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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实例介绍



 

1. 加拿大2010年冬奥会体育场穹顶坍塌

l 2007年1月5日，雨雪和大风天气导致体育场穹顶破裂，整个穹顶因此塌陷。穹顶由两层玻璃纤维组

成，建成21年未进行有效维护，材料老化又遇到连日大风雪导致穹顶破裂坍塌。



 

2. 法国第二大体育场维罗德罗姆体育场发生坍塌事故

l 2009年7月16日，法国第二大体育场维罗德罗姆体育场内一个正在搭建的舞台发生坍塌，至少造成1人

死亡、6人受伤。



 

3. 韩国仁川亚运场馆漏雨致比赛中断，顶棚积水险坍塌

l 2014年9月26日，仁川的富川体育馆内正在进行藤球男团半决赛，结果突如其来的雨水直接导致了韩国

VS印尼的半决赛中断。工作人员一边将水桶送到顶棚接水，一边紧急擦拭地板上的水，场面颇为尴尬。



 

4. 深圳体育中心坍塌

l 2019年7月8日，建成时间较长，目前存在设施设备老化，服务功能不足等问题，已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决定对深圳市体育中心进行升级改造提升，改造过程中坍塌，造成3死5伤，最终5人追究刑责、给予行政处罚的企业4

家、行政处罚8人。



 

节点处螺栓缺失、松动

近期实例：屋面顶棚内结构节点有缺陷，且不易察觉，造成安全隐患。

螺栓球节点处螺栓未拧紧



 

支座锚板翘曲，螺栓松动，存在突然失稳的可能性

近期实例：屋面主桁架结构支座有缺陷，钢结构锈蚀，且不易察觉，造成安全隐患。

檩条涂层脱落、锈蚀



 

通过对搜索到的70例体育场馆事故的分析：

死亡人数 事故次数
（次）

百分率

100人以上 5 7.1%

51~100人 8 11.4%

21~50人 7 10%

6~20人 18 25.7%

5人以下 32 45.7%

死亡人数 事故成因

事故成因 事故数量
（次）

百分率

球场暴力 22 31.4%

拥挤踩踏 24 34.3%

人数超荷 8 11.4%

坍塌事件 14 20%

恐怖袭击 3 4.3%

电气火灾 3 4.3%

雨水渗漏 4 5.7%

从死亡人数来看，场馆一旦发生事故，群死群伤

的几率非常之高。死亡人数在20人以上就占了

20例．占事故总量的28 6％。50人以上仍有13

例，占总体的18 5％。场馆事故灾害中动辄数十

数百的死伤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更何况这样的伤

亡不是天灾而是来自人祸，处理得当都能避免。

大量事故案例普查发现，场馆事故极其突发性和瞬时性

特征。

从事故成因来看，除了球场暴力、恐怖袭击之外，均与

场馆自身的安全性有关。

人员超荷，观众人数远超出场馆最大容量，导致事故更

易发生后果更为严重。如1992年5月5日法国一个球场

增容（从8500人增加到18000人)，大量球迷在搭起的

一些临时看台上拼命地躁脚致使临时搭建的看台坍塌，

17人死亡，1900人受伤。由于坍塌构成的场馆事故有

14起，占事故总数20％。其中后果最为严重的多为看

台，顶棚和支撑墙体的临时塌陷。此外，极端天气事件

如狂风暴雨等致使屋顶坍塌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尤其是

近两年受冬季雪灾的影响，大跨度场馆屋面被压垮很多。

随着年限增长，材料老化，导致火灾频发，雨水渗漏等

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



 

      体育场馆作为一个集体育比赛与大规模群众活动于一体的大型设施，往往是一个地区乃至

城市的重要公共活动中心。由于这类建筑具有内部功能综台、技术设施复杂、人员高度集中

等特征，潜在安全隐患较多，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并会带来

恶劣的社会影响。

      21世纪以来，大型赛事的发展成熟促使体育场馆的建设研究日趋完善，频繁发生的各类

场馆安全事故也应引起相关各方的重视。我们要对事故灾害进行总结分析，杜绝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重大安全事故，后悔莫及。



 

1.  在使用的过程中，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各种设施设备老化，服务功能不足，往往维护不到位，特别是对于钢

结构来讲，涂层脱落、钢材锈蚀、屋面漏水等，存在安全隐患。一般体育场馆的空间较高，特别是屋面顶棚出现问

题往往又不容易察觉到，导致安全事故出现的时候后悔莫及。通常来讲，既有体育场馆应该定期做一些结构安全方

面的排查，定期做结构安全检测鉴定，检查出隐患，及时处理，应做到提前防范，不是被动接受。

2.  资料缺失，场馆移交时自身就存在安全隐患，或后期运营时对场馆的结构承载不了解，超过设计规定的限值，

人为导致的事故。

3.  场馆功能改变，进行改造升级，增加临建等，未对场馆进行检测鉴定，存在突发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解决方案
检测鉴定，跟我们平时身体做体检一样，定期对场馆做安全方面的体检。

