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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3年全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定（修订）

计划的通知》（吉建设[2023]2号）要求，标准编制组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检测文件内容；5 建筑材料及构

配件检测文件；6 建筑工程实体检测文件；7 市政工程材料检测文件；8 市政工程实体检测

文件。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1 增加了装配式建筑相关的工程质量检测内容；2 增加了

海绵城市相关的工程质量检测内容；3 增加了桥梁及地下工程质量检测内容；4 调整了部分

检测项目中原有表格内容。

本标准由吉林省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吉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负责具体

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相关单位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

吉林省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长春市贵阳街 287号建设大厦，邮编 130051，联系电话：

0431-88932615，电子邮箱：jljsbz@126.com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 吉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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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行为，统一检测文件格式及内容要求，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工程材料、构配件及建设工程实体检测文件。

1.0.3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文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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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testing for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是指在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活动中，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接受委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建设工程涉及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能的检

测项目，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以及工程实体质量等进行的检测。

2.0.2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文件 document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test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设计文件，对建设工程的材料、构配

件、设备以及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等进行测试确定其质量特性的文件。

2.0.3 检测项目 testing item
适用于某一类检测样品，并能够采用同一种相对固定格式的检测报告的检测活动。

2.0.4 检测依据 testing standard
检测依据的资料、文件。主要是国家相关机构发布的文件，正式颁布的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

2.0.5 检测样品 testing sample
用于检测的建筑材料或制品，可等效表示为试样或试件。

2.0.6 检测数据 testing data
对检测样品所作的描述和对检测过程及结果所作记录的有关信息。

2.0.7 检测参数 testing parameter
记录检测机构及检测项目的所有信息的最小单元。对某类检测样品，通常一个检测项目

包括几个分项。

2.0.8 检测报告 testing report
记录检测样品状态、制样和检测过程及检测结果，依据有关标准对结果进行评定，且有

对其内容负责人员签字及报告完成日期等信息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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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开展检测

行为，并出具检测报告。

3.0.2 检测机构应建立完善的工程质量检测文件管理制度，并做好检测文件的收集、整理、

归档、分类编目和利用工作。

3.0.3 检测机构应独立出具检验检测数据和结果。检测机构应对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负责。对检测结果不合格的报告严禁抽撤、替换或修改。

3.0.4 检测机构严禁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3.0.5 本标准中的检测项目可由委托单位和检测机构根据相关检测标准共同协商确定。

3.0.6 检测资料档案保存期限，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及结构建筑材料的检测资料和有

关地基基础、主体结构、钢结构、市政基础设施主体的检测档案等应为 20年；其他检测资

料档案保管期限应为 6年；采用计算机软件管理和自动采集的试验数据应备份，保管期限同

前。

3.0.7 保管期限到期的检测文件的处理应进行登记、造册后经负责人批准。处理登记册保管

期限不应少于 5年。

3.0.8 检测原始记录为自动采集数据的应打印原始记录，并及时备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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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测文件内容

4.1 一般规定

4.1.1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文件主要包括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

4.1.2 本标准未规定的检测项目（参数）的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检测报告可参考相关检

测项目由检测单位自行编写，内容应包括本标准相关条款所要求的内容。

4.1.3 本标准中的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检测报告页面上如不能全面反映相关信息，可增

加附页，同时在附页上应注明唯一性标识和每页及总页数标识，尾页空白处应注明“以下空

白”。

4.2 检测委托

4.2.1 检测机构应与委托单位签订书面检测委托文件，检测委托文件包括检测合同、检测委

托单等型式，检测委托文件中应注明检测项目及相关要求。

4.2.2 检测合同主要要求及内容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

4.2.3 工程材料检测委托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委托单位、工程名称、工程部位、地点等；

2 委托检测项目、参数；

3 委托日期；

4 样品基本信息、状态描述及说明；

5 见证单位和取样单位的名称，以及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章）；

6 委托人及联系方式；

7 委托编号及检测编号；

8 提交报告的时间及方式；

9 检测执行标准、设计文件等；

10 检测机构收样人及联系方式；

11 检测费用；

12 样品处理方式；

13 检验类别。

4.2.4 工程实体检测委托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委托单位、工程名称、工程部位、地点等；

2 委托检测项目、参数；

3 委托日期；

4 工程概况；

5 见证单位名称（章）及见证人员姓名、证书编号（章）；

6 委托人及联系方式；

7 委托编号及检测编号；

8 提交报告的时间及方式；

9 执行标准、设计文件及检测依据等；

10 检测机构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11 委托检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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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检测原始记录

4.3.1 检测原始记录应在检测操作过程中及时真实填写，且检测机构内部应采用统一的格式。

4.3.2 检测原始记录需要更正时，应由原记录人进行杠改，并在杠改处由原记录人签名或加

盖印章。

4.3.3工程材料检测原始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样品名称、委托单编号；

2 检测日期、检测开始及结束时间；

3 使用的主要检测设备及编号；

4 样品状态描述；

5 使用的检测依据、检测项目；

6 检测环境记录，包括温度、湿度等；

7 检测数据或观察结果；

8 计算公式、图表、计算结果；

9 检测方法要求记录的其他内容；

10 检测人、审核人签名。

4.3.4 工程实体检测原始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测项目、委托单编号；

2 检测日期、检测开始及结束时间；

3 使用的主要检测设备及编号；

4 检测部位；

5 使用的检测依据；

6 检测环境记录，包括温度、湿度等；

7 检测数据或观察结果；

8 计算公式、图表、计算结果；

9 检测方法要求记录的其他内容；

10 检测人、审核人签名。

4.4 检测报告

4.4.1 检测报告至少应由检测人员、审核人员及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签字人签

字，并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或公章，多页报告（在条文说明中规定）还应加盖骑缝章。当采

用电子签名方式时，检测机构应有可靠措施保证电子签名真实、有效。

4.4.2 检测报告结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的检测报告结论应按相关材料（在条文说明中规定）、质量标准给出明确的判

定；

2 当仅有材料试验方法而无质量标准，材料的检测报告结论应按设计要求或委托方要

求给出明确的判定；

3 现场工程实体的检测报告结论应根据设计及委托要求给出明确的符合性判定。

4.4.3 检测报告应按年度统一编号，编号应连续，不得重复和空号，不得随意抽撤、涂改。

存档的检测报告应与发出的检测报告一致。

4.4.4工程材料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测报告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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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托单位名称、工程名称；

3 报告编号和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4 样品接收日期、检测日期及报告日期；

5 样品名称、规格型号、代表批量；

6 样品的特性及状态描述；

7 检测依据及执行标准；

8 检测数据及结论；

9 必要的检测说明和声明等；

10 使用的主要检测设备及编号；

11检测人、审核人、批准人不少于三级人员的签名；

12 取样单位名称和取样人员的姓名；

13 见证单位和见证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

14 检测机构名称、地址及通信信息。

4.4.5 工程实体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测报告名称；

2 委托单位名称、工程名称；

3 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结构类型、规模、施工日期、竣工日期等

4 报告编号和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5 检测日期，报告日期；

6 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及依据的标准；

7 检测数据及结论；

8 必要的检测说明和声明等；

9 抽样方案及数量（附测点图）；

10 使用的主要检测设备及编号；

11主要检测人、审核人、批准人不少于三级人员的签名；

12 取样单位名称和取样人员的姓名；

13 见证单位和见证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

14 检测机构名称、地址及通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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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材料及构配件检测文件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材料检测项目包括水泥；钢筋（含焊接与机械连接）、钢材（型钢）；骨料/集料；

砖、砌块、瓦、墙板；混凝土及拌合用水；混凝土外加剂；混凝土掺合料；砂浆；土；防水

材料及防水密封材料；瓷砖及石材；塑料管材；预应力钢绞线；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夹具及连

接器；预应力混凝土用波纹管；材料中有害物质；铝塑复合板；加固材料；焊接材料；保温、

绝热材料；粘接材料；增强加固材料；保温砂浆；抹面材料；隔热型材；建筑外窗；电线电

缆；密封胶；玻璃；高强螺栓。

建筑构配件检测项目包括预制混凝土构件；木材料及构配件；建筑幕墙。

5.2 建筑材料

5.2.1 水泥检测项目包括凝结时间（初凝、终凝）、安定性、胶砂强度（抗压强度、抗折强

度）、细度、氯离子含量、胶砂流动度、碱含量、不溶物、三氧化硫及氧化镁。

水泥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的要求。

5.2.2 钢筋（含焊接及机械连接）检测项目包括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最大力

总延伸率、反向弯曲、重量偏差、残余变形、弯曲性能。钢筋（含焊接及机械连接）检测原

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的要求。

钢材（型钢）检测项目包括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厚度偏差、钢材元素含量（C、

S、P）。钢材（型钢）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3的要

求。

5.2.3 细骨料检测项目包括颗粒级配、含泥量、泥块含量、氯离子含量、亚甲蓝值与石粉含

量（人工砂）、压碎指标（人工砂）、表观密度、堆积密度、碱活性、坚固性。

粗骨料检测项目包括颗粒级配、含泥量、泥块含量、压碎值指标、针片状颗粒含量、坚

固性、表观密度、堆积密度、碱活性。

轻集料检测项目包括筒压强度、堆积密度、吸水率、粒型系数、含泥量、泥块含量、筛

分析。

骨料/集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4的要求。

5.2.4 砖检测项目包括抗压强度、密度、抗冻性能。

砌块检测项目包括抗压强度、密度、抗冻性能、吸水率、立方体抗压强度、干燥收缩值。

瓦检测项目包括加热后尺寸变化率、加热后状态、落锤冲击、承载能力（抗弯曲性能）、

吸水率、抗冻性能。

墙板检测项目包括尺寸偏差、外观质量、抗压强度、抗弯破坏荷载、软化系数、含水率、

面密度、干燥收缩值、抗冲击性能、吊挂力、隔声量、传热系数。

砖、砌块、瓦及墙板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5的
要求。

5.2.5 混凝土检测项目包括抗压强度、抗渗等级、坍落度、氯离子含量、抗冻性能、表

观密度、抗折强度、配合比设计。混凝土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

准附录 B.1.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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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拌合用水检测项目包括氯离子含量、pH 值、SO
2-

4离子含量、不溶物含量、可溶

物含量、碱含量。混凝土拌合用水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7的要求。

5.2.6 混凝土外加剂检测项目包括减水率、pH 值、密度、细度、抗压强度比、凝结时间（差）、

细度、含气量、氯离子含量、固体含量、含水率、限制膨胀率、泌水率比、相对耐久性指标、

1h 经时变化量（坍落度、含气量）、收缩率比、碱含量。

混凝土外加剂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8的要求。

5.2.7 混凝土掺合料检测项目包括细度、烧失量、需水量比、活性指数、安定性、氯离子含

量、三氧化硫、放射性、不溶物。

混凝土掺合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9的要求。

5.2.8 砂浆检测项目包括抗压强度、稠度、稠度损失率、保水率、拉伸粘结强度（抹灰、砌

筑）、配合比设计、凝结时间、抗冻性。

砂浆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0的要求。

5.2.9 土检测项目包括最大干密度、最优含水率、压实系数。

土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1的要求。

5.2.10 防水卷材/片材检测项目包括可溶物含量、拉力、延伸率（或最大力时延伸率）、

低温柔度、热老化后低温柔度、不透水性、耐热度、断裂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撕裂强度、

接缝剥离强度、低温弯折、加热伸缩量、热空气老化、耐碱性。防水卷材/片材检测委托单、

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2的要求。

防水涂料检测项目包括固体含量、拉伸强度、耐热性、低温柔性、不透水性、断裂伸长

率、低温弯折、表干时间、实干时间、粘结强度。防水涂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

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3的要求。

5.2.11 陶瓷砖检测项目包括破坏强度及断裂模数、吸水率、表面质量、抗冻性、放射性、尺

寸偏差。瓷砖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4的要求。

石材检测项目包括吸水率、弯曲强度、抗冻性（耐冻融性）、压缩强度、体积密度、尺

寸偏差、外观质量、放射性。石材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5的要求。

5.2.12 塑料管材检测项目包括静液压强度、落锤冲击试验、外观质量、截面尺寸、纵向回缩

率、简支梁冲击、维卡软化温度。

塑料管材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6的要求。

5.2.13 预应力钢绞线检测项目包括整根钢绞线最大力、最大力总伸长率、抗拉强度、0.2%

屈服力、弹性模量、松弛率。

预应力钢绞线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7的要求。

5.2.14 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夹具及连接器检测项目包括外观、尺寸、静载锚固性能、硬度。

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夹具及连接器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8的要求。

5.2.15 金属波纹管检测项目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局部横向荷载、均布荷载性能、弯曲后抗

渗漏性能。

塑料波纹管检测项目包括环刚度、局部横向载荷、纵向载荷、柔韧性、抗冲击性能、拉

伸性能、拉拔力、密封性、外观质量。

金属、塑料波纹管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19的
要求。

5.2.16 材料中的有害物质限量检测项目包括放射性、游离甲醛、VOC、苯、甲苯、二甲苯、

乙苯、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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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的有害物质限量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0
的要求。

5.2.17 铝塑复合板检测项目为剥离强度、铝材厚度、涂层厚度、外观质量。

铝塑复合板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1的要求。

5.2.18 加固材料检测项目包括抗拉强度、抗剪强度、正拉粘结强度、抗拉强度标准值、弹性

模量和极限伸长率、单位面积质量、K数、胶体性能、粘结性能、不挥发物含量。

加固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2的要求。

5.2.19 焊接材料检测项目包括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化学成分。

焊接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3的要求。

5.2.20 保温、绝热材料检测项目包括导热系数（热阻）、密度、压缩强度（抗压强度）、垂

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吸水率、燃烧性能、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熔结性。

保温、绝热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4要求。

5.2.21 粘接材料检测项目包括拉伸粘结强度、可操作时间、与 EPS 板相容性。

粘接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5的要求。

5.2.22 增强加固材料检测项目包括力学性能、抗腐蚀性能、单位面积质量、断裂伸长率、经

纬密度、氧化锆、氧化钛。

增强加固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6的要求。

5.2.23 保温砂浆检测项目包括抗压强度、干密度、导热系数、压剪粘结强度、拉伸粘结强度、

堆积密度。

保温砂浆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7的要求。

5.2.24 抹面材料检测项目包括拉伸粘结强度、可操作时间、柔韧性（压折比）、吸水量、不

透水性、抗冲击性。

抹面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8的要求。

5.2.25 隔热型材检测项目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抗剪强度、涂

层厚度、扭矩性能。

隔热型材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29的要求。

5.2.26 建筑外窗检测项目包括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中空玻璃密封性能。

建筑外窗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30的要求。

5.2.27 电线电缆检测项目包括导体电阻值、垂直燃烧、绝缘电阻、平均外径。

电线电缆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31的要求。

5.2.28 高强度螺栓及普通紧固件检测项目包括抗滑移系数、硬度、紧固轴力、扭矩系数。

高强度螺栓及普通紧固件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32的要求。

5.2.29 密封胶检测项目包括邵氏硬度、结构胶标准条件下的拉伸粘结强度、相容性、剥离

粘结性、石材用密封胶的污染性、耐候胶标准状态下的拉伸模量、石材用密封胶的拉伸模量。

密封胶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33的要求。

5.2.30 幕墙玻璃检测项目包括传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得热系数、中空玻璃的密封性

能。

幕墙玻璃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1.34的要求。

5.3 建筑构配件

5.3.1 预制混凝土构件检测项目包括承载力、挠度、裂缝宽度、抗裂检验、外观尺寸、保护

层厚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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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构件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2.1的要求。

5.3.2 木材料及构配件检测项目包括含水率、弹性模量、静曲强度等。

木材料及构配件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2.2的要求。

5.3.3 建筑幕墙检测项目包括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层间变形性能。

建筑幕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2.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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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工程实体检测文件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工程实体检测项目包括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建筑节能；室内环

境污；建筑幕墙；建筑隔声。

6.2 地基基础

6.2.1 地基基础检测项目包括地基及复合地基；桩的承载力；桩身完整性；锚杆抗拔承载力；

地下连续墙检测；

6.2.2 地基及复合地基检测项目包括承载力（静载试验、动力触探试验）、不均匀沉降。

地基及复合地基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C.1.1的要求。

6.2.3 桩的承载力检测项目包括水平承载力、竖向抗压承载力、竖向抗拔承载力、桩垂直度

检测。

桩的承载力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1.2的要求。

6.2.4 桩身完整性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1.3的要求。

6.2.5 锚杆抗拔承载力检测项目为拉拔试验。

锚杆抗拔承载力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C.1.4的要求。

6.2.6 地下连续墙检测项目包括墙身完整性、混凝土强度。

地下连续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1.5的要求。

6.3 主体结构

6.3.1 主体结构检测项目包括混凝土结构检测、砌体结构及钢结构检测

6.3.2 混凝土结构检测项目包括混凝土结构构件强度（混凝土强度回弹法、混凝土强度钻芯

法、混凝土强度回弹-钻芯综合法、混凝土强度超声回弹综合法）、砌体结构构件强度；钢

筋配置及保护层厚度（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数量、间距、直径、锈蚀状况）；构件位置和

尺寸偏差；外观质量及内部缺陷；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节点。混凝土结构检测委托单、检测原

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2.1的要求。

砌体结构检测项目包括砌体结构构件强度（砌筑砂浆推出法、砌筑砂浆回弹法、砌筑砂

浆贯入法、砖强度回弹法、砌体抗压强度、砌体抗剪强度）；构件位置和尺寸偏差；外观质

量及内部缺陷。砌体结构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2.2的
要求。

钢结构检测项目包括钢结构焊缝；钢结构防腐及防火涂装；构件位置与尺寸；结构构件

结构性能；金属屋面。钢结构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2.3
的要求。

6.3.4 植筋锚固力检测项目为锚固承载力现场检验。

植筋锚固力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2.4的要求。

6.3.7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节点检测项目包括钢筋套筒灌浆连接灌浆饱满性、钢筋浆锚搭接连

接灌浆饱满性。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节点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2.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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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金属屋面检测项目包括静态压力抗风掀、动态压力抗风掀。

金属屋面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2.6的要求。

6.4 建筑装饰装修

6.4.1 装饰装修工程检测项目包括后置埋件现场拉拔力、饰面砖粘结强度、抹灰砂浆拉伸粘

结强度。

装饰装修工程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3.1的要求。

6.5 建筑节能

6.5.1 建筑节能现场检测项目包括外墙节能构造及保温层厚度（钻芯法）、保温板与基层的

拉伸粘结强度、锚固件的锚固力、外窗气密性能等。

建筑节能现场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4.1的要求。

6.6 室内环境污染物

6.6.1 室内环境污染物检测项目包括甲醛、氨、TVOC、苯、氡、甲苯、二甲苯、土壤中的氡

等。

室内环境污染物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C.5.1的要求。

6.7 建筑隔声

6.7.1 建筑隔声检测项目包括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性能、外墙构件和外墙空气声隔声性能及

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

建筑隔声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6.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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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市政工程材料检测文件

7.1 一般规定

7.1.1 市政工程材料检测项目包括：土、无机结合稳定材料；土工合成材料；掺合料（粉煤

灰、钢渣）；沥青及乳化沥青；沥青混合料用粗集料、细集料、矿粉、木质素纤维；沥青混

合料；路面砖及路缘石；检查井盖；石灰；石材。

7.2市政工程材料

7.2.1 土、无机结合稳定材料常规性能检测项目包括含水率、液限、塑限、击实、粗粒土和

巨粒土最大干密度、承载比（CBR）试验、无侧限抗压强度、水泥或石灰剂量、塑性指数、

有机物含量、不均匀系数、0.6mm 以下颗粒含量、颗粒分析、有机质含量、易溶盐含量。

土、无机结合稳定材料常规性能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

录 D.1.1的要求。

7.2.2 土工合成材料检测项目包括拉伸强度、延伸率、梯形撕裂强度、CBR 顶破强力、厚度、

单位面积质量。

土工合成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1.2的要求。

7.2.3 掺合料（粉煤灰）、钢渣检测项目包括 SiO2、Al2O3、Fe2O3、烧失量、细度、比表面积。

掺合料（粉煤灰）、钢渣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1.3
的要求。

7.2.4沥青及乳化沥青检测项目包括针入度、软化点、延度、闪点、质量变化、残留针入度

比、残留延度、破乳速度、标准黏度、蒸发残留物、弹性恢复。

沥青及乳化沥青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D.1.4的要求。

7.2.5 粗集料检测项目包括压碎值、洛杉矶磨耗损失、表观相对密度、吸水率、沥青黏附性、

颗粒级配、坚固性、软弱颗粒或软石含量、磨光值、针片状颗粒含量、<0.075mm 颗粒含量。

细集料检测项目包括表观相对密度、砂当量、颗粒级配、棱角性、坚固性、含泥量、亚甲蓝

值、含水率、堆积密度。沥青混合料用粗集料、细集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

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1.5的要求。

矿粉检测项目包括表观相对密度、亲水系数、塑性指数、加热安定性、筛分、含水量。

矿粉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1.6的要求。

木质素纤维检测项目包括长度、灰分含量、吸油率、pH 值、含水率。木质素纤维检测

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1.7的要求。

7.2.6 沥青混合料检测项目包括马歇尔稳定度、流值、矿料级配、油石比、密度。

沥青混合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1.8的要求。

7.2.7 路面砖及路缘石检测项目包括抗压强度、抗折强度、防滑性能、耐磨、抗冻性、吸水

率、抗盐冻性。

路面砖及路缘石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D.1.9的要求。

7.2.8 检查井盖检测项目包括抗压强度、试验荷载、残余变形、外观质量、结构尺寸。

检查井盖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1.10的要求。

7.2.9 石灰检测项目包括有效钙和氧化镁含量、未消化残渣含量、含水率。

石灰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1.11的要求。

7.2.10 石材检测项目包括干燥压缩强度、水饱和压缩强度、干燥弯曲强度、水饱和弯曲强度、

体积密度、吸水率、抗冻系数、尺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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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1.1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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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市政工程实体检测文件

8.1 一般规定

8.1.1 市政工程实体检测项目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和地下工程。

8.2道路工程

8.2.1 道路工程检测项目包括沥青混合料路面；基层及底基层；土路基；排水管道工程；水

泥混凝土路面。

8.2.2 沥青混合料路面检测项目包括厚度、压实度、弯沉值、平整度、渗水系数。道路基层

及底基层检测项目包括厚度、压实度、弯沉值、平整度、无侧限抗压强度。土路基检测项目

包括压实度、弯沉值、土基回弹模量。排水管道工程检测项目包括地基承载力、回填压实度、

背后土体密实度、严密性。水泥混凝土路面检测项目包括平整度、构造深度、厚度。

道路工程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E.1.1的要求。

8.3桥梁和地下工程

8.3.1 桥梁与地下工程检测项目包括桥梁工程、地下工程（隧道和管廊）。

8.3.2 桥梁工程检测项目包括静态应变、动态应变、位移、索力、承载能力、桥梁线形、结构

尺寸、轴线偏位、竖直度、混凝土强度（回弹法/钻芯法/回弹-钻芯综合法/超声回弹综合法等）、

混凝土碳化深度、钢筋位置及保护层厚度、氯离子含量、人行天桥自振频率、桥面线形、地基承

载力、变形缝质量、防水层的缝宽和搭接长度、尺寸、栏杆水平推力。

桥梁工程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E.2.1的要求。

8.3.3 地下工程（隧道和管廊）检测项目包括断面尺寸、锚杆拉拔力、衬砌厚度、衬砌及背后

密实状况、墙面平整度、钢筋网格尺寸、锚杆长度、锚杆锚固密实度、管片几何尺寸、错台、椭

圆度、混凝土强度（回弹法/钻芯法/回弹-钻芯综合法/超声回弹综合法等）、钢筋位置及保护层

厚度、外观质量、内部缺陷、衬砌内钢筋间距、仰拱厚度、渗漏水、钢筋锈蚀状况、综合管廊断

面尺寸、衬砌厚度、衬砌密实性、墙面平整度、衬砌内钢筋间距。

地下工程（隧道和管廊）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E.2.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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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合同主要内容

A.0.1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合同应明确以下主要内容：

1 合同委托双方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2 工程概况：建筑面积、工程结构等；

3 检测项目及检测要求；

4 检测收费标准、费用核算与支付方式；

5 检测报告的交付方式；

6 检测样品的取样、制样、包装、运输：

1）双方约定检测样品的交付方式，双方的工作内容和责任。检测机构按有关规定对

检测后的试件进行留样；

2）检测样品运输费用的承担；

7 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8 对检测结论异议的处理。委托单位对检测结论有异议的，可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

构复检。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相同，由委托单位支付复检费用；反之，则由检测机构承担

复检费用。

9 违约责任；

10 其他事项约定；

11 争议的解决方式；

12 合同生效、双方签约及双方基本信息；

13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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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建筑材料及构配件检测文件格式

B.1 建筑材料

B.1.1水泥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泥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测项目（在横线上画“√”）：

凝结时间（初凝、终凝） 安定性 胶砂强度（抗折强度、抗压强度）

氯离子含量 细度 水泥胶砂流动度 碱含量

不溶物 三氧化硫 氧化镁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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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物理性能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成型环境 检测编号

养护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测依据 样品状态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稠度用水量

（%）

用水量

（ml）
试样质量

（g）
下沉深度

（mm） 标准稠度用水=（用水量/试样质量）×

100%=

凝

结

时

间

加水时间

测试时间 测试针位置（mm） 测试时间 测试针位置（mm）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下沉至底板 □
或距离底板

初凝时间

测试过程

测试时间 试针在试样上状态 测试时间 试针在试样上状态

终凝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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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物理性能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安

定

性

雷氏法

煮前距离

A（mm）
A1 A2 增加

距离

（mm）

平均值

（mm）煮后距离

C（mm）
C1 C2

试饼法
试件 1
现象

试件 2
现象

细度

□80μm

□45μm

筛前质量

（g）
修正系数 C=

筛余百分数 F

（%）

筛后质量

（g）
F=R1/W×100×C

比

表

面

积

试验

次数

水泥

质量

M（g）

李氏瓶液面读数
水泥所排

开无水煤

油的体积

V(cm3)

密度

（kg/m3）

平均

（kg/m3）

恒温水

槽温度

（℃）

初始无水煤

油体积的读

数 V1(cm
3)

装入水泥后

无水煤油体

积的读数

V2(cm
3)

1

2

试样质量的确定

试样

名称
试样密度（g/cm3） 试料层体积 V(cm3) 试料层孔隙率 试样质量 W（g）

水泥

标准

试样

比表面积的测定

标准试样的比表面积

S
m2/kg 备注

标准试样试验时 被测试样试验时

被测试样的比表面积

S（m2/kg）
平均值 S（m2/kg）液面降落测

得的时间

T(s)

温度

（℃）

液面降落测

得的时间 T

(s)

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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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物理性能检测原始记录（三）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抗折强度

龄

期
结果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平均值

3d

破坏荷

载（kN）

强度

（MPa）

28d

破坏荷

载（kN）

强度

（MPa）

抗压强度

龄

期
结果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试件 4 试件 5 试件 6 平均值

3d

破坏荷

载（kN）

强度

（MPa）

28d

破坏荷

载（kN）

强度

（MPa）

水泥胶砂

流动度

水泥质量

（g）
胶砂流动度用

水量（ml）
平均值（mm）

流动度值（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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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物理性能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凝结时间
初凝 min

终凝 h

安定性 /

胶砂

强度

3d抗折强度 MPa

3d抗压强度 MPa

28d抗折强度 MPa

28d抗压强度 MPa

细度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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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氯离子含量检测原始记录（基准法）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成型环境 检测编号

养护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测依据 样品状态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氯离子含量

样品编号
试样质量

m（g）

滴定时消耗的硫氰酸氨标

准滴定溶液体积

V（ml）

氯离子含量

lC
 

（%）

空白

平行1

平行2

计算公式：

mV
VV

cl 




空

样空8865.0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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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化学成分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成型环境 检测编号

养护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测依据 样品状态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碱含量

样品编号
试样质量

m1（g）
定容体积

V（ml）
稀释倍数

扣除空白后

试样含量

m2（mg）

含量

（%）

总含量

总 （%）

氧化钾

空白

平行1
平行2

氧化钠

空白

平行1
平行2

标准曲线绘制

标准溶液序号

氧化钾 氧化钠

标液含量

（ mg ）

响应值

（ ）

标液含量

（ mg ）

响应值

（ ）

1
2
3
4
5
6

线性回归参数 参数数值

a
b
r2

标准溶液

配制过程

a.标准储备液： mg/L
b.标准使用液：
准确移取a ml 于 ml容量瓶

中，得溶液浓度为 mg/L

a.标准储备液： mg/L
b.标准使用液：
准确移取a ml 于 ml容量瓶
中，得溶液浓度为 mg/L

备注

计算公式：

m
m 1.02  OKONa 22 658.0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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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化学成分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不溶物

样品编号

试样质量

1
m （g）

瓷坩埚质量

2
m （g）

灼烧后瓷坩埚+

不溶物质量
3

m

（g）

不溶物质量分数

1
 （%）

空白

试样1

试样2

三氧化硫

样品编号

试样质量

4
m （g）

瓷坩埚质量

5
m （g）

灼烧后瓷坩埚+

沉淀质量
6

m（g）

三氧化硫质量分

数

2
 （%）

空白

试样1

试样2

氧化镁

样品编号
试样质量

m6（g）
定容体积

V（ml）
稀释倍数

扣除空白后

试样浓度

C（mg/L）

含量

（%）

空白

试样1

试样2

氧化镁标准曲线

标准溶液序号
标液浓度

（mg/L）
响应值

（ ）
标准溶液序号

标液含量

（mg/L）
响应值

（ ）

1 4

2 5

3 6

a b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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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化学性能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氯离子含量 %

碱含量 %

不溶物 %

三氧化二硫 %

氧化镁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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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钢筋（含焊件及机械连接）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钢筋（含焊接与机械连接）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测项目（在横线上画“√”）：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断后伸长率 最大力总延伸率

反向弯曲 重量偏差 弯曲性能 残余变形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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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原材物理性能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样品状态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试件 1 试件 2

