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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工程建

设地方标准项目复审修编工作的通知》（闽建科函〔2021〕10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一般规定；

4．监督检测项目及频率；5．抽样与检测；6．监督检测结果处理；

7．监督检测管理；8．附录等。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修订了术语中工程质量监

督机构、监督检测和主要建筑材料的定义；2．删除了一般规定中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开展监督检测应符合的要求，并修订了

受委托的检测机构应符合的要求；3．调整了钢筋原材、砂和粉煤

灰检测内容，新增了钢结构用钢材、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和钢结构

工程检测内容，并修订了主要建筑材料和实体混凝土强度监督检

测频率；4．修订了主要建筑材料抽样与检测、结构实体监督检测

相关规定；5．增加监督检测中部分试验项目检测过程视频资料、

视频资料的保存期限及检测样品的留置时间的规定；6．修订了结

构实体监督检测相关规定；7．调整了监督检查重点事项检测和预

拌混凝土企业监督抽测不合格流程处理；8．修订了监督检测管理

相关规定；9．对附录的部分表格式进行了局部修改完善。

本标准由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福建省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总站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

见和建议，请寄送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与设计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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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北大路 242号，邮编：350001）和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总站（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亭洲路 6号福建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金山办公楼 6楼，邮编：350028），以供今后修订时

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 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总站

厦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

健研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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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福建省建科院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厦门市翔安区建设与交通工程质量

安全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郭中智 谢建华 陈燕平 陈旭龙

陈隽峰 张八芳 兰扬华 林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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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规范福建省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测与管理工作，提

升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测与管理水平，确保检测质量，制定

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的质

量监督检测与管理工作。

1. 0. 3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测与管理工作除应符合本标准

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福建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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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1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engineering quality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委托，经省级建设主

管部门考核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对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各参建责任主体和工程质量检测（监测）

机构等相关单位的质量行为及工程实体质量具体实施监督管理的

机构，简称监督机构。

2. 0. 2 工程质量监管人员 engineering quality supervisor
经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合格，依法从事房屋建筑工程质量

监督工作的人员，或取得相应行政执法证、从事房屋建筑工程质

量管理工作的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简称监管人员。

2. 0. 3 监督检测 supervision and testing
建设主管部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或受委托的具有相应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工程实体及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抽

样检测的行为。

2. 0. 4 盲样委托 consignments by blind samples
委托内容不体现样品来源等信息的一种监督检测委托形式。

2. 0. 5 主要建筑材料 main building materials
用于房屋建筑工程中的钢筋原材、钢筋接头、钢结构用钢材、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水泥、混凝土、砂、掺合料、外加剂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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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 0. 1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由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

组织实施。

3. 0. 2 监督检测工作主要有以下两种完成形式：

1 由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委托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检测

机构在监管人员的监督下或通过盲样委托完成。

2 由具备相应条件的监督机构完成。

3. 0. 3 监督检测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开展的，受委托的检测机

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检测机构应取得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检测资质。

2 除盲样委托外，受委托的检测机构与所检测建设工程相关

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

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3. 0. 4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开展监

督检测，应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明确检测内容、范围及双方责任

义务等。

3. 0. 5 受委托的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测工作前，应提前制定具体

的检测实施方案。

3. 0. 6 受委托的检测机构在施工现场实施监督检测时，监管人员

应到场监督，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对抽样或检测过程进行见证，

并现场签字确认。

3. 0. 7 对主要建筑材料的监督抽样，宜同时抽取初检样和复检样，

并分别封样标识。

3. 0. 8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对主要建筑材料的监督检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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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盲样委托。盲样委托应建立盲样委托管理机制，做好监督盲

样抽样信息输入、盲样标识，接触样品信息的有关人员不得泄露

样品有关信息。当盲样检测完成后，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将

工程信息与检测报告对应，出具监督检测结果通知书。监督检测

结果通知书格式按照附录 A执行。

3. 0. 9 监管人员收到监督检测不合格报告或监督检测结果不合

格通知书后应及时发出《责令改正通知单》，《责令改正通知单》

格式按照附录 B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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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督检测项目及频率

