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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既有民用建筑安全检查的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预防重

特大事故发生，保障既有民用建筑安全、正常使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既有民用建筑检查。

1.0.3 既有民用建筑检查应具有针对性，检查方法应适用、有效。

1.0.4 既有民用建筑检查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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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既有民用建筑 existing civil building

已建成可以验收的和已投入使用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2.0.2 检查 examination

通过查阅资料和现场巡查，对既有民用建筑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安全风险进行排查、识别的活动。

2.0.3 既有民用建筑的使用责任人 responsible person of existing civil

building using

对既有民用建筑使用安全检查和管理承担直接责任的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组织，例如建筑的所有权人、使用人和受托管理人等。简

称使用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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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使用责任人应建立既有民用建筑使用档案，使用档案宜包括下

列内容：

1 既有建筑建设的技术文件和资料；

2 建筑使用、维护、修缮、检测鉴定和改造等记录技术文件及相

关资料；

3 建筑使用与维护的管理制度，制度中应包括日常检查周期、检

查方法、责任划分等规定；

4 建筑使用安全检查的记录；

5 与使用安全相关的其他资料。

3.0.2 主管部门开展燃气安全检查的周期、内容和方式等应按国家相

关制度执行。

3.0.3 既有民用建筑检查应以调查、观察为主要手段，辅助采用必要

的检查工具。

3.0.4 既有民用建筑检查应编制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应包含本标准附

录 A的有关内容。

3.0.5 既有民用建筑检查宜建立电子化档案，电子化档案应具有查询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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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

4.1 场地

4.1.1 建筑场地检查应包括场地自然环境和建成环境检查。

4.1.2 对于处于山边或河、湖、海边的建筑，场地环境检查应包括山

体和河（湖、海）岸及防护设施等。当经调查的建筑场地存在不良地

质条件时，尚应对场地地质情况进行检查。

4.1.3 建成环境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产生振动的交通设施或其他设备；

2 临近建筑；

3 临近堆场及矿坝；

4 临近基坑；

5 地下空间工程。

4.1.4 对建成环境，应检查周边设施建设与运行产生影响建筑安全的

情况。

4.2 建筑围护结构和装饰装修

4.2.1 建筑围护结构和装修检查应包括屋面、外墙、室内、临空栏杆

等部位和设施；地下室与地下车库的出入口（坡道）、窗井、风井、

下沉庭院（下沉式广场）、地下管道（沟）、地下坑井等地面口部。

检查项目应包括防渗漏、防护设施、防高空坠落，防止涌水、倒灌及

必要的截水、挡水和排水措施。

4.2.2 防渗漏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屋面、露台上的天沟、檐沟，出屋面的各种管根部位、设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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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根部，女儿墙顶部、根部的渗漏、变形和损坏等情况，水落口、雨

水管通畅情况；

2 雨篷、阳台及外墙上出挑构件、设备、管道的根部渗漏、变形

和损坏等情况；

3 外门窗、幕墙、外墙外保温、外墙及装饰面层、变形缝的开裂、

渗漏、变形和损坏等情况；

4 地下室底板、侧墙、顶板的开裂、渗漏、变形和损坏等情况。

4.2.3 防护设施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公共场所的阳台、外廊、室内回廊、中庭、内天井、上人屋面

及楼梯等处临空部位防护栏杆或栏板的设置及安全有效性情况。栏杆

或栏板垂直高度、承受水平荷载能力、安装牢固性符合强制性工程建

设规范《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有关规定情况；

2 窗井、风井、下沉庭院顶部周边、上人屋面临空处安全防护设

施设置及安全有效性情况。

4.2.4 防高空坠落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窗、玻璃幕墙与墙体的连接情况。开启扇防脱落措施设置及安

全有效性情况。门窗、幕墙、密封胶、密封胶条、五金件设计工作年

限。其密封胶、密封胶条、五金件变形、脱落、失效情况；

2 建筑物外墙上设置的太阳能集热器或光伏组件、空调外挂室外

机、广告牌、外遮阳设施，外保温系统、装饰线脚等附属构件或设施

与建筑结构连接及安全有效性情况；

3 公共建筑内装修装饰面层、顶棚上吊挂的构件安全牢固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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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况。

