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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建筑材料质量检测与控制框架
袁　凯

（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　混凝土建筑中的主要建筑材料即为混凝土，而混凝土的质量对于建筑结构强度、稳定性以及安全性均会

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应加强对混凝土材料质量的检测与控制。混凝土是由粗细骨料、水泥、水、掺合料以及外

加剂等混合而成的混合物，因此混凝土混合料中各成分的质量性能与混凝土混合料的整体性能密切相关。本文将

对混凝土混合料的常用质量检测方法以及质量控制要点进行分析，以期为进一步提高质量检测人员混凝土检测控

制水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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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是现代建筑工程中常用的建筑材料，混凝

土的质量是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关键性要素，也是质

量检测控制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混凝土是一种由多种

成分混合而成的混合型建筑材料，因此在对混凝土建

筑质量进行检测时必须高度重视对其各种原材料质量

性能的检测以及控制。在对混凝土混合料质量进行检

测时，应分别检测其各成分的指标参数，从而为判断

混凝土混合料的整体质量性能提供可靠依据。同时，

质量检测控制人员还应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加强对混凝

土混合料配合比以及坍落度、强度等级等各项关键性

参数的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采取相应的质量控制措

施，从而为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1 混凝土建筑工程材料质量检测控制概述

混凝土建筑工程中的主要建筑材料也就是混凝土

混合料，组成混凝土混合料的基本成分为粗细骨料、

水泥以及拌合用水 [1]。根据建筑工程的不同施工要求，

在施工实践中往往还需要在混凝土混合料中掺入适量

的外加剂和掺合料。而以上各种成分的质量性能均会

对混凝土混合料的整体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

此，质量检测技术人员应科学运用检测方法，准确测

定其各项指标参数，为工程质量控制提供重要的依据。

2 检测控制混凝土建筑材料质量的有效对策

分析

2.1 检测控制混凝土建筑材料中各组分质量

对策分析

2.1.1 混凝土建筑材料中水泥质量检测控制分析

在混凝土建筑工程中，水泥是较为常用的胶凝材

料，其质量性能影响混凝土混合料和易性以及工作性

能的重要因素，也会对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强度以及

混凝土构件的完整性等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水泥质

量检测也是混凝土建筑工程检测控制的关键性环节之

一。在对水泥进行质量检测时，质检人员应在甲方以

及监理方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开展取样工作。检测人员

应根据进场水泥的数量、袋数等确定样本采集量，且

采样总量以及样本采集操作均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

求。当待检水泥还需进行配合比检测时，检测人员应

适当增加样本采集量，一般应采集双倍样本。当完成

取样后，检测人员应将样品搅拌均匀，并等分为两份，

其中一份密封保存作为备份，而另一份则应及时送至

试验室 [2]。取样人员还应在监理人员的见证下编写委

托单，并要与监理方共同签字盖章，之后才能将其交

于试验室。当试验室质检人员接到样本后应首先按照

检测规范要求对待检样本的出厂检测报告以及产品合

格证等资料进行审查，且全部技术资料均应存档留底。

保存水泥样本的存放室应保持恒温干燥。水泥样

本应在存放室内静置 24h左右，待其温度与室温相同

时才可以用于试验检测。质检人员在开展胶砂检测时

应注意，所采用的蒸馏水温度也应与室温一致。在完

成试验后，检测人员应刮平浆体，且养护时间应达到

24h左右，之后采用将试模拆除。在时间养护过程中，

检测人员应加强对环境温湿度的监测，室内湿度应保

持在 90%以上，而室内温度则应控制在 20℃左右，温

度偏差范围则应控制在 2℃以内。当试件强度达到拆模

标准后，检测人员方可拆模，且应将试件继续置于养

护槽内养护。项养护槽内加水时，应确保水温与室温

相应，且养护箱内应保持恒温恒湿。根据水泥质检经验，

试件 3天龄期误差应控制在 30min以内，而其 28天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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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误差则应控制在 2h以内，避免对检测结果的精度产