4. 1 监督检测项目

4. 1. 1 主要建筑材料的主要监督检测项目及检测依据详见附录

C.0.1，包括下列内容：

1 钢筋原材：力学性能（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

最大力总延伸率）、重量偏差、工艺性能（弯曲性能，反向弯曲）。

2 钢筋接头：力学性能（拉伸试验）、弯曲性能（闪光对焊

接头）。

3 水泥：强度、凝结时间、安定性。

4 混凝土：抗压强度、拌合物氯离子含量（厂区内预拌混凝

土）。

5 砂：氯离子含量、贝壳含量（机制砂可不检验贝壳含量）、

石粉含量（机制砂）、含泥量（天然砂）、泥块含量。

6 粉煤灰：细度、需水量比、安定性、强度活性指数。

7 粒化高炉矿渣粉：比表面积、活性指数、流动度比。

8 外加剂：减水率、凝结时间差、抗压强度比、含气量、凝

结时间、限制膨胀率、抗压强度。

9 钢结构用钢材：力学性能（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后伸

长率）、工艺性能（弯曲性能）。

10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轴力、扭矩系数。

11 其它建筑材料的监督检测可根据辖区质量管理动态情况

开展。

4. 1. 2 结构实体监督主要检测项目及检测依据详见附录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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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下列内容：

1 承重结构实体（柱、墙、梁、节点）混凝土强度。

2 公共建筑、住宅工程现浇楼板厚度。

3 钢结构工程的焊缝焊接质量。

4 结构实体其他监督检测项目可根据辖区质量管理动态情

况开展。

4. 2 监督检测频率

主要建筑材料和结构实体监督检测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辖区内工程项目抽测混凝土强度、钢筋原材及钢筋接头、

钢结构用钢材、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用于结构混凝土的水泥（仅

限自拌混凝土项目）每个项目不少于 1次。

2 对辖区内每家预拌混凝土企业或分厂（分站）抽测砂、掺

合料、预拌混凝土质量每半年不少于 1次，其中，沿海市、县对

砂和预拌混凝土氯离子含量的抽测，每季度不少于一次；抽测水

泥、外加剂质量每年不少于 1次。

3 其他检测项目监督检测频率可根据辖区质量管理动态情

况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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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抽样与检测

5. 1 主要建筑材料抽样与检测

5. 1. 1 主要建筑材料的抽样，应从进场验收合格的材料中随机抽

取，或在施工作业面上随机抽取，并在抽样单中注明样品名称、

规格型号、质量等级、抽样日期、使用部位、代表数量等信息。

5. 1. 2 主要建筑材料的抽样方式及样品数量详见附录 C。
5. 1. 3 监管人员应及时对样品做唯一性标识和封样。标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按取样时间顺序连续编号，不得空号、重号。

2 标识内容宜包括：样品名称、规格、质量等级、制取日期、

代表数量。

3 标识应字迹清晰、附着牢固。

5. 1. 4 监管人员现场抽样时，应收集相应的质量证明资料，并如

实填写抽样单。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人员应对抽样单进行确认并

签字。对预拌混凝土企业或分厂（分站）的抽样应经企业负责人

确认并签章。抽样单格式宜按附录 D执行。

5. 1. 5 现场抽测的样品应由监管人员负责送至检测机构，检测机

构应指定专人进行接收，确保抽样样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5. 1. 6 主要建筑材料的监督检测中钢筋接头的抗拉强度、高强度

螺栓紧固轴力、水泥的胶砂强度和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应录制力

学性能检测过程视频资料，视频内容应包含委托书、样品标识、

力学试验过程、检测曲线、破坏荷载和破坏状态等内容，视频资

料保存期限不少于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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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7 监督检测样品的留置时间，以检测报告签发完成后开始计

