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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住房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住房不仅仅追求美观,更要

保证质量。混凝土是住房材料的重要组成,对于各个建筑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影响,而影响混凝土质量的

好坏便是混凝土的结构与强度。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混凝土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组成材料也开

始多种多样,不同材料组成的混凝土,它的结构和强度是不同的,单纯的结构实体硬度不能代表整体的状

况,本文通过实体检测的回弹,对于混凝土结构进行一定的检验,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提出相应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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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对于混凝土

强度的检测方法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传统的检测方法不能很好地对混凝土结

构进行评估,甚至会对混凝土的结构带

来一定的损伤,而现阶段回弹法检测成

为了多数工作者检测的手段,它具有一

定的优势,操作较为方便,灵活快捷,检

测的时候也不会对混凝土结构形成破

坏。随着人们要求的提高,对于检测也提

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在验收时也加大

了严格的力度,要根据相关的规程进行

一定的规划,这时候便需要回弹法进行

一定的辅助作用,对混凝土的质量进行

综合的评估,这已经成为了开发商所主

要采取的检测方法。 

1 混凝土强度与回弹结果的相

关理论 

混凝土强度与回弹结果之间有着紧

密的联系,强度等级差异越小,回弹结果

误差越小,如果强度等级不超过c40,那

么它的回弹值和强度换算值就不会有太

大的差距,在设计强度上也会达到一定

的稳定,但是如果强度等级大于c40,那

么二者之间的换算值达不到一定的高度,

使设计强度下降。混凝土的强度与回弹

结果要合理考虑各个因素的影响,确保

强度等级达到一定的标准,尽量将回弹

结果的误差降到 小,从而为供需双方

提供更好的保障,另外一定要加大养护

的力度,进行一定的实验对比,测量回弹

结果,对于碳化深度也要进行合理的考

虑,将各个因素归结于整体的活动当中。 

回弹仪对于不同强度的混凝土结构

检测也会出现不同的误差结果,我国的

建筑行业虽然飞速的发展,但是中高级

等级的混凝土使用并不长,所以回弹仪

对于中高级等级的混凝土检测还会存在

一定的误差,是否加大使用力度还有待

商榷,因为中高强度等级的混凝土所添

加的掺合物较多,融入了大量的胶凝材

料,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表面强度出现偏

差,而回弹结果所测量的多数都是表面

的回弹。不同的建筑所采取的钢筋设计

也不同,一些设计所采用的钢筋较粗,所

以在施工的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的难度,

相关工作人员为了降低施工难度往往会

添加一定的水,水与混凝土会合,导致表

面的浮浆增多,表面物质增多导致表面

的强度产生差异,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体

的强度使强度降低,导致所测量的回弹

结果也低,所以对于混凝土强度与回弹

结果之间的关系要进行理性的分析,用

合理的眼光看待。 

2 回弹法检测的相关原理及

功能 

对于不同的混凝土强度所采用的检

测方法也是不同的,现阶段很多检测方

法应用到实际操作当中,而有关回弹法

的应用较为广阔。回弹仪是由许多小零

件相互组成,其中较为重要的便是弹击

锤,弹力击打在混凝土的表面上,与表面

硬度形成一定的比例和差异,通过差异

来分析表面硬度达到良好的测量效果。 

另外对于检测技术也要有明确的规

定,首先要明确工程构件的名称、外形尺

寸、数量以及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其次要

了解混凝土组合的各个材料的质量情况,

要合理区分模板浇筑养护日期,并进一

步分析相关设计图纸。结构或构件混凝

土强度可以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可以

进行单个检测,也可以进行批量检测,要

根据情况制定合理的检测方案。批量检

测要保证混凝土强度相同生产批次相同,

抽检的数量也不能较少,随机检测要选

取就有代表性的混凝土样本。对于测区

的选择也要进行合理的控制,不得大于

0.04平方米,检测面要求平滑,如果有一

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要及时换面检测。要

想得到内部的强度,就需要做一些实验

对比,通过合适的比例确保内部的关系,

从而推算出想要的数值。 

3 回弹结果与温度等季节关系

紧密相连 

混凝土结构的回弹并不是因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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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固定不变的,它与温度季节紧密相连,

