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3 第5卷 第7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3,5(7)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35 

建筑工程材料检测试验及常见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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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材料是建筑施工建设的基础工具，影响着建筑物的整体性能。材料检测试验是采用各类手段，检测、分析材料性

能，满足建筑工程对施工材料的基本需求。因此，论文结合建筑材料检测试验的价值，总结了检测试验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此明确建筑材料检测、试验的技术要点，确保建筑工程建设效果，保障其施工作业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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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materials are the fundamental tools for construction and affect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Material 

testing is the use of various methods to detect and analyze material properties, meeting the basic needs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value of building material testing and testing, the paper summarizes common problems 

in the testing proces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clarify the technical points of building material testing and testing,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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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行业发展中，建筑材料种类增多，建筑材料检测、

试验技术更为丰富。做好建筑材料检验可以帮助建设方判

断材料结构，评估其与施工方案、设计方案的契合度，将

其合理应用在建筑施工建设中。但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建

筑材料检验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制定完善的建筑检验

技术方案，满足建筑工程施工材料管控需求。建筑工程材

料检测是保证建筑质量和避免安全事故的重要手段，也是

满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的必要步骤。建筑工程中使用的

各种材料都需要进行检测，以确保其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

只有经过严格的检测和测试，才能保证施工的质量和安全

性。因此，建筑工程材料检测是建设高质量、安全可靠的

建筑工程的必要环节。 

1 建筑材料检验的价值分析 

1.1 有助于保障材料性能 

建筑材料生产厂家会依据建筑行业内的施工材料要

求生产钢筋、水泥、砖石等材料，以满足建筑施工建设需

求，保证建筑材料检测结果符合建筑物需求。施工企业在

选购建筑材料后，往往会安装相关技术标准，参考建筑施

工需求检验原材料，不同材料适用的检测技术会存在差异，

但检测结果具有相同的价值
[1]
。发现建筑材料不符合建筑

施工所需的材料规格、质量指标时，则需要及时更换材料，

再次检验，确保施工活动中所用的材料符合建筑建设要求。

因此，建筑材料检验的主要价值就是保障材料性能，维护

施工效果，使建筑施工作业有序进行。 

1.2 完善建筑材料配比 

通过材料试验、材料检测相关人员会更完整的掌握材

料信息，并依据施工要求优化材料配比，控制材料中不同

原材料的用量。比如，建筑施工期间需要配置大量的混凝

土浆液、水泥砂浆，通过材料检验，相关人员可根据检测

结果，合理地调控水泥、水、矿灰、沥青等材料的用量和

配比，筛选出最佳的配比方案，使材料配置后的密度、指

标符合施工需求。 

2 建筑材料检验中的常见问题 

2.1 取样问题 

为有效应用建筑材料检测结果，需要相关人员科学地

取样。但很多建筑企业不重视材料检验工作，取样时的操

作不规范，没有遵守建筑材料检测样品的取样要求，导致

后期的检测结果参考价值不大
[2]
。另外，检测主体不同，

适用的取样方法存在差异，需结合建筑工程中的施工要求

提取材料样品，但由于企业不重视，部分采样人员会忽视

样品监测，没有运用合理取样方法，所取样品缺乏代表性，

难以准确地反映同类材料的性格指标，继而使得检测试验

结果失效，影响建筑施工。 

2.2 人员问题 

建筑材料检测、试验技术非常复杂，对检测人员要求

较高。但很多企业的检测人员不具备实施材料检验工作的

能力，尚未掌握相关的专业技能，使得建筑材料检验中的

误差风险较大，影响建筑材料检测、试验的价值。另外，

检测人员职业素质同样会影响检测结果，部分检测人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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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不重视材料检验，还会采用不负责、不严谨的消极态度