算，留置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破坏性样品应在检测报告签发后留置 7天。

2 非破坏性样品、试验剩余样品和钢材类复检样品，应在检

测报告签发后留置 15天。

3 检测结论为不合格的样品（包括每个检测参数所对应的试

件），应在检测报告签发后留置 60天。

4 水泥、砂、掺合料、外加剂等复检样品，应在检测报告签

发后留置 90天。

5. 2 结构实体监督检测

5. 2. 1 工程实体检测抽检部位应当由监管人员在图纸上随机抽

取，并经工程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负责人确认。

5. 2. 2 承重结构实体（柱、墙、梁、节点）混凝土强度检测可采

用回弹法、超声回弹综合法、钻芯法、回弹钻芯综合法。

5. 2. 3 混凝土进行强度回弹检测时，设计强度标准值为 C55及
以上的混凝土应采用数显式高强回弹仪检测，设计强度标准值为

C50及以下的混凝土应采用数显式普通回弹仪检测。混凝土强度

回弹检测应在构件表面明显标识出测区位置及分布，并在原始记

录中记录测区布置示意图和混凝土外观质量情况。碳化深度测量

点也应有明显标识，并注明碳化深度。

5. 2. 4 现浇楼板厚度检测时，抽取 3块楼板进行量测，或从施工、

监理单位自行检查的楼板中抽取 3块进行数据复核。检测部位宜

选在客厅或楼板跨度较大处；对于楼板厚度偏差较大的部位宜增

加楼层净高监督检测，净高监督检测位置宜与楼板厚度监督检测

位置同处。检测点位置应标识清晰记号（若采取无损检测的，宜

在楼板面、板底均标识清楚），并在原始记录中记录实际检测点

离各边墙体（轴线）的距离。检测点布置宜按房间对角线位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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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3个点，3个点分别在房间同一对角线上中间及距离两端各 0.1
米处，取 3点平均值，在实测位置上标识检测点。

5. 2. 5 钢结构现场检测时，应进行无损检测，抽取不少于 3条同

一种焊接方法的焊缝进行内部质量超声波检测。

5. 2. 6 工程质量实体的其它监督检测项目，也应在实体检测部位

相应位置做出明显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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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督检测结果处理

6. 0. 1 受委托的检测机构应及时将检测报告送达建设主管部门

或监督机构。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收到监督检测报告后应及

时将监督检测情况录入到“福建省建设工程监管一体化平台工程

项目监管系统”，对于检测结果不合格的，应及时发出责令改正

通知单。

6. 0. 2 监督检测不合格按下列流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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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于结构混凝土的水泥（仅限自拌混凝土项目）：

用于结构混凝土的水泥监督检测不合格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单

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

单位提出处理方案，并按方案实施

按照责令改正通知单反馈流程反馈

未使用 已使用

经检测满足

设计要求

经检测不满足

设计要求

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责任单位委托有

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已使用该批次水

泥的所有主要受力构件的混凝土强

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进行检测

建设单位牵头组织

施工、监理等单位将

未使用的水泥退场

并做好退场记录

图 6.0.2-1 用于结构混凝土的水泥监督检测不合格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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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钢筋原材：

图 6.0.2-2 钢筋原材监督检测不合格处理流程图

钢筋原材监督检测不合格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单

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施工、监

理等单位将未使用的钢筋原

材退场并做好退场记录

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设计、施

工、监理等单位对已使用该批

次钢筋或预应力筋的构件提

出处理方案，并按方案实施

按照责令改正通知单反馈流程反馈

未使用 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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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筋接头：

钢筋接头监督检测不合格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单

建设单位牵头组织

施工、监理等单位将

未使用的钢筋接头

退场并做好退场记

录

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施工、监理等单

位将已使用该批次钢筋接头的构

件，予以拆除（截除）重新安装（制

作）或采取其它补强措施；不具备

拆除（截除）条件的，建设单位牵

头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提

出处理方案，并按方案实施

按照责令改正通知单反馈流程反馈

未使用 已使用

图 6.0.2-3 钢筋接头监督检测不合格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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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

图 6.0.2-4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监督检测不合格处理流程图

按照责令改正通知单反馈流程反馈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监督检测不合格

主要受力构件（主梁、柱和墙）或节点回弹推定值低于设计强度标准值

取芯验证（取芯部位应选在回弹法强度换算值最低的测区，并以该芯样的抗压

强度作为该构件混凝土强度推定值；当无法在强度换算值最低测区钻取芯样时，

应根据 DBJ/T 13-71-2021 第 7.2.6 条规定计算构件混凝土强度换算值的修正

量，并据此对构件混凝土强度换算值进行修正后算得该构件混凝土强度推定值）

处理完成

取芯验证不合格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责令该单位工程全

面停工，发出责令改正（全面停工）通知单

经取芯，主要受力构件（主梁、柱和墙）或节点

（柱墙比梁板混凝土设计强度高二个等级及以上

的梁柱或梁墙等节点）芯样混凝土强度低于设计

强度标准值的，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责任单位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对该单位工程已成型的

