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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总则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云南省自建房

安全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等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农

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JGJ125-2016）等技术标准，结合云南实际，制定本手册。

1.2 本手册适用于云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1.3 云南省自建房排查整治范围应符合下列要求：

1.3.1 全面排查整治经营性自建房，聚焦人员密集、流动频

繁的经营性自建房，特别是 3层以上、涉及 10人以上出租经营

的自建房。突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安置区、学校医院周边、

旅游景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突出农家乐、宾馆、饭店、

酒店、网吧、民宿、餐馆、集贸市场、公共文化场所、娱乐场

所、码头、车站（场）及交通服务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突出大

型集会、庆典、比赛、展览、展销等人员聚集活动场所；突出

企业自建房屋、仓储物流等经营性场所。

1.3.2 全面排查整治农村自建房，重点排查农村自建房安全

情况、用作经营情况、房屋手续办理情况、改扩建情况。

1.3.3 全面排查整治城镇自建房，全面排查整治建造年代较

早、长期失修失管、违法改建加层、非法开挖地下空间、野蛮

装修、破坏主体或承重结构、存在突出火灾风险、擅自改变用

途、房屋违规用作经营（出租）、用于教育培训、学生租住、

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机构、宗教活动场所、社区办公场所、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自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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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县（市、区）、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承

担本地区排查工作的主体责任，房屋建筑的产权人（单位）、

使用人（单位）是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管理的法定责任人

（单位）。

1.5 在进行自建房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时，除遵循本手册的

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1.6 本手册不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爆炸、水灾等对

房屋可能造成危害的预测。

第 2章 工作要求

2.1 各州（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人民政府

（办事处）要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对辖区内自建房进行全面摸

底排查，全面开展自建房尤其是经营性自建房“百日攻坚”行动。

2.2 各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成立专家技术

团队，全程参与排查整治工作，为排查整治提供技术服务。省

级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技术专家组对各地专项整治工作提供技

术指导。

2.3 排查组成员应包括乡镇（街道）、村（社区）相关责

任人，以及从事与建筑工程相关的设计、施工、监理、咨询、

科研、教学及质量检测、鉴定等工作不少于 5年的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至少 1名。

2.4 排查组应根据工作进度安排，编制排查工作方案、分

配工作任务、开展现场排查工作、编制排查工作成果、统计成

果上报等。

2.5 现场排查应按下列步骤开展工作：排查组确定需排查

的房屋、调查分析房屋的场地环境和基本情况、开展现场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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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记录，县级人民政府组织专家技术力量进行初步判定，并由

县级人民政府核定结果后在房屋明显位置张贴排查标识（红牌、

黄牌、蓝牌）。

2.6 排查标识分为禁止使用（红牌警示）、暂停使用（黄

牌警示）、整改使用经营性自建房（蓝牌警示）、整改使用非

经营性自建房（蓝牌警示）。红牌警示、黄牌警示、蓝牌警示

房屋分别对应特别重大安全隐患房屋、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和一

般安全隐患房屋；暂未发现安全隐患的房屋不贴牌。

2.7 排查人员开展现场排查工作时应佩戴工作证、携带必

要的装备并做好安全防护。

2.8 排查组人员应只对房屋现状进行客观评估，不得私自

对媒体、业主或其他人员发表评估工作相关的内容或观点。

2.9 排查组相关成员，包括乡镇（街道）、村（社区）相

关责任人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应在排查表上签字确认，排查

表（经营性/非经营性）一式五份，应分别交由产权人、经营人

/使用人、村（社区）、乡镇（街道）、县级人民政府存档备查。

第 3章 技术要点

3.1 排查认定程序

（1）信息核查。包括房屋土地性质、建设方式、结构类型、

改扩建情况、排查前安全性鉴定情况、行政许可及产权等信息

进行核查记录，并明确安全隐患责任主体。

（2）现场场地查勘。应首先对场地安全隐患进行评价。

（3）房屋外部检查。对于损坏程度严重、危险因素或破坏

状态明显的房屋，可不再对房屋内部进行检查。

（4）房屋内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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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构体系合理性判断。