对待材料检验工作，导致建筑材料检验结果失真，存在极

大的误差，不利于施工设计人员的判断，容易造成严重的

建筑施工隐患，影响建筑工程的整体性能。 

2.3 标准问题 

建筑行业发展较快，期间包含的建筑材料种类增多，

建筑材料检验难度增加。在此过程中，建筑企业筛选建筑

材料时会更为困难，且材料质量检测、试验缺乏统一的标

准，使得建筑材料检验过程中的操作、检测程序无法实现

规范化管理，影响材料检验的有效性。因此，需要结合各

类建筑材料特征，制定统一、可参考的材料检验标准，完

善建筑材料检验的基础条件
[3]
。 

3 建筑材料检验问题的应对策略 

3.1 明确取样要点 

（1）优化取样方法。建筑施工中涉及的原材料较多，

逐项检测会影响材料检验工作的推进，造成极大的成本损

失。因此，相关人员应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抽样取样法”。

为抽取有价值的检测样品，还应提前制定样本抽取方法，

抽样样本应具有普遍性、代表性，不仅需要反映出材料本

身的性能，还需体现出其他同类、同规格材料的性能。抽

样时，样品抽取一般为随机选择，检测人员应严格按照随

机抽样的要求，从部分原材料中提取一定数量的样品，并

对其展开调查、检测、分析、试验、记录工作
[4]
。 

（2）掌握取样要求。取样过程中，确保取样的可靠

性，还应明确建筑材料检验时的取样要求。比如，为使建

筑材料取样具有代表性，还需选择型号、规格、尺寸一致

的样品。采用同种方式进行取样时，还应选择不同批次的

建筑原材料，特殊材料的样品数量、取样部位都应严格按

照取样要求进行。比如，检测钢筋材料时，还应避免损伤

钢筋结构，测量钢筋时，不能碰触钢筋。 

（3）坚持灵活取样。建筑材料取样应讲究灵活性，

不同材料类型，其取样方法会有所不同。例如，检测同批

次建筑材料时，样品材料量需要相同，不同批次材料取样

时，应采取“分开取样”的方法选择检测样品。对于液体

类的建筑材料，取样时不仅需要分批取样，还需重视取样

过程，比如，用干燥、整洁、密封性强的容器盛装液体材

料，取样后注意样品的保存，避免材料中落入杂物。 

3.2 加强人才培养 

建筑材料检测、试验期间，建筑企业应加强对检测人

员的培养，建设高素质、专业性的材料检验人才队伍。对

于建筑材料检验人员来说，应该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专

业技能水平，所以相关企业应定期对其进行专业知识教育、

岗位培训，指导其应用建筑原材料检验时的各项技能，提

升其专业能力。使其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取样要求、

样品存储和检测技术规范，实施检测、试验工作
[5]
。 

另外，检测人员还应具备分析检测数据、编写检测报

告的能力，可以根据已有的检测程序，加强材料检测试验

过程中的成本监测，能够用严谨的态度对待建筑原材料检

测工作。对此相关企业应通过制度、岗位培训、后续教育，

使检测人员掌握相关技能，同时推进材料检测人员的职业道

德教育，端正其工作态度，使其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要求、检

测程序，记录、分析、解决建筑材料检测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总结建筑材料检测经验，确保材料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3.3 建设统一标准 

为降低建筑材料检测难度，确保施工前材料性能检测

的整体效率，还应建设统一的检测标准，规范建筑材料检

测、试验流程。比如，要求建筑方按照国家对建筑材料的

相关标准，科学性分析材料性能，正式检测前明确检测内容，

合理设计检测项目，满足建筑材料检验活动的规范化要求。

（1）对建筑材料进行外观检测，同时核验其生产日期、生

产批次、合格证，随后选择恰当的方式，检测不同材料的各

项性能，完整记录检测数据。（2）分析建筑材料检测结果，

梳理材料检测后的性能指标。例如墙体材料检测时，重点需

要分析其保温、密封、防水等性能指标。检测水泥土材料时，

应重点关注材料凝固时间、稳定性等指标。（3）结合建筑检

测市场上的各项检测技术，制定建筑材料检测技术实施中的

质量、安全、技术标准，督促相关主体严格按照统一的标准

实施材料检测，为建筑工程质量的提升创造良好条件。 

例如在检测建筑砂浆材料时，在抽样检测的基础上，

还需运用冲击法试验出材料的实际强度，计算材料的冲击

荷载能力，测定材料样品在破碎环节的强度值。检测过程

中，还应采集砂浆材料内的气孔、微观裂缝信息，用完整

的检测数据，反馈砂浆材料的实际质量。此外，检测人员

应依据施工中材料的总量设计，科学制定取材方案，并根

据统一的检测标准，控制取材数量、取材类型、检测程序，

针对性地管控建筑材料检测工作，确保检测结果的有效性。 

3.4 重视环境控制 

环境对建筑材料检测、试验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材

料检验结果的有效性。因此，还应重视环境控制。比如，

控制好材料检验时的温湿度，对于无特殊温湿度管控要求

的材料检验活动，温度可控制在 16～26℃左右。对于有

着明确要求的材料检验，应结合实际要求控制检验过程中

的温湿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建筑材料检验中的温湿度控制 

建筑材料检验项目 温度控制要求 湿度控制要求 

土壤测验 ＜30℃ - 

水泥凝固时间检测 18～22℃ 50% 

水泥标准稠度检测 18～22℃ 50% 

水泥密度检测 19～21℃ 50% 

混凝土养护参数检测 18～22℃ 95% 

砂浆养护参数检测 18～22℃ 90%（相对湿度 60%～80%） 

混凝土干缩率检测 18～22℃ 45%～55% 

钢筋屈服强度检测 1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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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材料检验中的关键内容 

