

和钢板等制成的钢梁、钢柱、钢桁架等构件组成，各构件或部件之

间通常采用焊缝、 螺栓或铆钉连接。 

轻型钢结构
承重构件：钢柱、钢梁、楼板

钢框架结构
承重构件：钢柱、钢梁和楼板

围护墙和隔墙采用砖墙

单层钢结构厂房
承重构件：钢柱、钢梁和屋面板
围护墙采用砖墙和轻质彩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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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窑洞 

窑洞属于生土建筑，一般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独立式

窑洞等形式，其中靠崖式窑洞应用较多。主要分布于我省平凉、庆

阳地区。

独立式窑洞

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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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结构类型 

土木结构是指以泥土和木材为主要材料的建筑。承重墙体主要

有夯土墙、土坯墙，屋盖采用木屋盖。主要分布于农村。

土木结构
承重构件：后纵墙、山墙采用夯土
墙，前纵墙采用土坯墙，屋盖采用

单坡木屋盖

木结构是以木材作为主要承重构件的结构，但由于受自然条件

的限制，我国木材相当缺乏，仅在山区、林区和农村有一定的采用。 

木结构
承重构件：木柱、木梁或木屋架
围护墙：木板墙、土坯墙或砖墙

藏式木结构
承重构件：木柱、木梁或木屋架
围护墙：木板墙、土坯墙或砖墙

混杂结构是指竖向承重构件由砖/砌块/土/石/木等混合承重。

混杂结构
承重构件：前纵墙采用砖墙、山

墙和后纵墙采用夯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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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查重点

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安置区、学校医院
周边、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

用于酒吧、网吧、餐饮、旅馆、私人影院、
农家乐、小饭桌、幼儿园、教育培训机构、
养老服务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文旅设施、
宗教活动等人员密集、涉及公共安全的经
营性场所。

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的经营性自建房屋；
擅自改变使用功能的经营性自建房屋；
违规改扩建经营性自建房屋。

重点
区域

重点
场所

重点
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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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在边坡及不良地质条件上的房屋

改变结构布置，拆改承重结构、加层、
对地下空间进行开挖的房屋

楼面、屋面增加荷载

房屋结构出现异常现象

2

3

4

地基不均匀沉降5

整体倾斜6

承重构件出现变形7

承重构件出现裂缝8

承重构件出现缺陷及损伤9

三、常见安全隐患及自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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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区房屋

塌方区房屋泥石流区房屋

不稳定边坡处房屋

1、建在边坡及不良地质条件上的房屋

建在边坡及不良地质条件上的房屋主要

包括不稳定边坡处、滑坡区、塌方区、

泥石流区房屋等。

自查方法：调查、检查、肉眼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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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方法

特征



拆除承重墙

2、改变结构布置，拆改承重结构、加
层、对地下空间进行开挖的房屋

扩大承重墙门洞

拆除承重柱 拆除承重梁

改变结构布置
改造前（左）、改造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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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

一层

二层

一层 拆承
重墙

自查方法

特征

自查方法：调查、检查、肉眼观察。

一层



混凝土梁开洞

室内夹层

混凝土板开洞

私自开挖地下室

屋顶增层改造 屋顶增层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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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面、屋面增加荷载主要包括因房屋改

变使用功能造成使用荷载明显增大，楼

面或屋面增加大量隔墙、设备、堆载等。

自查方法：调查、检查、肉眼观察。

3、楼面、屋面增加荷载

屋顶增加水箱

增加隔墙
改造前（左）、改造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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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隔墙

二层

一层

二层

一层

自查方法

特征

房屋结构出现异常现象主要指近期房屋结构出现异常声响、晃

动、预制板拼缝嵌料掉落、门窗出现明显变形及开启突然困难等。

自查方法：调查、检查、肉眼观察。

4、房屋结构出现异常现象



5、地基不均匀沉降 

地基通常情况下较难进行全面的直接观测

或检测。因此在自查过程中，可结合房屋

倾斜、外露基础及上部墙体裂缝以及室内

外地面沉陷情况综合判断地基是否存在不

均匀沉降。

自查方法

特征

房屋中部下沉时 , 呈正八字型裂缝 

房屋一端下沉时 , 斜向裂缝 ，整体倾斜

房屋两端下沉 , 呈倒八字型裂缝 

地基下沉、墙体斜向开裂、地面沉陷

地基下沉、窗间墙斜向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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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整体倾斜 

