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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筑材料的见证取样方法

1、水泥

1.1 依据标准

1. 《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2007

2. 《砌筑水泥》GB/T 3183-2017

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4.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13

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18

6. 《水泥取样方法》GB12573-2008

7. 《水泥标准和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GB/T 1346-2011

8.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GB/T 1345-2005

9.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176-2008

1.2 检验项目与时间

进场水泥的检验项目，按水泥的类别不同分为：

1、通用硅酸盐水泥

（胶砂）强度、安定性、凝结时间、标准稠度；

2、砌筑水泥：

（胶砂）强度、安定性、凝结时间、标准稠度用水量、细度、三氧化硫、保水率

标红部分为必检项目，其他项目可根据项目及当地要求自行决定。

常见试验项目时间：安定性报告须 3 天；28 天后强度须 28 天；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8092219728.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507106567.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504294755.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8082919105.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91029248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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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检测项目及要求如下表

常用检测依据 分类 检测参数

硅酸盐水泥（P•Ⅰ、P•Ⅱ）：

42.5-62.5R
胶砂强度、稠度、安定性、比表面积、凝结时间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42.5-52.5R
胶砂强度、稠度、安定性、比表面积、凝结时间

复合硅酸盐水泥（ P•C）：

42.5-52.5R

胶砂流动度、胶砂强度、稠度、安定性、细度、

凝结时间

矿 渣 硅 酸 盐 水 泥 （ P•S•B 、

P•S•A）：32.5-52.5R
胶砂强度、稠度、安定性、细度、凝结时间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P•P）：

32.5-52.5R

胶砂流动度、胶砂强度、稠度、安定性、细度、

凝结时间

GB175-2007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P•F）：

32.5-52.5R

胶砂流动度、胶砂强度、稠度、安定性、细度、

凝结时间

GB/T 2015-2017
白水泥（P•W）：

32.5、42.5、52.5
胶砂强度、稠度、安定性、细度、凝结时间

GB/T 3183-2017
砌筑水泥（M）：

12.5、22.5、32.5

胶砂流动度、胶砂强度、安定性、细度、凝结时

间

1.3 取样方法及要求

1、取样要求

（1）能同时满足“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级、同一批号”条件的进场水泥划

归为一个取样单位，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应划归为不同取样单位。

（2）对同一取样单位，一次性进场的水泥，袋装水泥以 200吨为一个取样批次，散装水

泥以 500吨未一个取样批次，不足上述水量的，各为一个取样批次。

2、取样数量

每个批次水泥取样的重量应不少于 12KG。

3、取样方法

取样可使用市售的取样管、槽行管状取样器，也可以使用符合要求的自制器具。袋装水

泥应从随机选取的 20袋中利用取样器由表至内等量抽取，散装水泥应在 20个不同部位连续

等量抽取。（GB/T 3183-2017 砌筑水泥 第 8.1.2条）

4、样品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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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的水泥应混合均匀后放置在干燥洁净不易受污染的容器中送检或存留。

对有特殊要求的取样，应按合同规定的方法取样和留存。

送样时需提供：水泥品种、强度等级、生产厂家、出厂日期、出厂编号。

----------------------------------------------------------

因规范更新，部分内容可能会有变动，最新取样要求见：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jzqz/201403151516.html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jzqz/201403151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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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筋原材

2.1 依据标准

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2.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1 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1499.1-2017

3.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1499.2-2018

4. 《碳素结构钢》GB/T700-2006

5. 《冷轧带肋钢筋》GB 13788-2008

6. 《钢筋混凝土用钢筋实验方法》GB/T28900-2012;

7. 《冷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95-2011

2.2 检验项目

1.钢筋进场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抽取试件作力学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

果必须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2.各类钢材检验项目见表 2.1

序号 钢筋品种 检验项目

1 热轧带肋钢筋

2 钢筋砼用热轧光圆钢筋

屈服强度、拉伸强度、伸长率弯曲、重量偏

差、直径偏差

3 碳素结构钢 拉伸、弯曲

4 热轧带肋钢筋
拉伸、弯曲（CRB500）、反复弯曲（CRB650
及以上）、重量偏差

2.3 取样方法及要求

1.取样批量和数量

（1）热轧带肋钢筋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罐号、同一规格的钢筋组成。每批重量通常

不大于 60t。超过 60t的部分，每增加 40t（或不足 40t的余数），增加一个拉伸试验试样和

一个弯曲试验试样。

允许由同一牌号、同一冶炼方法、同一浇注方法的不同炉罐号组成混合批，但各炉罐号

含碳量之差不大于 0.02%，含锰量之差不大于 0.15%。混合批的重量不大于 60t。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507106567.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9120125037.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8081518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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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钢筋的检验项目、取样方法和实验方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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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轧光圆钢筋每批同一牌号、同一炉罐号、同一尺寸的钢筋组成。每批重量通常不

大于 60t。超过 60t的部分，每增加 40t（或不足 40t的余数），增加一个拉伸试验试样和一

个弯曲试验试样。

允许由同一牌号、同一冶炼方法、同一浇注方法的不同炉罐号组成混合批，各炉罐号含

碳量之差不大于 0.02%，含锰量之差不大于 0.15%。混合的重量不大于 60t。（GB/T 

1499.1-2017 9.3.2）；

取样数量及检验项目（GB/T 1499.1-2017 表 7）

（3）碳素结构钢每批由重量不大于 60t的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质量等级、同一品