4.2.5 地下室、半地下室的出入口或坡道、窗井、风井，以及下沉庭

院或下沉式广场，地下管道（沟），地下坑井等部位防雨水倒灌设施

设置及安全有效性情况。

4.3 建筑结构

4.3.1 建筑结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使用情况；

2 建筑地基基础；

3 建筑结构体系；

4 建筑结构整体变形、倾斜、裂缝等；

5 结构构件变形、损伤、裂缝等；

6 结构构件防护。

4.3.2 建筑使用情况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损坏建筑承重结构情况；

2 搭建建构筑物情况；

3 使用功能改变和增加房屋使用荷载情况；

4 建筑结构上的广告牌、外挂空调、太阳能装置等附属设施；

5 其他危害建筑安全情况。

4.3.3 建筑地基基础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基情况及稳定性；

2 基础类型、变形及结构性能；

3 地基基础均匀沉降及不均匀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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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结构受地基基础沉降影响而产生的裂缝、变形等缺陷；

5 地基基础缺陷对上部结构的影响。

4.3.4 建筑结构体系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主要结构材料类型；

2 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

3 主要传力路径；

4 结构转换、加强部位、错层等情况；

5 节点构造；

6 变形缝。

4.3.5 对砌体结构，检查建筑结构体系时，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4.3.4条

的规定外，尚应检查砌体的砌筑方式、墙体厚度、高厚比、砌筑砂浆

以及圈梁、构造柱等情况。

4.3.6 对木结构，检查建筑结构体系时，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4.3.4条的

规定外，尚应检查围护墙体与木结构的拉结措施情况。

4.3.7 建筑结构构件变形与损伤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混凝土构件开裂、变形、钢筋锈蚀、混凝土保护层脱落等质量

缺陷、混凝土劣化等情况，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尚应检查预应力筋锚固

状况；

2 砌体构件的倾斜、开裂、变形，块体、砂浆开裂、风化、老化

等损伤情况；

3 钢构件的截面扭曲情况，焊缝完整性及开裂情况，螺栓和铆钉

存在缺失、松动、变形、滑移或剪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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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木构件倾斜、变形、开裂、腐朽、虫蛀以及节点连接等情况；

5 组合构件中组合界面抗剪件、连接件、紧固件、锚固件等损坏

状况。

4.3.8 结构防护应检查结构防火、防腐构造的完好情况，对于木结构

尚应检查防水防潮和防白蚁措施的完好情况。

4.3.9 检查建筑结构倾斜、构件变形、构件裂缝等，宜采用适当的工

具、器具进行量测。

4.3.10 当判断隐蔽结构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时，宜拆除外装饰或保护层

进行检查。对于外观已出现裂缝或破损明显的构件，宜全数检查。

4.3.11 当建筑结构已出现结构性裂缝或明显损坏时，宜全数检查并记

录损坏情况，包括损坏位置、损坏形式、损坏程度等结果。

4.4 燃气设施

4.4.1 燃气设施检查应包括供气参数、用气环境、用户管道、燃具和

用气设备等项目。

4.4.2 检查管道、燃具和用气设备的密封性能时，宜采用专用检测仪

器工具。

4.4.3 供气参数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燃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和供气合同的情况；

2供气压力符合供气系统要求的情况和波动情况；

3燃气具备警示性臭味的情况。

4.4.4 用气环境应检查符合安全用气条件的情况。

4.4.5 用户管道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9

1 用户管道的使用年限和受到地质灾害、运行事故或外力损害后

的评估情况；

2 用户管道设置位置情况；

3用户燃气调压器和计量装置设置情况及工作状态；

4 管道连接密封性能情况；

5金属管道腐蚀和高分子材料管道老化情况；

6管道阀门和安全装置设置情况及工作状态；

7 燃气泄漏报警装置设置情况及工作状态。

4.4.6 燃气和用气设备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燃具和用气设备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要求和燃气种类情况；

2 燃具和用气设备及连接软管设置位置及工作状态情况；

3 连接软管符合国家现行相关产品标准规定和定期更换情况；

4 液化石油气瓶的设置位置情况；

5液化石油气瓶本体和附件装置工作状态；

6 燃气泄漏报警及安全装置设置情况及工作状态；

7排烟系统设置与工作状态情况。

4.5 建筑电气

4.5.1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检查应包括供配电系统、公共安全系统、

防雷与接地系统及用户终端电气设备等项目。

4.5.2 供配电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供配电系统电气装置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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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配电系统母线槽、线缆及路由情况；

3 低压供配电系统的电击防护措施。

4.5.3 公共安全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报警及与灭火装置的联动情况；

2 安全防范系统的视频、对讲门禁及与消防装置的联动情况；

3 与上级联络情况。

4.5.4 防雷与接地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物的接闪器、防雷引下线、防雷接地装置、进出防雷建筑

