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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凝土作为当前 受欢迎的建筑材料之一,整个建筑工程的质量好坏与其原材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我国对

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工程施工企业对于混凝土的检测标准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提升,在具体原材料检测过程中,

需要严格按照工程的施工要求进行检测和配比,从而确保整体建设质量。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建筑混凝土原材料及配合比的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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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凝土的概述及检测要求 

混凝土是工程中 主要的材料之一,同时它也有另外一

个名字,叫水泥混凝土。混凝土之所以被大量地运用,是因为

它拥有以下优点：第一价格便宜,拥有着丰富的原料,简单的

生产工艺；第二混凝土具备着超高的抗压强度,良好的耐久

性、强度等级范围宽的性能,同时它还被运用于其他方面的

土木工程当中去,比如海洋业、地热工程等方面。为了确保

混凝土的质量,使得其持久性,耐用性以及整个建筑工程的

使用年限能够得以长久,所以保证建筑质量的重要前提与基

础必然是要加强对混凝土的质量检测。判断混凝土质量的好

坏一般来说,主要有两方面：①原材料的质量是否达到标准,

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混凝土的质量；②工程施工

管理是否到位,在混凝土的制作过程中,尽量避免此刻种下

了潜在的安全及质量隐患。 后,为了使得整个工程能够顺

利地进行施工,工程建设要求必须与混凝土的质量与规格相

互符合。 

2 混凝土原材料对混凝土工程质量的影响 

混凝土原材料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对于混凝土工程质量

的影响极为严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原材料

管理不到位,没有按实际情况称重处理。第二,在调节砂石骨

料用量时,没有按照实际含水量进行调节。在混凝土配料操

作时,没有按实际室配比进行换算,施工配合比不准确,或者

在进行换算时出现计算错误,就会导致砂石比、水灰比以及

骨浆比出现一定的偏差。如果出现水灰比过大,则会导致混

凝土黏性不足,保水性也受到影响而变差。另外还要注意的

在混凝土凝固后,由于残余水份无法排除,导致在混凝土内

部出现水泡,必然会影响到混凝土密实度,除此之外对混凝

土强度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出现水灰比过低的情况,则

会对混凝土的流动性产生负面影响,密实度受到影响而下降,

导致混凝土表面发生变化,有大量的孔隙出现。还要注意的

是如果混凝土中的砂石含量不足,对于混凝土的流动性也会

产生负面影响,混凝土的粘结能力较差,保水性能也无法达

到要求,由此而导致严重后果,骨料离析、水泥交流失等质量

问题随之出现,工程质量无法保证。另外,如果对浆骨比的控

制达不到要求,也会对混凝土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3 工程混凝土原材料检测 

3.1 水质检测 

在进行混凝土的拌合工作时,需要在其中加入大量的

水。通常情况下,工程施工团队用于搅拌混凝土的水来自于

地下水和自来水。对于部分符合生物饮用要求的自来水和地

下水可以直接在混凝土的搅拌过程中直接应用,而对于首次

使用的地表水或者是地下水,则需要针对水质本身进行检

测。检测的内容包括水质的 pH 值、氯化物、硫酸盐以及硫

化物等物质参数进行对比,之后所有对比参数在标准数值范

围内,方可直接用于混凝土搅拌工作中。 

3.2 石子检测 

在混凝土原材料中,石子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是混

凝土成型的粗骨料,石子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工程混凝

土质量的高低。目前阶段,我国建筑工程施工期间比较常用

的用于制作混凝土的石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碎石子,一种

是卵石子。前者主要是由天然岩石或者是卵石经过破碎处

理、筛选分离之后组合而成,后者主要是指天然石头。在进

行混凝土原材料石子的检测时,检测的内容主要包括级配均

程度、粒径大小是否合适两个主要方面。在检测工作进行

过程中,需要应用专用的实验检测设备进行检测,得出原材

料石子的具体压碎参数值、含泥量、片状颗粒含有量、针片

状颗粒含有量等该类数据的检测,都是为了混凝土后期施工

质量的保障奠定基础。 

3.3 砂子检测 

