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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建筑材料检测为例，主要分析了建筑材料质量检测的发展现状，论述了建筑材料的质量检测原则，同时

提出了提升建材质量检测的有效措施，进而确保建筑建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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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建设规模不断

扩大，以及建设工程质量检验力度的关注越来越多，要求工

作人员必须对建材质量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有效控制，以

确保所用的工程建材质量优良，万无一失。

1、建筑材料质量检测的发展现状

当前，建材检测工作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假、低、

缺”的现象。假，集中表现在检测的试件假、过程假、数据假、

结论假；低，表现在检测人员素质低，检测技术水平低，检测

管理层面低；缺，表现在缺乏管理手段，缺乏技术措施。长期

以来，检测工作都是沿用了以前传统的手工填表工作，这就

造成了工作人员的工作较为复杂，加大了工作量。因此，在

建筑工程中技术水平落后，工作效率低下是管理难的主要

问题。近两年来，随着一些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程序的不断开

发和应用，许多检测机构也相应摆脱了全人工操作的问题，

全面改用现代信息技术，利用质量检测管理信息系统可以

有效的提高检测机构自身的检测和管理水平，以适应当前

工程质量管理的主要工作形势。

2、建筑材料的质量检测原则

2.1 建材检测要细致全面。建筑工程项目涉及到的建材

多种多样，大到钢筋混凝土配件，小到砖瓦砂石，都需要按

照相关规定进行检验检测。比如各种型号的钢材应该检测

其抗拉强度、冷弯及反复弯曲、焊接质量等；混凝土主要检

测其抗压强度、和易性、塌落度等；混凝土用的水泥，要按批

检测它的强度、细度、安定性等；碎石主要检测其强度、级

配、压碎值指标、含泥量、坚固性等；砂主要检测其级配，细

度模数，含泥量等。

2.2 建材试样选取要有针对性和代表性。建材试样选取

是很有讲究的，所选取的样品要具备代表性和随机性的特

点。在实际工程检测中，常会遇到取样不具有代表性、取样

数量不够，取样方法不正确等问题。试样的数量关系到试验

结果的准确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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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可以从

一批材料的不同部位随机抽取足够数量的样品进行检测，

以确保样品检验结果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2.3 温度与湿度对建材检测的影响。温度和湿度对一些

建筑材料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材料养护、测试时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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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沥青防水卷材(SBS)等防水材料，其性

能对环境温度较为敏感，要求拉伸试验时室温须控制在

23℃±2℃。试验方法须严格按标准规定进行。

3、提升建材质量检测的有效措施

3.1 加强对强制性检测项目的监控

建筑企业要根据有关的规范要求和设计要求来对整个

工程的项目进行检测，进而有效的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以

此彻底的摆脱工程中的质量通病，来防止劣质的材料进入

工地，并且对建筑工程中一些项目应该进行强制性的检测，

例如水泥质量的检测、钢筋质量的检测、半成品的检测、混

凝土试块的检测等，这些都必须严格的按照有关规定程度

和标准来进行。

3.2 整治四大顽症，针对“假、乱、低、缺”实施整治

经过多年发展和治理，检测行业得到飞速发展，但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要紧紧抓住“假、乱、低、缺”四大顽症开展大规模

整治违规行为的活动，向社会表明整治检测顽疾的决心和

力度，并着力分析造成顽症的原因，落实对应整改措施和改

革设想。对于集体造假、多次造假、社会反响较大的检测单

位，加大处罚力度。支持市建设工程检测协会对造假人员，

查处一个、吊销一个，绝不护短。

3.3 把握委托、核查、抽样、试验、报告和评估六个操作

节点

委托应更新，应改变现有的委托方式，委托过程应有第

三方监督；核查应严格，应核查施工现场建材产品信息，保

证检测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抽样应科学，应制定

切实可行的抽样方案，推行检测机构现场抽样和取样，保证

试件能代表母体的质量状况；试验应规范，应按检测运行法

则操作，确保检测过程和检测结论客观、准确；报告应有效，

检测信息应即时传输，不合格检测信息应及时上报；评估应

专业，对检测工作的开展应进行绩效评估，不断规范和完善

各个节点的操作运行。

3.4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需建立起以产品为中心的质量责任制。

建立质量保证体系还必须充实测试手段。提高产品质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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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于部标、国标的要求，要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这样

的国际市场才会有竞争力。要抓好设备管理、设备性能，精

度不合格也就谈不上提高产品质量。工程质量的提高也要

从原材料上抓起，材料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各项材料试

验数据合格后才能使用。强化管理，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

要效益。这是保证工程质量的物质技术基础。

3.5 施工现场与检测现场直接挂钩，联合办公

以往建筑施工现场和检测现场是两个相对独立各自

施工的现场，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完成对施工现场建材产

品状况的描述和取样，而检测单位的工作是在检测现场完

成，而且是仅对选送的样品的检测结果负责，这样做的结

果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建材产品的实际质量状况。因此，

有必要把施工现场和检测现场相互联系起来，从施工现场

的建材产品信息跟踪到检测现场的检测情况，从检测现场

的检测结论追溯到施工现场的建材产品状况，实现两场互

动，保持施工现场和检测现场的一致性，这样才能真实反

映建材产品的质量和特性。

3.6 提高检测人员素质水平

在我国检测行业中，专业的人才是相对较为匮乏的，

但是在我国建筑工程检测行业中，具备高素质的检测人才

却较少，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思想观念都处于较低的状态。因

此，作为建筑工程的质量检测人员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综

合素质，加强自身检测的水平，此外，作为质量检测机构应

该不断的提高录用检测人员的门槛，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

为质量检测做好准备工作。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材料检测在建材科研、技术开发、企业

生产和建筑工程施工等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评

定和控制建筑材料质量的依据和必要的手段，也是发展建

筑科学技术、保证工程质量的重要措施。因此，需要不断地

进行自我评价、持续改进，进一步完善实验室质量体系，进

而来保证工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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