公称横截面面积 S0（ mm²）

标准下屈服强度 R0eL （MPa）

实测下屈服荷载 FeL （kN）

实测下屈服强度 ReL=FeL/S0（MPa）

实测最大荷载 Fm （kN）

实测抗拉强度 Rm=Fm/S0（MPa）

最大力总延

伸率

原始标距 L1 （mm）

断裂后距离 L2（mm）

塑性延伸率 Ag=(L2-L1)/L1×100（%）

总延伸率 Agt=Ag+Rm/2000（%）

Rm/ReL

ReL/R0eL

弯曲

弯芯直径（mm）

弯曲角度（°）

受弯曲部位表面是否有裂纹

反向弯曲
放入时间 取出时间 干燥箱温度

受弯曲部位表面是否有裂纹

重量偏差

试样长度（mm）

实际总重量（kg）

=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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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原材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

评定

试件 1 试件 2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度 MPa

断后伸长率 %

最大力总伸长率 %

强屈比 /

屈标比 /

重量偏差 %

反向弯曲 /

弯曲性能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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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焊接性能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焊接形式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样品状态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抗拉荷载（kN）

抗拉强度（MPa）

断裂特征

塑断 □ 塑断 □ 塑断 □

脆断 □ 脆断 □ 脆断 □

开焊 □ 开焊 □ 开焊 □

断裂位置

母材 □ 母材 □ 母材 □

热影响区 □ 热影响区 □ 热影响区 □

焊缝 □ 焊缝 □ 焊缝 □

弯曲

弯芯直径（mm）

弯曲角度（°）

受弯曲部位表

面是否有裂纹

有裂纹 □ 有裂纹 □ 有裂纹 □

无裂纹 □ 无裂纹 □ 无裂纹 □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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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焊接性能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

评定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抗拉强度 MPa

断裂状态 /

弯曲性能 /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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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机械连接性能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焊接形式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样品状态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抗拉荷载（kN）

抗拉强度（MPa）

断裂特征

钢筋拉断 □ 钢筋拉断 □ 钢筋拉断 □

连接件破坏 □ 连接件破坏 □ 连接件破坏 □

断裂位置

钢筋拉断 □ 钢筋拉断 □ 钢筋拉断 □

连接件破坏 □ 连接件破坏 □ 连接件破坏 □

弯曲

弯芯直径（mm）

弯曲角度（°）

受弯曲部位表

面是否有裂纹

有裂纹 □ 有裂纹 □ 有裂纹 □

无裂纹 □ 无裂纹 □ 无裂纹 □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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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机械连接性能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

评定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抗拉强度 MPa

断裂状态 /

弯曲性能 /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33

钢筋机械连接工艺性能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部位 检测编号

公称直径 mm 委托日期

设计接头等级 检测日期

钢筋级别 连接件材料

检测环境 样品状态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及编号

接头长度（mm） 标距

（mm）

非弹性变形标距、残余变形标距 总伸长率标距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试件 4 试件 5 试件 6

母材

屈服荷载（kN）

屈服强度（MPa）

抗拉荷载（kN）

抗拉强度（MPa）

单向

拉伸

抗拉荷载（kN）

抗拉强度（MPa）

非弹性总量（mm）

总伸长量（mm）

非弹性变形（mm）

总伸长率 %

高应力

反复

拉压

抗拉荷载（kN）

抗拉强度（MPa）

检后标距（mm）

残余变形（mm）

大变形

反复拉

压 4 次

抗拉荷载（kN）

抗拉强度（MPa）

检后标距（mm）

残余变形（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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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机械连接工艺性能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1 2 3 4 5 6

大变形

反复拉

压 8次

抗拉荷载（kN）

抗拉强度（MPa）

检后标距（mm）

残余变形（mm）

连接件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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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机械连接工艺性能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1 2 3

极限抗拉强度，Rm MPa

残余变形值 mm

残余变形平均值 mm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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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钢材（型钢）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钢材（型钢）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监理单位 样品数量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委托内容及要求：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伸长率 厚度偏差 钢材元素含量

其他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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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化学元素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项目 C Si Mn P S

均值(%)

SD(%)

RSD(%)

1

2

3

4

5

6

7

8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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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化学成分分析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质量分数

C %

Si %

Mn %

P %

S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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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素结构钢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试样厚度 H（mm）
公称厚度

试样宽度 B（mm）
实测值 1 实测值 2 实测值 3

实测平均

值

试样横截面积 S0=HB（mm²）

下屈服荷载 FeL（kN）

下屈服强度 ReL=FeL/S0（MPa）

最大荷载 Fm（kN）

抗拉强度 Rm=Fm/S0（MPa）

原始标距 L0=5.65 oS （mm）

断后标距 Lu（mm）

断后伸长率 A=(Lu- L0)/L0×100（%）

弯曲

弯芯直径（mm）

弯曲角度（°）

受弯曲部位表面是否有裂纹

镀锌层厚度

（μm）

试样编号 1 2 3 4 5

镀锌层厚度

镀锌层厚度平均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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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素结构钢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拉强度 Rm MPa

下屈服强度 ReH MPa

断后伸长率 A %

冷弯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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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合金结构钢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试样厚度 H（mm）
公称厚度

试样宽度 B（mm）
实测值 1 实测值 2 实测值 3 实测平

均值

试样横截面积 S0=HB（mm²）

下屈服荷载 FeL（kN）

下屈服强度 ReL=FeL/S0（MPa）

最大荷载 Fm（kN）

抗拉强度 Rm=Fm/S0（MPa）

原始标距 L0=5.65 oS （mm）

断后标距 Lu（mm）

断后伸长率 A=(Lu- L0)/L0×100（%）

弯曲

弯芯直径（mm）

弯曲角度（°）

受弯曲部位表面是否有裂纹

镀锌层厚度

（μm）

试样编号 1 2 3 4 5

镀锌层厚度

镀锌层厚度平均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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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合金结构钢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拉强度 Rm MPa

下屈服强度 ReH MPa

断后伸长率 A %

冷弯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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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骨料/集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骨料/集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细骨料：颗粒级配 含泥量 泥块含量 氯离子含量 堆积密度

亚甲蓝值与石粉含量 压碎指标 表观密度 坚固性

碱活性 其他

粗骨料：颗粒级配 含泥量 泥块含量 压碎值指标 坚固性

针片状颗粒含量 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 碱活性 其他

轻集料：筒压强度 堆积密度 吸水率 粒型系数 筛分析

含泥量 泥块含量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44

细骨料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细度模数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表观密度

次数

试样烘

干质量

m0（g）

试样、水及

容量瓶总质

量 m1（g）

水及容量

瓶总质量

m2（g）

水温

t

修正系

数αt

表观密

度

（kg/m3）

平均值

（kg/m3）

1

2

颗粒级配

（试样总量

g）

公称

粒径

筛余量（g） 分计筛余（%） 累计筛余（%）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细度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平均值 级配区

含泥量

次数
试验前烘干质量 m0

（g）

试验后烘干质量 m1

（g）

含泥量（石粉含量）

ωc（%）

平均值

（%）

1

2

泥块含量

次数
试验前烘干质量 m0

（g）

试验后烘干质量 m1

（g）
泥块含量 ωc，L（%）

平均值

（%）

1

2

碱活性

（快速法）

试件

基长 L0（mm） 3d 长度（mm） 7d 长度（mm） 10d长度（mm） 14d长度（mm）

1 2
均

值
1 2

均

值
1 2

均

值
1 2

均

值
1 2

均

值

1

2

3

膨胀率 3d 7d 10d 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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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骨料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氯离子含量

试样质量

m（g）

硝酸银溶液

CAgNO3

（mol/L）

样品滴定消耗

标准溶液体积

V1（mL）

空白试验消耗

标准溶液体积

V2（mL）

氯离子含量ωd
（%）

亚甲蓝试验
试样质量 G （g）

加入亚甲蓝总体积 V
（mL）

MB值（g/kg） 结果评定

亚甲蓝试验

快速法

一次性加入 30mL 亚甲蓝溶液，观察沉淀物

周围，出现色晕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现象 结果评定

压碎指标

公称粒级

（mm）
该粒级试样质量（g）

该粒级试样筛余量

（g）
该粒级压碎值指标δi

（％）

总压碎值指标δsa（％） 结果评定

堆积密度

次数
容量筒质量 m1

（kg）

容量筒与砂总质

量 m2 （kg）

容量筒容积

V （L）

堆积密度ρL

（kg/m3）

平均值

（kg/m3）

坚固性

公称粒级（mm） 试验前质量（g） 试验后质量（g） 损失百分率（%）
总损失百分率

（%）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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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骨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含泥量

泥块含量

氯离子含量

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

亚甲蓝

石粉含量

压碎指标

坚固性

碱活性

颗粒级配

检测依据

筛孔尺寸 mm 9.50 4.75 2.36 1.18 0.600 0.300 0.150 筛底

标准颗粒级配分区 /

实测累计筛余 %

颗粒级配区属 细度模数 规格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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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骨料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最大粒径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表观密度

（简易法）

次数

试样烘

干质量

m0 （g）

试样、水及容

量瓶总质量

m1（g）

水及容量

瓶总质量

m2（g）

水温

t

修正系

数αt

表观

密度

（kg/m3）

平均值

（kg/m3）

1

2

表观密度

（标准法）

次数

试样烘

干质量

m0 （g）

吊篮及试样

在水中的质

量 m2（g）

吊篮在

水中质

量 m1（g）

水温

t

修正系

数αt

表观

密度

（kg/m3）

平均值

（kg/m3）

1

2

颗粒级配

公称粒径

（mm）
筛余量（g） 分计筛余（%） 累计筛余（%） 最大粒径（mm）

最大粒径（mm） 试样总量（g）

1

2

含泥量

次数
试验前烘干质量 m0

（g）

试验后烘干质量 m1

（g）

含泥量

ωc（%）

平均值

（%）

1

2



48

粗骨料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泥块含量

次数
试验前烘干质量

m0（g）

试验后烘干质量

m1 （g）

泥块含量 ωc，L

（%）

平均值

（%）

1

2

压碎值指标

次数 试样质量 m0（g）
压碎后筛余质量

m1 （g）
压碎值指标（%） 平均值（%）

1

2

3

坚固性

公称粒级

（mm）

试验前质量

（g）

试验后质量

（g）

损失百分率

（%）

总损失百分

率（%）
评定

针片状颗粒

含量

试样总质量（g）
试样中针片状颗粒总质量

（g）
检测结果（%）

总压碎值指标δsa（%） 结果评定

堆积密度

次数
容量筒质量 m1

（kg）

容量筒与石总质

量 m2 （kg）

容量筒容积

V （L）

堆积密度ρL

（kg/m3
）

平均值

（kg/m3
）

1

2

试件

基长 L0（mm） 3d 长度（mm） 7d 长度（mm） 10d长度（mm） 14d长度（mm）

1 2
均

值
1 2

均

值
1 2

均

值
1 2

均

值
1 2

均

值

1

2

3

膨胀率 3d 7d 10d 14d

结果评定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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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骨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最大粒径 mm

含泥量 %

泥块含量 %

压碎值指标 %

针片状颗粒含量 %

坚固性 %

表观密度 kg/m3

堆积密度 kg/m3

碱活性 %

颗粒级配

检测依据

筛孔尺寸 mm

标准颗粒级配分区%

实测累计筛余%

颗粒级配区属 mm 最大公称粒径 mm 级配结果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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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集料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最大粒径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

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堆积密度

次数
容量筒与试样的

总质量 m1 （kg）

容量筒质量 m2

（kg）

容量筒容积 V

（L）

堆积密度ρbu

（kg/m3
）

平均值

（kg/m3）

1

2

筒压强度

次数
压入深度为 20mm 时

的压力值（N）

冲压模质量

（N）

承压面积

（mm²）
筒压强度

（MPa）

平均值

（MPa）

1

2

3

吸水率

次数
浸水试样质量 m0

（g）

烘干试样质量 m1

（g）

吸水率ωc

（%）

平均值

（%）

1

2

3

含泥量

次数
试验前烘干质量 m0

（g）

试验后烘干质量 m1

（g）

含泥量（石粉含量）

ωc（%）

平均值

（%）

1

2

泥块含量

次数
试验前烘干质量 m0

（g）

试验后烘干质量 m1

（g）

泥块含量 ωc，L

（%）

平均值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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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集料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粒型系

数

样 1 样 2 样 1 样 2 样 1 样 2 样 1 样 2 样 1 样 2

1 11 21 31 41

2 12 22 32 42

3 13 23 33 43

4 14 24 34 44

5 15 25 35 45

6 16 26 36 46

7 17 27 37 47

8 18 28 38 48

9 19 29 39 49

10 20 30 40 50

平均粒型系数

Ke 1

平均粒型系数

Ke 2
平均值

颗粒级配（筛分析）

取样数量： L

筛孔尺寸 mm 37.5 31.5 26.5 19.0 16.0 9.50 4.75 2.36

筛余量 g

分计筛余百分

率 %

累计筛余百分

率 %

颗粒级配区属 最大粒径 mm 级配结果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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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集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最大粒径 mm

级配区 /

筒压强度 %

吸水率 %

堆积密度 kg/m3

粒型系数 %

颗粒级配（筛分析）

筛孔尺寸 mm 37.5 31.5 26.5 19.0 16.0 9.50 4.75 2.36

标准颗粒级配

分区%

实测累计筛余%

颗粒级配区属 mm 最大粒径 mm 级配结果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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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砖、砌块、瓦、墙板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砖、砌块、瓦、墙板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砖：抗压强度 抗冻性能 干密度 其他

砌块：抗压强度 抗冻性能 密度 吸水率 立方体抗压强度

干燥收缩值 其他

瓦：加热后尺寸变化率 加热后状态 落锤冲击 承载能力 其他

墙板：抗冲击性能 抗弯破坏荷载 吊挂力 抗压强度 尺寸偏差

外观质量 软化系数 含水率 面密度 干燥收缩值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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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尺寸

偏差

长度 （mm）

L0

L 最大－ L0= mm

L 最小－ L0= mm

1

2

3

宽度 （mm）

w0

w 最大－ w0= mm

w 最小－ w0= mm

1

2

3

厚度 （mm）

1 2 3 4 5 6

H 最大－ H0= mm；H 最小－ H0= mm

表面平整度

（mm）

1 2 3 4 5 6

最大值 最小值

对角线差（mm）
测量值

差值

侧向弯曲（mm）
测量值

最大值

孔间肋厚和面

层壁厚（mm）

测量值

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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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外观质量

抗弯破坏

荷载

加荷过程 （N）

荷载总和 P（N）
自重荷载 G

（N）

P/G

抗压强度

试件 1 2 3 强度平均值

长×宽（mm）

荷载（kN）

强度（MPa）

软

化

系

数

干

燥

状

态

试件 1 2 3
强度

平均值

长×宽（mm）

荷载（kN）

强度（MPa）

饱

和

状

态

试件 1 2 3
强度

平均值

长×宽（mm）

荷载（kN）

强度（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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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检测原始记录（三）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含水率

（%）

试件 1 2 3

取样质量（kg）

绝干质量（kg）

计算结果

平均值

面密度

面积 （m2）

质量（kg）

面密度（kg/m2）

干燥收缩值

初始长度 L1 （mm）

干燥后长度 L2（mm）

收缩头长度η1（mm）

收缩头长度η2
（mm）

干燥收缩值 S
（mm/m）

干燥收缩平均值

（mm/m）

吊挂力

第一级加荷 结果

第二级加荷 结果

抗冲击性能

（次）

隔声量（dB）

传热系数，

W/（m2·K）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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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外观质量 /

尺寸偏差 mm

抗压强度 MPa

抗弯破坏荷载 N

软化系数 /

含水率 %

面密度 kg/m2

干燥收缩值 mm/m

抗冲击性能 次

吊挂力 kN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58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检测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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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抗压强度

（MPa）

试件 1 2 3 4 5

相对边长（mm）

长 L（mm）

宽 B（mm）

相对边宽（mm）

破坏荷载 P（N）

抗压强度

R=P/(L×B)

抗压强度平均值 Rf（MPa）
单块最小抗压强度值 fmin

（MPa）

密度

（kg/m3）

试件 1 2 3

绝干质量 m（kg）

相对两边长（mm）

长 L（mm）

相对两边宽（mm）

宽 B（mm）

相对两边高（mm）

高 H（mm）

密度γ=m/(LBH)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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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冻融试验

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1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1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2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2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3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3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4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4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5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试件 1 2 3 4 5
冻前饱和面干状态质量 m0（kg）
冻后饱和面干状态质量 m1（kg）

质量损失率 Gm=（m0-m1）/m0×100（%）

冻后质量损失率平均值（%）

检测条件 对比试件抗压强度 冻后试件抗压强度

试件 1 2 3 4 5 1 2 3 4 5
相对两面长

（mm）

平均长 L（mm）

相对两面宽

（mm）

平均宽 B（mm）

破坏荷载 P（N）
抗压强度

P0=P/(L×B)
（MPa）
对比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 P0

（MPa）
冻后抗压强度平均值 P1

（MPa）
冻后强度损失率 Pm=（P0-P1）/P0×100（%）

吸水率

试件 1 2 3

绝干质量 m（kg）

面干潮湿质量 m2（kg）

吸水率W2=(m2-m)/m×100（%）

吸水率平均值 2W （%）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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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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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压强度 MPa

密度等级 kg/m3

吸水率 %

抗冻

性能

质量损失率 %

强度损失率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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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多孔砖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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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抗压强度

R=P/(L×B)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相对边长（mm）

长 L（mm）

相对边宽（mm）

宽 B（mm）

破坏荷载 P（N）

抗压强度（MPa）

抗压强度平均值 Rf（MPa） 变异系数 单块最小抗压强度值 fmin（MPa）

抗压强度标准值 fk=P0-1.8s（MPa）

密度（kg/m3）

试件 1 2 3

绝干质量 m（kg）

相对两面长（mm）

平均长度 l（mm）

相对两面宽（mm）

平均宽 b（mm）

相对两面高（mm）

平均高 h（mm）

密度[γ=（m/lbh）×109]

平均值

冻融试验

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冻坏现象 是 否

1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冻坏现象 是 否

1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冻坏现象 是 否

2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冻坏现象 是 否

2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冻坏现象 是 否

3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冻坏现象 是 否

3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冻坏现象 是 否

4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冻坏现象 是 否

4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冻坏现象 是 否

5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等冻坏现象 是 否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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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多孔砖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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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压强度 MPa

密度等级 kg/m3

抗冻性能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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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抗压强度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相对边长（mm）

长 L（mm）

相对边宽（mm）

宽 B（mm）

破坏荷载 P（N）

抗压强度

R=P/(L×B)
（MPa）

抗压强度平均值 Rf（MPa） 变异系数 单块最小抗压强度值 fmin（MPa）

抗压强度标准值 fk=P0-1.8s（MPa）

密度

（kg/m3）

试件 1 2 3 4 5

绝干质量 m（kg）

相对两边长（mm）

长 L（mm）

相对两边宽（mm）

宽 B（mm）

相对两边高（mm）

高 H（mm）

密度γ=m/(LBH)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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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空心砖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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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冻融试验

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1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1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2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2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3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3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4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4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50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开裂、缺棱、掉角剥落等冻坏现象 是□ 否□

冻

融

后

裂

纹

长

度

试

件

未贯穿裂纹长度（mm） 贯穿裂纹长度（mm）

大面上宽度方向及

其延伸到条面的长

度

大面上长度方向或

条面上水平方向的

长度

大面上宽度方向及

其延伸到条面的长

度

壁、肋沿长度方向、

宽度方向及其水平

方向的长度

1
2
3
4
5

质

量

损

失

率

试件 1 2 3 4 5
冻前质量 m0（kg）
冻后质量 m1（kg）

质量损失率 Gm=
（m0-m1）/m0×100（%）

质量损失率平均值（%）

检测条件 对比试件抗压强度 冻后试件抗压强度

试件 1 2 3 4 5 1 2 3 4 5
相对长（mm）

相对宽（mm）

平均长 L（mm）

平均宽 B（mm）

破坏荷载 P（N）
强度 P0（MPa）
对比试件强度平均值 P0（MPa） 冻后强度平均值 P1（MPa）a

冻后强度损失率 Pm=（P0-P1）/P0×100 （%）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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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压强度 MPa

密度等级 kg/m3

抗冻性能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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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抗压强度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相对边长（mm）

长 L（mm）

相对边宽（mm）

宽 B（mm）

破坏荷载 P（N）

强度 P0=P/(L×B)
（MPa）

强度平均值 P0
（MPa）

标准差 s
（MPa）

单块最小值 fmin
（MPa）

强度标准值 fk=P0-1.8s（MPa）

抗冻性能

试件 1 2 3 4 5

冻前质量 m0（kg）

冻后质量 m1（kg）

质量损失率，%

质量损失率平均值,%

检测条件 对比试件抗压强度 冻后试件抗压强度

试件 1 2 3 4 5 1 2 3 4 5

相对长（mm）

相对宽（mm）

平均长 L（mm）

平均宽 B（mm）

破坏荷载 P（N）

强度 R（MPa）

对比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 Rf

（MPa）
冻后抗压强度平均值 RR（MPa）

冻融后强度损失率 KR=（Rf-RR）/Rf×100（%）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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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普通砖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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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压强度 MPa

抗冻性能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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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项目 检测结果

立方

体抗

压强

度

试件
长 L

（mm）

宽 B

（mm）

试件受

压面积

A=BL

（mm²）

破坏荷

载 P1

（N）

抗压强

度

fcc=P1/A

（MPa）

单组强

度平均

值

（MPa）

试验后

质量M

（g）

烘干后

质量M0

（g）

含水率

WR=(M-

M0)/M×

100（%）

1

上

中

下

2

上

中

下

3

上

中

下

抗压强度平均值 f1（MPa） 单组强度最小值（MPa）

干

密

度

试件 长 L（mm） 宽 B（mm） 高 H（mm）
体积 V=LBH

（mm³）

烘干后质量

M0（g）

干密度

r0=M0×106/V

（kg/m³）

1

上

中

下

2

上

中

下

3

上

中

下

干密度平均值（kg/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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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干燥

收缩

值

试件编

号

标准杆长

度 S0
（mm）

百分表原

点 Y0

（mm）

初始长度

S1（mm）

干燥后长

度 S2
（mm）

收缩头长

度之和 S
（mm）

干燥收缩

值

Δ=(S1-S2)
/[S0-(Y0-
S1)-S]

（mm/m
）

平均值

mm/m

1

上

中

下

2

上

中

下

3

上

中

下

抗冻

性

5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试件破碎、剥落等明显破坏现象。 是□ 否□

10 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试件破碎、剥落等明显破坏现象。 是□ 否□

15 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试件破碎、剥落等明显破坏现象。 是□ 否□

20 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试件破碎、剥落等明显破坏现象。 是□ 否□

25 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试件破碎、剥落等明显破坏现象。 是□ 否□

30 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试件破碎、剥落等明显破坏现象。 是□ 否□

35 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试件破碎、剥落等明显破坏现象。 是□ 否□

40 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试件破碎、剥落等明显破坏现象。 是□ 否□

45 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试件破碎、剥落等明显破坏现象。 是□ 否□

50 次冻融试验后是否出现试件破碎、剥落等明显破坏现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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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抗冻

性

试件

冻前平

行试件

湿质量

M20，g

冻后平

行试件

干质量

M2d，g

冻前含

水率

W0=(M20

-M2d)/M

2d×

100,%

冻后试

件湿质

量 M1w，

g

冻后试

件干质

量 M1d，

g

平行试

件长 L，

mm

平行试

件宽 B，

mm

面积

A=L×

B，mm2

平行试

件破坏

荷载 P，

N

平行试

件强度

f1=P/A，

MPa

1

上

中

下

2

上

中

下

3

上

中

下

试件

冻后含

水率

Wd=(M1w-M

1d)/M1d×

100%

冻前试

件质量

M10 g

冻前试件

等效干质

量 m1d=

（M2d/M20）

×M10 g

质量损失率

Mm=（m1d-M1d）

/m1d ×100 %

长 L

mm

宽

Bmm

面积

A=L

×B

mm
2

破坏荷

载 P N

冻后强

度

f2=P/A

MPa

1

上

中

下

2

上

中

下

3

上

中

下

冻后抗压强

度平均值 f2，

MPa

平行试件强

度平均值 f1，

MPa

质量损失率

平均值，%

强度损失率

K=（f1-f2）/f1

×100，%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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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干密度 kg/m3

干燥收缩 mm/m

抗压

强度

平均值 MPa

最小值 MPa

抗冻

性

冻后质量平均

值损失
%

冻后强度平均

值损失
%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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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

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外观

表面层厚度

加热后尺寸变

化率

试样 1 2 3

加热前两交点间的距离 L0

（mm）

加热后两交点间的距离 L1

（mm）

尺寸变化率 R（%）

平均值

加热后状态

试样 1 2 3

是否产生气泡、裂纹和麻点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表面层与中间层之间是否出

现分离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落锤冲击
试样 1 2 3 4 5 6 7 8 9 10

试样表面是否破裂、分离

承载能力（N）

试样 1 2 3

跨距为 3%时承载力值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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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外观质量 /

加热后尺寸变化率 %

加热后状态 /

落锤冲击 /

承载能力 N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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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承载力

编号 跨距 L，mm
承载力实测

值，N

承载力实测

平均值

Fav，N

承载力标准

差σ，N

承载力

F=Fav-1.64

σ，N

1
2
3
4
5
6
7

吸水率

试样 1 2 3 4 5

绝干质量 m0,kg

面干潮湿质量 mb,kg

吸水率 W=(mb-m0)/m0×

100,%

平均值

抗冻后承载力

编号 跨距 L，mm
承载力实测

值，N

承载力实测

平均值

Fav，N

承载力标准

差σ，N

承载力

F=Fav-1.64

σ，N

1

2

3

4

5

6

7

抗冻后

外观质量

试件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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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承载力 N

吸水率 %

抗冻性能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76

B.1.6混凝土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混凝土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成型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试验日期 样品数量

养护条件 样品状态

龄期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抗压强度 抗渗等级 坍落度 氯离子含量 表观密度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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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成型日期 检测编号

抗渗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养护条件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抗渗性

加压时

间

压力

（MPa）

渗透情况：未渗透用“√”表示；已渗透用“×”表示。

1 2 3 4 5 6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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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试样名称 检测日期

试件尺寸 试样状态

工程部位 抗渗等级

代表数量 制作日期

养护方式 龄 期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检测依据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配合比(质量比)

水泥 砂子 石子

外加剂 掺和料

水
水泥用量

kg/m3

实测抗渗等级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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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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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养护条件 龄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抗压强度

配合比（质量比）

水泥 砂子 石子 外加剂 掺和料 水
水泥用量

（kg/m3）

抗压强度

尺寸要求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试件各边长、直径和高的尺寸公差是

否超过 1mm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试件承压面的平面度公差是否超过

0.0005d，d为试件边长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试件相邻面间的夹角是否为 90°，其

公差是否超过 0.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试样 1 2 3 折算系数
强度

（MPa）
破坏荷载

（kN）
抗压强度

（MPa）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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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试样名称 检测日期

试件尺寸 试样状态

工程部位
设计强度

等级

代表数量 制作日期

养护方式 龄 期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检测依据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配合比(质量比)

水泥 砂子 石子
外加剂 掺和料

水
水泥用量

kg/m3

抗压强度试验，MPa

1 2 3 强度值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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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设计强度 坍落度

标准差 耐久性

配合比掺加料：

水泥品种、强度等级： 检测编号

细集料类别： 检测编号

粗集料类别： 检测编号

外加剂名称： 检测编号

掺合料名称： 检测编号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82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试验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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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部位 检测编号

设计强度 委托日期

坍落度 检测日期

耐久性 检测环境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原材料

水泥
品种 检测编号

细骨料
品种 检测编号

粗骨料 1
品种 检测编号

粗骨料 2
品种 检测编号

掺合料 1
品种 检测编号

掺合料 2
品种 检测编号

外加剂 1
品种 检测编号

外加剂 2
品种 检测编号

配合比计

算

1混凝土试配强度： fcu,0≥ fcu,k+1.645σ= +1.645× = MPa

2水胶比： W/B=αa·fb/( fcu,0+ αa·αb·fb)=

3用水量： mw0= kg/m3

4胶凝材料用量：

胶凝材料总量 mb0= mw0/（W/B）= kg/m3

掺合料 mf0 = βfmb0= kg/m3

水泥 mc0 = mb0— mf0= kg/m3

5砂率 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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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骨料用量

假定质量 mcp = kg/m3

质量法
mf0+ mc0+ mg0+ ms0+ mw0=mcp

m s0= kg/m3 ； mg0= kg/m3

体积法
mf0/ρf+ mc0/ρc + mg0/ρg + ms0/ρs + mw0/ρw+0.01 α=1

ms0= kg/m3 ； mg0= kg/m3

校正系数 理论密度（kg/m³） 实测密度（kg/m³）

试配搅拌 L；试件尺寸 mm× mm× mm

组数

材料用量 kg
d 抗压

强度（MPa）

28d 抗压

强度（MPa）

坍落度

（mm）
水泥 水

细骨

料

粗骨

料

掺合

料

外加

剂

1

2

3

配合比（质量比）

水泥 水 细骨料 粗骨料 掺合料 外加剂
水泥用量

（kg/m³）

d 抗压强度

（MPa）
28d抗压强度（MPa） 耐久性 坍落度（mm） 扩展值（m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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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工程部位 检测日期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设计强度 坍落度

原

材

料

水泥
厂商、品牌 28天实测强度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细骨

料

1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2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粗骨

料

1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2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掺合

料

1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2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外加

剂

1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2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3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拌合水 种类及来源

配合比

（质量比）

水

泥

细骨料 粗骨料 掺合料
水

外加剂 水泥用

量 kg/m³1 2 1 2 1 2 1 2 3

检测结果
标养 7d抗压强度MPa 标养 28d抗压强度MPa 耐久性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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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混凝土拌合用水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混凝土拌合用水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混凝土类型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氯离子含量 pH 值 硫酸根离子含量 不溶物含量 可溶物含量

碱含量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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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pH值

水温（℃） pH值

缓冲溶液 1
温度（℃）

pH值 仪器示值

缓冲溶液 2
温度（℃）

pH值 仪器示值

缓冲溶液 3
温度（℃）

pH值 仪器示值

不溶物含量

试样体积

1
V (ml)

皿（膜）重

1m （g）

皿（膜）样重

2
m

（g）

不溶物含量

1
C （mg/L）

61 2
1

1

C 10
m m

V


 

