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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结构检测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中的应用

刘海龙
贵溪振业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江西�鹰潭�335423

摘�要：主体结构检测是保障建筑工程质量的重要条件，检测结果是评价建筑工程总体质量的首要参考，施工管

理人员还需加大对主体结构的检测力度，充分发挥其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方面的应用优势，切实提升我国建筑工

程施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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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建筑业的快速发

展，建筑工程质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主体结构作

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建筑的质量、安全和

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体结构检测因此成为了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的重要手段。本文将探讨主体结

构检测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中的应用。

1��主体结构检测的重要性

主体结构检测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的重要环

节，它是建筑工程管理的必要手段。主体结构是建筑物

的支撑骨架，主体结构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建筑物的

安全稳定性。因此，通过主体结构检测，可以及时发现

并解决主体结构的问题，保证建筑物的质量和安全，

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安全隐患，从而保障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主体结构检测有助于发现建筑工程中存在的

质量问题。建筑工程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很多时候难以在

建造过程中及时发现，主体结构检测检测可以发现一些

初始阶段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从而确保工程质

量。主体结构检测可以起到监督和控制的作用，提高建

筑工程的质量水平。监督和控制建筑工程的质量需要有

一个基础，即通过主体结构检测为其提供监管的数据和

依据。通过主体结构检测获取的数据可以为质量监督和

控制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支持，确保建筑工程的质量的

安全性。主体结构检测有利于建立和完善与建筑工程质

量相关的规章制度[1]。主体结构检测可以发现一些现存的

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分析，为完善建筑工程质量管理体

系提供参考和依据，确保建筑工程的安全和质量。它涵

盖了建筑工程的全过程和全方位，有利于提升建筑工程

质量，促进建筑工程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高度

重视主体结构检测的意义，切实做好主体结构检测的各

项工作，保证主体结构的安全和质量。

2��主体结构检测的内容和方法

2.1  材料检测

主体结构检测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的重要环节

之一。其内容涉及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砖石结构等各

种普通结构和特种结构的检测，以及建筑物使用寿命、

耐久性和安全使用条件等方面的检测。其中，材料检测

是主体结构检测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针对混凝土材

料进行的。混凝土作为建筑材料中使用量较大的一种，

在建筑工程中承担着支撑和承重的重要作用。因此，对

混凝土的质量进行检测是非常必要的。混凝土坍落度测

试，通过测量混凝土的坍落度来判断混凝土的流动性质

和工作性能。混凝土抗压强度测试，通过对混凝土的抗

压强度进行测试，判断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混凝土氯离

子渗透试验，通过混凝土的氯离子渗透性试验，判断混

凝土的密实性和抗化学侵蚀能力。非破坏检测方法，如

超声波探伤、电磁法探伤、X射线探伤等。这些方法可
以对混凝土、钢筋等材料进行无损检测。破坏性检测方

法，如取样检测。这些方法需要取材料样本进行测试，

会对材料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测试数据具有较高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结构动力学测试方法，如自由振动试

验、地震模拟试验等。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对建筑物的动

态性能进行评估，判断建筑物的抗震性能、稳定性等。

通过对主体结构进行检测，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主体结

构的问题，保证建筑物的质量和安全，避免在使用过程

中出现安全隐患，从而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有

助于建立和完善与建筑工程质量相关的规章制度。因

此，对主体结构在施工、使用、维修等环节进行检测，

以及加强混凝土材料检测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是保障建

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必要措施。

2.2  构件检测
主体结构检测是对建筑工程质量的监督和控制的重

要环节，其中构件检测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构件检测

的内容包括对钢结构、砖石结构和其他特种构件的检

测。该检测过程采用不同的方法，以确保建筑物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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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在钢结构的检测中，可以通过焊接连接点的缺