在工程混凝土中,砂子是一种细骨料,同样是混凝土拌

合材料中的重要内容。进行砂子检测时,需要做好颗粒级配

均 管控工作。具体来讲,即要求依照混凝土的等级、抗冻

要求、抗渗能力进行针对性的砂子检测。检测期间,应该选

用不同级配区的砂子进行检验,检验的内容包括四个大方面,

分别是泥块含量、砂子本身坚固性能、沙泥量以及有害物质

含量方面进行严格检测。其中,开展有害物质检测时,需要针

对原材料砂子中的硫化物、硫酸盐进行含量检测,将投入到

混凝土原材料中的有害物质控制在标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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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泥的检测技术 

水泥其实就是将一定比例的砂石混合在一起的一种黏

合剂,其对整个建筑工程的稳固性、安全性具有非常重要的

影响,目前在建筑工程中经常会使用到的水泥检测技术主要

包括以下几种：第一, 选购水泥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些信

誉好,产量大且质保体系完备的生产厂家,要及时向厂家索

要水泥的合格证、检测报告、型式检验报告等质保体系材料

并留存备案。因为水泥的质保文件证书都是由相关的质量检

验部门所授予的,只要企业具有此类证书一般情况下就可以

确保该厂水泥的品质和质量；第二, 对水泥进行选择的时

候可以将多家的水泥进行一定的对比,从而选择出性价比

高的水泥,在对比的时候主要是对其强度、安定性、与外加

剂的适应性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还可以对不同品种或等级

的水泥进行一定混凝土试配试验,利用每一种水泥不同特性

做出相同强度等级和工作性的的混凝土,然后对比各种混凝

土的质量、性价比来选定 终使用的水泥厂家、品种、等级。

第三,要做好进厂水泥的取样和标识工作,对进厂的每一批

水泥都要抽样检测并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留取一

定数量的样品并保存一定时间,在该批水泥质量出现问题时

可以溯源追究。 

3.5 外加剂的检测技术 

外加剂的品种应根据工程设计和施工要求选择,通过试

验及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严禁使用对人体产生危害、对环境

产生污染的外加剂。掺外加剂混凝土所用水泥,宜采用硅酸

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

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并应检验外

加剂与水泥的适应性,符合要求方可使用。掺外加剂混凝土

所用材料如水泥、砂、石、掺合料、外加剂均应符合国家现

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试配掺外加剂的混凝土时,应采用工

程使用的原材料,检测项目应根据设计及施工要求确定,检

测条件应与施工条件相同,当工程所用原材料或混凝土性能

要求发生变化时,应再进行试配试验。不同品种外加剂复合

使用时,应注意其相容性及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使用前应

进行试验,满足要求方可使用。选用的外加剂应有供货单位

提供的下列技术文件：产品说明书,并应标明产品主要成分；

出厂检验报告及合格证；掺外加剂混凝土性能检验报告。 

4 工程混凝土配合比检测 

4.1 工程混凝土配比检测方法 

当确保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时,还需要保障混凝土在配置

过程中的配合比,想要使原材料的配合比正确,得出 佳的

配比,就需要针对原材料之间开展进一步的配合比检测工作,

如此才能 终满足工程的建设需求和提升施工质量。通常情

况下,进行混凝土的配比检测时, 常用的检测方法就是试

块方法。将混凝土在长为 10~15cm 的立方体模板中制作出实

验块,通过对试验块进行相应的检测,以此类比推测工程施

工过程中混凝土的配比检测。 

4.2 工程混凝土配合比强度检测 

一般而言,进行混凝土配合比检测,主要的检测目标就

是混凝土的强度,通过强度检测的结果计算得出混凝土配比

的合理性和应用价值。具体开展混凝土强度检测时,主要应

用的检测方法是回弹法与超声法,后装拔出法以及抗拔法等,

检测过程中检测方法的选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决

定检测工作的科学合理性,还会对于检测成本的控制起到很

好的保障作用。 

总之,为了能够有效的确保工程的混凝土施工质量,就

必须做好混凝土原材料之间的配合比检测工作,对此针对工

程混凝土原材料及配合比的检测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具

有一定现实意义,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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