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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筑材料检测技术的应用及展望
张叶锋

浙江华昊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52

【摘 要】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应用绿色建筑材料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发展趋势，这对于提高建筑施工的科学与

现代化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环保理念在当前民众的认知观念中不断加深，追求健康绿色的建筑使用物成为众多

消费者的追求。绿色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绿色建筑材料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快速普及。并且，采用绿

色建筑材料进行建筑工程施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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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言

社会的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们对于

建筑行业要求也不断提高，建筑行业面临着巨大考验，

因此，建筑行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促进长足发展，

提高内部质量控制。建筑材料对于建筑施工质量的影响

非常大，要定期对建筑材料进行质量检测和把控，注重

和严格管理施工细节。建筑行业要不断引进先进检测技

术，提高检测效率和有效性，保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2.建筑材料检测概述及其重要意义

2.1.建筑材料检测概述

建筑材料检测主要是对其质量进行检测，其项目可

按照性能分为三大类，一为功能材料，二为墙体材料，

三为结构材料。由于在实际建筑工程中所采用的建筑材

料种类和数额相对较大，不同建筑材料对应不同的检测

标准。因此，相关工作人员需以国家规范和标准为依据，

确保检测工作方法的适用性和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在检

测过程中，需严格按照相关条文确定样品抽样方案，保

证送检样品具有代表性和包络性。

2.2.建筑材料检测的重要意义

建筑材料是建筑工程的基础，其质量可直接影响工

程质量、使用寿命。由于使用劣质建筑材料或施工中偷

工减料可获得巨额利益，所以部分企业忽视了工程质量，

导致建筑物的安全性、可靠性与相关标准不符，且带来

较大安全隐患，对施工人员、使用者的人身安全造成了

威胁。建筑材料检测可做到从源头上控制建筑材料质量，

确保建筑工程所使用的建筑材料为合格状态，从而为建

筑质量、安全性提供保障。此外，在进行建筑材料检测

时，通常会采用一些新型材料、技术，其可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建材、建筑行业的发展。

3.基于建筑材料检测技术的应用

3.1.水泥的试验检测

水泥在建筑工程施工材料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且是影响建筑施工质量的关键材料，严格把控水泥的品

质对正常施工和提高施工质量均有益。若存在品质问题

的水泥被投入至建筑工程施工中，将滋生质量隐患和安

全隐患，对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和员工的人身安全均不利。

试验检测是严把水泥品质关的重要途径，试验检测人员

按照《通用硅酸盐水泥》及相关规范进行试验检测，明

确试验检测的目标，梳理操作流程，确定操作方式及注

意事项等内容，实现对水泥品质的全面管控。材料现场

验收时，要求包装袋完整，从水泥的品种、级别、强度

等级、稳定性多方面进行检查。任何超出保质期的水泥

均不可投入使用，受潮结块的水泥也不具备利用的价值。

经过检测后，挑选出各项指标均合理的水泥，将其用于

建筑工程施工。

3.2.砂石的检测

从各砂石材料堆中随机取样，获得充足的样品，经

过试验检测后，根据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力学性质展

开分析，综合评价砂石材料的质量。取样时将表层附着

的砂石清理干净，以免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于材料

堆的多个位置取样，获得 16 份石子材料样品和 8 份砂

材料样品，混合后得到均匀性较好的新样品。某项或多

项试验检测结果不达标时，增加取样倍数，复检砂石材

料。以四分法处理砂石材料，确保施工所用材料的质量

略高于检测所需的材料质量，基本思路是：向平板上放

置砂石样品，转至潮湿环境做充分的搅拌；堆叠材料使

其形成厚度约为 20cm 的圆饼形态，测量两条相互垂直

的线，用于均匀划分圆饼（产生 4 块）；取对角样品并

按照前述方法继续操作，制作圆饼形状，经多次重复作

业后持续进行缩分，最终使样品和检测用量相符。

3.3.钢筋的检测

力学性能检测是钢筋检测的重点，方法如下：

3.3.1.材料取样

随机选取 5 根钢筋样品，从一端开始按照 500～
1000mm 的长度要求截取，检测钢筋重量并确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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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基础取样信息。