（6）房屋安全隐患等级确定。应结合地基基础（含场地）、

上部结构、消防排查结果进行认定。

（7）提出处置要求（包括整治措施及挂警示牌等）。

3.2 下列情形应判定房屋场地为危险场地：

（1）对建筑物有潜在威胁或直接危害的滑坡、地裂、地陷、

泥石流、崩塌以及岩溶、土洞强烈发育地段。

（2）暗坡边缘；浅层故河道及暗埋的塘、浜、沟等场地。

（3）已经有明显变形下陷趋势的采空区。

（注：根据《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第 4.1.1

条。）

3.3 房屋外部应检查的重点：

（1）应首先检查房屋外观损伤（坍塌、墙体开裂等）状况，

应对房屋局部坍塌现状及其相邻部分已外露结构、构件损伤现

状进行检查。

（2）房屋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及其高度、宽度和层数。

（3）房屋的倾斜、变形。

（4）地基基础的变形。

（5）房屋外观损伤和破坏现状。

（6）房屋附属物的设置及其损伤与破坏现状。

3.4 房屋内部应检查的重点：

（1）应根据外部排查结果对房屋内部可能有危险的区域和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做出认定。

（2）房屋内部检查时应对所有可见的构件进行外观损伤及

破坏检查；对承重构件，可剔除其表面装饰层进行核查。

（3）承重墙、柱、梁、楼板、屋盖及其连接构造应着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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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检查内容包括构件的尺寸、数量以及施工质量。

（4）非承重构件和容易倒塌的附属构件在检查时应着重区

分装饰装修层的损坏与结构构件自身损坏的影响。

3.5 房屋安全隐患等级分为特别重大安全隐患、重大安全

隐患、一般安全隐患、暂未发现安全隐患四个等级。

3.6 房屋地基基础（含场地）安全隐患等级认定

3.6.1 当房屋地基基础（含场地）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可

认定为特别重大安全隐患：

（1）房屋所处场地为危险场地。

（2）基础存在严重腐蚀、酥碱、松散和剥落情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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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房屋整体倾斜率大于 1%。

（4）地基变形引起混凝土结构房屋框架梁、柱出现开裂，

且房屋整体倾斜率大于 1%。

（5）两层及两层以下房屋整体倾斜率超过 3％，三层及三

层以上房屋整体倾斜率超过 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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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础与上部结构承重构件连接处产生水平、竖向或阶

梯形裂缝，且最大裂缝宽度大于 10mm。

（注：根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2016）第 4.2.1

条。）

3.6.2 当房屋地基基础（含场地）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可

认定为重大安全隐患：

（1）地基产生水平滑移，但位移量不大于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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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存在明显腐蚀、酥碱、松散和剥落情况。

（3）地基变形引起砌体结构房屋承重墙体产生单条宽度不

大于 10mm的沉降裂缝，或产生最大裂缝宽度不大于 5mm的

多条平行沉降裂缝，且房屋整体倾斜率不大于 1%。

（4）地基变形引起混凝土结构房屋框架梁、柱出现开裂，

且房屋整体倾斜率不大于 1%。

（5）基础与上部结构承重构件连接处产生水平、竖向或阶

梯形裂缝，但最大裂缝宽度不大于 10mm。

3.6.3 当房屋地基基础（含场地）符合下列条件时，可认定

为一般安全隐患：

（1）房屋所处场地为非危险场地，且地基无滑移现象。

（2）基础存在轻微腐蚀、酥碱、松散和剥落情况。

（3）地基变形引起上部结构的整体倾斜率不超过 4‰；

（4）地基变形导致房屋墙体产生轻微裂缝。

3.6.4 当房屋地基基础（含场地）符合下列条件时，可认定

为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1）房屋所处场地为非危险场地，且地基无滑移现象。

（2）基础无腐蚀、酥碱、松散和剥落情况。

（3）不存在地基变形现象。

3.7 房屋上部结构安全隐患等级认定

3.7.1 当房屋上部结构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可认定为特别

重大安全隐患：

（1）楼（屋）盖存在严重损伤、塌陷、挠曲、渗水漏雨等

现象，屋面板混凝土严重剥落，板与竖向承重构件搭接处严重

脱开，随时有塌落危险；承重砌体墙出现大范围开裂，裂缝宽

度超过 l0mm，单条裂缝长度超过 2.0m；墙体转角处和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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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交接位置多处出现严重脱闪，最大相对位移超过 50mm；承