物的供配电系统和智能化系统，装设的电涌保护器（SPD）完好情况；

2 供配电系统、智能化系统、防雷系统的接地线、接地网、接地

极完好情况。

4.5.5 用户终端电气设备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电源连接、线缆、电击防护完好情况；

2 电气设备是否在设计范围内，产品合格情况。

4.5.6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检查除应检查本标准第 4.5.2〜4.5.5条

规定的内容外，尚应检查下列内容：

1 高压配电室、变压器室、低压配电室、控制室、柴油发电机房、

智能化系统机房通道畅通情况；

2 应急电源的柴油发电机组运行情况；

3 短路保护电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工作状态；低压电击防

护措施齐全情况；

4 设备、电气线缆绝缘材料老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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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工程项目使用后，设计人员应对工程项目的供配电系统、公共

安全系统、防雷与接地系统及用户终端电气设备等进行回访，应包括

下列内容：

1 实际用电容量与设计容量差值情况；

2 火灾探测器的误报率，住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运维记录；

3 电涌保护器（SPD）劣化检查、人工接地装置的连通性、腐蚀

情况；

4 用户终端回路电击防护的运维记录。

4.6 建筑给排水系统

4.6.1 建筑给水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给水系统的水压、水量情况；

2 生活饮用水给水系统中防水质污染措施设置情况；

3 生活饮用水水池（箱）的防水质变质、污染、冻结及消毒措施

设置情况；

4 生活给水系统水泵备用泵设置情况；

5 自建供水设施的供水管道与城镇供水管道连接情况；

6 设置储水或增压设施的水箱间、给水泵房的防淹和排水设施设

置情况。

4.6.2 建筑节水措施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供水、用水系统按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设置分项、分级计量

装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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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亲水性的室外景观水体补水水源情况；

3 生活给水水池（箱）水位控制和溢流报警装置设置情况；

4 绿化浇洒的灌溉方式。

4.6.3 建筑排水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排水系统水封装置设置情况及水封深度；

2 室内排水系统向室内散发浊气或臭气情况；

3 生活排水泵运行和切换情况；

4 排水管道穿越卧室、客房、病房和宿舍等人员居住的房间情况；

5 地下、半地下室污水、废水排出情况；

6 职工食堂、营业餐厅的厨房油脂分离装置设置情况。

4.6.4 建筑雨水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屋面雨水溢流设施情况；

2 阳台雨水与屋面雨水排水立管设置情况；

3 连接建筑出入口的下沉地面、下沉广场、下沉庭院及地下车库

出入口坡道、整体下沉建筑小区等下沉区域压力排水系统运行情况，

下沉区域防止客水进入的措施设置情况；

4 自重湿陷性黄土、膨胀土等雨水入渗系统设置情况。

4.6.5 建筑热水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老年照料设施、幼儿园、监狱等沐浴设施的热水供应系统防烫

伤措施设置情况；

2 居住建筑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热水配水点最低出水温度的出水

时间，公共建筑配水点出水时间，集中热水供应系统配水点出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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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灭菌措施；

4. 浴室安装燃气热水器情况。

4.6.6 非传统水源利用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非传统水源管道防止误接、误用、误饮的安全防护措施设置情

况；

2 建筑中水系统消毒设施设置情况；

3 传染病医院场地的雨水回收利用情况。

4.6.7 游泳池及娱乐休闲设施水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不同用途的游泳池、公共按摩池、温泉泡池的供水方式；

2 臭氧消毒过程的臭氧投加方式；

3 臭氧发生器间、次氯酸钠发生器和盐氯发生器中检测臭氧、氯

泄露的安全报警装置及尾气处理装置设置情况。

4.6.8 建筑给排水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生活饮用水、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及游泳池正常运行后的水质检

测档案；

2 给水、排水、中水、雨水回用及海水利用管道标识；

3 中水、雨水回用、海水利用管道与生活饮用水管道系统连接情

况；

4 设备、管材及阀件等老化状态。

4.7 供暖、通风空调与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4.7.1 供暖系统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系统实际运行压力及设备和管道的承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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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寒和寒冷地区进入冬季供暖期前，供暖水系统防冻措施设置

