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数据
建筑与市政工程见证取样工作指南 /强万明，李照社，武杰

主编 .—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7－5375－4996－7

Ⅰ.①建…Ⅱ.①强…②李…③武…Ⅲ.①建筑工程－质量
检验－指南②市政工程－质量检验－指南Ⅳ.①TU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1) 第 200058号

建筑与市政工程见证取样工作指南
强万明 李照社 武 杰 主编

出版发行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号 ( 邮编: 050061)
印 刷 河北省人民政府机关文印中心
开 本 787×1092 1 /16
印 张 16. 25
字 数 380000
版 次 2011年 10月第 1版

2011年 10月第 1次印刷
定 价 38. 00元



书书书

编 委 会

主 编 强万明 李照社 武 杰
副主编 赵 斌 胡晓强 武海蔚 王啸天 杨印胜 丁士铃

刘 源 温和民 谢李贺

编 委 (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瑞 王 飞 王 芳 王 虹 王 晖 王 涛
王会彦 冯建辉 兰庆平 曲晓光 刘 颖 刘以臣
刘宇峥 刘化民 阮玉辉 苌建虹 杜君平 李 帅
李 治 李 莹 李九印 李如林 李宗杰 李建虹
李艳杰 李桂明 李瑞敏 李济严 李 辉 杨永辉
吴友泉 吴荟萱 吴朝建 谷俊英 辛雪军 张 亮
张 琦 张 磊 张水清 张文刚 张春生 张艳菊
张肇宣 陈 苏 远 胜 周恩泽 郑 海 贾 磊
钱先明 徐 峰 郭 丽 董泽华 韩方达 韩素玉
韩淑芳 鲁丽棉 谢建军



前 言

建筑材料质量是建设工程质量的基础，建筑材料检验是建设工
程现场质量控制的重要保障。见证取样、送检是保证检验工作科学
性、公正性、真实性和代表性的首要环节，在检验工作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筑业的从业
人员及企业数量也日益增加。但是，一些企业整体素质较低，技术
力量较弱，对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缺乏了解，质量意识淡薄，质量
控制不力，在原材料及构配件的取样或制备环节中存在不规范甚至
弄虚作假的现象，导致检验结果不能真实反映工程实体的质量，致
使一些假冒伪劣产品通过种种不正当的渠道进入工程建设领域，给
工程结构留下了安全隐患。

根据国家有关见证取样及送检的文件要求，为使各级质量监管
部门、工程建设有关单位熟悉见证取样和送检的基本要求，了解、
掌握各种建筑材料及构配件的技术标准、检验项目、取样方法等，
进一步提高工程质量水平，保证检验结果的真实性和代表性，编者
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编写了 《建筑与市政工程见证取样工作指
南》一书。

本书是依据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规程、规范性文件编写而成，
明确了建筑及市政工程见证取样送检的目的和意义，并对各类原材
料及构配件的依据标准、检验项目、批量组成、取样数量及方法、
结果评定等进行了阐述。本书可作为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有关
人员在见证取样和送检工作中的参考的依据，也可作为建筑及市政
工程领域见证取样和送检人员的培训学习教材。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2011年 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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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见证取样及检测技术概论

第一节 见证取样和送检制度

一、概述
2000 年 9 月，为使检测结果能真实地反映建筑材料及工程实体的质量，保证检测

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杜绝建设工程安全隐患，建设部颁布了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见证取样和送检制
度。河北省建设厅于 2003 年出台了《河北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
证取样和送检的管理规定》，对见证取样和送检制度作出进一步的要求，之后各地市也
相继发布了相关具体规定，明确了见证取样和送检工作的具体内容和要求。经过十年来
的推行，见证取样和送检制度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在保证建设工程的质量和安
全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本书中，见证取样和送检是指在建设单位或工程监理单位授权人员见证下，由施工
单位的现场试验人员对工程中涉及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等的试块、试件和材料现场取
样，并送至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二、见证取样和送检范围
根据《河北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管理规

定》，涉及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的试块、试件、材料及构配件必须实行见证取样和送
检，比例不少于有关技术标准中规定应取样数量的 30%。其中包括:

( 1) 用于承重结构的混凝土试块。
( 2) 用于承重结构的砌筑砂浆试块。
( 3) 用于承重结构的钢筋及连接接头试件。
( 4) 用于承重墙的砖和混凝土小型砌块。
( 5) 用于拌制混凝土和砌筑砂浆的水泥。
( 6) 用于承重结构的混凝土中使用的掺加剂。
( 7) 地下、屋面、厕浴间使用的防水涂料。
( 8) 用于承重的钢结构试件。
( 9) 市政工程的路基、路面的主要材料及试件。
( 10) 国家规定必须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其他试块、试件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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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建筑电气工程中所用的材料、成品、半成品、配
件 ( 包括管道、阀门、电线、电缆、开关、插座、配电箱等) ，其见证取样和送检的数
量按每批数量的 3%抽取，且不少于 1 组 ( 件) 。

建筑工程装饰材料的见证取样范围按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污染物控制规范》
( GB50325 － 2001) 中的强制性条文规定执行，其数量按相关规范、规定执行。

建筑节能工程中使用的节能材料、建筑外门窗等，应按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 ( GB50411 － 2007) 的规定进行见证取样和送检。

三、见证和取样人员的基本要求及职责
取样人员应由施工单位具备试验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见证人员应由建设单位或

监理单位具备试验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见证和取样人员均应经培训后持证上岗。
见证和取样人员对试件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负有法律责任，见证记录和试验报告一并

归入竣工技术档案。
取样人、见证人不履行岗位责任，有失职、渎职行为，弄虚作假，一经发现，撤销

其从业资格，造成犯罪的移交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见证取样和送检程序
建设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制定见证取样计划，并报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认可。

建设单位负责人或监理单位监理工程师书面授权见证人员，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书面授权
取样人员，并将授权书、见证取样计划通知检测机构、质量监督机构等有关单位。

施工单位取样人员在取 ( 制) 样时，应通知见证人员到场见证，取样后填写见证
记录。见证人员负责对试样进行监护，并与送样人员一起将试样送至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应在检验报告中注明见证单位和见证人姓名。发现试样不合格情况时，应
及时通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见证单位。

未贯彻执行见证取样和送检制度的，应委托建设单位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对工程质量
进行全面检测。

第二节 施工现场检测试验技术管理

一、基本要求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检测试验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应由施工单位负责。当建筑工程实行

施工总承包时，可由总承包单位负责整体组织管理和实施，分包单位按合同确定的施工
范围各负其责。

施工单位及其取样、送检人员必须确保提供的检测试样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见证人
员必须对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过程进行见证，且必须确保见证取样和送检过程的真实性。

检测机构应确保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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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的规定。当国家现行标准未规定检测方法时，检测机构应制定相应的检测方案
并经相关各方认可，必要时应进行论证或验证。

二、检测试验项目
进场材料性能复试与设备性能测试的项目和主要检验参数，应依据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确定。对不能在施工现场制取试样或不适于送检的大型构件及
设备等，可由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等协商，在供货方提供的检测场所进行检测。

施工过程质量检测试验项目和主要检测试验参数应依据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设计文
件、合同要求和施工质量控制的需要确定。施工过程质量检测试验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土方回填、地基与基础、基坑支护、结构工程、装饰装修等 5 类。施工工艺参数检测试
验项目应由施工单位根据工艺特点及现场施工条件确定，其检测试验任务可由企业实验
室承担。

工程实体质量与使用功能检测项目应依据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要求
确定。

常用建筑材料质量、施工过程质量、工程实体质量及使用功能检测的项目、主要检
测参数可按《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技术管理规范》 ( JGJ190 － 2010) 的规定确定。

三、检测试验计划
施工检测试验计划应在工程施工前由施工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有关人员编制，并应

报送监理单位进行审查和监督实施。见证取样和送检人员应依据施工检测试验计划制订
相应的见证取样和送检计划。

施工检测试验计划应按检测试验项目分别编制，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 1) 检测试验项目名称。
( 2) 检测试验参数。
( 3) 试样规格。
( 4) 代表批量。
( 5) 施工部位。
( 6) 计划检测试验时间。
施工检测试验计划编制应依据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施工质量控制的需要，并应符

合以下规定:
( 1) 材料和设备的检测试验应依据预算量、进场计划及相关标准规定的抽检率确

定抽检频次。
( 2) 施工过程质量检测试验应依据施工流水段划分、工程量、施工环境及质量控

制的需要确定抽检频次。
( 3) 工程实体质量与使用功能检测应按照相关标准的要求确定频次。
( 4) 计划检测时间应依据工程施工进度计划确定。
当设计图纸、施工工艺、施工进度、材料设备的规格数量发生变更或调整时，应及

