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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指导和规范甘肃省经营性自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及时发现房屋结构安全隐患，迅速判定房屋安全状况，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甘肃省经营性自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

1.0.3 对排查后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的房屋，应及时组织有经验的

结构、检测、鉴定等方面的专家进行评估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安全

鉴定。

1.0.4 按本导则开展的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不能代替房屋结

构安全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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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安全隐患房屋

房屋建设场地、地基基础及结构体系中的承重构件存在安全

隐患（出现沉降、变形、裂缝等），导致局部或整体不能满足安全使

用要求的房屋及改扩建的房屋。

2.0.2 地质灾害

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

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

有关的灾害。

2.0.3 地基

支撑基础的土体或岩体。

2.0.4 基础

将结构所承受的各种作用传递到地基上的结构组成部分。

2.0.5 砌体结构

由块体和砂浆砌筑而成的墙、柱作为建筑物主要受力构件的

结构，是砖砌体、砌块砌体和石砌体结构的统称。

2.0.6 混凝土结构

以混凝土为主制成的结构，包括素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

构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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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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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构件之间通常采用焊缝、螺栓或铆钉连接。

2.0.8 木结构

采用以木材为主制作的构件承重的结构。

2.0.9 混杂结构

两种或两种以上结构形式组合成的结构，如砖木结构、砖墙与

土坯墙混杂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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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排查程序及排查范围

3.1.1 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以定性判断为主，根据房屋整体

稳定性和主要构件的危险程度及影响范围评定其存在安全隐患程

度等级。

3.1.2 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1 场地安全隐患程度排查：结合场地周边环境调查情况，排

查场地是否为地质灾害易发区，排查结果分为存在安全隐患场地

和暂未发现安全隐患场地两个等级；

2 地基基础安全隐患程度排查：对房屋地基基础部分危险程

度排查情况进行分析，评定房屋地基基础安全隐患程度，排查结果

分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存在一般安全隐患及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三个等级；

3 上部结构安全隐患程度排查：对房屋上部结构承重构件危

险程度排查情况进行分析，评定房屋上部结构安全隐患程度，排查

结果分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存在一般安全隐患及暂未发现安全

隐患三个等级；

4 房屋改建扩建安全隐患程度排查：对房屋是否进行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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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加层进行排查，评定房屋整体安全隐患程度，对改造或加层的房

屋排查结果分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存在一般安全隐患两个等级。

3.1.3 将下列房屋作为排查重点：

1 城乡结合部、城中村、迁建安置区、学校医院周边、工业园

区等重点区域经营性自建房屋：如酒店、饭店、私人影院、酒吧、网

吧、小卖部、KTV、培训教室、幼儿园、托儿所等；

2 三层及以上、人员密集的经营性自建房屋；

3 改建扩建或改变使用功能的房屋；

4 场地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地区的房屋；

5 建设年代超过30年的房屋；

6 其它有必要重点排查的房屋。

3.2 排查组织

3.2.1 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应成立专门排查小组，排查小组

成员应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统一培训确定工作标准后进行排查。

3.2.2 排查小组应向产权人（使用人）了解房屋建造、改造、装修

和使用情况。如房屋使用期间是否发生过改变功能、加层改造、增

加隔墙、拆柱拆墙、建筑外扩、是否改变房屋主体结构等改建扩建

行为。

3.2.3 排查小组按照一栋一表排查，对发现的严重安全隐患部位

应进行影像记录，做到不虚报、不漏报，排查信息可按附表A进行

填写。

3.2.4 排查工作小组进入房屋前应评估安全风险，并做好个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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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护措施。对于破坏程度严重的房屋，若其破坏状态显而易见，

可直接评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屋，考虑到安全问题，不再对房

屋内部进行检查。

3.2.5 在遭遇自然灾害或极端天气后，应根据排查发现的问题，

对房屋安全适时检查。对群众反映房屋出现异常，如沉降、倾斜、

变形、开裂等异常现象或发生地质灾害的应第一时间组织重点检

查。

3.3 排查结果

3.3.1 场地排查结果分为存在安全隐患场地和暂未发现安全隐

患场地。

3.3.2 根据地基基础、上部结构、改建扩建三个方面排查结果，存

在一项及以上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评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房屋；存在一项及以上一般安全隐患的房屋，评定为存在一般安全

