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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政道路混凝土结构质量检测的运用分析

黄启福１　钟　健２

赣州市南康区康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赣州　341400

【摘　要】由于机动车数量的增加，原有的市政公路已不能承载更多的汽车，路面产生了大量的开裂、沉陷等病害。所

以，如何提高城市公路砼结构的质量检验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随着城市道路建设的日益增多，城市道路出现了各

种各样的质量问题。本项目拟通过对市政道路混凝土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现行的混凝土结构检测方法进行解

释，从而有目的地提高混凝土结构的检测力度，对市政公路的施工过程进行严格的控制，从而为高品质的市政道路建设奠

定良好的基础，从而进一步提高市民的出行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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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市政公路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交通设施，其建设的好坏直

接影响着人们的居住舒适性。混凝土的质量管理对于保证

城市道路的质量和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

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其质量控制和施工管理所牵涉到的

范围比较广、比较复杂，它需要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

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协作和协调，在施工技术上、施工过

程上、施工现场管理上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同时，要对混

凝土结构的强度、抗压等各项性能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和控

制，排除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合理的因素，保证工

程的顺利实施，保证工程的质量达到规范。

1　影响市政道路混凝土结构的因素

在城市道路建设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会对城市道

路混凝土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水泥是一种重要的混凝土

原料。水泥与混凝土的强度直接相关，不同种类的水泥具

有不同的性能；不同的标号水泥，其抗压能力也是不一样

的，同样的体积，水泥的标号也是不一样的。水泥稳定度

是影响混凝土强度的重要因素。

2　混凝土和易性检测

和易性，也叫工作性，是指新拌的混凝土施工容易，且

具有较好的密实度，通常用来评价混凝土质量。坍落度测

试是评价工作性能水平的一种手段，其操作要点如下：

在测试之前，要先将坍落度管清洗一遍，然后再用棉布

擦净。然后，将负责搅拌混凝土的钢板放在上面，让它保

持潮湿，然后将沉降计放在上面，进行加固。当筒体安装

好后，要将适量的混凝土拌和物倒入圆筒内。一般来说，

加料分为三个阶段。换句话说，每一次从塌陷桶中挖出混

凝土拌和物的1/3高。灌满混凝土后，提起振捣棒，使棒头

竖直朝下，将桶内的拌合物捣实，重复25次。

最后一次加料时，应使混凝土拌和物比塌落度筒高。

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敲打着圆筒。在振捣完毕后，将塌落

度管的管口抹平。清除筒口及测试台后，竖直抬起塌落度

管，并将其与试件置于同一位置，稍作休息，使混凝土混

合料自动完成坍落。用量具，将试件中心点到筒体顶部的

偏差量出来，这个值就是混凝土的真实坍度值。

若实际塌落度大于220 mm，应用尺子量出坍落停止后的

最大粒径与最小粒径，然后进行差值处理。若差异在50 mm

以内，则可求出其平均值，作为塌落度的数值，若超过此

值，则需再次进行试验。在测定混凝土塌落度时，可采用

目视法推断工作强度，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多组实验，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

度。无论是否进行测试，所用样品应具代表性。在实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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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每一组的测试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最终，将这