生不利的影响。

在水泥质量检测工作中主要包括外观目视检测法

以及试验室检测法等。其中外观检测主要是通过检测

人员的肉眼观察来对水泥颜色状态进行目视检查的方

法，如在观察中未发现水泥存在结皮、凝块，或者颜

色不均匀等情况时，可初步判断水泥状态正常。而在

试验室检测中，质检人员则可以通过比表面积法、筛

分法以及化学分析等方法来测定水泥强度等级、细度、

初凝时间、终凝时间、早期强度、28d龄期强度以及水

泥成分含量等各项指标参数，以便为水泥质量的科学

评价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在完成各项试验检测后，

检测人员要在质检报告中详细记录检测数据，并科学

分析检测结果，给出相应的质量控制意见和建议，从

而保证混凝土建筑工程质量。

安定性检测是水泥质量检测中的重要项目之一，

质检人员应准确掌握检测方法，规范开展检测操作，

并要根据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在安定

性检测试验中，重点是要注意控制水泥温度，需要在

水泥冷却至室温后才能开展检测工作，若在检测中使

用的是热水泥样本时，既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而且检测结果也不具备质量控制的指导意义。若在检

测中发现水泥安全性指标未达到技术规范要求时，检

测人员应出具检测报告，并及时通知混凝土建筑工程

的施工单位，对对应批次水泥做报废处理，不得用于

施工建设。

根据混凝土建筑工程质量检验经验，在对普通硅

酸盐水泥进行检测时应注意控制其用水量，且应采用

比表面积法来进行细度检测，以确保检测结果客观准

确。而在检测矿渣硅酸盐类型的水泥时，则应注意检

测其早期强度等关键性指标参数，以准确判断其质量

是否符合施工要求。

2.1.2 混凝土建筑材料中粗细骨料质量检测控制

分析

细骨料是混凝土混合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混凝土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的关键性内容。河砂是混

凝土建筑中最为常用的细骨料，但在部分混凝土建筑

工程中存在为降低成本而使用海砂或者其他质量不合

格产品的情况。因此，质量检测技术人员应充分了解

细骨料的检测方法，并要严格检测细骨料的各项指标

参数。根据检测经验，质检人员应首先通过外观目视

检查方法以及筛分析法对细骨料进行形式检验，且应

注意检测细骨料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物质。而在常规

检验中，检测人员则应结合混凝土建筑工程中细骨料

的进场批次以及进场量等来合理确定检测批次，当同

一产地来源的细骨料连续进场时，一般可以将一个检

测批次量控制在 600t或者是 400m3左右 [3]。同时，检

测人员应合理应用物理化学检测方法来测定细骨料的

含泥量、含水量、细度模数以及有机质含量等各项指

标参数。

粗骨料的形式检测方法与细骨料基本一致，均可

以采用目视外观检查法以及筛分析法来进行初步的检

测，且应按照同一检测批次划分标准来开展常规检测。

在粗骨料质量检测中，技术人员应准确掌握级配检测、

牙髓值测定以及含泥量检测等方法，且应通过化学分

析来检测粗骨料中是否含有有害物质成分以及有机质

成分，以确保粗骨料的各项指标参数均能够达到工程

技术标准要求。

2.1.3 混凝土建筑材料中掺合料质量检测控制分析

在混凝土建筑工程的施工中，为提高混凝土混合

料的保水能力以及流动性，往往需要在混凝土混合料

中掺入适量的掺合料。目前混凝土建筑工程中较为常

用的掺合料有粉煤灰等。粉煤灰的掺入不仅能够降低

混凝土混合料中水泥的用量，降低水化热反应对混凝

土结构整体性的影响；而且掺入粉煤灰还能够提高混

凝土混合料的密实度、耐磨度，增强混凝土结构的抗

变形能力。同时，粉煤灰也是一种较为易得且成分相

对较低的材料，通过对粉煤灰的资源化利用既能够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也可以实现对混凝土建筑成分的有

效控制，因此粉煤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对粉煤灰

质量性能的检测也成为混凝土材料检测工作中的重点

环节之一。

在检测粉煤灰质量时，一般可以采用颜色观察法、

细度测试法、化学分析法以及烧失量测定法等。在检

测实践中，质量检测技术人员应首先通过目测方法来

观察粉煤灰的质量，以便对其质量进行初步的判断。

优质粉煤灰往往呈较为均匀的浅灰色或者是灰色；若

发现粉煤灰呈黑色或者是黄色，可初步判断粉煤灰中

所含煤渣量超标或者硫酸盐含量过高；若粉煤灰有颜

色不均匀度现象存在时，也是判断其质量较差的一个

重要标准 [4]。

细度是粉煤灰质量检测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参数。

在检测实践中一般可通过对粉煤灰粒径的检测来确定

其细度。目前，在质量检测工作中多采用激光粒度检

测法以及筛分法等检测方法。其中筛分法是较为常用

的传统检测方法，主要是利用不同孔径筛网对粉煤灰

加以筛分，之后再根据各级筛网通过率来对粉煤灰细

度进行综合性的评估。为进一步精确测定粉煤灰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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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也可以采用激光粒度检测法来开展检测工作。