注：直至两次称量的重量差≤0.4mg为止。

可溶物含量

试样体积

(ml)

蒸发皿恒重质量

3
m

（g）

蒸发皿和溶解性总

固体质量 4
m

（g）

可溶物含量

2
C （mg/L）

64 3
2

2

C 10
m 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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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拌合用水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氯离子含量

试样体积

3
V (ml)

硝酸银标液浓

度

3g
C
A NO (mol/l)

样品消耗标

液体积 样
V

（ml）

空白消耗标

液体积 空
V

（ml）

氯化物含量

3
C （mg/L）

硫酸盐含量

试样体积

4
V (ml)

坩埚恒重质量

5
m

（g）

坩埚和沉淀恒重质

量

6
m

（g）

硫酸盐含量

4
C （mg/L）

碱含量

试样编号
稀释倍数

D

K2O浓度

2
C
K O（mg/L）

Na2O浓度

2a
C
N O （mg/L）

碱含量

5
C （mg/L）

空白

试样 1

试样 2

 
3样 空 g 3

3

3

35.45
C 10

A NO
V V C

V

  
 

36 5
4

4

C 411.6 10
m m

V


  

2 25
0.658

K O Na O
C C D C D    



88

混凝土拌合用水检测原始记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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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碱含量标准曲线绘制

项目 氧化钾 氧化钠

标准溶液序号 标液浓度（ ） 吸光度（ ） 标液浓度（ ） 吸光度（ ）

0

1

2

3

4

5

线性回归参数 参数数值

a

b

r2

溶液配制过程

a.标准储备液： mg/L
b.标准使用液：

准确移取 a ml 于 ml容量瓶中，得溶液浓度为 mg/L

a.标准储备液： mg/L
b.标准使用液：

准确移取 a ml 于 ml容量瓶中，得溶液浓度为 mg/L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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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拌合用水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pH值 /

硫酸盐含量 mg/L

氯离子含量 mg/L

碱含量 mg/L

不溶物含量 mg/L

可溶物含量 mg/L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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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混凝土外加剂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混凝土外加剂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掺量%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减水率 pH 值 密度 抗压强度比 凝结时间（差） 细度

含气量 固体含量 含水率 限制膨胀率 相对耐久性指标

氯离子含量 泌水率比 1h 经时变化量坍落度 1h 经时变化量含气量

收缩率比 碱含量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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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

及编号
外加剂掺量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减

水

率

试样批

次

基准混凝土单位用水量W0

（kg/m³）
受检混凝土单位用水量

W1（kg/m³）

减水率WR（%）

单个值 算术平均值

1

2

3

泌水率比

试样批次 1 2 3 算术平均值

基准混凝土泌水率 Bc（%）

受检混凝土泌水率 Bt（%）

泌水率比 RB=100×Bt/Bc（%）

含

气

量

试样批次 1 2 3 算术平均值

骨料含气量 Ag（%）

混凝土拌合物未校正含气量 A0（%）

混凝土拌合物含气量

A= A0-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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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1h经时变化

量（含气量）

试样批次 1 2 3 算术平均值

骨料含气量 Ag（%）

1h后混凝土拌合物未校正含气

量 A01（%）

1h后混凝土拌合物含气量

A1h= A01-Ag（%）

含气量 1h经时变化量

ΔA=A0-A1h（%）

1h经时变化

量（坍落度）

试样批次 1 2 3 算术平均值

坍落度 Sl0（mm）

1h后坍落度 Sl1h（mm）

坍落度 1h经时变化量

ΔSl= Sl0-Sl1h（mm）

收

缩

率

比

试样

批次
基准混凝土的收缩率εc（%）

受检混凝土的收缩率

εt（%）

收缩率比 Rε（%）

单个值 算术平均值

1

2

3

抗

压

强

度

比

试样

批次
项目

抗压强度 抗压强度平均值

1d 3d 7d 28d 1d 3d 7d 28d

1
基准混凝

土强度 fc
（MPa）

2

3

1
受检混凝

土强度 ft
（MPa）

2

3

抗压强度比

Rf=100×ft/fc（%）

1d 3d 7d 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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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检测原始记录（三）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基准混凝土凝结时间

试样批次 1 2 3

测试时间（min）

测针面

积 A

（㎜
2
）

贯入压

力 P（N）

贯入阻

力 fPR

（MPa）

测针面

积 A

（㎜
2
）

贯入压

力 P（N）

贯入阻

力 fPR

（MPa）

测针面

积 A

（㎜
2
）

贯入压

力 P（N）

贯入阻

力 fPR

（MPa）

初凝时间（min）

终凝时间（min）

受检混凝土凝结时间

测试时间（min）

测针面

积 A

（㎜ 2）

贯入压

力 P（N）

贯入阻

力 fPR

（MPa）

测针面

积 A

（㎜ 2）

贯入压

力 P（N）

贯入阻

力 fPR

（MPa）

测针面

积 A

（㎜ 2）

贯入压

力 P（N）

贯入阻

力 fPR

（MPa）

初凝时间（min）

终凝时间（min）

基准混凝土初

凝结时间（min）

受检混凝土初凝

结时间（min）

初凝时间之差

（min）

基准混凝土终

凝结时间（min）

受检混凝土终凝

结时间（min）

终凝时间之差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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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掺量%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减水率 %

抗压强度比 %

凝结时间（差） min

1h经时

变化量

含气量 %

坍落度 mm

收缩率比 %

泌水率比 %

相对耐久性 /

含气量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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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密度

试样
比重瓶质量

（g）

称量瓶体积

（ml）

比重瓶+试样质

量

（g）

密度（g/ml）

1

2

含固量/含水

率

试样
称量瓶质量

（g）

称量瓶+试样质

量（g）

烘后称量瓶+试

样质量（g）

含固量/含水率

（%）

1

2

细度

试样 试样质量（g） 筛余物质量（g） 细度（%）

1

2

pH 值

试样 试样质量（g） 溶剂体积（ml） pH 值

1

2

氯离子含量

试样
试样质量

（g）

定容体积

（ml）
稀释倍数

试样浓度

（mg/l）

氯离子含量

（%）

空白

1

2

总碱量 试样
试样质量

（g）

定容体积

（ml）
稀释倍数

试样浓度

（mg/l）
总碱量（% ）

氧化钾

空白

1

2

氧化钠

空白

1

2

备注 总碱量=0.658×氧化钾含量+氧化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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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1h 经时变化

量（含气量）

样品编号
试样质量

（g）

滴定度

（mg/ml）

稀释

倍数

试样氢氧化钠消

耗量（ml）

二氧化硅含

量（%）

空白

试样1

试样2

氯离子标准曲线

标准溶液序号 标液浓度（ ） 峰面积（ ）

0

1

2

3

4

5

6

线性回归参数 参数数值

a

b

r2

标准溶液配制过程
a.标准储备液： mg/L b.标准使用液：

准确移取a ml 于 ml容量瓶中，得溶液浓度为 mg/L

总碱量标准曲线

项目 氧化钾 氧化钠

标准溶液序号
标液浓度

（ ）

吸光度

（ ）

标液浓度

（ ）

吸光度

（ ）

0

1

2

3

4

5

6

线性回归参数 参数数值

a

b

r2

标准溶液

配制过程

a.标准储备液： mg/L

b.标准使用液：取a ml 于

ml容量瓶中，浓度为 mg/L

a.标准储备液： mg/L

b.标准使用液：取a ml 于

ml容量瓶中，浓度为 mg/L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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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密度

含固量

细度

pH值

氯离子含量

总碱量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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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膨胀剂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掺量%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细度

筛析前质量（g） 筛余质量（g） 平均值（%）

抗压强度

7d
试件 1 2 3 4 5 6 平均值

荷载（kN）

强度（MPa）

28d
试件 1 2 3 4 5 6 平均值

荷载（kN）

强度（MPa）

凝结时间

加水时间：

测试时间
试针至底板距离是否达到 4±

1mm
测试时间

试针至底板距离是否达到 4±

1mm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初凝时间

测试时间 表面是否有环形附件痕迹 测试时间 表面是否有环形附件痕迹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终凝时间

限制膨胀率

测定

项目
限制试体的基

长 L0

限制试体初始

长度 L

所测龄期的限

制试体长度 L1

限制膨胀率ε %

单值 平均值

水中7d

空气中21d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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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膨胀剂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掺量%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细度 %

抗压强度
7d MPa

28d MPa

凝结时间
初凝 min

终凝 min

限制膨胀率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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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混凝土掺合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混凝土掺合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细度 烧失量 需水量比 活性指数 安定性 氯离子含量 含

水率 三氧化硫含量 放射性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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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掺合料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细度（%）

（45μm 方孔筛筛余百分

数）R1/ W×K×100

次数 1 2 细度

称样量 W（g）

筛余 R1（g）

R1/ W×K×100

修正系数 K

需水量比（%）

加水量 m（g） 试验胶砂流动度（mm） 基准胶砂流动度（mm）

X=（m/125）×100

含水量 （%）

烘干前试样
质量 m1 (g)

烘干后试样

质量 m0(g)

ω=（m1 -m0）/ m1×100

安定性

（雷氏夹法）

A1 C1 C1-A1 平均值（mm）

A2 C2 C2-A2

强度活性指数（%）

100
0

28 
R
RH

试件 1 2 3 4 5 6 平均值

对比胶砂

试验胶砂

活性指数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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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掺合料化学成分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放射性

样品质量

（g）
比活度（Bq/kg） 检测结果

Ra Th K 内照射指数 外照射指数

不溶物

样品编号

试样质量

1
m （g）

瓷坩埚质量

2
m （g）

灼烧后瓷坩

埚+不溶物质

量
3

m （g）

不溶物质量分数

1
 （%）

空白

试样1

试样2

三氧化硫

样品编号

试样质量

4
m （g）

瓷坩埚质量

5
m （g）

灼烧后瓷坩

埚+沉淀质量

6
m （g）

三氧化硫质量分数

2
 （%）

空白

试样1

试样2

烧失量

样品编号

试样质量

10
m （g）

瓷坩埚质量

11
m （g）

灼烧瓷坩埚+

试样质量
12

m

（g）

烧失量

4
 （%）

试样1

试样2

氯离子含量

样品编号

试样质量

13
m （g）

定容体积

V （ml）
试样浓度

C （mg/l）

氯离子含量

5
 （%）

空白

试样1

试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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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掺合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细度 %

需水量比 %

活性指数 %

含水率 %

安定性 /

氯离子含量 %

三氧化硫 %

不溶物 %

放射性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104

B.1.10砂浆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建筑砂浆检测委托单

检测机构名称

地址及联系方式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成型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试验日期 样品数量

养护条件 样品状态

龄期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抗压强度 稠度 稠度损失率 保水率 拉伸粘结强度

凝结时间 抗冻性能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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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砂浆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稠度 第 1次(mm) 第 2次(mm) 平均值

2h稠
度损失

率

第 1次(mm) 第 2次(mm) 平均值

损失率（%）

凝结时

间（h）

第一次 第二次 平均值

加水时间
0.5MPa
时间

凝结时间 加水时间
0.5MPa
时间

凝结时间

保水率

（%）

次数

底部不透
水片与干
燥试模质
量 m1（g）

15片滤纸吸
水前质量
m2（g）

试模、底部不
透水片与砂
浆总质量 m3

（g）

15片滤纸吸
水后质量 m4

（g）
保水性 平均值

1

2

砂浆含水率α（%）

抗冻性

（%）

冻融前质量（g） 冻融后质量（g） 质量损失率（%）

序号 对比 1 对比 2 对比 3 冻融 1 冻融 2 冻融 3 强度损失率（%）

载荷（kN）
强度

（MPa）

拉伸粘

结强度

（MPa）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

均

值
载荷（N）

强度（MPa）

抗压强

度

换算系数 K 序号
7d抗压强度(MPa) 28d抗压强度(MPa)

载荷(kN) 强度 标准值 载荷(kN) 强度 标准值

1.35

1

2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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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砂浆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成型日期 检测日期

龄期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养护条件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压强度

稠度损失率

保水率

拉伸粘结强度

凝结时间

抗冻性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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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设计强度 稠度

标准差 砌体种类

配合比掺加料：

水泥品种、强度等级： 检测编号

细集料类别： 检测编号

外加剂名称： 检测编号

掺合料名称： 检测编号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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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部位 委托编号

执行标准 检测编号

设计强度 委托日期

稠度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原材料

水泥
品种 检测编号

细骨料
品种 检测编号

掺合料
品种 检测编号

外加剂
品种 检测编号

拌合水

配合比计算

材料用量及结果

序

号
水泥

细骨

料
水

掺合

料

外加

剂

水泥用

量，

kg/m³

稠度，mm 保水率，%

1 2
平均

值
1 2

平均

值

1
2
3

7d抗压强

度

1
kN

换算系数 K为

1.35

MPa

2
kN
MPa

3
kN
MPa

28d抗压

强度

1
kN

换算系数 K为

1.35

MPa

2
kN

MPa

3
kN

MPa

砌筑砂浆配合比

（质量比）

水泥 砂子 水 掺合料 外加剂
水泥用

量，kg/m³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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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筑砂浆配合比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工程部位 检测日期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设计强度 稠度

原

材

料

水泥
厂商、品牌 28天实测强度

品种、产地 检测编号

细骨料
产地 细度模数

品种 检测编号

掺合料
品种 型号

等级 检测编号

外加剂

生产厂家 型号

品种 检测编号

生产厂家 型号

品种 检测编号

拌合水 种类及来源

配合比

（质量比）

水

泥
细骨料 掺合料 水

外加剂 水泥用

量 kg/m³

检测结果
标养 7d抗压强度MPa 标养 28d抗压强度MPa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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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1土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土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最大干密度 最优含水率 压实系数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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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击实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取土位置 检测编号

土样种类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落距（cm） 锤重（kg）

每层击数 锤击层数

击实方法 大于 5mm 颗粒含量（%）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干密度

试验次数 1 2 3 4 5

筒+土质量（g）

筒质量（g）

筒体积 cm3

湿土质量（g）

湿土密度（g/cm3）

干土密度（g/cm3）

含水率

盒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盒+湿土质量（g）

盒+干土质量（g）

盒质量（g）

水质量（g）

干土质量（g）

含水率（%）

平均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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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击实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含水率与干密度关系曲线

最佳含水率（%） 最大干密度（g/cm3）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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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击实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使用部位

落距（cm） 锤重（kg）

每层击数 锤击层数

大于 5mm 颗粒含

量（%）
取样人

击实方法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

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检测结果

最佳含水率 %

最大干密度 g/cm3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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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2防水卷材/片材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防水卷材/片材检测委托单

检测机构名称

地址及联系方式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可溶物含量 拉力 延伸率（最大力时延伸率） 低温柔度

热老化后低温柔度 不透水性 耐热度 断裂拉伸强度 耐碱性

断裂伸长率 撕裂强度 接缝剥离强度 低温弯折 加热伸缩量

热空气老化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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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片材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低温弯折

（ ℃）

试验现象

纵向

横向

不透水性

0.3MPa，30min

试件 1 2 3

检测结果

常温拉伸强度

（N/cm）

试件 1 2 3 4 5 中值

纵

向

拉力 Fb （N）

宽度 W （cm）

TSb=Fb/W

横

向

拉力 Fb （N）

宽度 W （cm）

TSb=Fb/W

常温拉断

伸长率

（%）

试件 1 2 3 4 5 中值

纵

向

初始长度 L0（mm）

断裂长度Lb（mm）

伸长率 Eb （%）

横

向

初始长度 L0（mm）

断裂长度Lb（mm）

伸长率 Eb （%）

加热伸缩量

（%）

试件 1 2 3 平均值

纵

向

初始长度 L1（mm）

加热后长度 L2（mm）

加热伸缩量

ΔL=|L2-L1/L1|×
100%

横

向

初始长度 L1（mm）

加热后长度 L2（mm）

加热伸缩量

ΔL=|L2-L1/L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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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片材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热空气老化

拉

伸

强

度

保

持

率

%

试件 1 2 3 平均值

处理前纵向拉伸强度 Xa(N)

处理后纵向拉伸强度 X0(N)

处理前横向拉伸强度 Xa(N)

处理后横向拉伸强度 X0(N)

P=Xa-X0/X0×100%
纵向

横向

拉

伸

伸

长

保

持

率

%

试件 1 2 3 平均值

处理前纵向拉断伸长率%

处理前横向拉断伸长率%

处理后纵向拉断伸长率%

处理后横向拉断伸长率%

P=Xa-X0/X0×100%
纵向

横向

撕裂强度

（kN/m）

试件 1 2 3 4 5

纵

向

撕裂时最大力 F (N)

厚度 d （mm）

撕裂强度 TƐ=F/d

横

向

撕裂时最大力 F (N)

厚度 d （mm）

撕裂强度 TƐ=F/d

最大值 最小值 中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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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片材检测原始记录（三）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耐碱性

拉

伸

强

度

保

持

率

%

试件 1 2 3 平均值

处理前纵向拉伸强度 Xa(N)

处理后纵向拉伸强度 X0
，(N)

处理前横向拉伸强度 Xa(N)

处理后横向拉伸强度 X0(N)

ΔX100=X0-X0’/X0×100%
纵向

横向

拉

伸

伸

长

保

持

率

%

试件 1 2 3 平均值

处理前纵向拉断伸长率%

处理前横向拉断伸长率%

处理后纵向拉断伸长率%

处理后横向拉断伸长率%

ΔL100=L0-L0’/L0×100%
纵向

横向

粘结剥离强度

（片材与片材）

试件 1 2 3 4 5

标

准

条

件

剥离力 F (N)

宽度 B （mm）

剥离强度αT=F/B

平均值

浸

水

保

持

率

处理前剥离强度 D0

(N)
处理后剥离强度 D0’

(N)
ΔD100=D0-D0’/D0

×100%

平均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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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片材防水卷材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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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拉

伸

性

能

拉伸强

度常温

（23℃）

纵向
N/cm

横向

拉断

伸长率

常温

（23℃）

纵向

%

横向

低温弯折

（ ℃）

纵向
/

横向

不透水性

（ MPa ， min）
/

撕裂强度
纵向

N
横向

粘结剥离

强度

（片材与

片材）

标准

试验条件
N/mm

浸水

保持率
%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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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体防水卷材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低温柔性

（弯芯直径

mm）

10s 内

观察

试件 1 2 3 4 5

上表面

下表面

耐热性

（试验温

度 ℃）

上表面

检测结果
平均值

试验现象
有无流淌、滴落 有无流淌、滴落 有无流淌、滴落

下表面

检测结果
平均值

试验现象
有无流淌、滴落 有无流淌、滴落 有无流淌、滴落

拉伸性能

试件 1 2 3 4 5
平均

值

纵向最大峰拉 N/50（mm）

横向最大峰拉 N/50（mm）

纵向最

大峰时

延伸率

初始标距（mm）

峰时标距（mm）

延伸率（%）

横向最

大峰时

延伸率

初始标距（mm）

峰时标距（mm）

延伸率（%）

拉伸时

现象

现象
拉伸过程中， 试件中部有无沥青涂盖层开裂或与胎

基分离现象

试件 1 2 3 4 5

纵向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横向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不透水性

□方法 A

□方法 B

（ MPa，

min）

试件 1 2 3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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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体防水卷材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热老化

试件 1 2 3 4 5 平均值

拉力

保持

率

（%）

拉

力

N/5

0mm

处理前纵向 TS

处理后纵向 TS’

处理前横向 TS

处理后横向 TS’

Rt=TS’/TS×100
纵向

横向

延伸

率保

持率

（%）

试件 1 2 3 4 5 6

处理前纵向最大峰时

延伸率（%）

处理前横向最大峰时

延伸率（%）

处理后纵向最大峰时

延伸率（%）

处理后横向最大峰时

延伸率（%）

RL=FU’/FU×100
纵向

横向

试件 1 2 3 4 5

低温柔性

10s内
观察

上表面

下表面

温度 （℃） 弯芯直径 （mm）

尺寸变化率

（%）

试件 1 2 3 4 5
平均

值
处理前长度 L1（mm）

处理后长度 L2（mm）

D=|L2-L1/L1|×100

质量损失率

（%）

处理前质量 m1（g）
处理后质量 m2（g）
w=m1-m2/m1×100

可溶物含

量

（g/㎡）

试件 1 2 3
平均值处理前质量M2 （g）

处理后质量M3 （g）
A=（M2-M3）×100

接缝剥离

强度

（N/mm）

试件 1 2 3 4 5 平均值

无处理时

热老化后

浸水后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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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体防水卷材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拉

伸

性

能

最大峰

拉力

纵向
N/50mm

横向

最大峰

拉力时

延伸率

纵向

%
横向

耐热性

（ ℃）

上表面
mm

下表面

实验

现象
/

低温柔性

（ ℃）

上表面
/

下表面

不透水性

（ MPa ， min）
/

可溶物含量 g/m2

接缝剥离

强度

无处理时

N/mm热老化后

浸水后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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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3防水涂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防水涂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固体含量 拉伸强度 耐热性 低温柔性 低温弯折 粘结强度

表干时间 实干时间 不透水性 断裂伸长率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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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项目 检测数据

固体含量

（精确至 0.001g，

1%）

培养皿质

量 m0(g)

干燥前总

质量 m1(g)

干燥后总质

量 m2(g)

培养皿质

量 m0(g)

干燥前总

质量m1(g)

干燥后总

质量 m2(g)

X1=（m2- m0）/（m1- m0）×100= % X2=（m2- m0）/（m1- m0）×100= %

X=（X1+ X2）/2= %

拉伸强度

和断裂伸长率

（精确至 0.1MPa，

0.1mm，1%）

公式：T=P/（B×D） Et=( L1- L0) / L0×100

宽度

B(mm)

厚度 D(mm)
最大拉

力 P(N)

拉伸

强度

T(MPa)

起始标

线距离

L0(mm)

断裂标

线距离

L1(mm)

断裂伸

长率

Et(%)
测点

平均

值

1

2

3

4

5

T=(T1+T2+T3+T4+T5)/5= Et=(Et1+Et2+Et3+Et4+Et5)/5=

低温柔性Ф10mm 试样 1 试样 2 试样 3

粘结强度

（无处理），MPa

σ=F/1600

试件 1 2 3 4 5 粘结强度平均值（MPa）

最大拉力 F(N)

粘结强度σ

不透水性

（0.3MPa,30min）
试样 1 试样 2 试样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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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固体含量 %

拉伸强度 MPa

断裂伸长率 %

低温柔性 /

粘结强度 MPa

不透水性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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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防水涂料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固体含量（%）

X=（m2- m0）/（m1- m0）×100
培养皿质

量 m0(g)
干燥前总

质量 m1(g)
干燥后总

质量 m2(g)
培养皿质

量 m0(g)
干燥前总

质量 m1(g)
干燥后总

质量 m2(g)

固体含量 X1 固体含量 X2

X=（X1+ X2）/2= %
表干时间（h）
实干时间（h）

拉伸强度

TL（MPa）
和

断裂伸长率

El（%）

公式：TL=P/（B×D） E=( Ll- L0) / L0×100

宽度B
(mm)

厚度 D(mm)
最大拉

力 P(N)

拉伸强

度 TL

(MPa)

初始

标线

距离

L0mm

断裂

标线

距离

L1mm

断裂

伸长

率

E(%)

测试

值

平

均

值

1

2

3

4

5

TL =(TL1+TL2+TL3+TL4+TL5)/5= E=(E1+E2+E3+E4+E5)/5=
低温弯折性（-35℃）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不透水性（0.3MPa，

120min）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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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防水涂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固体含量 %

表干时间 h

实干时间 h

拉伸强度 MPa

断裂伸长率 %

低温弯折性 /

不透水性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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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4陶瓷砖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陶瓷砖检测委托单

检测机构名称

地址及联系方式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吸水率 破坏强度及断裂模数 抗冻性 尺寸偏差 外观质量

放射性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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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砖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

项目
检测结果

破

坏

强

度

及

断

裂

模

数

试件 1 2 3 4 5

试样宽度 （mm）

最小厚度 （mm）

跨距（mm）

破坏荷载 （N）

单块破坏强度 （N）

单块断裂模数（MPa）

破坏强度 （N） 断裂模数（MPa）

吸

水

率

%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干砖质量 g

煮后质量 g

单块吸水率

平均值 单块最大值

表面

质量

无明显缺陷砖数 百分数 %

抗冻

性

破裂或剥落的块数

放射

性

样品质量

（g）
比活度（Bq/kg） 检测结果

Ra Th K 内照射指数 外照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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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砖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尺寸

（mm）

长

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每块砖的平均长度

10块砖长度平均值

每块砖平均尺寸相对于工

作尺寸的允许偏差（%）

测量值与工作尺寸的最大

偏差

每块砖平均尺寸相对于 10

块砖平均尺寸的允许偏差

（%）

宽

度

1

2

每块砖的平均宽度

10块砖宽度平均值

每块砖平均尺寸相对于工

作尺寸的允许偏差（%）

测量值与工作尺寸的最大

偏差（%）

每块砖平均尺寸相对于 10

块砖平均尺寸的允许偏差

（%）

厚

度

1

2

3

4

每块砖的平均厚度

平均厚度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

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

差/%

测量值与工作尺寸的最大

偏差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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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砖检测报告（一）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

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吸水率 %

抗冻性 /

厚

度

每块砖厚度

的平均值相

对于工作尺

寸的允许偏

差

/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 注 /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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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砖检测报告（二）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边

长

每块砖的平

均尺寸相对

于工作尺寸

的允许偏差

及每块砖的

平均尺寸相

对于 10块砖

平均尺寸的

允许偏差

/

1

2

3

4

5

6

7

8

9

10

破坏强度 N

断裂模数 MPa

表面质量 /

放

射

性

内照射指数 /

外照射指数 /

检测结论

备 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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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5石材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石材检测委托单

检测机构名称

地址及联系方式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吸水率 弯曲强度 抗冻性（耐冻融性） 压缩强度

体积密度 尺寸偏差 外观质量 放射性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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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检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

项目
检测结果

弯

曲

强

度

检测条件 干燥 水饱和

试件 1 2 3 4 5 1 2 3 4 5

支点间距离 L (mm)

试样宽度 K （mm）

试样厚度 H （mm）

破坏荷载 F (N)

弯曲强度（MPa）

24
3
KH
FLPw 

平均弯曲强度(MPa)

压

缩

强

度

检测条件 干燥 水饱和

试件 1 2 3 4 5 1 2 3 4 5

受力面面积 S 1
边长 1 (mm)

边长 2 (mm)

受力面面积 S 2
边长 1 (mm)

边长 2 (mm)

破坏荷载 F（kN）

压缩强度 P=F/S（MPa）

平均压缩强度（MPa）

吸

水

率

干燥试样在空气中质量 m0（g）
水饱和试样在空气中质量 m1（g）

100
m
mmWa
0

01 


 （%）

平均吸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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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体积密度

（g/cm3）

检测标准/条款
检测设备/编

号

水饱和试样在水

中质量 m2（g）

21

0

mm
m w

b 





平均体积密度

抗

冻

系

数

（%）

检测标准/条款
检测设备/编

号

冻融 抗冻系数

1 2 3 4 5

100
水

冻

P
P

=

支点间距离

L(mm)

试样宽度 K（mm）

试样厚度 H（mm）

破坏荷载 F(N)

弯曲强度（MPa）

24
3
KH
FLPw 

平均弯曲强度

(MPa)

尺寸

偏差

长度（mm） 宽度（mm） 厚度（mm）

1

2

3

4

偏差

外观

质量

花纹

色调

缺陷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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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吸水率 %

抗冻系数 %

弯曲

强度

干燥 MPa

水饱和 MPa

压缩

强度

干燥 MPa

水饱和 MPa

体积密度 G/cm3

尺寸偏差 mm

外观质量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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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6塑料管材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塑料管材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静液压强度 落锤冲击试验 外观质量 截面尺寸 纵向回缩率

简支梁冲击 维卡软化温度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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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管材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外径

（mm）

测点 外径 1 外径 2 外径 3 外径 4 外径 5 外径 6 平均值

试件 1

试件 2

壁厚

（mm）

测点 最大壁厚 最小壁厚 平均值

试件 1

试件 2

纵向回缩

率 （%）

预处理 ℃ h

烘箱温度℃ 烘箱中放置时间 h

试件 1 2 3

放入前标线距离 L0（mm）

试验后标线距离 Li （mm）

标线距离变化L （mm）

单个纵向回缩率 RLi （%）

RLi=︱L0- Li︱/ L0×100

纵向回缩率平均值 RL %

维卡软化

温度（℃）

试件 1 试件 2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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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管材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落锤冲击

试验

TIR

锤头直径（mm） 落锤质量（kg） 下落高度（mm）

现象：未破坏√ 破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冲击总数

冲击破坏数

分布区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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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管材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外径 mm

壁厚 mm

纵向回缩率 %

维卡软化温度 ℃

落锤冲击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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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水用聚丙烯（PP-R）管材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外径

（mm）

测点 外径 1 外径 2 外径 3 外径 4 外径 5 外径 6 平均值

试件 1

试件 2

壁厚

（mm）

测点 最大壁厚 最小壁厚

试件 1

试件 2

纵向回缩

率 （%）

预处理 ℃ h

烘箱温度℃ 烘箱中放置时间 h

试件 1 2 3

放入前标线距离 L0 （mm）

试验后标线距离 Li （mm）

标线距离变化L （mm）

单个纵向回缩率 RLi （%）

RLi=︱L0- Li︱/ L0×100

纵向回缩率平均值 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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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水用硬聚氯乙烯（PP-R）管材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简支梁冲

击

试样外径（mm） 试样壁厚（mm） 冲击次数

试样长度（mm） 支座间距（mm） 环境温度及处理时间

℃ h

现象：未破坏√ 破坏×

1 2 3 4 5 6 7 8 9 10

破坏数 破损率%

静液压试

验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 （h）

静液压力σ （MPa）

状态调节 ℃ h

公称外径 dn （mm）

公称壁厚 en （mm）

最小壁厚 emin （mm）

平均外径 dem （mm）

试验压力 P （mm）

检测结果

外观质量

试件 试件 1 试件 2

管材表面颜色，颜色是否均匀一致，是否有

明显色差
□ 是 / □ 否 □ 是 / □ 否

管材内外表面是否光滑、平整，有无凹陷、

气泡、杂质等，有无影响产品性能的表面缺

陷

□ 是 / □ 否 □ 是 / □ 否

管材两端是否切割平整，是否与轴线垂直 □ 是 / □ 否 □ 是 / □ 否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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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水用硬聚氯乙烯（PP-R）管材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外观质量