重砌体墙局部出现歪闪，墙顶最大位移超过 50mm；墙体根部

严重腐蚀（硝化），腐蚀深度超过 100mm的墙体总长度大于

3.0m；装饰装修层存在严重空鼓、翘曲、脱落现象。

（2）结构体系严重不合理，多数竖向构件或底层墙柱上下

不连续。

（3）混凝土梁、柱、墙及其节点处有严重开裂或局部剥落，

钢筋出现局部露筋与锈蚀现象。

（4）填充墙与主体结构脱开或有倒塌趋势，填充墙存在严

重开裂或明显倾斜。

（5）主体结构构件出现严重变形、倾斜或歪扭。

（6）女儿墙、岀屋面楼梯间和烟囱等部位已出现严重开裂

或倾斜现象，易引起倒塌伤人的。

（7）楼、屋面板混凝土严重剥落，钢筋严重锈蚀。

（8）木柱榫头拔出；木构架出现严重变形或歪斜；山墙或

后墙等非承重构件严重倒塌或局部垮塌。

3.7.2 当房屋上部结构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可认定为重大

安全隐患：

（1）楼（屋）盖存在明显损伤、塌陷、挠曲、渗水漏雨等

现象，屋面板混凝土明显剥落，板与竖向承重构件搭接处有明

显松动和裂缝；承重墙体出现 3处以上明显齿形或穿过块体的

裂缝，裂缝宽度超过 3mm，单条裂缝长度超过 1.5m；墙体转

角处和纵、横墙交接处出现 3处以上松动、脱闪现象；墙体根

部有明显腐蚀（硝化），腐蚀深度超过 50mm；装饰装修层存

在明显空鼓、脱落等现象。

（2）结构体系明显不合理，部分竖向构件（墙柱）上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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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3）梁、柱及其节点的混凝土有明显开裂或局部剥落，钢

筋出现局部露筋与锈蚀现象。

（4）填充墙等与主体结构连接部位开裂但无倒塌趋势，填

充墙开裂或倾斜明显。

（5）主体结构构件出现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6）女儿墙、岀屋面楼梯间和烟囱等部位存在明显开裂。

（7）木构架出现明显损坏或明显歪斜；山墙或后墙等非承

重构件出现严重裂缝或局部垮塌；木楼、屋盖存在严重变形、

腐朽、蚁蚀和严重开裂；木结构围护墙存在局部垮塌现象。

3.7.3 当房屋上部结构符合下列条件时，可认定为一般安全

隐患：

（1）楼（屋）盖存在轻微损伤、塌陷、挠曲、渗水漏雨等

现象，屋面板混凝土无明显剥落，钢筋无外露、锈蚀，板与竖

向承重构件搭接处无明显松动和裂缝；承重墙体无明显齿形或

穿过块体的裂缝和变形；墙体转角处和纵、横墙交接处有松动

但无明显脱闪；墙体根部无明显腐蚀（硝化）；装饰装修层存

在轻微空鼓、脱落等现象。

（2）结构体系不合理，个别墙柱等竖向构件上下不连续。

（3）梁、柱及其节点的混凝土仅有少量微小开裂或局部剥

落，钢筋无露筋、锈蚀。

（4）填充墙与主体结构连接部位基本完好，填充墙轻微开

裂。

（5）主体结构构件无明显变形、倾斜或歪扭。

（6）女儿墙、出屋面楼梯间和烟囱等部位基本完好或轻微

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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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木构架出现轻微变形或轻度歪斜；山墙或后墙等非承

重构件轻微损坏；木楼、屋盖存在明显变形、腐朽、蚁蚀和严

重开裂；木结构围护墙严重酥碱、剥蚀和明显歪闪现象。

3.7.4 当房屋上部结构符合下列条件时，可认定为暂未发现

安全隐患：

（1）楼（屋）盖无损伤、塌陷、下挠及构件缺失等现象；

承重墙体完好，无空鼓、脱落、酥碱、明显歪闪、开裂等损伤；

装饰装修层无空鼓、脱落等现象。

（2）结构体系合理，墙柱等竖向构件上下连续、无倾斜等。

（3）梁、柱及其节点的混凝土无开裂或仅有少量微小开裂，

钢筋无露筋与锈蚀现象。

（4）填充墙等与主体结构连接部位完好，填充墙无开裂或

微小裂缝。

（5）墙体转角处和纵、横墙交接处无松动、脱闪现象。

（6）女儿墙、出屋面楼梯间和烟囱等部位完好。

（7）木构架基本完好；山墙或后墙等非承重构件基本完好。

木楼、屋盖无明显变形、腐朽、蚁蚀和严重开裂。木结构围护

墙无严重酥碱、剥蚀和明显歪闪现象。

（8）不存在以上各种安全隐患的问题。

3.8 房屋消防安全隐患等级认定

3.8.1 消防安全隐患是指房屋中超量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占

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采用易燃

可燃材料私搭乱建，无必要消防设施器材，电动自行车（含电

池）室内充电、乱停乱放，用电、用火、用油、用气不安全等

情况对房屋使用者人身、财产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安全危害的隐

患。由消防救援机构负责指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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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相关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3.8.2 存在以下情形的可判定为存在特别重大消防安全隐

