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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工程材料质量控制原则

  10.2 工程材料质量控制

  10.3 工程材料进场验收



 学习目标

  1．了解工程材料质量控制的原则。

  2．熟练掌握工程材料质量控制和进场验收的要点。



1.材料质量控制的依据

1 国家、行业、企业和地方标准、规范、规程和规定。

工程设计文件及施工图。2

3 工程施工合同。

施工组织设计。4

5 工程建设监理合同。

6
      产品说明书、产品质量证明书、产品质量试验报告、质检
部门的检测报告、有效鉴定证书、试验室复试报告。



2.材料进场前的质量控制

（1）

       仔细阅读工程设计文件、施工图、施工合同、施工组织

设计及其他与工程所用材料有关的文件，熟悉这些文件对材

料品种、规格、型号、强度等级、生产厂家与商标的规定和

要求。

（2）

       认真查阅所用材料的质量标准，学习材料的基本性质，

对材料的应用特性、适用范围有全面了解，必要时对主要材

料、设备及构配件的选择向业主提供合理建议。

（3）        掌握材料信息，认真考察供货厂家。



3.材料进场时的质量控制

     （1）物单必须
相符。

    （2）进入施工
现场的各种原材料、
半成品、构配件都必
须有相应的质量保证
资料。



4.材料进场后的质量控制

1）施工现场材料的基本要求

       （1）工程上使用的所有原材料、半成品、构配件及设备，

都必须事先经监理工程师审批后方可进入施工现场。

       （2）施工现场不能存放与本工程无关或不合格的材料。

       （3）所有进入现场的原材料与提交的资料在规格、型号、

品种、编号上必须一致。



       （4）不同种类、不同厂家、不同品种、不同型号、不同批

号的材料必须分别堆放、界限清晰，并有专人管理，避免使用

时造成混乱，便于追踪工程质量和分析质量事故的原因。

       （5）应用新材料前必须通过试验和鉴定，代用材料必须通

过计算和充分论证，并要符合结构构造的要求。



2）及时复验

            为防止假冒伪劣产品用于工程，或为            

     考察产品生产质量的稳定性，或为掌握材           

  料在存放过程中性能的降低情况，或因原材 

料在施工现场重新配置，对重要的工程材料应

及时进行复验。



1.普通混凝土质量控制

1）水泥使用的注意事项

    掌握水泥的选用技术

是水泥质量控制的前提。

不同特性的水泥适合于

不同的应用。

    受潮水泥的鉴别与处

理。水泥在运输与储存过

程中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和二氧化碳，发生缓慢的

水化热和碳化作用从而降

低水泥的强度。



表10-1  受潮水泥的鉴别与处理

受潮情况 处理方法 使用

有粉块，用手可捏成
粉末

将粉末压碎 经试验后，根据实际
强度使用

部分结成硬块 将硬块筛除，粉块压
碎

经试验后，根据实际
强度使用，用于受力
小的部位或强度要求
不高的工程，可用于

配制砂浆

大部分结成硬块 将硬块压碎 不能作为水泥使用，
可掺入新水泥中作为
混合料使用（掺量小

于25%）



2）原材料的计量环节

(1）把每盘材料的施工配合比写在小黑板上，挂在搅

拌机旁，并应根据砂石料的实际含水率及时调整施工配合

比。

(2）如果是人工投料，则应在搅拌机上料斗前的地上

嵌埋一个磅秤，每车砂石料均要称量。

(3）用水量计量要准确。



3）混凝土搅拌

(1）为了保证混凝土的质量，混凝土拌和物应充分搅

拌，混凝土的最短拌和时间通常为60～90 s。

(2）投料顺序。在上料斗中先装石子，再加水泥和砂，

然后一次投入搅拌机内。对自落式搅拌机要在搅拌桶内先

加部分水，装入石子、水泥和砂后搅拌一段时间，然后边

搅拌边加完剩余的水。对立轴强制式搅拌机，因出料口在

下部，所以不能先加水，应在投料的同时缓慢均匀地加水。



4）混凝土拌和物的运输

混凝土拌和物运输的基本要求为：在运输过程中不产

生离析现象，保证浇筑时规定的坍落度和在混凝土初凝之

前能有充分时间进行浇筑和捣实；此外，运输工具不吸水、

不漏浆。



5）浇筑和捣实

混凝土浇筑和捣实要保证混凝土的均匀性

和密实性，保证结构的整体尺寸和钢筋预制埋

件的位置正确。



6）检查

混凝土拌制前，应测定砂、石含水率并依此确定施工配

合比，每一工作台班检查1次。在拌制和浇筑过程中，应检

查组成材料的称量偏差，每一工作台班抽查不应少于1次；

坍落度的检查在浇筑地点进行，每一工作台班至少检查2次；

在每一工作台班内，如混凝土配合比由于外界影响而有变动

时，应及时检查；对混凝土的搅拌时间应随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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