时调整施工检测试验计划，并重新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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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样标识与台账管理
进场材料的检测试样，必须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严禁在现场制取。施工过程质量

检测试样，除确定工艺参数可制作模拟试样外，必须从现场相应的施工部位制取。工程
实体质量与使用功能检测应依据相关标准抽取检测试样或确定检测部位。

检测试验试样应有唯一标识，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试样应按照取样时间顺序连续编号，不得空号、重号。
( 2) 试样标识的内容应依据试样的特性确定，宜包括: 名称、规格 ( 或强度等

级) 、制取日期等。
( 3) 试样标识应字迹清晰，附着牢固。
施工现场应按照单位工程分别建立下列试验台账:
( 1) 钢筋试样台账。
( 2) 钢筋连接接头试样台账。
( 3) 混凝土试件台账。
( 4) 砂浆试件台账。
( 5) 需要建立的其他试件台账。
现场取样人员制取试样并做出标识后，应按试样编号顺序登记试样台账。检测结果

为不合格或不符合要求时，应在试验台账中注明处置情况。
试验台账应作为施工资料保存。

五、见证及送检
见证检测的检测项目应按国家有关行政法规及标准的要求确定。
见证人员应由具有建筑施工检测试验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当见证人员发生变

化时，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应通知相关单位，办理书面变更手续。
见证人员应对见证取样和送检的全过程进行见证并填写见证记录。见证人员核查见

证检测的检测项目、数量和比例是否满足相关规定。
现场送检人员应依据施工需要及有关标准的规定，将标识后的试样及时送至检测机

构进行检测试验。送检人员应正确填写委托单，有特殊要求时应注明。
检测试验报告中的送检信息需要修改时，应由现场试验人员提出申请，写明原因，

并经施工项目技术负责人批准。涉及见证检测的，应经见证人员同意并签字。
对检测试验结果不合格的报告，严禁抽撤、替换或修改。
对检测试验结果不合格的材料、设备和工程实体等质量问题，施工单位应依据相关

标准的规定进行处理，监理单位应对质量问题的处理情况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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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筑主体材料

第一节 钢 材

一、概述
建筑钢材是工程建设中的主要材料之一，广泛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道路、桥梁等

工程中。建筑钢材主要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各种钢筋、钢丝及钢结构中各种型钢、钢板
和钢管等。具有组织均匀密实、强度高、塑性和韧性好等优点，在建设工程中用途广
泛。钢材的种类很多，按不同的分类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 一) 按钢材的化学成分分类

按钢材的化学成分可以粗分为碳素钢和合金钢两类。碳素钢按其含碳量的多少，分
为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合金钢又分为低合金钢、中合金钢和高合金钢。

( 二) 按钢材供应时的保证条件分类

按钢材供应时的保证条件，可分为甲类钢、乙类钢和特类钢。其中甲类钢按钢材的
机械性能供应，乙类钢按钢材的化学成分供应，特类钢按钢材的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
供应。

( 三) 按钢筋的机械性能分类

常用热轧钢筋按屈服强度可分为 5 个等级: 其牌号分别为 HPB235、HPB300、
HRB335、HRB400、HRB500、HRBF335、HRBF400、HRBF500。HPB 表示热轧光圆钢
筋，HRB表示热轧带肋钢筋，F表示细晶粒，其后的数字表示屈服强度特征值。

( 四) 按钢筋的供应方式分类

按钢筋供应方式可分为按直条供应的钢筋和成盘供应的钢筋两类。

二、依据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50204 － 2002) 。
《冷拔低碳钢丝应用技术规程》 ( JGJ19 － 2010) 。
《冷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JGJ95 －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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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及钢产品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 GB /T2975 － 1998) 。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 热轧带肋钢筋》 ( GB /T1499. 2 － 2007) 。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 热轧光圆钢筋》 ( GB /T1499. 1 － 2008) 。
《冷轧带肋钢筋》 ( GB13788 － 2008) 。
《碳素结构钢》 ( GB /T700 － 2006) 。

三、检验项目及要求
常用钢材的检验项目包括: 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弯曲、重量偏差等。对

