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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导则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建房结构安

全排查技术要点（暂行）》的通知、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组织开

展全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陕政办函〔2022〕46号）、《关于

印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陕政办函〔2022〕63

号），结合我省城乡居民自建房现状特点与安全隐患类型，由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和陕西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

心有限公司等单位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而成。

本技术导则主要内容：总则、基本规定、安全隐患排查技术要点等。

本技术导则由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中路 13 号，联系电

话：029-82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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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及时指导各地做好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全省范围内城乡居民自建房的结构安全隐患排查和

消防、燃气安全隐患排查。

1.0.3 按照本导则开展的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不能代替房

屋的安全鉴定工作。

1.0.4 城乡居民自建房应重点排查城中村、老旧小区、工业园区、城乡

结合部、安置区、疫情隔离场所、学校医院周边、工地周边等区域，突出

人员密集、涉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建房。

1.0.5 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包括以下两项内容：

1 逐栋（户）进行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并填写《陕西省城

乡居民自建房结构安全隐患排查表》、《陕西省城乡居民自建房消防、燃

气安全隐患排查表》（见附表）；

2 房屋结构安全隐患初步判定结果应在陕西省城乡房屋综合管理信息

平台进行填报。

1.0.6 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中，如发现存在本导则未提及的其

他情况或安全隐患时，应及时由专业技术人员进一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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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采取“产权人（使用人）自

查、街道社区（镇村）核查、县级复核”的方式。经营性自建房的安全隐

患排查应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实施。

2.0.2 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按基本信息、建设审批手续、改造

与用途改变情况、场地、地基基础、上部结构、消防、燃气等八个方面进

行。

2.0.3 房屋基本信息排查包括：

1 房屋属性信息。包括房屋名称、地址、产权人或使用人、建筑层

数、建筑面积、结构类型、土地性质等情况；

2 房屋建造及使用历史。包括建造年代、建造方式等情况。

2.0.4 建设审批手续排查包括：是否依法办理用地手续、竣工验收手续

及经营审批手续等。

2.0.5 房屋改造与用途改变情况排查包括：是否存在加层、周边扩建、

楼内夹层、改变承重结构；房屋是否由居住功能改为经营用途，具体经营

用途。

2.0.6 场地排查包括：房屋周围是否存在人工切坡、自然斜坡、危岩、

泥石流等灾害隐患，是否处于滑坡、崩塌、地陷、地裂、采空区等危险地

段等。

2.0.7 地基基础排查包括：地基基础是否存在不均匀沉降，室内外管网

是否渗漏、排水是否通畅等。

2.0.8 上部结构排查包括：上部承重构件及其连接是否牢靠，结构构件

与房屋整体是否存在明显变形（歪、扭、斜等）和开裂现象等。

2.0.9 消防排查包括：消防设施设备是否满足要求，是否存在违规存贮

易燃品、私拉乱接电线现象，人员密集场所的防火间距、消防疏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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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出口是否满足要求等。

2.0.10 燃气排查包括：是否占压燃气管道以及与燃气管道的安全间距，

燃气电气设施的使用情况，是否存在违规用气现象等。

2.0.11 从事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的人员在开展排查工作前，应

经过专项技术培训。

2.0.12 城乡居民自建房结构安全隐患初步判定结论分为三级：存在严重

安全隐患、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未发现安全隐患。房屋结构安全隐患等级

判定标准见表2.0.12。

表 2.0.12 结构安全隐患等级判定标准

安全隐患等级 分级标准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存在1项及以上严重安全隐患点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存在1项及以上一般安全隐患点，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点

未发现安全隐患 未发现安全隐患点，且排查中未见其他异常

2.0.13 不同安全隐患等级的自建房应分类处置。

1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自建房，应立即停用并疏散房屋内和周边群

众，封闭处置，现场排险。如需继续使用，应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安全

鉴定，依据鉴定结论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2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自建房，应限制用途，并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

行安全鉴定，依据鉴定结论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3未发现安全隐患的自建房，可继续正常使用，同时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与维护。