陷检测、钢材的强度检测、应力检测、长度和平直度检

测等方式进行质量检测。在砖石结构的检测中，则需检

测砖石的强度和稳定性等方面的指标。特种构件的检测

包括对玻璃幕墙、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钢筋混凝土构件

等的质量和安全检查。构件检测的方法也比较多样。其

中，非破坏检测方法如超声波探伤、磁粉探伤、X射线探
伤等，可以对构件进行无损检测，发现隐蔽缺陷问题。

破坏性检测方法如结构静载试验和破坏性试验等，则通

过加荷测试或取材料样本测试的方式，来检查构件的常

规性能指标和材料性能[2]。构件检测中的结构动力学分

析方法，如振动试验等，则可以对构件的自然频率、振

型、耐震性能和稳定性等进行分析评估，以确保建筑物

的质量和安全。通过对主体结构和构件的检测，可以及

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保证建筑物的质量和安全性，避免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安全隐患，避免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威胁。因此，在建筑工程的施工、使用、维修等环

节中，加强检测和检验，提高检测技术的水平和质量，

是保障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必要措施。

2.3  连接点检测
在主体结构检测中，钢结构的检测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工作，其中连接点的检测更是至关重要。连接点是指

钢结构中构件之间的接头，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钢

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连接点的检测主要是针对焊接

连接点，可以通过视觉检测、超声波检测、X射线检测等
多种方法来进行。其中，视觉检测是最简单直观的检测

方法，可以通过裂纹、坑洞、不良焊缝等明显缺陷来判

断连接点的质量。超声波检测则是利用超声波在材料中

的传播特性来检测连接点的缺陷。其优点是可检测隐蔽

缺陷且无损检测，且具有高灵敏度和准确性。X射线检测
则是利用X射线穿透材料而被检测的物体对X射线的吸收
程度来判断连接点的质量。在连接点检测中，除了检测

焊缝的缺陷外，也需要对钢材的品种和质量进行检测。

比如，需要检测钢材的强度和硬度参数，以确定钢材符

合规定的标准和强度要求。还需检测钢材的耐腐蚀性能

和抗变形性能等，以确保其质量和可靠性。通过对连接

点进行检测，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保证钢结构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在建筑结构设计和施工中，要特别注

意连接点的设计和施工质量，并加强连接点的检测和质

量控制，来确保建筑物的质量和安全性。

2.4  承载力检测
主体结构检测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承载力的检测，

其目的是全面评估建筑物的承载能力，同时发现并解决

承载力不足或已受损的问题。在承载力检测中，多采用

抗弯、抗剪和抗压等方法进行评估。抗弯检测是对建筑

物的钢筋混凝土梁和板等构件的抗弯性能进行检测。该

检测可通过载荷加荷试验等方式进行，通过测量构件的

受力性能、变形趋势以及破坏形态来评估构件的承载能

力。抗剪检测是对建筑物的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抗剪强度

进行检测。该检测可采用剪力加载试验进行，通过测量

构件的变形和破坏时的瞬时载荷值，来评估构件的承载

能力。抗压检测是对建筑物的砖石构件和混凝土柱等构

件的抗压强度进行检测。该检测可采用容器圆柱压（或

弯）试验进行，通过测量构件的载荷值和变形量，来评

估构件的承载能力。承载力检测方法主要包括静载试验

和动力试验。静载试验是通过给结构施加静力荷载来检

验其承载能力。动力试验分为自然振动试验和强制振动

试验，通过对已建完毕的建筑物进行快速敲打或平稳地

撞击来观察其响应情况以评估结构的稳定性和承载力。

而强制振动试验则是对建筑物施加特定的振动幅值和频

率，模拟可能的地震或爆炸场景，检测建筑物的抗震性

能和承载能力。承载力检测在主体结构检测中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色，可以确保建筑物的安全和稳定，并为日

后的购买提供充分的保障。综合采用多种检测方法和测

量手段，不断提升检测技术水平，并适时对建筑物进行

维修和加固，以确保建筑物的承载能力及其使用寿命。

3��主体结构检测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中的应用

3.1  施工前检测
主体结构检测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是确保建筑工程安全和质量的必要措施之一。