患：

（1）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搭建的，或屋顶、围护结构、

房间隔墙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的。

（2）在居住建筑内设置生产、经营、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

场所的。

（3）设置有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的冷库或采用液氨制冷

剂的冷库的。

3.8.3 存在下列情形的可判定为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1）居住区域与生产、经营、储存区域未按规定进行防火

分隔的。

（2）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200平方米的自建房、屋顶承重构

件和楼板为可燃材料的自建房、建筑层数为 4层及以上的自建

房，疏散楼梯少于 2部，首层安全出口少于 2个的。

（3）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的；消

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4）电动自行车、电动平衡车及蓄电池在室内、走道、楼

梯间、安全出口停放（充电）的；或电动自行车、电动平衡车

室外停车（充电）棚与建筑外窗、安全出口直接相邻的。

（5）疏散走道、楼梯等安全通道被堵塞、占用、封闭或生

产、营业期间锁闭安全出口的；建筑外窗安装防盗网、铁栅栏、

广告牌，影响救援和疏散逃生的。

（6）擅自改变房屋原有结构、装修分隔，违法群租的。

（7）未按规定设置消防车道或消防车道不畅的。

3.8.4 存在下列情形的可判定为存在一般消防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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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防安全责任不明确、不落实的。

（2）未制定消防安全制度的；未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

火灾隐患的。

（3）未对从业人员、租住人员开展消防宣传培训的；消防

控制室值班制度不落实、未持证上岗的。

（4）火电油气安全管理不规范的。

（5）未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

防演练的。

3.8.5 不存在以上情形的可认定为暂未发现消防安全隐患。

3.9 自建房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

（1）“挂（红牌、黄牌、蓝牌）警示牌”的经营性自建房和

“挂（红牌、黄牌）警示牌”的非经营性自建房；

（2）存在建成之后改（扩）建、变更使用功能或过载使用

情况的自建房；

（3）排查技术人员认为结构体系不合理、施工质量存在影

响结构安全的缺陷等现场排查难以认定安全隐患等级的自建房。

3.10 结构安全性鉴定应由具有相应技术条件和技术能力

的机构承担，安全性鉴定报告应根据报告内容由注册结构工程

师、注册岩土工程师完成审核后加盖相应注册章。鉴定内容涉

及对房屋质量进行检测的，应由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

检测报告。

第 4章 处置要求

4.1 产权人、经营人（使用人）应根据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结果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排除隐患。

4.2 对地基基础失稳、主体结构严重受损、使用易燃可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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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芯彩钢板搭建等特别重大安全隐患（红牌警示）的，经鉴定

确认后，要立即采取撤离人员、拆除、搬离等措施；对主体结

构局部破坏、未按规定作防火分隔、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不足、

未按规定设置消防设施器材等重大安全隐患（黄牌警示）的，

经鉴定确认后，要采取加固改造、增设防火分隔和疏散通道、

设置消防设施等工程措施；对结构轻微受损、日常消防安全管

理措施不落实等一般安全隐患（蓝牌警示）的，要采取修缮加

固、强化管理等工程措施，坚决防范重大房屋倒塌事故和火灾

事故。分类处置工作要实行现场标识、清单化和挂账销号管理。

4.3 对挂牌警示的经营性自建房和挂红、黄牌警示的非经

营性自建房，县级人民政府应督促产权人或使用人及时按照

3.10条的要求进行房屋安全性鉴定，并按照安全性鉴定报告处

理建议及时处置。

4.4 整治工作要逐一落实责任人、整治期限和整治措施，

整改一项，销号一项，确保房屋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整治全覆盖。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要实施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对挂警示

牌的自建房安全隐患整改完成后，经县（市、区）人民政府确

认后方可“摘牌”，形成管理闭环。

4.5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性自建房，在不能保证消除安

全隐患前，产权人、经营人（使用人）一律不得进行经营性活

动。

第 5章 附件

附件 1 标识格式

附表 1 云南省经营性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表

附表 2 云南省非经营性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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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云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统计表（基

