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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建筑工程施工中, 建筑材料的质量问题一直影

响着整个工程施工质量, 如果不对建筑材料的质量进行有

效控制管理, 那么不仅会对建筑结构的刚度和稳定性有着

严重的影响, 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安全事故,给

人们带来巨大的损失。可见,在建筑工程施工前,做好建筑材

料的检测分析工作,保障建筑材料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1概述建筑工程材料检测分析的重要意义

1.1安全方面的意义

可以有效的提高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使得建筑物满足

建筑工程设计的要求。而对施工材料的质量检测,不仅是要

求其建筑材料具备相应的强度和韧性, 还要保证建筑材料

的使用安全, 使其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安全的承受住建筑荷

载。

1.2适用方面的意义

为了保障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 我们在建筑工程施工

的过程中必须要选择质量比较好的建筑材料, 以确保建筑

工程可以如期的完成。但是,如果在建筑工程施工中,人们所

使用的建筑材料不合法建筑工程施工的标准, 那么就会导

致整个建筑工程处于一个停滞的阶段。而且对建筑材料的

质量检测,也有利于提高建筑结构的使用新性能,使其建筑

结构的质量满足工程设计的要求

1.3美观的影响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建筑的要求越来越高,美轮

美奂的建筑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美化建筑的艺术形象,需

要各种绚丽多彩的建筑材料。

在我国建筑行业发展的过程中, 建筑结构设计也逐渐

的向着个性化建筑设计的方向发展, 这也使得人们在对建

筑物的美观有着更好的要求, 这就需要对建筑材料的色泽

进行严格的要求。

1.4耐久度与经济方面的意义

对建筑材料的进行质量检测也可以有效的提高建筑结

构的耐久性,尽可能的降低自然环境对建筑结构的损坏。而

且我们在对建筑材料质量进行检查的时候, 施工单位也要

对建筑材料的经济性进行考虑。使其在改善人们生活环境

的同时,也提高了建筑工程施工的经济效益。

2浅议建筑材料检测分析中存在的弊端

2.1建筑材料种类多、性能复杂。建筑工程使用的材料

包括各种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这些材料种类繁多并且性

能各不相同将直接影响建筑工程的质量。目前我国建筑项

目大多是以分包的形式进行, 建筑单位中标之后会将整个

工程分为几个部分,然后分包给别的公司,这就造成了建筑

工程施工质量控制较难的问题, 并且一些公司在施工时没

有充分认识到施工材料质量的重要性, 在使用材料时只对

数量进行验收但忽略了质量的检测, 就会造成一定的安全

隐患。

2.2建筑材料取样技术不到位。在实际检测中常常出现

取样不具有代表性、取样数量不够,取样方法不正确等。数

量过少,取样部位及方法的偏差,都会使试验误差增大,甚至

会得出相反的结果。

2.3检测人员素质、仪器、环境、程序规范和数据处理等

方面容易出现问题。人员素质是建筑行业的普遍问题,实际

操作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检测程序的规范,包括取样,成

型试件,养护,检测,数据处理等环节。养护环节往往最容易

視忽 ,比如,水泥和混凝土的标准养护条件所要求的温度和

湿度等。仪器年久失修,规范变更,都需要及时更换。数据处

理要保证数据的实时,准确,公正。对出具的数据应按相关规

范进行修约,数据应具有原始性确保检测数据的真实有效。

2.4检测机构自身管理不严。建筑材料的检测是建立在

诚实守信、方法科学、行为公正、数据准确的基础上。检测机

构要始终保持其第三方独立性, 才能确保数据准确和行为

公正。然而,现实中检测机构不断受到了不良行政干预、商

业贿赂、自身经济利益和其他方面压力的影响,不少检测机

构不做或少做试件,简化程序,不按规范操作,编造数据,修改

原始数据等。

3研究加强建筑材料检测分析的有效对策

3.1做好材料取样

对检测材料有代表性的取样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建筑

材料性能的检测报告是通过对所取材料样品进行检测得出

的。取样一般是以一批材料不同部位、随机抽取规定数量的

样品,即不仅取样数量要正确,取样部位及方法也要按规定

进行。试样的数量关系到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如果不按规定

的取样方法、取样部位和取样量进行取样,或取样情况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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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建筑工程使用的材料分为建筑主体结构材料和建筑装饰材料；新形势下如何保证建筑材料的质量,这

对检测机构的检测分析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建筑材料质量检测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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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存在偏差,都可能导致检测数据出现偏差,进而对整个材

