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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钢结构火灾后检测与评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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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钢结构作为现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火灾后的检测与评估一直是结构工程领域的重要课题。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钢结构建筑因其轻质、强度高、抗震性能优越等优点而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火灾作为一

种常见的灾害形式，对钢结构建筑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本文认为开展建筑钢结构火灾后的检测与评估研究，

对于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性、指导灾后修复和加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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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建筑钢结构火灾后的检测

与评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从火灾温度的模拟、钢

材力学性能的评估到结构整体承载力的判定，研究者

们不断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以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

火灾温度的精确模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室内空

间大小、布局、通风情况等，导致模拟结果与实际火

灾温度存在偏差。钢结构在火灾中的受热方式和程度

不同，会导致其力学性能和连接节点的性能发生显著

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准确评估仍是当前研究的难点。

1　建筑钢结构的特点

钢结构作为一种现代建筑中广泛采用的结构形式，

其特点显著且优势突出，为建筑行业的发展带来了革

命性的变化。首先，钢结构材料以其高强度和优异的

韧性著称，相较于传统的木材、砌体和混凝土材料，

钢结构能够根据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进行强度设定，

这确保了结构在不同条件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种定

制化设计不仅提升了结构的承载能力，还使得钢结构

在承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时表现出更高的可靠性 [1]。

钢结构的可塑性极高，其制造过程不受特定结构和形

状的限制。这意味着建筑师和工程师可以充分发挥创

意，根据建筑的实际需求和场地条件，灵活设计并制

造出符合要求的钢结构。这种灵活性不仅体现在建筑

外观上，更体现在结构的抗震性能上。钢结构建筑因

其良好的抗震性能，在地震多发地区尤为受欢迎，其

结构可靠性远超传统建筑。在装配方面钢结构展现出

了极大的便捷性。由于钢结构部件可以拆解和移动，

施工人员可以根据现场作业环境，灵活调整安装顺序

和工艺，从而大大缩短施工周期。这种高效的装配方

式不仅降低了施工成本，还提高了建筑的整体质量。

钢结构材料具有极高的环保性和可重复利用性。与混

凝土结构在拆毁时只能进行毁坏不同，钢结构部件在

拆除后可以轻松拆取并重新利用，这不仅节约了资源

还减少了建筑垃圾的产生，符合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理念。

2　火灾后钢结构性能变化

研究火灾对钢结构性能的影响是一项复杂而关

键的任务，在建筑安全领域占据重要地位。钢材作为

建筑行业的常用材料，尽管具备高强度和轻质等特

性，但其耐火性却相对薄弱。钢构件表面温度达到约

150 ℃时，其性能即开始受影响，此时常需采用隔热

板等措施来减轻温度升高对钢材性能的损害 [2]。温度

持续上升，钢材性能将发生明显变化。温度一旦超过

300 ℃，钢材的强度和屈服强度会显著降低，这意味

着钢材抵抗外力的能力大幅减弱。在 400 ℃至 600 ℃

的温度区间，钢材的屈服强度大幅下降，对结构整体

稳定性构成重大威胁。温度超出 650 ℃时，钢材的强

度和刚度几乎完全丧失，钢结构基本失去承载力。因

此，火灾中钢结构能承受的最大火焰温度通常被限定

在 650 ℃左右。火灾过后，钢结构还需面对诸多其他

问题。高温火焰会导致钢结构热膨胀变形，此变形不

仅威胁结构整体稳定性，还可能致使建筑物火灾后倒

塌。此外，火灾过程中钢结构自身结构和形状的变化

可能导致连接节点松动或失效，使得构件间连接失效。

这种连接问题将严重削弱结构整体性能，使钢结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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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中更易因连接松动、构件变形及材料强度下降而

