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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提高我省建筑结构工程施工质量，加强建筑结构工程实体质量检测工作的管理，统一

检测方法，明确抽样数量，规范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检测行为。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印发 2011年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云建标[2011]458号）的通知，编

制本规程。 

本规程是依据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和《云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规程》（DBJ53/T-23）

的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编制。 

本规程共有五个部分 3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混凝土及砖混结

构实体检测、钢结构实体质量检测。附录中主要编制了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委托情况、

混凝土强度代表值与同条件养护强度对比、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施工扭矩检验等。 

本规程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负

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请向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昆明出

口加工区顺通大道与玉缘路交汇处云南紫云青鸟国际珠宝加工贸易基地 7 栋，邮编：650217，

mail：yngcjc@163.com）反映。 

主编单位：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云南省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参编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昆明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玉溪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德宏州住建局工程质量管理站 

          曲靖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保山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主要起草人：王文国  马  军  冯维忠   董  林  杨云祥  赵树明  张燕平  李  静

邹利民  李永健  唐  勇   李南京  丁  玎  陈晓嵘  白  羽  丁国荣 

杨  昊  裴  强  马云伟   景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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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技术方法、抽样数量和检测结果评价方

法，提高检测结果的可靠性、科学性和适用性，确保我省建筑结构工程质量，制

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我省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 

1.0.3 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我省现

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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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结构实体检测 detection of structural entity 

为加强在建工程结构实体质量，在施工单位按国家相关检测规定对工程质量

自检的基础上，由具备相应检测资质和资格的检测机构对工程结构实体质量进行

检测的行为。 

2.0.2 检测批 inspection lot 

按同一生产条件或按规定的方式汇总起来供检测用的，由一定数量样本组成

的检测体。 

2.0.3 抽样检测 sampling inspection 

按规定的抽样方案随机从结构实体中，按检测批抽取一定数量样本所进行的

检测。 

2.0.4 测区 testing zone 

按检测方法要求布置的，由一个或若干个检测点组成的检测区域。 

2.0.5 测点 testing point 

在测区内，通过检测获取检测数据的检测点。 

2.0.6 非破损检测方法 method of non-destructive test 

在检测过程中，对结构的既有性能没有影响的检测方法。 

2.0.7 局部破损检测方法 method of part-destructive test 

在检测过程中，对结构既有性能有局部或暂时的影响，但可修复的检测方法。 

2.0.8 超声回弹综合法 ultrasonic-rebound combined method 

根据实测构件混凝土声速值和回弹值，综合推定混凝土强度的方法。 

2.0.9 回弹法 ultrasonic-rebound combined method 

根据实测构件混凝土回弹值，推定混凝土强度的方法。 

2.0.10 贯入法检测 penetration method 

通过测定钢钉贯入深度结合测强曲线换算砌筑砂浆抗压强度的方法。 

2.0.11 超声波探伤 ultrasonic inspection 

采用超声波探伤仪检测金属材料或焊缝缺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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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应对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

及混合结构实体质量进行检测。 

3.1.2 施工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应按相关规定制定工程结构检验计划，在工程施工

过程中按检验计划进行自检。 

3.1.3 建筑工程结构施工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及时委托检测机构对结构实体质量

进行检测，并签订检测合同，明确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和抽样数量。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和抽样数量应不低于本规程的规定。 

3.1.4 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结果应与施工单位提供的施工资料进行对比验

证，明确验证结论。 

3.1.5 检测机构在接受检测委托后，应将《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委托情况

检查记录》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委托情况检查记

录》的填报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3.1.6 检测过程中发现不合格检测数据，应将检测情况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并

按《云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规程》（DBJ53/T-23）的规定进行处理。 

3.1.7 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完成后，应按合同约定向建设单位提交建筑工

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报告，并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按《云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规程》（DBJ53/T-23）的规定进行处理的工程，建设单位还应将设计

单位复核意见和处理方案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3.1.8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检测机构提供的检测数据有异疑时，可对工程结构实

体质量实施监督检测。 

3.1.9 未进行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或检测不合格且未经处理的工程，不得组织结构

工程质量验收。 

 

3.2 检测工作程序与要求 

3.2.1 结构实体检测工作程序，宜按图 3.2.1 的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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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建筑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工作流程图 

 

