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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的质量检测探析

刘清华*

鄄城质安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 菏泽� 274600

摘� 要：建筑行业是事关民生的重要行业之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建筑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其

中，建筑材料不仅要在性能上满足使用要求，还要满足美观性和环保性等方面的要求。与过去相比，建筑材料检测工

作的重要性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现阶段建筑材料检测工作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不仅影响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还制

约了其行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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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质量的优劣，除了设计、施工技术水平外，建筑工程材料质量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做好建筑工程材料

质量检测十分重要。当前，就我国建筑工程发展现状来看，建筑材料质量检测方法最普遍的是抽样检测。但是材料在

生产过程中往往难以保证统一性，相同批次的材料也会有一定差异性，单纯运用抽样检测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工程质量

的需要，为了使工程质量得到充分保证，提升建筑材料质量检测十分必要。

1��建筑材料质量检测的重要性

建筑材料检测主要是根据现有相关标准和规定，利用现代化仪器设备，采用科学合理的检测技术，对建筑材料各

项指标和参数进行检测、记录和分析。有效开展建筑材料检测工作，可以进一步为建筑材料质量评估体系提供科学有

效的技术支持，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建筑企业可持续稳定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建筑市场上的建筑材料

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其特性和用途也存在明显差异，其用途在建筑工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材料的好坏直接关系

到建设工程施工质量，劣质材料会降低整体建筑结构的刚度、稳定性和耐久性。建筑材料检验不仅包括对生产单位的

质量检验，还包括对施工单位的检验。（�）生产单位检验主要是对材料的各项性能参数进行检测，确定和评价建筑

材料质量是否符合出厂要求。（�）施工单位检验也是对材料的性能参数进行检测，确保建筑材料质量符合建筑工程

施工要求，再决定是否使用该批次材料>��。

2��材料质量检测影响因素

�����取样检测

在取样检测后会得出对应的检测报告，报告结论的准确性与样品抽取的标准和规范程度相关，因此，在取样过程

中应保证取样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在此基础上，才能使材料检测的准确性得到充分保障，进而体现检测的科学性。

�����检测方式未能与时俱进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经济提升互为表里，无论是建筑施工技术，还是建筑材料，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

展。与��世纪的建筑相比�许多城市面貌因为建筑材料的变化而焕然一新。因此，如果继续沿用传统建筑材料检测方

式，就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这就需要相关检测机构改变和创新检测方式，以适应当前建筑材料检测的要求。但是，一

些检测机构或施工单位在自检环节，没有在检测设备上投入足够的资金，导致设备更新方面捉襟见肘；在检测特定建

筑材料时，没有相应的检测设备，从而导致检测结果出现严重误差。另外，一些检测设备精度不足，难以保证材料成

分和含量的准确性，从而使工程整体质量受到较大影响>��。

�����检测设备

*通讯作者：刘清华，女，汉族，����年�月，山东菏泽，鄄城质安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职工，助理工程

师，大专，研究方向：建材检测。



工程材料分析 2022� 第4卷� 第1期�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88

检测设备的质量会影响检测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检测设备越来越先进。许多质量较好，检测结果较精准

的设备已经进入了施工材料的监测行业之中，但是一些建筑团队为了节省成本，就采用质量较差、技术落后的设备，

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此外，检测设备在使用完之后没有进行合理地回收和维护，导致检测设备出现质量问题，最终

也会给检测结果造成影响。

�����忽视材料质量管理

采购材料时，遇到商家以较低价格出售产品，采购人员以较低价格批量购买该材料，并盲目评估收益，这种选择

建筑材料时不考虑项目实际要求的现象应当杜绝。同时，外购材料乱放，对材料的管理和保护不力，材料受外界因素

影响会生锈或出现其他问题，存在材料质量隐患。

3��建筑工程材料质量检测提升路径

�����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材料检测过程中，工作人员会对检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人员素质的高低和最终检测结果的准确程度联系紧密，

因此，工作人员必须取得上岗资格证书，同时需对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和检测技术进行培训。但是，就当前的建筑工

程现状来看，多数检测工作人员对自身工作的认识不到位，相关培养制度也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技术水平的

提升，比如，材料检测时，工作人员往往存在方法不当、操作不规范等问题，这对工程质量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因

此，需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定期培训，强化对检测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的掌握>��。

