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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检测及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处理措施

刘光伟 杨艇艇 白 嵩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400017

摘� 要：对于建筑工程项目而言，建筑检测是项目建设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该环节的工作质量在很大程度

上会对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产生影响。基于建筑工程检测工作的重要性，相关从业人员就需要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来

做好检测工作，以此来为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提供保障。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现

阶段的建筑检测以及检测管理中尚且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建筑质量的提升。基于此点，本文将围绕着建筑检测及管

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建筑检测及管理问题，优化检测及管理成效的有效对策，以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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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的建筑行业中，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及

安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建筑的质

量安全不仅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同

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建筑企业的企业形象与口碑，

而形象与口碑关乎企业能否在先进激烈的市场中稳定发

展。所以，在建筑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相关单位及人员

就需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来最大程度地保障工程项目的

质量与安全。而建筑检测工作的规范进行，对于及时发

现建筑设施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保证建筑质量都有重

要意义，因而工程项目建设期间，重视并做好建筑工程

检测工作至关重要。然而现如今，虽然我国的建筑检测

行业操作日益规范，但是在检测及管理方面尚且存在一

些不容小觑的问题亟需解决和处理。而本文将围绕这些

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优化措施展开简要阐述，具体内

容如下。

1 建筑检测及管理中存在主要问题

1.1  检测结果准确性不足
现阶段，建筑工程检测及管理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之一便是相关检测机构最终出具的检测报告中，部分数

据、参数存在着精确度不足的问题。当建筑工程项目正

式进入施工阶段以后，检测工作便随之开始，并贯穿于

施工的全过程中。之所以需要在施工的全过程中不间断

地开展工程检测工作，主要目的在于为项目中的关键及

重要工序的施工质量与安全提供数据保障，以此来保障

工程的整体质量与安全。而若是工程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不足，就会对工程项目的建设环节产生影响。例如在对

钢筋这种建筑原材料进行检测时，需要对屈服强度、抗

拉强度、伸长率等参数指标进行检测，一旦在检测过程

中出现检测结果不准确现象，就有可能会让原本质量不

达标的钢筋变成了合格产品。此时若是将这种钢筋应用

于工程项目建设阶段，钢筋材料就有可能会因为所承受

的应力强度超过钢筋的屈服强度，从而导致钢筋结果发

生变形，进而影响建筑整体结构的稳定性，严重时还会

导致建筑结构出现倾斜、塌陷等问题。而在对混凝土进

行检测时，需要对抗压强度等力学性能以及抗渗、碳化

等经久功能进行检测，检测过程中若是出现检测结果不

准确现象，也有可能会导致劣质混凝土构件成为合格产

品，从而导致建筑的质量或是使用寿命无法达到预期标

准，进而出现一系列问题。

1.2  检测人员专业水平不足
检测人员专业水平不足是现阶段建筑工程检测领域

的另一个常见问题。在建筑工程检测管理工作中，检测

人员是主体，他们的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工作态度、

工作经验等都会从不同方面对检测工作的质量产生影

响。而现如今，部分检测机构内部的检测人员或多或少

地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从而对建筑检测工作质量产生

影响。

例如若是检测人员自身专业水平不足，自身未能全

面掌握建筑工程检测领域的相关基本理论知识，如不知

道某些建筑原材料应当进行哪些参数、指标的检测，

就会导致他们在开展检测工作时出现漏检、重复检测的

现象，从而导致最终出具的检测结果不全面，不具备有

效的参考价值；而若是检测人员经过专业化、系统化培

训，但是缺少丰富的工作经验，此时他们在开展检测工

作时，为避免出错，就会选择照搬照抄相关规范以及检

测工作流程，不知道灵活变通，这样不仅会影响工程检

测的效率，同时也有可能会因为外界干扰或是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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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正常运行而手忙脚乱，从而忙中出错，导致检测工

