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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对建筑的需求 ，从单一的使用性 ，发展到

追求舒适性 、安全性 、欣赏性等 。建筑材料使用也从本能利用 ，发展到为改善生

存条件 、提高生活质量等要求去选择性利用 。

建筑材料是一切建筑工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建筑材料的质量直接关

系到建筑工程的质量和性能 。工程建设者怎样才能控制所采购的建筑材料质

量呢 ？要从建筑材料的进场控制与管理抓起 ，实施严格的见证取样送检制度 ，

杜绝劣质材料进入施工现场 ，杜绝不合格材料用于建设工程 。

取样员 、见证员作为施工单位 、监理（建设）单位派驻施工现场项目部的管

理人员 ，具体负责建筑材料进场的见证取样送检工作 ，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

材料 、构（配）件的质量和工程实体质量负有重要责任 。工程质量检测员作为具

体承担建筑材料质量和工程实体质量检测作业的技术人员 ，对检测结果的真实

性 、准确性负有重要责任 。正确掌握工程质量检测的抽样与检测方法 ，确保工

程质量检测结果真实性 、准确性 、代表性 ，是工程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 ，是工程

质量的重要保证 。

随着经济社会 、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 ，建设工程技术也在创新中

得到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 ，建设行业中的新材料 、新工法 、新技术 、新标准不

断涌现 。作为建设工作者 ，应与时俱进 ，不断地学习 、更新知识 ，不断地适应新

形势下的工程建设需要 。为满足质量员 、检测员 、取样员和见证员等工程技术

人员日常工作与培训需要 ，便于施工单位 、监理（建设）单位与检测机构“无缝对

接” ，特编写本书 ，以飨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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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了常见建筑工程材料和市政工程材料的抽样方法 ，为求简约 ，方

便读者在日常工作中 ，能直观快速地查阅常见的质量检测抽样数量及检验批 ，

本书简略了有关建筑材料方面的知识介绍 ，相关内容可参见 ——— 枟建筑工程材

料枠（主编钱晓倩 ，浙江大学出版社）等相关书籍 。

本书在原枟建设工程抽样检测实务枠 ① （本人主编）的基础上 ，结合现行技术

规范 、技术标准等编写 。在校审阶段 ，得到了叶振中（安装） 、李英 、朱敏 、陈盛 、

徐登快 、颜暖新（地基）等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在此深表感谢 。

由于标准更新较快 ，为便于读者了解书中引用标准的时效性 ，便于更新与

应用 ，特在书中列举或标注了相关标准的完整编号（含年号） 。

由于专业要求高 ，涵盖面广 ，加上本人水平有限 ，难免有疏漏和贻误之处 ，

望批评指正（电邮 ：６９４７２６２７８＠ QQ ．COM ） 。

李晓春

二〇一二年五月

① 枟建设工程抽样检测实务枠主编李晓春 ，该书参阅 、引用了国家技术规范 、技术标准及

枟温州市建筑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要点枠等著作 ，２００８年编写 ，８４千字 ，温州市建设局见证

员 、取样员培训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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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标准化简介

所谓标准化是指在经济 、技术 、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 ，对重复性事物和

概念通过制定 、实施标准 ，达成统一 ，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过程 。其任

务是制定标准 、组织实施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 ，标准化工作已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枠的颁布实施 ，在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促进技术进步 ，改进产品质量 ，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维护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

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标准化体系 。

第一节 　标准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 ．1 ．1 　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观 ，大力推进标准化体制创新 ，全面提高标准的市场适应性 ，

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标准化意识 ，努力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地位 ，实

现我国标准化工作的跨越式发展 。充分发挥标准化在技术创新 、产业发展和国

际贸易中的重大作用 ，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技术支撑 。

1 ．1 ．2 　基本原则
坚持企业为主原则 ，提高标准的适用性 。以市场为主导 、企业为主体 ，贴近

经济 ，紧跟市场 ，服务企业 ，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 ，使企业成为制定标准 、实施

