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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乡村振兴，进一步提

高农村住房建筑能效，提升农村住房居住品质，改善农村居住

环境，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等单位在深入调研、总结实践经验，结合我省实际的基

础上，经广泛征求意见编制《河南省农村住房节能改造与品质

提升技术导则（试行）》。本导则经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组织有关专家评审通过后发布实施。

本导则共 7章，主要内容是总则、基本规定、鉴定与诊断、

结构安全与抗震加固、节能改造、品质提升、工程验收和评估。

本导则由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河南省建

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

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丰乐路 4号，邮编：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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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河南省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和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的决策部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规范河南省

农村住房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项目建设，保障农村住房安全性

能和品质提升效果，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河南省农村住房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项

目的建设。

1.0.3 农村住房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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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农村住房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应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

宜、经济适用、文化传承的原则，根据鉴定与诊断结果，结合

村庄规划、气候特征、资源禀赋、传统做法以及农户生产生活

习惯，从技术可靠性、可操作性和经济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制定合理的技术方案。

2.0.2 农村住房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应深入农户实地调研，充

分征求意见后制定改造方案。

2.0.3 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前应进行安全性与抗震鉴定，依据

鉴定结果进行加固设计，加固施工验收合格后再实施节能改造

与品质提升。

2.0.4 农村住房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项目宜与清洁取暖、美丽

乡村、美好生活共同缔造等建设项目统筹考虑、同步实施。

2.0.5 工程完工后，应进行整体验收和评估。

2.0.6 实施农村住房改造时，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鼓

励应用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严禁使用禁止或淘汰

的材料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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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鉴定与诊断

3.1 一般规定

3.1.1 工程实施前，应以户为单位，进行房屋安全性与抗震鉴

定、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诊断。

3.1.2 安全性与抗震鉴定、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诊断前，农户

宜提供以下资料：

1 宅基地使用权证；

2 历年房屋修缮及用能设备维修改造情况；

3 近 1~3年的水、电、气等能源使用情况；

4 其他相关材料。

3.2 安全性与抗震鉴定

3.2.1 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地区的农村住房应进行安全性鉴

定，优先采用定性鉴定；对定性鉴定结果为 C、D级的农村住

房，必要时可采用定量鉴定进行复核。鉴定时应重点检测下列

内容：

1 房屋场地环境危险性检查；

2 房屋外观检查、量测；

3 入室检查量测；

4 裂缝、变形、损伤部位的量测；

5 必要时的结构构件材料的实际强度。

3.2.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及以上地区的农村住房应进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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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鉴定和抗震鉴定。抗震鉴定应以结构体系鉴定和构造措施鉴

定为主，鉴定时应重点检测下列内容：

1 房屋场地与地基基础的危险性检查；

2 查明导致整个体系丧失抗震能力的部件或构件；

3 房屋高度和层数；

4 结构体系和结构布置；

5 结构的规则性；

6 构件及其节点、连接的构造；

7 非结构构件与承重结构连接的构造；

8 局部易损、易倒塌、已掉落部位连接的可靠性；

9 结构构件配筋构造；

10 必要时的结构构件材料的实际强度及竖向构件的轴压

比。

3.2.3 农村住房鉴定报告的格式及内容可按附录 A、B执行。

3.3 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诊断

3.3.1 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应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采暖方式

与设备、照明系统、室内光环境等进行调查和诊断。

3.3.2 节能诊断应对下列内容进行现场检查：

1 墙体、屋面、地面以及门窗的裂缝、渗漏、破损状况；

2 屋面、外墙：结构层材料，防水构造、保温隔热构造及

厚度；

3 外门窗：型材、玻璃材料、开启方式、密封形式；

4 遮阳：遮阳形式、构造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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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品质提升应对下列内容进行现场检查：

1 室内外装修：外墙、内墙、地面的装修材料，室内吊顶

方式等；

2 光环境：开窗数量、窗地面积比；

3 给水排水：给水排水方式、管道材质；

4 采暖：取暖方式、供暖面积、设备类型、计量方式；

5 照明：灯具类型、照明控制方式、线路布置情况等。

3.3.4 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诊断后应按附录 C出具诊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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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安全与抗震加固