外径 mm

壁厚 mm

纵向回缩率 %

简支梁冲击 /

静液压强度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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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7预应力钢绞线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预应力钢绞线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整根钢绞线最大力 最大力总伸长率 抗拉强度 0.2%屈服力

弹性模量 松弛率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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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钢绞线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整根钢绞线的最大力 Fm（kN）

公称抗拉强度 Rm（MPa）

整根钢绞线的最大力的最大值

Fm，max（kN）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Fp0.2（kN）

规定非比例延伸力 Fp0.2（MPa）

引伸计标距 Le（mm）

引伸计延伸距离 Le1（mm）

试验机上下工作台初始距离 L0

（mm）

取下引伸计试验机上下工作台距

离 L1（mm）

试样断裂后试验机上下工作台距

离 L2（mm）

试验机上下工作台距离之差

（L2-L1）（mm）

试验机上下工作台距离之差与上

下工作台初始距离比值 A1（%）

引伸计测得百分数 A2=Le1/Le（%）

断裂总伸长率 At=A1+A2（%）

弹性模量 E（GPa）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145

预应力钢绞线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应力松弛

1min 松弛率，%

3min 松弛率，%

6min 松弛率，%

9min 松弛率，%

15min 松弛率，%

30min 松弛率，%

45min 松弛率，%

1h 松弛率，%

1.5h 松弛率，%

2h 松弛率，%

4h 松弛率，%

8h 松弛率，%

10h 松弛率，%

24h 松弛率，%

48h 松弛率，%

72h 松弛率，%

96h 松弛率，%

100h 松弛率，%

120h 松弛率，%

1000h 松弛率，%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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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钢绞线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整根钢绞线的最大

力，Fm
kN

整根钢绞线最大力的

最大值，Fm，max

kN

最大力总伸长率，Agt %

0.2%屈服力，FP0.2 kN

弹性模量，E GPa

应力松弛性能，r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147

B.1.18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夹具及连接器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

定：

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夹具及连接器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外观质量 尺寸 静载锚固性能 硬度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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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用锚具夹具及连接器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静

载

锚

固

性

能

效

率

系

数

ηa

预应力筋-锚具、夹具或连接器组装件的实测极限抗

拉力 Ftu（kN）

1 2 3

预应力筋-锚具、夹具或连接器组装件中预应力筋的

根数 n（根）

预应力筋单根试件的实测平均极限抗拉力 Fpm（kN）

锚具效率系数ηa=Ftu/(n×Fpm)

总

伸

长

率

εTu

试验荷载从 0.1Fptk増长到 FTu时，加载用千斤顶活塞

的位移量ΔL1（mm）

试验荷载从 0増长到 0.1Fptk时，加载用千斤顶活塞

位移量的理论计算值ΔL2（mm）

试验荷载从 0.1Fptk増长到 FTu时，预应力筋端部与锚

具、夹具或连接器之间的相对位移之和∑Δa（mm）

试验荷载为 0.1Fptk时，预应力筋的受力长度 L2（mm）

总伸长率εTu=(ΔL1+ΔL2-∑Δa)/(L2-ΔL2)×100%

锚板强度 锚板表面直径中心的残余挠度（mm）

尺寸
试件 1 2 3 4 5 6

直径（mm）

硬

度

硬质合金球压头直径（mm）

试验力-球直径平方的比例

压痕平均直径（mm）

布氏硬度 HBW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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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用锚具夹具及连接器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静载锚固

性能

效率系数 /

总伸长率 %

硬度 /

尺寸 mm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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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9预应力混凝土用波纹管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预应力混凝土用波纹管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金属波纹管：外观质量 尺寸 局部横向荷载 均布荷载

弯曲后抗渗漏性能 其他

塑料波纹管：环刚度 局部横向荷载 纵向载荷 柔韧性 外观质量

抗冲击性能 拉伸性能 拉拔力 密封性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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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尺寸 圆管内径 d（mm） 1 2 3 4 5 6

局部横向载

荷性能

800N，1min

有无开裂、脱扣
□ 有 /
□ 无

□ 有 /
□ 无

□ 有 /
□ 无

□ 有 /
□ 无

□ 有 /
□ 无

□ 有 /
□ 无

圆管径向变形量ΔD
（mm）

变形比δ（Δ=ΔD/dn）

变形比平均值

均布荷载

性能

800N，1min

有无开裂、脱扣
□ 有 /
□ 无

□ 有 /
□ 无

□ 有 /
□ 无

□ 有 /
□ 无

□ 有 /
□ 无

□ 有 /
□ 无

圆管径向变形量ΔD
（mm）

变形比δ（Δ=ΔD/dn）

变形比平均值

抗渗漏性能

30min

局部横

向荷载

变形比

δ=0.20

清水灌满

试件

□不渗/
□渗水

□不渗/
□渗水

□不渗/
□渗水

□不渗/
□渗水

□不渗/
□渗水

□不渗/
□渗水

水泥浆灌

满试件

□不渗/
□渗漏

□不渗/
□渗漏

□不渗/
□渗漏

□不渗/
□渗漏

□不渗/
□渗漏

□不渗/
□渗漏

弯曲后

清水灌满

试件

□不渗/
□渗水

□不渗/
□渗水

□不渗/
□渗水

□不渗/
□渗水

□不渗/
□渗水

□不渗/
□渗水

水泥浆灌

满试件

□不渗/
□渗漏

□不渗/
□渗漏

□不渗/
□渗漏

□不渗/
□渗漏

□不渗/
□渗漏

□不渗/
□渗漏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152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尺寸 mm

局部横向荷载 /

均布荷载 /

抗渗漏性能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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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用塑料波纹管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环刚度

长度

（mm）

序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平均值

1 L1：

2 L2：

3 L3：

4 L4：

5 L5：

内径

（mm）

序号
内径千分尺测量

π尺测量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平均值

1 d1： d1：

2 d2： d2：

3 d3： d3：

4 d4： d4：

5 d5： d5：

内径 di： mm。（由 d1、d2、d3、d4、d5平均值得到）

压缩速率： mm/min

F0
（N）

Fi（N） Li（mm） Yi（mm） di（mm）

Si=（0.0186+0.025
Yi/di）Fi/LiYi×106

（kN/m2）

S

（kN/m2）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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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用塑料波纹管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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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局部横向

荷载

试件 1 2 3 4 5

原外径（mm）

800N持荷 2min
管节表面是否

破裂

□ 破裂

□ 未破裂

□ 破裂

□ 未破裂

□ 破裂

□ 未破裂

□ 破裂

□ 未破裂

□ 破裂

□ 未破裂

卸荷 5min外径

（mm）

变形（%）

平均变形（%）

拉拔力

（N）

允许设计应力 σt 管材内径（mm） 管材外径（mm）

试验力 
4
π5.1 tK （de2-d2）

试件 1 □ 连接处松脱 / □ 连接处不松脱

试件 2 □ 连接处松脱 / □ 连接处不松脱

试件 3 □ 连接处松脱 / □ 连接处不松脱

落锤冲击

性能

垂头质量 （kg） 下落高度 （mm）

介质温度 （℃） 处理时间 （min）

现象：未破坏√ 破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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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用塑料波纹管检测原始记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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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纵向荷载

施加纵向载荷（N）

试样管节长度 L （mm）

纵向压缩量ΔL （mm）

管材内径 （mm）

管节纵向压缩量与管节长度之比 K

柔韧性
试验反复弯折 5次后，球塞能否顺利通过管节内

□ 能通过 □ 不能通过

密封性能
试验温度（℃） 状态调节时间（h）

□ 真空度大于-0.07MPa □ 真空度不大于-0.07MPa

外观质量

试件 1 2 3 4 5

是否光洁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有无破裂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有无气泡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有无裂口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有无硬块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有无影响使

用划伤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 是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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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用塑料波纹管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外观质量

环刚度 kN/m2

局部横向荷载

拉拔力 N

落锤冲击

纵向荷载

柔韧性

密封性能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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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0材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材料中有害物质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放射性 游离甲醛 VOC 苯系物总和含量（苯 甲苯 乙苯 二甲苯 ）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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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有害物质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委托日期

试样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密度ρ（g/mL） 水分含量（%）

放射性

样品质量

（g）

比活度（Bq/kg） 放射性检测结果

Ra Th K 内照射指数 外照射指数

游离甲醛含量

试样编号
样品质量

ms（g）
定容体积

V（ml）
稀释因子 f 吸光度 A

溶液中甲醛含量

C(μg)
试样中甲醛含量

w(mg/kg)

1

2

VOC含量

试样质量（g） 定容体积（ml） 进样体积（ul）

1g试验样品中水的质量

（g）
样品在 23℃的密度

（g/mL）
水在 23℃的密度

（g/mL）

试样编号

内标物 待测样品

质量（g） 峰面积（uv·s） 峰面积（uv·s） 相对校正因子 试样中各组分含量（g）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

量（g/L）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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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有害物质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苯系物总和含量

项目
试样编

号
试样质量（g）定容体积（ml）

内标物质量

（g）
内标物峰面积

被测化合物峰

面积
相对校正因子

试样中各组分质量分数

（mg/kg）

总和含量

（mg/kg）

苯

1

2

甲苯

1

2

乙苯

1

2

二甲苯

1

2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

酯（TDI）

试样编号
试样质量

m1（g）

内标物质量

m2（g）

试样峰面积

A1（μv·s）

内标物峰面积

A2（μv·s）

试样中物质含量

w（g/kg）

1

2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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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有害物质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放射性 Bq/m3

甲醛 mg/kg

VOC g/L

苯 mg/kg

甲苯 mg/kg

二甲苯 mg/kg

乙苯 mg/kg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g/kg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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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1铝塑复合板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铝塑复合板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剥离强度 铝材厚度 涂层厚度 外观质量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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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塑复合板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

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外观质量

铝材厚度（mm）

试样 1 2 3

测量值

公称厚度

极限值偏差

涂层厚度（μm）

试样 1 2 3

测量值

算术平均值

180°剥离强度

（N/mm）

试样宽

度
25 mm 横向 纵向

正面

试样 1 2 3 4 5 6

剥离力 F（N）

剥离强度

剥离强度平均

值

背面

试样 1 2 3 4 5 6

剥离力 F（N）

剥离强度

剥离强度平均

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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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塑复合板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外观质量 /

铝材厚度 mm

涂层厚度 μm

180°剥离强度 N/mm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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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2加固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加固材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抗拉强度 抗剪强度 正拉粘结强度 不挥发物含量 正拉粘结强度

抗拉强度标准值 弹性模量 极限伸长率 抗剪强度 单位面积质量

K 数 胶体性能 粘结性能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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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片材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

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拉伸强度

（MPa）

试件 1 2 3 4 5 6

最大荷载 P（N）

试样宽度

b（mm）

1

2

3

平均值

碳纤维布计算厚度 h
（mm）

拉伸强度

σt=P/（b·h）

平均值 mf 标准差 s

标准值 fk fk=mf-ks= 计算系数 k

伸长率（%）

伸长量∆Lb（mm）

测量标距 L0（mm）

伸长率
εt=∆Lb / L0×100

平均值

弹性模量

（MPa）

弹性模量 Et（MPa）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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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片材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单位面积

质量

（g/m2）

试件 1 2 3

试件尺寸

（mm×mm）

正方形试样质量

W1（g）

试样中网格固定线

质量W2（g）

ρ=（W1-W2）/0.01
（g/m2）

算术平均值

纤维复合材

与基材正拉

粘结强度

（MPa）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值 Pi（N）

破坏形式

正拉粘结强度

（MPa）

三个中间值的平均

值

粘合面面积 Aai

（mm2）

层间

剪切

强度

（MPa）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破坏荷载或最大荷

载 F（N）

试样宽度 b（mm）

试样厚度 h（mm）

层间剪切强度

=3F/（4bh）

（MPa）

算术平均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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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片材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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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类别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拉伸强度 MPa

伸长率 %

弹性模量 MPa

单位面积质量 g/m2

纤维复合材与基材正

拉粘结强度
MPa

层间剪切强度 MPa

K数 /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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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胶粘剂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

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胶体

性能

抗

拉

强

度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P（N）

试样

宽度 b
（mm）

1

2

3

平均值

试样

厚度 h
（mm）

1

2

3

平均值

抗拉强度

σt=P/（b·h）

平均值（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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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胶粘剂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胶

体

性

能

伸长率

（%）

试件 1 2 3 4 5

测量标距 L0（mm）

断裂时标距L0内伸

长量ΔLb（mm）

断裂伸长率

εt= 100L0/ΔLb

平均值

拉伸弹

性模量

（MPa）

载荷增量ΔP，N

试样宽

度 b

（mm）

1

2

3

平均值

试样厚

度 h

（mm）

1

2

3

平均值

测量标距 L0（mm）

ΔP 对应变形增量

ΔL（mm）

拉伸弹性模量 Et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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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胶粘剂检测原始记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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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及数据处理

胶

体

性

能

抗弯

强度

（MPa）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P（N）

试样

宽度 b

（mm）

1

2

3

平均值

试样

厚度 h

（mm）

1

2

3

平均值

跨距 L（mm）

抗弯强度

σt=3PL/（2bh2）

平均值

抗压

强度

（MPa）

破坏荷载 P（N）

直径 d
（mm）

1

2

3

平均值

抗压强度σc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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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胶粘剂检测原始记录（四）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及数据处理

粘

结

能

力

钢对钢

拉伸抗

剪强度

标准值

（MPa）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P（N）

破坏类型

抗剪强度

fvu=P/A

平均值 mf 标准差 s

标准值 fk fk=mf-ks=
计算系数

k

备注

1、剪切面积 A=312.5 mm2

2、破坏类型：CF：胶粘剂内聚破坏；SCF：胶粘剂特殊内聚破

坏；AF：粘附破坏

钢对

C45混
凝土正

拉粘结

强度

（MPa）

试件 1 2 3 4 5
三个中间

值的平均

值

破坏荷载 Pi
（N）

破坏形式

正拉粘结强度

fti=Pi/Aai

备注

1、粘合面面积 Aai=1600 mm2

2、破坏形式：a、混凝土内聚破坏；b、粘结材料内聚破坏；c、
粘附破坏；d、混合破坏

不挥发物含

量（%）

试样 1 2 3 4

加热前净质量

（g）

加热后净质量

（g）

不挥发物含量

（%）

平均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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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类别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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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3焊接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焊接材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抗拉强度 屈服强度 断后伸长率 尺寸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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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材料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

编号

试样编号 1 2 3

试样厚度 H，mm

试样宽度 B，mm

试样横截面积 S0=HB，

mm²

屈服荷载 FeL，kN

屈服强度 ReL=FeL/S0，

MPa

最大荷载 Fm，kN

抗拉强度 Rm=Fm/S0，MPa

原始标距

L0=5.65 So，mm

断后标距 Lu，mm

断后伸长率 A=(Lu-

L0)/L0×100，%

焊条直径

和长度

直径（mm） 最大偏差值

长度（mm） 最大偏差值

夹持端长度（mm） 最大偏差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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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材料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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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1 2 3

抗拉强度 MPa

屈服强度 MPa

伸长率 %

焊条直径 mm

焊条长度 mm

夹持段长度 mm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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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4保温、绝热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保温、绝热材料检测委托单

检测机构名称

地址及联系方式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导热系数（热阻） 密度 压缩强度 抗压强度 外观质量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吸水率 燃烧性能（燃烧等级 ）

尺寸偏差 熔结性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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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EPS）板检测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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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数据及结果计算

外观

项目

组

色泽：

均匀，阻燃型单色板

应掺有颜色的颗粒，

以示区别

外形：

表面平整，无明显收

缩变形和膨胀变形

熔结：

熔结良好

杂质：

无明显油渍和杂质

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规格

尺寸

偏差

（mm）

1 2 3 4 5 6 平均值 偏差

1

长度

宽度

厚度

对角线差① 对角线差②

1 长度

宽度

厚度

对角线差① 对角线差②

1 长度

宽度

厚度

对角线差① 对角线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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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EPS）板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表观密度

（kg/m3）

尺寸

（mm）

1 2 3 4 5

长度 宽度 厚度 长度 宽度 厚度 长度 宽度 厚度 长度 宽度 厚度 长度 宽度 厚度

1

2

3

4

5

平均值

质量（g）

密度

密度平均值（kg/m3） 密度偏差（%）

压缩强度

尺寸

（mm）
1 2 3 4 5

1

2

3

4

5

平均值

荷载（N）

压缩强

度（kPa）

压缩强度平均值（kPa）

导热系数

计量面积（m2） 修正系数

试件厚度（m）
修正后导热系数，

（W/（m·K））



179

聚苯乙烯（EPS）板检测原始记录（三）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吸水率

标尺长（mm） 泡孔数或孔壁数

平均弦长=标尺长/泡孔数 （mm）

平均泡孔直径 D=平均弦长/0.616 （mm）

试件 1 2 3

试样质量 m1（g）

网笼在水中质量 m2（g）

网笼+试样在水中质量 m3（g）

初始尺寸（mm）

初始体积 V0（cm3）

表面泡孔体积 Vc（cm3）

试验后尺寸（mm）

试验后体积 V1（cm3）

吸水率（%）

平均值（%）

备注○1有自然表皮
0.54 ( )

500
D l d b dVc   

 ○2无自然表皮 0.54 ( )
500

D l d l b b dVc     


垂直

抗拉强度

受拉面积

10000 mm2 1 2 3 4 5 平均值

荷载（N）

强度（MPa）

熔结性

试件 1 2 3 4 5 平均值

断裂弯曲负
荷（N）
弯曲变形
（m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180

氧指数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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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点火方式

氧浓度间隔≤1%（体积分数）的一对“×”和“〇”反应的氧浓度测定

氧浓度（%）

初始氧浓度：

C0= %

燃烧时间（s）

燃烧长度（mm）

燃烧行为

NT系列测定（连续改变氧浓度所用的步长首选 d=0.2%）

试样 NL系列测定（8.6.1和 8.6.2） （8.6.3） Cf

氧浓度（%）

燃烧时间（s）

燃烧长度（mm）

燃烧行为

查表 k= ，OI= %

氧浓度步长 d的校验（Cf栏中包含用于测定 Cf的氧浓度及前五个测定的氧浓度）

试样 1 2 3 4 5 6

Ci

（Ci-OI）2

步长校验 σ= ，□（2σ/3）<（d=0.2）<（3σ/2） □（d=0.2）>（3σ/2）

氧指数（%）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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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燃烧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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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试样

平均值
1 2 3

单

体

燃

烧

试

验

辅助燃烧器点燃时间（t1）
(s)

辅助燃烧器到主燃烧器转换

时间

（t2）(s)
主燃烧器点燃时间（t3）(s)

试验进行时间（t）(s)

FIGRA0.2MJ(W/s)

FIGRA0.4MJ(W/s)

THR600s(MJ)

横向火焰传播(LFS)至边缘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燃烧滴落物/颗粒物

是≤10s□
是≥10s□
无□

是≤10s□
是≥10s□
无□

是≤10s□
是≥10s□
无□

试样部分脱落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烟气未进入集气罩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背板间相互固定失效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提前结束试验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试样变形/垮塌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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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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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可

燃

性

试

验

编号

点火 点火时间__________s，总试验时间____________s

试件尺寸（mm）

点火位置 □表面点火 □边缘点火

试样是否被引

燃

火焰尖端（是/否）传播

至 150mm刻度线

引燃滤纸

（是/否）

物理

行为

1
□否
□是

□否
□是，发生时间

□否
□是

2
□否
□是

□否
□是，发生时间

□否
□是

3
□否
□是

□否
□是，发生时间

□否
□是

4
□否
□是

□否
□是，发生时间

□否
□是

5
□否
□是

□否
□是，发生时间

□否
□是

6
□否
□是

□否
□是，发生时间

□否
□是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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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密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光吸收率

序号 试样 1 试样 2 试样 3 平均值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SDR

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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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EPS）板检测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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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类别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外观 /

规格尺寸偏差 mm

表观密度 kg/m3

压缩强度 kPa

导热系数
W/

（m·K）

吸水率 %

垂直抗拉强度 MPa

熔结性 mm

检测结论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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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EPS）板检测报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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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类别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燃

烧

性

能

分

级

（B
1

级）

可燃性试验

（点火 30s）

/

/

单体燃烧

试验

W/s

/

MJ

氧指数 %

烟密度等级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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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5粘接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粘接材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拉伸粘结强度 可操作时间 与 EPS 板相容性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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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接材料检测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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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拉伸

粘结

强度

（与

水泥

砂浆）

标准状态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浸水 48h，
干燥 2h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浸水 48h，
干燥 7d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耐冻融

（28d，浸

水 8h；

冷冻 16h，

共 30次循

环）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拉伸

粘结

强度

（EPS
板）

标准状态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破坏状态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188

粘接材料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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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拉伸

粘结

强度

（EPS
板）

浸水 48h，
干燥 7d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破坏状态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浸水 48h，
干燥 7d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破坏状态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耐冻融

（28d，浸

水 8h；

冷冻 16h，

共 30次循

环）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破坏状态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可操作时间

（与 EPS 板）

试件 1 2 3 4 5

放置时间（h）

破坏荷载值 F
（N）

R=F/A（MPa）

破坏状态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与 EPS 板相容性

试件 初始厚度（mm） 最后厚度（mm）
单个剥蚀厚度

（mm）

平均剥蚀厚

度（mm）

1

2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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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接材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类别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拉伸

粘结

强度

（与

水泥

砂

浆）

标准状态 MPa

浸水 48h，干燥 2h MPa

浸水 48h，干燥 7d MPa

耐冻融（28d，浸水

8h；冷冻 16h，）
MPa

拉伸

粘结

强度

（与

EPS
板）

标准状态 MPa

浸水 48h，干燥 2h MPa

浸水 48h，干燥 7d MPa

耐冻融（28d，浸水

8h；冷冻 16h）
MPa

可操作时间

与 EPS 板相容性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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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6增强加固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增强加固材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力学性能 抗腐蚀性能 单位面积质量 断裂伸长率 经纬密度

氧化锆 氧化钛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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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加固材料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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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

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经纬密度

（N）
根/25mm

试件
Ni= (ni×25)/ ai（ai：mm; ni：根；）

平均值（公式： N=


n

i
iN

1

/4）
1 2 3 4

经向
ai
ni

纬向
ai
ni

氧化锆

（%）

EDTA标准溶液的浓度M＝ mol/L
试样质量 G＝ g
滴定消耗的 EDTA标准溶液的体积 V＝ ml

TZrO2=M×124.97= mg/ml

WZrO2= 100
1000G

5T
2ZrO 



V
= %

氧化钛

（%）

试样质量 G＝ g
测试试样的吸光度值 E＝
从标准曲线 Y= 上查得：

被测溶液中氧化钛的含量 C＝ mg

WTiO2= 100
1000
10





G
C = %

单位面

积质量

ρA (g/m2)

试件 1 2

ρA =(


n

i

si

A1 i

m 410 )/2 = g/m2ms/g

A/ cm2

断裂

强力

（N/50m
m）

经向碱前 F UJ L= mm; F UJ= N/50mm

经向碱后 F CJ L= mm; F CJ= N/50mm

纬向碱前 FUW
L= mm;
FUW= N/50mm

纬向碱后 FCW L= mm;
FCW= N/50mm

耐碱断裂强力保留率（%） 经向
R=



n

i F
F

1 UJ

CJ /5×100%
纬向

R=


n

i F
F

1 UW

CW /5×100%

断裂
伸长
率
（%）

经向
Li/mm

1 2 3 4 5
L0= mm; DJ= L /L0= %

纬向
Li/mm

1 2 3 4 5
L0= mm ; DW= L /L0= %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192

增强加固材料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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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类别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经纬密度
根

/25mm

单位面积质量 g/m2

断裂强力 N/50mm

耐碱断裂强力保留率 %

断裂伸长率 %

氧化锆 %

氧化钛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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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7保温砂浆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保温砂浆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抗压强度 干密度 导热系数 压剪粘结强度 拉伸粘结强度

堆积密度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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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砂浆检测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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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拉伸粘结

强度

试件 1 2 3 4 5 6

长度 L1（mm）

宽度W1（mm）

破坏拉力 F1（N）

拉伸粘结强度

R=
11

1
WL
F

四个中间值的算术平均值： MPa

导热系数

试件计量面积

（㎡）
试件厚度（mm）

修正系数
修正后导热系数

（W/（m·K））

抗压强度

长

（mm）

宽

（mm）

N0（N）

f( MPa）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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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砂浆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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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干密度

（kg/m3）

试件 1 2 3 4 5 6

长（mm）

宽（mm）

厚（mm）

m（g）

ρg=m/V

平均值ρg0 （kg/m3）

压剪粘结

强度

试件

破坏荷载 F2（N）

长度 L2（mm） 宽度W1（mm）

压剪粘结强度

Rn=
22

2
WL
F

×103

四个中间值的算术平均值（kPa）

堆积密度

试件 1 2 3

量筒质量 m1（g）

量筒和试样质量 m2

（g）

量筒容积 V（L）

ρ=（m2-m1）/V
（kg/m3）

平均值ρ（kg/m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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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砂浆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类别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

评定

堆积密度 kg/m3

干密度 kg/m3

抗压强度 MPa

压剪粘结强度 MPa

拉伸粘结强度 MPa

导热系数 W/（m·K）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耐冻融共 30 次循环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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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8抹面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抹面材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拉伸粘结强度 可操作时间 柔韧性 压折比 吸水量

不透水性 抗冲击性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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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面材料检测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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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拉伸

粘结

强度

（与

EPS
板）

标准状态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破坏状态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浸水 48h，
干燥 2h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破坏状态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浸水 48h，
干燥 7d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破坏状态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耐冻融

（28d，浸

水 8h；

冷冻 16h，

共 30次循

环）

试件 1 2 3 4 5

破坏荷载 F（N）

R=F/A（MPa）

破坏状态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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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面材料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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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可操作时间

（与 EPS 板）

试件 1 2 3 4 5

放置时间（h）

破坏荷载值 F
（N）

R=F/A（MPa）

破坏状态

平均值 粘结面积 A（mm2）

柔韧性

抗折强度

（MPa） 平均值

抗压强度

（MPa） 平均值

柔韧性 T= RC/ Rf

吸水量

试件 1 2 3

面积（mm2）

吸水前质量（g）

吸水后质量（g）

单个吸水量

（g/ m2）

平均吸水量（g/
m2）

不透水性
试件 1 试件 2 试件 3

抗冲击性（3J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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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面材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类别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拉伸

粘结

强度

（与

EPS
板）

标准状态 MPa

浸水 48h，干燥 2h MPa

浸水 48h，干燥 7d MPa

耐冻融（28d，浸水

8h；冷冻 16h，）
MPa

压折比 MPa

可操作时间 h

吸水量 g/ m2

不透水性 /

抗冲击性 /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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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9隔热型材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隔热型材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抗拉强度 外观质量 尺寸偏差 断后伸长率 抗剪强度

涂层厚度 扭矩性能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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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型材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试样编号 1 2

试样厚度 H （mm）

试样宽度 B （mm）

试样横截面积 S0=HB（mm2）

规定非比例延伸力 Fp0.2（N）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Rp0.2=Fp0.2/S0（N/mm²）

最大荷载 Fm（N）

抗拉强度 Rm=Fm/S0 （N/mm²）

原始标距 L0=5.65 oS （mm）

断后标距 Lu （mm）

断后伸长率 A=(Lu- L0)/L0×100

（%）

原始标距 L50 （mm）

断后标距 Lu50 （mm）

断后伸长率 A50mm=(Lu50mm-

L50mm)/L50mm×100 （%）

涂层厚度（μ

m）

试样编号 1 2 3 4 5

涂层厚度

涂层厚度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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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型材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尺寸偏差 （mm）
1 2

外观质量

基材表面是否整洁： 是□ 否□

基材表面是否有裂纹：是□ 否□

基材表面是否有起皮：是□ 否□

基材表面是否有腐蚀：是□ 否□

基材表面是否有气泡：是□ 否□

纵向剪切试验

（23±2）℃，N/mm

1 T1=FT1max/L= 6 T6=FT6max/L=

2 T2=FT2max/L= 7 T7=FT7max/L=

3 T3=FT3max/L= 8 T8=FT8max/L=

4 T4=FT4max/L= 9 T9=FT9max/L=

5 T5=FT5max/L= 10 T10=FT10max/L=

平均值 标准差

抗剪特征值 Tc=T -2.02×ST=

横向拉伸试验

（23±2）℃，N/mm

1 Q1=FQ1max/L= 6 Q6=FQ6max/L=

2 Q2=FQ2max/L= 7 Q7=FQ7max/L=

3 Q3=FQ3max/L= 8 Q8=FQ8max/L=

4 Q4=FQ4max/L= 9 Q9=FQ9max/L=

5 Q5=FQ5max/L= 10 Q10=FQ10max/L=

平均值 标准差

抗扭性能试验

（23±2）℃，KN·mm

抗扭力臂 L0=L1/2+L2=

1 M1=FM1max×L0= 6 M6=FM6max× L0=

2 M2=FM2max× L0= 7 M7=FM7max× L0=

3 M3=FM3max× L0= 8 M8=FM8max×L0=

4 M4=FM4max× L0= 9 M9=FM9max× L0=

5 M5=FM5max× L0= 10 M10=FM10max× L0=

平均值 标准差

抗剪特征值 Mc=M -2.02×S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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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隔热型材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拉强度 MPa

断后伸长率 %

纵向剪切试验

（23±2）℃
N/mm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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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0建筑外窗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建筑外窗检测委托单

检测机构名称

地址及联系方式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外窗构造 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气密性能 水密性能 抗风压性能 中空玻璃密封性能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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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物理性能气密性检测原始记录（正压）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外窗构造 设计等级

缝长 m 面积 m2

检测依据

检测项

目

试件 1 2 3

压差 10 30 50 70 100 150 10 30 50 70 100 150 10 30 50 70 100 150

总渗透

量

(m
3
/h)

升压

降压

平均值

附加渗

透量

(m3/h)

