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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取样与送检 

是监理人员的一项 

最基本的工作! 



1. 讲正气:严禁吃、拿、卡、要、借与介 

2. 讲合约：及时收集、查阅合同文件 

3. 讲学习：勤学设计文件、规范标准 

4. 讲数据：影像采集、数据整理、及时统计 

掌握总申报量与设
计用量是否一致 



一、什么是见证取样与送检？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三、见证取样的基本程序。 

 

四、见证取样的基本知识。 

 

 

 



一、什么是见证取样与送检？ 

 

 

 



一、什么是见证取样和送检？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
样和送检的规定 》： 

   在建设单位或工程监理单位人员的见证下，由

施工单位的现场试验人员对工程中涉及结构安

全的试块、试件和材料在现场取样，并送至经

过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资质认可和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其计量认证的质量检测单

位进行检测。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1、做好向建设单位的交底工作：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141号

部令） 

 第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质量检测业务，

由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

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委托方与被委托

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1、做好向建设单位的交底工作： 

201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杭州市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管理的若干意见》规定：“工程

质量检测业务由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或代

建单位）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

同一单位工程中的同一检测项目不得委托

两家及两家以上检测机构”。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1、做好向建设单位的交底工作： 

《若干意见》规定：“检测报告中的委

托单位应为建设单位。检测报告完成后，

检测机构应将检测报告提交委托单位，

经建设单位或工程监理单位确认后，由

施工单位归档”。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1、做好向建设单位的交底工作： 

   2011年5月13日，省住建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全省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的意见》：   

    保障性住房工程，监理平行抽检的数

量应在正常抽检的基础上再增加20%。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2、与施工单位沟 

通 

材料见证取样计划 

砼试块应分标准养 

护、同条件养护列 

表 

砼强度
等级 

使用部
位、标

高 

数量
（m3） 

计划
取样
类别 

计划
取样
数量 

C35 
底板 

(-5.95) 
1000 

标准 10 

同条
件 

1 

… … … … …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2、与施工单位做好沟通，明确试块要求； 

    送检样品的标识必须规范，试块采

用刻划标识，否则视为无效试块，其他

材料可采用标签标识。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杭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砼试块管理的通知》 

刻划标识应包括下列内容： 

（1）砼试块类型及组号、强度等级、部位、浇
捣日期。 

（2）标养试块应在试块左上方加刻“B” ，同
条件试块标识加刻“T” ，拆模试块加刻“C”. 

（3）试块多于一组时，必须标明组号以区分不
同时间段（或轴线区间）浇捣的砼。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2、与施工单位沟通 

   明确原材料质量保证资料的要求：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JGJ/T185-

2009)： 

！工程资料应为原件——有可能取得原件的

应尽量使用原件，只有在无法取得原件时

方可使用复印件。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2、与施工单位沟通 
 

！当为复印件时，应由提供单位加盖印章，

由经手人签字，并注明复印日期。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2、与施工单位沟通 

   明确原材料质量保证资料原件的存放处，

如：钢筋、焊接试验资料（电焊条）、水

泥、砂、石、砂浆、砌块、电线套管、电

线、焊接钢管等。 

    



 增加了同一项目多个单位工程材料统一验收的规

定（规范3.0.8条）。 

 属于同一工程项目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

对同一厂家生产的同批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

成品，可统一划分检验批进行验收。 

 

GB50204-2015新规范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3、认真审查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和计量

认证证书；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检测机构资质按照其承担的检测

业务内容分为专项检测机构资质和见

证取样检测机构资质。”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一、专项检测 

  （一）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1、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静载检测；   

    2、桩的承载力检测； 

  3、桩身完整性检测；   

    4、锚杆锁定力检测。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一、专项检测 

 （二）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1、砼、砂浆、砌体强度现场检测； 

  2、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3、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测； 

  4、后置埋件的力学性能检测。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三）建筑幕墙工程检测 

 1、建筑幕墙的气密性、水密性、

风压变形性能、层间变位性能检测； 

 2、硅酮结构胶相容性检测。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四）钢结构工程检测 

   1、钢结构焊接质量无损检测； 

   2、钢结构防腐及防火涂装检测； 

   3、钢结构节点、机械连接用紧固

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力学性能检测； 

   4、钢网架结构的变形检测。 

   