标准的主力军 。

坚持国际化原则 ，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 。遵循 WTO 的规则 ，积极采用

国际标准 ，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加大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力度 ，

努力实现从“国际标准本地化”到“国家标准国际化”的转变 ，全面提升我国的综

合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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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重点保障原则 ，促进经济平衡较快发展 。面向国民经济的主战场 ，重

点加强社会急需的农业 、食品 、安全 、卫生 、环境保护 、资源节约 、高新技术 、服务

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

坚持自主创新原则 ，提高我国的标准水平 。加强标准化工作与科技创新活

动的紧密结合 ，促进我国自主创新技术在标准的支持下快速形成生产力 ，提高

标准水平 ，增强产品竞争力 。同时进一步完善以标准为基础的技术制度 ，提高

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

第二节 　标准的制定

制定标准是标准化的任务之一 ，是标准化工作的基础与核心 。

1 ．2 ．1 　制定标准的范围
下列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 ，应制定标准 ：

１ ．工业产品的品种 、规格 、质量 、等级或者安全 、卫生要求 ；

２ ．工业产品的设计 、生产 、试验 、检验 、包装 、储存 、运输 、使用的方法或者生

产 、储存 、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卫生要求 ；

３ ．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

４ ．建设工程的勘察 、设计 、施工 、验收的技术要求和方法 ；

５ ．有关工业生产 、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术语 、符号 、代号 、制图方法 、

互换配合要求 ；

６ ．农业（含林业 、牧业 、渔业 ，下同）产品（含种子 、种苗 、种畜 、种禽 ，下同）的

品种 、规格 、质量 、等级 、检验 、包装 、储存 、运输以及生产技术 、管理技术的要求 ；

７ ．信息 、能源 、资源 、交通运输的技术要求 。

1 ．2 ．2 　标准的分类
我国标准分为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四类 。其制定发布

规定如下（法律对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１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计划 ，组织草

拟 ，统一审批 、编号 、发布 。

工程建设 、药品 、食品卫生 、兽药 、环境保护的国家标准 ，分别由国务院工程

建设主管部门 、卫生主管部门 、农业主管部门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草拟 、

审批 。

２ ．行业标准 ：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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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求 ，可以制定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并报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

行业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 ，自行废止 。

３ ．地方标准 ：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 、卫生要求 ，可以制定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由省 、

自治区 、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如 ：DB ３３／１０１４ － ２００３枟混凝土多孔砖建筑技

术规程枠） 。

地方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实施后 ，自行废止 。

４ ．企业标准 ：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应当制定企业

标准 ，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 。企业的产品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

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企业标准 ，在企业内部适用 。

1 ．2 ．3 　标准的性质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保障人体健康 ，人身 、

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 ，其他标

准是推荐性标准 。

省 、自治区 、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 、卫生要求

的地方标准 ，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 。

强制性标准 ，必须执行 。 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 ，禁止生产 、销售和

进口 。

推荐性标准 ，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但推荐性标准一旦纳入指令性文件 ，

将具有相应的行政约束力 。推荐性标准一经接受并采用 ，或各方商定同意纳入

经济合同中 ，就成为各方必须共同遵守的技术依据 ，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

1 ．2 ．4 　标准的编号
１ ．国家标准的编号由国家标准的代号 、国家标准发布的顺序号和国家标准

发布的年号构成 。如 ：GB × × × × × － × × × × 、GB／T × × × × × － × ×

× × 。

国家标准的代号由大写汉语拼音字母构成 。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代号为

“GB” ，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代号为“GB／T” 。
如 ：GB５０２０４ －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１年版 　 枟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枠 、

GB／T ５０３４４ － ２００４ 枟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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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行业标准的编号由行业标准代号 、标准顺序号及年号组成 。

（１）强制性行业标准编号

（２）推荐性行业标准编号

如 ：JGJ５５ － ２０１１枟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枠 、JGJ／T１３２ － ２００９枟居住建