相应主要受力构件或节点混凝土强度进行全数检

测（主梁芯样混凝土强度低于设计强度标准值的，

该单位工程所有主梁全数检测，其他类推）

建设单位牵

头组织设计、

施工、监理等

单位按照全

数检测结果

提出处理方

案，并按方案

实施

经全数检测混凝土强度满足设计要求

经全数

检测混

凝土强

度不满

足设计

要求

取芯验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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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3 预拌混凝土企业监督抽测不合格按下列流程处理：

1 水泥：

图 6.0.3-1 水泥监督检测不合格处理流程图

水泥监督检测不合格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单

预拌混凝土

企业将同批

次水泥退场

并做好相应

记录

1.样品强度或凝结时间不满足要求的，

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责任单位委托有资质

的检测机构对该批次水泥拌制的预拌混

凝土成型的相应批次混凝土，所有主要

受力构件强度进行检测后按规定处理。

2.样品安定性不满足要求的，建设单位

牵头组织设计等单位提出处理方案。

按照责令改正通知单反馈流程反馈

未使用 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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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掺合料：

图 6.0.3-2 掺合料监督检测不合格处理流程图

掺合料监督检测不合格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单

预拌混凝土

企业将同批

次掺合料退

场并做好相

应记录

1.安定性不满足要求的，建设单位牵头

组织设计等单位提出处理方案。

2.其它主要控制项目不满足的，对相应

批次混凝土，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责任单

位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所有主要受

力构件强度进行检测（必要时也应对耐

久性进行检测）后按规定处理。

按照责令改正通知单反馈流程反馈

未使用 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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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砂：

图 6.0.3-3 砂监督检测不合格处理流程图

砂监督检测不合格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单

预拌混

凝土企

业将同

批次砂

退场并

做好相

应记录

1.样品氯离子含量不满足要求，已用于配制钢筋或劲

钢（管）混凝土等钢材与混凝土共同受力结构使用的，

对相应批次混凝土，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责任单位委托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主要受力构件氯离子含量进行

检测后按规定处理。

2.样品贝壳含量不满足要求，已用于配制混凝土的，

对相应批次混凝土，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设计等单位提

出处理方案。

3.样品石粉含量、含泥量或泥块含量不满足要求的，

对使用该批次砂拌制的预拌混凝土成型的相应批次

混凝土，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责任单位委托有资质的检

测机构对主要受力构件强度进行抽测后按规定处理。

4.样品含泥量或泥块含量不满足要求的，责令企业将

同批次砂退场并做好相应记录；该批次砂已有使用

的，对使用该批次砂拌制的预拌混凝土成型的相应批

次混凝土，应对主要受力构件强度进行抽测后按规定

处理。

按照责令改正通知单反馈流程反馈

未使用 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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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加剂：

图 6.0.3-4 外加剂监督检测不合格处理流程图

外加剂监督检测不合格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单

预拌混凝土

企业将同批

次外加剂退

场并做好相

应记录

外加剂的主要控制项目不满足要求的，

对相应批次混凝土，建设单位牵头组织

责任单位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所有

主要受力构件强度进行检测（必要时也

应对耐久性进行检测）后按规定处理。

按照责令改正通知单反馈流程反馈

未使用 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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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拌混凝土试块（预拌混凝土厂）：

图 6.0.3-5 预拌混凝土试块抗压强度监督检测不合格处理流程图

预拌混凝土试块（预拌混凝土厂）抗压强度监督检测不合格

对相应批次混凝土，应对
所有主要受力构件强度进
行检测：1.用于上部结构
或基础梁的，建设单位牵
头组织有关责任单位委托
有资质检测机构对相应批
次的所有主要受力结构构
件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
2.用于桩基工程且尚具备
基桩混凝土强度检测条件
的，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有
关责任单位委托有资质检
测机构对相应批次的基桩
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3.
用于桩基工程或基础梁且
无法检测基桩或基础梁混
凝土强度的，建设单位牵
头组织有关责任单位委托
有资质检测机构对相应
（子）单位工程进行沉降、
倾斜等监测，直至稳定为
止。