隐患房屋；没有发现安全隐患的房屋，评定为暂未发现安全隐患房

屋。

3.4 排查结果处理

3.4.1 场地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

3.4.2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应立即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安全

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措施。

3.4.3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的房屋，应及时组织有经验的结构、检

测、鉴定等方面的专家进行评估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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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结论或鉴定结果采取相应措施。

3.4.4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的房屋，应定期根据《甘肃省自建房屋

结构安全隐患自查手册》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及时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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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地安全隐患排查

4.0.1 房屋场地安全隐患排查应重点检查边坡、挡墙、河堤护坡的

高度和房屋距其的水平距离，以及房屋出现的裂缝、变形等缺陷。

4.0.2 房屋场地安全排查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地评定为存

在安全隐患场地：

1 有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以及采空区等地质灾害

隐患的区域或地段；

2 高度在3米以上的边坡、挡墙、河堤护坡，与房屋水平距离

在2倍高度以内，且房屋已出现裂缝、变形等情况；

3 存在其它安全隐患情形的场地。

4.0.3 场地排查未发现安全隐患的评定为暂未发现安全隐患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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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基基础安全隐患排查

5.0.1 房屋地基基础安全隐患排查应重点检查房屋因地基基础

不均匀沉降产生的倾斜、上部结构产生的裂缝及房屋基础的滑移

等情况。

5.0.2 地基基础出现下列任一情况的房屋可评定为严重安全隐

患房屋：

1 地基不稳定产生滑移，且水平位移量大于10mm，对上部结

构有显著影响或有继续滑动迹象的情形；

2 地基基础产生严重不均匀沉降，导致上部承重墙体出现明

显可见裂缝；

3 基础距离边坡过近、处于低洼易积水处、基底局部脱空等

可能引起房屋坍塌的其它情形；

4 基础老化、腐蚀、酥碎、折断，或基础与承重构件连接处产

生阶梯形裂缝、水平裂缝、竖向裂缝，且最大裂缝宽度大于10mm；

5 房屋出现肉眼可见的整体倾斜或歪扭现象，或相邻房屋之

间发生倾斜碰撞。

5.0.3 地基基础出现下列任一情况的房屋可评定为一般安全隐

患房屋：

1 地基不稳定产生滑移，且水平位移量不大于10mm，对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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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造成影响；

2 地基基础产生不均匀沉降，导致上部承重墙体出现轻微

裂缝；

3 基础老化、腐蚀、酥碎、折断，或基础与承重构件连接处产

生阶梯形裂缝、水平裂缝、竖向裂缝，且最大裂缝宽度不大于

10mm。

5.0.4 地基基础排查未发现严重安全隐患和一般安全隐患的房

屋，评定为暂未发现安全隐患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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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部结构安全隐患排查

6.1 严重安全隐患房屋

6.1.1 结构传力体系不明确、结构形式混杂、层数为3层及以上的房

屋；对结构传力体系明确的砌体结构层数6层及以上，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层数8层及以上的房屋确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

6.1.2 砌体结构房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评定为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房屋：

1 采用120厚砖墙或砌块墙承重的房屋；以加气块、空心砖等

非承重砌块材料作为承重墙体的2层及以上房屋；

2 采用泥浆、草泥砌筑的承重墙体的房屋，或干码砖石而成

的承重墙体房屋；

3 墙体根部严重碱蚀剥落，厚度超过墙体厚度1/4的房屋；

4 承重墙体或柱存在明显外闪与倾斜变形；或存在明显侧向

挠曲变形的房屋；

5 承重墙出现受压裂缝，缝宽大于1mm，缝长超过层高的1/2，

或出现缝长超过层高1/3的多条竖向裂缝；纵横承重墙体连接处出

现通长竖向裂缝的房屋；

6 支承梁或屋架端部的墙体或柱在支座部位出现多条因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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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裂缝的房屋；