础信息）

附表 4 云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县（市、区）

级统计汇总表

附表 5 云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州（市）级

统计汇总表

附表 6 云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省级统计汇

总表



14

附件 1 标识格式

1.标识格式要求

（1）标识尺寸为 A3幅面（420mm×297mm），不干胶防

水标贴纸。

（2）评估结论为“整改使用”的，采用蓝色底色 RGB（R0、

G125、B255）；评估结论为“暂停使用”的，采用黄色底色 RGB

（R255、G255、B0）；评估结论为“禁止使用”的，采用红色

底色 RGB（R255、G0、B0）。

（3）“整改使用”、“暂停使用”、“禁止使用”字体颜色为白

色 RGB（R255、G255、B255）、黑体、150号字；“（待鉴

定）”、“排查时间：×××年××月××日”、“××县（市、区）人民

政府”字体颜色为黑色 RGB（R0、G0、B0）、仿宋 GB2312、

20号字。

（4）标识编码（字体颜色黑色 RGB（R0、G0、B0）、黑

体、三号字）由 1位大写字母+12位数字组成：大写字母“B”、

“Y”、“R”分别表示“整改使用”蓝牌、“暂停使用”黄牌、“禁止使

用”红牌；数字前 6位（省级+州市级+县级）为标识制备单位所

在 地 方 行 政 代 码， 县 级 人 民 政 府 制 备 编 码 区 段 为

53XXXX000001 ， 如 大 理 州 漾 濞 县 编 码 区 段 为

532922000001-532922999999，数字后 6位按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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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识示例

说
明
：
初
判
为
存
在
特
别
重
大
安
全
隐
患
的
自
建
房
，
贴
“
禁
止
使
用
（
待
鉴
定
）
”
牌
，
经
鉴
定
确
认
后
，
以
鉴
定
报
告
认
定
结
果
分
类
处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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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
初
判
为
存
在
重
大
安
全
隐
患
的
自
建
房
，
贴
“
暂
停
使
用
（
待
鉴
定
）
”
牌
，
经
鉴
定
确
认
后
，
以
鉴
定
报
告
认
定
结
果
分
类
处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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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
经
营
性
自
建
房
初
判
为
存
在
一
般
安
全
隐
患
的
，
贴
“
整
改
使
用
（
待
鉴
定
）
”
牌
；
非
经
营
性
自
建
房
初
判
为
存
在
一
般
安
全
隐
患
的
，
贴
“
整
改
使
用
”
牌
。
经
营
性

自
建
房
贴
“
整
改
使
用
（
待
鉴
定
）
”
牌
的
，
经
鉴
定
确
认
后
，
以
鉴
定
报
告
认
定
结
果
分
类
处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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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云南省经营性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表

编号： 排查日期：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

地 址

云南省 州（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组 路 号

产权人姓名 身份证号

使用人/经营人姓

名
身份证号

经营场所店铺名
经营者人数

（人）
使用峰值人数（人）

建筑时间（年）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建筑层数（层） 建筑高度（米）

土地性质
□国有土地（□居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业用地 □国有非建设用地 □其他： ）

□集体土地（□宅基地 □集体建设用地 □集体非建设用地 □其他： ）

所在区域
□城市建成区 □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 □拆迁安置区 □建制镇 □集镇 □学校周边 □医院周边

□商贸市场周边 □其他：

第二部分:房屋用途

经营性自建房是否同时居住：□是 □否

经营用途包括（可多选）

□出租房 □农家乐 □宾馆 □饭店 □酒店 □网吧 □民宿 □餐馆 □集贸市场 □公共文化场所 □娱乐场所

□码头 □车站 □交通服务区 □企业自建房 □大型集会、庆典、比赛、展览、展销等场所 □仓储物流

□其他（请填写具体用途）：

第三部分：房屋建设及管理情况

设计方式 □有专业设计（或采用标准图集） □无专业设计（未采用标准图集）

施工方式 □有资质的单位施工 □建筑工匠施工 □自行建造

结构类型
□砌体结构（□预制板 □现浇板 □木楼屋盖 □轻钢楼屋盖） □底层框架砖房 □内框架砖房

□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 □钢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木（竹）结构 □土木/石木结构

□混杂结构 □其他：

改扩建情况

是否改扩建：□是 □否 改扩建次数： 次 改扩建时间（年）

改扩建内容：□加层 □加夹层 □加隔墙 □减柱减隔墙 □建筑外扩 □改变承重结构 □其他：

是否装修：□是 □否 装修是否改变主体结构：□是 □否

专项整治前

是否经过安全鉴

定

□是 □否
鉴定时

间

鉴定结

论

房屋安全等级：

□Asu级 □Bsu级 □Csu级 □Dsu级（□安全 □不安全）

隐患部位：□墙体 □梁柱 □地基 □楼板 □屋面 □其他：

已取得的行政许

可（多选）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宅基地批准书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不动产登记 □市场主体登记（工商执照）