倾斜一般指房屋整体偏离原来的位置偏向
某一方向，可以通过肉眼观察、与相邻建
筑对比、伸缩缝宽度变化、楼面滚球测试、
吊线坠等方式判断。

房屋整体倾斜图示 

房屋整体倾斜 相邻建筑伸缩缝处错位

自查方法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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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承重构件出现变形 

构件的变形有两种，一种是水平承重构件
（梁、屋架、楼板等）竖向挠曲变形，另
一种是竖向承重构件（柱、墙）侧向变形。
通过肉眼观察或拉线法、吊线坠等方式判
断。

木檩条挠曲变形柱倾斜

墙体歪闪

自查方法

特征

钢柱扭曲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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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重构件出现裂缝 

承重构件出现明显可见裂缝，当裂缝长度
较长，裂缝较深，甚至贯通墙体（透光），
一般属于结构破坏裂缝，应判定为安全隐
患。 同时通过贴纸条、抹石膏饼的方式观
测裂缝发展情况。自查过程中注意区分粉
刷层表面细小裂缝，此类裂缝不属于安全
隐患。

框架柱裂缝 纵横墙交接处开裂

混凝土梁裂缝 墙体裂缝

自查方法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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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承重构件出现缺陷及损伤 

房屋承重构件缺陷及损伤包括砖墙碱蚀剥
落；混凝土构件破损、露筋锈蚀；钢构件
锈蚀、螺栓松动、焊缝开裂；木构件断裂；
窑 洞 拱 顶 出 现 纵 向 裂 缝 、 窑 肩 外 倾
等。出现以上缺陷、损伤将引起承重构件
承载力不足，形成安全隐患。承重构件缺
陷、损伤通过肉眼观察。

砖墙根部碱蚀剥落 钢筋锈蚀

钢构件锈蚀钢构件焊缝开裂

自查方法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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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檩条断裂

窑洞拱顶纵向裂缝木柱脚腐朽

混凝土压碎、
钢筋外露

混凝土柱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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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查步骤及结论 
1、自查步骤 

自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自查工作应按照先整体、后局部，先地

基基础、后上部结构，先房屋外部、后房屋内部，先宏观判别、后

细部检查的原则进行，自查步骤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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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查结论 

根据自建房屋结构类型、结构安全隐患类型及程度等检查结果，

将自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自查结论分为3档：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

屋、存在一般安全隐患房屋、暂未发现安全隐患房屋。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屋

当房屋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评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屋：

（1）出现第三部分常见安全隐患1~4类情形之一；

（2）地基出现明显不均匀沉降；

（3）整体出现明显倾斜；

（4）承重构件出现明显变形；

（5）承重构件出现明显裂缝、缺陷及损伤。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房屋

当房屋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评定为存在一般安全隐患房屋：

（1）地基出现轻微不均匀沉降；

（2）整体出现轻微倾斜；

（3）承重构件出现轻微变形；

（4）承重构件出现轻微裂缝、缺陷及损伤。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房屋

不属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屋和一般安全隐患房屋的，可评定

为暂未发现安全隐患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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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  甘肃省自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自查
信息采集表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

地    址
                  (市、州)                 (市、区、县)               乡(镇、街道)
                  村               (社区)               组                路             (街巷)
                 号            

所有权人
使用人 姓  名 身份证号

房屋用途

建造年代 1980年及以前   1981-1990年   1991-2000年   2001-2010年
2011年及以后

建筑层数 1层     2层     3层及以上 建筑面积                    m2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预制楼板）砖混结构（现浇楼板）砖木结构
底部框架-上部砖混结构  内部框架-外部砖混结构
框架结构  框剪结构  剪力墙结构  
钢结构      窑洞          其他             

第二部分：房屋结构安全隐患自查结果

安全隐患
类别

建在边坡及不良地质条件上的房屋；
改变结构布置，拆改承重结构、加层、对地下空间进行开挖
    的房屋；
楼面、屋面增加荷载；
房屋结构出现异常现象；
地基不均匀沉降；             （明显  轻微）
整体倾斜；                         （明显  轻微）
承重构件出现变形；               （明显  轻微）
承重构件出现裂缝；               （明显  轻微）
承重构件出现缺陷及损伤。  （明显  轻微）

第三部分：房屋结构安全隐患自查结论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填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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