3.2.2 建筑结构实体检测方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工程概况； 

    2 检测目的或委托方的检测要求； 

    3 检测依据； 

    4 检测方法、抽样依据及抽样数量； 

    5 检测人员和仪器设备情况； 

    6 检测工作进度计划； 

    7 所需要的配合工作； 

    8 其他事项。 

3.2.3 检测所用的仪器设备应通过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内。 

3.2.4 检测的原始记录必须信息完整，记录准确、规范，不得追记、涂改。原始

记录必须由检测人员及记录人员签字。 

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现场踏勘 

制定检测方案 

现场检测 

计算分析，结果评定 

检测报告 
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按《云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统一规程》（DBJ53/T-23）规定

进行处理 

  合格 

不合格 

接受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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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检测批划分 

3.3.1 检测批应按不同的结构形式结合单层建筑面积进行划分，具体划分见表

3.3.1。 

                              

                表 3.3.1      检测批划分原则                           

序号 结构形式 检测项目 检测批划分 

 

1 

 

混凝土结构 

砌体结构 

 

∕ 

单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1500 ㎡时，同一强度等级每三

层同类构件为一个检测批；单层建筑面积大于 1500

㎡时，每增加 1000 ㎡增加一个检测批；地基与基础

工程为一个检测批；地下室和屋面工程单独为一个检

测批。 

 

 

 

2 

 

 

 

钢结构 

焊缝质量 同类构件、同一焊缝等级为一个检测批；高层建筑按

三层、同一焊缝等级为一个检测批。 

高强度螺栓终拧

扭矩 

同一规格螺栓为一个检测批；高层建筑按三层、同一

规格螺栓为一个检测批。 

防腐涂层厚度 同一防腐处理方式、同类构件为一个检测批。 

防火涂层厚度 同一防火等级、同类构件为一个检测批。 

 

 

 

3 

 

 

 

混合结构 

焊缝质量 同类构件、同一焊缝等级为一个检测批；高层建筑按

三层、同一焊缝等级为一个检测批。 

 

 

其它检测内容 

单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1500 ㎡时，同一强度等级每三

层同类构件为一个检测批；单层建筑面积大于 1500

㎡时，每增加 1000 ㎡增加一个检测批；地基与基础

工程为一个检测批；地下室和屋面工程单独为一个检

测批。 

3.3.2 检测批也可由建设单位和检测机构协商确定，但应不低于本规程第 3.3.1

条的规定。 

 

3.4 检测报告 

3.4.1 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报告内容应完整，审批程序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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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报告应对所检测项目的检测过程进行描述，对

检测结果进行评定，明确检测结论。 

3.4.3 检测报告主要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委托单位； 

    2 工程概况； 

    3 检测人员、检测设备； 

    4 检测目的及检测情况概述； 

    5 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检测依据及抽样数量； 

    6 检测日期、报告完成日期； 

7 检测结果、结论； 

8 附件：相关资质资格证书和实验室资质计量认定证书。 

 

 

 

 

 

 

 

 

 

 

 

 

 

 

 

 

 

 

 

 

 



 

11 

4  现浇钢筋混凝土及砌体结构实体质量检测 

4.1  一般规定 

4.1.1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实体质量检测项目应包括：构件混凝土强度、受力钢

筋保护层厚度、楼面板厚度、轴线尺寸、楼层净高以及工程合同约定的其他检测

项目。砌体结构实体质量检测项目应包括：承重砌体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楼面板

厚度、楼面板钢筋保护层厚度及楼层净高。 

4.1.2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所抽检构件应为涉及结构安全和耐久性

的重要部位，且构件测区布置应合理。砌体结构所抽检构件应为承重砌体。 

4.1.3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及砌体结构实体检测宜采用非破损法进行检测，必要

时可采用局部破损方式进行验证检测。 

4.1.4 楼面板厚度检测、楼面板钢筋保护层检测和楼层净高检测应在同一楼面板

进行。 

 

4.2 现浇钢筋混凝土强度检测 

4.2.1 构件混凝土强度检测应采用超声回弹综合法进行检测，现场条件不适宜采

用超声回弹综合法进行检测时可采用回弹法进行检测，必要时采用钻芯法对超声

回弹综合法检测结果进行修正。 

4.2.2 检测构件应在现场随机抽取，每一检测批应抽测不少于 5 个竖向构件和 3

个水平构件。 

4.2.3 每一检测批抽测构件应在同一楼层抽取。 

4.2.4 构件混凝土强度检测应在同条件养护试块达到养护要求的时间时进行。 

4.2.5 处理检测数据时，应优先采用地方曲线。 

4.2.6 检测结果判定 

1 构件混凝土强度推定值的计算应参照相关检测技术规范进行计算； 

2 构件混凝土强度宜按检测批构件强度代表值的平均值进行判定； 

 

