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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提高预拌混凝土生产和应用管理水平，

做到保证质量、节能减排、绿色生产、智能建造，实现高质量发展，制定

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预拌混凝土生产、运输和使用过程

中的质量管理。

1.0.3  预拌混凝土的生产、供应和使用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

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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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预拌混凝土  ready-mixed concrete

以水泥、骨料和水为主要原材料，也可加入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等材

料，在搅拌站（楼）生产的、通过运输设备在规定时间内运至使用地点、

交货时为拌合物的混凝土。

2.0.2  混凝土拌合物工作性 workability of concrete

混凝土拌合物在一定施工条件下，便于施工操作且能保证获得均匀密

实的性能，主要包括流动性、黏聚性和保水性。简称混凝土工作性。

2.0.3 进场验收 site inspection

对进场原材料的规格、型号及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验，按相关标准的

要求对部分指标进行检验，并对其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做出初步确认的活动。

2.0.4  复试检验  repeat test

在原材料进场验收符合要求的基础上，按照有关规定抽取试样送至试

验室进行检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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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按有关规定取得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

3.0.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制定相关的质量控制

制度。

3.0.3  预拌混凝土企业的关键岗位人员应经过培训，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

能，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3.0.4  预拌混凝土企业的生产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

管理规程》DB11/T 642 的有关规定，试验室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设

工程检测试验管理规程》DB11/T 386 的有关规定。

3.0.5  预拌混凝土企业向建设工程供应的混凝土质量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和《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等相

关规定及合同的约定。

3.0.6  原材料进场后应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设计要求和合同约定进行

进场验收和复试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3.0.7  严禁在预拌混凝土运输、输送和浇筑过程中加水；运输、输送、浇

筑过程中散落的混凝土严禁用于结构浇筑。

3.0.8  预拌混凝土质量控制全过程宜采用自动化设备及信息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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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材料管理

4.1  一般规定

4.1.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原材料采购和使用管理制度，应包括

原材料供方管理、采购管理、进场验收、复试检验和使用管理等。

4.1.2  原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并应根据技术要求和

工程特点选用。

4.1.3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加强原材料合同管理，原材料采购合同中应包含

买方对产品的明确技术指标要求和卖方相应的质量承诺。

4.1.4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原材料供应商档案，对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

质量、供货能力、环保及服务进行综合评价，形成稳定的原材料采购渠道。

订货前，应对原材料质量进行检验和确认。

4.1.5  原材料供应商应按合同约定及相关标准的规定提供相应的质量证明

文件。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对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验和确认，并将质量证明

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存档。质量证明文件应包括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

报告或产品合格证等。

4.1.6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对原材料存储过程进行控制，原材料应分仓存储，

不得混仓。宜采用远程开锁、电子围栏等手段确保存储一致。

4.1.7  原材料储存仓应设有明显标识，宜采用电子信息化标识。标识应注

明原材料的品名、厂家、等级、规格、试验编号、检验状态等信息。

4.1.8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制定不合格原材料评审处置措施与制度，不得使

用不符合相应标准要求的原材料。

4.1.9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按相关标准要求留样，应建立留样台账，样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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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环境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留样数量和留置时间应符合表 4.1.9规定。

表 4.1.9  原材料的留样数量和留置时间

物料名称 水泥 粉煤灰 矿粉
白云石粉

石灰石粉
硅灰 外加剂 膨胀剂

留样数量（kg） 12 3 5 3 3 2 5

留置时间（月） 3 3 3 3 3 6 6

4.2  水泥

4.2.1  预拌混凝土所用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

等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水泥中使用的混合材品种和掺量应在出厂文件中

明示。

4.2.2  水泥品种的选用应根据预拌混凝土的设计、施工要求以及工程所处

环境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选用通用硅酸盐水泥； 

2 对于有抗渗、抗冻融要求的混凝土，宜选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

盐水泥；

3 重点工程宜选用比表面积不大于 350m2/kg 的水泥。

4.2.3  水泥在运输和仓储过程中应有防潮措施。水泥进场后应按品种、等

级、生产厂家分仓存储，不得混仓。当水泥出厂超过三个月（快硬水泥一

个月）时，应进行复试检验，并按复试结果使用。

4.2.4  企业可在水泥进场验收时对温度、细度等项目进行检验。

4.2.5  水泥进场复试检验项目应包括胶砂强度、安定性、凝结时间、细度。

同厂家、同品种、同等级的散装水泥不超过 500t 为一检验批；当同厂家、

同品种、同等级的散装水泥连续进场且质量稳定时，可按不超过 1000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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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批。同厂家、同品种的水泥每年至少检验一次氯离子含量。