种、同一尺寸、同一交货状态的钢材组成，用《碳素结构钢》（GB/T700-2006）验收的直条，

每批抽取 2根钢筋，1根做拉伸试验，1根做弯曲试验。

（4）冷轧带肋钢筋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外形、同一规格、同一生产工艺和同一交货状

态的钢筋组成，每批逐盘或逐捆抽取 1根做重量偏差和拉伸试验，牌号 CRB550每批做 2各弯

曲试验，牌号 CRB650及其以上每批做 2根反复弯曲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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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样要求

（1）每组试样应分别从不同钢筋上截取（若从钢筋头部取样，一般先戒掉 500mm 一段，

然后再取样），长度应根据所使用的设备确定，每支长度不小于 500mm，通常宜取

520mm~550mm。

（2）表面扎上牌号标志的带肋钢筋，取样时宜截取带有表边标志部分的钢筋试样。

注：以上要求是规范摘录，各地实验室可能有自己的规定，项目在送检时可先于实验室

沟通。

----------------------------------------------------------

因规范更新，部分内容可能会有变动，最新取样要求见：

https://coyis.com/my-buliding/201403171531.html 

https://coyis.com/my-buliding/201403171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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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筋焊接件

3.1、依据标准

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15

2.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2012

3. 钢筋焊接接头试验方法标准 JGJ/T27-2014

3.2、检验项目

1.在施工现场，应按国家现行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的规定抽取焊接接头

作力学性能检验，其质量应符合有关规程的规定。

2.各类钢筋接头检验项目表 3.1

3.3、 取样

方法 及要

求

委托要求（送样时应提供的信息）：样品牌号、规格、钢筋生产厂家及批号、焊接方法、

接头数量、焊工姓名及考试合格证编号、取样部位。

1、应在接头外观检查合格后随即抽取试件进行力学性能检验。

2、在钢筋工程焊接开工之前，参与该项工程施焊的焊工必须进行现场条件下的焊接工艺

试验，应经试验合格后，方准于焊接生产。

3、钢筋闪光对焊接头

在同一台班内，由同一焊工完成的 300各同牌号、同直径钢筋焊接接头应作为一批。当

同一台班内焊接接头数量较少，可在一周之内累计计算；累计扔不足 300个接头时，应按一

批计算。

从每批接头中随机切取 6个接头，其中 3个做拉伸试验，3个做弯曲试验。

注：异径钢筋接头可只做拉伸试验。

4、钢筋电渣压力焊接头

序号 钢筋焊接方法接头 检测项目

1 闪光对焊、气压焊接头 拉伸、弯曲

2 电渣压力焊接头

3 电弧焊接头等

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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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应以 300个同牌号钢筋接头作为一批；在房屋结构中，应在

不超过连续二楼层中 300 个同牌号钢筋接头作为一批；当不足 300 个接头时，仍应作为一批。

从每批接头中随机切取 3个接头作拉伸试验。

5、钢筋电弧焊接头

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应以 300个同牌号钢筋接头作为一批；在房屋结构中，应在

不超过连续二楼层中 300个同牌号钢筋作为一批。从每批接头中随机切取 3个接头作拉伸试

验。在装备式结构中，可按生产条件只做模拟试件。每批 3个，做拉伸试验。

6、钢筋闪光对焊接头、钢筋气压焊接头、预埋件钢筋 T形接头均按 JGJ18要求执行。钢

筋焊接件试件长度应根据试验设备确定，通常情况可选择 450mm~550mm.

3.4、复试要求

如出现不合格情况，则扩大一倍取样检测。

3.5、实体图

各类钢筋焊接接头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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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渣压力焊成品



10

搭接焊要求

搭接焊送检时样品

搭接焊现场图片（现场一般都做不到送检时的样子，主要还是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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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对焊施工

闪光对焊成品

因规范更新，部分内容可能会有变动，最新取样要求见：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sgjs/201403221536.html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sgjs/201403221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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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钢筋机械连接件

4.1、依据标准

1.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107-2016

2.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163-2013

4.2、检验项目

极限抗拉强度、残余变形（工艺检测需做）

报告时间：一般为 2个工作日（如果加急需自行同检测单位协商）

4.3、取样方法及要求

1、钢筋连接工程刚开始前及施工过程中，应对每批进场钢筋进行接头工艺检验，每种规

格钢筋的接头试件不少于 3根。检验项目包括单项拉伸极限抗拉强度和残余变形。

（GB107-2016 7.0.1）

工艺检验不合格时，应进行工程参数调整，合格后方可按最终确认的工艺参数进行接头

批量加工。

2、接头的现场检验按检验批进行，同一施工该条件下采用同一批材料的同等级、同型式、

同规格接头，以 500个为一个检验批进行验收，不足 500个也作为一个验收批。在工程结构

中随机截取 3个接头作极限抗拉强度试验（JGJ107-2016 7.0.7）。试样长度应根据所使用的

设备确定，通常取 450mm~550mm。

3、当仅有 1个试件的极限抗拉强度不符合要求，应再取 6个试件进行复检。复检中仍有

1个试件的极限抗拉强度不符合要求，该验收检验批应评为不合格。（JGJ107-2016 7.0.7）

4、同一接头类型、同型式、同等级、同规格的现场检验连续 10个检验批抽样试件抗拉

强度试验一次合格率为 100%时，验收检验批接头数量可扩大为 1000个。（JGJ107-2016 

7.0.9）

5、对有效认证的接头产品、验收批数量可扩大至 1000个。（JGJ107-2016 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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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实体图