4.1 建筑材料检验主体 

建筑材料检测内容较多，检测主体包括沙子、水泥、

石头、钢筋、模板、土壤、砖石等。不同材料主体其检测

内容会存在明显差异。针对沙子的检测包括其粒径、含水

量、孔隙率、密度、含泥量等指标，水泥包括稠度、抗压

强度、稳定性等内容。石头材料需要重点检测其含泥量、

粒度分布、密度，钢筋则需检测其伸长率、屈服强度，土

壤检测包括土壤含水量、干密度和实密度。砖石材料需要

检测其密度、抗压强度和吸水性能。 

4.2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包括“外观检测”“有损检测”“无

损检测”等类型。其中，外观检测是对建筑材料外表面的

检测，主要检测材料表面有无破损、缺损情况。有损检测

则是运用各类检测工具，分析材料中的成分，以此评估材

料质量。无损检测则是在不损伤材料结构的基础上，应用

各类先进技术检测材料的合格性。其中，无损检测、外观

检测在建筑材料检测中的应用频率较高。 

（1）外观检测技术。外观检测时，不同建筑材料的

检测方法存在差异。比如，钢材外观检验是根据行业内的

相关要求，按批次检查、验收钢材，每批钢材的规格、牌

号、交货状态、罐号相同，同批次验收的重量不超过 60t。

检测人员需要随机抽取 5%的样品进行外观检查，以钢筋

外表面无折叠、裂纹为准。机砖检测时，应按照普通砖烧

结时的相关规定执行检验程序，进场时重点检查材料的色

泽、尺寸，有裂纹、缺棱角、有尺寸误差的为不合格品。

混凝土外加剂检验时，应重点检查材料是否受潮、是否混

入杂物，数量有无差异，以及材料的产品合格证、编号、

有效期限、编号、适用范围、推进掺量等信息
[]
。 

（2）无损检测技术。建筑材料无损检测技术包括红

外成像、超声波、雷达、射线等检测技术，在建筑材料检

测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以钢筋材料的无损检测为例，检测

人员可应用超声波检测技术对钢筋材料实施无损检测。超

声波具有波长短、频率大的特点，将其传输到钢筋表面后，

可直接获取超声波的反射波，经计算机系统集中处理后可

直观呈现反射波的图像信息，用于判断被检测材料内部有

无缺损。此外，钢筋材料的无损检测技术还包括射线检测

技术，相对于超声波检测，X、Y 射线的穿透力更强，且

获取的检测结果更加直观。X、Y 射线穿透钢筋材料后，

可通过分析胶片数据，获取完整的内部图像，检测人员可

根据完整的图像，评估钢筋材料。 

4.3 建筑材料试验 

建筑材料试验是运用各类仪器设备，细致地检测材料

性能指标。以建筑材料的密度测定为例。试验中可用的设

备包括孔径为 0.2mm 的筛子、烘箱、称量为 500g 的天平、

温度计、干燥器、李氏瓶。石料密度测定步骤包括：（1）

碾碎石料，过筛后将其放到烘箱中。调节烘箱温度，最高

温度不得超过 110℃，烘干后取出，放到干燥器内。（2）

将煤油倒入李氏瓶中，记下刻度后将瓶子放在装有水的器

具内，水温约为 20℃。（3）用天平称取样品，样品量约

为 60～80g，然后将样品缓慢地送入李氏瓶内，直至液面

上升到 20cm 的刻度。（4）称量剩下的样品，计算瓶内的

样品质量。之后可根据物体密度计算公式，以及试验中的

液面读数、倒入样品前的液面读数，计算石料的密度值。

为确保材料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进行 2 次试验，两次结

果应小于 2%，其平均值为最终的试验结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为完善建筑物的整体性能，建筑工程建设

时应做好建筑材料检验工作。目前，我国建筑材料检验技

术较多，包括外观检测、无损检测、设备检测等，不同检

测手段的应用优势存在差异，建筑企业应结合实际情况，

选用建筑材料检验方法。具体应用建筑材料检验技术时，

还应规范检测、试验流程，获取准确的检验结果，为建筑

材料的科学配置提供依据，夯实建筑项目的施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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