丧失承载力，最终导致建筑坍塌。

3　建筑钢结构火灾后检测与评估要点

3.1　构件材料性能检测

在钢结构建筑安全评估领域，构件材料性能检测

发挥着核心作用，尤其对于火灾后的结构性能评估，

其重要性显而易见。钢结构材料性能检测涵盖化学成

分分析与力学性能测试两大核心环节，为火灾后钢结

构状态的全面评估奠定了科学基础 [3]。

化学成分分析作为钢结构性能检测的基石，对受

损严重的钢结构建筑尤为关键。通过精准的化学成分

测定，可掌握钢材中各类合金元素的配比，进而推测

钢材在火灾中的行为及性能变迁。此检测手段助力工

作人员深入理解火灾对钢结构材料的影响，为后续的

力学性能测试提供重要依据。

力学性能测试则是评判火灾后钢结构承载力的要

害。它主要涉及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弹性模量及延

伸率等关键参数的测试。这些参数能直观展现火灾后

钢材的力学性能变化，辅助人员判断钢结构是否仍具

备足够的承载性能。鉴于火灾温度及火情的复杂性，

仅凭温度估算难以准确评估构件的力学性能损失。因

此，实践中常采用火灾后钢材直接取样分析或依据同

种材料加热冷却后的性能变化进行推测，以确保评估

结果的精准可靠。

材料性能检测不仅为火灾后钢结构承载力评估提

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后续的修复加固工作提供了重要

参考。通过全面的性能测试，工作人员可准确把握火

灾对钢结构材料的影响程度，从而制定出更科学合理

的修复加固方案，保障钢结构建筑火灾后的安全稳固。

故而，在钢结构建筑安全评估中，构件材料性能检测

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4]。

3.2　钢结构变形检测

钢结构变形检测是评估火灾后建筑安全性的重要

环节，其检测内容主要包括水平位移、竖向挠度等关

键指标。火灾对钢结构的影响复杂多变，不仅可能导

致材料强度的下降，还会引发结构形态的变化，如翘曲、

挠度增加、倾斜、侧向位移以及弯曲程度的加剧。因此，

对钢结构进行变形检测，是判断其是否仍能满足设计

要求和安全标准的关键步骤。

在实际检测中通常采用高精度全站仪、经纬仪以

及水准仪等先进仪器，对钢结构在火灾后的变形情况

进行精确测量。这些仪器能够提供高精度的测量数据，

帮助工作人员准确捕捉到钢结构在火灾中的变形特征。

随后将检测结果与规范允许限值进行对比，以评估钢

结构的变形程度是否超出了安全范围。同时，为了更

全面地了解火灾对钢结构的影响，工作人员还会将检

测结果与先前未受火灾影响的变形程度进行对比，从而

分析出火灾后钢结构的材料形变程度。这一过程不仅

要求检测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还需要他们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5]。

任何微小的测量误差都可能对评估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进而影响到后续的结构修复和加固工作。因此，在进

行钢结构变形检测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

范和标准，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通过科

学的变形检测，工作人员可以为火灾后钢结构的修复

和加固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确保建筑在修复后能够

满足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要求。

3.3　结构连接检测

钢结构火灾后的倒塌事故往往与连接节点的失效

密切相关，其中开焊、节点连接损伤、铆钉及螺栓变

形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会导致结构整体出现显

著的变形和位移，进而危及建筑安全。因此，对钢结

构连接节点的检测是火灾后结构评估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它直接关系到结构整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6]。

在火灾后的实际检测工作中应关注钢结构连接节

点的外观状况，通过细致的目视检查，初步判断是否

存在明显的损伤或变形。对于采用高强螺栓连接的部

位需进行扭矩复核，以确保螺栓的预紧力是否满足设

计要求，从而判断其连接是否可靠。而对于设计要求

焊缝全熔透的焊接节点，则需采用更为先进的无损检

测技术，如超声波检测、磁粉检测、射线检测和渗透

检测等，这些技术能够深入焊缝内部，发现潜在的缺

陷和损伤，为评估焊缝质量提供有力依据。为了更深

入地了解火灾对钢结构连接节点的影响，工作人员还

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节点进行取样分析。通过对节

点的应力状态进行测试，工作人员可以判断其是否超

过了钢材的强度极限，进而评估节点的承载能力。在

试验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应密切观察节点的变形情况、

焊缝的完整性以及连接件的松动程度等，以便及时发

现并排除潜在的安全隐患 [7]。

3.4　钢结构承载力的判定

在评估火灾后钢结构的安全性能时，对结构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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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判定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为了获得准确的安全性