4.4、延伸阅读

1. JGJ-107-2016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培训宣贯 PPT

2. 怎么理解直螺纹套筒在梁柱中的接头位置

3. DB62/T25-3082-2014 钢筋直螺纹连接技术规程

4. 钢筋直螺纹连接施工：三维交底+要点示例

5. 钢筋直螺纹套筒连接，这么全的还真没见过！完整版 PPT 可下载！

6. 关于直螺纹套筒接头位置的规定！看了这篇全清楚了

7. 钢筋直螺纹链接施工详解

8. JG171-2005 镦粗直螺纹钢筋接头

9. 钢筋接驳器（钢筋直螺纹链接）

因规范更新，部分内容可能会有变动，最新取样要求见：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201403191548.html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2018012616858.html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sgjs/2022032946900.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22020243532.html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sgjs/2021100137852.html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sgjs/2021061033503.html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sgjs/2021052933218.html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2018033017393.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6081911839.html
https://coyis.com/my-buliding/201511128413.html
https://coyis.com/technical-reserves/2014031915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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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筑用砂、石

5.1、依据标准

1.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JGJ52-2006

2. 《建筑用砂》GB/T14684-2011

3. 《建筑用卵石、碎石》GB/T14685-2011

5.2、检验项目

报告日期一般为送样后三个工作日，如加急可咨询当地实验室。

1、砂检验项目

1)砂的筛分析（重要）

2)砂中含泥量（重要）

3)沙中泥块含量（重要）

4)密度（表观密度、紧密密度和堆积密度）（重要）

5)砂含水率、吸水率

6)砂坚固性

7)砂中有害物质含量（有机物含量、云母含量、轻物质含量）；

8)砂的碱活性；

9)氯离子含量；

10)石粉含量（海砂适用）；

11)贝壳含量（海砂适用）；

2、石子检验项目

（1）碎石或卵石的筛分析（重要）；

（2）石子含泥量（重要）；

（3）石子泥块含量（重要）；

（3）针片状颗粒含量（重要）；

（5）石子强度（抗压强度、压碎值指标）；

（6）石子坚固性

（7）石子含水量

（8）有害物质含量（有机物含量、颗粒状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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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碱活性检验

5.3、取样方法及要求

1、取样要求

符合“同一产地、同一规格”条件的进场砂（或石），归入一个取样单位，同一取样单

位，一次性进场数量，由大型工具（火车、货船或汽车）运输的，以 400 m³或 600t为一个取

样批次，由小型工具（拖拉机）运输的，以 200m³或 300t 为一个取样批次，不是上述量者，

作为一个取样批次。

2、取样数量

砂 取样

每个取样批次的最小取样量，由该批次砂石测定的检测项目最少用砂石量加总构成。具

体如下（《GB/T14684-2011建设用砂》表 9单项试验取样数量）

单项试验的最少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9的规定。若进行几项试验时，如能保证试样经一项

试验后不致影响另一项试验的结果，可用同一试样进行几项不同的试验。（此具体规定建议

咨询当地试验室）

石子 取样

具体如下（《GB/T14685-2011建设用碎石、卵石》表 9单项试验取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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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试验的最少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9的规定。若进行几项试验时，如能保证试样经一项

试验后不致影响另一项试验的结果，可用同一试样进行几项不同的试验。（此具体规定建议

咨询当地试验时）

3、取样方法

在料堆上取样时，取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取样前将取样部位表层铲除。然后由各部位抽

取大致相等的砂（或石）共 8份，组成一组样品。

从皮带运输机上取样时，应在皮带运输机尾的出料出用接料器定时抽取砂（或石）4份

组成一组样品。

从火车、汽车、货船上取样时，从不同部位和深度抽取大致相等的砂（或石）8份组成

一组样品。

对上述办法取到的砂（或石）样（总量大于最小取样量的 2倍）用人工四分法（或缩分

器法）缩分，缩分后得到的砂（或石）量应略多于最小取样量。

附：人工四分法缩分

将所取每组样品置于平板上，用平口锹在潮湿状态下拌合均匀，并堆成厚度约 20mm的

“圆饼”。然后沿互相垂直的两条直径把“圆饼”分成大致相等的四份，取其对角的两份重

新拌匀，再堆成“圆饼”。重复上述过程，直至缩分后的材料量略多于进行试验所必须的量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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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样包装

经过四分法留取的砂（或石）样品，应做满足送检要求的包装，涉及含水量测定的砂石

样，包装应做防水损失处理。

因规范更新，部分内容可能会有变动，最新取样要求见：

https://coyis.com/my-buliding/201403211555.html 

https://coyis.com/my-buliding/2014032115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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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混凝土（试块）