3.3.2.冷拉试验

分批次进行冷拉试验，同批次钢筋的等级和直径保

持一致，同批次检测钢筋质量不大于 30t。

3.3.3.焊接质量检测

钢筋规格不同，对应的焊接方法存在差异，根据适

用性的要求选择最佳的检测方法。若采用电阻点焊方法，

试验检测人员严格依据规范操作，获得各检测项目的实

际检测结果。对于低碳钢丝的焊点检测，考虑拉伸试验、

抗剪试验等方法，试件长度以 500～650mm 为宜；对于

闪光焊接，拉伸试验选取长度为 500～650mm 的试件；

对于电弧焊，选取长度为 550～650mm的试件进行检测。

3.3.4.拉伸性能的检测

向待测批次的钢筋中随机选取两根，按相同的长度

截取一部分用于检测，不选取端头 500mm 以内的钢筋。

单个批次钢筋的弯曲检测总量在 60t 以内较为合适，若

达到 60t 及以上，每 40t 额外安排 1 个样品，分别针对

各样品进行弯曲检测。以公称直径为 20mm 的 HRB400
钢筋为例，根据此材料的抗拉伸试验检测结果可知，屈

服力为 143.0kN 和 144.0kN，折断后的标距为 122.25mm
和 122.75mm，在此试验检测结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钢

筋的公称截面积，经过计算后评价钢筋的抗拉伸性能，

抗拉强度为 540MPa、屈服强度为 400MPa、折断后的伸

长率为 16%，对比分析实测结果与规范要求，发现测试

结果均达到要求，表明被测钢筋的质量合格。

3.4.墙体材料的检测

随着理念的改变，用户对建筑墙体的要求已经从稳

定性提升至环保性的层面，隔音、保温隔热、污染指标

均属于墙体试验检测中不可或缺的项目。墙体除了承重

外，还兼具分隔建筑空间的作用，现阶段应用较为广泛

的墙体材料有砖块、砌块等，建筑墙体的工程量大，墙

体的重量约占建筑总重的 1/2。对建筑墙体的检测应考

虑墙体材料的特性，从强度、墙体外观多方面做出判断。

3.5.混凝土强度试件的制作及试验检测

在浇筑区随机取点进行混凝土强度的检测，试件呈

150mm×150mm×150mm 立方体形式，每组制作 3 个

试件，成型后安排养护。制作试件的材料需取自同一批

混凝土，使试验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养护可选择的方

法包含同条件养护、标准养护等。

4.建筑材料检测技术的未来展望

4.1.信息技术在建筑材料检测技术应用中的发展

建筑工程材料试验检测的对象丰富，操作流程繁琐，

数据采集、处理的工作量大，仅依靠人工作业面临劳动

强度高、效率低、效果差等一系列问题。在引入信息技

术后，减轻工作量，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高效完成建筑

工程材料试验检测的各项工作。“互联网+”的监管模

式在材料试验检测中具有可行性，为材料赋予二维码，

形成唯一身份标识，试验检测时扫描即可确定被测件的

基本信息，试验检测期间产生的数据自动同步至电脑。

4.2.顺应绿色建筑材料发展推动建筑材料检测技术发

展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现阶段涌现出诸多建筑环保节

能材料，绿色建筑材料的出现不但响应了国家绿色环保

的理念，同时能够有效降低施工成本。建筑单位应摒弃

传统建筑材料笼统性的检测技术，结合新型检测技术与

检测设备对绿色建筑材料进行有效检测。现阶段，诸多

检测技术耗时较长，这是因为建筑材料需要经过 1 周的

养护期，而后再通过 48h 的浸泡后，才能用于检测。若

建筑单位在材料采购时与建筑材料检测人员缺少交流，

导致检测时间预留不够，便会导致质量不过关的建筑材

料混入到施工现场，从而导致工期延期，甚至对施工质

量带来影响。采取有效措施缩短绿色建筑材料的检测时

长，将是建筑材料检测技术的发展趋势。

5.结束语

总之，建筑工程中对材料进行质量检测是非常重要

的，也是不可或缺的，是保证施工质量的重要环节。相

关管理人员必须要重视并且充分认识到材料质量检测

的重要性，只有检测合格的材料才能投入到建筑施工中，

确保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和施工人员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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