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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steady growth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overall economic level of Chinese cities 
has been rapidly improved, which has also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old and dangerous buildings 
in urban are the early buildings in the city, which are gradually aging after a long time of invasion, due to the serious aging of some 
old and dangerous buildings in some urban, the safety situ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eople’s atten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levant urban management depart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afety inspection and dynamic 
monitoring on the houses.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spection of the old and dangerous buildings in urban, 
then analyzes the security inspection of the old and dangerous buildings in urban, and finally makes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innovation of the old and methocl dangerous buildings in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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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稳步增长，中国城市整体经济水平实现了快速的提升，这也使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老
危楼住宅房屋是属于城市早期建筑，经过漫长的岁月侵袭逐渐老化，由于部分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老化严重，安全状况成为
了人们所关注的热点，同时也引起了城市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需要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并实施动态监测。论文首先阐述当
前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检查情况，再分析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安全检查方法，最后针对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动态监测创新作
出简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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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提升和现代科技的进步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城市化建设规模不断扩

大，在现代生态文明城市和现代化智慧城市建设理念推动下，

城市现有区域也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使其能符合现代城市

建设与发展的标准，最大程度上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城市老危楼住宅安全检查与动态监测旨在对城市现有老危楼

住宅进行全面的安全水平检查，以便全面掌握城市老危楼住

宅实际状况，同时采用先进动态监测技术实现对城市老危楼

住宅的全生命监测与监控，确保城市居民居住安全。

2 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当前现状调查

城市化和城镇化建设的大规模推进，不但包括新住宅

房屋的建设，同时也包含旧有建筑房屋住宅的更新换代。中

国国内很多城市的住宅房屋是在上世纪建设，包括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和一些具有一定历史

的旧建筑等。这些建筑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和受到以前施工技

术、施工材料的限制，已经开始老化并面临使用寿命期限的

来临 [1]。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城市住建部对城市老危楼

住宅房屋安全检查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检查的主要内容包

括以下几点。

（1）城市内的老楼危楼安全状况检查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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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中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和已入住保障性住房

房屋质量安全状况排查。

（3）城市中老楼危楼安全管理相关标准规范、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贯彻执法情况。

（4）城市中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在建保障性住房工

程质量全面监督执法检查。

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必然伴随着新事物的变化，现代科学

技术的进步为建筑带来了更多的功能要求，使建筑质量和功

能性以及标准也不断提升。城市中旧有建筑的安全性直接关

系到城市居民居住安全，正因如此，必须重视城市老危楼住

宅房屋建筑的安全检查和监测。

3 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安全检查分析

现代城市当中信息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高速的信息化

发展也为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建筑的安全调查和动态监测提

供了先进的技术和便利的条件，同样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

战。从住建局对城市老危楼住宅建筑等旧有建筑的统计和安

全排查数据来看，目前中国城市当中老城区住宅房屋建筑的

结构形式与建筑年代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这些房屋质量安

全和老旧程度也因不同影响因素而存在差异，总体的建筑质

量有着明显的特征，尤其具有明显的年代感。例如，20 世

纪 80 年代的城市住宅房屋建筑，其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的存

在率和出现率要远远高于 90 年代初建造的住宅建筑。从结

构形式和材料类型角度来讲，混合结构的房屋建筑在安全隐

患危险程度上也要远高于砖石结构、砖木结构等其他结构。

为此，住建部和城市相关管理部门以不同区域大范围的老旧

房屋建筑安全排查和复查工作数据结果，制定了一套完整的

监测标准。

3.1 从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功能类型进行划分

目前，多数城市中老危楼住宅建筑主要为商品房、直管

公房、单位自管公房、公共建筑或其他性质住宅建筑房屋。

3.2 从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结构类型进行划分

从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结构类型进行划分，包括：砖木

结构、砖石结构、砖混结构、框架结构、框剪结构和其他结构。

3.3 从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安全情况进行划分

地基基础部分沉降变形、楼体结构中房梁、柱体、板面、

承重墙体等部分是否存在裂缝等安全隐患，外墙是否存在裂

缝，悬挑和外墙饰面是否存在脱落隐患。

3.4 从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周边环境进行划分

住宅房屋附近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如山体、场地是否出

现开裂，房屋建筑是否发生地面沉陷，是否存在山体滑坡、

崩塌、泥石流等自然地质灾害的可能，会否造成影响等。

3.5 从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使用功能进行划分

住宅房屋室内装修是否对建筑整体结构造成损坏、是否

破坏了承重墙、是否增加了房屋的荷载、是否存在违章建筑、

是否出现违规搭建加层、是否存在永久建筑边坡坡脚、坡顶

是否危机房屋使用安全等。

通过这一安全检查和监测的明确划分可以看出，对于城

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建筑的安全检查需要进行安全评级，并确

定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和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明示和妥善处理，以免对居民带