□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行业： ） □以上手续均无

是否违法违规建

设
□是 □否 □违法占地 □违法建设 □违规改扩建 □违规改变用途

是否违法审批 □是 □否 □违法用地审批 □违法规划审批 □违法建设审批 □违法经营许可

第四部分：安全隐患排查情况

场地及地基基础

安全隐患初判

□基本安全

□存在安全隐患

隐患类型：□危险场地 □切坡建房 □滑坡崩塌 □泥石流沟 □地基、地面沉降

□基础倾斜 □基础构件缺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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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结构安全隐

患初判

□基本安全

□存在安全隐患

隐患部位（可多选）：□墙体 □梁柱 □楼面 □屋面 □结构改造 □加层 □过载

□其他：

消防安全隐患初

判

□基本安全

□存在安全隐患

隐患类型（可多选）：□疏散楼梯及安全出口数量不足 □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不畅通

□外窗、疏散走道安装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 □灭火器配置不满足要求

□电线线路敷设不规范 □电路保护装置设置不足 □电气线路私拉乱接 □使用易燃可

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 □居住区域与生产、经营区域未完全防火分隔 □电动车辆充

电停放不规范 □大量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设置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与液氨制冷剂

的冷库 □其他：

主要隐患描述

第五部分：安全隐患认定及处理

安全隐患等级认

定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不贴牌）

□一般安全隐患 （贴蓝牌）

□重大安全隐患 （贴黄牌）

□特别重大安全隐患 （贴红牌）

处理建议

（可多选）

□正常使用□整改使用

□暂停使用□禁止使用 □整体拆除

□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一步进行安全鉴定

排查结果确认签字栏

产权人 经营人（使用人）

排查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乡镇（街道）负责人

第六部分：安全整治、“摘牌”、销号情况

是否需要安全鉴

定
□是 □否

鉴定

时间

鉴定

结论

安全等级：

□Asu级 □Bsu级 □Csu级 □Dsu级（□安全 □不安全）

隐患部位：□墙体 □梁柱 □地基 □楼板 □屋面 □其他：

整改措施

□管理措施（多选） □停止经营 □封存警示 □人员搬离 □其他：

□工程措施 □拆除 □重建 □修缮加固 □其他：

□违法建设查处 □拆除 □整改 □：

是否完成整改 □是 □否 整改时间 “摘牌”时间

整改情况签字（盖章）确认栏

整改责任人（签字） 联系方式

整改核实人（签字） 联系方式

专家组组长（签字） 专家组成员（签字）

整改核实单位（盖章） 县（市、区）人民政府 整改核实时间

该表格正反打印使用。表格编号由 12位数字组成：数字前 6位（省级+州市级+县级）为标识制备单位所在地方行政代码，县级人民政府制备编码区

段为 53XXXX000001，如大理州漾濞县编码区段为 532922000001-532922999999，数字后 6位按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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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云南省非经营性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表

编号： 排查日期：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

地 址

云南省 州（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组 路 号

产权人姓名 身份证号

使用人姓名 身份证号

建筑时间（年）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建筑层数（层） 建筑高度（米）

土地性质
□国有土地（□居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业用地 □国有非建设用地 □其他： ）

□集体土地（□宅基地 □集体建设用地 □集体非建设用地 □其他： ）

所在区域
□城市建成区 □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 □拆迁安置区 □建制镇 □集镇 □学校周边 □医院周边

□商贸市场周边 □其他：

第二部分：房屋建设及管理情况

设计方式 □有专业设计（或采用标准图集） □无专业设计（未采用标准图集）

施工方式 □有资质的单位施工 □建筑工匠施工 □自行建造

结构类型
□砌体结构（□预制板 □现浇板 □木楼屋盖 □轻钢楼屋盖） □底层框架砖房 □内框架砖房

□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 □钢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木（竹）结构 □土木/石木结构

□混杂结构 □其他：

改扩建情况

是否改扩建：□是 □否 改扩建次数： 次 改扩建时间（年）

改扩建内容：□加层 □加夹层 □加隔墙 □减柱减隔墙 □建筑外扩 □改变承重结构 □其他：

是否装修：□是 □否 装修是否改变主体结构：□是 □否

专项整治前是否

经过安全鉴定
□是 □否

鉴定时

间

鉴定结

论

房屋安全等级：

□Asu级 □Bsu级 □Csu级 □Dsu级（□安全 □不安全）

隐患部位：□墙体 □梁柱 □地基 □楼板 □屋面 □其他：

已取得的行政许

可（多选）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宅基地批准书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不动产登记 □市场主体登记（工商执照）