不同的季节采取相同的检测方法,以及

使用相同的混凝土材料所出现的结果是

不同的。据有效数据统计,混凝土结构的

回弹效果,冬夏季节比春秋季节要好,追

究季节的具体原因只能归结于温度,因

为不同的季节所对应的温度不同,导致

了回弹结果出现偏差。 

混凝土在生产的时候不仅仅是材料

的相互组合,往往在生产的过程中掺入

一定的引气剂,而引气剂经过化学反应,

可以产生相应的气泡,气泡在混凝土结

构中充斥并占有一定的比例,而气泡数

量的多少,不仅仅取决于引气剂的剂量,

与外界的温度也紧密相关,并随着温度

的起伏而产生相应的改变。当温度升高

时,气泡的敏感度得到一定的提升,体积

发生相应的改变,承载力也变小,从而

终导致气泡破裂,而温度较低时,气泡的

体积也得到一定的改变,并不断变小,虽

然也会产生微弱的影响,但是影响力不

大,不会对混凝土结构造成一定的损失,

所以在混凝土结构施工时,一定要合理

选择季节,根据外界温度进行内部材料

的调整,控制气泡的数量以及承载能力,

尽量将这种外在因素所导致的误差降到

小。由此可见,季节的差异,温度的起

伏对混凝土的回弹结果会产生较为明显

的影响。 

4 回弹结果与碳化密不可分 

水泥在搅拌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

的反应,经过水化会产生一定的氢氧化

钙,而氢氧化钙又容易与二氧化碳产生

相应的反应,一旦发生反应,会生成另一

种物质,那便是碳酸钙。这种现象在混凝

土结构中也较为常见,被称为混凝土碳

化,它不仅会对整体的施工质量产生一

定的影响,也会对回弹法有一定的影响。

经过化学反应产生碳酸钙的硬度较大,

而硬度较大会导致 混凝土整体的硬度

提升,从而影响回弹值,造成碳化的原因

有很多,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混凝土是由几种材料相互混合

组成的,而所需要的各个材料需要供应

商进行提供,其中必不可少的材料便是

砂石料,但是随着近年来人们的大力开

发,优质的砂石料越来越少,不同级别的

砂石料对于混凝土的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也是不同的,在混凝土搅拌的过程中,会

加入一些掺合料,一些工作人员为了节

省一部分资金,会加大掺合料的剂量,导

致整体的密度降低,从而加剧了混凝土

的碳化。 

其次影响整体回弹结果测量的原因

一部分也在施工方面,因为混凝土使用

时所参与的工程量都较为巨大,一些工

作人员和开发商为了减少施工时间,追

求施工成本,对混凝土拆模时间不能进

行一定的规划,导致时间缩短,错过了

佳养护时间,一旦养护不合理,就会导致

混凝土表面水化不足,而表面水化对于

混凝土结构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密度也会降低,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混凝

土的碳化程度,所以对于施工方面要进

行严格的把控,将施工误差降小,进一步

提升回弹结果的准确性。 

5 回弹结果与材质脱模剂不可

分割 

混凝土结构表面层受到不同因素的

影响,其中模板材质不同的影响较为常

见。对于混凝土表面的压制,选取不同的

材料所形成的硬度也是不同的,据相关

实验的影响,尿酸树脂压铸成型的质量

较好,优于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铁模板

成型的混凝土,回弹结果也产生了相应

的差异。另外回弹结果与材质脱模剂不

可分割,脱模剂对于不同的建筑和混凝

土结构,要采取不同的脱模剂,要合理观

察温度湿度的影响,尽量避免混凝土表

面层的气泡与脱模剂相互碰撞,如果二

者相互融合,会导致整体表面结构过于

粗糙,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体的回弹效果,

所以对于材质脱模剂要进行合理的选择,

根据不同的建筑施工方法选取不同的脱

膜剂,尽量将回弹结果的误差减小达到

合理的检测效果。 

6 结语 

总的来说,回弹法是一种适用于多

数混凝土结构检测的优质方法,而影响

混凝土回弹法的主要因素便是混凝土表

面的结构,混凝土的材质以及内部气泡

的产生都会对其产生相应的影响,对于

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合理的规划,确保将

这些外在因素降到 小,从而为建筑结

构提供准确的数值,相关的工作人员要

进行准确的判断,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

具体的方法,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回弹法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分析和应

用,从而为建筑工程的结构检测提供更

稳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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