2.0.14 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时，按照先整体后构件的顺序进行。比照

承重结构构件截面常规尺寸，对梁、板、柱、墙进行排查。

2.0.15 城乡居民自建房排查发现存在消防和燃气安全隐患点时，应立查

立改，及时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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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隐患排查技术要点

3.1 改造与用途改变情况排查

3.1.1 改造与用途改变情况排查的严重安全隐患点如下：

1 擅自拆改主体承重结构、加层（含夹层）、扩建、开挖地下空间等导致

房屋出现沉降、倾斜、开裂；

2 擅自改变楼（屋）面建筑布局或增加楼（屋）面荷载导致梁、板出现明

显开裂、变形；

3 擅自将原自住房屋改变为人员密集的经营场所，如培训教室、影院、

KTV、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等。

3.1.2 改造与用途改变情况排查的一般安全隐患点如下：

1 擅自拆改主体承重结构、加层（含夹层）、扩建、开挖地下空间等，但

房屋未出现沉降、倾斜、开裂；

2 擅自改变楼（屋）面建筑布局或增加楼（屋）面荷载，但梁、板未出现

明显开裂、变形；

3 原屋面新增架空层与原结构缺乏可靠连接。

3.2 场地安全隐患排查

3.2.1 场地安全隐患排查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类灾害历史资料和危险性评定

结果。

3.2.2 场地安全隐患排查的严重安全隐患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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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出现裂缝或变形的人工切坡、自然斜坡附近；

3 山区行洪河道两侧地段；

4 其他情形的危险地段。

3.2.3 场地存在发育程度较弱的潜在地质灾害风险，虽远离行洪河道但山洪

发生时仍可能淹水的洪泛区等地段的房屋，可评定为一般安全隐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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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基基础安全隐患排查

3.3.1 地基基础安全隐患排查的严重安全隐患点如下：

1 因地基变形引起砌体结构房屋承重墙体产生单条宽度大于10mm的沉降

裂缝，或产生最大裂缝宽度大于5mm的多条平行沉降裂缝；

2 因地基变形引起钢筋混凝土梁、柱及节点处出现明显裂缝；

3 两层及以下房屋整体倾斜率超过3％，三层及以上房屋整体倾斜率超过

2％；

4 地基不稳定产生滑移，水平位移量大于10mm，且仍有继续滑动迹象；

5 房屋地面出现明显下陷或开裂现象；

6 基础距离边坡或坑道过近，基底局部被架空等可能引起房屋坍塌的情

形。

3.3.2 当地基基础存在不均匀沉降，且造成上部结构构件有一定开裂，但裂

缝宽度和倾斜率尚未达到3.3.1条规定值，或存在管网渗漏、室外排水不畅，可

评定为一般安全隐患点。

3.4 上部结构安全隐患排查

3.4.1 上部结构安全隐患排查中，结构布置和房屋整体情况的严重安全隐患

点如下：

1 多层房屋结构布置混乱，上下层柱、承重墙竖向不连续，传力体系不明

确；

2 采用砌体结构、跨度超过9m的房屋；

3 采用砌体结构、跨度在6m~9m之间、人员密集且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房

屋；

4 房屋出现明显整体倾斜或歪扭现象；

5 砌体结构房屋高度与宽度的比值超过3.0。

3.4.2 上部结构安全隐患排查中，砌体构件的严重安全隐患点如下：

1 两层及以上房屋采用厚度小于180mm的墙体承重；

2 采用独立砖柱承重，且砖柱出现变形或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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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重墙受压产生缝宽大于1mm、缝长超过层高1/2的竖向裂缝，或产生缝