□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行业： ） □以上手续均无

是否违法违规建

设
□是 □否 □违法占地 □违法建设 □违规改扩建 □违规改变用途

是否违法审批 □是 □否 □违法用地审批 □违法规划审批 □违法建设审批 □违法经营许可

第三部分：安全隐患排查情况

场地及地基基础

安全隐患初判

□基本安全

□存在安全隐

患

隐患类型：□危险场地 □切坡建房 □滑坡崩塌 □泥石流沟 □地基、地面沉降

□基础倾斜 □基础构件缺陷 □其他：

上部结构安全隐

患初判

□基本安全

□存在安全隐

患

隐患部位（可多选）：□墙体 □梁柱 □楼面 □屋面 □结构改造 □加层 □过载

□其他：



21

消防安全隐患初

判

□基本安全

□存在安全隐

患

隐患类型（可多选）：□疏散楼梯及安全出口数量不足 □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不畅通

□外窗、疏散走道安装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 □灭火器配置不满足要求

□电线线路敷设不规范 □电路保护装置设置不足 □电气线路私拉乱接 □使用易燃可燃

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 □居住区域与生产、经营区域未完全防火分隔 □电动车辆充电

停放不规范 □大量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设置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与液氨制冷剂的冷

库 □其他：

主要隐患描述

第四部分：安全隐患认定及处理

安全隐患等级认

定

□暂未发现安全隐患 （不贴牌）

□一般安全隐患 （贴蓝牌）

□重大安全隐患 （贴黄牌）

□特别重大安全隐患 （贴红牌）

处理建议

（可多选）

□正常使用□整改使用

□暂停使用□禁止使用 □整体拆除

□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一步进行安全鉴定

排查结果确认签字栏

产权人 经营人（使用人）

排查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乡镇（街道）负责人

第五部分：安全隐患整治、“摘牌”、销号情况

是否需要安全鉴

定
□是 □否

鉴定

时间

鉴定

结论

安全等级：

□Asu级 □Bsu级 □Csu级 □Dsu级（□安全 □不安全）

隐患部位：□墙体 □梁柱 □地基 □楼板 □屋面 □其他：

整改措施

□管理措施（多选） □封存警示 □人员搬离 □其他：

□工程措施 □拆除 □重建 □修缮加固 □其他：

□违法建设查处 □拆除 □整改 □：

是否完成整改 □是 □否 整改时间 “摘牌”时间

整改情况签字（盖章）确认栏

整改责任人（签字） 联系方式

整改核实人（签字） 联系方式

专家组组长（签字） 专家组成员（签字）

整改核实单位（盖章） 县（市、区）人民政府 整改核实时间

该表格正反打印使用。表格编号由 12位数字组成：数字前 6位（省级+州市级+县级）为标识制备单位所在地方行政代码，县

级人民政府制备编码区段为 53XXXX000001，如大理州漾濞县编码区段为 532922000001-532922999999，数字后 6位按

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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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云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统计表（基础信息）

州（市） 县（市、区）

序号
乡镇（街

道）

行政村

（社区居

委会）

小组（社）

户主/

责任人

姓名

户主/责任人

身份证号码

房屋

栋号

房屋

面积

安全

隐患

等级

经营

类型

贴牌标

志

处理建

议

整改措施
整改

时间

摘牌

时间

整改核实

时间责令停

止经营

封存

警示

人员

搬离

拆除

重建

修缮

加固

1

2

3

4

5

6

7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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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云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县（市、区）级统计汇总表

序

号

乡

镇

(街

道)

总数 经营性
非经营

性

排查结果 已完成整改结果 整改措施

暂未发现安

全隐患

一般安全隐

患（蓝牌）

重大安全隐

患（黄牌）

特别重大安

全隐患（红

牌）

一般安全隐患（蓝牌） 重大安全隐患（黄牌） 特别重大安全隐患（红牌）责令

停止

经营

封存

警示

人员

搬离

拆除

重建

修缮

加固

栋

数

面

积

(㎡)

栋

数

面

积

(㎡)

栋

数

面

积

(㎡)

经营性 非经营性 经营性 非经营性 经营性 非经营性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数量

（栋）

数量

（栋）

数量

（栋）

数量

（栋）

数量

（栋）

1

2

3

4

5

6

7

8

9

…

注：该表格由县（市、区）级统计使用，经营性自建房统计汇总时参考本表格格式分别统计各经营类型的数量和所占比例。经营类型包括：出租人员 10人以上的出租房、农家乐、宾馆、饭店、酒