4.3 砌体结构砌体砌筑砂浆强度检测 

4.3.1 砌体砌筑砂浆强度应采用贯入法进行检测。 

4.3.2 抽样数量：每一检测批应抽测不少于 3 个检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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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检测要求： 

1 砌体砌筑砂浆检测应达到养护要求时间后进行； 

2 砌体应为自然状态，并应干燥； 

3 测点不应布置在门窗洞口、后砌洞口和预埋件边缘； 

4 水平灰缝检测测点应经打磨平整。 

4.3.4 检测结果判定 

1 砌体砌筑砂浆强度推定值的计算可参照相关检测技术规范进行计算。 

2 砌体砌筑砂浆强度宜按单个构件进行判定。 

 

4.4 楼面板厚度检测 

4.4.1 楼面板厚度的检测，宜采用楼板厚度测量仪进行检测，楼板厚度测量仪的

最小分辨率不大于 1mm，精度不超过 1mm。 

4.4.2 楼面板厚度检测构件应在每块板抽检至少 5 个点，其中 4 个测点宜分别设

在距板边缘 0.5m～1.0m 处，另 1 个测点设在板中心点。 

4.4.3 抽样数量：每一检测批应抽测不少于 3 个构件。 

4.4.4 楼面板厚度允许偏差为：+8mm，-5mm。 

4.4.5 检测结果判定 

楼面板平均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规定。 

 

4.5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4.5.1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宜采用钢筋探测仪进行检测，并符合《混凝土中钢

筋检测技术规程》（JGJ/T152）的规定。 

4.5.2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应对楼板面负弯矩钢筋和板底钢筋、梁底钢筋保护层

厚度进行检测。 

4.5.3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时，应在钢筋最大受力部位按每点（处）抽取不少于

2 米延长米。 

4.5.4 抽样数量：每一检测批应抽测不少于 5 个构件，其中 2 榀梁，3 块板。 

4.5.5 检测要求： 

1 悬挑板类构件的负弯矩钢筋保护层厚度应全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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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件纵向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允许偏差：梁类构件为+10mm，-7mm；

板类构件为+8mm，-5mm。 

4.5.6 检测结果判定 

1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的合格点率大于（等于）90%，应判为合格； 

2 当全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的合格点率小于 90%但不小于 80%，可再抽

取相同数量的构件进行检测；当按两次抽测总和计算的合格点率为 90%及以上

时，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测结果仍应判为合格； 

3 两次抽测总和计算的合格点率小于 90%时，应计算楼面板的有效截面，如

有效截面满足设计要求，可不进行处理。有效截面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按《云

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规程》（DBJ53/T-23）第 5.0.7 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4.6 轴线尺寸和楼层净高检测 

4.6.1 结构空间尺寸检测项目包括：轴线尺寸和楼层净高。 

4.6.2 抽样数量：每一检测批抽测部位应不少于 1 个。 

4.6.3 检测结果判定 

1 轴线尺寸、楼层净高检测合格点率大于（等于）80%时，应判为合格； 

2 轴线尺寸、楼层净高检测合格点率小于 80%时，应将检测数据提交相关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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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钢结构实体质量检测 

5.1 一般规定 

5.1.1 钢结构实体质量检测项目应包括：焊缝质量、高强度螺栓终拧扭矩、防腐

涂层厚度、防火涂层厚度等。 

5.1.2 钢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并应在外观检查合格后进行。 

5.1.3 钢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按检测批进行抽样检

测。 

 

5.2 焊缝质量检测 

5.2.1 钢结构焊缝质量设计等级为全焊透的一、二级的焊缝应采用超声波或设计

要求的其它方法进行内部缺陷检测。 

5.2.2 超声波探伤不能对焊缝内部缺陷作出判断时，应采用其它检测方法进行检

测验证，检测方法应符合相关检测技术规程的规定。 

5.2.3 抽样数量：设计等级为一级的焊缝每一检测批应抽测不少于焊缝总数的

10%，设计等级为二级的焊缝每一检测批应抽测不少于焊缝总数的 5%。 

5.2.4 检测结果判定： 

1 检测结果与施工单位自检结果不合格率均不大于 2%（含 2%）时，可判

定该检测批施工单位自检结果与实体质量相符。 

 2 检测结果不合格率为 2%~5%（含 5%）时，应对该检测批加倍抽样检测，

仍不能满足要求时，应按《云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规程》（DBJ53/T-23）

第 5.0.7 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3 检测结果不合格率大于 5%时，应按《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04）全面检测。 

 

 

5.3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扭矩检测 

5.3.1 施工单位应按规定在监理（建设）单位的见证下对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终