长超过层高1/3的多条竖向裂缝；

4 两层及以上房屋承重墙体采用泥浆、白灰砂浆（无水泥）砌筑；

5 支承梁或屋架端部的墙体或柱在支座部位因局部受压产生多条裂缝，或

裂缝宽度已超过1mm；

6 承重墙或砖柱出现表面风化、剥落、砂浆粉化等现象，有效截面削弱达

15％以上；

7 纵横承重墙体连接处出现通长竖向裂缝；

8 承重墙、柱已经产生明显倾斜；

9 砖过梁产生裂缝或下挠变形；

10 砖筒拱、扁壳、波形筒拱的拱顶沿纵向产生裂缝，或拱曲面变形，或

拱脚位移，或拱体拉杆锈蚀严重，或拉杆体系失效等。

3.4.3 上部结构安全隐患排查中，混凝土构件的严重安全隐患点如下：

1 梁明显下挠，或梁跨中出现宽度不小于1mm的裂缝；

2 梁端出现明显斜裂缝；

3 预制板底部出现明显横向裂缝、下挠变形，或预制板支座处出现明显错

动现象；

4 现浇板出现明显下挠变形，且板面周边、板底出现明显裂缝；

5 柱因受压产生竖向裂缝，或柱表面混凝土出现局部压碎现象；

6 悬挑构件下挠变形，或支座部位出现裂缝。

3.4.4 上部结构安全隐患排查中，钢构件的严重安全隐患点如下：

1 构件或连接件有裂缝或锐角切口；焊缝、螺栓或铆接有拉开、变形、滑

移、松动、剪坏等严重损坏；

2 连接方式不当，构造有严重缺陷；

3 受力构件因锈蚀导致截面锈损量大于原截面的10％；

4 柱、梁、板明显变形；

5 屋架或檩条明显下挠或侧弯变形。

3.4.5 上部结构安全隐患排查中，木构件的严重安全隐患点如下：

1 连接方式不当，构造有严重缺陷，已导致节点松动变形、滑移、沿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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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裂、剪坏或铁件严重锈蚀、松动致使连接失效等损坏；

2 木梁、檩条、格栅下挠，或伴有较严重的材质缺陷、虫蛀等病害；

3 屋架下挠，或顶部、端部节点产生腐朽或劈裂；

4 木柱侧弯变形，或柱顶劈裂、柱身断裂、柱脚腐朽等受损面积大于原截

面20％以上；

5 受压或受弯木构件干缩裂缝深度超过构件截面尺寸的1/2，且裂缝长度超

过构件长度的2/3。

3.4.6 上部结构安全隐患排查中，窑洞的严重安全隐患点如下：

1 边窑腿外闪；

2 窑洞拱券出现纵向裂缝；

3 窑脸严重外闪，有倒塌危险；

4 窑洞内部冒顶，有土块、砖石塌落；

5 窑洞顶部严重渗水。

3.4.7 上部结构安全隐患排查中，生土墙的严重安全隐患点如下：

1生土墙根部或表面出现严重碱蚀、风化，剥落厚度超过墙体总厚度的

1/4；

2生土墙出现严重开裂，出现多条宽度超过10mm、缝长超过层高 1/2的竖

向裂缝；

3生土墙产生严重歪斜，其倾斜率大于3%。

3.4.8 上部结构出现但未达到3.4.1~3.4.7条有关规定值，或出现下列一般安全

隐患点时，应判定为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1 砌体结构房屋高度与宽度的比值在2.5~3.0时；

2 房屋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承重或单层房屋采用厚度小于180mm的墙体承

重；

3 房屋采用独立砖柱承重；

4 单层房屋承重墙体采用泥浆、白灰砂浆（无水泥）砌筑；

5 承重砌体墙根部风化剥落，有效截面削弱不超过15％；

6 承重砌体墙产生受力裂缝；

7 女儿墙采用120mm及以下厚度的砖砌体，高度超过0.5m，且无构造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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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顶梁；

8 承重混凝土构件（柱、梁、板、墙）表面有剥蚀、开裂、钢筋锈蚀的现

象；

9 窑洞拱券出现环向裂缝；

10 窑脸有外闪迹象，暂无倒塌危险；

11 窑洞顶部有轻微渗水；

12 钢结构构件（柱、梁、屋架等）多处出现锈蚀现象。

3.5 消防和燃气安全隐患排查

3.5.1 用作经营或人员密集场所的城乡居民自建房，消防排查的安全隐患点

如下：

1 私拉乱接电线现象严重，或线路老化严重；

2 周边未设置消防点，且未设置灭火器等消防设施；

3 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畅通；

4 与加油（气）站的安全距离不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5 房屋周边堆放大量柴草、饲料等可燃物，且之间没有防火隔离措施；