4.1 一般规定

4.1.1 加固设计应兼顾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要求。抗震设防

区的农村住房，结构安全加固应与抗震加固结合。

4.1.2 加固后的农村住房使用年限，应由设计单位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4.1.3 加固材料性能应符合产品标准要求，加固材料、产品应

进行进场验收，必要时可按相关标准规定进行见证抽样复检。

4.1.4 加固施工应按规定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4.1.5 加固后的构件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外露铁件应进行

防锈处理。

4.1.6 在加固设计使用年限内，加固后房屋未经技术鉴定或设

计许可，不得改变房屋的使用功能和使用环境。

4.1.7 房屋加固施工完毕，在品质提升前应按照附录 D、E进

行鉴定、验收及诊断。

4.2 设计

4.2.1 应根据鉴定结果，对房屋的安全性、技术可靠性、经济

性及当地施工技术水平，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加固方案。

4.2.2 应结合原结构的具体特点和技术经济条件的分析，确定

加固方法。

4.2.3 宜釆取适当措施提高上部结构抵抗不均匀沉降能力，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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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地基基础的加固工程量。

4.2.4 对原结构体系不合理的房屋，宜结合加固消除或减轻原

结构体系在抗震方面的不利因素。

4.2.5 宜结合维修改造、改善使用功能，并注意美观。

4.2.6 加固方法应便于施工，并应减少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4.2.7 加固设计应根据鉴定结果，经综合分析后可分别采取单

个构件安全、加强整体性、提高抗震承载力、加强构件连接等

措施。

1 新增构件应合理布置，使加固后结构体系的质量和刚度

分布均匀、对称，防止局部过度加强而导致结构刚度或强度的

突变，避免对未加固部分和相关的结构构件、地基基础造成不

利的影响；

2 房屋竖向承重构件的加固处理，应综合考虑构件的竖向

承载能力、抗侧能力和支承作用；

3 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新增构件及部件与原结构可靠连

接，构件的新增截面与原截面连接牢固，形成整体，共同工作；

4 对涉及房屋主体结构、构件安全或抗震承载力的加固，

应进行必要的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进行加固设计。

4.2.8 抗震加固设计应按下列要求设置抗震构造措施：

1 6 度、7 度抗震设防地区的砖混、砖木结构，宜在房屋

四角和纵横墙交接部位设置构造柱，承重墙顶或檐口高度处宜

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配筋砂浆带圈梁或其它形式的圈梁；

2 8度及以上抗震设防地区的砖混、砖木结构，应设置钢

筋混凝土构造柱或替代做法，承重墙顶或檐口高度处应设置钢

筋混凝土圈梁或其它形式的圈梁。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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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墙体有可靠连接时，可不另设圈梁，但楼板沿抗震墙体周边

应加强配筋并应与相应的构造柱钢筋可靠连接；

3 新加圈梁应连续、封闭，构造柱应与圈梁连接可靠。

4.2.9 加固或新增构件的布置，应消除或减少不利因素，防止

局部加强导致结构刚度或强度突变，避免对未加固部分和相关

的结构构件、地基基础造成不利的影响。

4.2.10 新增构件与原有构件之间应有可靠连接，新增的抗震

墙、柱等竖向构件沿竖向应上下连续并设置可靠的基础。

4.2.11 加固所用材料类型与原结构相同时，其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原结构材料的实际强度等级。

4.2.12 对于不符合鉴定要求的女儿墙、门脸、出屋顶烟囱等

易倒塌伤人的非结构构件，应予以拆除或降低高度，需要保持

原高度时应采用可靠措施加固。

4.2.13 对抗震薄弱部位、易损部位和不同类型结构的连接部

位，应采取加强措施提高其承载力或变形能力。

4.3 施工

4.3.1 加固设计单位应向施工单位进行技术交底，明确加固的

内容和方法。

4.3.2 加固施工前，应熟悉周边情况，了解加固构件受力和传

力路径的可能变化。对危险构件、受力大的构件进行加固时，

应有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

4.3.3 加固工程搭设的安全支护体系和工作平台，应进行安全

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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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应对原结构构件进行清理、修整和支护。当更换、拆改