在施工前的主体结构检测中，其作用尤为重要。施工前

的主体结构检测可以发现和解决潜在的结构问题，对该

问题进行整改，避免日后加强施工验收和维修的代价。

同时，也可以为工程设计提供充分的参考，筛选出工程

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提高建筑质量和安全性。针对施

工前的主体结构检测，主要是评估设计的合理性、材料

的质量和施工质量。检测主要内容包括承载力和安全

性、耐久性以及使用寿命等方面[3]。更具体地说，施工

前的主体结构检测应包括基础检测、框架检测、梁柱检

测、墙体检测等方面。其中，基础检测是重中之重，主

要是检测地基的稳定性，因为地基是支撑整个建筑的基

础，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建筑物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施工前的主体结构检测还应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进行，如激光雷达扫描、红外线热成像检测、三维扫描

等技术。这些技术能够非常直观地反映出建筑物的结构

状况，提升检测的精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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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中检测
主体结构检测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在施工期间，主体结构检测可以通过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保证建筑工程安全、稳定和高质量的建

设。此外，通过主体结构检测，可以发现工程设计的不

合理之处或细节问题，协调设计和施工，避免不必要的

矛盾和纠纷的发生，确保施工进度和质量的顺利进行。

施工期间的主体结构检测主要包括了工地施工过程的监

控、已完成部分的质量检测、和整体结构的稳定性控制

等。通过对施工过程中各个关键节点的监控，比如混凝

土浇筑、支模拆除等，可以确保施工过程的质量和安全

性。同时，在主体结构施工的各个阶段，例如钢筋绑

扎、混凝土浇筑、砌筑等，也需要进行质量检测以及结

构稳定性评估。这些检测可以对具体施工细节和问题进

行发现和解决，避免对最终建筑质量的影响。因此，施

工中的主体结构检测也需要保证及时、全面、准确，完

全符合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

3.3  施工后检测
主体结构检测在施工后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施工后的主体结构检测可以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和已有

的结构问题，及时排除，避免在日后的使用过程中产生

问题和安全风险，保障建筑物的安全性和可用性。施工

后的主体结构检测内容涉及到建筑物的结构稳定性、建

筑物的力学性能、使用寿命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交互等多

个方面。例如，对于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检测，需要关注

其受力性能、腐蚀程度、裂缝情况等；而对于混凝土墙

体的检测，则需要关注墙体的厚度、尺寸、裂缝、空鼓

和坚硬度等。目前，施工后的主体结构检测采用的技术

手段主要包括无损检测技术和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如超

声波探伤、核磁共振、温度监测、湿度检测、应变测试

等。这些技术可通过对建筑物结构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

估，严密地展现它们所包含的信息，以及其未来可能面

临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检测方案和改善措施，从而优化

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和性能。

3.4  承载力测试
主体结构的承载力测试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中

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测试建筑主体结构的稳

定性和承载力，评估建筑物的结构安全性，保证建筑物

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承载力测试在建筑主体结构检测中

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这种测试通常根据建筑物的结构

形式和承载力的特性，采用不同的测试方法和技术来完

成。例如，它可以采用荷载试验方法，即对已经建成的

建筑物进行试验，放置一定的荷载，不断地加重导致结

构变形，结合传感器和其他检测设备，获得结构变形，

分析对比，得出结论。另外，在建筑物未建成之前，也

可以通过模型试验进行承载力测试，从而对建筑物的具

体设计做出合理评估。对于承载力测试成果的评估，常

常包括强度、刚度、韧性等评估指标。这些指标将通过分

析和计算确定，以建立建筑物的力学模型，并比较和评估

预期和实际性能之间的差异。通过承载力测试，可以有效

地评估建筑物的结构承载能力、稳定性和安全性[4]。对于

存在的潜在问题，应该及时采取措施解决，特别是在高

压，大跨度和超高层建筑上，承载能力测试可以有效地

确保其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承载力测试作为建筑物

用设计和施工的标准流程，将为确保公众安全和保障建

筑物的可靠性作出贡献。

结语

主体结构检测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控制的重要手

段，对于保障建筑质量和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未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质量意识的提高，主体结构检测

技术将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主体

结构检测面临的挑战，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从而

推动主体结构检测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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