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2023年 2期 (下 )总第 523期科 学 论 坛

建材质量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
葛光华

（盐城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江苏 盐城 224005）

摘　要　在建筑工程中，建材的质量关系到建筑物的安全以及后续的使用，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建材也是土

木工程中必须要用到的基础物资之一，因此，要重视建材的质量，需要通过相应的检测技术对其进行检测。基

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影响建材质量的因素以及对建材质量进行检测的技术，并提出了相应的控制建材质量的具

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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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建筑材料可分为两大类，分

别是主体材料、装修材料。近年来，我国质量检测技

术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应用的范围，

而且，建材质量检测系统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检测

机构不再使用落后的手工检测技术，因为手工检测技

术，不仅效率低，而且精确度不高，所以，大部分检

测机构开始使用现代化的检测技术，对建材质量进行

检测。通过技术手段，建材质量检测机构的检测水平可

以得到提升，能够满足工程项目对建材质量的需求。

1 建筑材料的种类

目前，我国建筑材料有以下几种：首先，是防水

保温材料，这类材料的材质是硬质聚氨酯，属于高分

子材料，通过催化剂、抗老化剂的加入，可以起到较

好的防水作用。其次，是粉煤灰、矿渣砖，这些材料

是钢铁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将其应用到建筑行业

的砖块生产中，可以产生非常好的隔热性能，实现了

废料的二次利用。再次，是加气混凝土砌块，这类材

料的抗震效果好，空隙多，可以起到防火的作用。还

有一种材料是保温砂浆，这种材料属于轻质材料，具

有良好的保温性能，被用于外墙施工中。最后，是高

温隔热复合体材料，这种材料被应用于建筑的墙体施

工中，具有节能的作用。[1]

2 影响建筑材料质量的主要因素

2.1 材料本身的问题

在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会产生一些裂缝，这些都是因为建筑材料的质量存在

一些问题，为了对建筑的整体施工质量进行提升，使

建筑更加美观，建筑使用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保障，

就必须对建材的质量进行控制，防止或者减少裂缝的

出现，严格地进行控制。[2]

2.2 施工前未进行检测

在建筑工程施工之前，需要检测建筑材料的质量，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建筑企业未做好这一方

面的工作，未使用高质量的检测技术，一些建材未进

行检测就投入使用，这会造成建筑质量存在问题。比如，

建筑材料检测不及时，导致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使

用了不合格的材料，就会造成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

2.3 施工过程中未进行检测

在施工过程中，未对钢筋焊接的质量进行检测就

直接投入使用，钢筋材料的力学性能无法得到有效的

保障，这会对工程的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建

材半成品中，比如预制大梁等不经检测就直接使用，

也有可能造成安全方面的隐患。

3 建材质量检测技术的要点

3.1 施工前检测建材质量

目前，我国工程项目中有多种建材种类，而且同

一种材料可能由不同的材料商提供，质量水平不同，

因此，要在施工前对建筑材料的质量进行检测，以此

保证建材的质量能够达到相关的规定要求。例如，在

工业、民用建筑中，经常使用到的钢材是主要的建筑

材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钢材质量进行检测：首

先，是检测钢材的硬度。具体的检测过程是，在试件

中加入一定大小的荷载，到规定时间后，再卸除荷载。

对压痕球面的直径进行测量后，使用公式对其硬度值

进行计算。其次，对钢材的抗拉强度、伸长率进行检测。

拉伸性能的检验，可以在常温下进行，从而对其屈服点、

抗拉强度等指标进行检测，以此确定钢材的质量水平。

最后，是对钢材的冲击韧性进行检测。可以使用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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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来检验钢材的冲击韧性，具体过程为：在试样支

座上放置一定形状、尺寸的试样，使之处于简支梁状态，

然后通过高度摆锤产生的冲击力折断试样，对所做功

进行测算，然后通过公式计算出钢材的冲击韧性。[3]

