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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检验检测风险防控探究 

——以工程材料检测中的混凝土为例 

李武江 

（成都市建工质量检验测试站/成都市建工科学研究设计院） 
 

【摘  要】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检验检测风险防控探究，是针对检验检测风险防控的探究，就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和思维，对工程材料

检测进行全方位的细化。本文从混凝土材料检测作为一个切入点，深入分析整个检验检测的过程，建议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和 BIM 把检

测做出科技感，从而避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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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数据背景下的检验检测是现代科技手段和通讯技术的结合，

利用互联网+技术不仅促进了所有建筑资源的获取、分析、管理、

调用、共享和存储，还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了档案资源的价值和作用。

现在我国建筑企业的混凝土施工技术已经是世界前列，整个施工过

程中混凝土的使用都是占有很大比例的，如果材料不过关，存在风

险，那么整个建筑业的安全性都不能得到保证。因此检验检测机构

在对混凝土的检测中，时刻不可忽略其中风险。 

一、混凝土材料质量控制 

1、水质量控制 

这里的水是指搅拌混凝土所使用的水，不是所有的水都可以用

来搅拌混凝土和水泥。一般，满足应用饮用水标准的是可以用于搅

拌混凝土的，但是未经过处理的生活和工业用水污水是绝对不可以

用于搅拌混凝土，否则会严重影响混凝土质量。于是检验检测机构

就是需要进行水质分检测，包含：PH 值、氯离子、总固体、溶解

性固体、硫酸根、钙离子、总硬度等。 

2、水泥质量控制 

水泥一般是分通用水泥和专用水泥，由于品牌各异，不同品牌

的水泥成分会有所不同。检验检测机构可以对水泥的成分进行检

测，包括有：标准稠度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抗压强度、抗折

强度、细度、比表面积、密度、烧失量、胶砂流动度等。施工单位

只要是选择合格的水泥，用于修建都是可以的。 

3、砂石骨料质量控制 

混凝土的基本成分就是砂石骨料，这些砂石骨料给混凝土提供

足够的强度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许多砂石骨料都是就

地取材，成分控制就要依靠检测其中各类参数来衡量。一般来讲检

测机构对砂进行以下检测：颗粒级配、含泥量、含水率、有害物质、

有机物含量、细度模数、矿粉相关测试等。而建筑用石头一般检测：

泥块含量、压碎指标、表观密度、空隙率、含水率、磨光值等等。 

随着《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发

布，提出政府监管部门要为“互联网+”营造宽松环境，构建开放

包容环境，完善信用支撑体系，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加强法律法规

建设。 “互联网+”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新形态，而且是社会发展的

新动力。检验检测风险防控探究就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和思维，

对工程材料检测进行全方位的细化。 

混凝土检测中的风险点是送样的量和存放的时间，实验室中检

测最佳配合比，在实际工地上往往会达不到。混凝土不同于其他材

料，长期储存会变质，严控质量是施工方需要做的，质量控制的效

果用标准差进行评估，标准差也是整个混凝土质量控制环节中非常

重要的参数，它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指的是各个参数与平均值

之间的离散程度，数值越小，说明各个参数距离平均值离散程度越

小，精准把控就特别重要。风险就是必须有专人进行质量把关，从

多个环节入手对建筑材料进行检测，严禁不合格、不达标的建筑材

料在工地出现。 

二、规范取样和送检 

首先，运用智能化设备全面掌握建筑材料的各类信息，如型号、

规格、批次、存放位置等。然后，严格遵循相关标准进行取样，不

仅要从不同存放位置进行取样，还要在取样后保留痕迹，目前成都

市运用二维码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完全可以使检测结果的精确性和

真实性得到保障。 

三、严格使用 APP 

现行使用《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信息化综合应用平台》

APP，人、设备、参数等都录入系统，通过扫二维码进行每个流程

的运行，开展质量检测工作。人员要保证是经过培训合格的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设备要保证是经过校准和检定合格后的设备； 

参数是检验检测机构经过 CMA 审核，满足要求的参数类别。 

比如建立混凝土标准养护室，并且采用智能控制器，对标准养

护室内的温度、恒湿的智能控制，并将监测数据上传至云服务器。

云服务器将数据进行计算、汇总、分析、并对数据展示和及时发布，

若有预警信息，及时呈现，同时进行远程和现场两个路径进行操作。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工程的质量是依靠于建筑工程材料的质量，而

且材料里面的混凝土又是特别重要的一种材料，控制好混凝土的质

量，就是基础中的基础，是一种保障。在实际检测中，充分利用大

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对检验检测风险防控是大势所趋。这样才能使

建筑材料和建筑工程的质量均得到保障，让检验检测机构也充分参

与整个风险控制，进而促进我国建筑领域健康发展。质量安全工作

是民生大事，面对当前严峻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形势，我们要进一

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保持头脑清醒，

要有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要将建筑工程材料检验检测工作做细、

做实，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和 BIM 把检测做出科技感。持续提升

工业互联网创新能力，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

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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