些数据汇总成一张表，去掉了最大的数值，然后求出了平

均值。

3　混凝土结构检测方法分析

3.1　回弹法分析

回弹法在工程实践中，主要采用回弹值、碳化深度等测

试手段，其优点在于操作简便、效果可靠，且不会影响到

混凝土结构及其它构件的荷载能力，可直接得到有效的测

试结果。因此，采用回弹法检测混凝土结构，能够很好地

控制混凝土结构的施工质量。然而，在使用时，必须根据

建设单位的具体情况，对混凝土结构的特性、特性进行具

体的分析，并将结构内外条件等因素综合起来，采用适当

的测试手段。由于市政工程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工程项目，

所以对其进行质量检验是必不可少的。回弹法在测试混凝

土的强度时，要根据混凝土的具体状况，在具体的细节上

要注意，在使用回弹时，要确保混凝土部件的表面是干燥

的，并且在良好的施工环境下进行的。

3.2　钻芯法分析

在对混凝土结构进行钻芯法分析时，必须借助于专门

的仪器，对混凝土样品进行抽样检验，能直接发现内部的

受冻、损伤和接头质量等情况。采用钻芯法的优点是可以

为质量测试提供更直接和准确的数据，不会被外界的客观

因素所影响，并且便于检验人员同步测量混凝土的厚度。

但它也有缺点，采用该方法不仅要增加单位造价，而且还

会使测试工作变得更加繁重，而且还会对混凝土内部结构

部件造成损伤。目前采用的钻芯测试方式是对结构件进行

钻孔，尽管测量结果能够直观、精确，但会极大地降低工

作效率。现在，尽管钻芯法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应用，但在

施工过程中，必须要根据施工的具体情况来考虑，从测试

方法的优劣势方面来进行综合分析，重点在于，它的不良

影响对整个工程的质量有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就

要求测试人员与企业建筑施工人员进行协商，综合考虑成

本、工作效率和工程进度安排等因素。在此背景下，采用

超声波法与钻芯法相结合的方式，既能降低芯样的数量，

又能避免片面地提高芯样的检测费用，又能保证质量检验

结果的精度。

3.3　超声波法

超声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检测方法，它是一种基于超声特

征的混凝土强度测试方法。同时，也能发现混凝土中存在

的一些缺陷。超声测试技术施工简便，对城市道路混凝土

结构无损，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检测手段，已逐步成为城市

道路混凝土结构质量检测的主要手段。此外，与常规方法

相比，超声技术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同时也可以检测出混

凝土的强度、密度等。

4　市政公路混凝土施工中的质量控制

4.1　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前的管理水平与质量监督，是保证混凝土工程施工

安全的重要保证。首先，要做好施工图纸的设计和审核工

作，让专家们按照市政道路混凝土施工的有关资料，到现

场进行实地调查，将这些资料与实际调查的结果相结合，

对施工图纸进行全面的设计与分析，并对施工图纸的可行

性进行研究；其次，在经过了多道审查的设计图纸以后，

就必须要对这些图纸的内容进行仔细的分析和了解，并且

要按照招标文件中的具体要求，严格地依照施工规范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此外，施工单位的主管要对施工人员的工

作要求以及施工工艺的特征进行合理的组织和安排，对相

关的基础设施进行科学的布置，保证员工的人身安全，同

时保证施工人员的专业技能符合岗位的实际需要。在实践

中，许多建筑企业由于工期紧、项目实施困难、工程管理

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在招聘员工方面并不严格，这就造成

了许多建筑工人的专业不符合岗位的实际需求，从而引起

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方面的问题。在对原材料进行配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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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原材料的配比以及掺入掺合料的问题。

4.2　 科学把控原材料质量

在市政道路砼施工过程中，原材料的质量是至关重要

的，原材料的品质对整个工程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若

材料达不到施工的标准，将会造成混凝土构件的承载力不

足，造成路面结构的开裂。若水泥的配合比和品质达不到

质量标准，将会导致路面的稳定性出现裂缝和裂缝。因

此，在混凝土工程建设的准备阶段，必须对各个环节进行

质量监督，对采购人员、项目数据、水泥配比等问题进行

科学、高效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混凝土配合比、

振捣和养护等方面的问题。根据设计图纸对混凝土配比进

行转换，并对其含水量、用水量进行适当的调节，保证其

工作性能满足施工要求。同时，为保证混凝土的质量达

到标准，必须保证混凝土的配合比符合工程技术指标的要

求。如果在浇筑时出现问题，就会造成空腔、蜂窝、离析

等现象，从而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质量。因此，要根据施

工技术的要求，对其进行合理的操作，保证振捣的密实程

度，避免出现漏振、过振等情况，判断混凝土振捣密实程

度的标准，有两个方面：一是混凝土表面不再下沉，二是

没有气泡。在建筑主体工程完工以后，也要对其进行养护

管理，对其进行后期的养护，能够提高混凝土的强度，防

止混凝土的开裂和其他的一些质量问题，如果采取科学合

理的养护方法，就能减少工程发生的几率。例如，在气温

较高、风力较大的情况下，应对混凝土进行适时补水，以

避免产生干燥开裂。

结束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政公路的施工质量与其施工

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道路混凝土结构的质量检验分

析，必须要明确其检测方法，认识到各种检测方式的优缺

点，并将其与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在保证混

凝土结构质量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施工工艺规范，减少市

政道路混凝土结构质量的可能，从根源上保证市政道路的

质量，防止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产生裂纹等问题。通过对

市政公路砼结构质量检验的研究，可供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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