结构构件时，应采取安全措施。

4.3.5 施工时应采取避免或减少损伤原结构的措施。

4.3.6 对可能导致的倾斜、开裂或局部倒塌等现象，应采取安

全措施。

4.3.7 施工中发现原结构构件或相关隐蔽部位的构造存在缺

陷时，或在加固过程中发现结构构件变形增大、裂缝扩展或增

多等异常情况，应暂停施工，并及时会同加固设计单位查找原

因采取措施处理后方可继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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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节能改造

5.1 一般规定

5.1.1 节能改造应不降低原有建筑的结构安全、抗震性能和防

火性能。

5.1.2 节能改造应优先选择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当条件允许

时，可同步进行用能系统节能改造。

5.1.3 节能改造应优先选用成熟的节能技术和产品。

5.1.4 节能改造实施前应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安全防护，并符合

相关规定的要求。

5.1.5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外墙和屋面防火隔离带等保温系

统的防火构造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

JGJ 289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5.1.6 节能改造工程施工的作业环境与条件，应满足相关标准

和施工工艺的要求，节能保温材料严禁在雨雪天气中施工。

5.2 围护结构

5.2.1 宜对外门窗、外墙、屋面和地面进行整体改造。因条件

受限时，可根据围护结构节能诊断情况，优先对节能薄弱部位

进行改造。

Ⅰ 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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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外墙节能改造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先选择外墙外保温构造；

2 当需要保留建筑外立面或外保温施工困难时，可选择外

墙内保温构造。

5.2.3 寒冷地区，改造后的外墙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0.65W/

（m2·K）；夏热冬冷地区，当热惰性指标大于等于 2.5 时，

改造后的外墙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1.8W/（m2·K），当热惰性

指标小于 2.5 时，改造后的外墙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1.5W/

（m2·K）。

5.2.4 采用外墙外保温做法时，宜优先选用薄抹灰外墙外保温

系统，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 144

的有关规定。

5.2.5 当采用外墙外保温构造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墙体与屋面、门窗、地面的交接位置，以及墙面雨水管、

电表箱、燃气管道等位置应进行节点保温设计；

2 外墙室外地面至 1.8m 处应采取双层耐碱网格布等加强

措施。

5.2.6 采用外墙内保温做法时，宜选用合理的内保温系统，并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外墙内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T 261的有

关规定。

5.2.7 当采用外墙内保温构造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墙体易裂部位及屋面板、楼板交接部位采取抗裂构造

措施；

2 门窗四角和外墙阴阳角等处的内保温工程抹面层中，应

设置附加增强耐碱网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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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外墙节能改造施工前，应进行墙体检查，并符合下列规

定：

1 清除墙面上起鼓、开裂砂浆；修复原围护结构裂缝、渗

漏，填补密实墙面的缺损、孔洞，修复损坏的砌体材料；修复

冻害、析盐、侵蚀所产生的损坏；

2 清洗原围护结构表面油污及污染部位，采用聚合物砂浆

等材料修复表面。

Ⅱ 外门窗

5.2.9 门窗节能改造应根据农村住房具体情况并综合考虑安

全、节能、隔音、通风和采光等性能要求。

5.2.10 改造后的门窗热工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寒冷地区外窗、外门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2.5W/（m2·K）；

夏热冬冷地区外窗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3.2W/（m2·K），外

门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3.0W/（m2·K）；

2 外窗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门

窗通用技术条件》GB/T 31433规定的 4级。

5.2.11 外窗节能改造应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下列技术措施：

1 整窗拆除，更换为中空玻璃窗；

2 在原有窗的基础上增设一层新窗。

5.2.12 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封堵密

实，并用耐候密封胶嵌缝。

5.2.13 单层外门可采取更换为保温门、加保温门帘、增设门

斗等改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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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外窗遮阳改造宜优先采用外遮阳设施，且应安装牢固。