 



二、见证取样检测 

  1、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 

  2、钢筋（含焊接与机械连接）力学性能检验； 

  3、砂、石常规检验； 

  4、混凝土、砂浆强度检验； 

  5、简易土工试验； 

  6、混凝土掺加剂检验； 

  7、预应力钢绞线、锚夹具检验；  

  8、沥青、沥青混合料检验。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4、分类做好见证取样送检台账； 

 

 

收集整理好： 

        质量证明文件、委托单、检测报告 

 

5、及时向政府质量监督人员请教。 

 

 

 


企业补充用表D11-1

混凝土试块封样核查表


（监理台帐）

工程名称：                                                                                     编  号：D11-1    ※※※

		序号

		强度


等级

		结构部位

		养护条件

		试块组数

		封样


日期

		送样单


编  号

		见证人

		试验报


告日期

		试验单编  号

		平均抗压强度（Mpa）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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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与《旁站记录》、《拆模申请》、《混凝土分项工程报验申请表》及《监理日记》配套使用；砼试块强度统计、评定结果可在备注栏内说明；砼配合


比见相应强度等级的砼级配单。




二、见证取样与送检的准备工作。 

6、长期坚持学习、思考、积累。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3-2011)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2011) 



 

三、见证取样的基本程序。 

 

 

 

 



合同、招标文件、GB50411:出厂合

格证、中文说明书、性能检测报告；

定型产品和成套技术应有型式检验

报告；进口材料和设备应进行出入

境商品检验。 

三、见证取样的基本程序。 

检查书面文件 

进行外观检查 

见证取样与送检 

核查检验报告 
及时统计用量 

做好台账登记 要及时登记、及时核对 

应注意核对相关规范，留存影像资
料 

一定要到现场去！GB50411:品牌、

产地、规格、品种、规格、包装、

外观和尺寸。 



 

四、见证取样的基本知识。 
 

 

 



四、见证取样的基本知识。 

1、水泥： 

1.2  取样方法和数量 ： 

同一厂家、同一等级、同一品种、同一批
号且连续进场的水泥，袋装不超过200t为
一批 ；散装不超过500t为一批 。 

 



四、见证取样的基本知识。 

水泥与外加剂差别化检验(GB50666,不建议)： 

① 对经产品认证符合要求的水泥、外加剂； 

② 在同一工程中、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

一规格的水泥、外加剂，且连续三次检验

均一次检验合格。 

③ 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时，检验批容量可

扩大1倍 



1.3  现场复验 

水泥进场时应对其品种、级别、出厂日期等进

行检查，并应对其强度、安定性及其他必要的

性能指标进行复验； 

对水泥质量有怀疑或水泥出厂超过三个月（快

硬硅酸盐水泥超过一个月）时，应进行复验，

并按复验结果使用。 

钢筋砼结构、预应力砼结构中，严禁使用含氯

化物的水泥。  



1.4  结果判定 

凝结时间：初凝时间：≥45min； 

          终凝时间：硅酸盐水泥≦390min；

普硅水泥、矿渣水泥、火山灰质水泥、粉煤

灰水泥和复合水泥≦600min。 

安定性：沸煮法合格  

胶砂强度：抗压、抗折，3d，28d 

（水泥﹕砂﹕水=1﹕3﹕0.5，一般为450kg，

1350kg，225kg） 



品  种 强度等级 
抗 压 强 度 抗 折 强 度 

3d 28d 3d 28d 

硅酸盐水泥  

42.5 ≥17.0 
≥42.5 

≥3.5 
≥6.5 

42.5R ≥22.0 ≥4.0 

52.5 ≥23.0 
≥52.5 

≥4.0 
≥7.0 

52.5R ≥27.0 ≥5.0 

62.5 ≥28.0 
≥62.5 

≥5.0 
≥8.0 

62.5R ≥32.0 ≥5.5 

 
普通硅酸盐水泥 

42.5 ≥17.0 
≥42.5 

≥3.5 
≥6.5 

42.5R ≥22.0 ≥4.0 

52.5 ≥23.0 
≥52.5 

≥4.0 
≥7.0 

52.5R ≥27.0 ≥5.0 

矿渣硅酸盐水泥 
火山灰硅酸盐水泥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复合硅酸盐水泥 

32.5 ≥10.0 
≥32.5 

≥2.5 
≥5.5 

32.5R ≥15.0 ≥3.5 

42.5 ≥15.0 
≥42.5 

≥3.5 
≥6.5 

42.5R ≥19.0 ≥4.0 

52.5 ≥21.0 
≥52 5 

≥4.0 
≥7 0 

   