情况；

3 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检测情况；

4 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物质的场所中检测装置设置、检查、

校验和检定情况；

5 含有易燃易爆物品、存储有毒有害物质以及有异味、粉尘和环

境潮湿场所中机械通风系统设置及运行情况；

6 锅炉安全阀整定、校验和排放检查情况；

7 散热器和管道完好情况；

8 供暖散热器接地电阻、防潮、防触电保护等装置完好情况。

4.7.2 通风空调系统设备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当制冷机组采用对人体有害的制冷剂时，制冷剂泄漏报警装置

的工作情况及应急通风系统的运行情况；

2 压缩式制冷机组的安全阀、压力表、温度计、液压计等装置的

工作情况；高低压保护、低温防冻保护、电机过流保护、排气温度保

护、油压差保护等安全保护装置的运行情况；

3 制冷机组的运行情况；

4 制冷机组、水泵和风机等动力设备的基础、隔振装置的工作情

况；轴承和轴封的冷却、润滑和密封完好情况；

5主要设备与管路系统的连接情况；

6 冷却塔附近的紧急停机开关工作情况；

7 底部进风冷却塔悬挂安全标识并挂警示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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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要设备支吊架脱落、严重变形、腐蚀或损坏情况；

9 在有冰冻的地区，新风机组或新风加热盘管、冷却塔的防冻设

施设置情况。

4.7.3 通风空调系统管道安全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冷热源的燃油、燃气管道系统的防静电接地装置工作情况；

2 输送含有易燃、易爆气体或安装在易燃、易爆环境的风管系统

防静电接地装置工作情况；

3风管电加热器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 PE线连接情况；

4管路系统支、吊架膨胀螺栓松动、脱落情况。

4.7.4 通风空调系统卫生安全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当房间排风含有毒有害物质时，其排风净化处理结果符合国家

现行相关排放标准规定的情况；

2 空调房间内的送风口、回风口和排风口表面积尘与霉斑情况；

3 空气处理设备的凝结水集水部位、加湿器设置部位积水、漏水、

腐蚀和有害菌群滋生情况；

4 空调通风系统新风口的周边环境情况，新风口处的保护网及防

雨装置完好情况；

5 空调冷却水和冷凝水的水质情况。

4.7.5 通风空调系统设备机房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空调通风系统的设备机房内放置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危险物

品情况；

2 氨制冷机房配备的消防和安全器材的质量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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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燃气体管道和可燃液体管道穿过通风、空调机房情况。

4.7.6 空调通风系统应检查电气控制及操作系统电源接线牢固情况，

以及接地措施完好情况。

4.7.7 空调通风系统应检查防火阀及其感温、感烟控制元件工作情况。

4.7.8 太阳能集热系统安全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寒冷地区太阳能集热系统的防冻措施完好情况；

2 集热系统过热保护装置运行情况；

3太阳能集热系统防雷设施运行情况；

4 安装太阳能系统的位置；

5 太阳能支架老化、螺丝松动情况；

6 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的太阳能系统对建筑结构安全产生

的影响。

4.7.9 冬季有冻结可能的地区，应检查地埋管、闭式地表水和海水换

热系统防冻措施设置情况。

4.7.10 用于严寒和寒冷地区的空气源热泵系统，应检查防冻措施设置

情况。

4.7.11 建筑光伏系统的光伏组件安全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光伏系统的光伏组件、支架等出现松动、腐蚀、损坏等情

况；

2 光伏组件安全关断保护装置完好情况及工作情况。

4.7.12 带储能装置的光伏系统储能电池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储能电池的上方和周围通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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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光伏系统中储能系统的支撑结构、接线端子松动、腐蚀情

况；

3 建筑光伏系统储能电池漏液、凹瘪或鼓胀情况。

4.7.13 建筑光伏系统防雷与接地系统安全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避雷器接闪器、引下线等防雷装置应安装及连接情况，断裂、