筑节能检测标准枠等 。

（３）常用的行业标准代号 ：YS 有色冶金行业标准 、YD 通信行业标准 、TD
土地行业标准 、TB铁道行业标准 、SL 水利行业标准 、QB 轻工业行业标准 、JT
交通行业标准 、JGJ建筑行业工程建设规程 、JG 建筑行业标准 、JC 建材行业标准 、

JB机械行业标准 、DZ 地质行业标准 、DL 电力行业标准 、CJJ 城建行业工程建设
规程 、CJ 城建行业标准 、CECS 工程建设推荐性标准 、CH 测绘行业标准 。

３ ．地方标准的编号 ，由地方标准代号 、地方标准顺序号和年号三部分组成 。

地方标准的代号由汉语拼音字母“DB”加上省 、自治区 、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前

两位数再加斜线 ，组成强制性地方标准代号 。再加“T” ，组成推荐性地方标准代

号 ，如 ：上海市地方标准代号为 DB３１ 、江苏省为 DB３２ 、浙江省为 DB３３等 。方

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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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DB３３／１０６４ － ２００９枟建筑门窗应用技术规程枠 、DB３３／T１０４３ － ２００７枟住

宅装饰装修给水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程枠 ，分别为浙江省强制性地方标准 、推荐

性地方标准 。

４ ．企业产品标准的代号 、编号方法 ：

企业代号可用汉语拼音字母或阿拉伯数字或两者兼用组成 。企业代号 ，按

中央所属企业和地方企业分别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 、自治区 、直辖

市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

1 ．2 ．5 　采用国际标准
１ ．采用国际标准是指将国际标准的内容 ，经过分析研究和试验验证 ，等同

或修改转化为我国标准（包括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并按

我国标准审批发布程序审批发布 。

２ ．国际标准是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
信联盟（ITU ）制定的标准 ，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

定的标准 。

３ ．我国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 ，分为等同采用和修改采用 。

等同采用 ，指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相同 ，或者与国际标准

在技术内容上相同 ，只存在少量编辑性修改 。

修改采用 ，指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技术性差异 ，并清楚地标明这些差异以

及解释其产生的原因 ，允许包含编辑性修改 。修改采用不包括只保留国际标准

中少量或者不重要的条款的情况 。修改采用时 ，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在文本结

构上应当对应 ，只有在不影响与国际标准的内容和文本结构进行比较的情况下

才允许改变文本结构 。

４ ．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的编号表示方法如下 ：

（一）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采用双编号的表示方法 。

示例 ：GB × × × × × － × × × × ／ ISO × × × × × ： × × × × 。

（二）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 ，只使用我国标准编号 。



l6　　　　

５ ．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应关系除等同 、修改外 ，还包括非等效 。非等

效不属于采用国际标准 ，只表明我国标准与相应国际标准有对应关系 。

非等效指与相应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不同 ，它们之间的差异

没有被清楚地标明 。非等效还包括在我国标准中只保留了少量或者不重要的

国际标准条款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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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委托与收样

工程质量抽样检测是建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份 ，是工程质量和结构安全监

督管理重要技术手段 ，检测成果是工程质量验收工作的重要内容 。

工程质量抽样检测工作贯穿于工程施工的全过程 ，其结果的准确性 、真实

性 、代表性 、有效性 、及时性 ，直接影响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效果 ，直接影响建筑

物的安全使用性能 ，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

工程质量抽样 、委托 、收样及检测工作 ，既重要又责任重大 。

第一节 　相关术语

2 ．1 ．1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接受委托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 ，对涉及结构安全项目的抽样检测和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 、构

配件的见证取样检测 。

2 ．1 ．2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具有法人资格 ，并取得相应资质 ，能对社会出具工程质量检测数据或检测

结论的机构 。

2 ．1 ．3 　检测人员
经建设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有关机构的考核 ，从事检测技术管理和检测操作

人员的总称 。

2 ．1 ．4 　检测设备
在检测工作中使用的 ，影响对检测结果作出判断的计量器具 、标准物质以

及辅助仪器的总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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