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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江苏省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现场检测 
能力验证结果分析 

 

混凝土抗压强度（回弹法、钻芯法）检测是主体结构现场检

测的主要项目之一。根据各参加能力验证人员提交的结果，大多

数验证人员对混凝土抗压强度（回弹法、钻芯法）检测的现场操

作和数据分析及结果评定掌握较好，部分验证人员在现场检测试

验前准备工作、测区分布、碳化深度测量、试验后仪器及环境检

查、数据分析及结果评定的相关规范理解等环节还存在一定问

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现场检测环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对规范明确要求的试验前、试验后仪器及环境检查实施

不到位。具体表现为：仪器设备有效标识未检查或有效标识缺失；

试验前后仪器设备状态未检查并记录；仪器率定和使用环境温度

未记录或记录不全。 

2、回弹仪率定试验操作要求理解不清晰。具体表现为：率

定时未旋转弹击杆；现场检测完成后未进行率定试验。 

3、回弹值的测定操作不正确。具体表现为：试验前未清理

试件表面浮浆；未对测区进行编号；同一测区测点少于 16 个；

采用印章或水彩笔等液体划定测区时，测点未避开测区网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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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弹时有冲击动作，未做到缓慢施压、快速复位。 

4、碳化深度测量不规范。具体表现为：碳化深度记录的测

区与编号不对应；碳化深度测量值及平均值计算和结果修约不符

合规范要求；三个碳化测量凿击点均在同一个测区内；每个碳化

测量点仅测量一次；采用口吹气、手指涂抹方式清除孔洞粉末、

碎屑。 

5、原始记录表格缺少必要的信息，记录不及时。具体表现

为：缺少两次仪器率定环境温度记录；缺少仪器使用环境温度记

录；缺少仪器使用前后状态检查记录；率定试验记录表及碳化深

度记录表仅有平均值或仅有测量值。使用不具备自动存储功能的

回弹仪率定时，待全部弹击试验完成后方填写记录表；使用不具

备自动存储功能的碳化深度测量仪测定时，连续测量三次后方填

写记录表。 

二、室内分析环节存在的问题分析 

1、出现颠覆性结论原因分析: 芯样抗压强度计算时将芯样

高度代入计算、芯样抗压强度异常值剔除错判或漏判、检验批混

凝土强度修正后推定区间标准差计算使用芯样抗压强度标准差、

结果判定时采用芯样抗压强度推定区间进行判定。 

2、在芯样高径比、芯样抗压强度、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偏差

等计算时出现错误并且数值修约不合规。 

3、对芯样抗压强度异常数据判别和处理的规范理解不够，

造成计算步骤颠倒、计算结果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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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样本容量的理解存在误区，直接影响 k1 和 k2 修

正系数的选取。 

三、总结和改进意见 

本次能力验证活动，在作业指导书中明确了数据分析的核

心计算步骤，规避了试件强度样本离散等问题，保证了在公平的

基础上综合评价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同时引导了检测机构加强

对统计理论、结构检测技术及相关标准规范的学习理解和融会贯

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建议相关检测机构结合能力验证评价分析，查漏补缺，进

一步加强混凝土抗压强度（回弹法、钻芯法）检测人员的培训工

作，进一步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