6.1 依据标准

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20504-2015

2.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2011

3.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9-2010

4.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34-2004

5.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50107-2010

6. 《预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2011

7.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GB/T50082-2009

8.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50081-2019

9.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50164-2011

6.2 检测项目

1.强度：包括立方体抗压强度、抗折强度

2.抗渗（顶面直径 175mm 底面直径 185mm  高 150mm（6 块/组））

6.3 取样方法和要求

1.取样频率和组数

（1）结构混凝土强度试件

用于检查结构构件混凝土强度的试件，在混凝土浇筑地点随机抽取，取样频率要求：

○1 每拌制 100盘且不超过 100m³ 的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2 每工作班拌制的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不足 100盘时，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3 当一次连续浇筑超过 1000 m³时，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每 200 m³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4 每一楼层、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取样不得少于一次。标准养护时间，每次取样应制

备至少一组（一组为 3个立方体时间，下同）；同条件养护试件，依混凝土工程量和结构部

位重要性不同，同一强度等级制备组数不宜少于 10组，且不应少于 3组。

（2）建筑地面工程水泥混凝土强度时间

建筑地面工程每一层（或检验批）至少制备 1组。层（或检验批）面积不足 1000M3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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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超过 1000 m³  时，每增加 1000 m³增加制备 1组。同一施工平批次同一配合比的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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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沟、踏步、坡道的水泥混凝土强度试块，每 150 延米至少制备 1 组。当改变配合比时，

应制备相应组的试件。

（3）粉煤灰混凝土强度试件

对于非大体积粉煤灰混凝土每拌制 100M3，至少制备 1组试块；大体积粉煤灰混凝土每

拌制 500m³，至少制备 1组试块。不足上列规定数量时，每班至少制备 1组试块。

（4）人防工程混凝土强度试件

人防工程浇筑混凝土时，应按下列规定制备试块：

○1 口部、防护密闭段应各制备 1组试块；

○2 每浇筑 100m³混凝土应制备一组试块；

○3 变更水泥品种或混凝土配合比时，应分别制备试块。

（5）防水混凝土抗渗试件

连续浇筑混凝土每 500m³应制备 1组（6个）标准养护抗渗试件，每项工程不得少于 2组。

采用预拌混凝土的抗渗试件，试件制备组数应视结构的规模和要求而定。

（2）制备试件的尺寸和数量

1普通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试件：标准试件为边长 150mm正方体，每组 3块。非标准

试件常见有边长 100mm和边长 200mm的正立方体，每组各 3块。骨料最大颗粒直径与试件最

小尺寸关系见表 6.1

表 6.1混凝土抗压强度试块最小尺寸选用表

骨料最大颗粒直径（mm） 试模尺寸（mm）

31.5 100×100×100（非标准试模）

40 150×150×150（标准试模）

60 200×200×200（非标准试模）

即：石子粒径 0-31.5mm，宜选边长 100×100×100mm 的抗压试模，石子粒径 31.5-40mm 宜选边长 150

×150×150 的抗压试模。石子粒径 40-60mm 宜选边长 200×200×200 的试模。

2.普通混凝土抗折（即抗弯拉）强度时间：标准试件为 150×150×550的棱柱体试件，

每组 3块。

3.普通混凝土抗渗性能试验试件，顶面直径为 175mm，底面直径为 185mm，高度为 150mm

的圆台体，每组 6块。

（3）试件制作和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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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制作试件前应检查试模尺寸并符合石子最大粒径要求的试模，试模内表面应涂一薄