拧扭矩进行自检。 

5.3.2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扭矩的检测，应在终拧后 1h 之后、48h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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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5.3.3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扭矩应采用扭矩法或转角法进行检测。检验

方法见附录 C。 

5.3.4 抽样数量：每一检测批应抽测不少于螺栓节点总数的 3%，且不得少于 3

个节点；每个节点抽检螺栓数不少于节点螺栓总数的 10%，且不少于 2 个螺栓。 

5.3.5 检测结果评定 

1 高强度螺栓终拧扭矩的实测值应在 0.9Tc～1.1Tc 范围内。 

2 螺栓终拧后，螺栓丝扣外露应为 2～3 扣，外露 1 扣或 4 扣螺栓数不应超过

螺栓数的 10%。超过 4 扣或不足 1 扣的螺栓应予以更换。 

3 欠拧螺栓应按规定重拧，过拧螺栓应更换。 

 

5.4 防腐涂层厚度检测 

5.4.1 防腐涂层厚度的检测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按总涂层厚度分层检测。 

5.4.2 防腐涂层厚度检测应在主要承重构件上进行，抽测数量不少于主要承重构

件数的 3%。每个构件检测 5 处，每处检测厚度为 3 个相距 50mm 测点防腐涂层

厚度的平均值。 

5.4.3 防腐涂层厚度检测应用涂层测厚仪，涂层测厚仪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涂层测厚仪的最小分辨率不应大于 2μm，示值相对误差不应大于 3%。 

2 测试仪器应符合构件曲率半径的使用要求。在弯曲试件表面上测量时，应

考虑其对测试准确度的影响。 

5.4.4 检测结果评定 

1 每处检测厚度不应小于设计厚度的 85%，同一构件的涂层厚度平均值不应

小于设计厚度。 

2 当设计对涂层厚度无要求时，防腐涂层总厚度为：室外构件 150μm，室

内构件 125μm，其允许偏差为-25μm。 

 

5.5 防火涂层厚度检测 

5.5.1 薄型、厚型防火涂层的厚度可采用涂层测厚仪、探针、游标卡尺进行检测，

用于检测的游标卡尺尾部应有可外伸的窄片；测量设备的量程应大于被测防火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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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最小分辨率不应低于 0.5mm。 

5.5.2 防腐涂层厚度检测应在主要承重构件上进行，抽测数量不少于主要承重构

件数的 3%。梁柱构件的防火涂层厚度检测，在构件长度内每隔 3m 取一个截面，

且每个构件不应少于 2 个截面。 

5.5.3 检测结果评定 

1 超薄型、薄涂型防火涂层各处检测厚度不应小于设计耐火极限规定的厚度。 

2 厚涂型防火涂层厚度，80%及以上面积应符合设计耐火极限规定的厚度，且

最薄处厚度不应低于设计耐火极限规定厚度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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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混合结构实体质量检测 

6.1  一般规定 

6.1.1 本章规定的混合结构，主要包括砖混结构、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及钢管混

凝土结构。 

6.1.2 混合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所抽检构件应为涉及结构安全和耐久性的重要部

位，且构件测区布置应合理。 

 

6.2  砖混结构 

6.2.1 砖混结构实体质量检测项目应包括：承重构件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构件混

凝土强度、楼面板厚度、楼面板钢筋保护层厚度及楼层净高。 

6.2.2 承重构件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及检测结果判定应按照

本规程第 4.3 条确定。 

6.2.3 构件混凝土强度，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及检测结果判定应按照本规程第 4.2

条确定。 

6.2.4 楼面板厚度、楼面板钢筋保护层厚度及楼层净高，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及

检测结果判定应按照本规程第 4.4~4.6 条确定。 

 

 

6.3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6.2.1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实体质量检测项目应包括：型钢焊缝质量、构件混凝

土强度、楼面板厚度、楼面板钢筋保护层厚度及楼层净高。 

6.2.2 型钢焊缝质量，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及检测结果判定应按照本规程第 5.2

条确定。 

6.2.3 构件混凝土强度检测应采用回弹法进行检测。检测数量及检测结果判定应

按照本规程第 4.2 条确定。 

6.2.4 楼面板厚度、楼面板钢筋保护层厚度及楼层净高，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及

检测结果判定应按照本规程第 4.4~4.6 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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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钢管混凝土结构 

6.2.1 钢管混凝土结构实体质量检测项目应包括：钢管中混凝土强度与缺陷、钢

管焊缝质量、楼面板厚度、楼面板钢筋保护层厚度及楼层净高。 

6.2.2 钢管中混凝土抗压强度，应采用超声法结合同条件立方体试块或钻取混凝

土芯样的方法进行检测，检测操作可按照《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04）附录 J；检测数量及检测结果判定应按照本规程第 4.2 条确定。 