于钢丝还应进行反复弯曲检验。

四、取样数量及要求

( 一) 代表批量及取样数量

常用钢材的代表批量及取样数量见表 2 － 1 － 1。
表 2 － 1 － 1 常用钢材的代表批量及取样数量

钢材
种类

验收批组成
每批
数量

取样数量

热轧
带肋
钢筋

每批由同牌号、同炉罐号、同规格的组
成。冶炼炉容量不大于 30t的。不同炉罐号
可组成混合批，每批不应多于 6 个炉罐号

≤60t
任选两根钢筋，每根钢筋切取拉

伸、冷弯试样各 1个

热轧
光圆
钢筋

每批由同牌号、同炉罐号、同尺寸的组
成。同冶炼浇注方法的不同炉罐号可组成
混合批，每批重量不大于 60t

≤60t
任取 1 根切取拉伸试样 1 个，任取

2 根，每根切取冷弯试样 1个

冷轧
带肋
钢筋

每批由同牌号、同规格、同级别、同外
形、同一交货状态的组成

逐盘 拉伸、冷弯试样各 1 个

冷拔
低碳
钢丝

每批由同一生产单位、同一原材料、同
一直径的组成

≤30t
随机抽取不少于 3 盘，每盘钢丝取

拉伸和弯曲试样各 1 个

( 二) 试件尺寸

热轧钢筋拉伸试样的长度不小于 200 + 10a，冷弯试样的长度应不小于 150 + 5a ( a
为试样直径) 。冷拔低碳钢丝及冷轧带肋钢筋拉伸试样的长度应不小于 300mm，冷弯试
样的长度不小于 200mm。冷轧带肋钢筋和低碳钢丝，在仲裁试验时，其机械性能试样
应在端部截去至少 500mm后切取。

( 三) 注意事项

( 1) 对于进口钢材，应检验其化学成分，有焊接要求的应做可焊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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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计算钢筋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时，应按钢筋的公称面积计算。
( 3) 热轧光圆钢筋的直径规定在 8 ～ 22mm 之间，如需要在混凝土结构中配置

22mm以上的圆钢，可按《碳素结构钢》 ( GB /T700 － 2006 ) 标准中有关牌号的要求检
验和评定。

( 4) 当已知钢材出厂级别时，若抽样检验结果达到较高级别要求，仍应按原级别
评定，不得提级使用。

五、结果评定
常用钢材的机械性能应符合表 2 － 1 － 2 的规定。

表 2 － 1 － 2 常用钢材标准要求

钢材
种类

钢筋牌号
或级别

公称直径
及规格 ( mm)

拉伸 ≥

屈服强度
( MPa)

抗拉强度
( MPa)

伸长率
( % )

冷弯
A: 压头直径
a: 直径或厚度

( mm)

热轧
带肋
钢筋

HRB335
HRBF335

6 ～ 25
28 ～ 40
＞ 40 ～ 50

335 455 17 180°
A = 3a
A = 4a

HRB400
HRBF400

6 ～ 25
28 ～ 40
＞ 40 ～ 50

400 540 16 180°
A = 4a
A = 5a

HRB500
HRBF500

6 ～ 25
28 ～ 40
＞ 40 ～ 50

500 630 15 180°
A = 6a
A = 7a

热轧
光圆
钢筋

HPB235
HPB300

6 ～ 22
235
300

370
420

25 180° A = a

冷轧
带肋
钢筋

CRB550
CRB650
CRB800
CRB970

4 ～ 12

500
585
720
875

550
650
800
970

A11. 3≥8. 0 180° A = 3a

A100mm≥4. 0
反复弯曲 180°，
不少于 3 次

冷拔
低碳
钢丝

CAW550
3
4

5 ～ 8
— 550

2. 0
2. 5
3. 0

反复弯曲 180°，
不少于 4 次

热轧光圆钢筋和热轧钢筋: 若有 1 个项目 ( 拉伸或冷弯) 不符合标准要求，则应
从同一批中再任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该不合格项目的复验。复验时若仍有 1 个指标不
合格，则该批钢材为不合格品。

冷轧带肋钢筋: 若有 1 个项目 ( 拉伸或冷弯) 不符合标准相关要求，则该盘为不
合格品。

冷拔低碳钢丝: 若有 1 个项目 ( 拉伸或冷弯) 不符合标准要求，则该盘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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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再从同一批未检盘中再任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该不合格项目的复检，复检时若仍
有 1 个指标不合格，则该批钢材为不合格。