4.3  骨料

4.3.1  骨料的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和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4.3.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选择来源符合相关规定的骨料。

4.3.3  预拌混凝土所用的细骨料，宜选用级配良好、质地坚硬、颗粒洁净

的天然砂、机制砂或混合砂。当多种砂混合使用时，其混合比例应经试验

确定。

4.3.4  预拌混凝土所用的粗骨料，宜选用粒形良好、质地坚硬的洁净碎石

或卵石。粗骨料宜选用二级或多级配。

4.3.5  满足预拌混凝土性能要求的工业尾矿、开槽砂石或废渣可用于预拌

混凝土生产，其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

法标准》JGJ 52 的规定。

4.3.6  预拌混凝土所用的再生细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

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 的规定；再生粗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的规定；轻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轻

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 1 部分:轻集料》GB/T 17431.1 的规定；重晶石骨料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重晶石防辐射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GB/T 50557

的规定。

4.3.7  企业可在骨料进场验收时对细骨料的级配、杂物、含水率、含泥量

（石粉含量）、亚甲蓝值；粗骨料的级配、杂物等项目进行检验，取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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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具有代表性，宜采用快测设备和技术。

4.3.8  细骨料的复试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含泥量（石粉含量）、泥

块含量；粗骨料的复试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含泥量、泥块含量、针

片状含量。同厂家、同规格的骨料不超过 400m3或 600t 为一检验批。当

同厂家、同规格的骨料连续进场且质量稳定时，可一周至少检验一次。

4.3.9  结构混凝土用细骨料的坚固性、氯离子含量、机制砂石粉的流动比、

粗骨料的坚固性等指标，同一厂家、同一品种骨料，每年检验不应少于一

次。当预拌混凝土质量发生异常时，应增加检验频次。

4.4  矿物掺合料

4.4.1  预拌混凝土中可掺用的矿物掺合料有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硅

灰、石灰石粉和白云石粉等。

4.4.2  用于预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

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 的规定，宜采用Ⅰ级或Ⅱ级，Ⅲ级粉煤灰不得

用于结构工程。耐久性设计值大于等于 50 年的混凝土结构不得采用 C 类

粉煤灰。

4.4.3  用于预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

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的规定；硅灰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 的规定；白云石粉

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混凝土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程》DB11/T 1029 的

规定。

4.4.4  矿物掺合料使用应符合《混凝土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程》DB1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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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等相关标准规定。当使用标准无规定的矿物掺合料时，必须有充足

的技术依据，并应在使用前进行试验验证。

4.4.5  企业可在矿物掺合料进场时对粉煤灰细度、需水量比；矿渣粉比表

面积、流动度比；硅灰需水量比；石灰石粉流动度比、亚甲蓝值；白云石

粉需水量比、亚甲蓝值等项目进行检验。

4.4.6  矿物掺合料进场复试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粉煤灰复试项目应包括细度、需水量比、烧失量、安定性（C 类粉

煤灰）。同厂家、同规格且连续进场的粉煤灰不超过 500t为一检验批；

2  矿渣粉复试项目应包括比表面积、流动度比、活性指数。同厂家、

同规格且连续进场的矿渣粉不超过 500t为一检验批；

3  硅灰复试项目应包括二氧化硅含量、烧失量。同厂家、散装运输、

连续进场的硅灰不超过 100t 为一检验批；同厂家、袋装运输、连续进场

的硅灰不超过 30t为一检验批；

4  石灰石粉复试项目应包括细度、抗压强度比、流动度比、亚甲蓝值

（MB）。同厂家、连续进场的石灰石粉不超过 200t 为一检验批；

5  白云石粉复试项目应包括细度、抗压强度比、需水量比、亚甲蓝值

（MB）。同厂家、连续进场的白云石粉不超过 200t为一检验批。

4.5  外加剂

4.5.1  减水剂、引气剂、泵送剂、早强剂、缓凝剂等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标准的规定；防冻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防冻剂》JC/T 475 标准的规定；膨胀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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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膨胀剂》GB/T 23439 标准的规定；速凝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喷射混凝土用速凝剂》GB/T 35159 标准的规定；其他外加剂应符合相