按照责令改正通知单反馈流程反馈

抗压强度代表值小于

0.85 倍设计强度等级标

准值

满足要求不满足要求，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设计、施工、
监理等单位提出处理方案，并按方案实施

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单

抗压强度代表值介于 0.85 倍设计强度等

级标准值与设计强度等级标准值之间

对相应批次混凝土，应对主要受力构件强
度进行抽测：1.用于上部结构或基础梁
的，每个强度等级分别抽取 5个主要受力
结构构件（构件在工程所在地质量监督机
构监督下随机抽取），建设单位牵头组织
有关责任单位委托有资质检测机构进行
检测，若经检测某个构件混凝土强度不满
足要求，对与该构件同一检验批的所有主
要受力结构构件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2.
用于桩基工程且尚具备基桩混凝土强度
检测条件的，每个强度等级分别抽取 1
根基桩（桩号在工程所在地质量监督机构
监督下随机抽取），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有
关责任单位委托有资质检测机构对其强
度进行检测，若经检测某基桩混凝土强度
不满足要求，对相应检验批的基桩混凝土
强度进行检测；3.用于桩基工程或基础梁
且无法检测基桩混凝土强度或基础梁混
凝土强度的，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有关责任
单位委托有资质检测机构对相应（子）单
位工程进行沉降、倾斜等监测，直至稳定
为止。

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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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4 结构楼板厚度和钢结构焊缝质量监督检测达不到相应规

范标准和设计要求的，应责令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设计、施工、监

理等单位提出处理方案，并按方案实施。

6. 0. 5 其他构件或材料经监督检测达不到相应规范标准和设计

要求的，应严格按照有关标准规范规定及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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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督检测管理

7. 0. 1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在年初宜根据上一年度辖

区内房屋建筑工程的质量管理动态，制订年度监督检测计划。

7. 0. 2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的数

据定期汇总和分析。根据汇总分析情况，确定下一阶段监督检测

工作重点。

7. 0. 3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应做好监督检测资料的收

集整理及归档。

7. 0. 4 建设主管部门或上级监督机构应对辖区内的房屋建筑工

程监督检测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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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监督检测结果通知书

编号：****第（*****）号

第 1页 共 1页

工程

名称

产品

名称

代表

数量

施工

单位

厂家

品牌

生产

/出厂

日期

建设

单位

使用

部位

合格

证号

监理

单位

品种

等级

盲样

编号

检测

单位

检测

依据

报告

编号

样品

数量

检测

结论 （盖章）

抄送

部门

备注
1、本通知书适用于盲样委托检测；

2、盖章说明：本通知书未加盖公章（公章或业务专用章）无效。

审核：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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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责令改正通知单

通知单编号：*************

工程项目名称

施工许可证编号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核实单位

现场存在

的问题

经抽查，由*********公司施工的*********项目存在以下问题：

处理意见

责成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施工、监理单位针对存在问题，依据有关规定，

举一反三，全面检查，限期逐一改正。责任单位整改完毕，*********应

对整改情况进行核实，属地监管部门负责复查，并于20**年**月**日前完

成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项目检查人及监督证号： 监管部门（公章或业务专用章）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送单位：

抄送单位：

通知单发出时间：

注：1、本通知单通过项目监管系统网上发出，各责任单位应登录该系统查收；2、项

目监督机构发出的局部停工和全面停工必须由项目监督机构进行复查；3、省、设区市

督（巡查）发出的全面停工通知单分别由省、设区市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监督机构复

查；4、复查整改材料上报时限、复查单位等应在通知单中时限予以告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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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监督抽样方法