存在的问题？



 

（二）检测鉴定的相关内容介绍



 

一、检测鉴定的主要依据



 

l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19规定如下（我院主编）：

l 3．1．1  建筑结构的检测应分为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

l 3．1．2  遇有下列情况时，应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 
   1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检测； 
   2  结构工程送样检验的数量不足或有关检验资料缺失；
   3  施工质量送样检验或有关方自检的结果未达到设计要求；
   4  对施工质量有怀疑或争议；
   5  发生质量或安全事故； 
   6  工程质量保险要求实施的检测； 
   7  对既有建筑结构的工程质量有怀疑或争议； 
   8  未按规定进行施工质量验收的结构。 

二、检测鉴定的范围



 

l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19规定如下（我院主编）：

l 3．1．4  既有建筑需要进行下列评定或鉴定时，应进行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 

1  建筑结构可靠性评定；

2  建筑的安全性和抗震鉴定；

3  建筑大修前的评定； 

4  建筑改变用途、改造、加层或扩建前的评定；

5  建筑结构达到设计使用年限要继续使用的评定； 

6  受到自然灾害、环境侵蚀等影响建筑的评定； 

7  发现紧急情况或有特殊问题的评定。 

二、检测鉴定的范围



 

l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2015规定如下：

l 3．1．1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可靠性鉴定：

 1)建筑物大修前；

2)建筑物改造或增容、改建或扩建前；

3)建筑物改变用途或使用环境前；

4)建筑物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时；

5)遭受灾害或事故时；

6)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或出现较严重的腐蚀、损伤、变形时。

二、检测鉴定的范围



 

l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2015规定如下：

2 在下列情况下，可仅进行安全性鉴定：

1)各种应急鉴定；

2)国家法规规定的房屋安全性统一检查；

3)临时性房屋需延长使用期限；

4)使用性鉴定中发现安全问题。

3 在下列情况下，可仅进行使用性鉴定：

1)建筑物使用维护的常规检查；

2)建筑物有较高舒适度要求。

 4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专项鉴定：

1)结构的维修改造有专门要求时；

2)结构存在耐久性损伤影响其耐久年限时；

3)结构存在明显的振动影响时；

4)结构需进行长期监测时。

二、检测鉴定的范围



 

三、检测鉴定的程序
初步调查：

 1 查阅图纸资料。

 2 查询建筑物历史。

 3 考察现场。

 4 填写初步调查表。

 5 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及检测、试验工作大纲并提出
需由委托方完成的准备工作。

详细调查：

 1 结构体系基本情况勘察。

 2 结构使用条件调查核实。

 3 地基基础，包括桩基础的调查与检测。

 4 材料性能检测分析。

 5 承重结构检查。

 6 围护系统的安全状况和使用功能调查。

 7 易受结构位移、变形影响的管道系统调查。



 

检测：对结构的状况或性能所进行的现场测量和取样试验等工作。

鉴定：判定建筑物今后使用的可靠性程度所实施一系列活动。

区别：1）检测是通过专用仪器和设备对房屋的结构和构件的特性、参数、缺陷进行测定，仅是一项技术活动，在没有明确要

求时，仅需提供结果，不需要判定房屋安全与否。鉴定是指根据对房屋的检查和检测结果，依据国家、行业和省市地方相关

鉴定标准，对其验算分析后，对房屋的特性进行评定（如判定房屋是否安全）。

      拿医院看病为例，检测好比一系列的检查（如抽血化验、CT、核磁等），只给相关数据，不判定你得了什么病。鉴定就

好比医生通过这些单子，经过专业的分析及经验判定，最终你得了什么病。加固就好比确诊之后，根据病情给你开的药方，

最终治好病，解决了问题。

        2）能做检测的单位不一定能做鉴定，单位资质也不一样，检测单位必须有CMA证书，通常鉴定单位除此之外，还有建

设主管部门颁发的鉴定资质证书。

        3）检测可以由甲方委托具体指定做某一项，鉴定通常包含多项检测内容，要得出鉴定结论前，需要一系列的检测数据

作为支撑，并经分析验算后才能得出鉴定结论。

四、检测鉴定的具体内容
1. 先明确几个概念：



 

调查：通过查阅档案、文件，现场勘查和询问等手段进行的信息收集活动。

安全性鉴定：对民用建筑的结构承载力和结构整体稳定性所进行的调查、检测、验算、分析和评定等一系列

活动。

使用性鉴定：对民用建筑使用功能的适用性和耐久性所进行的调查、检测、分析、验算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