7 砖柱、砖过梁产生明显裂缝的房屋；

8 预制板的搁置长度不足，端部存在掉落迹象或趋势；预制

板存在沿板宽方向的通缝，或有其它严重损伤的房屋；

9 阳台板和雨棚等悬挑构件明显下垂，悬挑构件根部发现明

显裂缝或相连的墙体出现通长裂缝的房屋；

10 空斗墙砌筑且存在裂缝的房屋。

6.1.3 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评定为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房屋：

1 梁柱节点损坏严重的房屋；

2 柱损坏严重，或有明显的变形和位移，或有明显的侧向挠

曲且存在裂缝的房屋；

3 梁损坏严重，或有明显的挠曲变形，或跨中及端部存在明

显的裂缝的房屋；

4 楼、屋盖板存在明显裂缝（宽度大于等于1mm）或变形的房

屋；

5 悬挑构件端部存在明显下挠，或根部发现明显裂缝；混凝

土挑檐的混凝土酥裂分块，有掉落可能的房屋；

6 承重混凝土构件表面严重剥蚀、开裂，钢筋锈蚀，有随时断

裂或失效的危险；或混凝土构件施工质量严重低下，蜂窝麻面较

多，多处受力钢筋外露的房屋。

6.1.4 钢结构房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评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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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结构构件(柱、梁、屋架等)严重锈蚀，有断裂或失效的危

险，或受力构件因锈蚀导致截面锈损量大于原截面10%的房屋；

2 钢结构构件连接方式不当；构件或连接件有裂缝或锐角切

口；焊缝、螺栓或铆钉有拉开、变形、滑移、松动、剪坏等严重损坏；

3 钢结构受力构件截面尺寸严重偏小，有倒塌风险的房屋；

4 梁、柱存在明显变形或位移的房屋；

5 屋架、檩条有明显下挠或侧向变形的房屋；

6 轻型门式刚架结构房屋无柱间支撑体系或支撑体系失效

的房屋；

7 屋面支撑系统不完善，屋架支撑系统松动失稳，导致屋架

明显倾斜的房屋。

6.1.5 木结构房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评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房屋：

1 承重木构件（木柱、木梁、木屋架、木檩）严重腐朽或受虫

蛀，有随时断裂或失效风险的房屋；

2 连接构造有严重缺陷，已导致节点松动、变形、滑移、沿剪

切面开裂、剪坏；铁件严重锈蚀、松动致使连接节点失效的房屋；

3 无下弦拉杆的人字屋架；主梁（或屋架）存在明显的挠度变

形，或伴有较严重的材质缺陷；顶部或端部节点产生腐朽或劈裂的

房屋；

4 木柱存在侧弯变形，或柱顶劈裂，柱身断裂；柱脚腐朽，其

腐朽面积大于原截面面积1/5以上的房屋；

5 在柱的同一高度处纵横向同时开槽，且在柱的同一截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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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面积超过总截面面积的1/2的房屋；

6 围护墙与木柱明显脱开或墙体明显歪闪、开裂的房屋。

6.1.6 窑洞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评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

屋：

1 窑洞边窑腿外闪的房屋；

2 窑洞拱券出现纵向裂缝的房屋；

3 窑洞窑脸严重外闪，有倒塌危险的房屋；

4 窑洞内部冒顶，有土块、砖石塌落的房屋；

5 窑洞顶部长期渗水漏雨的房屋。

6.1.7 其它可评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屋的情形：

1 采用自制或非正规厂家生产的预制板承重的房屋；采用旧

房拆卸的预制板、砖瓦建造的房屋；

2 砌体结构跨度4.2米及以上、钢筋混凝土结构及钢结构跨

度6.0米及以上人员聚集使用，排查发现有安全隐患的房屋；

3 存在其它情形坍塌隐患的房屋。

6.2 一般安全隐患房屋

6.2.1 砌体结构房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评定为存在一般安全

隐患房屋：

1 采用180砖墙承重的房屋；

2 承重墙体采用白灰砂浆（无水泥）砌筑的房屋；

3 承重墙体根部碱蚀剥落，厚度不超过墙体厚度1/4的房屋；

4 承重墙体或柱存在轻微外闪与倾斜变形；或存在轻微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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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曲变形的房屋；