第二节 钢筋连接件

一、概述
钢筋连接接头按连接方法分焊接和机械连接两大类。常见的焊接接头型式有闪光对

焊、电弧焊、电渣压力焊、气压焊等，常见的机械连接接头型式有直螺纹连接、锥螺纹
连接和套筒挤压连接等。

钢筋焊接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重要的施工技术之一，以钢筋焊接代替绑扎，可以提高
工效，节约钢材，接头受力合理，有利于混凝土浇捣密实，创造明显的技术经济效益。

钢筋直 ( 锥) 螺纹接头是一种能承受拉、压两种作用力的机械接头。其工艺简单，
连接速度快，不受钢筋含碳量和表面形状的限制，不污染环境，无明火作业，接头质量
安全可靠，可节约大量的钢材和能源。直 ( 锥 ) 螺纹接头可用来连接 HRB335、
HRB400、HRB500 钢筋，对进口钢筋可参考应用。

带肋钢筋套筒挤压连接技术与传统的搭接和焊接相比具有接头性能可靠，质量稳
定，不受气候及焊工技术水平的影响，连接速度快，安全、无明火，不需要大功率电
源，可焊与不可焊钢筋均能可靠连接等优点。套筒挤压接头适用于各种规格和各种强度
等级的带肋钢筋连接。对于进口带肋钢筋可参考应用，但需进行补充试验，符合接头性
能要求后方可采用。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根据抗拉强度、残余变形以及高应力和大变形条件下反复拉压性
能的差异，分为Ⅰ、Ⅱ、Ⅲ级 3 个性能等级。混凝土结构中要求充分发挥钢筋强度或对
延性要求高的部位应优先选用Ⅱ级接头; 当在同一连接区段内必须实施 100%钢筋接头
的连接时，应采用Ⅰ级接头，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应力较高但对延性要求不高的部位可采
用Ⅲ级接头。

二、依据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50204 － 2002) 。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 JGJ18 － 2003) 。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 JGJ107 － 2010) 。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3 部分: 钢筋焊接网》 ( GB /T1499. 3 － 2010) 。

三、检验项目
常见钢筋接头的检验项目包括接头的力学性能和外观质量，对于闪光对焊以及在梁

板水平连接中的气压焊接头还需进行冷弯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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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样数量及要求

( 一) 代表批量及取样数量

常见钢筋接头代表批量及机械性能试验取样数量见表 2 － 2 － 1。
表 2 － 2 － 1 钢筋接头代表批量及机械性能试验取样数量

连接方法 验收批组成 每批数量 取样数量

闪光对焊
每批由同台班、同焊工、同焊接

参数的组成。数量较少时可一周内
累计计算

电弧焊

工厂焊接时，每批由同级别、同
接头型式的组成。现场焊接时，每
批由 1 ～ 2 楼层、同级别、同接头型
式的组成

电渣压力焊
现浇多层结构中，每批由同楼层

或施工区段、同级别的组成

气压焊 每批由同一楼层的组成

T型预埋件
同类型为一批，一周内连续焊接

时可累计计算

≤300 个

从每批成品中随机切取拉伸、
冷弯试样各 3 个

从每批成品中随机切取 3 个拉
伸试样

从每批成品中随机切取 3 个拉
伸试样

随机切取 3 个拉伸试样，在梁
板的水平连接中须另切取 3 个冷
弯试样

随机切取 3 个拉伸试件

钢筋焊接骨
架和焊接网

每批由同牌号、同直径和尺寸钢
筋制成的同类型制品组成

≤300 件

由几种直径钢筋组合的焊接
骨架和焊接网，应对每种组合
的焊点做力学性能检验
热轧钢筋的焊点应做剪切试

验，试件为 3 个，从成品中切
取; 冷轧带肋钢筋焊点除做剪
切试验外，尚应对纵、横向钢
筋做拉伸试验，试件为各 1 件，
从成品中切取

机械连接
每批由同施工条件、同材料、同

等级、同型式的组成
≤500 个

在工程结构中随机切取 3 个拉
伸试样

( 二) 外观质量的取样数量

纵向受力钢筋焊接接头应从每一检验批中随机抽取 10%的焊接接头。

·9·

第二章 建筑主体材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