可靠性鉴定：对民用建筑承载能力和整体稳定性等的安全性以及适用性和耐久性等的使用性所进行的调   查、

检测、分析、验算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

专项鉴定：针对建筑物某特定问题或某特定要求所进行的鉴定。

应急鉴定：为应对突发事件，在接到预警通知时，对建筑物进行的以消除安全隐患为目标的紧急检查和鉴定；

同时也指突发事件发生后，对建筑物的破坏程度及其危险性进行的以排险为目标的紧急检查和鉴定。

抗震鉴定：通过检查现有建筑的设计、施工质量和现状，按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对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

性进行评估。

四、检测鉴定的具体内容



 

l 钢结构：
a 施工设计、地勘资料检查。
b 结构使用条件的调查与检测。
c 结构体系调查与检测。
d 外观质量检查。
e 钢构件尺寸检测。
f 钢材的强度及性能检测。
g 钢结构的变形检测（垂直度、弯曲变形， 跨中挠度等）。
h 节点检测（焊缝、螺栓、节点板等）。

四、检测鉴定的具体内容
2. 检测鉴定项目：

i 钢结构的残余应力检测。
j 钢结构涂层检测（防火、防腐）。
k 钢结构的监测（变形、应力应变、温度、风
荷载、振动、拉索索力、地震动及地震响应）。
......
l 结构承载力验算分析（一般需要建模计算）。
m 鉴定。

具体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专项检测

方案。



 

       以福建泉州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为例：

五、检测鉴定的必要性



 

2020年3月7日，欣佳酒店突然发生坍塌，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

伤。直接原因：由原四层违法增加夹层改建成七层，达到极限承载

能力并处于坍塌临界状态，加之事发前对底层支承钢柱违规加固焊

接作业引发钢柱失稳破坏，导致建筑物整体坍塌。

我院国家检测中心也参与了其中的部分调查取证工作、检测试验等，

涉及检测鉴定的主要问题如下：

检测单位在已发现欣佳酒店建筑物钢柱、钢梁构件表面无防火涂层

等情况下，违反技术标准，作出“该楼上部承重结构所检项目的正

常使用性基本符合鉴定标准要求”的结论，且报告中引为鉴定依据

的两部标准均已废止，依施工白图开展鉴定，用结构正常使用性鉴

定代替结构安全性鉴定，违规出具鉴定结果。

相关部门在设置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点时忽视房屋建筑质量安全，未

进行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草率决策。

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3人（逮捕12人，取保候审11人）。

另对49名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开除公职、撤职、处分等）。

五、检测鉴定的必要性



 

武汉疫情大爆发后，2020年2月3日晚，武汉市连夜建了三所“方舱医院”，分别是洪山体育馆（800张床位）、武汉客厅（2000张床位）、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1000张床位），专门收治轻症患者。4日上午，武汉市又宣布将在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武汉体育中心、武汉国际博览

中心等地再建三家“方舱医院”。

五、检测鉴定的必要性

特点：

1. 应对疫情等这种突发状况，这种大型体育设施改扩建成为首选。一是

能在很短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解决大量轻症患者的收治问题；二是

场所在极短时间，甚至24小时内就可以改建，疫情结束后也可以低成本

恢复；三是有望以高速度、低成本、高效益的做法，取得控制传染源、

救治患者的两大目标。

2. 今后防疫常态化，我们的场馆要随时做好准备，不能成为下一个泉州

事件，不能心存侥幸。

3.  我们老旧场馆较多，如何保证场馆的安全性？通过检测鉴定是能够做

到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公司去做，也可以转移风险。



 

1 委托单位名称；

2 建筑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点、结构类型、规模、施工日期及现状等； 建
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名称等；

3 检测鉴定原因、检测目的，以往检测情况概述；

4 检测鉴定项目、检测方法、检测设备及依据的标准； 

5 抽样方法及数量； 

6 检测鉴定日期，报告完成日期； 

7 检测鉴定项目中的主要分类检测数据和汇总结果，检测鉴定结论； 

8 主检、审核和批准人员的签名及单位盖章。

六、检测鉴定报告
l 检测鉴定报告包含以下内容：



 

l 检测机构必须取得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检测能力的证书附表中必须包含被检项目所

需的参数。在四川范围内承接检测鉴定业务，需取得当地的资质及加入当地的名录。

七、检测鉴定机构、设备及人员要求
1. 检测鉴定机构：



 

l 结构检测所用的仪器、设备和量具应有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检定（校准）证

书，仪器设备的精度应满足检测项目的要求。

l 检测人员应经过培训取得上岗资格。取得不同检测方法的各技术等级人员不得从事与该

方法和技术等级以外的检测工作。

七、检测鉴定机构、设备及人员要求
2. 设备及人员要求：



 

八、场馆管理人员在场馆安全上的作用

1.  提高安全意识；

2.  做好日常维护；

3.  重大活动前仔细检查，做好应急预案，必要时做检测鉴定；

4.  使用期间不超过设计荷载，避免不规范使用；

5.  定期对其进行安全性检测鉴定（常规情况下1年小检，3年大检），了解其安全状况，做好

自我保护；

6.  对于检测出安全隐患的部位及时进行维修加固处理、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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