店、网吧、民宿、餐馆、集贸市场、公共文化场所、娱乐场所、码头、车站（场）、交通服务区、大型集会、庆典、比赛、展览、展销等人员聚集活动场所、企业自建房屋、仓储物流等经营性场所。

例如：莲华街道一般安全隐患（蓝牌）栋数占比 34%。其中：出租房占比 11%，农家乐占比 5%，宾馆占比 6%，饭店占比 5%，酒店占比 1%，集贸市场占比 0%，公共文化场所、娱乐场所、码头、

车站（场）、交通服务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占比 0.3%，大型集会、庆典、比赛、展览、展销等人员聚集活动场所占比 0.2%，企业自建房屋经营性场所、仓储物流经营性场所占比 0%，非经营性自建

房占比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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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云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州（市）级统计汇总表

序

号

县

(市、

区)

总数 经营性
非经营

性

排查结果 已完成整改结果 整改措施

暂未发现安

全隐患

一般安全隐

患（蓝牌）

重大安全隐

患（黄牌）

特别重大安

全隐患（红

牌）

一般安全隐患（蓝牌） 重大安全隐患（黄牌） 特别重大安全隐患（红牌）责令

停止

经营

封存

警示

人员

搬离

拆除

重建

修缮

加固

栋

数

面

积

(㎡)

栋

数

面

积

(㎡)

栋

数

面

积

(㎡)

经营性 非经营性 经营性 非经营性 经营性 非经营性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数量

（栋）

数量

（栋）

数量

（栋）

数量

（栋）

数量

（栋）

1

2

3

4

5

6

7

8

9

…

注：该表格由州（市）级统计使用，经营性自建房统计汇总时参考本表格格式分别统计各经营类型的数量和所占比例。经营类型包括：出租人员 10人以上的出租房、农家乐、宾馆、饭店、酒店、

网吧、民宿、餐馆、集贸市场、公共文化场所、娱乐场所、码头、车站（场）、交通服务区、大型集会、庆典、比赛、展览、展销等人员聚集活动场所、企业自建房屋、仓储物流等经营性场所。

例如：漾濞县一般安全隐患（蓝牌）栋数占比 34%。其中：出租房占比 11%，农家乐占比 5%，宾馆占比 6%，饭店占比 5%，酒店占比 1%，集贸市场占比 0%，公共文化场所、娱乐场所、码头、

车站（场）、交通服务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占比 0.3%，大型集会、庆典、比赛、展览、展销等人员聚集活动场所占比 0.2%，企业自建房屋经营性场所、仓储物流经营性场占比 0%，非经营性自建房

占比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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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云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省级统计汇总表

序

号

州

（

市）

总数 经营性
非经营

性

排查结果 已完成整改结果 整改措施

暂未发现安

全隐患

一般安全隐

患（蓝牌）

重大安全隐

患（黄牌）

特别重大安

全隐患（红

牌）

一般安全隐患（蓝牌） 重大安全隐患（黄牌） 特别重大安全隐患（红牌）责令

停止

经营

封存

警示

人员

搬离

拆除

重建

修缮

加固

栋

数

面

积

(㎡)

栋

数

面

积

(㎡)

栋

数

面

积

(㎡)

经营性 非经营性 经营性 非经营性 经营性 非经营性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面

积
%
栋

数
%
数量

（栋）

数量

（栋）

数量

（栋）

数量

（栋）

数量

（栋）

1

2

3

4

5

6

7

8

9

…

注：该表格由省级统计使用，经营性自建房统计汇总时分别统计各经营类型的数量和所占比例。经营类型包括：出租人员 10人以上的出租房、农家乐、宾馆、饭店、酒店、网吧、民宿、餐馆、集

贸市场、公共文化场所、娱乐场所、码头、车站（场）、交通服务区、大型集会、庆典、比赛、展览、展销等人员聚集活动场所、企业自建房屋、仓储物流等经营性场所。

例如：大理州一般安全隐患（蓝牌）栋数占比 34%。其中：出租房占比 11%，农家乐占比 5%，宾馆占比 6%，饭店占比 5%，酒店占比 1%，集贸市场占比 0%，公共文化场所、娱乐场所、码头、

车站（场）、交通服务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占比 0.3%，大型集会、庆典、比赛、展览、展销等人员聚集活动场所占比 0.2%，企业自建房屋经营性场所、仓储物流经营性场占比 0%，非经营性自建房

占比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