6 生产、存放烟花爆竹、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危险品的房屋；

7 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搭建的房屋；

8 房屋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200m2、或建筑层数为4层及以上，且安全出

口、疏散楼梯少于2个；

9 电动自行车在建筑内停放或充电，或室外集中停放、充电区域与建筑门

窗、安全出口间距小于6m；

10 其他具有重大火灾风险的房屋。

3.5.2 用作经营或人员密集场所的城乡居民自建房，燃气排查的安全隐患点

如下：

1 违规建设管道燃气、违规储气用气；

2 使用年限超过20年的老旧燃气管网，且无检修记录；

3 埋地燃气管道位置上方搭建建（构）筑物，露天燃气管道架设位置不稳

定、不合理，或有可能被车辆、人畜撞击、拽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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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陕西省城乡居民自建房结构安全隐患排查表

产权人（使用人）

姓名
房屋层数

房屋地址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组 路（街巷） 号（栋）

隐患类型 安全隐患点特征描述

严重

安全

隐患

点

改造与用

途改变情

况

擅自拆改主体承重结构、加层（含夹层）、扩建、开挖地下空间等导致房屋出现沉降、

倾斜、开裂

擅自改变楼（屋）面建筑布局或增加楼（屋）面荷载导致梁板出现明显开裂、变形

擅自将原自住房屋改变为人员密集的经营场所，如培训教室、影院、KTV、具有娱乐功

能的餐馆等

场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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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出现裂缝或变形的人工切坡、自然斜坡附近

山区行洪河道两侧地段

其他情形的危险地段

地基基础

因地基变形引起砌体结构房屋承重墙体产生单条宽度大于10mm的沉降裂缝，或产生最

大裂缝宽度大于5mm的多条平行沉降裂缝

因地基变形引起钢筋混凝土梁、柱及节点处出现明显裂缝

两层及以下房屋整体倾斜率超过3％，三层及以上房屋整体倾斜率超过2％

地基不稳定产生滑移，水平位移量大于10mm，且仍有继续滑动迹象

房屋地面出现明显下陷或开裂现象

基础距离边坡或坑道过近，基底局部被架空等可能引起房屋坍塌的情形

上部结构

（结构布

置和房屋

整体情

况）

多层房屋结构布置混乱，上下层柱、承重墙竖向不连续，传力体系不明确

采用砌体结构、跨度超过 9m的房屋

采用砌体结构、跨度在 6m~9m之间、人员密集且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房屋

房屋出现明显整体倾斜或歪扭现象

砌体结构房屋高度与宽度的比值超过 3.0

上部结构

（砌体构

件）

两层及以上房屋采用厚度小于180mm的墙体承重

采用独立砖柱承重，且砖柱出现变形或裂缝

承重墙受压产生缝宽大于1mm、缝长超过层高1/2的竖向裂缝，或产生缝长超过层高1/3

的多条竖向裂缝

两层及以上房屋承重墙体采用泥浆、白灰砂浆（无水泥）砌筑

支承梁或屋架端部的墙体或柱在支座部位因局部受压产生多条裂缝，或裂缝宽度已超

过1mm

承重墙或砖柱出现表面风化、剥落、砂浆粉化等现象，有效截面削弱达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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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承重墙体连接处出现通长竖向裂缝

承重墙、柱已经产生明显倾斜

砖过梁产生裂缝或下挠变形

砖筒拱、扁壳、波形筒拱的拱顶沿纵向产生裂缝，或拱曲面变形，或拱脚位移，或拱

体拉杆锈蚀严重，或拉杆体系失效等

上部结构

（混凝土

构件）

梁明显下挠，或梁跨中出现宽度不小于 1mm的裂缝

梁端出现明显斜裂缝

预制板底部出现明显横向裂缝、下挠变形，或预制板支座处出现明显错动现象

现浇板出现明显下挠变形，且板面周边、板底出现明显裂缝

柱因受压产生竖向裂缝，或柱表面混凝土出现局部压碎现象

悬挑构件下挠变形，或支座部位出现裂缝

隐患类型 安全隐患点特征描述

严重

安全

隐患

点

上部结构

（钢构

件）

构件或连接件有裂缝或锐角切口；焊缝、螺栓或铆接有拉开、变形、滑移、松动、剪

坏等严重损坏

连接方式不当，构造有严重缺陷

受力构件因锈蚀导致截面锈损量大于原截面的10％

柱、梁、板明显变形

屋架或檩条明显下挠或侧弯变形

上部结构

（木构

件）

连接方式不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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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铁件严重锈蚀、松动致使连接失效等损坏