Ⅲ 屋面

5.2.15 屋面节能改造宜在原有屋面上进行，不宜改动原有构

造层。

5.2.16 对平屋面进行节能改造时，可选用下列措施：

1 在原屋面室内增设吊顶，并在吊顶上铺设不少于 20mm

厚的轻质保温材料；

2 在原屋面上增设保温层和保护层，形成倒置式屋面构造

形式，改造后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倒置式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JGJ 230的规定；

5.2.17 对坡屋面进行节能改造时，

1 优先在室内增设吊顶，并在吊顶上铺设不少于 20mm厚

的轻质保温材料；

2 在原屋面上增设保温层和保护层。

Ⅳ 地面

5.2.18 地面改造应根据农村住房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耐磨、抗

污染、耐腐蚀、防水、防滑、防潮等性能要求。

5.2.19 改造后的地面保温材料层热阻不宜小于 1.5（㎡·K）

/W。

5.2.20 地面保温材料应选择轻质、板状材料，并有一定的抗

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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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采暖系统

5.3.1 热源选择宜按下列原则进行：

1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前提下，优先选用空气能、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

2 因地制宜地选用生物质燃料作为热源。

3 其他清洁能源形式。

5.3.2 采暖系统节能改造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5.3.3 安装分体式空气源热泵时，室外机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在排出空气与吸入空气之间不应发生气流短路；

2 可方便地对室外机的换热器进行清扫；

3 应避免污浊气流对室外机组的影响；

4 室外机组应有防积雪和太阳辐射措施；

5 对化霜水应采取可靠措施有组织排放；

6 对周围环境不得造成热污染和噪声污染。

5.4 其他用能系统

5.4.1 照明改造宜选用以下改造方案：

1 更换节能灯；

2 具备条件时，可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5.4.2 优先选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提供生活热水。

5.4.3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太

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 50364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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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品质提升

6.1 一般规定

6.1.1 农村住房品质提升应注重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维护乡

村风貌，选择具有乡村特色和地域风格的建筑形式，并与镇域

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项专业规划相协调、衔接。

6.1.2 农村住房进行品质提升时，建筑色彩、建筑材料及工艺

应乡土化。

6.1.3 农村住房品质提升应与节能改造同步实施。

6.2 建筑与室内环境

6.2.1 科学划分生产生活区域、合理划分功能空间，实现寝居

分离、食寝分离、洁污分离，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客厅宜设置在通风、采光性能良好的南向位置；

2 主要卧室宜布置在南向；

3 厨房和餐厅宜毗邻设置，并具有良好的通风、排烟措施；

4 室内卫生间宜有直接对外的通风窗户；

5 应根据需要设置农机具房、农作物储藏间等辅助用房，

并与主要功能房间适当分离。

6.2.2 墙体表面应平整、干净，对局部砖块、石块破损的，清

洁后选用相同或相近的材料进行修补。

6.2.3 外墙品质提升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粉刷色彩应与村庄环境相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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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墙绘画宜具有地域特色和乡土文化；

3 选择经久耐用且较为经济的涂料、墙漆。

6.2.4 门窗品质提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木框、塑钢和断桥铝等符合节能要求的门窗；