5 承重墙体发现裂缝，但其宽度、分布未达到本导则第6.1.2

条第5款的限值的房屋；

6 砖柱、砖过梁产生轻微裂缝的房屋；

7 预制板的搁置长度不足的房屋；

8 阳台板和雨棚等悬挑构件轻微下垂，悬挑构件根部发现轻

微裂缝的房屋；

9 空斗墙砌筑且不存在裂缝的房屋的房屋。

6.2.2 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评定为存在一

般安全隐患房屋：

1 梁、柱出现轻微裂缝或变形的房屋；

2 楼（屋）盖出现轻微裂缝（宽度小于1mm）或变形的房屋；

3 悬挑构件端部存在轻微下挠，或根部发现轻微裂缝的房

屋；

4 承重混凝土构件表面有剥蚀、开裂，钢筋锈蚀的现象；或混凝

土构件施工质量较差，蜂窝麻面较多，但受力钢筋没有外露的房屋。

6.2.3 钢结构房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评定为存在一般安全隐

患房屋：

1 钢结构构件(柱、梁、屋架等)有多处锈蚀现象；或受力构件

因锈蚀导致截面锈损量不大于原截面10%的房屋；

2 钢结构构件连接节点焊缝有缺陷、螺栓松动，但节点未发

生严重变形的房屋；

3 梁、柱存在轻微位移和变形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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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屋架、檩条有轻微下挠或侧向变形的房屋；

5 轻型门式刚架结构房屋柱间支撑体系不完整或部分失效

的房屋。

6.2.4 木结构房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评定为存在一般安全隐

患房屋：

1 承重木构件（木柱、木梁、木屋架、木檩）有轻微腐朽或虫蛀

现象的房屋；

2 连接构造有缺陷，暂未发现节点松动、变形、滑移、沿剪切

面开裂、剪坏的房屋；

3 主梁或屋架存在材质缺陷；顶部或端部节点部分腐朽或劈

裂的房屋；

4 柱脚腐朽，其腐朽面积不大于原截面面积1/5的房屋；

5 在柱的同一高度处纵横向同时开槽，且在柱的同一截面开

槽面积未超过总截面面积的1/2的房屋；

6 围护墙与木柱脱开但墙体无明显歪闪及开裂的房屋。

6.2.5 窑洞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评定为存在一般安全隐患房

屋：

1 窑洞拱券出现环向裂缝的房屋；

2 窑洞窑脸轻微外闪，暂无倒塌危险的房屋；

3 窑洞顶部有渗水迹象的房屋。

6.2.6 其它可评定为存在一般安全隐患房屋的情形：

1 砌体结构跨度4.2米及以上，钢筋混凝土结构及钢结构6.0

米及以上人员聚集使用，暂未发现安全隐患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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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其它情形安全隐患的房屋。

6.3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房屋

6.3.1 上部结构排查未发现严重安全隐患和一般安全隐患的房

屋，评定为暂未发现安全隐患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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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改建扩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

7.0.1 房屋结构改造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评定为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房屋：

1 房屋改建扩建未经专业设计、加固处理，拆改过主体承重

结构构件、加层（含夹层）、扩建、开挖地下空间等的；

2 在原楼面、屋面上增加较多隔墙、较大堆载；

3 房屋存在坍塌隐患的其它改造情形。

7.0.2 房屋结构改造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评定为存在一般安全

隐患房屋：

1 在原楼面上增设少量隔墙、较小堆载；

2 改变用途时，对房屋进行过加固维修处理；

3 房屋外挂保温层、装饰面、广告牌和贴面有脱落风险的；

4 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其它改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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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甘肃省经营性自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
查信息采集表