膜层矿物油或其他不与混凝土发生反应的隔离剂。

2.根据混凝土拌合物的稠度确定混凝土成型方法，坍落度不大于 70mm的混凝土宜用振动

振实；大于 70mm的宜用振捣棒人工捣实。检验现浇混凝土或预制构件的混凝土，试件成型方

法宜与实际采用的方法相同。

3.试件用振动台振实制作试件时，混凝土拌合物应一次装入试模，装料时应用抹刀沿各

试模内壁略加插捣，使混凝土拌合物高出试模上口，振动时应防止试模在振动台上自由跳动。

振动应持续到混凝土表面出浆为止，刮除多余的混凝土并用抹刀抹平，不得过振。（第一次

抹平时，应预留浆体高出试模 2-3mm，待混凝土临界终凝时，一次性抹平）

4.用人工插捣制作试件时，混凝土拌合物应分两层装入试模，每层装料厚度应大致相等。

插捣按螺旋方向从边缘向中心均匀进行。在插捣底层混凝土时，振捣棒（长 600mm，直径

16mm，端部磨圆）应达到试模底部，插捣上层时，捣棒应贯穿上层后插入下层 20-30mm。插

捣时振动棒应保持垂直，不得倾斜，每次中心向边螺旋型，插捣 25次，然后用抹刀沿试模内

壁插拔数次。插捣后应用橡皮锤轻轻敲击试模四周，直至插捣棒留下的空洞消失为止。

5.用插入式振动棒振实制作试件，应将混凝土拌合物一次装入试模，装料时应用抹刀沿

各试模壁插捣，并使混凝土拌合物高出试模口。宜用直径为 25mm的插入式振捣棒，插入试模

振动时，振动棒距试模底板 10-20mm且不得触及试模底板，振动应持续到表面出浆为止，且

应避免过振，以防止混凝土离析。一般振捣时间 20S。振动棒拨出时要缓慢，本着快插慢拨

的原则，使拨出后不得留有孔洞。

6.刮除试模上口多余的混凝土，待混凝土临近终凝时，用抹刀抹平。

7.试块制作后应在终凝前用铁钉等尖锐物体刻上制作日期、工程部位、设计强度等，不

允许试块在终凝后用毛笔等书写。

8.试件成型后应立即用不透水的薄膜覆盖表面。采用标准养护的试件，应在温度为

20+5℃的环境中静置一昼夜，然后编号，拆模送入标准养护室标养至龄期 20天。同条件养护

试件，应靠近其代表构件部位放置，其拆模试件可与实际构件的拆模试件相同，拆模后试件

仍需保持同条件养护，直到 600℃·天。

4.有关要求

（1）应定期对试模进行自检，自检周期宜为三个月；

（2）试件应在混凝土的浇筑地点制作。混凝土试样应在卸料量的 1/4-3/4之间采取，在

混凝土运送到浇筑点 20min内完成，强度试件的制作应在 40min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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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浇筑地点，混凝土坍落度检查，每工作班至少两次，坍落度检验试样的取样频率

应与混凝土强度检验的取样频率一致；

（4）建设工程应在施工现场设置混凝土、砂浆、节能材料试件的养护室。

（5）商品混凝搅拌站实验室，应根据搅拌车运输距离（综合考虑坍落度损耗）和泵送高

度综合设计，混凝土坍落度，确保混合料可泵性能，杜绝混凝土运送至现场二次加水现象。

因规范更新，部分内容可能会有变动，最新取样要求见：

https://coyis.com/my-buliding/201403241565.html 

https://coyis.com/my-buliding/2014032415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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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筑砂浆

7.1 依据标准

1.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11

2.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11

3.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2011

4.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9-2010

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18

6.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T 98-2010

7. 《预拌砂浆》GB/T25181-2019

8.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

9.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GJ/T223-2010

7.2 检测项目

1、强度检测

2、稠度

预拌砂浆进场检测项目（JGJ/T223-2010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附录 A）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21033131906.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412053480.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91215252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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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预拌砂浆进场检验项目全部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砂浆》GB/T25181的规定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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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产品可判定为合格；当有一项不符合要求时，该批产品应判定为不合格。

7.3 取样方法和要素

1、取样频率、组数

（1）砌筑砂浆强度试件：每一检验批且不超过 250m³砌体用量的，按类型及强度等级不

同，每台搅拌机应至少取样 1组，在砂浆搅拌机出料口随机取样制作砂浆试块。验收批的预

拌砂浆及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专用砂浆，抽检可为 3组。

（2）建筑地面工程砂浆面层强度试件：每一层（或检验批）建筑地面工程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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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

1000㎡按 1000㎡计算。同一施工批次、同一配合比的散水、明沟、踏步、坡道的水泥砂浆强

度试块，每 150延米至少 1组。

一组砂浆试件为 3块 70.7mm×70.7mm×70.7mm立方体试块。

（3）预拌砂浆试样（湿拌）的采取及试验应在砂浆运到交货地点时开始算起 20min内完

成，试件制作应在 30min内完成。试样应随机从同一运输车内抽取，且在卸料过程中卸料量

的 1/4~3/4之间采取。每个试验取样量应大于砂浆检验项目所需用量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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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且不宜少于 0.01m³。（GB/T25181-2019 第 9.3条）

取样数量：20Kg（因各试验室要求可能不同，建议提前咨询）

（4）干混砂浆：交货检验以抽取实物试样的检验结果为验收依据时,供需双方应在交货

地点共同取样和签封。

每批取样应随机进行,试样总量不宜少于试验用量的 6倍。将试样分为两等份,一份由供

方封存 50d,另一份由需方按 GB/T25181规范规定进行检验。

在 50d内,需方经检验认为产品质量有问题而供方义有异议时,双方应将供方保存的试样

送检。

交货检验以生产厂同批干混砂浆的型式检验报告为验收依据时，交货时需方应在同批干

混砂浆中随机抽取试样,试样总量不宜少于试验用量的 3倍。双方共同签封后,由需方保存 3

个月。

在 3个月内,需方对干混砂浆质量有疑义时,供需双方应将签封的试样送检。

（GB/T25181-2019 第 9.3条）

取样数量：20Kg（因各试验室要求可能不同，建议提前咨询）

2、砂浆稠度测试

使用砂浆稠度仪测定砂浆稠度，稠度试验按下列步骤进行

（1）稠度试样采集及试验应在砂浆运送到交货地点时开始算起的 20min内完成，试件的

制作应在 30min内完成。砂浆拌合物取样后，应尽快进行试验。现场取来的试样，在试验前

应经人工再翻拌，以保证其质量均匀。

（2）盛浆容器和试锥表面用湿布擦干净，并用少量润滑油轻擦滑杆，然后将滑杆上多余

的油用吸油纸擦净，使滑杆能自由滑动。

（3）将砂浆拌合物一次装入容器，使砂浆表面低于容器口约 10mm左右，用捣棒自容器

中心向边缘均匀抽捣 25次，然后轻轻地将容器摇动或者敲击 5~6下，使砂浆表面平整，随后

将容器置于稠度测定仪的底座上。

（4）拧开试锥滑杆的制动螺栓，向下移动滑杆，当试锥尖端与砂浆表面刚接触时，拧紧

制动螺栓，使齿条测杆下端刚接触滑杆上端，并将指针对准零点上。

（5）拧开制动螺栓，同时计时间，待 10S立即固定螺栓，将齿条测杆下端接触滑杆上端，

从刻度盘上读出下沉深度（精确到 1mm）即为砂浆的稠度值。

（6）圆锥形容器内的砂浆，只允许测定一次稠度，重复测定时，应重新取样测定。

（7）同盘砂浆稠度试样取两次实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精确到 1mm，两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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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值之差如大于 10mm时，应重新取样测定。