  



2、砂、石 

2.1 检验项目—普通混凝土用砂： 

颗粒级配和细度模数 

含泥量和泥块含量 

人工砂的石粉含量 

含水率和吸水率 

有害物质含量（有机物、硫化物等） 

氯离子含量（海砂） 

碱活性 

 



2、砂、石 

2.1 检验项目—普通混凝土用石检验项目 

颗粒级配 

含泥量和泥块含量 

含水率和吸水率 

针、片状颗粒含量 

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和紧密密度 

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 



针片状颗粒： 

  凡岩石颗粒的长度大于该颗粒所属 

粒级的平均粒径2.4倍者为针状颗粒； 

  厚度小于平均粒径0.4倍者为片状颗 

粒。 

  平均粒径指该粒级上下限粒径的平 

均值。 



粗骨料的强度是否需要检测？ 

    碎石的强度可用岩石的抗压强度和压碎

指标值表示。 

    岩石强度应由生产单位提供，工程中可

采用压碎指标值进行质量控制。 

    混凝土强度C60及以上时应进行岩石抗压

强度检验。 



粗骨料的强度是否需要检测？ 

       压碎指标值试验(GB/T 14685-2011) ： 

 

 
       

 m0：试样重量 m1：压碎后的筛余重量 

 

%100
0

10
×

−
=

m
mmnδ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



2.2  取样方法和数量  

GB50666：各种骨料不超过400m3或600t 

为一验收批 

《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JGJ52-2006）： 

   当质量比较稳定时，进料量又较大时，可以

定期检验。 



2.3  砂的结果判定及处理 

砂的颗粒级配和细度模数 

粗砂、中砂、细砂、特细砂； 

    对细度模数为3.7～1.6的砂，按累计筛余 

量分为三个级配区。配制混凝土时优先选用Ⅱ 

区砂。Ⅰ区砂过粗，应提高砂率，并保证足 

够的水泥用量，以满足和易性；Ⅲ区砂过 

细，宜适当降低砂率。 



级配区 
   累计筛余% 
 
筛孔尺寸mm 

Ⅰ Ⅱ  Ⅲ  

5.00  10～0  10～0 10～0 

2.50 35～5 25～0 15～0 

1.25 65～35 50～10 25～0 

0.630 85～71 70～41 40～16 

0.315 95～80 92～70 85～55 

0.160 100～90 100～90 100～90 



2.3  砂的结果判定及处理 

砂的含泥量及泥块含量限值： 

 
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 C55～C30 ≤C25 

含泥量（按质量
计，%） 

≤2.0 ≤3.0 ≤5.0 

泥块含量（按质
量计，%） 

≤0.5 ≤1.0 ≤2.0 



2.4 石子结果判定及处理 

石子的颗粒级配采用筛分析法测定。 

针片状含量： 

 

 

 

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 C55～C30 ≤C25 

针片状含量（按
质量计，%） 

≤8 ≤15 ≤25 



2.4 石子结果判定及处理 

含泥量： 

 

 

 

 

 

 

 

 

 

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 C55～C30 ≤C25 

含泥量（按质量
计，%） 

≤0.5 ≤1.0 ≤2.0 

泥块含量： 

 

 

 

 

 

 

 

 

 