升压

降压

平均值

空气渗

透量

qt (m3/h)

q△p (m3/h)

q'（m3/(m·h)）

q1 （m3/(m·h)）

q2 （m
3
/(m

2
·h)）

单位缝长渗透量不利值（m3/(m·h)） 单位面积渗透量不利值（m3/(m2·h)）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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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物理性能气密性检测原始记录（负压）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外窗构造 设计等级

缝长 m 面积 m2

检测依据

检测项

目

试件 1 2 3

压差 -10 -30 -50 -70 -100 -150 -10 -30 -50 -70 -100 -150 -10 -30 -50 -70 -100 -150

总渗透

量

(m3/h)

升压

降压

平均值

附加渗

透量

(m3/h)

升压

降压

平均值

空气渗

透量

qt (m
3
/h)

q△p (m
3
/h)

q'（m
3
/(m·h)）

q1 （m
3
/(m·h)）

q2 （m3/(m2·h)）

单位缝长渗透量不利值（m3/(m·h)） 单位面积渗透量不利值（m3/(m2·h)）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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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物理性能水密性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外窗构造 缝长 m

检测依据

试件 1 2 3

加压方式

喷淋水量（L/(m2·min)）

试件面积（m2）

未发生渗漏最高压力（Pa）

渗漏部位

工程设计值（Pa）

未渗漏压力最小值（Pa）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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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物理性能抗风压变形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外窗构造 缝长 m

试件面积（m2） 设计等级

检测依据

正向 负向

压力差（Pa）
变形值（mm） 面法线挠

度（mm）
压力差（Pa）

变形值（mm） 面法线挠

度（mm）

压力挠度曲线

测点 a 测点 b 测点 c 测点 a 测点 b 测点 c

0 0

200 -200

400 -400

600 -600

800 -800

1000 -1000

1200 -1200

1400 -1400

1600 -1600

1800 -1800

2000 -2000

P3残余变形 -P3残余变形

Pmax残余变形 -Pmax残余变形

P1 P2 P3 P1 P2 P3

Pmax

P3面法线挠

度（mm）
损坏部位 Pmax

P3面法线挠

度（mm）
损坏部位

P3允许挠度值（m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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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工程名称：

产品名称：

委托单位：

类 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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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窗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检测编号

委托单位 委托日期

施工单位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样品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规格型号 取样人

玻璃构造 代表数量

试样状态 开启类型

执行标准 型 材

检测项目

结 论: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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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窗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气密

性能

正压

空气

渗透

量值

m3/（m·h）

m3/（m2·h）

负压

空气

渗透

量值

m3/（m·h）

m3/（m2·h）

水密性能 Pa

抗风压性能 Pa

以下空白

备注

检测单位盖章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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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玻璃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

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密

封

性

能

检测

条件
试验温度（℃） 接触时间 min

试样 试样内部有无结露现象

1 □无结露 □有结露

2 □无结露 □有结露

3 □无结露 □有结露

4 □无结露 □有结露

5 □无结露 □有结露

6 □无结露 □有结露

7 □无结露 □有结露

8 □无结露 □有结露

9 □无结露 □有结露

10 □无结露 □有结露

备注



214

中空玻璃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检测编号 委托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中

空

玻

璃

密

封

性

能

编号 试验温度
接触时间

（min）
试样内表面有无结露或结霜现象

1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2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3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4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5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6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7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8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9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10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11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12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13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14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15
表面 1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表面 2 □-60 □-55 □-50 □-45 □-40 □无结露□无结霜□有结露□有结霜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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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玻璃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工程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中空玻璃密封性能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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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1电线电缆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线电缆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导体电阻值 燃烧性能 绝缘电阻 平均外径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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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每芯导体

电阻值

Ω/km
（20℃）

测量长度 L(m) 电阻温度校正系数 Kt

实测电阻值 Rx（Ω）

20℃时的每芯导体电阻值

R20=Rx·Kt·1000/L

成品电缆电压试

验

试样长度（m） 浸水时间（h） 水温（℃）

试验电压（kV） 施加电压时间（min）

试验结果

绝缘线芯电压试

验

试样长度（m） 浸水时间（h）

水温（℃） 试验电压（kV）

施加电压时间（min）

试验结果

绝缘电阻

试样长度 L（m） 加温时间（h） 温度（℃）

绝缘外径 D（mm） 绝缘内径d（mm）

试样绝缘电阻 RX

（MΩ）

绝缘电阻（MΩ·km）
RL=RXL

绝缘电阻常数（MΩ·km）
Ki=L×R×10-11/lg（D/d）

平均外径

（小于 mm）

试样 1（mm） 试样 2（mm） 试样 3（mm） 平均值 D（mm）

平均外径（大于等

于 mm）

试样 1（mm） 试样 2（mm） 试样 3（mm） 平均值 L（mm）

外径 D=L/π=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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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垂

直

燃

烧

平均外径

（小于 mm）

试样 1（mm）试样 2（mm）试样 3（mm）平均值（mm）
平均值修约值 D

（mm）

平均外径（大于

等于 mm）

周长
试样 1（mm） 试样 2（mm） 试样 3（mm）

外径=L/π
试样 1（mm） 试样 2（mm） 试样 3（mm）

外径平均值（mm） 平均值修约值 D（mm）

供火时间（s）

1

上支架下缘与炭化部分上起始点之间的距离（mm）

是否向下延伸

上支架下缘与炭化部分下起始点之间的距离（mm）

滤纸是否被点燃

滤纸被点燃到熄灭的时间（s）

2

上支架下缘与炭化部分上起始点之间的距离（mm）

是否向下延伸

上支架下缘与炭化部分下起始点之间的距离（mm）

滤纸是否被点燃

滤纸被点燃到熄灭的时间（s）

3

上支架下缘与炭化部分上起始点之间的距离（mm）

是否向下延伸

上支架下缘与炭化部分下起始点之间的距离（mm）

滤纸是否被点燃

滤纸被点燃到熄灭的时间（s）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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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每芯导体电阻值

（20℃）
Ω/km

成品电缆电压试验 /

绝缘电阻
MΩ·k
m

平均外径 mm

不延燃

试验

电缆的单根

阻燃试验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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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2高强螺栓及紧固件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高强螺栓及紧固件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抗滑移系数 硬度 紧固轴力 扭矩系数 最小拉力载荷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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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螺栓及紧固件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硬度

试件 d1 （μm） d2 （μm） d3 （μm） 硬度值（HV)

1

2

3

4

5

6

试验载荷 F （kgf ）

平均硬度值 （HV）

紧固轴力

试件编号 紧固轴力（kN） 试件编号 紧固轴力（kN）

1 5

2 6

3 7

4 8

紧固轴力

平均值 kN

标准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紧固轴力

标准偏差

标准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紧固轴力

变异系数

标准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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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螺栓及紧固件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连接副扭矩系

数

试件
公称直径

d（mm）

螺栓

预拉力

P（kN）

施拧扭矩

值

T(N·m)

扭矩系数
扭矩系数

平均值

扭矩系数

标准偏差

1

2

3

4

5

6

7

8

抗滑移系数

试样编号

试件滑移一侧预拉力

实测值（kN）
滑移

荷载

Nv（kN）

摩擦面面

数 nf

试件滑移

一侧高强

度螺栓预

拉力实测

值之和

抗滑移系

数
P1 P2

1

2

3

备注

抗滑移系数μ=





m

i
if Pn

N

1

v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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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螺栓及紧固件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验类别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维氏硬度

紧固轴力

扭矩系数

抗滑移系数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耐冻融共 30 次循环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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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3密封胶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密封胶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邵氏硬度 结构胶标准条件下的拉伸粘结强度 相容性 剥离粘结性

石材用密封胶的污染性 石材用密封胶的拉伸模量

耐候胶标准状态下的拉伸模量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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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胶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密封胶

相容性

试验密封胶：

基准密封胶：

附件类型：

试验试件 对比试件

玻璃面朝下 玻璃面朝上 玻璃面朝下 玻璃面朝上

试件编号 1 2 3 4 5 6 7 8

颜色

变化

参照

密封胶

试验

密封胶

玻璃粘

接破坏

百分率

（%）

参照

密封胶

试验

密封胶

附件粘

接破坏

百分率

（%）

参照

密封胶

试验

密封胶

剥离粘结性

试件 1 2 3 4 平均值

剥离强度（N/Mm）

破坏面积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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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胶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拉伸粘结性

（23℃）

试件
最大拉力

（N）

试件截面积

（mm2）

试件原始宽

度（mm）

破坏时拉伸

宽度（mm）

拉伸模量

（MPa）

断裂伸长率

（%）

1

2

3

平均值

拉伸粘结性

（石材）

试件
最大拉力

（N）

试件截面积

（mm2）

试件原始宽

度（mm）

破坏时拉伸

宽度（mm）

拉伸模量

（MPa）

断裂伸长率

（%）

1

2

3

平均值

硬度

试件 1 2 3 4 5

硬度

中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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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胶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工程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硬度 /

结构胶标准状态下的

拉伸粘结强度
MPa

相容性 %

剥离粘结性

石材用密封胶的污染

性

耐候胶标准状态下的

拉伸模量

石材用密封胶的拉伸

模量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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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4幕墙玻璃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幕墙玻璃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传热系数 可见光透射比 太阳得热系数 中空玻璃的密封性能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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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墙玻璃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传热系数 W/m2·K

可见光透射比

太阳得热系数

中空玻璃密封

性能

检测条件 试验温度 接触时间 min

试件 有结露□ 无结露□

1 有结露□ 无结露□

2 有结露□ 无结露□

3 有结露□ 无结露□

4 有结露□ 无结露□

5 有结露□ 无结露□

6 有结露□ 无结露□

7 有结露□ 无结露□

8 有结露□ 无结露□

9 有结露□ 无结露□

10 有结露□ 无结露□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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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墙玻璃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工程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传热系数

可见光透射比

太阳得热系数

中空玻璃密封性能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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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建筑构配件

B.2.1预制混凝土构件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预制混凝土构件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承载力 挠度 裂缝宽度 抗裂检验 外观质量 构件尺寸

保护层厚度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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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构件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环境 构件名称 检测编号

龄期 委托日期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结果

项目
外形尺寸

（mm）

主筋数量及

规格

保护层厚度

（mm）
强度等级

构件自重

（kN/㎡）

荷载标准值

（kN/㎡）

荷载设计值

（kN/㎡）

检测指标

承载力 挠度（mm） 抗裂
裂缝宽度

（mm）

设计

实测

加载简图、仪

表位置

及编号

裂缝情况及

破坏特征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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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构件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加荷 荷载（ ）
各测点位移（mm）

实测

挠度值

（mm）

裂缝宽度实

测值 试验

现象记

录

1 2 3 4

系数 时间 每级 累计 读数 差值 累计 读数 差值 累计 读数 差值 累计 读数 差值 累计 1 2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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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木材料及构配件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木材料及构配件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含水率 弹性模量 静曲强度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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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材料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

项目
检测结果

含水率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干燥前质量 m0（g）

干燥后质量 m1（g）

含水率（%）

%100
1

10 



m
mmH i

含水率平均值 Ha（%） 



9

91 HHH a

Hmax= Hmin= Hmax-Hmin=

静曲强

度和弹

性模量

试件 1 2 3 4 5 6

试件厚度 t（mm）

试件宽度b（mm）

支座距离l1（mm）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最大荷载Fmax（N）

静曲强度

2
1max

2
3

tb
lF

b 




静曲强度平均值 静曲强度最小值

在载荷-挠度曲

线中直线段内载

荷的增加量

（F2-F1）（N）

试件中部变形的

增加量（a2-a1）
（mm）

弹性模量

12

12
3
1

1 4 aa
FF

tb
lE









弹性模量平均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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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材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产地、树种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含水率 %

静曲强度

横向静曲

强度
MPa

纵向静曲

强度
MPa

弹性模量

横向弹性

模量
MPa

纵向弹性

模量
MPa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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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材料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树种、产地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

项目
检测结果

含水率

试件 1 2 3 4 5

长度×宽度×厚

度（mm）

试件干燥前质量

（g）

试件干燥后质量

（g）

平均含水率（%）

最大含水率（%）

静曲强

度

试件尺寸

纵向×弦向×经向

D×b×h（mm）

最大荷载

Pmax(N)

两支座间测试跨度（mm）

静曲强度抗弯强度（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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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材料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

项目
检测结果

静曲

强度

静曲强度平均值（MPa）

含水率 12%时的

抗弯强度（MPa）

静曲强度最低值（MPa）

钉抗弯

屈服强

度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试件长度

（mm）

钉的直径

（mm）

钉的试验跨度

（mm）

屈服荷载

（N）

抗弯屈服强度

（MPa）

抗弯屈服强度

平均值

（MPa）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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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材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产地、树种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含水率 %

静曲强度最小值 MPa

钉抗弯强度 MPa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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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建筑工程实体检测文件格式

C.1地基基础

C.1.1地基及复合地基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基及复合地基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建筑面积

设计单位 建筑层数

勘察单位 桩类型

基础形式

委托内容及要求：

承载力静载试验 承载力动力触探试验 其他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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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承载力（ ）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条件 检测编号

地基状况 委托日期

地基类型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结构物名称 设计承载力（kPa）

基坑土类别 贯入速率（N/min）

测点位置 锤击数（N） 进入深度（cm） 承载力（kPa）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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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承载力（ ）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地基状况 样品状态

地基类型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进土深度（cm） 设计承载力（kPa）

测点号 锤击数（N） 承载力（kPa） 单点评定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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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沉降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条件 检测编号

地基状况 委托日期

地基类型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

备名称及编

号

测点类型 型号

测点编号 元器件编号 测量值(m) 测点是否正常使用 备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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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沉降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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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项目概况表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检测频率要求及完成量

八、点位布置及完成情况表

九、检测结果及分析

十、检测结论

十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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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沉降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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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沉降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基桩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 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基桩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检 测 方 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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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沉降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检测频率要求及完成量

检测频率要求及完成量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 检测参数 检测频率 备注

1

2

3

4

5

八、点位布置及完成情况表

点位布置及完成情况表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 检测参数 点位布置及完成情况 备注

1

2

3

4

5

九、检测结果及分析

9.1 施工进度情况

9.2 检测条件情况

9.3 检测成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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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沉降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基坑阶段变化及累计变化最大值统计表

序

号

检测

对象

检测项

目

测点编

号

单次变

化

最大值

累计变

化最大

值

变化速

率

变化速

率控制

值

累计

控制值

检测

结论

1

2

3

4

5

地表沉降检测表

编号 点号
初始高程

（m）

本次高程

（m）

上次高程

（m）

本次变化

量

（mm）

累计变化

量

（mm）

变化速率

（mm/d）
备注

1

2

3

4

5

十、检测结论

十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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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桩基础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桩基础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建筑面积

设计单位 建筑层数

勘察单位 桩类型

基础形式

委托内容及要求：

水平承载力 竖向抗压承载力 竖向抗拔承载力 其他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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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桩水平静载试验监理见证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基桩类型 设计要求

桩号 测试概况

打桩日期：

试桩日期： 终止

累计

荷载

荷载(kN)：

油压（MPa）：

累计沉降

量（mm）

表 1：

表 2：

表 3：

表 4：
检测开始时间：

检测终止时间：

打桩日期：

试桩日期： 终止

累计

荷载

荷载(kN)：

油压（MPa）：

累计沉降

量（mm）

表 1：

表 2：

表 3：

表 4：
检测开始时间：

检测终止时间：

打桩日期：

试桩日期：
终止

累计

荷载

荷载(kN)：

油压（MPa）：

累计沉降

量（mm）

表 1：

表 2：

表 3：

表 4：

检测开始时间：

检测终止时间：

以下空白

终止加载原因

检测过程评定

意见

现场检测责任人：

监理单位意见

现场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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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桩长 检测编号

桩径 委托日期

加荷读数间隔 检测日期

卸载读数间隔 检测环境

最大预估荷载 桩号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控载

（kN）
荷载

（kN）
油压

（MPa）

观

测

时

间

间隔时间

（min）

位移计（百分表）读数 沉降量（mm）

表 1 表 2 表 3 表 4 本次 累计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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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竖向抗压静载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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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 项目概况表

三、 工程地质概况

四、 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 检测依据

六、 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 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 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 检测结论

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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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竖向抗压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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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竖向抗压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基桩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 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桩 型 桩径 mm

基桩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工程桩总数 检测桩数

单桩承载力

特征值 kN

要求最大试验荷

载 kN

设计桩长 m 桩端持力层

检 测 方 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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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竖向抗压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检测结论

十、附件

10.1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结果汇总表；

10.2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原始记录表；

10.3 Q-s 曲线、s-lgt 曲线图；

10.4 基桩静载试验监理见证记录表；

10.5 受检桩桩位对应的工程地质柱状图；

10.6 检测桩位平面图。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结果汇总表

序号 桩号 桩长（m）
桩径

（mm）

最大试

验荷载

（kN）

累计

沉降量

（mm）

单桩竖向

抗压极限

承载力

（kN）

设计单桩

竖向抗压

承载力特

征值

（kN）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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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桩水平静载试验检测原始记录（维持荷载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桩长 检测编号

桩径 委托日期

加荷读数间隔 检测日期

卸载读数间隔 检测环境

最大预估荷载 桩号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控载

（kN）
荷载

（kN）
油压

（MPa）

观

测

时

间

间隔时间

（min）

位移计（百分表）读数 水平位移（mm）

表 1 表 2 表 3 表 4 本次 累计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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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桩水平静载试验检测原始记录（单向多循环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桩长 检测编号

桩径 委托日期

加荷读数间隔 检测日期

卸载读数间隔 检测环境

最大预估荷载 桩号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控载

（kN）

荷载

（kN）

油压

（MPa）

观

测

时

间

循

环

数

加载 卸载
水平位移

mm
加载

上下

表读

数差

上下

表距

上

表

下

表

上

表

下

表

转

角

卸

载
转角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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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水平静载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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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 项目概况表

三、 工程地质概况

四、 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 检测依据

六、 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 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 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 检测结论

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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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水平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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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水平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基桩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 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桩 型 桩径 mm

基桩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工程桩总数 检测桩数

单桩承载力

特征值 kN

要求最大上拔荷

载 kN

设计桩长 m 桩端持力层

检 测 方 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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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水平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检测结论

十、附件

10.1 单桩水平静载试验结果汇总表；

10.2 H-t-Y0 曲线图（或 H- Y0）、H-ΔY0/ΔH（lgH-lg Y0）

曲线图、Y0-lgt 曲线图；

10.3 单桩水平静载试验记录；

10.4 基桩静载试验监理见证记录表；

10.5 受检桩桩位平面图；

10.6 受检桩桩位对应的地质柱状图。

单桩水平静载试验结果汇总表

序号 桩号
桩径

（mm）

桩长

（m）

最大试

验荷载

（kN）

累计

水平位

移量

（mm）

单桩水平

极限

承载力

（kN）

设计单桩

水平承载

力特征值

（kN）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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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桩长 检测编号

桩径 委托日期

加荷读数间隔 检测日期

卸载读数间隔 检测环境

最大预估荷载 桩号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控载

（kN）
荷载

（kN）
油压

（MPa）

观

测

时

间

间隔时间

（min）

位移计（百分表）读数 上拔量（mm）

表 1 表 2 表 3 表 4 本次 累计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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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竖向抗拔静载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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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 项目概况表

三、 工程地质概况

四、 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 检测依据

六、 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 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 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 检测结论

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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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竖向抗拔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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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竖向抗拔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基桩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 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桩 型 桩径 mm

基桩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工程桩总数 检测桩数

单桩承载力

特征值 kN

要求最大上拔荷

载 kN

设计桩长 m 桩端持力层

检 测 方 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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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竖向抗拔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检测结论

十、附件

10.1 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结果汇总表；

10.2 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原始记录表；

10.3 U-δ曲线、δ-lgt 曲线曲线图；

10.4 基桩静载试验监理见证记录表；

10.5 临近受检桩桩位的代表性地质柱状图；

10.6 检测桩位平面图。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结果汇总表

序号 桩号
桩径

（mm）

桩长

（m）

最大试

验荷载

（kN）

累计

上拔量

（mm）

单桩竖向

抗拔极限

承载力

（kN）

设计单桩

竖向抗拔

承载力特

征值

（kN）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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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桩自平衡静载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桩长 检测编号

桩径 委托日期

加荷读数间隔 检测日期

卸载读数间隔 检测环境

最大预估荷载 桩号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控载

（kN）

荷载

（kN）

油压

（MPa）

观

测

时

间

循

环

数

向上位移

（mm）

向下位移

（mm）

桩顶位移

（mm）

平均

向上

位移

（mm）

平均

向下

位移

（mm）

平均

桩顶

位移

（mm）

表1 表2 表3 表4 表5 表6 累计 累计 累计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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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自平衡静载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273

目 录

一、 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 项目概况表

三、 工程地质概况

四、 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 检测依据

六、 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 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 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 检测结论

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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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自平衡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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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自平衡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基桩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 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桩 型 桩径 mm

基桩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工程桩总数 检测桩数

单桩承载力

特征值 kN

要求最大上拔荷

载 kN

设计桩长 m 桩端持力层

检 测 方 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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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自平衡静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检测结论

十、附件

10.1 基桩自平衡静载试验结果汇总表；

10.2 基桩自平衡静载试验记录表；

10.3 Q-s 曲线、s-lgt 曲线图；

10.4 自平衡静载试验荷载箱参数表；

10.5 基桩静载试验监理见证记录表；

10.6 受检桩桩位对应的工程地质柱状图；

10.7 检测桩位平面图。

单桩自平衡静载试验结果汇总表

序号 桩号
桩径

（mm）

桩长

（m）

上段桩极

限加载取

值 （kN）

下段桩极

限加载取

值 （kN）

单桩竖向抗

压极限承载

力实测值

（kN）

最大上

位移

（mm）

最大下

位移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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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高应变承载力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桩长 检测编号

桩径 委托日期

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

值 kN
检测日期

桩号 检测环境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桩号
桩长

（m）

桩径

（mm）

施工

日期
备 注 桩号

桩长

（m）

桩径

（mm）

施工

日期
备 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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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高应变承载力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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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 项目概况表

三、 工程地质概况

四、 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 检测依据

六、 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 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 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 检测结论

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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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高应变承载力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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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高应变承载力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基桩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 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桩 型 桩径 mm

基桩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工程桩总数 检测桩数

单桩承载力

特征值 kN

要求最大上拔荷

载 kN

设计桩长 m 桩端持力层

检 测 方 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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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高应变承载力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检测结论

十、附件

10.1 基桩高应变动力检测承载力结果汇总表；

10.2 基桩高应变动力检测承载力记录表；

10.3 实测力与速度时程曲线；

10.4 计算数据及拟合曲线；

10.5 检测桩位平面图；

10.6 试桩桩位对应的地质柱状图。

单桩高应变承载力试验结果汇总表

序号 桩号
桩径

（mm）

桩长

（m）

桩身波速值

（m/s）

单桩承载

力极限值

（kN）

动测单桩承

载力极限值

（kN）

侧摩

阻力

（kN）

桩端

承力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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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垂直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条件 检测编号

地基状况 委托日期

地基类型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

备名称及编

号

测点类型 型号

编号 点号

初始测

值

（m）

本次测

值

（m）

上次测

值

（m）

本次变

化量

（mm）

累计变

化量

（mm）

变化速

率

（mm/d）

备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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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垂直度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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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项目概况表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检测频率要求及完成量

八、点位布置及完成情况表

九、检测结果及分析

十、检测结论

十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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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垂直度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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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垂直度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基桩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 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基桩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检 测 方 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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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垂直度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检测频率要求及完成量

检测频率要求及完成量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 检测参数 检测频率 备注

1

2

3

4

5

八、点位布置及完成情况表

点位布置及完成情况表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 检测参数 点位布置及完成情况 备注

1

2

3

4

5

九、检测结果及分析

9.1 施工进度情况

9.2 检测条件情况

9.3 检测成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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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垂直度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基坑阶段变化及累计变化最大值统计表

序

号

检测

对象

检测项

目

测点编

号

单次变

化

最大值

累计变

化最大

值

变化速

率

变化速

率控制

值

累计

控制值

检测

结论

1

2

3

4

5

桩垂直度检测表

编号 点号
初始测值

（m）

本次测值

（m）

上次测值

（m）

本次变化

量

（mm）

累计变化

量

（mm）

变化速率

（mm/d）
备注

1

2

3

4

5

十、检测结论

十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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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桩身完整性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桩身完整性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建筑面积

设计单位 建筑层数

勘察单位 桩类型

基础形式

委托内容及要求：

桩身完整性 其他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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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低应变完整性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桩长 检测编号

桩径 委托日期

桩号 检测日期

桩型 检测环境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桩号
桩长

（m）

桩径

（mm）

施工

日期
备 注 桩号

桩长

（m）

桩径

（mm）

施工

日期
备 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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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低应变完整性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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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 项目概况表

三、 工程地质概况

四、 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 检测依据

六、 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 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 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 检测结论

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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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低应变完整性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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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低应变完整性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基桩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 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桩 型 桩径 mm

基桩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工程桩总数 检测桩数

单桩承载力

特征值 kN

要求最大上拔荷

载 kN

设计桩长 m 桩端持力层

检 测 方 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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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低应变完整性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检测结论

十、附件

10.1 受检桩桩身结构完整性检测结果汇总表；

10.2 受检桩低应变动力检测曲线图；

10.3 受检桩桩位平面示意图。

基桩低应变完整性试验结果汇总表

序号 桩号
桩径

（mm）

桩长

（m）

桩身波速值

（m/s）
桩身结构完整性评价 完整性类别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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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声波透射法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成桩日期 检测编号

桩型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测桩方位示意图 桩号 桩径（mm） 桩长 （m）

测区 测管距离 备注

AB cm

BC cm

AC cm

测桩方位示意图 桩号 桩径（mm） 桩长 （m）

测区 测管距离 备注

AB cm

BC cm

AC cm

测桩方位示意图 桩号 桩径（mm） 桩长 （m）

测区 测管距离 备注

AB cm

BC cm

AC cm

测桩方位示意图 桩号 桩径（mm） 桩长 （m）

测区 测管距离 备注

AB cm

BC cm

AC cm

测桩方位示意图 桩号 桩径（mm） 桩长 （m）

测区 测管距离 备注

AB cm

BC cm

AC cm

测桩方位示意图 桩号 桩径（mm） 桩长 （m）

测区 测管距离 备注

AB cm

BC cm

AC c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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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声波透射法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299

目 录

一、 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 项目概况表

三、 工程地质概况

四、 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 检测依据

六、 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 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 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 检测结论

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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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声波透射法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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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声波透射法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基桩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 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桩 型 桩径 mm

基桩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工程桩总数 检测桩数

单桩承载力

特征值 kN

要求最大上拔荷

载 kN

设计桩长 m 桩端持力层

检 测 方 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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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声波透射法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受检点情况说明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检测结论

十、附件

10.1 桩身质量完整性检测结果汇总表；

10.2 受检桩检测剖面声速-深度曲线；

10.3 受检测剖面波幅-深度曲线；

10.4 桩身质量实测波列图；

10.5 受检桩基础平面图。

基桩声波透射法试验结果汇总表

桩

号

桩

径

mm

测

试

深

度

m

剖面

平均声

速

km/s

声速

异常

判定值

km/s

声速

标准差

km/s

离散

系数

%

桩身主

要缺陷

描述

均匀性

等级
类别



303

基桩完整性检测原始记录（钻芯法）（一）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成桩日期 检测编号

桩型 委托日期

设计强度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桩号/孔号 时间 钻进（m） 芯样编号
芯样长度

（mm）
残留芯样

芯样初步描述及

异常情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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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完整性检测原始记录（钻芯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桩号/孔号 项目 分段深度（m） 芯样描述
取样编号/

取样深度
备注

桩身

混凝土

桩底沉渣

持力层

桩身

混凝土

桩底沉渣

持力层

桩身

混凝土

桩底沉渣

持力层

桩身

混凝土

桩底沉渣

持力层

桩身

混凝土

桩底沉渣

持力层

桩身

混凝土

桩底沉渣

持力层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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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钻芯法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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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 项目概况表

三、 工程地质概况

四、 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 检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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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钻芯法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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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钻芯法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基桩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桩型 桩径 mm

总取芯率（％） 抽芯总延米 m

基桩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工程桩总数 检测桩数

设计单桩承载

力特征值 kN

桩身设计砼

强度等级

设计桩长 m 桩端持力层

检测方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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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钻芯法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受检点情况说明

基桩设计施工情况

桩号 #
桩径

（mm）

施工

桩长

（m）

桩顶

标高

（m）

桩砼

浇灌日期

砼设计

强度等级

单桩承载

力设计值

（kN）

检测

日期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检测结论

十、附件

10.1 桩身质量完整性检测结果汇总表；

10.2 受检桩检测剖面声速-深度曲线；

10.3 受检测剖面波幅-深度曲线；

10.4 桩身质量实测波列图；

10.5 受检桩基础平面图。

基桩声波透射法试验结果汇总表

桩

号

桩

径

（mm

）

测

试

深

度

（m

）

剖面

平均声

速

（km/s

）

声速

异常

判定值

（km/s

）

声速

标准差

（km/s

）

离散

系数

（%）

桩身主

要缺陷

描述

均匀性

等级
类别



310

基桩钻芯法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基桩钻芯检测情况汇总

桩号#
桩径

（mm）

有效

桩长

（m）

抽芯孔

深度

（m）

桩身砼

质量情况

取样

数量

桩底沉

渣厚度

（m）

桩端持力

层情况

基桩钻芯强度检测情况汇总

桩号

(#)

芯样

个数

砼强度

标准值

fcu.k（kN）

砼强度

换算平

均值

mfc
cu

（kN）

砼强度

换算最

小值

fc
cu.min

（kN）

标准差

sfc
cu

芯样试

件破坏

荷载

Fcu,r（kN）

Fcu,r≥

fcu.k

桩身砼

强度判

定

九、检测结论

十、附件

10.1 受检桩砼岩石强度试验抗压报告表；

10.2 受检桩钻受检桩砼岩芯照片；

10.3 受检桩钻孔综合柱状图；

10.4 受检桩位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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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锚杆抗拔承载力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锚杆抗拔承载力检测委托单