3、砂浆强度试件的制作及养护

（1）砂浆强度试件在 70.7mm×70.7mm×70.7mm立方体带底试模中制作，将拌制好的砂

浆一次性装满砂浆试模，根据稠度选择成型方法，当稠度大于 50mm时，宜采用人工振捣成型，

当稠度不大于 50mm时采用振动台振实成型。

（2）人工振捣：应采用捣棒（直径 100mm长 350mm头部磨圆钢棒）均匀地由边缘向中心

按螺旋方式插捣 25次，插捣过程中如砂浆沉落低于试模口时，应随时添加砂浆，可用油灰刀

插捣数次，并用手将试模一边抬高 5~10mm各振动 5次，砂浆应高出试模顶面 6~8mm，当砂浆

表面出现麻斑时（约 15~30min），将高出部分的砂浆沿试模顶面削去抹平。

（3）机械振动：将砂浆一次装满试模放置到振动台上，振动时试模不得跳动，振动 5~10s

或持续到表面出浆为止，不得过振。应待表面水分稍干后，再将高出试模部分的砂浆沿试模

顶面刮去并抹平。

（4）试件制作后，在室温为（20+5）℃的环境下静置（24+2）h后可以拆模。当气温较

低时，或者凝结时间大于 24h的砂浆，可是当延长留模时间，但不应超过 2d。试件拆模后应

立即放入温度为(20+2) ℃。相对湿度为 90%以上的标准养护室中养护。养护期间，试件彼此

间隔不小于 10mm，混合砂浆、湿拌砂浆试件上面应覆盖，防止有水滴在试件上。

4、有关要求

（1）试模的刚度、内表面不平度、组装后各相邻面的不垂直度应满足要求，制作试件前

用黄油等密封材料涂膜试模的外接缝，试模内表面涂刷薄层机油或脱模剂。

（2）砂浆拌合物取样后，应尽快进行试验。现场取来的试样，在试验前应经人工再翻拌，

以保证其质量均匀。

因规范更新，部分内容可能会有变动，最新取样要求见：

https://coyis.com/my-buliding/201403261572.html 

https://coyis.com/my-buliding/2014032615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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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砌墙砖与砌块

8.1 依据标准

1.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11

2. 《烧结普通砖》GB5101-2003

3. 《烧结多孔砖和多孔砌块》GB13544-2011

4. 《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GB13545-2014

5. 《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GB8239-2014

6. 《粉煤灰砖》JC/T 239-2014

7. 《蒸压灰砂砖》GB11945-1999

8.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GB11968-2006

9. 《混凝土多孔砖》JC943-2004

10. 《混凝土空心砖》GB/T21144-2007

11. 《混凝土普通砖和装饰砖》NY/T671-2003

12.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GB/T15229-2011

13. 《烧结保温砖和保温砌块》GB26538-2011

8.2 检测项目、取样方法和要求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9112725004.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9112725007.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91114249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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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混凝土掺加剂

混凝土外加剂是指在混凝土拌合过程中掺入的、能按要求改善混凝土性能的材料，一般

情况下掺量不超过水泥重量的 5%。其主要有高性能减水剂（早强型、标准型、缓凝型）、高

效减水剂（标准型、缓凝型）、普通减水剂（早强型、标准型、缓凝型）、引气减水剂、泵

送剂、早强剂、缓凝剂、引气剂共 8类外加剂。

9.1 依据标准

1. 《混凝土外加剂定义、分类、命名与术语》GB/T 8075-2005

2. 《混凝土外加剂》GB8076-2008

3.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GB/T 8077-2012

4.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50119-2013

5.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2016

6.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2019

7.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GB/T 50082-2009

8.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176-2008

9.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GB/T 2419-2005

10.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2011

11.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20164-2011

9.2 检测项目

1、影响混凝土性能的指标：减水率、泌水率比、含气量、凝结时间差、1h 经时变化量、

抗压强度比、收缩率比；

2、匀质性指标：氯离子含量、总碱量、含固量、含水率、密度、PH值、硫酸钠含量、

细度、水泥净浆流动度。

9.3 取样方法和要求

影响混凝土性能指标的试验项目及数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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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验项目及所需数量