锈蚀、烧损痕迹等情况；

2 各接地线及标识、标志完好情况。

4.7.14 在人员有可能接触或接近光伏系统的位置，应检查防触电警示

标识设置情况。



18

5 检查结果及处置

5.1 场地

5.1.1 当发现下列情况时，建筑应停止继续使用：

1 周边山体出现明显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迹象且直接影

响到建筑安全；

2 周边矿坝、护坡、河（海、湖）岸等出现严重安全隐患且直接

影响到建筑安全；

3 地下空间工程或不良地质作用引起地面塌陷且直接影响到建

筑安全；

4 周边振动和周边工程建设引起建筑沉降或倾斜，随时有发生倒

塌的风险。

5.1.2 当建筑场地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详细勘察或评估：

1 建筑处于表 5.1.2所列不利地段和危险地段，且未采取安全保

障措施；

表 5.1.2 不利地段和危险地段场地情况

地段类别 场地情况

不利地段

房屋地基处于软弱土，液化土，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

立的山丘，陡坡，陡坎，河岸和边坡的边缘，平面分布上

成因、岩性、状态明显不均匀的土层（含古河道、疏松的

断层破碎带、暗埋的塘浜沟谷和半填半挖地基），高含水

量的可塑黄土，地表存在结构性裂缝等

危险地段 房屋有遭受自然灾害史；或房屋正遭受人为灾害且危害程



19

度正在加剧；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

等及地震断裂带上可能发生地表位错的部位

2 存在地面沉陷、开裂现象；

3 交通或设备引起的震动已对建筑使用产生影响。

5.1.3 未发现本标准 5.1.1、5.1.2条的情况可判定建筑场地安全。

5.2 建筑围护结构和装饰装修

5.2.1 当防渗漏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维修：

1 对安装固定在墙体上的设备或管道，未采取防雨水、雪水渗漏

到室内的措施或已失效；

2 外窗台未采取排水、防水构造措施或已失效；

3 地下室出现渗漏；

4 屋面渗漏；

5 水落口、雨水排水管道不畅。

5.2.2 对阳台、外廊、室内回廊、中庭、内天井、上人屋面、楼梯、

窗井、风井、下沉庭院顶部周边等处防护设施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

应及时采取临时防护措施，并应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

1 未设置防护栏杆、栏板；

2 设置的栏杆、栏板损坏；

3 栏杆、栏板安装不牢固等情况；

4 对于栏杆、栏板防护高度、网格宽度不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

的规定。

5.2.3 对外窗和幕墙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维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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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窗与墙体连接不牢固；

2 幕墙与主体结构连接、幕墙支承构件连接出现松动、开裂、锈

蚀等情况；

3 幕墙面板出现开裂、松动、变形等情况；

4 密封胶、密封胶条、五金件等出现变形、开裂、脱落、失效等

情况；

5 密封胶、密封胶条、五金件等已超过设计工作年限。

5.2.4 建筑物外墙上设置的太阳能集热器或光伏组件、空调外挂室外

机、广告牌、外遮阳设施等出现与主体结构连接出现松动、开裂及其

他存在质量缺陷时，应及时进行维修。

5.2.5 外墙外保温系统、装饰线脚等出现开裂、松动、掉落等与主体

结构连接不牢固情况时，应及时进行维修。

5.2.6 公共场所内装修饰面、吊顶及吊挂物体的挂钩等，出现掉落、

开裂、松动等情况时，应及时进行维修。

5.3 建筑结构

5.3.1 当建筑结构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停止使用，采取必要的防护、

隔离、临时支撑等措施，并应进一步开展结构安全性鉴定：

1 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引起建筑倾斜，且超过标准规定限值，或

判定有倒塌风险；

2 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引起建筑墙体明显开裂，裂缝贯通或贯通

趋势明显，部分主要受力构件已丧失继续承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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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受力构件承载能力不足、变形过大或判定具有其他明显缺

陷，且可能会引起建筑局部坍塌或整体坍塌；

4结构改造或建筑改造造成结构体系不完整、传力途径不合理等。

5.3.2 未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设计和质量验收备案的三层及以上

建筑，应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

5.3.3 对于不存在本标准第 5.3.1条规定情况的一层和二层建筑，存在

下列情况时，应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

1 砌体结构的二层建筑，圈梁、构造柱设置存在不连续、错位等

不合理情况；

2 楼板变形、开裂，预制楼板、屋架、构件在墙体的支撑长度不

足，存在掉落风险；

3 墙体由于地基不均匀沉降产生裂缝；

4 砌体结构墙厚小于 180mm，组砌方式不合理；

5 砌体结构的块体、砂浆以及夯土墙体存在开裂、风化、老化，

有效受力面积明显减小；

6 木构件存在腐朽、开裂，承载能力明显降低。

5.3.4 建筑使用检查中，发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结构安全性鉴

定：

1 擅自改变使用功能造成使用荷载增加且可能影响结构安全；

2 未经行政许可或未经设计而进行建筑结构改造；

3 在主要结构构件上开洞、加装设备设施，且造成结构构件产生

损伤、承载力可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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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检查中发现下列情况，应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其他损伤应及

