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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工程检测工作的重点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服务的重点在于对所有项目按标准要求

和作业规范进行检测，重点控制点如下所列：

1.1 样品养护

（1）保温砂浆（标养）养护条件。拌合物的制备：拌合物

的材料应提前 20h 放入试验室内，拌合时试验室温度(20±

5)℃，搅拌时间 2min；将拌合物至少制成 18 块 70.7mm×

70.7mm×70.7mm，试件制作后用聚乙烯薄膜覆盖，在(20±

5)℃温度环境下静停(48±4)h，拆膜后立即放入(20±3)℃、

相对湿度（60～80）%条件下养护至 28d（从成型时算起），

取出在(105±5)℃下烘干至恒重，放入干燥器备用。

（2）保温砂浆（同养）养护条件。该样品需在现场做好，

并且养护七天后送到试验室，在试验室标准 [温度 (23±

2)℃，空气相对湿度（50±10）%]条件下养护 21d，再在(65±

2)℃的烘箱中烘干 24h，取出放入干燥器冷却等待试验。抗

压强度要养护 48 天后方可做试验。

（3）抗裂砂浆养护条件。拉伸粘结强度：将试件放置在

(23±2)℃的环境中养护 7d，取出后在(23±2)℃、相对湿度

（40～60）%的环境中继续养护 20d。上夹具后放置 24h。

浸水拉伸粘结强度：将试件放置在(23±2)℃的环境中养护

7d，取出后在(23±2)℃、相对湿度（40～60）%的环境中继续

养护 20d，然后浸水 7d，擦干后上夹具 24h。

（4）增强网养护条件。在试验环境中存放 24h。

（5）墙体养护条件。在自然通风环境中养护至墙体干

燥。

1.2 现场安全管理

为了加强建筑工程检测工作的管理，提高检测工作的

效率，保证文明生产的前提下，应制定生产安全管理制度。

（1）现场检测的场地保证平整，保证仪器架设在安全的

地方，以免仪器倾倒摔坏。或落物砸到人和仪器。

（2）现场使用仪器设备，所连接市电的电线(缆)注意破

损漏电，防止触电。

（3）现场参加工作人员，必须带安全帽，不准穿拖鞋。在

恶劣地带及烂泥场地要穿上水鞋，避免擦伤脚。

（4）注意高空落物，检测人员在进行检测工作时，上方

必须暂停作业。

（5）凡是非参加工作人员一律不准串入监测场所。

工程负责人应向参加施工的各类人员认真进行安全技术措

施交底，使大家明白工程检测特点及各时期安全检测的要

求，纠正违章，使措施方案始终得到贯彻执行，达到既定的

检测安全目标。

1.3 应急预案管理

为保证检测工程能顺利完工，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提高

对突发重大事故的快速反应能力，确保科学、及时、有效地

应对建筑工程重大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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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应急预案小组，组长由建设方项目负责人担

任，由参建各方组成，各成员必须是熟悉现场并能代表各

方意见的人员。应急预案小组成员必须 24 小时保持通讯

畅通，出现险情时能及时赶到现场。

（2）建议施工单位组织专门人员每天对检测现场及其

周边环境进行巡视、检查，若主体及其周边环境出现较大

沉降、倾斜、开裂等情况要及时通知参建各方。

（3）当检测工作出现突发事件时，应急小组采取相应

的应急措施，由项目负责人担任第一责任人驻守现场，会

同设计、甲方、监理、施工等单位进行技术信息交流并参与

制定处理方案。

（4）由施工单位准备好应急抢救机械设备及物资，如

勾机、吊机、彩条布、沙袋等。一旦出现险情，如基坑崩塌

等，由应急小组指挥立即启用应急预案进行抢险。

（5）当检测工作出现突发事件时，检测应急应采取相

应的应急措施，包括：?人员安排：在应急处理过程中所有参

与检测人员应随时待命、通讯保持畅通，按应急要求及时

到现场进行相应项目的监测工作。?检测仪器：在应急处理

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检测仪器应保证其正常使用状态，派专

人进行保管，并及时进行自效，以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有

效。

2 建筑工程检测工作的难点

建筑工程检测项目的难点在于主体结构现场检测的

质量控制，检测前多研究图纸、制定合理的检测方案、严格

按标准要求进行现场检测，出具合规合法的检测报告是建

筑工程检测服务的控制难点。

2.1 制定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程序

（1）编制结构实体质量检验专项方案，报项目总监理

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确认。

（2）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监理（建设）单位对检验

结果签署结论性意见，并将检验结论报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备案。

（3）工程抽查楼层及抽查构件部位根据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监理单位、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现场共同选定。

2.2 现场科学合理的选择检测构件和部位

质量检测的主要原则在对建筑工程主体结构进行质

量检测时，必须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尤其是对抽样的数

量要准确选择。抽样检测的基本原则就是选择、同一构件

中承担荷载相对较大的，或施工质量相对较差的构件。

（1）常规检测。常规的抽样检测可根据结构形式不同

及材料类型不同来进行分类抽查。由于级别不同，其区分方

式也不同：第一级可根据结构类型不同划分为钢筋混凝土

结构、钢结构、砌体结构等；第二级可根据构件类型不同，划

分为梁、柱、墙三个类型；第三级可根据材料类型不同而进

行具体的划分。具体的检测应该根据检测方案确定。

（2）有异议的构件检测。对于存在异议的构件，检测时

可根据检测类别以及所选择的检测批容量来对样本容量进

行确定。检测时需要监督机构和现场责任单位来共同完成

检测抽查工作，以此来作为有异议检测对象的最终检测结

果。监督机构抽样检测的数量不应该低于总抽检的 10%。

对于第三方委托的抽样检测方案，必须由监督机构来进行

审核和监督，并对方案中的不足进行适当修改。

2.3 主体结构检测控制项

（1）混凝土检测。混凝土强度检测施工现场需要对混凝

土试块进行强度检测，在检测完成后，还需要根据要求对混

凝土浇筑地点进行随机的抽样及试样留置。需要注意的是，

取样标准和样品数量必须符合要求。且每个楼层的同一配

合比混凝土，都应该取样至少一次。每次取样后，都需要对

标准养护试件进行适量的留置，这样也能够满足对其他构

件进行结构实体检测需要。另外，还需要留置出一定数量的

同条件养护的混凝土试件；除了对混凝土试件进行检测外，

还需要对混凝土构件的抗压强度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可包

括静态检测和动态检测。静态检测目前常用的方法有回弹

法、钻芯法、雷达法以及红外热像法等等；动态检测方法主

要是指利用振动反演理论来确定混凝土的各项性能参数。

主要有起振器共振、脉动等方法。

（2）钢筋保护层检测。钢筋是建筑工程主体结构构件中

的重要骨架，钢筋能否充分发挥其作用的主要决定因素，是

钢筋强度、配筋数量以及其在截面中所处的位置。由于钢筋

的位移情况将直接影响到受弯构件的整体稳定性。尤其是

对于配置负弯矩筋的构件影响较大。因此，在对钢筋保证层

进行检测时，主要应该重点检查梁板类构件，尤其是悬挑受

力构件。对钢筋保证层进行检测时，主要采取的检测方法有

无损检测法和破损检测法。无损检测所采用的仪器为厚度

检测仪，而破损检测法则包括现场开槽检测方法和剔除保

护层检测法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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