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 C55～C30 ≤C25 

含泥量（按质量
计，%） 

≤0.2 ≤0.5 ≤0.7 



3、掺合料 

3.1 矿粉检验项目： 

① 密度 

② 细度（比表面积） 

③ 活性指数 

④ 需水量比（流动度比） 

⑤ 含水量 

⑥ 三氧化硫 

⑦ 氯离子 

⑧ 烧失量（反映物体中的有机物、气体含量） 



3、掺合料 

3.2 粉煤灰检验项目： 

① 细度（比表面积） 

② 需水量比（流动度比） 

③ 安定性 

④ 三氧化硫 

⑤ 游离氧化钙 

⑥ 烧失量（Ⅰ级粉煤灰不应超过5%） 

⑦ 含水量 

⑧ 三氧化二铝和三氧化二铁总含量 

⑨ 二氧化硅含量 

⑩ 强度活性指数 



3、掺合料 

3.3取样方法： 

粉煤灰、矿渣粉、沸石粉不超过200t为一批；硅灰不超 

过30t为一批。  

3.4结果判定： 

3.4.1矿粉下列任意一项不合格，需加倍取样。 

• 密度 

• 细度（比表面积） 

• 活性指数 

• 需水量比（流动度比） 

• 含水量 

• 三氧化硫 



3、掺合料 

3.4结果判定： 

3.4.2粉煤灰结果判定： 

 任意一项指标不符合要求，即加倍复检，复
检不合格的可降级处理，直至降至不合格。 



Ⅰ级粉煤灰的细

度小、需水量少、

烧失量少，更利

于保证混凝土的

强度。 



项目 要求 自查情况及 
整改措施 

质保体系和
相关制度建

立情况 

是否按2012（228）
号文件建立各项质
量制度 

  1各级人员岗位责任制度； 
  2检测样品管理制度； 
  3原始记录管理制度； 
  4试验报告的编制、校核、审批制度； 
  5检测事故分析报告制度； 
  6检测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7试验室环境管理制度； 
  8生产质量水平分析统计制度； 

  

掺合料台帐
以及质量控

制情况 

掺合料进场 
台帐 

  是否按要求建立   

掺合料质量保证资
料 

  是否按要求收集并建立质保资料台帐，和实
物对应情况，能否溯源。 

  

掺合料质量复试台
帐 

  是否按文件要求的时间、频率、检测参数等
对粉煤灰、矿粉等掺合料进行用前检验。 

  

相关掺合料检测试
验条件情况 

  检测场所和环境是否满足要求、相关检测设
备配备、检定和校准情况。 

  

现场操作情况 
  检测是否按规范进行操作、检测过程中的试
件养护、标识等情况。 

  

样品管理和
处置情况 

是否单独设置样品
室 

  样品室温湿度等环境条件是否能满足要求、
有无渗漏水等情况。 

  

样品留置数量和台
帐、销毁等处理情
况 

  样品留置是否密封、留置数量、标识是否满
足要求，是否建立样品留置、销毁等台帐，与
实物是否一一对应，能否溯源等。 

  

附件：        预拌混凝土用掺合料质量专项检查企业自查表 



4、外加剂： 

 减水剂、膨胀剂、防水剂 

 喷射混凝土用速凝剂 

4.1检验项目 

① 匀质性指标 

② 掺外加剂后的混凝土性能指标 

③ 具体分不同外加剂确定。 

 



4、外加剂： 

4.2取样方法与数量： 

 减水剂不超过50t为一批 

 膨胀剂不超过200t为一批； 

 喷射混凝土用速凝剂不超过20t为一批； 

 防水剂不超过30t为一批。 

 （GB50204-2015统一规定为50t）。 

 

   



4、外加剂： 

4.3掺外加剂混凝土养护要求（按GB50666）： 

• 地下室底层和上部结构首层柱、墙混凝土
带模养护时间不宜少于3d。 

• 8.5.8条，严禁在尚未达到规定强度等级
的条件下堆放建筑材料，避免出现大量无
规则楼板开裂。 



5、结构混凝土试块 

5.1 检验项目 

      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抗渗性能。 

GB50666：开盘鉴定： 

施工现场拌制的混凝土，开盘鉴定由监理工

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部技术负责人、混

凝土专业工长和实验室代表参加。 

预拌砼搅拌站的开盘鉴定，由预拌砼搅拌站

的总工组织，搅拌站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

人和实验室代表参加。 



C60以下
强度的混
凝土可采
用非标准
试块 

骨料最大粒径(mm)  试件尺寸(mm)  

30 100x100x100  

40 150x150x150  

60 200x200x200  



试件一般养护28天（《普通混凝 

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GB/T50082-2009）。 

上口直径175mm×下口直径 

185mm ×高度150mm； 

每组六块； 

连续浇筑混凝土每500m3应留置一组 

共6块抗渗试件。且每项工程不得少于2组。 

 