2 宜采用传统的窗花样式或装饰，体现地域特色。

6.2.5 屋面形式应与当地气候环境、生活习俗相适宜，并符合

下列规定：

1 屋面砖瓦规整，太阳能热水器、空调等设备设施的安装

应综合考虑屋面形式，布局合理，无杂物和安全隐患的构筑物；

2 当屋面出现局部破损时，应修补或翻新；

3 当平屋面改造成坡屋面时，宜采用双坡屋面，结合当地

特点，合理选用屋面瓦材料；

4 平屋顶新增女儿墙时，应确保结构安全。

6.2.6 室内地面进行改造时，优先选择改造为地板砖或水泥砂

浆地面。

6.2.7 宜增设有可开启窗的封闭式外廊，改善室内热环境。

6.2.8 当房间进深较大、室内采光效果差时，在结构安全允许

范围内，可选择以下技术措施：

1 增大南向外窗洞口面积；

2 增设北向外窗。

6.2.9 门窗洞口、穿墙管道、出屋面管道等部位宜采取加强建

筑气密性的技术措施。

6.2.10 应充分利用庭院绿化遮阳等措施，提高室内热舒适度。

6.3 给水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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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给水排水管网应统一规划、合理布置，设计和施工应满

足相关规范要求，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漏损。

6.3.2 给水设备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宜选用节水器材和器

具，合理设置计量装置。

6.3.3 排水应以粪污分流、雨污分流为原则，综合环境特点、

人口数量、污水水量以及现有的排水体制、排水管网等因素采

用集中处理、分散处理、集中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生活污水收

集和处理方式。

6.4 电气和照明

6.4.1 电气和照明管线应统一规划、合理布置，管线走向、敷

设方式应安全美观、无私拉乱接现象。

6.4.2 应优先使用电能、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和高效的

用能设备。

6.4.3 电气设备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宜选用节能高效的照

明灯具及家电，并安装电能计量装置。在经济技术适宜的条件

下，宜利用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供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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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验收和评估

7.0.1 农村住房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工程的质量验收除应符

合本导则各章节规定外，尚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7.0.2 工程竣工验收后，应对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工程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包含以下主要内

容：

1 项目概况；

2 技术方案和设计文件；

3 各分项工程验收资料；

4 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

7.0.3 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工程应做到手续齐全、资料完整，

并以户为单位，建立相关档案，便于项目后期跟踪、评估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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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报告

鉴定报告编号：

一、基本资料

户主姓名 建成时间

房屋地址 抗震设防烈度

用途 □居住 □商用 □工业 □综合 □其他

规模
总长 米，总宽 米，高度 米，共 层，

建筑面积约 平方米。

结构形式

□砖木结构 □生土砌体结构 □砖混结构

□石砌体结构 □框架结构（砼、钢） □木结构 □土窑

□其他

二、依据标准

三、房屋使用条件、环境和现状调查

1、房屋是否处于危房的建筑群中。□否 □是（直接将整体评为 D级）

2、房屋是否朝一方倾斜，且速度开始变快。□否 □是（直接将整体评为 D级）

3、房屋平面布置检测。

4、改造修缮历史。□无 □

5、其他。

四、地基基础危险性鉴定

填写说明：

1、判定地基基础危险性应着重注意以下情况：房屋地基沉降速率；房屋整体倾斜；

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房屋承重墙柱或梁裂缝；是否为斜坡场地；地基不稳定滑移

及地下水位水质变化可能对建筑物的不利影响等。必要时宜结合开挖方式进行检

测。必要时报告应附照片说明。

2、地基基础安全性符合规定时，应根据情况评为 Au级或 Bu级，不符合规定时应

根据危险程度评为 Cu级或 Du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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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基基础危险性等级划分：