第一部分：房屋信息调查

一、基本情况

地 址

产权人

（使用人）

姓名

房屋用途

土地性质

所在区域

房屋基本

信息

甘肃省 （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 村

（社区） 组路（街、巷） 号栋

□ 经营性自

建房

（是否同时自

住 □是□否）

□ 其他自建

房

□国有土地（□居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业用地 □国有非建设

用地 □其他）

□集体土地（□宅基地 □集体建设用地 □集体非建设用地 □其

他）

□城市建成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拆迁安置区□工业园区）

□建制镇 □集镇（乡镇政府所在地）□其他 建

□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学校周边 □医院周边 □商贸市场周边

□其他）

建筑层数

建成时间

层

□建造年代（□1980 年及以前□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2011-2015 年□2016 年及以后）□
具体年份： 年

身份证号

具体用途包含（多选）

□餐饮饭店 □民宿宾馆 □批发零售 □休闲娱

乐 □教育培训

□医疗卫生 □养老服务 □生产加工 □仓储物

流 □出租居住

□商务办公 □农贸市场 □宗教场所 □其他（请

填写具体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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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情况

设计方式

建造方式

结构类型

改扩建

情况

三、管理情况

已取得的

行政许可

(多选)

改造内容

第二部分：结构安全隐患排查

一、场地安全隐患排查

存在安全隐患

□有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以及

采空区等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或地段；

□高度在 3米以上的边坡、挡墙、河堤护

坡，与房屋水平距离在 2倍高度以内，且

房屋已出现裂缝、变形等情况；

□存在其它严重安全隐患情形的场地。

□有专业设计(或采用标准图集) □无专业设计(或未采用标准

图集)
□有资质的施工队伍建造 □建筑工匠建造 □自行建造

□其它

□砌体结构(□预制板□现浇板 □木或轻钢楼屋盖 □石板或

石条) □底部框架—上部砌体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

结构 □木(竹)结构 □土木(石木)结构 □混杂结构

□窑洞 □其它

是否改扩建：□是 □否 改扩建次数： 次

□改扩建内容(多选)：□加层 □加夹层 □加隔墙□减柱□减

隔墙□建筑外扩□其它

是否装修：□是 □否 装修是否改变主体结构：□是 □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宅基地批准书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施工许可证 □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不动产登 □市场主体登记 (工商执

照) □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行业： ) □以上手续均无

□楼层加顶 □周边扩建 □楼内夹层 □改变承重结构

□加固维修 □其它（多选）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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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基基础安全隐患排查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地基不稳定产生滑移，且水

平位移量大于 10mm，对上部

结构有显著影响或有继续滑

动迹象的情形；

□地基基础产生严重不均匀

沉降，导致上部承重墙体出现

明显可见裂缝；

□基础距离边坡过近、处于低

洼易积水处、基底局部脱空等

可能引起房屋坍塌的其它情

形；

□基础老化、腐蚀、酥碎、折

断，或基础与承重构件连接处

产生阶梯形裂缝、水平裂缝、

竖向裂缝，且最大裂缝宽度大

于10mm；

□房屋出现肉眼可见的整体

倾斜或歪扭现象，或相邻房屋

之间发生倾斜碰撞。

三、上部结构安全隐患排查

（一）结构体系排查

□ 对结构传力体系不明确、结构形式混杂、层数为 3层及以上的房屋；对

结构传力体系明确的砌体结构层数6层及以上，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层数8
层及以上的房屋确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地基不稳定产生滑

移，且水平位移量不大

于 10mm，对上部结构

造成影响；

□地基基础产生不均

匀沉降，导致上部承重

墙体出现轻微裂缝；

□基础老化、腐蚀、酥

碎、折断，或基础与承

重构件连接处产生阶

梯形裂缝、水平裂缝、

竖向裂缝，且最大裂缝

宽度不大于10mm。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 暂未发现安全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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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类型排查