5.2 取样方法和数量  

（1） 每拌制100盘但不超过100m3的同配
合比的混凝土，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2） 当一次连续浇筑混凝土超过1000m3

时，同配合比的混凝土每200m3取样不得
少于一次； 

（3） 每一楼层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取样
不得少于一次。 

 



（4）灌注桩每50m3必须有1组试件；围护
桩也按50m3执行，方量＜50m3时，每12h
制作一组试块；围护桩有抗渗要求的，1
个级配不少于3组（GB50202-2018）。 

（5）地下连续墙每100m3必须有一组试件
且每幅至少1组抗压试块，每5个槽段留置
一组抗渗试块（GB50202-2018）。 

（6）人防工程每一个防护单元应制作一组 

试块。 



混凝土试块取样方法和数量  

混凝土试样应从同一运输车卸料过程中

卸料量的1/4至3/4之间采取； 

试样的采取及坍落度试验应按规定在20

分钟内完成，试件制作应在40分钟内完

成。 

 



工程名称   施工部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砼供货单位   检验批代表数量（m3）   

交货检验内容 

序号 
交货检验
时间（时 

分） 

车牌号
（车号） 

砼外观检
验 

设计坍落
度（mm） 

实测坍落
度(mm) 

交货检验试块留
置数量（组） 备注 

                

                

处理 
意见   

施工单位签证： 监理单位签证： 

杭建监总[2016]27号文件 

预拌混凝土交货检验记录 
交货检验日期：                                            发货单编号： 



 明确了预拌混凝土质量证明资料要求(7.3.1条

文解释)。 

 混凝土配合比通知单； 

 混凝土质量合格证； 

 强度检验报告； 

 混凝土运输单以及合同规定的其他资料。 

 预拌混凝土所用的水泥、骨料、矿物掺合料的

检验报告在生产企业存档保留。 

 

    GB50204-2015新规范规定 



• 现场测定砼坍落度的方法 

1. 试验仪器： 

①坍落筒:底部直径为（200±2）mm，顶部直径为（

100±2）mm，高为（300±2）mm，筒壁厚度不小于

1.5mm。 

②捣棒:直径16mm，长650mm，端部磨园。  

③镘刀、小钢尺等 



2. 试验步骤 

①湿润坍落筒，将坍落筒放在一块湿润的钢板上，

位置固定。把试样分三层装入，每层捣实后的高度

大致为1/3坍落筒高度。  

②每层用捣棒沿螺旋线从外向内均匀插捣25次。 

③插捣顶层前将混凝土灌满到高出坍落筒，顶层插

捣完后，用捣棒将筒顶混凝土表面搓平。 



2. 试验步骤 

④小心垂直提起坍落筒，提离过程应在5-10s内完成

，防止混凝土试体碰撞或震动。试验从开始装料到

提起坍落筒的整个过程要在≤150s的时间内完成。  

⑤提起坍落筒后，立即测量筒高与坍落后混凝土试

体最高点之间的高度差，这就是坍落度值。 

⑥同一混凝土拌和物，宜测坍落度两次，取其平均

值作为测定值，结果精确至5mm。 

 

 



3. 注意事项： 

①插捣时应保证插捣的深度要求。 

②插捣时不得冲击坍落筒壁。 

③提起坍落筒必须垂直，并在5-10s内完成。 

4. 试验结束，应将试验仪器清洗干净，摆放整齐，

并清扫整理试验场地。 

 



现场实测混凝土坍落度允许偏差(《高层建

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要求坍落度 允许偏差（㎜） 

＜50 ±10 

50~90 ±20 

＞90 ±30 



 大批量、连续生产的同一配合比混凝土，混凝

土制备生产方应提供基本性能试验报告。 （7.1.5

条） 

 说明：基本性能试验报告有：稠度、凝结时间、

坍落度经时损失、泌水与压力泌水、表观密度、含

气量、抗压强度等基本性能，设计有要求时，还应

提供其他基本性能。 

 大批量、连续生产一般指同一项目同一配合比

混凝土生产量为2000m³以上。 

    GB50204-2015新规范规定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和碱总含量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规定

（3.5.3条）和设计要求（7.3.3）。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检查不应少于1