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4.5.2  外加剂使用前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 50119 的规定进行原材料相容性试验，满足要求后方可使用。

4.5.3  不同品种外加剂应分仓存储。不同品种外加剂复合使用时应对其相

溶性和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进行试验。当不同种类外加剂交替使用时，使

用前应清洗搅拌机、罐车、泵车、管道等设备。

4.5.4  液体外加剂应放置阴凉干燥处，并采取措施防止日晒、雨淋、渗漏。

冬期施工应采取措施防止结晶，使用前应搅拌均匀。如有变色等现象，应

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4.5.5  引气剂宜采用独立的计量系统。

4.5.6  企业可在外加剂进场时，选取常用 C30 的配合比进行试拌或相容性

试验；膨胀剂可检验细度（比表面积）等项目。

4.5.7  外加剂进场复试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复试项目应包括密度（或细度）、pH 值、含固

量（或含水率）、减水率。早强型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应测 1d 抗压强度

比，缓凝型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还应检验凝结时间差。同厂家、连续进

场的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不超过 50t为一检验批；

2  泵送剂复试项目应包括 pH 值、密度（或细度）、含固量（或含水

率）、减水率和坍落度 1h 经时变化值。同厂家、连续进场的泵送剂不超过

50t 为一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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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气剂及引气减水剂复试项目应包括凝结时间差、密度（或细度）、

pH 值、含固量（或含水率）。同厂家、连续进场的引气剂不超过 10t 为一

检验批；引气减水剂不超过 50t 为一检验批；

4  防冻剂复试项目应包括氯离子含量、密度（或细度）、含固量（或

含水率）、碱含量和含气量，复合类防冻剂还应检测减水率。同厂家、连

续进场的防冻剂不超过 100t 为一检验批；

5  膨胀剂复试项目应包括水中 7 天限制膨胀率和细度。同一厂家、连

续供应的膨胀剂不超过 200t 为一检验批。

4.6  水

4.6.1  预拌混凝土生产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规定。

4.6.2  回收水的使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废水回收

利用规范》JC/T 2647 的规定，应经试验确定使用量。

4.6.3  混凝土企业应配备回收水利用装置，宜具有自动调整、显示和记录

浆水密度等功能，并定期对回收水利用装置进行监控或校准。

4.6.4  混凝土生产用水首次使用时应检验 pH 值、硫酸根离子含量、氯离子

含量、不溶物含量、可溶物含量、碱含量、放射性等指标。

4.6.5  企业使用回收水时，可对回收水的外观、含固量、密度、pH 值等项

目进行检验。

4.6.6  回收水复试检验项目应包括水泥胶砂流动度比、水泥净浆凝结时间

差、混凝土抗压强度比。每季度至少检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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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试验时，试验工作场所的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应符合相应试验方

法标准的规定并定期记录。

5.1.2  试验人员应熟悉相关规定与技术要求，经培训合格后上岗，试验人

员数量应与生产规模相匹配，持证人员数量满足相关规定要求。

5.1.3  试验人员应按有关技术标准开展试验工作，做到方法正确、操作规

范、记录真实、结论明确。

5.1.4  试验工作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试验人员共同完成。实时数据自动采

集或具有视频监控的试验项目可由一名试验人员完成。

5.1.5  各种原材料试验记录、混凝土试配记录、混凝土性能检验试验记录

及相应的试验报告应按试验的时间顺序分类编号，编号应连续，不得断号、

重号。企业试验室不具备试验条件的试验项目，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

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建立委托台账。

5.1.6  试样（件）应有唯一标识，标识应字迹清晰、附着牢固，应按时间

顺序分类连续编号，不得断号、重号。

5.1.7  试验室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统计评定标准》GB/T 

50107规定，定期对不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强度进行数理统计评定，为配合

比设计及生产质量控制评价提供依据。统计评定方法宜采用未知方差法或

非统计方法，统计周期不应超过 3个月。

5.1.8  混凝土强度异常或达不到规定要求时，应及时上报技术负责人，并

按相关管理制度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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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原材料批量检验和混凝土试验后应对试样（件）进行留置，留置时