3.2 科学合理地取样

在建筑工程中所需要的建筑材料种类多、数量庞

大，要检验所有的材料有一定难度，因此，需要对这

些材料进行抽样检查，对材料进行随机筛选，检测的

结果能说明其材料质量、性能即可。要保证材料检测

结果的准确率，需要对材料取样进行规范，进行科学

的取样，以此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建材取样的过

程中需要具有代表性、针对性。一般情况下，我们会

在一批材料中采用随机的方式抽取样品，以此保证取

样的代表性，其中，对于钢材的取样是从制定位置截取，

材料不同，数量也有所不同。检测结果除了会受试样

数量影响，还会受到取样部位、方法的影响，抽样数

量过少，一旦取样方法存在偏差，会加大检测误差，

严重的还会产生相反的检测结果。因此，我们除了要

控制抽样的数量，还要使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关键的

一点是，在对建筑材料进行检测之前，就需要对其取

样方式进行明确，明确取样方式，需要根据材料的类型，

然后和具体的步骤相结合进行取样。在实际的检测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取样数量不足、方法不正确或者取

样不具备代表性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取样过程严

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要求进行。[4]

3.3 明确外界环境条件

在对建材质量进行检测的过程中会受到外界温度、

湿度的影响。因此，在检测之前需要做好建筑材料的

养护措施。在测试阶段，为了得到准确的检测结果，

需要按相关规定对外界环境条件进行明确。从某种意

义上来讲，外界环境会影响到建筑材料的检测，所以，

我们的检测中，温度、湿度都需要符合相关的规定要求。

比如，对混凝土进行搅拌时，夏季适合使用深井冷水，

水温要在 20℃以下。而且还应当做好水管、水箱的遮阳、

隔热措施，还需要防止拌和用水的长期存放。大体积

的混凝土施工过程中，如果环境温度较高，可以使用

冰块进行降温。

3.4 控制加荷速度

在常温条件下对建材质量进行检测，如果加荷速

度较快，会出现试件变形滞后的情况，此时检测出的

强度值会比实际的材料强度高。例如，在对砂浆强度

进行检测时，加荷速度越快，检测出的强度值就越高；

加荷速度还会影响到水泥、混凝土、砖等试件抗折、

抗压性能的测试结果。所以，试验机的操作需要严格

按相关标准进行，加荷要保持连续、均匀，试件迅速

变形时，需要停止对试验机油门的调整，以便对试件

最大荷载值进行检测。

3.5 处理试验误差

在对建材质量进行检测时，试验方法需要严格遵

循相关的标准规定，如果未严格按标准执行，其试验

结果可能会出现误差、错误。例如，不正确的试验方法、

环境温度、湿度、人为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试验结果出

现误差。其中，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情况较多，比如，

对钢筋拉伸度进行检测时，一些试验人员停机时间过

早，未将钢筋拉至断裂，其操作不符合相关操作规范，

会导致试验结果存在误差，这种误差就是人为造成的。

不拉断钢筋，最终得到的伸长率会低于试件的实际伸

长率，达不到相关的标准要求。因此，试验过程需要

严格按标准进行，降低误差的发生率。[5]

3.6 处理试验数据

在检测过程中，同一组试件的试验结果有可能会

存在较大的数据离散性。可以适当处理试验数据，以

此对试验结果的准确性进行提高。例如，检测水泥胶

砂的抗折性能时，应当将强度值大于平均值百分之十

的试件从中剔除，只保留两个平均值，以此作为试验

数据。另外，对于混凝土、砂浆等材料的抗压强度值

的测算，需要一定的计算方法。比如，在水泥胶砂的

三个强度值中，需要剔除平均值±106的数据，计算

出剩余两个强度值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如果其

中两个强度值都超过了平均值，则剩余的强度值作为

最终的试验结果，所得到的计算结果，尾数需要进行

四舍五入。

4 控制建筑材料质量的措施

4.1 严把材料进场检验关

要控制建筑材料的质量，重点是要严把材料进场

的检验关。首先，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无论是成品、

半成品还是设备，都需要有合格证，其规格、型号均

须符合相关的技术标准、要求。在建筑材料进场时，

需要做好检查验收工作，第一时间要对入场材料的型

号、规格等进行核对，检查材料的合格证书，比对材

料的性能，检查合格后才允许进场。同时，还要对材

料的生产日期、编号进行检查，检查其是否和证书相符，

如果信息不符，需要与供货商联系，第一时间进行换货、

调货或者退货，减少建设单位的损失。如果出现特殊

情况或者超出质检员的职责范围，需要及时报告上级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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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建筑材料需要有生产许可证，经过安全认证，