能评估，工作人员首先需要参照建筑物的原始设计图

纸，对受灾的钢结构进行精确建模。这一步骤是后续

分析的基础，它确保了工作人员的评估工作能够紧密

贴合实际结构状态 [8]。在建模完成后需结合火灾后的

材料性能、连接构造、位移变形等检测分析结论，对

受灾后的钢结构承载能力进行重新计算。这一过程中，

工作人员必须充分考虑火灾对结构造成的多方面影响，

包括但不限于位移、变形、材料性能的退化以及连接

构造的削弱。这些因素都可能对构件的截面尺寸、承

载力以及整体结构体系产生不利影响。在进行承载力

验算时应着重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具体作用于结构，

并据此对结构承载能力进行修正。通过对比修正后的

承载能力与规范限值要求，工作人员可以对火灾后钢

结构的承载能力做出准确判定。

4　建筑钢结构火灾后检测与评估未来展望

建筑钢结构火灾后的检测与评估领域，尽管已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与未来发展方向。

火灾温度的精确模拟是评估火灾对钢结构影响的基础。

当前，我国普遍采用国际 ISO 834标准升温曲线来计

算火场温度，但这一模型基于理想化条件，且等效曝

火时间的确定存在困难，导致计算结果与实际火灾温

度存在偏差。因此，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开发更加符合

实际火灾条件的升温曲线模型，考虑室内空间大小、

布局、通风情况、可燃物数量、种类及堆放状态等多

种因素，以提高火灾温度模拟的准确性。我国现有的

钢结构鉴定标准虽然规定了火灾后构件及结构的检测

内容及评定程序，但在具体检测技术和方法上缺乏详

细指导，特别是对火灾后钢结构连接节点的现场检测

与鉴定内容规定不足，这限制了评估工作的深入进行。

因此，未来有必要丰富和完善钢结构鉴定标准，明确

各项检测内容的适宜技术和方法，加强对连接节点的

检测与鉴定，以提高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在火灾后的钢结构评估工作中，钢材力学性能的

准确判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业界主要采

用取样拉伸试验和表面硬度试验等方法来检测火灾后

钢材的力学性能。取样拉伸试验以其高度的精确性在

业界得到了广泛应用，它能够直接反映钢材在火灾后

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等关键力学性能指标。然而，

这种试验方法需要对结构进行局部切割取样，无疑会

对结构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在许多实际场景中是不

可接受的。表面硬度等非破损或微破损试验方法则因

其对结构的无损或轻微损伤特性而备受青睐。然而，

这类方法在精确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全面、

准确地反映钢材在火灾后的真实力学性能。因此，如

何在不损伤结构的前提下，提高非破损或微破损检测

的准确度，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开发更为

先进的非破损或微破损检测技术，如超声波检测、磁

记忆检测等，这些技术具有对结构无损或轻微损伤、

检测速度快、操作简便等优点。同时应深入研究火灾

对钢材力学性能的影响机制，建立更为精准的力学性

能预测模型，以进一步提高非破损或微破损检测的准

确度，为火灾后钢结构的准确评估提供有力支持。

5　结束语

建筑钢结构火灾后的检测与评估研究是一个复杂

而重要的课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

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和未解决的问题。未来，

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火灾对钢结构性能的影响机制，

探索更加准确、可靠的评估方法和技术。同时，加强

跨学科合作，将材料科学、结构力学、火灾科学等领

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钢结构火灾后的检测与评估

中，以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此外，还需要关

注灾后修复和加固技术的发展，为受损钢结构的快速

恢复提供有力支持。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将能够更好

地保障钢结构建筑在火灾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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