检测时，技术人员应规范采集粉煤灰样本，并利用激

光粒度仪来进行试验检测，且应根据检测数据绘制粒

径分布曲线，从而为粉煤灰细度的科学评估提供可靠

的依据。同时，在检测粉煤灰质量时，技术人员还可

以采用化学分析法来测定粉煤灰中所含各元素成分及

含量，以判断粉煤灰的整体质量性能。在检测实践中

可以根据不同的检测条件和检测要求选择红外光谱检

测法、荧光光谱检测法或者原子吸收光谱检测等技术

方法。此外，在检测粉煤灰质量时还可以采用烧失量

测定法。在采用烧失量测定法时，质检技术人员应按

照技术规范要求对粉煤灰样本进行加热处理，并在其

达到指定温度后对样本质量进行检测，以便根据质量

变化来对烧失量加以计算分析。当粉煤灰中所含有机

质成分以及水分较少时，所产生的烧失量也相对较低，

说明粉煤灰质量较好 [5]。

质检人员应加强对不同检测方法的了解，准确把

握检测技术要点，并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应用检测方法，

也可以综合应用不同的检测方法，以提高检测的效率

和准确性。在粉煤灰质量检测工作中，技术人员还应

注意所采集样本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并要

在完成样本采集后做好保存措施，并及时将其送至试

验室，避免由于采样不当或者保管不当对检测结果的

客观性以及检测精度产生不利的影响。

2.1.4 混凝土建筑材料中外加剂质量检测控制分析

在对混凝土混合料中所使用的外加剂进行检测时，

检测人员可以通过比色法或者色谱法等方案来对混合

料中外加剂质量分数加以测定。同时，在检测外加剂

纯度时，一般应采用色谱分析法或者物理化学检测法，

以准确测定外加剂的纯净程度。在外加剂质量检测中，

检测人员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检测项目要求采用毛细管

法或者旋转粘度计法来测定其粘度；通过比重法或者

质量分析法等来检测指定条件下外加剂的密度值；也

可以应用电位滴定法以及酸碱滴定法等来检测外加剂

的 PH值，这些都是直接反映外加剂质量性能的重要指

标参数，检测人员应科学选择检测方法，并要对检测

数据进行综合性的评价分析，以便给出合理的质量控

制建议。

2.1.5 混凝土建筑材料中搅拌用水质量检测控制

分析

通过对混凝土建筑工程的质量检测实践的分析发

现，搅拌用水的水质检测是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环节。

质检人员应充分认识水质检测的重要性，严格按照国

家所颁布的混凝土拌和用水的相关水质标准要求有序

开展检测工作。在水质检测中，技术人员应科学应用

物理化学检测方法，准确测定拌合用水的主要成分以

及各成分含量，以避免水质污染对混凝土工程质量产

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在水质检测中发现拌合用水中所

含的油脂成分或者硫酸盐超标时，质检人员应及时通

知混凝土建筑工程的质量控制部门以及监理单位，以

便采取相应的质量控制措施。

2.2 检测控制混凝土建筑材料中混合料整体

质量对策分析

当完成了对混凝土混合料中各种原材料的质量检

测后，质量检测人员还应按照设计配合比对混凝土混

合料的实际配比进行严格的检测分析，精确控制混凝

土拌合时各成分的使用量。同时，在完成首盘混凝土

混合料的拌合后，质检人员应及时开展试验检测工作。

在质量检测实践中一般应规范制作试件，并通过科学

应用钻芯取样检测方法、回弹检测法以及超声检测法

等技术方法来准确测定混凝土的坍落度、强度等级以

及和易性等各项质量性能，以确保混凝土的工作性能

能够满足混凝土建筑工程质量控制标准。当首盘混凝

土质量检验合格后才能开展后续的拌合工作。

3 总结

为保证混凝土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相关单位应

高度重视对混凝土原材料以及混合料整体质量性能的

检测控制。质量检测人员应积极学习并掌握先进的检

测方法，准确把握混凝土材料检测控制要点，提高检

测操作的标准性和规范性，以确保检测结果客观、准确，

能够为混凝土材料以及建筑工程的质量控制提供可靠

的参考依据。同时，检测人员应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大胆地进行技术创新和改进，以适应新时期混凝土建

筑工程建设的实际需要，从而为推动我国建筑行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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