应当在选购之前就查验其许可证编号、认证标志的原

件，防止供货商伪造这些原件，要分别核查不同型号、

规格产品的证件，防止出现多个产品使用一份合格证

书的情况。除此之外，相关的招标、投标资料、产品

样品等需要由专人保管，甲方代表、监理工程师，需

要根据这些资料核查验收产品的型号、规格等，对于

达不到要求的材料不予接收。重要的设备、产品需要

高度重视其质量，以及设备品种的加工，甲方需要在

其生产过程中进行监督。建设单位的材料、合同部门

需要及时报告整个的操作过程，及时上报，并为监理

工程师传输所需资料，做好复印工作，材料到达现场后，

需要及时通知监理工程师、材料部门接收建筑材料，

防止因为把关不严导致材料质量存在问题。最后，加

热管材的生产中，企业需要给建设单位提交以下资料：

符合标准要求的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对于有特殊

要求的管材，生产厂家还应当出具说明书。

4.2 强制性检测

为了建筑的结构安全有保障，保证建筑材料的合

格率，提高建筑材料的质量，禁止将劣质材料应用到

各项工程项目中，建筑企业需要根据相关的规范、设

计要求展开对建筑材料的检测。值得注意的是，很多

建筑材料都需要进行强制性检测，比如检测水泥的质

量，半成品的质量。目前，常规的检测项目如下：主

体结构砼标号、钢筋数量，竣工后房屋空气质量、混

凝土试块、加气块两项性能等，这些都是强制性检测

项目，必须按相关标准严格进行。

4.3 检测机构、施工现场要及时沟通

目前，建筑材料的质量检测、现场施工需要分开

进行。其中，建筑材料的质量检测由检测机构负责，

而且只对选取的样本进行检测。而施工现场中有大量

的建筑材料，往往会出现检测结果、施工要求不符的

情况，这造成了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不利于

双方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要提高建筑材料的质量，

需要检测机构、施工现场之间及时地沟通，加强联系，

充分利用检测结果，保证在现场施工过程中能够使用

到合格的建筑材料。

4.4 提高材料质量检测技术

要对建筑材料质量检测技术进行提高，需要做到

以下几点：首先，对管理意识进行更新，要建立专门

的检测部门，如此，建筑材料的质量检测才有保障，

有利于监督、管理企业的各个部门。如果工作人员未

按相关标准检测建筑材料，需要对其进行处罚，而对

于技术水平高的人员，需要给予相应的奖励，从而提

高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工作效率、质量。另外，

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技术水平需要提高，坚决杜绝

投机取巧的工作作风，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

定期考核期学习效果，考核合格才可以参与相关的工

作。除此之外，还应当定期检测、更新相关的设备，

提高其使用率，不能继续使用老化的设备，因为这会

使建筑材料检测的准确率降低，影响到工程的施工。

4.5 对检测标准进行统一

对检测指标进行统一，如此，建筑材料的检验检

测才会有章可循。比如，检查水泥的质量时，需要检

测其强度、细度、安定性等，如果检测指标不规范，

就会对材料的性能产生影响。所以，在实际工作中，

需要对检测标准进行规范，加强管理、监督，从源头

上控制检测的水平，严厉打击恶意修改检测结果的行

为，如此，检测的结果、数据的可靠性才可以得到有

效的保障。 

5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材料的质量会影响到建筑工程的

施工质量，只有严把建筑材料的质量关，才可以保证

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在选购建筑材料之前，需要对

其生产许可证、认证标志的原件进行查验，还要检查

其质量合格证书，另外，还应当通过检测技术检测建

筑材料的产品性能，只有严格按相关规定对建筑材料

的质量进行检测，才可以保证其质量。除此之外，建

筑材料的质量检测、质量控制中有很多影响因素，因此，

要提高建筑材料的检测技术，从多方面入手，控制建

筑材料的质量，以此提高工程项目的施工水平。

参考文献：
[1]　赵芸芳 .建筑建材质量检测工作的必要性和关键点
[J].居业 ,2022(01):123-125.
[2]　王茂森 .计算机技术在建材质量检测中的应用试析
[J].信息与电脑 (理论版 ),2021,33(15):26-28.
[3]　李浩 ,李春艳 .计算机技术在建材质量检测中的应
用试析 [J].中国建材 ,2021(06):137-139.
[4]　郭纪泉 .建材质量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的微探 [J].绿
色环保建材 ,2020(07):10-11.
[5]　许立明 .建筑材料的检测与试验应注意的几个环节
研究 [J].四川水泥 ,2020(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