6.2.3 抗压强度修正试件采用变长 150mm 同条件混凝土立方体试块或从结构构

件测区钻取的直径为 100mm（高径比为 1:1）的混凝土芯样试件，试块或试件的

数量不得少于 6 个。 

6.2.4 钢管混凝土的缺陷检测，可采用超声法，检测操作可按照《超声法检测混

凝土缺陷技术规程》（CECS 21）的规定执行；检测数量及检测结果判定应按照

本规程第 4.2 条确定。 

6.2.5 钢管焊缝质量，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及检测结果判定应按照本规程第 5.2

条确定。 

6.2.6 楼面板厚度、楼面板钢筋保护层厚度及楼层净高，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及

检测结果判定应按照本规程第 4.4~4.6 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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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委托情况 

A.0.1 检测机构在接受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委托后，应填写 A.0.1 表，报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A.0.2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接到《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委托情况检查记

录》后，应根据本规程 3.5.1 条的规定对检测机构检测委托情况进行检查，并签

署检查意见。 

A.0.3 表 A.0.1 后应附检测机构资质证书、计量认证证书（含附表）、本项目检测

人员资格证书及设备检定/校准证书。 

 

表 A.0.1 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委托情况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委托单位  检测单位  

检

测

人

员 

姓名 职务 职称 上岗证号 备注 

     

     

     

委托内容 

 数量： 

 数量： 

 数量： 

建设单位意见： 

                     

 盖章： 

监督机构意见：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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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混凝土强度代表值与同条件养护强度对比 

B.0.1 计算构件混凝土检测强度时，应计算构件混凝土强度代表值的平均值。 

B.0.2 单个构件混凝土强度代表值的平均值应根据《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50204）的规定确定，推定值乘以折算系数取用，折算系数宜取为

1.10。 

 

表 B.0.1 混凝土强度代表值与同条件养护强度对比记录 

序

号 
检验部位 

检测批构件混凝

土强度代表值的

平均值（MPa） 

检测批同条件

试块抗压强度

代表值的平均

值（MPa） 

偏差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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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施工扭矩检验 

C.0.1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施工扭矩检验含初拧、复拧、终拧扭矩的现场无损检验。

检验所用的扭矩扳手其扭矩精度误差不大于 3%。 

C.0.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施工扭矩检验分扭矩法检验和转角法检验两种，原则上

检验法与施工法应相同。扭矩检验应在施拧 1h 后，48h 内完成。 

1 扭矩法检验 

检验方法：在螺尾端头和螺母相对位置划线，将螺母退回 60 度左右，用扭

矩扳手测定拧回至原来位置时的扭矩值。该扭矩值与施工扭矩值得偏差在 10%

以内为合格。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扭矩值按下式进行计算： 

Tc=K·Pc·d 

式中  Tc——终拧扭矩值（N·m）； 

Pc——施工预拉力值标准值（kN）按表 C.0.2 采用； 

d——螺栓公称直径（mm）； 

K——扭矩系数，试验确定。 

高强度大六角螺栓连接副初拧扭矩 T0 可按 0.5 Tc 取值。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初拧扭矩值 T0 可按下式计算： 

T0=0.065Pc·d 

式中  T0——初拧扭矩值（N·m）； 

Pc——施工预拉力值标准值（kN）按表 C.0.2 采用； 

d——螺栓公称直径（mm）。 

2 转角法检验 

检验方法：1） 检查初拧后在螺母与相对位置所画的终拧起始线和终止线所

夹的角度是否达到规定值。2）在螺尾端头和螺母相对位置画线，然后全部卸松

螺母，在按规定的初拧扭矩和终拧角度重新拧紧螺栓，观察与原画线是否重合。

终拧转角偏差在 10°以内为合格。 

终拧转角与螺栓的直径、长度等因素有关，应由试验确定。 

3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施工扭矩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尾部梅花头被拧掉情况。尾部梅花头被拧掉者视同其终拧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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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达到合格质量标准；尾部梅花头未被拧掉者应按上述扭矩法或转角法检验。 

 

表 C.0.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施工预拉力标准值 

螺栓性能

等级 

螺栓公称直径（mm） 

M16 M20 M22 M24 M27 M30 

8.8s 75 120 150 170 225 275 

10.9s 110 170 210 250 320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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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用词说明 

 

1 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

别对待。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用词采用“必须”； 

   反面用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用词采用“应”； 

   反面用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用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用词采用“不宜”。 