表 C.0.1 主要建筑材料监督抽样方式、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

主要

原材料

检测

依据
监督抽样方式及样品数量 监督检测项目

钢筋原材

GB/T 1499.1
GB/T 1499.2
GB 50204

随机对同一厂家、同一牌号、同一

规格的钢筋，重量≤60t为一个取样

批，任选 8 根钢筋，取样位置距离

生产轧制端头至少 50mm 且同一检

测参数不得在同一根钢筋上截取，

有标志的钢筋应取有表面标志的部

分（即有厂家标志、牌号、规格部

分）。每根钢筋上同时截取 3段有

标志的样品，2段作为复检样。

1、力学性能（屈服

强度，抗拉强度，

断后伸长率、最大

力总延伸率）；

2、工艺性能（弯曲

性能、反向弯曲）；

3、钢筋重量偏差。

钢筋接头

JGJ 107
JG/T 163
DBJ 13-63
JGJ 18

现场结构部位切取三组钢筋接头试

样（两组作为复检备用），每组 3
个接头试件。若为闪光对焊接头的

宜抽取六组（含冷弯试件，四组作

为复检备用）；对封闭环形钢筋接

头、钢筋笼接头、地下连续墙预套

筒接头、不锈钢钢筋接头、装配式

结构构件间的钢筋接头和有疲劳性

能要求的机械连接接头，可在已加

工并检验合格的钢筋丝头成品中随

机割取钢筋试件。

1、力学性能（拉伸

试验）；

2、弯曲性能（闪光

对焊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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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1

主要

原材料

检测

依据
监督抽样方式及样品数量 监督检测项目

水

泥

袋装

水泥
GB 50204
GB/T 12573
GB 175

从现场水泥堆场中随机抽 20 袋水

泥，取等量样品混合均匀，用四分

法分装成试验样、复检样两份。每

份不少于 6㎏。

1、强度

2、凝结时间

3、安定性

散装

水泥

从罐底螺旋口抽取点样，用四分法分

装成试验样、复检样两份。每份不少于

6㎏。

1、强度

2、凝结时间

3、安定性

混

凝

土

自拌

混凝

土

GB/T 50080
GB/T 50081
GB 50204
GB/T 14902
（针对预拌混

凝土）

在混凝土浇筑点进行取样，每次取

样应至少留置一组标准养护试件。
抗压强度

预拌

混凝

土

1、在预拌混凝土企业搅拌车取样

（出厂混凝土强度检验）。

2、在工地浇筑点取样。

1、抗压强度

2、拌合物氯离子含

量（厂区内预拌混

凝土）

砂

JGJ 52
GB/T 14684
JG/T494
JG/T 568

在料堆上取样，取样部位应均匀分

布。先将表层铲除，然后从 8个部

位抽取，复检样从 16个部位抽取，

初检样、复检样各不少于 20㎏。

1、氯离子含量

2、贝壳含量（机制

砂可不检验贝壳含

量）

3、石粉含量（机制

砂）或含泥量（天

然砂）

4、泥块含量

粉煤灰 GB/T 1596
从罐底螺旋口抽取点样，用四分法

分装成初检样、复检样两份。每份

不少于 5㎏。

1、细度

2、需水量比

3、安定性

4、强度活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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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1

主要

原材料

检测

依据
监督抽样方式及样品数量 监督检测项目

粒化高炉

矿渣粉
GB/T 18046

从罐底螺旋口抽取点样，用四分法

分装成初检样、复检样两份。每份

不少于 5㎏。

1、比表面积

2、活性指数

3、流动度比

外加剂
GB 8076

GB/T 23439

外加剂在贮存罐或仓库中取三个以

上点样等量均匀混合，分装成试验

样、复检样两份。每份不少于 10㎏。

1、减水率

2、凝结时间差

3、抗压强度比

4、含气量

5、限制膨胀率

6、凝结时间

7、抗压强度

钢结构用

钢材

GB/T 699
GB/T 700
GB/T 1591

按相应的钢材产品标准随机对同一

牌号、同一炉号、同一规格、同一

交货状态的钢型材或钢板，重量≤60t
为一个取样批，任选 3 根钢材，各

截取长度 600mm的两段，组成一组

试验样和两组复检样；取样时应根

据产品规格区分纵向取样和横向取

样。

1、力学性能（屈服

强度，抗拉强度，

断后伸长率）

2、工艺性能（弯曲

性能）

高强度螺

栓连接副

GB/T 3632
GB/T 1231

同批钢结构用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

最大数量为 3000套，按批抽取 8套。

1、紧固轴力

2、扭矩系数

注：本标准对主要建筑材料的抽样样本针对的是同一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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