料的质量检验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在接收检测样品时,工作人员必须对样品的状态做好,记

录内容必须包括样品是否异常, 或是否偏离了检测过程中

描述的标准状态。实验室首先要明确样品检验的准备工作

已经到位, 并参照委托方的意见来进行样品检验前的准备

工作。实验室应在质量文件中规定适当的设施,以防用于检

验的样品在贮存、处置或检验开始前被损坏或变质,贮存条

件必须符合要求,另外要做足安全对策,以确保检验样品的

状态完好无损,进而保证检验工作的顺利开展。

3.2提升检测人员的职业素养

检测机构必须规范人员管理,推行执业资格制度。目前,

检测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众多, 要规范人员素质有较大难

度。建议把现在的检测员培训考核模式进一步深化,实行执

业资格制度。另外,亦应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试验室应明

文规定从事技术检测人员的任职资格条件, 也应明确规定

验证审核的监督人员的任职资格与条件,并定期进行培训、

考核和认可。检测机构应当为检测人员提供参加学习、交流

经验的机会,定期组织检测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以知识讲座、

科研活动等形式,调动起检测人员的工作热情,提升他们的

职业能力。

3.3加强检测设备与检测环境的管理

试验环境温度和湿度对一些建筑材料的性能有很大的

影响。因此,在标准中对材料养护,测试时环境条件有明确规

定,只有严格遵守这些规定,试验结果才具有可比性。仪器设

备实验室应正确配备进行检测的全部仪器设备, 对所有仪

器设备进行及时维护,并有维护数据处理程序,必须对检测

设备进行检定和校准, 对仪器设备应有明显的标识来表明

其状态。显示的结果可疑或通过检定表明有缺陷时,应立即

停止使用,并加以明显标识,修复的仪器设备必须经校准证

明已恢复,方可正常使用,保证数据真实有效无偏差。

3.4遵守检测标准

检测方法是实施检验的技术仪据, 它即是实验室开展

检验服务的重要资源,也是实施检验工作不可缺少的过程。

实验室进行检测或开展其他相关业务活动时, 如样品的制

备、抽取、处置、贮存和传送；测量不确定的估算；分析检验

数据等, 必须根据相关检测规范和工作流程选择正确的检

测方法, 而且要采用国际或国家通用的检测规范和标准,经

实验技术主管审定后方可运用到工作实践, 标准方法应具

有可溯性。若采取的检测方法或工作流程不是国际通用或

国内规定的,检测前必须征得委托方同意,而且要形成有效

文件,保证出具的报告被用户及委托方所接受,形成书面确

定的有效文件,及时对标准进行更新。

3.5提升检测数据计算的准确性

数据处理由于各种原因, 同一组试件中有时试验数据

结果离散性较大,为使试验结果准确,标准规定对一些材料

的试验结果数据有取舍的要求。如水泥胶砂强度抗折试验,

当三个强度值中有一个超出平均值土 10%的需剔除该数

值,以其余两个强度测定值的平均值作为抗折强度结果。混

凝土和砂浆的抗压试件强度平均值的计算等都有各自的取

舍方法,应予注意,切不可简单地把数据相加计算了事。计算

后数据修约的方法按 GB/T8170进行,其尾数要按四舍六入

五单双法进位,并按标准规定保留数据的位数。试验结果数

据有时会出现比预期的过高或过低, 同一组试件中数据相

差悬殊, 或同一试件各项性能指标相互矛盾等异常现象,这

需要认真对待,查明原因,并及时复试和复验。

3.6实施强制性检测分析

进行必要的强制性检测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安全, 治理

质量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严禁使用伪劣材料,需要根据设

计单位的设计要求以及规范的要求进行项目的严格检测。

在检测过程中需要对一些项目进行强制性的检测：比如主

体结构、钢筋数量、竣工后房屋内的空气质量检测、混凝土

试块检测、钢筋抽样检测、瓷砖性能检测以及建筑门窗的三

性的检测等等,通过这些强制性检测项目的开展,进一步做

好质量控制。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面对材料的多样化发展趋势,认识到建材检

测分析对于建筑施工的重要性并积极改善其中问题确保建

材检测工作的落实势在必行,是确保建筑施工行业顺利、健

康、长远发展的必然保障。

参考文献：

[1]邓梅芳.浅析建筑材料检测中的常见问题[J].科技

经济导刊,2016(12):57-58.

[2]杨强,李姿.建筑材料检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J].河南建材,2016(02):149+152.

[3]] 鲍拯. 浅谈建筑材料检测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J].四川水泥,2014(07):312.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