2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或其它有关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应

按„„执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 

 

    

 

 

 

 

 

 

 

 

 

 

 

 

 

 

 



 

24 

条 文 说 明 

 

1 总  则 

1.0.1 本条阐述了制定本规程的目的。 

1.0.2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1.0.3 本条阐述了本规程与其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关系。本规程不能替代国家

现行的标准，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标准，国家现行标准中没有规定

或规定不明确的，本规程有明确规定时可按本规程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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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本章给出的十个术语是本规程有关章节所引用的。在编写本章术语时，参考

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04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等国家标准中

的相关术语。本规程的术语是从本规程的角度赋予其涵义的，同时还分别给出了

相应性的推荐性英文术语，该英文术语不一定是国际上的标准术语，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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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本条规定了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的主要结构形式。 

3.1.3 本条规定了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符合要求的检测机构进行

检测，并签定检测合同。因结构实体质量影响工程的结构安全，所以参与结构实

体质量检测的检测机构除应取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检测资质外，还应

具备相应检测资格，检测资格的确认标准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 

3.1.4 本条规定了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属于验证性检测性质，由于抽样数量有限，

不能对结构实体质量作出准确的判定，只能通过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结果和施工单

位提供的质量控制资料进行验证而判定该资料的真实有效性，从而判定结构工程

的实体质量。 

3.1.5 本条规定了建设单位委托了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的检测机构后，应将委托信

息告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便确认检测机构的资质、资格和抽样数量、检测项

目、检测方法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3.1.6 本条规定了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出现不合格数据的处理程序。 

3.1.7 本条规定了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可对检测数据有怀疑的项目可实施监督检

测，是对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的一种监督手段。 

3.1.8 本条规定了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结果、不合格工程的处理方案和处理结果应

告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是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了解结构实体质量状况和不合格

工程的处理情况。 

3.1.9 本条规定了未经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或检测结果不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规定

且未经处理的工程不得对结构工程组织验收，是为确保结构工程质量和结构安全

而采取的措施。 

 

3.2 检测工作程序与要求 

本节主要规定了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的流程、检测方案的内容、检测仪器

设备的要求和检测原始记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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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检测批的划分 

3.3.1 本条规定了检测批划分的具体要求，检测批的划分是为确保抽样数量达到

一定数量要求而又不增加检测工作量，每一项目均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合理地

划分检测批。 

3.3.2 本条规定了检测批的划分也可由建设单位和检测机构协商确定，是为了满

足一些有特殊要求项目的检测批划分可比本规程规定的划分要求高。  

 

3.4 检测报告 

3.4.1 本条规定了检测报告的内容和审批程序，强调审批程序应完整。建筑工程

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报告应由检测机构项目技术负责人编制，项目负责人审核，检

测机构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批准。 

3.4.2 本条规定了检测报告应有明确的检测结论。 

3.4.3 本条规定了检测报告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3.4.4 本条规定了检测报告编制、审核和批准的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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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浇钢筋混凝土及砌体结构实体检测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结构及砖混结构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的具体项目。 

4.1.2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结构及砖混结构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部位的选择原

则。 

4.1.3 本条规定了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方法应首先选择非破损方法，是为了尽量避

免对工程结构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4.1.4 本条规定了楼面板厚度检测和楼面板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应在同一楼面板

进行，是为了方便计算钢筋保护层的实际厚度和构件的有效截面。 

 

4.2 混凝土强度检测 

4.2.1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强度检测的方法应首选超声回弹综合法，是因为超声回

弹综合法的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4.2.2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强度检测每检测批抽样的最小数量。 

4.2.4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强度检测的时间要求，构件混凝土强度增长需要一定的

养护时间，在同条件养护试块达到养护时间（一般不少于 30 天，不超过 60 天）

要求后进行混凝土强度检测，检测结果能有效反映构件混凝土的实际强度。 

4.2.5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强度检测在对结果进行处理时应优先采用地方曲线，采

用地方曲线进行计算能提高准确率，使计算结果更能有效反映构件混凝土的实际

强度。 

4.2.6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强度检测结果的判定。首先由于抽样数量有限，不能满

足批量评定的要求，所以只能按单个构件进行判定；其次要求单个构件混凝土强

度代表值的平均值大于（等于）设计强度，是根据同条件养护试块在评定混凝土

试块抗压强度时可乘上 1.1 的系数；第三要求检测结果与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的

偏离值要在 20%以内是为了规范施工单位制作同条件养护试块的行为；每一检测

批构件混凝土强度代表值的平均值大于等于设计强度，且与该检测批混凝土同条

件养护试块平均强度偏离值小于（等于）20%时，可判定该检测批混凝土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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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试块强度与实体混凝土强度相符；每一检测批构件混凝土强度代表值的平均