�����加强取样管理

在建筑材料采购环节，检测人员需要加强材料样本的采集，对于运抵施工现场的材料，应检查其能否达到施工各

项要求。另外，由于不同建筑材料有不同的取样标准，检测人员应当明确相关规范要求，让检测结果更具说服力。举

例来说，对于水泥的检测，如果是袋装水泥，就需要选取��个不同部位样品，取等样数量；如果是散装水泥，就需要

随机从罐车中采样，罐车数量应在�个以上。两种水泥的取样重量都应在��NJ以上。对于钢材的检验，热轧钢筋应随

机抽取两根，每根切取拉伸、冷弯试件一组；如果是低碳钢热轧圆盘条，就需要随机取一盘，切取一个拉伸试件；如

果是冷拔低碳钢丝，就需要切取一个冷弯和一个拉伸试件；如果是冷轧扭钢筋，就应随机取两根，分别切取冷弯与拉

伸试件。

�����加强对材料质量的验收工作

加强对材料质量的验收，一方面在对建筑材料进行验收时，检测人员要对材料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查，对于经过检

测不合格达标的装修材料，要进行合理的处理，禁止应用到建筑工程当中。另一方面，对各类建筑材料的生产进场检

验证明材料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如果材料进场时没有相应的检验证明，要进行及时补检，避免劣质材料进入工地被

应用到工程当中。再者，认真核对厂家批号及合格证明，避免规格不符的材料混入到现场当中；最后，对建筑材料在

运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并在验收的过程中重点把握，以避免因运输中造成质量问题对建筑工程质量

的影响。

�����严格控制室内外空气温湿度

在对建筑材料样品进行检测的过程中，一些外部因素直接影响检测数据的准确性。例如，在钢筋材料检测过程

中，当外界温度过高或过低时钢筋受热膨胀和受冷收缩，钢筋内部结构和质量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从而导致建

筑材料质量检测不准确。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建筑材料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必须全方位考虑各种因素，以确保所获得数

值的准确性。

�����加强误差控制工作

误差控制是建筑材料检测质量控制的重要措施，通过对误差影响因素的分析，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措施，确保质

量检测的准确性。检测过程中误差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为因素，二是检测仪器。检测人员的材料准

备工作、样品预处理等，由于熟练程度的差异或操作不当、不依规范，均会对施工材料整体检测质量带来人为因素误

差；同时，检测仪器本身的影响，如未按要求及时标定、校准等，也会存在误差。针对误差，应注意：首先，平行检

测，即用同种方法和同种仪器对相同样品展开分段检测，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偏重匀质性的材料，是不允许出现误差

的；其次，同组试件误差，这主要是查验操作人员熟练程度上的差异而出现的误差，这类误差由于受不同个体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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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测试数据的结果有一定的离散性，应按规范标准来对材料实际测试结果进行评定和取舍；最后，对比检测误

差，即用不同设备针对同一材料及同一样品展开检测而出现的误差，这类误差为允许误差，但应对所有影响检测结果

的因素进行详细分析、综合考虑、对比评定>��。

�����善用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建筑材料检测工作的效率。信息技术自动化水平较高，可以有效提高样品材料信息

收集和处理的效率。检测人员可以基于建筑材料样品的类型进行编号，并结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储存功能，保证样品

编号与委托编号的独立性不受影响，防止因人工取样的影响而导致号码混乱问题。除此之外，信息技术可以用来辅助

收集和分析材料信息。传统材料检测工作一直是由检测人员凭借工作经验来落实的，而人工方式难免会出错，因此数

据的准确性也难免会受到负面影响。基于信息技术，检测人员可以应用各类控制测量装置，提高检测系统的数字化水

平和网络化水平，从而提高精度和效率。整合材料数据之后，检测人员可以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完成检测信息的处

理，可以基于系统信息传输功能，接收并处理不同类型建筑材料数据。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保证建筑材料检测工作的效

率，还可以进一步实现改进信息处理方式的目标，减少材料检测工作的时间成本。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种

方式所形成的工作报告来了解材料规格、生产质量、工程中适用范围等各项信息>��。

4��结束语

目前，建材工业的主要发展趋势是轻量化、高强度化，发展低成本、低能耗的多功能材料，从特种单一材料向特

种复合材料和金属制品发展，扩大专业化预制构件和预制构件生产，用工农业废弃物和废渣替代自然资源，促进环保

材料的发展，发展更多不同品种的建筑装饰施工材料，面对装饰材料的种类多样化发展趋势，认识和看到建材质量检

测对于我国建筑施工的巨大重要性，积极探索、改善其中一些问题就对确保砌筑建材质量检测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势

在必行，是最终确保我国建筑施工材料行业顺利、健康、长远持续发展的重要必然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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