时进行修缮：

1 改变了原设计结构体系；

2 支撑体系不完整；

3 结构节点及连接部位出现破坏；

4 建筑整体倾斜，地基出现沉降，可能对建筑结构安全产生影响；

5 预制构件在柱、墙处支撑长度不足；

6 预应力构件出现明显裂缝；

7 非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出现裂缝、破损，已造成承载能力降低；

8 木构件出现腐朽或钢构件出现腐蚀、锈蚀，截面明显减小；

9 组合构件的组合界面出现滑移、脱空；

10 楼板出现明显变形；

11 外墙出现裂缝，已影响承载能力；

12 砌体墙墙体厚度、圈梁、组合柱设置和组砌方式不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的规定。

5.4 建筑设备

5.4.1 对燃气设施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应及时采取改造、更换管道

或设备等措施：

1 燃气不具有警示性臭味的；

2 燃气相对密度大于等于 0.75的燃气管道、调压装置和燃具等

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等空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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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燃气引入管、立管、水平干管设置在卫生间内的；

4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的；

5 直排式燃气热水器设置在室内的；

6 管道、燃具和用气设备存在燃气泄漏情况的；

7 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液化石油气钢瓶的。

5.4.2 对燃气设施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应及时采取改造、维修、更

换管道或设备等措施：

1 燃气质量、压力等参数不符合相关标准和系统要求的；

2 管道、气瓶、燃具和用气设备设置不符合安全用气条件的；

3 管道、燃具和用气设备超过使用年限或受到地质灾害、运行事

故或外力损害后未经合于使用评估，或不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的；

4 未按要求装设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和安全保护装置的。

5.4.3 对电气设备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应立即采取更换或维修措施：

1 保护装置缺失；

2 漏电保护装置动作能力不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3 母线及导线连接不符合要求；

4 照明器具破损；

5 线路绝缘不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6 建筑物防雷接地及电气装置接地不符合要求。

5.4.4 智能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未达到设计要求的，应查找原因，及时

维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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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建筑给水排水系统检查中发现下列情况时，应及时进行维修维

护：

1 水箱、水泵出现损坏，或固定不牢固；

2 水质受到污染；

3 管道、用水器具出现渗漏、不严密情况；

4 管道明显老化；

5 建筑中水、雨水回用、海水利用管道与生活饮用水管道系统误

接；

6 排水不畅，管道中有堵塞物；

7 热水水温不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8 室内排水系统存在向室内散发浊气或臭气的情况。

5.4.6 对供暖系统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应及时进行维修维护：

1 出现冷热不均、流量、压力不稳等情况；

2 锅炉、压力容器等不符合国家现行管理制度的规定；

3 涉及安全、环保的装置缺失或损坏；

4 散热器、管道和阀门等出现损坏，存在跑冒滴漏情况；

5 防冻措施不完善。

5.4.7 对通风空调系统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应及时进行维护维修：

1 制冷设备、风机出现损坏；

2 制冷机组运行出现超温、超压情况；

3 设备和管道支吊架出现脱落、变形、腐蚀等损坏情况；

4 管道连接、管道与设备连接出现松动、脱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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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涉及防火、电气安全、防腐等的装置、措施缺失、损坏等情况；

6 出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情况；

7 机房存在安全隐患。

5.4.8 对太阳能集热和光伏系统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应及时进行维

护维修：

1 设备、设施老化、损坏；

2 设备支吊架出现脱落、变形、松动等情况；

3 防雷与接地保护装置出现损坏；

4 系统安装影响主体结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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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检查内容

表 A 检查内容

建筑基本情况：

检查过程：

检查人员：

检查结果记录

序号 对象 内容
损伤缺陷

情况

检查结果

及处置建议

1
场地

自然环境

2 建成环境

3

建筑围护结构和装饰装修

防渗漏

4 防护设施

5 防高空坠落

6 防雨水倒灌

7

建筑结构

建筑使用情况

8 建筑地基基础

9 建筑结构体系

10
建筑结构整体变形、倾

斜、裂缝

11
结构构件变形、损伤、

裂缝等

12 结构构件防护

13
燃气设施

供气参数

14 用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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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用户管道

16 燃具和用气设备

17

建筑电气

供配电系统

18 公共安全系统

19 防雷与接地系统

20 用户终端电气设备

21

建筑给排水

给水系统

22 节水措施

23 排水系统

24 雨水系统

25 热水系统

26 非传统水源利用系统

27
游泳池及娱乐休闲设

施水系统

28 给排水系统

29

供暖、通风空调与可再生

能源利用

供暖系统

30 通风空调系统

31 太阳能集热系统

32 防冻措施

33 光伏系统

34 防触电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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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

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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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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