值小于设计强度或与该检测批混凝土同条件养护试块平均强度偏离值大于 20%

时，应对该检测批加倍进行抽样检测，仍不能满足要求时，应按《云南省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规程》（DBJ53/T-23）第 5.0.7 条的规定进行处理。第四是由

于抽样数量有限只能通过实体构件混凝土强度检测结果与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

进行对比验证，以确认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的代表性，从而通过同条件养护试块。 

 

4.3 砌体结构砌体砌筑砂浆强度检测 

4.3.1 本条规定了砌体结构砌体砌筑砂浆强度的检测方法。贯入法检测具有较高

的准确性，所以要求采用贯入法检测。 

4.3.2 本条规定了砌体结构砌体砌筑砂浆强度检测每检测批抽样的最小数量。 

4.3.3 本条规定了砌体结构砌体砌筑砂浆强度检测的具体要求，砌体水平灰缝应

饱满，厚度不应小于 7mm。 

4.3.4 本条规定了砌体砌筑砂浆强度检测结果的判定。首先，单个构件强度推定

值大于（等于）设计强度的 75%，可判定该检测批砌筑砂浆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

与实体相符；其次，单个构件砌筑砂浆强度推定值小于设计强度的 75%时，应对

该检测批加倍进行抽样检测，仍不能满足要求时，应按《云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规程》（DBJ53/T-23）第 5.0.7 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4.4 楼面板厚度检测 

4.4.2 本条规定了楼面板厚度检测的位置，楼面板厚度检测无法按面进行检测，

只能以点代面，所以应对板的四边和板中均选点进行检测，计算楼面板的平均厚

度。 

4.4.3 本条规定了楼面板厚度检测每检测批最小抽样数量。 

4.4.4 本条规定了楼面板厚度允许偏差。 

4.4.5 本条规定了楼面板厚度检测结果的判定标准，由于施工过程中对楼面板厚

度的控制难度较大，所以规定了一个需要处理的偏差范围。当楼面板厚度偏差超

过允许偏差，且平均厚度小于设计值的 0.9 倍或平均厚度大于设计值的 1.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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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云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规程》（DBJ53/T-23）第 5.0.7 条的规定

进行处理。 

 

4.5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4.5.2 本条规定了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的主要构件和钢筋类型。 

4.5.3 本条规定了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的主要部位。 

4.5.4 本条规定了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每检测批最小抽样数量。 

4.5.5 本条规定了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的主要要求。 

4.5.6 本条规定了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结果的判定标准，由于施工过程中对钢筋

保护层厚度的控制难度较大，所以规定了检测结果不符合规范规定时，可通过计

算构件的有效截面，即计算构件上下排钢筋的间距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而确定具体

的处理方法。 

 

4.6 轴线尺寸和楼层净高检测 

4.6.1 本条规定了结构空间尺寸检测的具体项目。 

4.6.2 本条规定了轴线尺寸和楼层净高检测每检测批最小抽样数量。 

4.6.3 本条规定了轴线尺寸和楼层净高检测结果的判定标准。 

 

5 钢结构实体质量检测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所应包含的检测项目。 

5.1.2 钢结构实体检测前应对其外观质量进行检查，因为通过对外观质量的检查

可直接检查出不合格构件。 

5.1.3 钢结构实体检测应在施工单位自检（或检查）后按检测批进行抽样检测。

钢结构质量施工单位自检包括由施工单位在监理（建设）单位的见证下对外观质

量进行的检查和按规范规定委托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对钢结构质量进行的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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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焊缝质量检测 

5.2.1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焊缝质量设计等级为一、二级时检测方法的选择原则。 

5.2.2 本条规定了超声波探伤不能对内部缺陷做出判断时，应采用其它检测方法

进行检测验证。是由于超声波探伤检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不能满足检测要求

时，也可以采用其它方法进行检测。（射线检测内部缺陷，渗透检测表面缺陷，

磁粉检测表面和近表面缺陷） 

5.2.3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焊缝质量检测每检测批抽样的最小数量。 

5.2.4 本条规定了焊缝质量的判定标准和不合格工程的处理原则。 

 

5.3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扭矩检测 

5.3.1 本条规定了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过程中对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终拧扭矩进行

全数自检。 

施工单位在对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终拧扭矩进行施工时应做好施拧记录，并在监

理（建设）单位的见证的情况下对螺栓总数的 10%进行自检。 

5.3.2 本条规定了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扭矩的检测时间，是因为螺栓终拧 1h