间不应少于 72h，混凝土抗压破型试件留置时间不应少于 24h。

5.1.10  预拌混凝土企业不得向使用单位提供用于工程质量验收的混凝土

试件。

5.2  配合比设计

5.2.1  预拌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根据混凝土原材料性能、设计强度等级、

耐久性以及施工工艺对工作性的要求，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规程》JGJ 55 执行。特种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有关

标准执行。公路、市政、铁路等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按相关行业标准执

行。冬期施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还需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

5.2.2  矿物掺合料的掺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

程》JGJ 55 或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应通过试验确定。大体积混凝土、

水下工程混凝土以及有抗腐蚀要求的混凝土等混凝土构件最小截面尺寸

较大时，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矿物掺合料的掺量。

5.2.3  冬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控制最小水泥用量。当环境温度不低于

-10℃时，结构混凝土最小水泥用量不应小于 220kg/m³；当环境温度低于

-10℃时，结构混凝土最小水泥用量不应小于 240kg/m³。

5.2.4  预拌混凝土企业可采用系列配合比设计方法进行普通混凝土配合比

设计与试配，并确定系列配合比备用。系列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同一个系列试配用原材料应相同；

2 配合比的用水量、砂率、矿物掺合料掺量、外加剂掺量及含气量等



14

设计参数基本相同或按一定规律变化；

3 试配水胶比的数量应为三个或三个以上，且间隔不宜超过 0.05；

4 根据试配结果绘制强度-胶水比线性关系图，或确定强度-胶水比线

性回归方程，回归方程的线性相关系数不宜小于 0.85；

5 按照配制强度及生产和使用要求，在试配水胶比范围内，确定多个

性能接近、相邻的强度等级的配合比。

5.2.5  试验室应根据工程类型、使用环境、工程部位以及原材料特性进行

混凝土配合比试验。配合比试验应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同一生产厂家、同

一品种的原材料。

5.2.6  混凝土配制强度应根据生产管理水平及强度统计结果确定，实际生

产的混凝土强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的要求。

5.2.7  混凝土配合比试验应对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力学性能及耐久性能进

行验证。

5.2.8  试配过程中应详细记录混凝土拌合物出机坍落度、坍落度经时损失、

坍落扩展度、扩展度经时损失、表观密度、水溶性氯离子含量、力学性能

等相关性能指标，应对混凝土的工作性状态进行简要描述，并根据设计要

求进行长期和耐久性能验证试验。特种混凝土还应进行混凝土相关指标试

验。

5.3  配合比使用

5.3.1  应建立配合比使用管理制度，宜通过信息化系统进行管理。混凝土



15

配合比经试配验证符合设计要求后，经技术负责人书面批准后方可使用。

对首次使用、停止使用的配合比（包括配合比授权）应有相应的记录。

5.3.2  配合比在使用过程中，应根据原材料情况及混凝土质量检验的结果

予以调整。配合比调整应经过试验验证，调整内容、范围、适用条件和被

授权人须经技术负责人书面授权批准，并明确有效期限。

5.3.3  首次使用的 C25 及以上的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定，开盘鉴定应由技

术负责人组织有关试验、质检、生产人员参加。开盘鉴定内容应包含：生

产使用的原材料与配合比设计一致性，拌合物的性能是否满足施工要求，

水溶性氯离子是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的

规定，强度评定和耐久性应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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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及信息化管理

6.1  一般规定

6.1.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设备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配备仪器、

设备管理人员，对仪器、设备进行分类管理，建立设备档案。

6.1.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定期对相关设备进行检查保养，填写主要设备使

用和维修保养记录。

6.1.3  预拌混凝土企业的合同签订、原材料采购与管理、生产调度、试验

管理及技术质量管理等全过程活动宜使用信息化管理系统。

6.2  混凝土搅拌系统

6.2.1 混凝土搅拌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混凝土

搅拌机》GB/T 9142 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混凝土搅拌站

（楼）》GB/T 10171 的规定，同时还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预拌混凝土绿

色生产管理规程》DB11/T 642 规定。

6.2.2  混凝土搅拌系统应采用计算机控制，并与企业计算机管理系统连接。

计算机控制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1 仓门开、关量在线监测；

2 软件调零；

3 辅助校秤；

4 生产状况动态模拟显示，各种动态数据实时显示；

5 称量动态自动补称；

6 称量提前量自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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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料顺序可根据需要调整；