试验所需数量

试验项目 外加剂类型
试验类

型
混凝土拌

合批数

每批取样

数目

基准混凝

土总取样

数目

受检混凝

土总取样

数目

减水率

除早强剂、缓凝

剂外的各种外

加剂

3 1 次 3 次 3 次

泌水率比 3 1 个 3 个 3 个

含气量 3 1 个 3 个 3 个

凝结时间差

各种外加剂

3 1 个 3 个 3 个

坍落度
高性能减水剂、

泵送剂
3 1 个 3 个 3 个1h 经

时变

化量 含气量
引气剂、引气减

水剂

混凝土

拌合物

3 1 个 3 个 3 个

抗压强度比 3 6、9 或 12
块

18、27 或

36 块

18、27 或

36 块

收缩率比

各种外加剂
硬化混

凝土
3 1 个 3 个 3 个

相对耐久性
引气减水剂、引

气剂

硬化混

凝土
3 1 个 3 个 3 个

注 1：试验时检验同一种外加剂的三批混凝土的制作宜在开始试验一周内的不同日期完成。对比

的基准混凝土和受检混凝土应同时成型；

注 2：试验龄期参考表 1 实验项目栏；

注 3：实验前后应仔细观察试样，对有明显缺陷的试样和试验结果都应舍除

1、取样批次

（1）外加剂

掺量大于 1%（含 1%）同品种的外加剂每 100T为 1批次，掺量小于 1%的外加剂每 50吨

为 1批次，不足 100吨或 50吨的按 1个批次计。

（2）泵送剂、防水剂

厂家年产 500吨以上的，每 50吨为一批次；年产 500吨以下，每 30吨为一批次；每批

不足 50吨或 30吨的也按一个批次计。

（3）防冻剂

同一品种的防冻剂，每 50吨为一批次；不足 50吨也作为一批次。

（4）膨胀剂

厂家日产量超过 200吨时，以不超过 200吨为一批次；不足 200吨时，应以不超过日产

量为一批次。

（5）速凝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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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20吨为一批，不足 20吨时也作为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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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样量

每次批取样不小于 0.2吨水泥所需用量的外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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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粉煤灰

粉煤灰按煤种分 F类和 C类，F类粉煤灰由无烟煤或烟煤煅烧收集而来，C类粉煤灰属于

2褐煤或次烟煤煅烧收集的粉煤灰，其氧化钙含量一般大于 10%。

拌制混凝土和砂浆用粉煤灰分为三个等级；I级，II级，III级。

10.1 依据标准

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17

2.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2016

3.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19

4.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GB/T50082-2009

5.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GB/T2419-2005

10.2 检测项目

1. 细度

2. 需水量比

3. 烧失量

4. 含水量

5. 三氧化硫

6. 游离氧化钙

7. 安定性

8. 强度活性指数

10.3 取样方法和要求

1、取样频率

以连续供应的 200吨相同等级、相同种类的粉煤灰为一取样批次。不足 200吨作为一个

批次，粉煤灰质量按干灰（含水量小于 1%）的质量计算。

2、取样方法：

从 10个以上不同部位取等量连续样品，总量至少 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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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矿渣粉

以粒化高炉矿渣为主要原料，可掺加少量石膏磨制成一定细度的粉体，称作粒化高炉矿

渣粉，简称矿渣粉。

11.1 依据标准

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18046-2017

2.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0-2016

3.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19

4.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GB/T50082-2009

5.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176-2017

6.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GB/T2419-2005

7. 《水泥密度测定方法》GB/T208-2014

8. 《水泥助磨剂》JC/T667-2004

11.2 检测项目

1. 密度

2. 比表面积

3. 活性指数

4. 流动度比

5. 初凝时间比

6. 含水量

7. 三氧化硫

8. 氯离子

9. 烧失量

10. 不溶物

11. 玻璃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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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放射性

11. 具体参数如下：

12. 
11.3 取样方法和要求

1、取样频率（GB/T18046-2017 7.1.1）

矿渣粉出厂前按同级别进行编号和取样，每一个编号为一个取样批次，矿渣粉出厂编号

按矿渣粉单线年生产能力规定为：

60×104t以上的，不超过 2000t为一编号；

30×104~60×104t，不超过 1000t为一个编号；

10×104~30×104t，不超过 600t为一个编号；

10×104t以下，不超过 200t为一个编号。

当散装运输工具容量查过该厂规定出厂编号吨数时，允许该编号数量超过该厂规定出厂

编号吨数。

2、取样方法（GB/T18046-2017 7.1.2）

在 20个以上部位连续取样等量样品，总量至少 20Kg。试样应混合均匀，按四分法缩取

出比试验所需量大一倍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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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筑防水材料

防水材料是保证建筑工程能够防止雨水、地下水及其他水分渗透的材料，其质量的优劣

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及建筑的使用寿命。近年来，我国的防水材料发展很

快，按其形状可分为三大类：防水卷材、防水涂料和建筑密封材料。

12.1 依据标准

1.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2012

2.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2011

3. 《石油沥青纸胎油毡》GB326-2007

4.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GB12952-2011

5. 《氯化聚乙烯防水卷材》GB12953-2003

6. 《硅酮建筑密封胶》GB/T 14683-2003

7. 《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GB16776-2005

8. 《高分子防水卷材 第一部分：片材》GB18173.1-2012

9. 《高分子防水卷材 第一部分：止水带》GB18173.2-2014

10. 《高分子防水卷材 第一部分：雨水膨胀橡胶》GB18173.3-2014

11.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18242-2008

12. 《塑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18243-2008

13. 《改性沥青聚氯乙烯胎体防水卷材》GB18967-2009

14. 《聚氨酯防水涂料》GB/T19250-2013

15. 《建筑防水沥青嵌缝油膏》JC/T207-2011

16. 《聚氨酯建筑密封胶》JC/T482-2003

17. 《丙烯酸酯建筑密封胶》JC/T484-2006

18. 《三元丁橡胶防水卷材》JC/T645-2012

19. 《氯化聚乙烯橡胶共混防水卷材》JC/T684-1997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9040922452.html
https://coyis.com/guifantuji/guifan/20190419226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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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沥青复合胎柔性防水卷材》JC/T690-2008

