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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建筑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开展，建筑业将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建筑工程质量的优劣，是直接关系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建筑和结构的设计、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由于各方面的
原因，建筑工程质量仍存在许多问题，重大工程事故时有发生。
在已有的建筑物中，很多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
经过几十年的使用，已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或老化，有的已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对这些建筑物予以加固和改造，使其继续发挥效益，是摆在建筑业面前的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工程质量事故是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和使用中较常见的问题。
正确处理工程质量事故，既是搞好工程建设的需要，更是一个称职的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
本技能。
　　根据高职高专的教育特点，结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要求，本着提高学生素质和技能的原则，在多
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工程事故分析与处理》。
书中内容力求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并能反映建筑技术的最新成果。
　　本书由崔千祥担任主编，刘经强、周翠玲、王志军担任副主编。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山东农业大学崔干祥（第二、七章），刘经强（第六章），周翠玲（第一、八章
）；河北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王志军（第四章4.1～4.6节）；华北矿业高等专科学校李维安（第四章4.7
～4.9节）；华北航天工业学院李兵（第五章）；山东大学张敬明（第三章）。
同济大学徐伟教授审阅了本书，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院校老师的大力帮助，参考了许多文献，并引用了有关书刊中的资
料，谨向这些老师和文献的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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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事故分析与处理(第2版)》为《全国高职高专土木工程专业系列规划教材》之一。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建筑工程事故的类别、原因分析及处理方法等。
内容包括：建筑物的检测和可靠性鉴定；地基、基础工程的事故处理；钢筋混凝土结构事故处理；砌
体结构事故处理；钢结构事故处理；渗漏事故处理；旧房的增层与改造等。
全书内容密切联系实际，针对工程中常见的质量事故，详尽地分析了其原因及处理方法，并列举了一
些工程实例。
《工程事故分析与处理(第2版)》可作为高等工程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等的土
木工程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勘察设计、建筑施工、建设监理和房屋修缮及管理的人员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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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钻芯法　　（1）适用范围　　钻芯法是使用钻芯机直接从结构上钻取芯样，进行压力试验，根
据芯样的抗压强度推定混凝土强度的一种半破损检测方法。
其结果直观可靠，能真实地反映结构混凝土的质量。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直接检验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还可以在芯样上发现施工时造成的缺陷。
　　由于钻芯法对结构有所损伤，钻芯的位置应选择在结构受力小、没有钢筋和预埋铁件的部位，而
且应考虑取样的代表性。
另外，因钻芯法试验费用较高，所以不提倡将其作为结构强度的全面检测方法。
建议将钻芯法与其他非破损方法结合使用。
一方面利用非破损方法来减少钻芯的数量，另一方面又利用钻芯法来提高非破损方法的可靠性。
　　《钻取芯样法测定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GB50308-99）中规定的适用钻取芯样检测混
凝土强度的场合如下：　　1）对试块抗压强度测试结果有怀疑时。
　　2）因材料、施工或养护不良而发生质量问题时。
　　3）混凝土遭受冻害、火灾、化学侵蚀或其他损害时。
　　4）需检测经多年使用的建筑结构或建筑物中混凝土强度时。
　　（2）芯样钻取　　取芯之前应考虑对结构可能带来的影响。
混凝土强度过低，取芯时容易损坏，所以被取芯结构的混凝土强度不宜低于10MPa。
　　取芯一般使用带冷却装置的岩石或混凝土钻机。
钻芯时一定要避开结构主筋，以免造成结构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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