8 搅拌时间可根据需要调整；

9 生产数据实时存储，定期转存、导出；

10 可查询三个月内不同时段生产数据。

6.2.3  混凝土搅拌机卸料口处应安装监控装置。

6.2.4  应定期检查混凝土搅拌叶片和衬板等部位，并保持搅拌机内外清洁、

润滑。

6.3  搅拌系统计量设备

6.3.1  搅拌系统原材料计量应选用电子类计量设备，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

其静态计量偏差不应超过±1%。

6.3.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定期对搅拌系统计量设备进行校准，每季度不少

于一次。自校应按设备量程的 20%~80%进行，且最小量程应低于 1m³混

凝土配合比的最低用量。计量设备首次使用、停用超过半年、出现异常情

况、维修后再次使用前应进行校准。

6.3.3  预拌混凝土企业技术负责人，应对计量设备校准或检定结果是否满

足预拌混凝土生产的计量精度控制要求进行确认。

6.3.4  企业应配备用于校准计量设备的砝码，砝码规格应齐全，初次使用

前应进行检定。

6.3.5  企业宜采用自动化设备对搅拌机组计量系统进行校准。

6.4  试验设施与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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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配备原材料检验和混凝土试验必要的仪器、设施，

标养室面积、仪器种类和数量应与搅拌站生产能力相匹配，仪器性能和试

验操作环境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检测试验管理规程》DB11/T 

386 及各相关试验方法标准的规定。

6.4.2  预拌混凝土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现场建立混凝土试件成型养护室，并

配备必要的混凝土试验仪器。成型、养护室环境条件和试验仪器性能应符

合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检测试验管理规程》DB11/T 386 及相关混凝

土试验方法标准的规定。

6.4.3  各种试验仪器的校准、检定和标识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

检测试验管理规程》DB11/T 386 的相关规定，仪器应在检定有效期内使

用。对于使用频次较高或易产生漂移的试验设备，应对其进行期间核查，

并进行记录。

6.4.4  预拌混凝土企业技术负责人应对仪器校准或检定结果是否满足使用

要求进行确认。

6.5  混凝土运输车

6.5.1  混凝土运输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搅拌运输车》GB/T 26408

的规定。

6.5.2  混凝土运输车应安装卫星定位系统，自动生成运输轨迹，并应在车

上安装摄像头对混凝土运输和现场浇筑情况进行监控。

6.5.3  混凝土运输车应保持清洁，罐内外粘结的残留混凝土应及时清理。

6.5.4  混凝土运输车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保养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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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混凝土运输车应安装转向传感器，以监测混凝土罐的转向和转速。

6.6  其他设备

6.6.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根据所用原材料不同类别、品种规格分别设立储

仓和储罐，仓罐容量应与混凝土生产能力相匹配，仓罐数量应符合预拌混

凝土生产工艺要求。储料仓罐应进行标识，并有相应的防尘、防漏、防渗

和防腐措施。粉料筒仓应安装料位显示装置。

6.6.2  混凝土泵送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泵》GB/T 13333 和现

行行业标准《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JGJ/T 10 的规定。

6.6.3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具备与混凝土生产相匹配的供热条件。

6.6.4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配备相应的清洗设备或设施，保持生产、运输设

备设施的清洁、整洁。

6.6.5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配备扬尘噪声监控设备，并应安装除尘设备和噪

声隔离设备。

6.7  信息化管理

6.7.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信息化管理制度，规范信息化管理内容、管

理要求。

6.7.2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通过基于工业互联网采集、整理、分析全流程关

键节点的质量管理，开展质量诊断预警，实现过程动态优化，制造和管理

信息的全程可视化，实现质量信息共享，提高智慧质量管理水平。

6.7.3  原材料采购、进场、验收、标识和使用全流程宜进行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管理内容宜包括实现原材料来源可追溯、进厂自助过磅、吹灰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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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自动委托检验、材料使用可追溯、料位在线监测、标识实时更新等。