次。 

 检验方法：检查原材料试验报告和氯离子、碱

的总含量计算书。 

 

    GB50204-2015新规范规定 



 增加了混凝土拌合物稠度的检查要求（7.3.5及

解释）。 

 混凝土拌合物稠度应满足施工方案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每100盘且不超

过100m3时，取样不应少于1次；不足100盘不少于1

次；连续浇筑超过1000m3时，每200m3取样1次。 

 检验方法：检查稠度抽样检验记录。 

 说明：混凝土坍落度大于220mm时进行上述检验。 

 

    GB50204-2015新规范规定 



GB50666： 

预拌混凝土罐车可以加适量减水剂： 

① 减水剂加入量应事先由试验确定。 

② 加入减水剂后应作出记录。 

③ 加入减水剂后，运输车应快速旋转搅拌均匀，
使罐内混凝土达到要求的工作性能方可泵送
或浇筑 。 

④ 该措施只应在必要时采取，不应作为一种常
规作法。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一般楼层现浇楼板厚度不应小于80㎜，

但板内预埋暗管时不宜小于100㎜；顶层

楼板厚度不宜小于120㎜，宜双层双向配

筋；  



完善了同条件试块强度检验方法（10.1.2及附录C） 

 同条件试块，每连续两层楼取样不应少于1组；每

2000m³不得少于1组；不宜少于10组，不应少于3组。 

 600℃·d等效龄期，不应小于14d。日平均温度0℃以

下时不计，冬期施工时可按实际养护温度计算或由施工

、监理共同确定，不再设上限。 

 标养试块龄期延长时，等效龄期相应延长。例如：标

养龄期为60天时，等效龄期为1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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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了同条件试块强度检验方法（10.1.2及附录C） 

 平均温度：按当地天气预报的最高、最低温度平均。 

 同条件试块强度可除以0.88参与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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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条件试件应放置在靠近相应结构构件或部位的适

当位置，并应采取相同的养护方法。 



5.3  结果判定及处理 

•第一种：方差已知的数理统计方法； 

 

•第二种：方差未知的数理统计方法； 

 

•第三种：非数理统计方法。 



非
数
理
统
计
方
法 

一个验收批混凝土试件组

数n＜10组时采用非数理

统计方法 

1.mfcu ≥λ3·fcu,k 

2.fcu,min≥λ4·fcu,k 

λ3  λ4取值表： 

 
混凝土
强度等

级 
＜C60 ≥C60 

λ3 1.15 1.10 

λ4 0.95 



数
理
统
计
方
法
2 

1.mfcu ≥fcu,k+λ1Sfcu 

2.fcu,min≥λ2fcu,k 

式中：mfcu—n组混凝土试
件强度的平均值（N/mm2），
精确至0.1； 

fcu，min—n组混凝土试件
强度的最小值（N/mm2）； 

λ1λ2—合格判定系数，按
右表取值； 

Sfcu—n组混凝土试件强度
标准差（N/mm2），精确至
0.01；当计算值＜2.5时，
取2.5 N/mm2 

一个验收批混凝土试件组数
n≥10组；n组混凝土试件强度
标准差（Sfcu） 

式中：fcu，i—第i组混凝土
试件强度 

混凝土强度的合格判定系数 

（λ1 λ2）表 

n 
10～
14 

15～
19 

≥20 

λ1  1.15 1.05 0.95 

λ2  0.90 0.8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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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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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un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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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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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某验收批砼设计强度等级C30，10组试
块数据如下，请做出评定。 

   31.0，35.4，34.5，35.8，30.2，38.4， 

   33.4，32.6，37.6，33.8。 

    解：①找出最小值=30.2N/mm2； 

        ②选定λ1=1.15  ，λ2=0.90； 

        ③最小值判断： 

          30.2＞λ2×30.0=27.0，符合要求 

        ④均值判断： 

          计算均值：mfcu=34.3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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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35.42+34.52+…+33.82=11807.17 

mfcu=(31.0+35.4+34.5+…+33.8) ÷10=34.27 

mfcu
2=34.272=1174.433 

nmfcu
2=11744.33 

(11807.17-11744.33) ÷9=6.9823 
 

计算标准差Sfcu ，并与2.5比较。 



Sfcu=2.64 ＞2.5 

利用公式mfcu≥fcu,k +λ1 Sfcu进行比较。 

fcu,k +λ1 Sfcu =30+1.15×2.64=33.04MPa 

满足均值判断mfcu≥fcu,k +λ1 Sfcu的要求 

⑤得出结论—合格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同时的处理（《高层建筑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结构柱、墙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高于梁、