作质量不理想。此外，建筑检测工作要求工作人员谨

慎、细心、有责任心，也就是说想要做好检测工作，不

仅要求检测人员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以及工作经验，同

时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以及工作态度。然而现阶

段部分检测人员在开展工程检测时，并没有对此项工作

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就导致他们在开展建筑检测工作时

存在工作前并没有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查与调试而直接开

展建筑检测工作、未认真按照操作规范要求及流程进行

检测题，从而导致检测数据出现偏差错误，抑或是接受

贿赂，故意更改数据，让劣质产品成功通过检测等问

题，导致检测工作形同虚设，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

1.3  检测实验室规范化管理不当
除上述问题外，在现阶段的建筑工程检测领域，还

存在检测实验室规范化管理不当。前文提及，在建筑工

程项目建设阶段，建筑检测工作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份合格的质量检测报告不仅直接关系到建筑物交付使

用后使用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关系到实际建筑功能的

实现。而通常情况下，建筑检测工作都是在实验室中进

行，其是提供建材质量数据以及质量检测报告的重要部

门，可以说实验室测得的报告直接决定建筑材料是否合

格，是否符合工程需要性能及规格。然而现阶段，部分

检测实验室由于未能有效地做好规范化管理，甚至存在

实验室规范化管理流于形式现象，致使出自实验室的建

材质量数据存在数据缺失、不齐全、不精确等问题，质

量检测报告存在用经验数据出具报告，原始记录后补、

内审策划不当、不到位、发现问题后整改力度不够等问

题，导致实验室所出具的数据及报告失去了其应有的价

值，无法为工程项目建设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2 建筑检测及管理中常见问题的处理措施

2.1  检测结果不准确问题的处理措施
前文提及，建筑工程检测过程中存在检测结果不准

确，出现各种误差的现象，而这些误差的种类及引发原

因众多，例如随机误差是因为某些不受人为控制或是偶

然等原因而产生的，系统误差则是因为操作人员的疏忽

或是计算机未按照要求进行相关操作这类原因而产生，

过失误差则是由于检测前操作人员未进行仪器设备调

试、检测过程中操作人员未看清楚、记错数据所导致。

为有效地减少误差的出现及严重性，相关工作人员就需

要根据误差的类型及引发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来妥善

解决。

（1）随机误差消除措施
在进行建筑检测工作时，若是应用的检测仪器设备

自身存在精确度不足、不灵敏、不稳定等问题，就有可

能会导致最终的检测结果出现随机误差，而为了避免此

类误差的出现，相关检测人员就需要选用质量良好，且

级别适宜的检测设备以及计量器具。此外，样品质量也

有可能会导致随机误差的出现，所以检测人员在前期选

择样品时，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提升检测样本的真实

有效性与代表性，例如在对砼进行检测时，就需要让专

业的技术人员严格按照检测要求制作砼试块，否则就会

导致样品缺乏代表性，从而导致随机误差的出现。

（2）系统误差消除措施
所谓的系统误差，其实质是测定值与真实值之间出

现的倾向性误差。在操作的具体过程中，其具有显著的

规律性，因而想要消除系统误差，检测人员只需要严格

按照操作规范、流程完成相关建筑检测工作即可。

例如在实际应用这些检测仪器设备前检测人员就需

要对设备进行调试，确保其精确度可以满足检测工作需

求，同时还需要对整个检测仪器及装置结构进行细致检

查，避免出现诸如齿轮杠杆测微仪直线位移和转角不成

比例等现象而产生系统误差。同时在检测过程中，应当

根据检测对象及检测内容要求控制实际环境温度，尽可

能地消除实际环境温度以及标准环境温度之间的偏差，

从而减小甚至消除由此所产生的系统误差。

（3）过失误差消除措施
过失误差主要是由人为因素所导致，所以为消除过

失误差所导致的检测结果不准确问题，就需要采取有效

措施来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建筑检测过程中，

应当要求检测人员进行多次读数，并一一记录每一次的

数据，以消除因看错或记错所导致的误差；也可以要求

多名检测人员来进行数据的读取与记录，这样也是一种

消除过失误差的有效措施。

2.2  检测人员专业水平不足的处理措施
前文提及，检测人员自身专业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整个建筑检测的质量。所以，相关检测机构就需要