6.7.4  试验过程宜进行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理内容宜包括试验环境自动

控制、试验过程自动化、试验过程可追溯、试验记录电子化、试验样品管

理数字化等功能。

6.7.5  生产过程宜进行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理内容宜包括线上订单、产

量实时统计、线上配合比传递、混凝土出机状态智能识别、计量误差超差

提醒、超授权调整提醒、调整过程自动记录等。

6.7.6  设备宜进行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理内容宜包括生产过程录屏、关

键位置可视化管控、设备设施运行状态实时监测等功能。

6.7.7  运输与交付过程宜进行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理内容宜包括运输单

自助打印和存储、运输过程监控、卸料及浇筑过程监控、混凝土状态实时

监控、运输单线上签收等。

6.7.8  资料宜进行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理内容宜包括质量控制过程电子

记录、资料电子化归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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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管理

7.1  一般规定

7.1.1  原材料累计计量允许偏差为水泥、矿物掺合料、水和外加剂±1%，

骨料±2%。

7.1.2  对于原材料进场、称量、卸料及除尘过程产生的废料，生产过程产

生的遗漏原料及废品，试验与检验过程产生的多余料或废料，运输、浇筑

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返厂的混凝土，均应建立合理的再利用或无害处理工艺。

7.1.3  预拌混凝土出厂后因各种原因发生返厂混凝土时应填写返厂混凝土

记录，并建立返厂混凝土台帐，内容包括返厂混凝土原因、返厂混凝土数

量、返厂混凝土时间及处理结果等。

7.2  过程控制

7.2.1  被授权的质量控制人员应依据配合比调整授权文件，在规定的范围

内对混凝土施工配合比进行调整。当配合比调整超出授权范围时，应至少

留置一组抗压强度试件。配合比调整过程应进行记录。

7.2.2  试验室应根据生产任务单的要求出具混凝土配合比。

7.2.3  使用骨料自动含水率测定装置时，应定期对自动检测装置进行校准。

不使用自动含水率测定装置时，每工作班抽测砂、石含水率不应少于一次，

当含水率有显著变化时，应增加测定次数，及时调整生产用配合比。

7.2.4  预拌混凝土的搅拌时间应按照生产工艺要求及搅拌设备说明书的规

定确定，常温不应少于 30 秒，冬期不应少于 45 秒。生产掺有引气剂、膨

胀剂或纤维等材料的混凝土以及 C60（含）以上强度等级的混凝土时应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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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延长搅拌时间。

7.2.5  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用配合比应与配合比通知单的配合比相符。生

产所用原材料应与配合比通知单中的原材料一致。

7.2.6  每工作班生产前，搅拌机操作人员应对称量系统进行归零校核，并

空转 10 秒进行动态检查，发现异常立即排除，同时空转砂、石上料仓下

的水平皮带，排空上面的积水。

7.2.7  质量控制人员和搅拌机操作人员应对当班首盘生产的混凝土拌合物

的工作性进行检查，确定本工作班的施工配合比。

7.2.8  预拌混凝土出厂前应逐车检查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不满足要求

不得出厂。当预拌混凝土有抗冻融要求时，应检测混凝土拌合物的含气量，

含气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T 50476 的规定。

7.2.9  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混凝土的入模温度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下列

规定：

1 冬期混凝土的入模温度不应低于 5℃；

2 夏季混凝土的入模温度不应高于 35℃；

3 大体积混凝土的入模温度不宜高于 30℃；

4 当合同对混凝土的入模温度有特殊要求时，应采取有效保证措施。

7.2.10  首次使用或有特殊技术要求的配合比开盘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质量控制人员应认真核查施工配合比各项数据输入是否正确，检查

使用原材料与配合比要求是否相符，检查设定的搅拌时间是否满足要求等，

检查无误后，方可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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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凝土开盘前，应检测砂石含水、砂含石等指标确定合理的施工配

合比，生产过程中不宜进行配合比调整；

3 质量控制人员应进行坍落度试验，观察判断混凝土拌合物工作性，

满足要求后应至少留置一组抗压强度试件，必要时进行表观密度、含气量

等试验，满足要求方可连续生产；

4 应有技术人员负责全程跟踪，确定配合比在运输、泵送、浇筑过程

中的工作性，必要时还应跟踪混凝土的凝结时间、外观质量和强度等，同

时应做好跟踪记录。

7.2.11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连续生产超过 2000m³以上时，

开盘时应进行基本性能试验。

7.2.12  混凝土检验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抗压强度检验取样频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