14. 《聚氯乙烯建筑防水接缝材料》JC/T798-1997

15.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23441-2009

16. 《溶剂型橡胶沥青防水涂料》JC/T852-1999

17. 《聚合物乳液建筑防水涂料》JC/T864-2008

18. 《混凝土建筑接缝用密封胶》JC/T881-2017

19.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GB23445-2009

12.2 检验项目

1、检验内容

序号 材料名称 物力性能检测项目

1 沥青防水卷材 纵向拉力、耐热度、柔度、不透水性

2 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可溶物含量、拉力、最大拉力时延伸率、耐热度、低

温柔度、不透水性

3 合成高分子防水卷材 断裂拉伸强度、扯断伸长率、低温弯折、不透水性

4 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涂料 固体含量、耐热度、柔性、不透水性、延伸率

5 合成高分子防水涂料 固体含量、拉伸强度、断裂延伸率、不透水性、柔性

6 无机防水涂料 抗折强度、粘接强度、抗渗性

7 改性石油沥青密封材料 耐热度、低温柔性、拉伸粘接性、施工度

8 合成高分子密封材料 拉伸粘接性、柔性

9 高分子防水材料止水带 拉伸强度、扯断伸长率、撕裂强度

10 高分子防水材料遇水膨胀橡胶 拉伸强度、扯断伸长率、体积膨胀率

12.3 取样方法和要求

1、沥青、高聚物改性沥青、合成高分子防水卷材

（1）同一品种、牌号、规格的沥青、高聚物改性沥青、合成高分子防水卷材。抽检数量

大于 1000卷抽取 5卷；500-1000卷抽取 4卷；100-499卷抽取 3卷；小于 100卷抽取 2卷。

（2）沥青防水卷材应对空洞、硌伤、露胎、涂盖不匀、折纹、皱折、裂纹、裂口、缺边，

每卷卷材的接头进行外观质量检查；高聚物改性沥青应对孔洞、缺边、裂口、边缘不整齐、

胎体露白、未浸透、撒布材料粒度、颜色、每卷卷材接头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合成高分子防

水卷材应对折痕、杂质、较快、凹痕、每卷卷材接头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在外观质量检验合

格的卷材中抽取样品。

（3）每卷截取在距端部 500mm处取 3米长的卷材封扎，送检物理性能测定。

（4）胶结材料是与防水卷材配套使用的辅助材料，必须和卷材一并抽检。抽样方法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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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配比取样。同一批出厂，同一规格标号的沥青以 20t为一个取样单位，不足 20t按一

个取样单位。从每个取样单位的不同部位取五处洁净试样，每处所取数量大致相等，共 1KG

左右，作为平均试样。

2、高聚物改性沥青、合成高分子和无机防水涂料

（1）同一规格、品种、牌号的高聚物改性沥青、合成高分子和无机防水涂料，每 10t为

一批，不足 10t按一批进行抽检。

（2）要求抽检前检查外观质量，在外观质量检验合格的防水涂料中抽取样品，取样数量

为 2Kg。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涂料，查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无损，是否标明涂料名称、生产日

期、生产厂名、产品有效期，是否无沉积、凝胶和分层；对合成高分子和无机防水涂料，查

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无损，是否标明涂料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名、产品有效期。

3、有机防水涂料

（1）同一规格、品种、牌号的有机防水涂料，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进行抽检。

（2）有机防水涂料抽检前先检查外观质量，查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无损，是否标明涂料名

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名、产品有效期，从外观质量检验合格的防水涂料中抽取样品，取样

数量为 2Kg。

4、建筑密封材料

（1）改性石油沥青密封材料同一品种、同一类型每 2t为一批，不足 2t按一批抽取。抽

检前先检查改性石油沥青密封材料外观质量，查看是否为黑色均匀膏状，无结块和为未浸透

的填料。在外观质量检验合格的密封材料中抽取送检样品 2Kg。

（2）合成高分子密封材料每 1t为一批，不足 1t的按一批抽取。抽检前先检查高分子密

封材料外观质量。查看是否为均匀膏状物，无结皮、凝胶或不易分散的固体团状。在外观质

量检验合格的密封材料中抽取送检样品 2.5Kg。

5.止水带和遇水膨胀橡胶

高分子防水材料止水带和高分子防水材料遇水膨胀橡胶以每月同标记的产量为一批抽检。

抽检前先检查上述两种材料的外观质量，查看尺寸公差，是否有开裂、缺胶、海绵状、中心

孔偏心、凹痕、气泡、杂质和明疤。从外观质量检查合格的样品中抽取送检样品 1.5m长（去

掉头部 100mm后取样）

12.5 有关要求

1.不同品种、规格的卷材胶粘剂和胶粘带，应分别用密封桶或纸箱包装；

2.沥青防水卷材存储环境温度不得高于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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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16215011124010134

https://d.book118.com/21621501112401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