Au级:无危险点；Bu级：有危险点；Cu级：局部危险；Du级：整体危险。

例 1：根据该房屋的现场检测结果，上部结构未发现明显的由于地基基础的不均匀

沉降所引起的裂缝、变形。依据相关标准规定，该房屋地基基础评定为 Bu级。

例 2：根据该房屋的现场检测结果，该房屋存在明显的整体倾斜，其中西北角倾斜

量为向西倾斜 25mm。倾斜率为 5.6%，依据相关标准规定，该房屋地基基础评定

为 Cu级。

五、上部结构危险性鉴定

填写说明：

1、上部结构鉴定应根据房屋组成部分，分为砌体结构构件（砖、石、土）、混凝

土结构构件、木构件、钢结构构件、围护结构承重构件的鉴定。

2、砌体结构构件的检查应着重注意：不同类型构件的构造连接部位状况；纵横墙

交接处的斜向或竖向裂缝；承重墙体的变形、裂缝和拆改状况、拱脚裂缝和位移

状况；圈梁、构造柱的完损情况；裂缝宽度、长度、深度、走向、数量、分布及

发展趋势。

3、混凝土构件的检查应着重注意：墙、柱、梁、板及屋架的受力裂缝和钢筋锈蚀

情况；柱根和柱顶的裂缝状况；屋架倾斜以及支撑系统的稳定性情况。

4、木结构构件的检查应着重注意：查明腐朽、虫蛀、木材缺陷、节点连接、构造

缺陷、下挠变形及偏心失稳情况；木屋架端节点受剪面裂缝状况；屋架的平面外

变形及屋盖支撑系统稳定性情况。

5、钢结构构件的检查应着重注意：各连接节点的焊缝、锚栓、铆钉状况；钢柱与

梁的连接形式以及支撑杆件、柱脚与基础连接部位的损坏情况；钢屋架杆件弯曲、

截面扭曲、节点板弯折状况和钢屋架挠度、侧向倾斜等。

6、围护结构中砌体自承重墙、承担水平荷载的填充墙、门窗洞口过梁、挑梁、雨

蓬板及女儿墙的检查应根据构件类型按第 2至 5条检查。

7、上部结构危险性等级划分：

Au级:无危险点；Bu级：有危险点；Cu级：局部危险；Du级：整体危险。

8、填写时应标明危险构件类型、位置及危险程度等，必要时报告应附照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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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用性鉴定

使用性鉴定除检查上部主体结构构件的使用性外，尚应对围护系统的使用性进行

检查，如屋面防水、排水设施是否完好；外墙及面层外观（渗水、风化、腐蚀等）、

墙厚是否符合节能要求；门窗外观、密闭性、变形情况；其他防护设施等。

七、房屋危险性鉴定

1、房屋危险性鉴定按下列级别划分：A级-无危险构件，房屋结构能满足安全使用

要求；B级-个别结构构件评定为危险构件，但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基本能满足

安全使用要求；C级-部分承重结构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房屋局部处于危险状

态，构成局部危房；D级-承重结构已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处于危险

状态，构成局部危房。

2、房屋危险性鉴定应以房屋的地基基础、上部构件的危险性判定程度为依据，结

合以下因素：各危险构件的损伤程度；危险构件在整栋房屋中的重要性、数量和

比例；危险构件相互间的关联作用及对房屋整体稳定性的影响；周围环境、使用

情况和人为因素对房屋结构整体的影响以及房屋的可修复性。

3、在地基基础危险性鉴定中，当地基评定为危险状态时，应将房屋整体评定为 D

级，当基础评定为危险状态时，应根据其危险程度和可修复性进行整体评定。

八、建议

鉴定： 审核： 批准：

鉴定机构：

鉴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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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农村住房抗震鉴定报告

鉴定报告编号：

一、房屋概况

户主姓名 房屋地址 建造时间

结构形式 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 屋脊高度

檐口高度 房屋长度 房屋宽度 地震烈度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二、鉴定原因

三、鉴定依据

四、检测仪器设备

五、鉴定内容及鉴定结果

房屋抗震

鉴定

场地 □有利地段 □一般地段 □不利地段 □危险地段

地基基础

基础形式 □砖基础 □条形基础 □独立基础 □未知 □其他：

沉降及变

形

□上部结构未发现明显由地基不均匀沉降所引起的裂

缝、变形。

□上部结构发现明显由地基不均匀沉降所引起的裂

缝、变形。

上部结构

结构体系
□合理 □不合理。房屋外立面见附图 1，平面示意图

见附图 2。

房屋外观

和质量

楼屋面 □塌陷 □脱落 □漏水 □其他：

屋架 □变形 □腐朽 □蚁蚀 □开裂 □其他：

墙体 □空鼓 □酥碱 □歪闪 □裂缝 □其他：

整体性连

接和

纵横墙连接□合理 □不合理 □其他：

构造柱设置□合理 □不合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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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构造