木梁、檩条、格栅下挠，或伴有较严重的材质缺陷、虫蛀等病害

屋架下挠，或顶部、端部节点产生腐朽或劈裂

木柱侧弯变形，或柱顶劈裂、柱身断裂、柱脚腐朽等受损面积大于原截面20％以上

受压或受弯木构件干缩裂缝深度超过构件截面尺寸的1/2，且裂缝长度超过构件长度的
2/3

上部结构

（窑洞）

边窑腿外闪

窑洞拱券出现纵向裂缝

窑脸严重外闪，有倒塌危险

窑洞内部冒顶，有土块、砖石塌落

窑洞顶部严重渗水

上部结构

（生土

墙）

生土墙根部或表面出现严重碱蚀、风化，剥落厚度超过墙体总厚度的1/4

生土墙出现严重开裂，出现多条宽度超过10mm、缝长超过层高 1/2的竖向裂缝

生土墙产生严重歪斜，其倾斜率大于3%

一般

安全

隐患

点

改造与用

途改变情

况

擅自拆改主体承重结构、加层（含夹层）、扩建、开挖地下空间等，但房屋未出现沉

降、倾斜、开裂

擅自改变楼（屋）面建筑布局或增加楼（屋）面荷载，但梁板未出现明显开裂、变形

原屋面新增架空层与原结构缺乏可靠连接

场地安全
场地存在发育程度较弱的潜在地质灾害风险，虽远离行洪河道但山洪发生时仍可能淹

水的洪泛区等地段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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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地基基础存在不均匀沉降，且造成上部结构构件有一定开裂，但裂缝宽度和倾斜率尚

未达到 3.3.1条规定值

管网渗漏、室外排水不畅

上部结构

砌体结构房屋高度与宽度的比值在2.5~3.0时

房屋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承重或180mm厚黏土砖墙承重

房屋采用独立砖柱承重

单层房屋承重墙体采用泥浆、白灰砂浆（无水泥）砌筑

承重砌体墙根部风化剥落，有效截面削弱不超过15％

承重砌体墙产生受力裂缝

女儿墙采用120mm及以下厚度的砖砌体，高度超过0.5m，且无构造柱及压顶梁

承重混凝土构件（柱、梁、板、墙）表面有剥蚀、开裂、钢筋锈蚀的现象

窑洞拱券出现环向裂缝

窑脸有外闪迹象，暂无倒塌危险

窑洞顶部有轻微渗水

钢结构构件（柱、梁、屋架等）多处出现锈蚀现象

初步判定结果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未发现安全隐患

备注

排查人： 排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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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陕西省城乡居民自建房消防、燃气安全隐患排查表

产权人（使用人）

姓名
房屋层数

房屋地址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组 路（街巷） 号（栋）

隐患类型 安全隐患点特征描述

安全

隐患

点

消防

私拉乱接电线现象严重，或线路老化严重、易引发火灾

周边未设置消防点，且未设置灭火器等消防设施

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畅通

与加油（气）站的安全距离不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房屋周边堆放大量柴草、饲料等可燃物，且之间没有防火隔离措施

生产、存放烟花爆竹、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危险品的房屋

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搭建的房屋

房屋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200m2、或建筑层数为4层及以上，且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少于2个

电动自行车在建筑内停放或充电，或室外集中停放、充电区域与建筑门窗、安全出口间距小

于6m

其他具有重大火灾风险的房屋

燃气

违规建设管道燃气、违规储气用气

使用年限超过20年的老旧燃气管网，且无检修记录

埋地燃气管道位置上方搭建建构筑物，露天燃气管道架设位置不稳定、不合理，或有可能被

车辆、人畜撞击、拽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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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排查人： 排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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