采取有效措施来提升人员准入门槛及检测人员数量，以

此来实现机构内部检测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

部分建筑检测机构为了接取更多的建筑工程检测任

务，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往往会随意地增加机构内部

人员数量，从而让大量专业水平不达标的人员进入建筑

检测机构从事检测工作，这样会导致建筑检测质量受到

影响，无法提供一份切实有效的质量检测报告；部分检

测机构还会为了节省成本而让建筑检测人员从事非其专

业领域的检测工作，即让钢材检测领域的工作人员去操

作相关仪器设备来进行混凝土试块、保温材料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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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的检测工作，这样也会因为专业水平而导致最

终出具的检测报告失真，抑或是让一个检测人员同时完

成多份检测任务，这种情况下，检测人员就会因为工作

强度过大而导致检测过程中出现各种误差，或是为了提

升检测效率而不按照流程完成检测作业，从而导致检测

质量下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检测机构就需要提升人

员准入门槛，即在人才招聘环节需要对面试人员进行全

方位的考核，包括但不限于建筑检测领域的相关国家标

准、相关检测知识、相关仪器设备的操作规范、流程、

检测人员的实践工作时长及经验等等，确保其各项要求

都符合标准后，方可将其纳入检测机构人才团队中。此

外，检测机构还应当配置足量专业水平达标的检测人员

来从事各项检测工作。如地基基础类工程检测团队应当

配置至少四名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且从事工程桩基检

测工作3年以上，且其中至少一人应当具备二级注册岩土
工程师资格的检测人员；主体结构类工程检测团队配置

要求基本同上，不同之处在于其中应当至少一人具备二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2.3  检测实验室规范化管理不当的处理措施
想要做好检测实验室的规范化管理，相关检测机构

首先需要做的便是建立健全、完善的规范化管理条例，

以此来为规范化管理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而在此过程

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确立各种资源、要素以及职责分配
在建筑工程检测过程中，实验室的检测工作主要是

提供准确的检测报告。而实验室检测工作所涉及的检测

内容较多、检测环节较为繁琐、复杂，因此为实现实

验室的规范化管理，以此来保障各个环节的工作质量，

就需要将建筑检测工作进行细分，让不同部门负责不同

检测内容、检测环节的管理活动，同时还应当根据管理

活动，确定不同部门所需要承担的管理职责以及岗位职

责，并赋予其相应的权限以及软硬件与人员配备。以见

证取样检测场地这一资源为例，实验室规范化管理过程

中应当明确规定各种见证取样检测场地的最小面积以及

所处位置，如水泥物理学性能检验试验场地面积不得少

于30m2，恒温恒湿养护室面积不得少于50m2；钢筋的力

学性能检验场地面积不得少于40m2。且彼此之间应当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地保持间距，以免互相产生影响。

（3）规范化管理体系的运行
除做好前文所提及的各项工作外，想要保证检测实

验室规范化管理成效，检测机构相关管理人员还应当采

取有效措施来保障规范化管理体系的顺利运行。为此，

相关管理人员就需要定期或是不定期地对检测实验室内

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进行全面的内部审查，对其中表

现良好的部门予以适当的奖励，对存在问题的部门及环

节需要进行深入探析，找出其中潜藏的影响检测工作质

量与服务质量的因素，并要求责任部门针对问题采取相

应的措施进行整改，以此来不断提升整个检测机构的检

测工作质量。

3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从检测结果、检测人员、检测实验

室管理三个方面简要阐述了现阶段建筑工程检测及管理

领域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处

理措施，希望可以借此来帮助相关检测机构及人员更好

地完成建筑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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