措施

圈梁布置 □合理 □不合理 □无

屋盖连接 □合理 □不合理

易引起局

部倒塌的

部件及其

连接

局部尺寸 □合理 □不合理

非结构构件 □合理 □不合理

绘图：平面图、立面图见附图

其它检测情况：

六、鉴定结论

七、建议

鉴定： 审核： 批准：

鉴定机构：

鉴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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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农村住房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诊断表

县（市、区） 乡镇 村 组

户主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

电话

房

屋

现

状

结构类型
建筑

面积
m2 层数 建造年代

屋面 □平屋面□坡屋面 其他 是否漏水 □是 □否

外门 □木□金属□塑料 其他 气密性是否良好 □是 □否

外窗
□木□金属□塑料 其他

窗洞数量
气密性是否良好 □是 □否

墙面 有无抹灰层 有无裂缝 是否洁净平整 □是 □否

室内地面
有无防水、防潮措施

是否硬化□是 □否， 如硬化，材料为

室内吊顶
有无室内吊顶

吊顶材质：

电线

有无破损、裸露现象

电线规格是否与电器匹配□是 □否

有无接地线 有无空气开关

厕所 □室内□室外 有无卫生厕具 粪污处理方式：

采暖
设备： 用能：□无□木材□农产品废弃物□煤炭□

电□液化气□天然气 其他

生活用水排放方式：□排入管网 □排到地面自然蒸发 其他：

其他需说明的现状：

农户签字： 调查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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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农村住房加固质量鉴定报告

一、房屋概况

户主姓名 房屋地址 建造时间

加固时间 结构形式 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 建筑高度 地震烈度

主要加固内容与方法：

二、依据

三、内容及结果

加固

方案

（设计）

落实

情况

1 加固方法是否符合图纸设计要求 □符合 □不符合

2 位置是否符合图纸设计要求 □符合 □不符合

3 相关节点做法是否符合图纸设计要求 □符合 □不符合

4 加固施工材料选用是否符合图纸设计要求 □符合 □不符合

5 □符合 □不符合

施工

质量

现场

检查

1 加固构件尺寸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符合 □不符合

2 加固构件面层厚度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符合 □不符合

3 加固后构件表面平整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 □不符合

4 钢筋配置 □符合 □不符合

5 □符合 □不符合

四、结论

鉴定： 审核： 批准：

鉴定机构：

鉴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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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农村住房加固工程验收记录表

县（市、区） 乡镇 村 组

户主姓名 联系方式 建成时间

建筑层数 建筑面积 结构类型

施工起止

日期

主要方法

验收依据

验收内容

施工单位意见：

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签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意见：

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农户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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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农村住房节能改造与品质提升工程验收记录表

县（市、区） 乡镇 村 组

户主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

电话

结构类型 层数
建筑

面积

建造

年代

抗震加固改造 □通过验收 □未通过验收

验收项目 施工验收情况记录
监理（建设）单

位验收结论
备注

1 屋面 （合格/不合格）

2 外门 （合格/不合格）

3 窗户 （合格/不合格）

4 墙面 （合格/不合格）

5 室内地面 （合格/不合格）

6 室内吊顶 （合格/不合格）

7 电线 （合格/不合格）

8 …… （合格/不合格）

（公章）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公章）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农户：（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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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2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4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5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

6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7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8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

9 《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824

10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11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12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

13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

14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

15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

16 《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JGJ 161

17 《农村住房危险性鉴定标准》JGJ/T 363

18 《农村危险房屋加固技术标准》JGJ/T 426

19 《河南省农村住房危险性鉴定技术指南》（2018年）

20 《河南省农村危房加固改造技术指南》（2018年）

21 《河南省农村住房抗震鉴定技术指南》（2020年）

22 《河南省农村住房抗震加固技术指南》（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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