板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时，应在交界区域采

取分隔措施。 

     分隔位置应在低强度等级构件中，且与高

强度等级构件边缘的距离不宜小于500㎜。应

先浇筑高强度等级砼，后浇筑低强度等级砼。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h/2及
500mm 



5.4结果处理 
（1） 返工重做，重新进行验收； 

（2） 经有资格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到设计

要求的检验批，予以验收； 

（3） 经原设计单位核算并确认仍可满足结构

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可予以验收；经

返修或加固处理能够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要

求的分项工程，可根据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

文件进行验收。  



6、 砂浆试块  

6.1 检验项目：抗压强度 

6.2 取样方法 ： 

    每250m3 同类型砌体、同强度等级的砂 

浆，每台搅拌机取样不少于一次。 

    每一层建筑地面工程砂浆试块不应少于1 

组。当每一层（或检验批）建筑地面工程面积大 

于1000㎡时，每增加1000㎡应增做1组试块，不 

足1000㎡按1000㎡计算。 



6、 砂浆试块  

原《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

JGJ/70-90已废止，现应按JGJ/T70-

2009的规定执行： 

  采用立方体试件，每组试件3个。 



6.3 结果判定 

（1） 同一验收批同品种、同强度等级砂浆各组

试件的平均强度不小于1.10fm,k。 

（2） 任意一组试件的强度不小于0.85fm,k 。 

（3） 当单位工程中同品种、同强度等级仅有一

组或二组试件时，其强度不应低于1.10fm,k 。 

注：设计年限50年以上的，同一验收批砂浆不

得少于3组 



6.4 结果处理： 

当施工中或验收时出现下列情况，可采用现场

检验方法对砂浆和砌体强度进行原位检测或

取样检测，并判定其强度； 

（1） 砂浆试块缺乏代表性或数量不足。 

（2） 对砂浆试块的试验结果有怀疑或争议。 

（3） 砂浆试块的试验结果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预拌砂浆：杭州市《预拌砂浆应用技
术导则（暂行）》 2011年5月1日起实
行。 

•进场时提供：备案证明，按批次提供
质量证明资料，包括型式检验报告、
出厂检验报告。 

 



干混砂浆进场检验内容和检验批量 

砂浆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批量 

干混砌筑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同一生产厂家、同
一品种、同一等级、
同一批号且连续进
场的干混砂浆，每
500t为一批，不足
500t的，按500t计 

干混抹灰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拉伸粘结强度 

干混地面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湿拌砂浆进场检验内容和检验批量 

砂浆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批量 

湿拌砌筑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同一生产厂家、同
一品种、同一等级、
同一批号且连续进
场的湿拌砂浆，每
250m3为一批，不足
250m3的，按250m3

计 

湿拌抹灰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拉伸粘结强度 

湿拌地面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当检验内容全部符合要求时，判定合
格，当有一项不符合时，判定不符合
要求。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砂浆，应为专
用预拌砂浆。 

 



• 同品种、同强度等级的干混砌筑砂浆，每

100t为一个检验批，湿拌砌筑砂浆，每50m3为

一个检验批，每个检验批制作一组试块。 

• 同一验收批的试块抗压强度平均值≥ 

1.10fm,k ，且最小值≥ 0.85fm,k。 

• 当同一验收批试块数量少于3组时，每一试块

强度应≥ 1.10fm,k 。 



• 相同材料、工艺、施工条件的室外抹灰砂浆，

每1000m2为一个检验批，每批进行一组拉伸粘

结强度试验，平均值≥0.25Mpa为合格。每

5000m2取一组试件进行抗压强度试验。 

 

• 同一品种、同一等级的预拌地面砂浆，每层

为一个检验批，高层可按三层为一个检验批。

每1000m2取一组标准抗压强度试块。试验值≥

设计强度值时为合格。 



楼地面混凝土、砂浆强度试块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9-2010）2010年12月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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