□砌体结构 □钢筋混凝土 □钢结构 □木结构 □窑洞 □其它

1、砌体结构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采用120厚砖墙或砌块墙承

重的房屋；以加气块、空心砖

等非承重砌块材料作为承重

墙体的2层及以上房屋；

□采用泥浆、草泥砌筑的承重

墙体的房屋，或干码砖石而成

的承重墙体房屋；

□墙体根部严重碱蚀剥落，厚

度超过墙体厚度1/4的房屋；

□承重墙体或柱存在明显外

闪与倾斜变形；或存在明显侧

向挠曲变形的房屋；

□承重墙出现受压裂缝，缝宽

大于1mm，缝长超过层高的1/2，

或出现缝长超过层高1/3的多

条竖向裂缝；纵横承重墙体连

接处出现通长竖向裂缝的房

屋；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采用180砖墙承重的

房屋；

□承重墙体采用白灰

砂浆（无水泥）砌筑的

房屋；

□承重墙体根部碱蚀

剥落，厚度不超过墙体

厚度1/4的房屋；

□承重墙体或柱存在

轻微外闪与倾斜变形；

或存在轻微侧向挠曲

变形的房屋；

□承重墙体发现裂缝，

但其宽度、分布未达到

本导则第 6.1.2 条第 5

款的限值的房屋；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暂未发现安全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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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砌体结构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支承梁或屋架端部的墙体

或柱在支座部位出现多条因

局部受压裂缝的房屋；

□砖柱、砖过梁产生明显裂缝

的房屋；

□预制板的搁置长度不足，端

部存在掉落迹象或趋势；预制

板存在沿板宽方向的通缝，或

有其它严重损伤的房屋；

□阳台板和雨棚等悬挑构件

明显下垂，悬挑构件根部发现

明显裂缝或相连的墙体出现

通长裂缝的房屋；

□空斗墙砌筑且存在裂缝的

房屋。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砖柱、砖过梁产生轻

微裂缝的房屋；

□预制板的搁置长度

不足的房屋；

□阳台板和雨棚等悬

挑构件轻微下垂，悬挑

构件根部发现轻微裂

缝的房屋；

□空斗墙砌筑且不存

在裂缝的房屋的房屋。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暂未发现安全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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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筋混凝土结构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梁柱节点损坏严重的房屋；

□柱损坏严重，或有明显的变

形和位移，或有明显的侧向挠

曲且存在裂缝的房屋；

□梁损坏严重，或有明显的挠

曲变形，或跨中及端部存在明

显的裂缝的房屋；

□楼、屋盖板存在明显裂缝

（宽度大于等于 1mm）或变形

的房屋；

□悬挑构件端部存在明显下

挠，或根部发现明显裂缝；混

凝土挑檐的混凝土酥裂分块，

有掉落可能的房屋；

□承重混凝土构件表面严重

剥蚀、开裂，钢筋锈蚀，有随时

断裂或失效的危险；或混凝土

构件施工质量严重低下，蜂窝

麻面较多，多处受力钢筋外露

的房屋。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梁、柱出现轻微裂缝

或变形的房屋；

□楼（屋）盖出现轻微

裂缝（宽度小于 1mm）
或变形的房屋；

□悬挑构件端部存在

轻微下挠，或根部发现

轻微裂缝的房屋；

□承重混凝土构件表

面有剥蚀、开裂，钢筋

锈蚀的现象；或混凝土

构件施工质量较差，蜂

窝麻面较多，但受力钢

筋没有外露的房屋。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暂未发现安全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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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结构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钢结构构件(柱、梁、屋架等)
严重锈蚀，有断裂或失效的危

险，或受力构件因锈蚀导致截

面锈损量大于原截面 10%的

房屋；

□钢结构构件连接方式不当；

构件或连接件有裂缝或锐角

切口；焊缝、螺栓或铆钉有拉

开、变形、滑移、松动、剪坏等

严重损坏；

□钢结构受力构件截面尺寸

严重偏小，有倒塌风险的房

屋；

□梁、柱存在明显变形或位移

的房屋；

□屋架、檩条有明显下挠或侧

向变形的房屋；

□轻型门式刚架结构房屋无

柱间支撑体系或支撑体系失

效的房屋；

□屋面支撑系统不完善，屋架

支撑系统松动失稳，导致屋架

明显倾斜的房屋。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钢结构构件(柱、梁、

屋架等)有多处锈蚀现

象；或受力构件因锈蚀

导致截面锈损量不大

于原截面10%的房屋；

□钢结构构件连接节

点焊缝有缺陷、螺栓松

动，但节点未发生严重

变形的房屋；

□梁、柱存在轻微位移

和变形的房屋；

□屋架、檩条有轻微下

挠或侧向变形的房屋；

□轻型门式刚架结构

房屋柱间支撑体系不

完整或部分失效的房

屋。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暂未发现安全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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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木结构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承重木构件（木柱、木梁、木

