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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1、项目来源

本项目由建延院自筹资金，联合住建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华南理工大

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及广东工业大学共同开展。

2、立项背景

我国房屋病害与劣化防治面临技术落后、民众意识不足、专业人才缺乏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挑战，现有维修模式多为被动式，难以有效预防和控制房

屋病害的发展。因此，开展混凝土房屋体检、病害隐患诊断和抑制劣化衰变修缮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不仅是提高房屋安全性和延长其使用寿命的关键途径，也

是推动建筑行业科技进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在此背景下，国家

相关部门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支持措施，鼓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房屋体检、维

修与修缮技术的应用，这为相关研究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和广阔的前

景。

3、研究内容

（1）混凝土房屋体检与病害隐患诊断关键技术研究：系统排查房屋病害及内

在缺陷，精准定位隐患。

（2）抑制房屋结构劣化衰变修缮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综合治理技术工艺，兼

顾力学性能与劣化防控。

（3）基于数字孪生的房屋体检与修缮责任可追溯技术研究：建立可追溯的房

屋体检与修缮数字化管理平台。

4、关键技术及创新点

（1）创立基于“以水为媒、四诊合参、辩证求本”的房屋病害隐患体检诊断

技术

（2）开发出抑制房屋与结构劣化隐患多项维护关键技术

（3）开发出基于数字孪生的房屋体检与修缮责任可追溯技术

5、国内外同类成果比较

一、混凝土房屋病害隐患和抑制房屋结构劣化衰变修缮技术（以下简称“技

术①”）与现行通用修缮技术（以下简称“技术②”）对比

（一）功能：

技术①综合治理渗漏裂病害、内在缺陷及劣化衰变隐患，实现劣化衰变隐患



治理兼顾长效抗渗防腐；技术②仅针对表象问题（如注浆堵漏）进行修缮，缺乏

对房屋内在建造质量缺陷及隐患的治理，其修缮质量效果在防水堵漏与抑制房屋

劣化衰变隐患方面效果有限。

（二）适用范围：

技术①覆盖各类遇水区域节点、构造、内在的建造质量缺陷及建筑物内部水

积聚和扩散的致灾隐患；技术②仅局限于防水堵漏。

（三）实施工艺

技术①采用基于渗透结晶材料的结构和构造长效自防水与抗渗防腐特种工艺

技术实现长效自防水，同时兼顾抑制房屋劣化衰变；技术②依赖防水层隔绝水分，

对劣化衰变防控效果非常有效。

二、房屋体检/病害隐患诊断技术（以下简称“技术①”）与房屋安全评估鉴

定（以下简称“技术②”）、房屋安全隐患排查通用技术（以下简称“技术③”）

对比

（一）功能：

技术①精准识别病害隐患具体位置、内在缺陷及隐患发展趋势；技术②评估

结构安全等级；技术③仅识别短期显性风险。

（二）适用范围：

技术①甄别诊断房屋存在病害与内在建造质量缺陷及安全隐患，判断房屋安

康状况，适用于房屋安康运维管理和防控劣化衰变的体检需要；技术②判断房屋

现状的安全状况，能否满足后续长期使用要求，适用于房屋结构安全等级评定；

技术③判断房屋短期内是否存在危险，适用于房屋结构显性安全隐患风险识别。

（三）检查检测方法

技术①采用“以水为媒、四诊合参、辩证求本”诊断技术，通过“网格化”

排查与数字分析结合，识别出房屋（本体）存在的病害与衍生出的安全隐患；通

过从房屋表象呈现出不限于形变在内的异样表征，甄别诊断导致房屋出现病害内

在的建造质量缺陷，以及病害恶化衍生出的安全隐患，作出房屋病害与隐患诊断

结论意见；通过分析评估预判出房屋病害与隐患的危害程度和发展变化趋势；技

术②依赖传统检测工具（裂缝检测仪、抽芯检测等）检查建筑物是否出现与沉降

倾斜相关的裂缝判断；上部结构缺陷检查，外观检查辅助钢筋扫描仪、裂缝检测

仪，对比卡、吊线锤、水平尺、卷尺等工具；实地量测混凝土结构的梁板柱截面

尺寸、配筋，以及抽芯检测混凝土结构抗压强度数据；通过计算软件对房屋主体

结构力学性能及安全可靠性作出评估鉴定结论意见；技术③主要凭目视审视，辅

助对比卡、吊线锤、水平尺、卷尺等工具检测验评，以房屋的形变来识别结构隐

患风险。

（四）交付成果

技术①提供病害诊断报告、三维可视化档案及防控建议；技术②、技术③仅

反馈安全等级与短期风险。

6、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高投入产出比，减少重复维修成本，延长建筑寿命。

（2）社会效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提

升城乡防灾减灾能力。

（3）行业价值：为社会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赋能，推动建筑行业技术升级，

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