检测机构名称

地址及联系方式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建筑面积

设计单位 建筑层数

勘察单位 桩类型

基础形式

委托内容及要求：

抗拔承载力 其他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312

锚杆抗拔承载力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杆体材料规格、数量 检测编号

砂浆强度等级 委托日期

岩土性状 检测日期

钻孔直径 钻孔倾角

锚固段长度 检测环境

自由段长度 灌浆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级数 n 荷载（kN）
压力表读

数（MPa）

百分表测

读时间

（h：min）

位移计（百分表）读数 本级位

移量

（mm）

增量累计

（mm）1 2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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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抗拔承载力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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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项目概况表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七、锚杆理论弹性伸长量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九、检测结论

十 、附件



315

锚杆抗拔承载力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检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现场检测人员：

（上岗证号）

报 告 编 写 ：

（上岗证号）

审 核：

（上岗证号）

批 准 人：

（上岗证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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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抗拔承载力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项目概况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锚索施工单位

质量监督站

锚 索 数 量 检 测 数 量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日 期

以下空白

备注



317

锚杆抗拔承载力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三、工程地质概况

四、委托内容及试验目的

五、检测依据

六、检测方法及仪器设备

6.1 试验加载装置

6.2 加载分级

6.3 最大试验荷载
锚索轴向拉力标准值和最大试验荷载

序号 剖面 层数 锚索编号 轴向拉力标准值（kN） 最大加载量（kN）

6.4 读数要求

6.5 终止加载条件

七、锚杆理论弹性伸长量

八、检测结果及分析

锚索检测成果表

锚索

编号

伸长量（mm）

加载 10% 40% 60% 80% 100% 120% 130%

卸载 10% 30% 50% 80% 100% 120%

加载

卸载

九、检测结论

十、附件

锚索荷载与位移（Q-S）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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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地下连续墙完整性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下连续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建筑面积

设计单位 建筑层数

勘察单位 桩类型

基础形式

委托内容及要求：

墙身完整性 混凝土强度 其他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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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连续墙身完整性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环境 检测编号

检测依据 委托日期

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方位示意图 槽段 设计槽深

剖面 跨距（cm） 备注 测试文件

方位示意图 槽段 设计槽深

剖面 跨距（cm） 备注 测试文件

方位示意图 槽段 设计槽深

剖面 跨距（cm） 备注 测试文件

方位示意图 槽段 设计槽深

剖面 跨距（cm） 备注 测试文件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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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连续墙完整性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总页：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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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二、 委托内容及检测目的

三、 检测原理、方法及仪器设备

四、 槽段施工情况

五、 工程地质情况

六、 执行标准

七、 检测结果

八、 检测结论及建议

九、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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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连续墙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检 测 人 员：

报 告 编 写 ：

审 核：

批 准 人：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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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连续墙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项目概况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连续墙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结构形式 层数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日期

设计槽深（m） 槽宽（mm）

总槽段数 检测槽段数

设计强度 检测日期

检测方法 检测目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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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连续墙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二、委托内容及检测目的

三、检测原理、方法及仪器设备

四、槽段施工情况

五、工程地质情况

六、执行标准

七、检测结果

地下连续墙完整性检测情况

槽段号 检测断面
设计槽深

(m)

测试深度

(m)

主要缺陷描

述
类别

八、检测结论及建议

九、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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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主体结构

C.2.1混凝土主体结构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混凝土主体结构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封闭日期

监理单位 建筑面积

设计单位 建筑层数

强度等级 浇筑工艺

委托内容及要求：

混凝土强度（回弹法、钻芯法、回弹-钻芯综合法、超声回弹综合法）

钢筋保护层厚度 钢筋数量 钢筋间距 钢筋直径 钢筋锈蚀

构件尺寸 层高 楼板厚度 外观质量 内部缺陷 其他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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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加工方法 检测编号

粗骨料

种类/直径
委托日期

端面补平材

料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取样日期

主要仪器设

备及编号
检测环境

检测结果

构件名

称

设计等

级

试件编

号

试件尺寸（mm） 钻芯

位置

及方

向

钢筋

直径

及位

置

龄期

d

最大

压力

kN

强度

换算

值

MPa

强度

推定

值

MPaD H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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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弹-钻芯修正法检测混凝土强度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加工方法 检测编号

浇筑方式 泵送 /非泵送 施工日期

加工方法 委托日期

粗骨料种类/直径 检测日期

端面补平材料 检测环境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轴线位

置
回弹仪构件编号

试件尺寸 （mm） 钻芯

位置

及方

向

钢筋

直径

及位

置

龄期

d

最大

压力

kN

强度

换算

值

MPa

强度

推定

值

MPa
D H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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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弹法检测混凝土强度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环境 构件名称 检测编号

龄期 委托日期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结果

编号 回弹值

Rm

碳化深度值（mm）
角 度

修正

浇筑

面

修正

测区强度

换算值

(MPa)
构件 测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平均

1

2

3

4

5

6

7

8

9

10

测面状态 设计等级 回弹仪型号

测试角度 回弹仪率定值 回弹仪编号

输送方式 测强曲线

抗压强度 现龄期推定值： (MPa) 平均值： (MPa) 标准差： (MPa) 最小值： (MPa)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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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回弹测试面 检测环境 检测编号

超声测试方式 换能器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检测结果

构件

编号
测区

测点回弹值 Ri 回弹代表

值 R

测点测距 Li/声时 ti 声速代表值

V Km/s
fcu

1 2 3 4 5 6 7 8 1 2 3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MPa 标准差 最小值 MPa 强度推定値 MPa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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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构件钢筋间距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垫块厚度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构件名称及

位置

设计

间距

（mm）

钢筋间距检测值 （mm） 平均值

（mm）

验证值

（mm）
1 2 3 4 5 6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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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构件钢筋数量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名称及位置 设计主筋数量 实测主筋数量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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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构件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垫块厚度

（mm）

检测结果

序

号
构件名称及位置

钢筋公

称直径

（mm）

钢筋保

护层厚

度设计

值（mm）

保护层厚度检测值（mm）
允许

偏差 备注第 1 次检

测值 1
tc

第 2 次检

测值 2
tc

平

均

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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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构件钢筋锈蚀状况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测区
测试位置

及外观
测试电位值（mV）

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测点

5

测点

6

测点

7

测点

8

测点

9

测点

10

平均

值

测点

11

测点

12

测点

13

测点

14

测点

15

测点

16

测点

17

测点

18

测点

19

测点

20

测点

21

测点

22

测点

23

测点

24

测点

25

测点

26

测点

27

测点

28

测点

29

测点

30

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测点

5

测点

6

测点

7

测点

8

测点

9

测点

10

平均

值

测点

11

测点

12

测点

13

测点

14

测点

15

测点

16

测点

17

测点

18

测点

19

测点

20

测点

21

测点

22

测点

23

测点

24

测点

25

测点

26

测点

27

测点

28

测点

29

测点

30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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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截面尺寸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名称及位置
设计值

（mm）

实测值（mm）
平均值（mm） 备注

1 2 3

b

h

b

h

b

h

b

h

b

h

b

h

b

h

b

h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335

构件垂直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名称及位置 垂直度实测值（mm） 较大值（mm） 备注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X

Y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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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挠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名称及位置

计算跨

度

（mm）

实测相对高差（mm） 挠度检

测值

（mm）

备注
端部 中部 端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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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平整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名称及位置 实测值（mm）
最大间

隙（mm）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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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埋件中心位置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名称及位置 中心线位置测量值（mm）

设计

值

（mm）

偏差

值

（mm）

偏差较

大值

（mm）

备

注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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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插筋位置及外露长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名称及位置
中心线位置测量值

（mm）

设计值

（mm）

偏差值

（mm）

偏差

较大

值

（mm）

外露

长度

（mm）

备

注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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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轴线位置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名称及位置 轴线位置测量值（mm）

设计

值

（mm）

偏差

值

（mm）

偏差较

大值

（mm）

备

注

X 向

Y 向

X 向

Y 向

X 向

Y 向

X 向

Y 向

X 向

Y 向

X 向

Y 向

X 向

Y 向

X 向

Y 向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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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质量缺陷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构件名称和位置 缺陷类别 缺陷描述（可附模拟图像或照片）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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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法检测混凝土内部缺陷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待测混凝土标定脉冲

波速(m/s)

测点布置示意图

检测结果

测区/测线/测点编号 图形编号 缺陷描述（分部位置等情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343

冲击回波法检测混凝土内部缺陷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构件混凝土表观波速

(m/s)

测点布置示意图

检测结果

测区/测线/测点编号 结果图（振幅谱图等）编号 缺陷描述（分部位置等情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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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观及内部缺陷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构件名称和位置 缺陷类别 缺陷描述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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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类 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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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主体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封闭日期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检 测

检测项目 检测日期

检测设备

及编号

依 据

主检人 参加人

结 论: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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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主体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工程概况：

二、检测原因及目的：

三、检测方法、抽样方案及数量：

四、检测结果：

混凝土强度检测结果汇总表

序

号
轴线位置

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

（MPa）

单个构

件混凝

土强度

推定值

（MPa）

设计

强度

等级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1

2

3

保护层厚度检测结果汇总表

表 3

序号 轴线位置 实测框架梁底下排钢筋保护层厚度（mm）
设计值

（mm）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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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砌体结构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砌体结构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封闭日期

监理单位 建筑面积

设计单位 建筑层数

委托内容及要求：

砂浆强度（回弹法、推出法、贯入法） 砖强度（回弹法） 构件尺寸

砌体抗压强度 砌体抗剪强度 层高 楼板厚度 外观质量

内部缺陷 其他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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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强度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设计强度等级 委托日期

砂浆种类 检测日期

构件名称 检测环境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不平整度读

数 di

0

（mm）

贯入深度测

量表读数

di

′ （mm）

贯入深度

di

（mm）

序号

不平整度读

数 di

0

（mm）

贯入深度测

量表读数di

′

（mm）

贯入深度 di

（mm）

1 9

2 10

3 11

4 12

5 13

6 14

7 15

8 16

10

贯入深度平均值 mdj=1/10∑di

i=1

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f2

c,j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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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弹法检测砌筑砂浆强度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设计强度等级 委托日期

砂浆种类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位

置

Ri
d R f2ij f2i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测区强度平均值f2i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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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法检测砌筑砂浆强度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设计强度等级 委托日期

砂浆种类 检测日期

构件名称 检测环境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构件
测区

（位置）
测点 Nij（kN） ξ2i Ni（kN） Bij Bi ξ3i ƒ2i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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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弹法检测砖强度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设计强度等级 委托日期

构件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构件

位置

Ri
R f1ij f1i

1 2 3 4 5

测区强度平均值f1i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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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单砖双剪法测砌体抗剪强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设计强度等级 委托日期

构件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检测单元
测区位置及名

称
测点 破坏荷载（kN）

测点抗剪强度

（MPa）

测区抗剪强度

平均值（MPa）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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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轴压法测砌体抗压强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设计强度等级 委托日期

构件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构件名称及位置 加荷分级 荷载值（N） 槽间砌体裂缝描述

初始读数

第 1 级

第 2 级

第 3 级

第 4 级

第 5 级

第 6 级

第 7 级

第 8 级

初裂荷载

破坏荷载

初裂裂缝图 破坏裂缝图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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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类 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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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结构主体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主体完工日期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检 测

检测项目 检测日期

检测设备

及编号

依 据

主检人 参加人

结 论: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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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结构主体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工程概况：

二、检测原因及目的：

三、检测方法、抽样方案及数量：

四、检测结果：

烧结普通砖抗压强度检测结果汇总表

序

号

层

数
测区位置

测区烧结

普通砖抗

压强度平

均值

f1i(MPa)

检测单

元抗压

强度平

均值 f1，

m (MPa)

变异

系数δ

=s/fm

烧结普

通砖抗

压强度

标准值

f1k

(MPa)

烧结普

通砖抗

压强度

推定等

级

设计

等级

1

2

3

4

5

6

砌体砂浆抗压强度检测结果汇总表

序号 所在轴线

测区砂浆

抗压强度

平均值

f2i(MPa)

砂浆抗压

强度平均

值

f2,m(MPa)

砂浆抗压

强度最小

值

f2,min(MPa

)

砂浆抗压

强

度推定值

f’
2(MPa)

设计

等级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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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钢结构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钢结构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建筑面积

设计单位 建筑层数

委托内容及要求：

涂层厚度 焊缝质量 截面尺寸 构件垂直度 构件弯曲

结构挠度 轴线位置 标高 涂层粘结强度 涂料抗压强度

涂层附着力 标高 其他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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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涂层厚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截面形式

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

位置
设计值(μm) 实测值(μm) 平均值(μ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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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涂料粘结强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涂刷时长 养护时长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拉伸速度

（N/min）

粘结面积

（mm²）
最大拉伸

荷载 （N）

粘结强度

（MPa）

平均粘结

强度（MPa）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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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涂料抗压强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涂刷时长 养护时长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应力速度

（N/min）

受压面积

（mm²）
最大荷载

（N）

抗压强度

（MPa）

平均抗压强度

（MPa）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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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涂料附着力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涂刷时长 养护时长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试柱直径

检测结果

序号
应力速度

（N/min）

试柱面积

（mm²）
破坏力

（N）

破坏强度

（MPa）

平均抗压

强度

（MPa）

破坏面积

（%）
破坏类型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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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构件轴线位置、标高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

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楼层 轴线位置 构件名称
测点值（mm）

检测结果
1 2 3

轴线位置

标高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364

钢结构构件截面尺寸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

及编号

序号

检测结果

楼层 轴线位置 构件名称
测点值（mm）

检测结果
1 2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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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类 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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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主体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主体完工日期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检 测

检测项目 检测日期

检测设备

及编号

依 据

主检人 参加人

结 论: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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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主体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工程概况：

二、检测原因及目的：

三、检测方法、抽样方案及数量：

四、检测结果：

钢梁截面尺寸及钢材厚度检测结果汇总表

构

件

示

意

图

序

号
构件位置

b

（mm）

h

(mm)

t1

(mm)

t2

(mm)

允许偏差

（mm）

1
设计

实测

2
设计

实测

3
设计

实测

钢结构紧固件连接情况检测结果汇总

序

号
检测位置 螺栓规格(mm) 螺栓数量(个)

1
设计

检测

2
设计

检测

3
设计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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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植筋锚固力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植筋锚固力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强度等级

监理单位 钢筋直径

设计单位 设计值

委托内容及要求：

锚固承载力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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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筋锚固力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钢筋直径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设计值 kN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加载方式 □连续加载 □分级加载

检测结果

植筋位置
加载时间

（s）

荷载示值2min内数值变化 植入深度

（mm）

实测拉力值

（kN）
状态

持荷前数值 持荷后数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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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筋锚固力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位置 检测结果（kN） 破坏形式 单项评定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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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节点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节点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套筒形式

监理单位 套筒规格

设计单位 灌浆材料

委托内容及要求：

套筒连接灌浆饱满性 浆锚搭接灌浆饱满性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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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筒灌浆连接灌浆饱满性检测原始记录（预埋钢丝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套筒

编号

预制构件

名称

构件

编号

极限拉拔

荷载值 p
60%

（p1+p2+p3）/3
40%

（p1+p2+p3）/3
饱满度判定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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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筒灌浆连接灌浆饱满性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套筒

编号

预制构件

名称

构件

编号

极限拉拔

荷载值 p

60%
（p1+p2+p3）

/3

40%
（p1+p2+p3）

/3
饱满度判定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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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筒灌浆连接灌浆饱满性检测原始记录（预埋传感器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套筒

编号

预制构件

名称

构件

编号
波形图

能量值

所在区

指示条

显示颜色
饱满度判定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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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筒灌浆连接灌浆饱满性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套筒

编号

预制构件

名称

构件

编号
波形图

能量值

所在区

指示条

显示颜色
饱满度判定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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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6金属物面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金属屋面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主要尺寸、

图样、附件

信息等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静态压力法检测金属屋面抗风掀性能

动态压力法检测金属屋面抗风掀性能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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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压力抗风掀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试件名称 检测编号

试件编号 委托日期

试件系列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试件型号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条件

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
大气压力

ｋＰａ
风压设计值

检测结果

序号 加压速率 压力值 保压时间
是否破坏

或其他损伤

破坏或损伤记录

（可附模拟图像

或照片）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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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压力抗风掀试验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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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主要图样及尺寸

检测

内容

预加载压

力（Pa）
重复次数

（次）

分级压力

（Pa）
加载速率

（Pa/s）
保压时间

（s）
间隔时间

（s）
检测用时

（min）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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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压力抗风掀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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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试件名称 检测编号

试件编号 委托日期

试件系列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试件型号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条件

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
大气压力

ｋＰａ
风压设计值

检测结果

正压

值

负压

值

波动次

数
波动加压周期 变形量

是否破坏

或其他损伤

破坏或损伤记录

（可附模拟图像

或照片）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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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压力抗风掀试验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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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主要图样及尺寸

检测

内容

最大压力差值

（Pa）

波动次数

（次）

变形量

（mm）

出现破坏的压力差

值

（Pa）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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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建筑装饰装修

C.3.1金属物面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装饰装修工程现场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套筒形式

监理单位 套筒规格

设计单位 灌浆材料

委托内容及要求：

后置埋件现场拉拔力 饰面砖粘结强度 抹灰砂浆拉伸粘结强度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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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置埋件现场拉拔力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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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型号 位置

拉力值（kN）

实测拉力

值 1

实测拉力

值 2

实测拉力

值 3

实测拉力

值 4

实测拉力

值 5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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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位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拉拔力

kN

kN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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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面砖粘结强度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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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基体类型
饰面砖粘

结材料

饰面砖尺寸
标准块胶

粘剂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试样面积

（mm2）

粘结力

（kN）

粘结强度

（MPa）

断开

状态

试样

部位

龄期

（d）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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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面砖粘结强度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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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位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粘结强度

MPa

MPa

MPa

MPa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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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灰砂浆拉伸粘结强度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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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基体类型 界面处理

抹灰砂浆品种、强度
标准块胶

粘剂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序号
试样面积

（mm2）

粘结力

（kN）

粘结强度

（MPa）

断开

状态

试样

部位

龄期

（d）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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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取样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位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粘结强度

MPa

MPa

MPa

MPa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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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建筑节能

C.4.1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外墙节能构造及保温层厚度（钻芯法） 锚固件的锚固力 外窗现场气密性能

保温板与基层的拉伸粘结强度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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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板与基层拉伸粘结强度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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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胶粘剂 检测编号

保温板粘结材

料
委托日期

保温板规格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

及编号
基体材料

编号 检测部位
粘结力

X（kN）
受拉面积

S（mm2）

粘结强度

（MPa）

1000
S
XR

破坏状态

1

2

3

破坏状态：

1.破坏部位在 EPS板内；

2.破坏部位在 EPS板与粘结材料界面上；

3.破坏部位在粘结材料与基层墙体界面上；

4.破坏部位在抹面材料与 EPS板界面上。

EPS板平均粘结强度

R 



3

3

1i
iR

R MPa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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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基体材料 检测日期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标准块规格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编号 单位 检测依据 检测部位
标准

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

评定单个值 平均值

一

1

MPa2 2.0.1

3 2.0.2

二

1

MPa2 2.0.3

3 2.0.4

三

1

MPa2 2.0.5

3 2.0.6

四

1

MPa2 2.0.7

3 2.0.8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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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固件锚固力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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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锚栓规格 检测编号

基体材料 委托日期

保温板材料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

及编号

编号 检测部位
实际测量值

（kN）
破坏状态

15个测量值

中 5个最小

测量值

（kN）

5个最小测量

值平均值 N1

（kN）

锚栓现场测

试抗拉承载

力标准值

NRK1（kN）

1

NRK1

=0.6 N1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备注 破坏状态：1.锚栓拔出 2.圆盘弯曲变形 3.塑料膨胀套管破坏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392

锚固件锚固力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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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基体材料 检测日期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锚栓规格

外保温材料 代表数量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检测部位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

项

评

定
最小值 标准值

抗

拉

承

载

力

标

准

值

1

kN

2

3

4

5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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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节能构造及保护层厚度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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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设计厚度 检测编号

保温板材料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

及编号

检测结果

编号 芯样 1 芯样 2 芯样 3

检测部位

芯样外观

保温层厚度

平均厚度

照片编号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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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保温材料 检测日期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设计厚度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依据

检测项目 芯样 1 芯样 2 芯样 3

检测部位

芯样外观

保温材料种类

保温层厚度

平均厚度

照片编号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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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窗现场气密性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试件 1 2 3

开启缝长度 L(m)

试件面积 A(m²)

检测压差（Pa）
空气渗透量（m3/h）

100

150

150

100

-100

-150

-150

-100

Zq
正压 负压 正压 负压 正压 负压

fq
正压 负压 正压 负压 正压 负压

100Pa 压差下空气渗

透量（m³/m·h）

正压 负压 正压 负压 正压 负压

10Pa 下单位缝长空气

渗透量（m³/m·h）

正压 负压 正压 负压 正压 负压

10Pa 下单位面积空气

渗透量（m³/m²·h）

正压 负压 正压 负压 正压 负压

正压空气渗透量平均

值

单位缝长

（m3/m·h）

单位面积

（m3/m2·h）

负压空气渗透量平均

值

单位缝长

（m3/m·h）

单位面积

（m3/m2·h）

检测级别 正压等级: 负压等级: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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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窗现场气密性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规格型号 检测日期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外窗气密性设计

等级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依据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

依据

检测部

位

标准指

标

检测

结果

单项

结论

单项

评定

空气渗透

性能(正压)

m3/（m·h）

m3/（m2·h）

空气渗透

性能(负压)

m3/（m·h）

m3/（m2·h）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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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室内环境污染物

C.5.1金属物面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委托单位 委托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建筑类别 建筑面积

房间数量 结构形式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甲醛 氨 TVOC 氡 甲苯 二甲苯 苯

执行标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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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氨）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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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计算因子 Bg(μg/吸光度) 空白溶液吸光度 Ao

检测依据

序号 样号
采样体积

Vt (L)

标准采样体积

Vo (L)

样品溶液吸光度

A

样品溶液中氨浓度

C1(mg/m
3)

室内氨浓度

C(mg/m3)

室内氨浓度平均值

(mg/m3)

室外 C0 —— ——

1

2

3

4

5

6

7

8

9

10

校准曲线回归方程：

y=bx+a b= a=

线性相关系数：

R2=

绘制时间： 回归方式：氨含量～吸光度

备注

1、采样体积：Vt为采样流量与采样时间的乘积,见采样记录表；

2、标准采样体积： Vo=Vt×273/(273＋t)×(P/101.3) t 一采样时的温度（℃)、p 一采样时的大气压(kPa)

3、样品氨浓度：C1＝(A-Ao) ×Bg/Vo×2.5 A-样品吸光度、Ao-空白吸光度、Bg-计算因子

4、室内氨浓度: C＝C1-Co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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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甲醛）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计算因子 Bg(μg/吸光度) 空白溶液吸光度 Ao

检测依据

序号 样号
采样体积

Vt (L)

标准采样体积

Vo (L)

样品溶液吸光度

A

样品溶液中甲醛浓度

C1(mg/m
3)

室内甲醛浓度

C(mg/m3)

室内甲醛浓度平均值

(mg/m3)

室外 C0 —— ——

1

2

3

4

5

6

7

8

9

10

校准曲线回归方程：

y=bx+a b= a=

线性相关系数：

R2=

绘制时间： 回归方式：甲醛含量～吸光度

备注

1、采样体积：Vt为采样流量与采样时间的乘积,见采样记录表；

2、标准采样体积： Vo=Vt×T0/(273＋t)×(P/P0) t-采样时的温度（℃)、p-采样时的大气压(kPa)、T0-标准状况下绝对温度，273K、

P0-标准状况下大气压力 101.3 kPa

4、样品甲醛浓度：C1＝(A-Ao) ×Bg/Vo×V1/V2 A-样品吸光度、Ao-空白吸光度、Bg-计算因子、V1-采样时吸收液体积、V2-分析时取样体积

4、室内甲醛浓度: C＝C1-Co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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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苯）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计算因子 Bg(μg/吸光度) 空白管苯含量 m0（μg）
检测依据

序号 样号
采样体积
Vt (L)

样品管峰面积

（pA）
样品管中苯含量m

（μg） 样品管中苯浓度 C1(mg/m3) 室内苯浓度
C(mg/m3)

室内苯浓度平均值
(mg/m3)

室外 C0 —— ——

1

2

3

4

5

6

7

8

9

10

校准曲线回归方程：

y=bx+a b= a=

线性相关系数：

R2=

绘制时间： 回归方式：苯含量～峰面积

备注

1、采样体积：Vt为采样流量与采样时间的乘积；

2、样品管苯浓度：C1 =（m－mo）/V×（101.3/P)×(273＋t)/273
室内苯浓度：C=C1-C0 m一样品管中苯的量（μg）、空白管苯的量（μg）、P-采样点大气压强（kPa）

t-采样点环境温度（℃）、C0-室外空白样品中苯的浓度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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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甲苯）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计算因子 Bg(μg/吸光度) 空白管甲苯含量 m0（μg）
检测依据

序号 样号
采样体积

Vt (L)

样品管峰面积

（pA）

样品管中甲苯含量m

（μg）
样品管中甲苯浓度 C1(mg/m

3)
室内甲苯浓度

C(mg/m3)

室内甲苯浓度平均值

(mg/m3)

室外 C0 —— ——

1

2

3

4

5

6

7

8

9

10

校准曲线回归方程：

y=bx+a b= a=

线性相关系数：

R2=

绘制时间： 回归方式：甲苯含量～峰面积

备注

1、采样体积：Vt为采样流量与采样时间的乘积；

2、样品管甲苯浓度：C1 =（m－mo）/V×（101.3/P)×(273＋t)/273
室内甲苯浓度：C=C1-C0 m一样品管中甲苯的量（μg）、空白管甲苯的量（μg）、P-采样点大气压强（kPa）

t-采样点环境温度（℃）、C0-室外空白样品中甲苯的浓度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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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二甲苯）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空白管峰面积(µV•s) 空白管二甲苯含量 m0（μg）
检测依据

序号 样号
采样体积

Vt (L)
对（间）二甲苯（μg） 邻二甲苯（μg）

样品管中浓度

C(mg/m3)
室内二甲苯浓度

C(mg/m3)
室内甲苯浓度平均值

(mg/m3)

室外 C0

1

2

3

4

5

6

7

8

9

10

校准曲线回归方程：对（间）二甲苯

y=bx+a b= a=
线性相关系数：

R2= 绘制时间：

回归方式：二甲苯含量～峰面积

校准曲线回归方程：邻二甲苯

y=bx+a b= a=
R2=

备注

1.采样体积：Vt为采样流量与采样时间的乘积；2.样品中各组分的浓度：Ci＝（mi－mo）/Vt m一样品管中各组分的量（μg）、空白管中各组分

的量（μg）3、样品管二甲苯浓度：C1 =（m－mo）/V×（101.3/P)×(273＋t)/273 m-一样品管中二甲苯的量（μg）、空白管二甲苯的量（μg）、P-采样

点大气压强（kPa）t-采样点环境温度（℃）、C0-室外空白样品中二甲苯的浓度 4、室内二甲苯浓度：C=C1-C0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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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TVOC）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空白管峰面积(µV•s) 空白管 TVOC含量 m0（μg）
检测依据

序号 样号

采样

体积

Vt (L)

正己烷

（μg）
苯（μg）

三氯

乙烯

（μg）

甲苯

（μg）
辛烯

（μg）

乙酸

丁酯

（μg）

乙苯

（μg）

对（间）

二

甲苯

（μg）

邻二

甲苯

（μg）

苯乙烯

（μg）
壬烷

（μg）
异辛醇

（μg）
十一烷

（μg）
十四烷

（μg）
十六烷

（μg）

样品管中

浓度

C(mg/m3)

室内 TVOC

浓度

C(mg/m3)

平均值

(mg/m3)

室外 C0

1

2

3

4

5

6

7

8

9

10

空白管

备注

1、采样体积：Vt为采样流量与采样时间的乘积；

2、样品中各组分的浓度：Ci＝（mi－mo）/Vt m一样品管中各组分的量（μg）、空白管中各组分的量（μg）。

3、标准状态下各组分的浓度：Cei =Ci×（101.3/P)×(273＋t)/273 P-采样点大气压强（kPa）、t-采样点环境温度（℃）

4、所采空气样品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浓度：CTVOC=∑Cei-C0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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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氡）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采样编号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检测编号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序号 氡浓度（Bq/m3） 序号 氡浓度（Bq/m3） 序号 氡浓度（Bq/m3）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平均值（Bq/m3）

备注 采样时间、采样点温度及采样点大气压强见采样记录。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405

室内环境污染物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类 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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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污染物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检测类别

工程地址 检测编号

委托单位 委托日期

施工单位 采样日期

见证单位 检测日期

建筑面积 委托人

抽样数量 所属类型

执行标准 层 数

主要检测

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人员 参加人

结 论:

检测单位盖章

日期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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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污染物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结论

甲醛 mg/m3

氨 mg/m3

苯 mg/m3

甲苯 mg/m3

二甲苯 mg/m3

TVOC mg/m3

氡 Bq/m3

以下空白

备注

检测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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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氡浓度检测委托单

检测机构名称

地址及联系方式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委托单位 委托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建筑类别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现场地表

情况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土壤中的氡浓度

执行标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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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氡浓度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施工日期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采样地点 占地面积 m²

土壤类别 现场地表状况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采样地点

测试方法 测量时间

布点方式 采样点数量

浓度范围（Bq/m3） 平均值（Bq/m3）

测试过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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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氡浓度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测点编号
土壤氡浓度值

（Bq/m3）
测点编号

土壤氡浓度值

（Bq/m3）
测点编号

土壤氡浓度值

（Bq/m3）

1 21 41

2 22 42

3 23 43

4 24 44

5 25 45

6 26 46

7 27 47

8 28 48

9 29 49

10 30 50

11 31 51

12 32 52

13 33 53

14 34 54

15 35 55

16 36 56

17 37 57

18 38 58

19 39 59

20 40 60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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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氡浓度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类 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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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氡浓度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检测类别

工程地址 检测编号

委托单位 委托日期

施工单位 采样日期

见证单位 检测日期

设计单位 委托人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执行标准

主要检测

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取样测试过程

主检人 参加人

结 论:

检测单位盖章

日期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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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氡浓度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结论

土壤中的

氡浓度
Bq/m3

氡浓度

范围

平均值

以下空白

备注

检测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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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建筑幕墙

C.6.1建筑幕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建筑幕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气密性能 水密性能 抗风压性能 层间变形性能

后置埋件抗拔承载力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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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抗风压性能

（Pa）

正压

负压

气密性能

（㎡/(m·h)）

幕墙整体

qA,m3/(m2·h)

开启部分

qL,m3/(m·h)

水密性能

（Pa）

固定部分

ΔP/Pa

可开启部分

ΔP/Pa

平面内变形性能

(层间位移角 y,Δ/h)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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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工程名称：

产品名称：

委托单位：

类 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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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检测编号

委托单位 委托日期

施工单位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样品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规格型号 取样人

幕墙构造 代表数量

试样状态 开启类型

执行标准 型 材

检测项目

结 论: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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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

评定

气密

性能

幕墙整体 m3/（m2·h）

开启部分 m3/（m2·h）

水密

性能

固定部分 Pa

开启部分 Pa

抗风

压性

能

正压 Pa

负压 Pa

平面内变形性能

(层间位移角 y,

Δ/h)
/

后置埋件抗拔承

载力 kN

以下空白

备注

检测单位盖章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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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建筑隔声

C.7.1建筑隔声性能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建筑隔声性能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委托单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地址
竣工日期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

外墙构件和外墙空气声隔声

楼板撞击声隔声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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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隔声性能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检测部位 委托编号

委托日期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项目

主要检测设备及编号

（原始数据及隔声曲线）

根据 GB/T 50121 的评价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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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隔声性能

检测报告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类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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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委托单位

地 址 电话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检测

项 目 检测日期

仪器

依 据

主 检 参加人

结论：

检测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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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检测相关情况说明、隔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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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市政工程材料检测文件格式

D.1市政工程材料

D.1.1土、无机结合稳定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土、无机结合稳定材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含水率 液限 塑限 承载比（CBR）试验 粗粒土和巨粒土最大干密度

击实 无侧限抗压强度 水泥或石灰剂量塑性指数 不均匀系数

颗粒分析 0.6mm 以下颗粒含量 有机质含量 易溶盐含量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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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含水率检测原始记录（烘干法）
第 页/共 页

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取土位置 检测编号

土样种类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试样编号 盒号 盒质量（g）
盒+湿土质

量（g）

盒+干土质

量（g）

水分质量

（g）

干土质量

（g）
含水率（%）

平均含水

率（%）

1

2

3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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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含水率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取样位置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工程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试样编号 平均含水率

1

2

3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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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界限含水率检测原始记录（联合测定法）
第 页/共 页

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取土位置 检测编号

土样种类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天然含水率（%） 锥体质量（g）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依据

第一次试验

项目 1 2 3
关系曲线

入土深度

（mm）

h1

h2

（h1+h2）/2

盒号

盒质量 （g）

盒+湿土质量（g）

盒+干土质量（g）

水分质量（g）

干土质量（g）

含水率（g）

平均含水率（%）

液限（%）
塑限（%）
塑性指数

第二次试验

项目 1 2 3 关系曲线

入土深度

（mm）

h1

h2

（h1+h2）/2

盒号

盒质量 （g）

盒+湿土质量（g）

盒+干土质量（g）

水分质量（g）

干土质量（g）

含水率（g）

平均含水率（%）

液限（%）

塑限（%）

塑性指数

液限（%） 塑限（%） 塑性指数（%）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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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界限含水率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取样位置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工程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检测结果

液限 %

塑限 %

塑性指数 %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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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击实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取土位置 检测编号

土样种类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落距（cm） 锤重（kg）

每层击数 锤击层数

击实方法 大于 5mm 颗粒含量（%）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干密度

试验次数 1 2 3 4 5

筒+土质量（g）

筒质量（g）

筒体积 cm3

湿土质量（g）

湿土密度（g/cm3）

干土密度（g/cm3）

含水率

盒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盒+湿土质量（g）

盒+干土质量（g）

盒质量（g）

水质量（g）

干土质量（g）

含水率（%）

平均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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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击实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含水率与干密度关系曲线

最佳含水率（%） 最大干密度（g/cm3）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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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击实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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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使用部位

落距（cm） 锤重（kg）

每层击数 锤击层数

大于 5mm 颗粒含

量（%）
取样人

击实方法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

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检测结果

最佳含水率 %

最大干密度 g/cm3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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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粒土和巨粒土最大干密度检测原始记录（表面振动法）

第 页/共 页

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最大料径（mm） 检测编号

粒径小于 0.75mm 干土

质量百分比%
委托日期

试筒尺寸 锤重（kg）

相似级配模比 方法类别

土样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 使用部位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平行测定次数 1 2

试样+试筒质量（kg）

试筒质量（kg）

试样质量 （kg）

试筒体积 Vc （kg）

试筒横断面积 Ac （cm2）

百分表初读数 Ri （mm）

百分表终读数 Rf （mm）

试样表面与试筒顶面距离

△H=｜Ri－Rf｜＋T*
p (mm)

试样体积

V=[Vc－Ac(△H/10)]×10-6 (m3)

试样干密度（g/cm3）

最大干密度（平均值）（g/cm3）

平均试验值的偏差范围（%）

标准差（g/cm3）

注：T*
p为加重底板厚度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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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粒土和巨粒土最大干密度检测报告（表面振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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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使用部位

粒径小于 0.07mm

的干土质量百分

比%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工程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

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土最大干密度 g/cm3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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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承载比（CBR）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土样状态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试样种类 每层击实 30 次 每层击实 50 次 每层击实 98 次

膨

胀

度

筒号 1 2 3 4 5 6 7 8 9

泡水前试件高度（mm）

泡水后试件高度（mm）

膨胀量（%）

膨胀量平均值（%）

密

度

筒质量（g）

筒+试样质量（g）

筒体积（cm3）

湿密度（g/cm3）

含水率（%）

干密度（g/cm3）

平均干密度（g/cm3）

吸

水

量

泡水后筒+试件合质量

（g）

吸水量（g）

吸水量平均值（g）

承

载

比

预定压实度（%）

击实次数 30 50 98

承载比（%）

承载比平均值（%）



435

土的承载比（CBR）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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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贯入面积（cm2） 荷载板重量 kg

试验次数 每层击数/击实层数

序号 检测结果

1

测力计读数 0.01（mm）

单位压力（kpa）

百分表读数

（0.01mm）

左

右

贯入量平均值（mm）

2

测力计读数 0.01（mm）

单位压力（kpa）

百分表读数

（0.01mm）

左

右

贯入量平均值（mm）

3

测力计读数 0.01（mm）

单位压力（kpa）

百分表读数

（0.01mm）

左

右

贯入量平均值（mm）

试件编号 1 2 3

L=2.5mm 时单位压力 p（kpa）

2.5mm 时 CBR（%）

L=5.0mm 是单位压力 p（kpa）

5.0mm 时 CBR（%）

30 击承载比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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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承载比（CBR）检测原始记录（三）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贯入面积（cm2） 荷载板重量 kg

试验次数 每层击数/击实层数

序号 检测结果

4

测力计读数 0.01（mm）

单位压力（kpa）

百分表读数

（0.01mm）

左

右

贯入量平均值（mm）

6

测力计读数 0.01（mm）

单位压力（kpa）

百分表读数

（0.01mm）

左

右

贯入量平均值（mm）

6

测力计读数 0.01（mm）

单位压力（kpa）

百分表读数

（0.01mm）

左

右

贯入量平均值（mm）

试件编号 4 5 6

L=2.5mm 时单位压力 p（kpa）

2.5mm 时 CBR（%）

L=5.0mm 是单位压力 p（kpa）

5.0mm 时 CBR（%）

30 击承载比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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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承载比（CBR）检测原始记录（四）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贯入面积（cm2） 荷载板重量 kg

试验次数 每层击数/击实层数

序号 检测结果

7

测力计读数 0.01（mm）

单位压力（kpa）

百分表读数

（0.01mm）

左

右

贯入量平均值（mm）

8

测力计读数 0.01（mm）

单位压力（kpa）

百分表读数

（0.01mm）

左

右

贯入量平均值（mm）

9

测力计读数 0.01（mm）

单位压力（kpa）

百分表读数

（0.01mm）

左

右

贯入量平均值（mm）

试件编号 7 8 9

L=2.5mm 时单位压力 p（kpa）

2.5mm 时 CBR（%）

L=5.0mm 是单位压力 p（kpa）

5.0mm 时 CBR（%）

30 击承载比平均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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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承载比（CBR）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使用部位

道路类别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路床顶面以下深

度（cm）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压实度 承载比（CBR）值 %

压实度 承载比（CBR）值 %

压实度 承载比（CBR）值 %

每层击 30 次膨胀量 %

每层击 50 次膨胀量 %

每层击 98 次膨胀量 %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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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颗粒分析检测原始记录（筛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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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取样部位 检测编号

样品状态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筛前总土质量（g） 小于 2mm 取样质量（g）

小于 2mm 土占总土质量的百分比%

检测结果

筛种类 孔径（mm）
留筛试样质量

（g）

累积留筛试样

质量（g）

小于该孔径试

样质量（g）

小于孔径试样

的质量百分数

（%）

小于该孔径试

样质量占总试

样质量的百分

比数（%）

粗筛

60

40

20

10

5

2

细筛

2

1

0.5

0.25

0.075

筛底

d60 d10 不均匀系数

颗粒大小

级配曲线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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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颗粒分析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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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使用部位

道路类别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路床顶面以下深

度（cm）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土的颗粒级配

不均匀系数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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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有机质含量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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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取样部位 检测编号

样品状态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硫酸亚铁标准浓度（mol/L）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试验次数 1 2

土样编号

土样质量（g）

空白标定消

耗硫酸亚铁

标准液体的

量（ml）

滴定前读数

滴定后读数

滴定消耗

滴定土样消

耗标准液的

量（ml）

滴定前读数

滴定后读数

滴定消耗

有机质（%）

平均有机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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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有机质含量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取样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土的平均有机质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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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易溶盐总量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取样部位 检测编号

样品状态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吸收浸出液体积（ml）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试验次数 1 2

土样编号

残渣+蒸发皿的质量（g）

蒸发皿的质量（g）

残渣的质量（g）

全盐量（%）

全盐量平均值（%）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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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易溶盐总量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取样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全盐量平均值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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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结合稳定材料击实检测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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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取样部位 检测编号

结合料类型 委托日期

试样状态 结合料计量（%）

落距（cm） 每层击数

击锤质量（kg） 筒容积（cm3） 方法类别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干密度

试验次数 1 2 3 4 5 6

加水量（g）

筒+湿试样质量（g）

筒的质量（g）

湿试样质量（g）

湿密度（g/cm3）

干密度（g/cm3）

含水率

盒 号

盒+湿土质量（g）

盒+干土质量（g）

盒质量（g）

水质量（g）

干土质量（g）

含水率（%）

平均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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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结合稳定材料击实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Pd—W

曲线

超尺寸颗粒的校正

超尺寸颗粒含量（%）

超尺寸颗粒吸水量（%）

超尺寸颗粒主体积相对密度（g/cm3）

最大干密度（g/cm3）

最佳含水量（%）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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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结合稳定材料击实检测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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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代表数量

混合料名称 结合料类型

试样最大粒径

（mm）
每层击数

筒容积（cm3） 落距（cm） 击锤质量（kg）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取样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检测结果

最佳含水量 %

最大干密度 g/cm3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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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结合稳定材料击实检测报告（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最优含水量—

最大干密度

曲线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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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结合稳定材料含水量检测原始记录（烘干法）
第 页/共 页

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取样部位 检测编号

结合料类型 委托日期

试样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试样编号

取样地点

盒号

盒的质量（g）

盒+湿试样的质量

（g）

盒+干试样的质量

（g）

水的质量（g）

干试样质量（g）

含水量（%）

平均含水量（%）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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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结合稳定材料含水量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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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代表数量

混合料名称 结合料类型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取样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含水量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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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结合稳定材料水泥（石灰）剂量检测原始记录

（EDTA滴定法）
第 页/共 页

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取样部位 检测编号

结合料类型 委托日期

试样状态 检测日期

稳定剂种类 稳定剂剂量（%）

检测环境 结构层位置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EDTE 消耗量（ml）

编号
结合料剂

量（%）
1 2 平均值 标准曲线

1

2

3

4

5

编号 取样位置
EDTA 消耗量（ml）

结合料剂量（%） 统计结果
1 2 平均

检测数量 n=

极大值（%）=

极小值（%）=

平均值 x（%）=

标准差 s=

变异系数 Cv（%）=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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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结合稳定材料水泥（石灰）剂量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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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代表数量

混合料名称 结构层名称

稳定剂剂量（%） 稳定剂种类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取样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检测数量 次 / /

EDTA 极大值 % / /

EDTA 极小值 % / /

EDTA 平均值 %

EDTA 标准值 % / /

EDTA 变异系数 % / /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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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结合稳定材料无侧限抗压强度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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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名称 委托编号

结合料类型 检测编号

设计强度 MPa 委托日期

试件尺寸（mm） 检测日期

试样状态 养生开始日期

试件制作方法 养生龄期

最佳结合率（%） 最大干密度(g/cm3)

养生温差℃ 养生相对湿度（%）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养生前试件质量（g）

浸水前试件质量（g）

浸水后试件质量（g）

养生期间质量损失（g）

吸水量（g）

养生前试件高度（mm）

浸水后试件高度（mm）

试件截面积（mm2）

试件最大压力（N）

无侧限抗压强度（MPa）

最小值（MPa） 最大值（MPa） 平均值（MPa）

标准差（MPa） 变异系数（%） 保证率的值（MPa）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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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结合稳定材料无侧限抗压强度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试样状态 检测日期

混合料名称 结合料类型

设计强度（MPa） 养生开始日期

试块尺寸（mm） 养生龄期

最佳含水率（%）
最大干密度

（g/cm3）

制作方法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取样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无侧限抗压强度最小值 MPa / /

无侧限抗压强度最大值 MPa / /

无侧限抗压强度平均值 MPa

标准差 MPa / /

变异系数 % / /

95%概率值 MPa /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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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土工合成材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土工合成材料检测委托单

检测机构名称

地址及联系方式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拉伸强度 延伸率 梯形撕裂强度 CBR 顶破强力 厚度

单位面积质量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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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合成材料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厚度（mm）

□程序 A

□程序 B

□程序 C

□程序 D

1 2 3 4 5 6 7 8 9 10

选择压力 平均值 偏差率

单位面积

质量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试件面积（cm2）

试样质量 （g）

单位面积质量

（g/㎡）

单位面积质量平均值（g/㎡） 单位面积质量偏差（%）

拉伸试验
纵

向

试件 1 2 3 4 5

最大负荷 Fmax （kN）

B,试样宽度 （m）

断裂强度 Tmax=Fmax×c

（kN/m）

断裂强度平均值 Tmax

（kN/m）

夹持距离 L0 （mm）

标称断裂强度夹持距离

ΔL （mm）

标称断裂强度对应伸长

率Ɛ （%）

标称断裂强度对应伸长

率平均值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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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合成材料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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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拉伸试验
横

向

试件 1 2 3 4 5

最大负荷 Fmax （kN）

B,试样宽度 （m）

断裂强度 Tmax=Fmax×c

（kN/m）

断裂强度平均值 Tmax

（kN/m）

夹持距离 L0 （mm）

标称断裂强度夹持距离

ΔL （mm）

标称断裂强度对应伸长

率Ɛ （%）

标称断裂强度对应伸长

率平均值Ɛ （%）

撕破强力

（kN）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纵向

横向

纵向平均值 横向平均值

顶破强力

（kN）

1 2 3 4 5 平均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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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合成材料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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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日期

试样名称 试样状态

规格型号 代表数量

见证单位 见证人

工程部位 取样人

执行标准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断裂强度
纵向

kN/m
横向

标称断裂强

度对应伸长

率

纵向
%

横向

撕破强力
纵向

kN
横向

单位面积质量

偏差率
%

顶破强力 kN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459

D.1.3市政工程用掺合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市政工程用掺合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SiO2含量 Al2O3含量 Fe2O3含量 烧失量 细度 比表面积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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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用掺合料检测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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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二氧化硅

试样编号
试样质量

（g）
滴定度

（mg/mL）
稀释倍数

试样氢氧化

钠消耗量

（mL）
二氧化硅含量（%）

空白

试样 1

试样 2

三氧化二

铁

试样编号
试样质量

（g）
曲线中求出含量

（mg）
三氧化二铁质量分数（%）

空白

试样 1

试样 2

三氧化二

铝

试样编号
试样质量

（g）
滴定度 T

空白EDTA
消耗总体

积（mL）

试样 EDTA
消耗总体

积（mL）

三氧化二

铁质量分

数（%）

三氧化二铝质量分数

试样 1

试样 2

烧失量

试样编号

试样质量

10
m （g）

瓷坩埚质量

11
m （g）

灼烧瓷坩埚+试样质

量 12
m （g）

烧失量 4
 （%）

试样 1

试样 2

细度

次数 1 2 细度 R1/ W×K×100
称样量 W（g）

筛余 R1（g）

R1/ W×K×100
修正系数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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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用掺合料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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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比表面积

试件

水泥

质量

M（g）

李氏瓶液面读数

水泥所排开

无水煤油的

体积 V(cm3)

密度

（kg / m3）

平均

（kg / m3）恒温水槽温

度（℃）

初始无水煤

油体积的读

数 V1(cm
3)

装入水泥后

无水煤油体

积的读数

V2(cm
3
)

1

2

试样质量的确定

试样名称 试样密度（g/ cm3）
试料层体积

V(cm3)
试料层孔隙率 试样质量 W（g）

水泥

标准试样

比表面积

标准试样的比表面积 S m2 /kg

标准试样试验时 被测试样试验时 被测试样的比

表面积 S（m2

/kg）

平均值（m2

/kg）液面降落测得

的时间 T(s)
温度（℃）

液面降落测得

的时间 T (s)
温度（℃）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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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用掺合料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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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细度 %

SiO2含量 mg/L

Al2O3含量 mg/L

Fe2O3含量 mg/L

烧失量 %

比表面积 m2 /kg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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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沥青及乳化沥青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沥青及乳化沥青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针入度 软化点 延度 质量变化 残留针入度比 残留延度

破乳速度 标准黏度 蒸发残留物 弹性恢复 闪点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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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及乳化沥青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针入度

试验温度

（℃）

荷重

（g）
贯入时间

（s）

针入度（0.1mm） 平均值

（0.1mm）1 2 3

延度

试验温度

（℃）

保温时间

（min）
拉伸速度

（cm/min）

延度（cm）
平均值

（0.1mm）
1 2 3

软化点

试

样

室

内

温

度

℃

开

始

加

热

液

体

温

度

℃

烧

杯

内

液

体

每

分

钟

温

升

烧杯中液体温升记录（℃）

测

值

℃

平均

值℃

起

始

温

度

1分

钟

2分

钟

3分

钟

4分

钟

5分

钟

6分

钟

7分

钟

8分

钟

9分

钟

10

分

钟

11

分

钟

12

分

钟

13

分

钟

14

分

钟

15

分

钟

闪点
点火方式

试验气压

（kPa）
升温速率

（℃/min）
闪点（℃）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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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及乳化沥青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弹性恢复

试样
试验温度

（℃）

拉伸速度

（cm/min）
拉伸试样长度

（cm）

试样残留长度

（cm）

弹性回复率

（%）

平均值

（%）

1

2

3

质量变化

盛样皿质量（g）
加热前盛样皿与

试样质量（g）
加热前盛样皿与

试样质量（g）
质量损失（%） 平均值（%）

残留针入

度比

试样
试验温度

（℃）

荷重

（g）
贯入时间

（s）

针入度（0.1mm） 平均值

（0.1mm）

针入度比

（%）1 2 3

原样

残留

残留延度
试样

试验温度

（℃）

保温时间

（min）

拉伸速度

（cm/min
）

延度（cm）
平均值

（0.1mm）

残留延度

（0.1mm）1 2 3

残留

破乳速度

试件 矿料质量（g） 矿料拌和结果 破乳速度 代号

1

2

标准黏度

试件
流孔直径

（mm）
水温（℃） 试样温度（℃）

标准黏度测值

（s）
标准黏度（s）

1

2

蒸发残留

物

针入度

（25℃，

100g，5s）

（0.1mm）

试样 测定值 平均值
延度

(cm/min,

℃)

(cm)

试样 测定值 平均值

1 1

2 2

3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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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及乳化沥青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针入度

软化点

延度

质量变化

残留针入度比

残留延度

破乳速度

标准黏度

残留蒸发物

弹性恢复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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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5沥青混合料用集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沥青混合料用集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粗集料：压碎值 表观相对密度 吸水率 沥青黏附性 颗粒级配

洛杉矶磨耗损失 坚固性 软弱颗粒或软石含量 磨光值

针片状颗粒含量 <0.075mm 颗粒含量 其他

细集料：表观相对密度 砂当量 颗粒级配棱角性 坚固性 含泥量

亚甲蓝值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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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用细集料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筛分

筛孔尺寸

（mm）

第一组 第二组

通过率

（%）
筛上质

量 mi

（g）

分计筛余

ai （%）

累计筛余

Ai （%）

通过率 P

（%）

筛上质

量 mi

（g）

分计筛余

ai （%）

累计筛余

Ai （%）

通过率 P

（%）

13.2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筛底

总和

砂当量

次数

相当于干燥

试样 120g的

潮湿试样质

量 m1 （g）

筒内温度

（℃）

集料沉淀物

高度 h2
（mm）

絮状物和沉

淀物总高度

h1
（mm）

砂当量 SE
（%）

平均值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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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用细集料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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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含水率

次数
容器质量 m1

（g）

未烘干试样与

容器总质量 m2

（g）

烘干后试样与

容器总质量 m3

（g）

含水率

（%）

平均值

（%）

1

2

堆积密度

次数
容量筒容积

V （mL）
容量筒质量

m1 （g）
筒和试样总质

量 m2 （g）
堆积密度

（ g/cm3）

平均值

（ g/cm3）

1

2

棱角性

次数 试样质量 （g） 流出时间 （s） 平均值 （s）

1

2

3

4

5

密度

（g/cm3）

次数 水温℃
饱和面干

质量 （g）

水+容量瓶

质量 （g）

试样、水+

容量瓶质

量 （g）

试样烘干

质量（g）

吸水率

单值 平均值

1

2

次数
表观相对密度 毛体积密度 表观密度 毛体积密度

单值 平均值 单值 平均值 单值 平均值 单值 平均值

1

2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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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用细集料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表观相对密度 kg/m3

堆积密度 kg/m3

含泥量 %

砂当量 %

棱角性 %

亚甲蓝值 %

坚固性 %

颗粒级配

检测依据

筛孔尺寸 mm 13.2 9.50 4.75 2.36 1.18 0.600 0.300 0.150 0.075

标准通过百分率级配

分区%

通过百分率%

细度模数 规格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471

沥青混合料用粗集料检测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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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筛分

水洗前烘干试样质量 m1，g
试样 1 试样 2

水洗后烘干试样质量 m2，g

水洗后 0.075mm 筛下质量 m3，g

0.075mm 通过率，%

0.075mm 通过率测定值，%

筛孔尺寸

（mm）

第一组 第二组

通过率

（%）

筛上质

量 mi

（g）

分计筛余

ai （%）

累计筛余

Ai （%）

通过率 P

（%）

筛上质

量 mi

（g）

分计筛余

ai （%）

累计筛余

Ai （%）

通过率 P

（%）

75

63

37.5

31.5

26.5

19

16

13.2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筛底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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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用粗集料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吸水率

次数 烘干试样质量 m0（g）
饱和面干试样质量 m3

（g）
吸水率 Wx（%）

平均值

（%）

1

2

针片状颗

粒含量

试样总质量 m0（g） 试样中含针片状颗粒的总质量 m1（g） 试样的针片状颗粒含量 Q（%）

沥青与粗

集料的黏

附性

水煮法（集料粒径 13.2mm~19mm）

沥青温度 集料烘干温度 沥青裹覆时间

试验次数 1 2 3 4 5 平均值

剥离面积

剥离面积

综合判定粘附性等级

水浸法（集料粒径 9.5mm~13.2mm）

加热温度 ℃ 集料烘干温度 105±5℃ 取样数量 20个

剥离面积

剥离面积

综合判定粘附性等级

表观相对

密度

（网篮法）

次数 水温℃
饱和面干

质量 （g）

试样在水

中质量（g）

试验温度

下水的密

度（g/cm3）

试样烘干

质量（g）

吸水率

单值 平均值

1

2

次数

表观相对密度 毛体积密度 表观密度 毛体积密度

单值

平

均

值

单值 平均值 单值 平均值 单值 平均值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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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用粗集料检测原始记录（三）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坚固性

筛孔尺寸 75.0 63.0 53.0 37.5 31.5 26.5 19.0 16.0 9.50 4.75

筛余量（g）

分计筛余

百分率（%）

公称粒级（mm）
2.36~4.
75

4.75~9.5 9.5~19 19~37.5 37.5~63 63~75

各级试样烘干前质量 mi，（g）

经硫酸钠溶液试验后，筛余颗

粒的烘干质量
'
im，（g）

分计质量损失百分率δji，（%）

试样总质量损失百分率δj，（%）

磨耗试验

（洛杉矶

法）

次数
装入圆筒中试样质

量 m1，（g）

试验后在 1.7mm 筛上洗

净烘干的试样质量m2，（g）

洛杉矶磨耗损

失 Q，（%）

平均值,

（%）

1

2

软弱颗粒

各粒级颗粒总质量 m1，（g）试验后各粒级完好颗粒总质量 m2，（g）软弱颗粒含量 P，（%）

磨光值

次数 试件的磨光值读数 标准试件的磨光值读数 磨光值

1

2

平均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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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用粗集料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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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

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0.075mm 颗粒含量 %
压碎值 %

针片状颗粒含量 %
坚固性 %

表观相对密度 kg/m3

洛杉矶磨耗损失 %
吸水率 %

软弱颗粒 %
磨光值 %

沥青黏附性 %
颗粒级配

检测依据

筛孔尺寸

mm
75.0 63.0 53.0 37.5 31.5 26.5 19.0 13.2 9.5 4.75 2.36 0.6

标准通过

百分率级

配分区%

通过百分

率%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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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沥青混合料用矿粉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矿粉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表观相对密度 亲水系数 塑性指数 加热安定性 筛分

含水率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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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粉检测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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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筛分

试样质量

m0 （g）

筛孔尺寸

（mm）

分计筛余质量（g） 分计筛余百

分率

ai （%）

累计筛余百

分率

Ai （%）

通过百分率

pi （%）1 2 平均值

0.6

0.3

0.15

0.075

密度

次数

试验

温度

（℃）

水密度

（kg/m³）

器皿及矿粉质量

（g）
比重瓶读数（ml） 矿粉密度

相对密

度
试验前 试验后 加矿粉前

加矿粉

后
单值 平均值

1

2

亲水系数

次数 试样质量（g）水中沉淀物体积（ml）煤油中沉淀物体积（ml） 亲水系数 平均值

1

2

亲水性评价

含水量

次数 盒质量（g） 盒+湿样质量（g）
盒+干样质量

（g）
含水量W（%）平均值（%）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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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粉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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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加热安定性

试样质量 （g）

加热温度 （℃）

加热前矿粉外观

加热后矿粉外观

矿粉加热安定性评价

塑性指数

次数 1 2 3

锥入深度

（mm）

h1

h2

平均值

盒质量 （g）

盒+湿样质量 （g）

盒+干样质量 （g）

含水量

（%）

单值

平均值

塑性指数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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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粉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表观相对密度 /

亲水系数 /

加热安定性 /

塑性指数 %

含水量 %

颗粒级配

检测依据

筛孔尺寸

（mm）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通过率

（%）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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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7沥青混合料用木质素纤维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木质素纤维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长度 灰分含量 吸油率 pH 值 含水率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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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纤维素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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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pH 值

次数 样品质量(g) pH值

1

2

平均 pH 值

含水率

次数 样品质量(g)
坩埚质量

(g)
烘干后坩埚

和样品质量(g)
含水率 (%)

1
2

平均含水率（%）

吸油率

次数 样品质量(g)
筛质量

(g)
试验后筛和样品质量(g)

吸油率

(倍)

1
2

平均吸油率

灰分含量

次数 样品质量(g)
坩埚质量

(g)
烘干后坩埚和样品质量

(g)
灰分含量(%)

1

2
平均灰分含量

最大长度

纤维载玻片 纤维长度（mm） 长度总和

1
2
3
4
5

纤维最大长度（m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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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素纤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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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pH值 /

含水率 %

长度 mm

直径 mm

灰分含量 %

吸油率 倍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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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8沥青混合料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沥青混合料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马歇尔稳定度 流值 矿料级配 油石比 密度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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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理论最大相对密度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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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集料最大粒径（mm） 沥青用量设计值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负压容器类型 沥青种类

沥青用量（%）
干燥试样空气

中质量 ma（g）

装满 25℃水+
负压容器 mb

（g）

25℃水+负压

容器+混合料

质量 mc（g）

理论最大相对

密度值γt

理论最大相对

密度平均值γt

25℃理论最大

密度（g/cm3）

备注 γt=ma/（ma+mb-mc）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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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环境条件 委托日期

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日期

样品名称 规格型号

检测依据

矿料名称 击实次数 击实温度 沥青含量

毛体积相对密度 沥青标号 沥青密度 水密度

矿料比例（%） 矿料合成毛体积相对密度 矿料有效相对密度

编号

试件尺寸（mm）
试件质

量 ma

（g）

试件水

中质量

mw（g）

试件表

干质量

mf（g）

吸水率

wx（%）

理论值

空隙率

VV（%）

沥青体

积百分

率 Vbe

（%）

矿料间

隙率

VMA（%）

沥青饱

和度

VFA（%）

稳定度

MS（%）

流值 FL

（%）

马歇尔

模数 T1 2 3 4 平均值
实测值

平均值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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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验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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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沥青用量 击实次数

沥青种类 击实温度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相对密度 /

空隙率 %

沥青饱和度 %

矿料间隙率 %

稳定度 kN

流值 mm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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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沥青含量及矿料级配检测原始记录