屋架、木檩）严重腐朽或受虫

蛀，有随时断裂或失效风险的

房屋；

□连接构造有严重缺陷，已导

致节点松动、变形、滑移、沿剪

切面开裂、剪坏；铁件严重锈

蚀、松动致使连接节点失效的

房屋；

□无下弦拉杆的人字屋架；主

梁（或屋架）存在明显的挠度

变形，或伴有较严重的材质缺

陷；顶部或端部节点产生腐朽

或劈裂的房屋；

□木柱存在侧弯变形，或柱顶

劈裂，柱身断裂；柱脚腐朽，其

腐朽面积大于原截面面积 1/5
以上的房屋；

□在柱的同一高度处纵横向

同时开槽，且在柱的同一截面

开槽面积超过总截面面积的

1/2的房屋；

□围护墙与木柱明显脱开或

墙体明显歪闪、开裂的房屋。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承重木构件（木柱、

木梁、木屋架、木檩）有

轻微腐朽或虫蛀现象

的房屋；

□连接构造有缺陷，暂

未发现节点松动、变

形、滑移、沿剪切面开

裂、剪坏的房屋；

□主梁或屋架存在材

质缺陷；顶部或端部节

点部分腐朽或劈裂的

房屋；

□柱脚腐朽，其腐朽面

积不大于原截面面积1/
5的房屋；

□在柱的同一高度处

纵横向同时开槽，且在

柱的同一截面开槽面

积未超过总截面面积

的1/2的房屋；

□围护墙与木柱脱开

但墙体无明显歪闪及

开裂的房屋。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暂未发现安全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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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窑洞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窑洞边窑腿外闪的房屋；

□窑洞拱券出现纵向裂缝的

房屋；

□窑洞窑脸严重外闪，有倒塌

危险的房屋；

□窑洞内部冒顶，有土块、砖

石塌落的房屋；

□窑洞顶部长期渗水漏雨的

房屋。

6、其它情形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采用自制或非正规厂家生

产的预制板承重的房屋；采用

旧房拆卸的预制板、砖瓦建造

的房屋；

□砌体结构跨度 4.2 米及以

上、钢筋混凝土结构及钢结构

跨度 6.0米及以上人员聚集使

用，排查发现有安全隐患的房

屋；

□存在其它情形坍塌隐患的

房屋。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窑洞拱券出现环向

裂缝的房屋；

□窑洞窑脸轻微外闪，

暂无倒塌危险的房屋；

□窑洞顶部有渗水迹

象的房屋。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砌体结构跨度 4.2米

及以上，钢筋混凝土结

构及钢结构 6.0米及以

上人员聚集使用，暂未

发现安全隐患的房屋；

□存在其它情形安全

隐患的房屋。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暂未发现安全隐

患。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暂未发现安全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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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建扩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未经专业设计、加固处理，拆改过

主体承重结构构件、加层（含夹层）、

扩建、开挖地下空间等的；

□在原楼面、屋面上增加较多隔墙、

较大堆载；

□房屋存在坍塌隐患的其它改造情

形。

第三部分：排查结果处理

□场地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应立即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并根据鉴

定结果采取相应措施。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的房屋，应及时组织有经验的结构、检测、鉴定等方面

的专家进行评估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并根据评估结论或鉴定结

果采取相应措施。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的房屋，应定期根据《甘肃省自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自

查手册》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及时修缮。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在原楼面上增设少量隔墙、较小堆

载；

□改变用途时，对房屋进行过加固维

修处理；

□房屋外挂保温层、装饰面、广告牌

和贴面有脱落风险的；

□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其它改造情

形。

排查人（签名） 排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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