GB/T 14902的要求。按每日、同一配合比、每 100m³的混凝土取样不得少

于 1次，每次取样制作试件不少于 1组，不足 100m³时亦取样 1次。当同

一生产任务单连续供应量超过 1000m³时可按每 200m³取样不少于 1次；

2  有抗渗、抗冻融等耐久性或其他要求的混凝土，同一配合比检验批

不应少于 1次。

7.2.13  预拌混凝土生产时可根据需要制作不同龄期的试件，作为混凝土出

厂检验的依据，混凝土取样、编号和制作台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从罐车取样时，应至少快转 30 秒；从卸料口取样时，应随

机一盘或多盘取样；

2 试件制作应由专人负责，并建立制作台帐。台帐内容应包括试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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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强度等级、试配编号、工程名称、代表数量、龄期、制作日期、取样

时间和制作人等信息；

3 试件应按年度、龄期和制作时间分类连续编号；

4 混凝土试件应标明试件编号、强度等级、龄期和制作日期；

5 通过计算机用户身份标识生成的试块制作电子记录可以作为原始

记录。

7.2.14  生产调度人员、搅拌机操作人员和质量控制人员应分别对本班次发

生的各种质量相关事件进行记录。

7.2.15  混凝土生产过程应留存视频资料，生产过程的视频资料应记录拌台

生产的各项操作过程以及各原材料设定、调整和下料、扣称等使用情况，

视频资料的保存期应不少于 3 个月。

7.3  冬期生产

7.3.1  混凝土冬期施工期限宜为当年 11 月 15 日至次年 3 月 15 日。当室外

日平均气温连续 5 天稳定低于 5℃时，或者最低气温降到 0℃及以下时，

混凝土结构应采取冬期施工措施。

7.3.2  预拌混凝土所用骨料应清洁，不得含有冰、雪、冻块及其他易冻裂

物质。

7.3.3  冬期生产时，宜优先采用加热水的方法提高拌合物温度，也可同时

采用加热骨料的方法提高拌合物温度。拌合用水和骨料加热时，拌合用水

不应大于 60℃，骨料不应大于 40℃。当骨料不加热时，拌合用水可加热

到 60℃以上 80℃以下，并宜调整搅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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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冬期施工期间原材料加热、混凝土搅拌、运输、浇筑和养护等其他

有关规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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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输与交付

8.0.1  预拌混凝土运输应采用专用搅拌运输车，应采取措施避免遗洒。

8.0.2  混凝土运输车在装料前，应排净罐内积水、残留浆液和杂物。

8.0.3  对混凝土入模温度有要求时，应对混凝土运输及泵送设备采取保温

隔热措施，防止局部混凝土温度升高或受冻，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罐内

水分蒸发。雨季时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流入罐内或泵车料斗。

8.0.4  混凝土运输车入料口和卸料斗装卸完毕清洗时，应避免泥水、杂质

掺入混凝土中。车轮保持干净无污，不得带泥上路。

8.0.5  混凝土运输车在运输途中及等候卸料时，应保持罐体正常转速，不

得停转。

8.0.6  运送混凝土时应随车签发《预拌混凝土运输单》，并按照混凝土工程

施工相关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准确提供相关的技术性能报告和混凝土出

厂合格证等证明材料。提供资料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筑工程资料管理

规程》DB11/T 695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808等标

准的规定。

8.0.7  混凝土运输至施工现场后，施工单位应授权专人对到场混凝土进行

验收，逐车确认混凝土数量和质量，并在《预拌混凝土运输单》上签字。

验收内容及验收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规

定和合同约定。

8.0.8  混凝土到达现场后，因坍落度损失较大，不能满足施工要求时，可

在运输车罐内加入适量的与原配合比相同成分的减水剂。减水剂加入量应

事先由试验确定，并应有记录。加入减水剂后，混凝土运输车罐体应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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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搅拌均匀，达到要求的工作性能后方可泵送或浇筑。现场只允许进行

一次调整。

8.0.9  施工单位应对交付时成型的试件强度或耐久性进行检验与评定。混

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执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执行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

定标准》JGJ/T 193。评定结果作为预拌混凝土质量交货的依据。

9  浇筑与养护

9.0.1  预拌混凝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及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施工，合理安排浇筑过程，避免混凝土