（离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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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集料最大粒径（mm） 沥青用量设计值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结果

试验次数
混合料质量

m1（g）

离心筒+滤纸

试验前质量

m2（g）

离心筒+滤纸

试验后质量

m3（g）

离心筛中集料

的干燥质量

m4（g）

沥青含量 Pb（%）

单值 平均值

1

2

试验

次数

试样

总质

量 m
（g）

各级筛孔合计筛余质量 mf（g）

筛孔尺寸（mm）

31.5 26.5 19 16 13.2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筛底

1

2

平均分计筛

余 ai（%）

累计筛余百

分率 Ai（%）

通过百分率

Pi（%）

备注 Pb=100×（m1-（m3-m2）-m4）/m1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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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沥青含量及矿料级配检测报告（离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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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沥青用量 沥青种类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沥青含量 %

矿料级配

筛孔尺寸

（mm）
31.5 26.5 19 16 13.2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筛

底

实测通过率

（%）

偏差（%）

允许偏差（%）

单项判定

沥青混合料矿料级配组成曲线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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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9路面砖及路缘石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路面砖及路缘石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抗压强度 抗折强度 防滑性能 耐磨性 抗冻性 吸水率

抗盐冻性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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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路面砖检测原始记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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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吸水率

试件 吸水 24后质量 m1（g）
干燥质量 m0

（g）
吸水率（%） 平均值

1

2

3

4

5

抗压强度

（MPa）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长度 L （mm）

宽度 B （mm）

破坏荷载 P

（N）

抗压强度

Cc=P/(LB)

（MPa）

强度平均值 单块最小值

抗折强度

（MPa）

试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支座间距 l

（mm）

厚度 h （mm）

宽度 b （mm）

破坏荷载（N）

抗折强度

Cf=3Pl/2bh²
（MPa）

强度平均值 单块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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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路面砖检测原始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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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编号 委托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防滑性能

试件
防滑性能

极差 平均值
1 2 3 4 5

1

2

3

4

5

防滑性能平均值

耐磨性

试件 1 2 3 4 5

磨坑长度（mm）

磨坑长度平均值 （mm）

抗冻性

试件

冻融后试件 对比试件

长度 L
（mm）

宽度 B
（mm）

破坏荷

P载（N）

抗压

强度

（MPa）

长度 L
（mm）

宽度 B
（mm）

破坏荷

P载（N）

抗压

强度

（MPa）

1

2

3

4

5

平均值

强度损失率 （%） 外观是否出现明显变化

试件
间距 l

（mm）

厚度 h

（mm）

宽度 b

（mm）

破坏

荷载P

（N）

抗折

强度

MPa

间距 l

（mm）

厚度 h

（mm）

宽度 b

（mm）

破坏

荷载P

（N）

抗折

强度

MPa

1

2

3

4

5

平均值

强度损失率 （% ） 外观是否出现明显变化

备注 抗折强度 Cf=3Pl/2bh²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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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路面砖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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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压

强度

平均值 MPa

单块最小值 MPa

抗折

强度

平均值 MPa

单块最小值 MPa

吸水率 %

耐磨性 磨坑长度 mm

防滑性能 BPN

抗冻

性

外观质量 mm

强度损失率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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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缘石检测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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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抗压强度

试件 1 2 3

试样上承压面边长（mm）

试样下承压面边长（mm）

试样承压面积（mm2）

试样破坏荷载 P（N）

抗压强度 Cc（MPa）

抗压强度平均值 （MPa）

抗压强度最小值 （MPa）

吸水率

试件 1 2 3

试样干燥质量 m0（g）

试样吸水后质量 m1（mm）

试样吸水率W（%）

试样吸水率平均值（%）

抗盐冻性

试件 1 2 3

受试区域尺寸

（长度×宽度）（mm）

受试面积 AND（mm2）

剥落渣粒干燥质量 mND（mg）

抗盐冻性质量损失ΔWn（kg/m2）

抗盐冻性质量损失平均值

（kg/m2）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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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路缘石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压

强度

平均值 MPa

单件最小值 MPa

抗盐

冻性

质量损失平

均值
kg/㎡

质量损失最

大值
kg/㎡

吸水率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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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0检查井盖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检查井盖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抗压强度 试验荷载 残余变形 外观质量 结构尺寸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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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井盖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外观质量

抗压强度

（MPa）

100mm×100mm×100mm 1 2 3
折算系

数
强度值

破坏荷载（kN）

抗压强度（MPa）

结构尺寸

嵌入深度（mm）

支承面宽度（mm）

承载能力

承载能力（kN）

残留变形（m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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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井盖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外观质量 /

抗压强度 MPa

结构尺寸

嵌入深度 mm

支撑面宽

度
mm

承载能力
承载能力 kN

残留变形 mm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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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1石灰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石灰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有效氧化钙和氧化镁含量 未消化残渣含量 含水率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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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未消化残

渣含量

试件 1 2 3

2.36mm筛余物质量 m1（g）

试样质量 m（g）

未消化残渣含量 X（%）

未消化残渣含量平均值 X （%）

石灰钙镁

含量

试件 1 2

试样质量（g）

盐酸溶液当量浓度（mol/L）

盐酸滴定管中初读数（ml）

盐酸滴定管中终读数（ml）

盐酸溶液耗量（ml）

有效氧化钙、氧化镁合计含量

（%）

有效氧化钙、氧化镁合计含量

平均值（%）

含水率

试件 1 2

烘干前质量 （g）

烘干后质量 （g）

含水率 （%）

平均值（%）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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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未消化残渣含量 %

有效氧化钙和氧化镁

含量
%

含水率 %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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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2石材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石材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施工单位 代表批量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样品状态

规格型号 品种等级

检验项目（在横线上画“√”）：

干燥压缩强度 水饱和压缩强度 干燥弯曲强度 水饱和弯曲强度

体积密度 吸水率 抗冻系数 尺寸偏差 其他

执行标准
检测后剩余样品

处理要求
□取回 □机构处理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取样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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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检测原始记录（一）
第 页/共 页

样品名称 委托编号

规格型号 检测编号

品种等级 委托日期

样品状态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环境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弯曲强度

项目
干燥 水饱和

1 2 3 4 5 1 2 3 4 5
支点间距

离 L(mm)
试样宽度

K（mm）

试样厚度

H（mm）

破坏荷载

F(N)
弯曲强度

（MPa）

24
3
KH
FLPw 

平均弯曲

强度(MPa)

压缩强度

项目
干燥 水饱和

1 2 3 4 5 1 2 3 4 5

受力面

面积 S 1

边长 1（mm）

边长 2（mm）

受力面

面积 S 2

边长 1（mm）

边长 2（mm）

破坏荷载 F（kN）

压缩强度

P=F/S （MPa）

平均压缩强度（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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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检测原始记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吸水率

试件 1 2 3 4 5

干燥试样在空气中质量

m0（g）
水饱和试样在空气中质

量 m1（g）

100
0

01 



m
mmWa

（%）

平均吸水率 （%）

体积密度

（g/cm3）

试件 1 2 3 4 5

水饱和试样在水中

质量 m2（g）

21

0

mm
m w

b 





平均体积密度

抗冻系数

（%）

试件
冻融 抗冻系数

1 2 3 4 5

100
水

冻

P
P

=

支点间距离 L(mm)

试样宽度 K（mm）

试样厚度 H（mm）

破坏荷载 F(N)
弯曲强度（MPa）

24
3
KH
FLPw 

平均弯曲强度(MPa)

尺寸偏差

试件 长度（mm） 宽度（mm） 厚度（mm）

1

2

3

4

偏差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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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检测报告
第 页/共 页

本报告复制件无原检测单位盖章无效；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限收到报告十五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

监理（建设单位）意见：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委托单位 检测编号

施工单位 委托日期

样品名称 检测日期

生产单位 检测环境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品种等级 代表数量

执行标准 取样人

见证单位 见证人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依据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吸水率 %

抗冻系数 %

弯曲

强度

干燥 MPa

水饱和 MPa

压缩

强度

干燥 MPa

水饱和 MPa

体积密度 G/cm3

尺寸偏差 mm

以下空白

检测结论

备注

主检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检测单位（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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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市政工程实体检测文件格式

E.1道路工程

E.1.1道路工程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道路工程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道路长度

设计单位 结构层次

最大干密度及

最佳含水率
g/cm3 % 压实度标准值 %

检测里程/起讫桩号 检测点数

委托内容及要求：

沥青混合料面层：厚度 压实度（灌砂、环刀、灌水） 弯沉值 平整度

渗水系数 抗滑性能

基层及底基层：厚度 压实度（灌砂、环刀、灌水） 弯沉值 平整度

无侧限抗压

土路基：压实度（灌砂、环刀、灌水） 弯沉值 土基回弹模量

排水管道工程：地基承载力 回填土压实度（灌砂、环刀、灌水） 严密性

水泥混凝土路面：平整度 构造深度 厚度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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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路面压实度检测原始记录（灌砂法）（一）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里程/起讫桩号 检测编号

结构层次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最大干密度ρc （g/cm3） 最佳含水率 （%） 压实度标准值（%） 量砂密度ρs （g/cm3）

取样桩号

距中线距离[左+右-] m

取样深度 （cm）

湿

密

度

灌砂前砂＋容器质量
M1 （g）

灌砂后砂＋容器质量
M4 （g）

锥体砂质量 M2 （g）

试坑内砂质量 Mb （g）

试坑体积 V （cm3）

试坑中湿土样质量 Mw

（g）

湿密度ρw （g/cm3）

备注 ①试坑内砂质量 Mb=M1-M4-M2；②试坑体积 V=Mb/ρs；③湿密度ρw=Mw/V；③水质量 m4=m2-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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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路面压实度检测原始记录（灌砂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含

水

率

盒 号

盒质量 m1(g)

盒＋湿土质量 m2(g)

盒＋干土质量 m3(g)

水质量 m4(g)

干土质量 m5(g)

含水率ω(%)

含水率平均值(%)

干密度ρd(g/cm
3)

最大干密度ρc(g/cm
3)

压实度 K(%)

检测点数
n(点)

平均值(%) 标准差 S(%)

保证率 tα(%) 规定极值(%)

代表值
(%)

单点合格值
(%)

合格点数
(点)

合格率
(%)

备注
④干土质量 m5=m3-m1；⑤含水率ω=（m4/m5）× 100；⑥干密度ρd=ρW/（1+0.01ω）；⑦

压实度 K=（ρd//ρc）× 100；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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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路面压实度检测原始记录（环刀法）（一）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里程/起讫桩号 检测编号

结构层次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最大干密度ρc （g/cm3） 最佳含水率 （%） 压实度标准值（%）

取样桩号

距中线距离[左+右-] m

取样深度 cm

湿

密

度

环刀编号

土＋环刀质量 M1(g)

环刀质量 M2(g)

土质量 M(g)

环刀容积 V(cm3)

湿密度ρW(g/cm
3)

备注 ①土质量 M=M1-M2；②湿密度ρW=M/V；③水质量 m4=m2-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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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路面压实度检测原始记录（环刀法）（二）
第 页/共 页

委托编号 检测编号

含

水

率

盒 号

盒质量 m1(g)

盒＋湿土质量 m2(g)

盒＋干土质量 m3(g)

水质量 m4(g)

干土质量 m5(g)

含水率ω(%)

含水率均值(%)

干密度ρd(g/cm
3)

最大干密度ρc(g/cm
3)

压实度 K(%)

检测点数
n(点)

平均值(%) 标准差 S(%)

保证率 tα(%) 规定极值(%)

代表值
(%)

单点合格值
(%)

合格点数
(点)

合格率
(%)

备注
④干土质量 m5=m3-m1；⑤含水率ω=（m4/m5）× 100；⑥干密度ρd=ρW/（1+0.01ω）；⑦

压实度 K=（ρd//ρc）× 100；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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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路面平整度检测原始记录（三米直尺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里程/起讫桩号 检测编号

结构层次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路基路面类型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桩号 车道
实测值 （mm） 最大值

（mm）
桩号 车道

实测值 （mm） 最大值
（mm）1 2 1 2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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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路面平整度检测原始记录（连续式平整度仪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里程/起讫桩号 检测编号

结构层次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路基路面类型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

号

每 100m 的

起止桩号
车道

采集
间距

Б
（mm）

序

号

每 100m 的起

止桩号
车道

采集
间距

Б
（mm）

平均值 （mm） 标准差 （mm） 变异系数 （%）

检测区间数 不合格区间数 合格率 （%）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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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路面弯沉值检测原始记录（贝克曼梁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里程/起讫桩号 检测编号

结构层次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路基路面类型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弯沉仪类型
前 5天平

均气温 ℃
后轴标准轴载 P（kN）

沥青面层

厚度 Ha

（mm）

单侧双轮荷载

（kN）

设计弯沉值

0.01mm

左： 右：

路基干湿状态 轮胎充气压力（MPa） 季节修正系数 单轮传压面当量圆面积 （mm2） 剔除系数

左： 右： 左： 右：

桩
号

车
道

路
表
温
度
℃

沥青
面层
平均
温度
t ℃

温
度
修
正
系
数
K

读数 （0.01mm）
回弹弯沉值
（0.01mm）

沥青面层温度
修正后回弹弯
沉值（0.01mm）

左轮 右轮 lt=2（l1-l2） l20= lt·K

最大
读数
l1

终读
数 l2

最大
读数
l1

终读
数 l2

左轮 右轮 左轮 右轮

检测点数(点)
平均值

l (0.01mm)
标准差

S(0.01mm)

Za β E0

K1 K3

代表值
lr(0.01mm)

备注

①沥青面层平均温度：
3

25 em tttt 
 ；②温度影响系数：路表时按 )20](104)1(ln109[

3

3
0

6 THE aeK  



确定；路基顶面时取 1；③路基、沥青路面弯沉代表值：
31)( KKSllr   ④粒料类基层和

底基底顶面弯沉代表值： SZllr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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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路面弯沉值检测原始记录（落锤式弯沉仪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里程/起讫桩号 检测编号

结构层次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路基路面类型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桩号 车道
测量力
kN

测量位
移

0.01mm

等效位
移

0.01mm

等效
贝克曼梁

路表温
度℃

备注

测点数
特异点

数

目标可

靠指标

β

贝克曼

梁平均

值

0.01mm

贝克曼

梁 标

准差

0.01mm

贝克曼

梁代表

值

0.01mm

落锤弯

沉平均

值

0.01mm

落锤弯

沉标准

差 S

0.01mm

落锤弯

沉

代表值

0.01mm

设计

弯沉值

0.01mm

Za E0 K1 K3

备注

①温度影响系数：路表时按 )20](104)1(ln109[
3

3
0

6 THE aeK  

 确定；路基顶面时取 1；②路基、沥

青路面弯沉代表值：
31)( KKSllr   ③粒料类基层和底基底顶面弯沉代表值： SZllr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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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路面渗水系数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里程/起讫桩号 检测编号

结构层次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路基路面类型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桩号 测点位置

计时的时间(s) 计时时的水量(mL)
渗水系数

(mL/min)

渗水系数

平均值

(mL/min)
t1 t2 V1 V2

设计值

(mL/min)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备注 渗水系数=[（V2-V1）/（t2-t1）]× 60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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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构造深度检测原始记录（手工铺砂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里程/起讫桩号 检测编号

结构层次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路基路面类型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桩号 测点位置
铺砂直径 D（mm） 构造深度 TD（mm）

1 2 平均值 单值 平均值

设计值 （mm） 平均值 （mm） 标准差 （mm）

变异系数
(%)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

备注 构造深度 TD=31831/D2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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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严密性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试验管段 检测编号

道路结构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管道内径 （mm） 管材种类 接口种类 试验长度 （m）

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

（m）
试验水头 m 允许渗水量[m³/（24h*km）]

次数
观测起始时间

T1

观测结束时间

T2

恒压时间 T

min

恒压时间内补

入的水量 W

（L）

实测渗水量

q[L/（min*m）]

1

2

3

外观

折合平均实测渗水量[m³/（24h*k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516

土基回弹模量试验检测原始记录（承载板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部位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路基路面类型

测点桩号及位置 测定层位

测力计线性方程 承载板直径 D(cm) 测试车后轴重 Q(kN)

车前后轴距 T1(m) 小梁距后轴距离 T2(m) 贝克曼梁杠杆比

测

力

计

读

数

荷

载

P
(kN

)

承

载

板

压

力

p
(MP

a)

百分表读数(0.01mm)

总

变

形

回

弹

变

形

分

级

影

响

量

回

弹

变

形

Li

修

正

后

回

弹

变

形

Ei

(M

P

a)

加载前 加载后 卸载后

左 右
平

均
左 右

平

均
左 右

平

均

总

影

响

量

百分表读数（0.01mm）

压

力-

回

弹

曲

线

初读数 钟读数

左 右
均

值
左 右

均

值

总影响量 a

土基回弹模量 E（MPa）

备注

①回弹变形=（加载后读数平均值-卸载后读数平均值）×贝克曼梁杠杆比；②总变形=（加载后读数

平均值-加载初始前读数平均值）×贝克曼梁杠杆比；③总影响量 a=（百分表初读数平均值-百分表

终读数平均值）×贝克曼梁杠杆比；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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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回弹模量试验检测原始记录（贝克曼梁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里程/起讫桩号 检测编号

结构层次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路基路面类型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弯沉仪类型 后轴标准轴载 P （kN） 单侧双轮荷载 （kN）

左： 右：

轮胎充气压力（MPa） 单轮传压面当量圆面积 （mm2）

左： 右： 左： 右：

桩号 位置

读数(0.01mm)
回弹弯沉值
Li(0.01mm)

偏差值
di(0.01mm)

自然误差 r0

左轮 右轮 )(2 21 LLL i  LLd ii  r0=0.675S

最大
读数
L1

终读
数 L2

最大
读数
L1

终读
数 L2

左轮 右轮 左轮 右轮 左轮 右轮

计算测点弯沉的算术平均值及标准差
代表弯沉

L1(0.01mm)
回弹模量 E1(MPa)

测值
全部测试值的计

算值

舍弃不合要求的
测点后所余测点

的计算值
 SLLi  a

L
pEi )1(200 2

1



平均值

L(0.01mm)

标准差

S(0.01mm)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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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类 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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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施（竣）工日期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检 测

检测项目 检测日期

检测设备

依 据

主检人 参加人

结 论: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520

道路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工程概况：

二、检测原因及目的：

三、检测方法、抽样方案及数量：

四检测结果：

管道闭水试验统计表

位置（井段）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允许渗水

〔m³（24h/km）〕

实测平均渗水量

〔m³/（24h/km）〕

外观情况

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汇总表

测试位置 测试深度（m）
动力触探平均值

（N）

承载力特征值 fak

（KPa）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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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桥梁工程

E.2.1桥梁工程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桥梁工程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委托内容及要求：

桥梁与结构构件：静态应变 动态应变 位移 索力 承载能力

模态参数（频率、振型、阻尼比） 桥梁线形 动态挠度 静态挠度

结构尺寸 轴线偏位 竖直度 钢筋位置及保护层厚度 氯离子含量

混凝土强度（回弹法/钻芯法/回弹-钻芯综合法/超声回弹综合法等） 混凝土碳化深度

人行天桥：自振频率 桥面线形 地基承载力 变形缝质量

防水层的缝宽和搭接长度 尺寸 栏杆水平推力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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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静载试验应变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桥梁长度 检测编号

结构形式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传感器编号 传感器读数 传感器编号 传感器读数 工况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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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静载试验位移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桥梁长度 检测编号

结构形式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位移表编号 位移表读数 位移表编号 位移表读数 工况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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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动载试验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桥梁长度 检测编号

结构形式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试验编号 激励方式

传感器布置示

意图

传感器编号及

参数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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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结构线形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桥梁长度 检测编号

结构形式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测点
实测值 理论值 偏差

X（m） Y（m） Z（m） X（m） Y（m） Z（m） X（m） Y（m） Z（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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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竖直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桥梁长度 检测编号

结构形式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结构

编号

结构

高度

测量

方位

测量值（mm）

HD1 VD1 HD2 VD2 ΔD ΔH
垂直度

B（%）

① ② ③ ④
⑤=①-

③

⑥=②-

④

(⑤/

⑥)×

100%

备注
HD1 表示上部表面到仪器的水平距离，VD1 表示仪器水平面到上部表面的高差，HD2

表示下部表面到仪器的水平距离；VD2 表示仪器水平面到下部表面的高差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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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外观质量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桥梁长度 检测编号

结构形式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

号
项目 抽查质量情况

质量评价

好 一般 差

墩（柱）

桥台

盖梁

混凝土梁

钢梁

拱部

拉索

吊索

桥

面

系

桥面

人行道

伸缩缝

防撞设施

排水设施

栏杆、扶手

附

属

结

构

桥头搭板

梯道

防冲刷结构

灯柱照明

防眩、隔声

装置

涂装、饰面

外观质量综合评价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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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轴线偏位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桥梁长度 检测编号

结构形式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查项目 检测结果

桥面中线偏位（mm）

设计值 实测值 偏差

X（m） Y（m） X（m） Y（m） X（m） Y（m）

桥宽

（m）

车行道

人行道

桥长 （m）

引桥中心线与桥梁中

心线的衔接 （mm）

桥头高程的衔接（mm）

外观检查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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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天桥自振频率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结构形式 检测编号

采样频率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试验桥跨/结构名称 试验工况 测试项目 测试部位 激励方式 基频 Hz

测点布置示意图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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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天桥桥面线形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结构形式 检测编号

检测位置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测点位置
纵向距离

（m）

车行道上游边缘

线相对

/绝对高程（m）

桥轴线相对

/绝对高程（m）

车行道下游边缘

线相对

/绝对高程（m）

备注

测点布置示意图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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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天桥变形缝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结构形式 检测编号

检测位置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结构/构件名称 检查项目 质量标准 检查情况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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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天桥防水层缝宽和搭接长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结构形式 检测编号

检测位置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构件名称
尺寸

类型

设计值

（mm）

允许

偏差

（mm）

实测值 mm
备注

1 2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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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天桥尺寸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结构形式 检测编号

检测位置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构件名称
尺寸

类型

设计值

（mm）

允许

偏差

（mm）

实测值 mm
备注

1 2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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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天桥栏杆扶手相对挠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测点编号

传感器编号

观测时间
加载

级数

扶手的相对挠度 mm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测点布置

示意图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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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天桥栏杆扶手相对水平位移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测点编号

传感器编号

观测时间
加载

级数

扶手的相对水平位移 （mm）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读数 位移 总位移

测点布置

示意图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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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类 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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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施（竣）工日期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检 测

检测项目 检测日期

检测设备

依 据

主检人 参加人

结 论: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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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工程概况：

二、检测原因及目的：

三、检测方法、抽样方案及数量：

四、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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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地下工程（隧道和管廊）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下工程（隧道和管廊）检测委托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工程地点 检测编号

工程部位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 施工日期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委托内容及要求：

隧道主体结构：断面尺寸 锚杆拉拔力 衬砌厚度 衬砌及背后密实状况

墙面平整度 钢筋网格尺寸 锚杆长度 锚杆锚固密实度 管片几何尺寸

错台 椭圆度 混凝土强度（回弹法/钻芯法/回弹-钻芯综合法/超声回弹综合法等）

钢筋位置及保护层厚度 外观质量 内部缺陷 衬砌内钢筋间距 仰拱厚度

渗漏水 钢筋锈蚀状况

综合管廊：断面尺寸 衬砌厚度 衬砌密实性 墙面平整度

衬砌内钢筋间距 混凝土强度（回弹法/钻芯法/回弹-钻芯综合法/超声回弹综合法）

钢筋保护层厚度 钢筋锈蚀状况

检测依据

报告领取方式 自取 邮寄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邮寄地址

备 注

（需说明事项）

送样单位：(章)

电话：

见证单位：(章)

电话：

见证人： 电话：

检测单位：

检测费：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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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断面尺寸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检测里程 检测参数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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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锚杆拉拔力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锚杆类型及规格 锚杆编号

自由段长度（m）
锚固段长度

（m）

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

（kN）

最大试验载

荷（kN）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荷载

级别

荷载

（kN）

油压

（MPa）

读数

时间

时间

间隔

位移表读数（mm） 位移（mm）

备注
表 1 表 2

平均

值
增重 累计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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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衬砌厚度、衬砌及背后密实度状况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检测里程 检测部位 检测长度 备注

现场状况描述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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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墙面平整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检测里程 检测位置 实测值（m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544

隧道钢筋网格尺寸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检测里程 检测参数 实测值（mm）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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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锚杆长度、锚固密实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锚杆类型 杆体材料 注浆材料

杆体波速 杆系波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锚杆编号 设计长度（m） 外露长度（m） 施工日期 备注

锚杆布置示意图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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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锚杆长度、锚固密实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锚杆类型 杆体材料 注浆材料

杆体波速 杆系波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锚杆编号 设计长度（m） 外露长度（m） 施工日期 备注

锚杆布置示意图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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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管片几何尺寸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环号 项目 位置 实测值（mm）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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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管片错台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

号
环号

环内错台 环间错台

实测值（mm） 实测值（mm）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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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管片错台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环号 实测值（mm） 备注

现场状况描述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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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管片错台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环号 实测值（mm） 备注

现场状况描述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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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外观质量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参数 检测结果

主控项目

贯穿裂缝

内、外弧面露筋

孔洞

疏松、夹渣

蜂窝

非贯穿性裂缝

一般项目

侧表面裂缝

麻面、粘皮

缺棱掉角、飞边

环、纵向螺栓孔

缺陷分布

示意图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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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内部缺陷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检测里程 检测部位 检测长度（m） 备注

现场状况描述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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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衬砌内钢筋间距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桩号范围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

偏差（mm）
测定值 设计值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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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仰拱厚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钻芯

部位

钻进

时间

钻进

深度

（mm）

芯样

编号

芯样

直径

（mm）

芯样

长度

（mm）

外观

描述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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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渗漏水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编号

检测环境 委托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日期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分级水压

（MPa）

累计施加水

压（MPa）

持荷时间

（min）

侧面渗透高

度（mm）
渗漏现象 备注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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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廊断面尺寸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结构形式 检测编号

检测位置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号 构件名称
尺寸

类型

设计值

（mm）

允许

偏差

（mm）

实测值 mm
备注

1 2 3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557

综合管廊墙面平整度检测原始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结构形式 检测编号

检测位置 委托日期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

主要仪器设备及编号

序

号

构件名称

及轴线位

置

测试

位置

允许

偏差

（mm）

各测线检测值 （mm） 测线

总数

合格

数

合格

率
1 2 3 4

主检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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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类 别：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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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施（竣）工日期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检 测

检测项目 检测日期

检测设备

依 据

主检人 参加人

结 论:

（检测单位）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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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程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工程概况：

二、检测原因及目的：

三、检测方法、抽样方案及数量：

四、检测结果：



561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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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所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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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GB 50618
2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 55032



563

吉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文件标准

DB22/T50xx—2023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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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文件标准》DB22/T50xx-2023，经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市

场监督管理厅 2022年×月×日以第×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吉林省地方标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文件标准》DB22/T 438-2013的基础上，

结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以及我省工程质量检测

要求等情况修订完成的。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

条文规定，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

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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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是本标准编制目的，规范我省工程质量检测数据信息内容标准化，保证工程质量

的科学管理。

1.0.2 本条提出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为建设工程材料检测及工程实体质量检测。

1.0.3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文件除执行本标准外，还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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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对检测机构开展的检测工作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应正确执行国家现行有关的检

测标准，主要有通用规范、质量验收规范、建筑材料产品标准、试验方法标准，以及地基基

础、工程结构检测等技术标准等。

3.0.2 本条规定了检测机构应建立完善的检测文件管理制度。

3.0.3 本条规定了检测机构对出具的检测报告真实性负责，明确了检测机构的法律责任。出

现检测结果不合格的情况，严禁抽撤、替换或修改检测报告。

3.0.4 本条强调了检测机构严禁出具虚假检测报告，《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

范》GB 55032中规定，虚假检测报告的主要情形包括：

1 不按规定的检测程序及方法进行检测出具的检测报告；

2 数据、结论等实质性内容被更改的检测报告；

3 未经检测就出具的检测报告；

4 超出技术能力和资质规定范围出具的检测报告。

3.0.5 本条规定了检测机构与委托方在开展检测工作前共同协商确定所委托的检测项目，应

满足通用规范及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的基本要求。

3.0.6 本条规定了资料档案保管期限，分别为 6年和 20年，并作出了具体划分。

3.0.7 本条规定了达到保管期限文件的销毁规定。

3.0.8 本条规定了对于自动采集数据的电子记录， 应打印备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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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件主要内容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中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文件主要包括检测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和检

测报告。

4.1.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中未编制的委托单、检测原始记录、检测报告的可由检测机构参考

相关要求自行编制，并应有固定格式。

4.1.3 本条规定了增加附页的相关规定，并应注明每一页的唯一性标识、页码及总页数标识，

在尾页处还应注明“以下空白”。

4.2 检测委托

4.2.1 本条规定了检测单位委托的情况，检测合同中要明确检测项目要求。

4.2.2 本条规定了双方签订的检测合同内容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

4.2.3 本条规定了工程材料检测委托单中应包括的具体内容。

4.2.4 本条规定了工程实体检测委托单中应包括的具体内容。

4.3 检测原始记录

4.3.1 本条规定了检测原始记录应在检测过程中及时记录，原始记录的内容和格式应参照本

标准的相关要求。

4.3.2 本条规定了检测原始记录的更正应由原记录人采用杠改，在原数据、文字处划杠，划

杠后原数据应清晰可见，并在杠改处旁边写上改后的内容。应由原记录人签名或加盖原记录

人印章，便于追溯。

4.3.3 本条规定了工程材料检测原始记录中应包括的具体内容。

4.3.4 本条规定了工程实体检测原始记录中应包括的具体内容。

4.4 检测报告

4.4.1 本条规定了检测报告应由检测人、审核人及批准人签字，加盖检测专用章等标识印章、

多页报告还应加盖骑缝章，同时也对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提出了要求。

4.4.2 本条规定了检测报告结论的具体要求。

4.4.3 本条规定了检测报告应按规定编号，按年度、工程项目连续编号，每年中不得空号、

重号，不得有改动等。

4.4.4 本条规定了工程材料检测报告中应包括的具体内容。

4.4.5 本条规定了工程实体检测报告中应包括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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