来安全威胁。

4 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动态监测创新

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动态监测的创新需要借助现代化信

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从概念角度来讲，老危楼房屋住宅动

态监测主要包括人工巡检、物联网传感技术。通过定点传感

器和人工巡检数据以及无人机测量测绘技术进行数据的采集，

针对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整体的主体结构和构件进行连续检

测，结合所采集的数据信息进行汇总处理，并进行数据库的

建立；通过与相关安全检查内容法律法规规定的房屋住宅安

全性标准系数对比，掌握老危楼住宅房屋变形和构件安全状

态，真正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采取应急处理，防止发生

人员伤亡事故。

传统老危楼住宅房屋动态监测系统常常需要依靠人工巡

检，信息化系统的运用较少，需要耗费大量和时间，且成本

较高，即使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广泛应用，也

仅仅只能依靠监控摄像头进行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建筑的观

测和实时监测，但由于监控摄像头覆盖面和分辨率技术不高，

无法做到全方位覆盖，必须要融入现代化高新信息技术予以

创新。

老危楼住宅房屋动态监测系统构成主要包括人工巡检、

传感器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数据处理系统、数据库

存储系统、预警系统等几个模块，论文重点分析其中的四种

动态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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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工巡检系统

人工巡检系统主要是由技术人员对房屋的外观和内部结

构情况，房屋是否存在倾斜、裂缝、地基沉定期的巡查与检查，

最终形成跟踪记录，并以此为依据来进行房屋变化情况的记

录和存储，通过相应的管理平台上传数据信息，一旦发生状况，

技术人员就能进行紧急的判断，做出合理化应对。

4.2 传感器系统

目前，在老危楼住宅房屋动态监测系统当中所应用的传

感器主要是 GPS 定位和 GIS 终端，其能集成倾角位移传感器、

裂缝图像监测仪和静力水准仪、加速度传感器等动态监测设

备，通过这些的技术设备，感知房屋的实时状态，尤其能针

对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主体或局部发生倾斜、地基沉降不均

匀、出现裂缝等问题进行准确的测量，特别是能对一些细微

的变化做出精确的比对。

4.3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

这一系统的构建与创新主要是利用各种传感器信号采集

数据并传输和保存的功能，各个传感器信号采集和传输能为

数据处理和数据评估提供准确的依据，尤其不同传感器在功

能上能对彭氏老危楼住宅房屋建筑的细微变化做出精确地测

量的数据，最终汇入则系统内形成数据库，为检测数据的前

后变化比对提供依据 [2]。

4.4 预警系统

根据现场传感器采集和传输所获得的信号经数据处理后

获得有关城市老危楼住宅建筑相关倾斜、裂缝、地基沉降构

件挠度变化等信息，数据处理后，针对不同级别的用户进行

安全预警服务的推送。首先进行数据信息的对比，用以推算

房屋变化情况，再根据变化的实际数据情况，针对房屋或构

建关键部位的水平或竖向变形和裂缝开展情况等监测指标，

设置物理量的阈值，通过对比后如果变化数据超出标准值，

即发布分级报警信息。相关阈值的设定需要按照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和统计分析数据以及建筑荷载实验等内容来

进行综合考量后确定 [3]。

5 结语

结合上述内容可知，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不仅需要关注新

城区的建设与规划，同时也要注意对旧有建筑的安全检查和

全面监测以及重点维护。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很多老城

区也面临着改造和升级，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一些老危楼住宅

建筑的实际情况必须要做出全面的检查和掌握，尤其要注意

旧有房屋的安全问题和功能性问题。而城市老危楼住宅房屋

的安全检查和动态监测的内容极为复杂且影响因素众多，包

括房屋结构、建设年限、质量、内部构件、外部环境、地理

条件等，必须通过准确的测量，采取现代化先进技术进行准

确的检测，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老危楼住宅房屋建筑的建模处

理，使结果更加准确，监测更加仔细，切实保证城市老危楼

住宅房屋建筑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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