浪费以及对环境造成影响。

9.0.2  浇筑混凝土前，应清除模板内或垫层上的杂物。表面干燥的地基、

垫层、模板上应洒水湿润；现场环境温度高于 35℃时宜对金属模板进行

洒水降温；洒水后不得留有积水。

9.0.3  混凝土浇筑应保证均匀性、密实性和连续性。

9.0.4  润泵砂浆、润泵剂不得浇筑到混凝土结构中。

9.0.5  混凝土到达现场验收合格后，应及时浇筑到位。混凝土从出机到浇

筑完毕的持续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等相关规定。

9.0.6  预拌混凝土泵送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JGJ/T 10 执行。泵送设备数量应与混凝土施工要求相匹配，泵管连接应密

封、牢固，管壁内应光滑无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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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  混凝土浇筑过程应留存影像资料，宜采用自动化监控设备进行监控。

9.0.8  雨季施工应按照审批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方案执行。雨天不宜进行混

凝土露天浇筑，如需要浇筑，混凝土浇筑作业面应采取防雨措施。大雨、

暴雨天气不应进行混凝土浇筑。

9.0.9  混凝土浇筑后，应及时进行养护，按工程质量要求和相关标准制定

养护方案并严格执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在施工浇筑平面构件时应减少暴露工作面，首次找平后应立即用塑

料薄膜紧密覆盖，抹面时应随抹随盖，终凝后可蓄水养护；

2 柱或墙等竖向构件拆模后宜直接覆膜，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薄膜脱

落，或采用蓄水内膜、保水性能良好的模板等养护。浇筑完毕后顶部应严

密覆盖；

3 湿养护的期限应不少于 7 天。养护水的温度与混凝土表面温度之差

不应超过 25℃。在寒冷气候下，应采取保温措施并延迟拆模时间；

4 冬期施工期间，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JGJ/T 104 中规定的不同类型施工方法的要求进行施工和养护。

9.0.10  施工荷载应进行结构验算。当混凝土养护至适宜强度不粘模板时，

方可拆除侧模。混凝土强度达到 1.2MPa 前，不得在其上踩踏、堆放荷载、

安装模板及支架。

9.0.11  同条件养护试件应与实体结构部位养护条件相同，并应采取措施妥

善保管。

9.0.12 冬期施工混凝土在达到受冻临界强度之前不应撤除保温措施，混凝

土的受冻临界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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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环境最低温度高于-10℃时，采用综合蓄热法、负温养护法施工

的混凝土受冻临界强度不应小于 4.0MPa；

2  当环境最低温度在-10℃至-20℃时，采用综合蓄热法、负温养护法

施工的混凝土受冻临界强度不应小于 5.0MPa；

3  薄壁结构混凝土、抗渗混凝土的受冻临界强度不应小于设计强度等

级的 50%；

4  对有抗冻融要求的混凝土，不宜小于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值的70%。



30

10  资料管理

10.0.1  资料的管理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 

695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808 等标准的规定。

10.0.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资料管理制度，包括收集、整理、归

档和保管、利用、销毁、移交等内容。资料应真实、完整、有效、齐全。

10.0.3  技术资料的填写应内容齐全、字迹清晰、书写规范，并符合有关规

定。原始记录严禁随意更改，因笔误需要更改时应在错误处杠改，并注明

更改人、更改日期。

10.0.4  提供复印件时应加盖印章，注明原件存放处并有经手人签字。

10.0.5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设专人负责技术资料管理。

10.0.6  归档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混凝土销售合同；

2 生产任务单；

3 混凝土配合比申请单、通知单；

4 开盘鉴定；

5 原材料试验记录及报告；

6 混凝土强度和耐久性试验记录及报告；

7 预拌混凝土运输单；

8 预拌混凝土配合比调整记录；

9 预拌混凝土出厂合格证；

10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和碱总量计算书；

11 基本性能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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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质量事故分析及处理资料；

13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记录；

14 其他与预拌混凝土生产、质量有关的重要文档。

10.0.7  归档资料的保存可采用纸介质或电子载体的形式，电子载体应有电

子签名、流转审批等管理要求，并应有防止信息丢失或被篡改的可靠措施。

资料保管期限应不少于 6 年。

10.0.8  归档资料存放应有固定的场所，采取有效的保管措施，防止损坏和

丢失，具备防火、防潮、防蛀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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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这样做的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5812013003

6006042

https://d.book118.com/358120130036006042
https://d.book118.com/358120130036006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