后，螺栓预拉力的损失已大部分完成，在随后的一两天内损失趋于平稳，当超过

一个月后，损失就会停止，但在外界环境影响下，螺栓扭矩系数会发生变化，影

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5.3.4 本条规定了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扭矩检测每检测批抽样的最小数量。 

5.3.5 本条规定了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扭矩检测结果的判定依据和欠拧螺栓、

过拧螺栓的处理原则。 

 

5.4 防腐涂层厚度检测 

5.4.1 本条规定了防腐涂层厚度的检测要求，原则上按设计要求每层检测一次。

即底漆、中间漆、面漆干燥后均应分别对其厚度进行检测。 

防腐涂层涂刷前应进行表面除锈等级自检，底漆、中间漆、面漆干燥后分别进行

厚度检测，检测时构件的表面应洁净，不应有结露、积灰等。 

5.4.2 本条规定了防腐涂层厚度检测每检测批抽样的最小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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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本条规定了涂层测厚仪的技术要求。 

5.4.4 本条规定了检测结果的判定标准和厚度达不到设计要求时的处理原则。 

 

5.5 防火涂层厚度检测 

5.5.1 本条规定了薄型、厚型防火涂层厚度的检测方法和对检测设备的要求。 

    超薄型防火涂料检测应采用涂层测厚仪进行测量，厚型防火涂料应采用探

针、游标卡尺进行局部微破损检测，薄型防火涂料由于其厚度在超薄型与厚型防

火涂料厚度之间，薄型防火涂层厚度可能超过涂层测厚仪量程，故需要采用探针、

游标卡尺进行局部微破损检测。 

5.5.2 本条规定了防火涂层厚度检测每检测批的最小抽样数量。 

5.5.3 本条规定了检测结果的判定标准和防火涂层厚度达不到耐火极限的设计要

求时的处理原则。 

耐火极限的设计值：应根据设计耐火等级确定各构件耐火极限，耐火极限对应的

防火涂料厚度即为耐火极限的设计值，详见表 5.5.3。不同产品的耐火极限时间

不同，耐火极限时间应由消防部门实验得出。 

       表 5.5.3  建筑物构件的耐火极限要求 

耐火极限 

（h） 

构件名称 

耐火等级 

单层、多层建筑 高层建筑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一级 二级 

承重墙 3.00 2.50 2 0.5 2.00 2.00 

柱、 

柱间支撑 
3.00 2.50 2 0.5 3.00 2.50 

梁 

桁架 
2.00 1.50 1 0.5 2.00 1.50 

楼板 

楼面支撑 
1.5 1 

厂、 

库房 
民用房 

厂、 

库房 
民用房 

1.50 1.00 

0.75 0.50 0.50 不要求 

屋盖承重构

件、屋面支撑、

系杆 

1.5 0.5 

厂、库

房 
民用房 

不要求 

0.5 不要求 

疏散楼梯 1.5 1 

厂、库

房 
民用房 

不要求 

0.75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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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混合结构实体质量检测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规定了混合结构的主要类型。由于砖和混凝土、钢和混凝土，构件的

组合方式多种多样，所构成的结构类型也很多，本规程仅列举工程实际应用最多

的三种结构类型。 

 

 

6.2  砖混结构 

6.2.1 本条规定了砖混结构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的具体项目。 

6.2.2~6.2.4 规定了砖混结构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各项目的检测方法、检测数量

和检测结果判定。 

 

 

6.3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6.2.1 本条规定了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的具体项目。 

6.2.2~6.2.4 规定了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各项目的检测方

法、检测数量和检测结果判定。 

 

6.4  钢管混凝土结构 

6.2.1 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结构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的具体项目。 

6.2.2 本条规定了钢管中混凝土的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和检测结果判定。由于在

国内，尚无用超声法检测混凝土强度的建筑行业技术标准，因此，规定用超声法

检测钢管中混凝土强度必须用同条件立方体试块或混凝土芯样试件抗压强度进

行修正，以减小用单一的超声法检测的误差。 

6.2.3 本条规定了采用同条件立方体试块修正法和芯样试件修正法时，试块或试

件的检测数量。需要指出的是，采用芯样试件修正时，不能将较长芯样沿长度方

向截取为几个芯样。 

    关于修正量和修正系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6.2.4 本条规定了钢管中混凝土缺陷的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和检测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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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本条规定了钢管焊缝的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和检测结果判定。 

6.2.6 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结构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检测中楼面板厚度、楼面板

钢筋保护层厚度及楼层净高，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及检测结果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