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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块制作的重要性



混凝土试块反映结构实体质量进而反映一个

工程的工程质量。根据13号文件，如果混凝

土试块强度检测不合格，要求项目立即停工，

将为项目造成巨大损失。同时，长沙市已全

面上线监管服务系统，对混凝土取样的真实

性及覆盖程度提出了严格要求。因此，做好

混凝土试块也就变的尤为重要。

1.试块制作的重要性



1.1长沙市预拌混凝土检测监管服务系统

1.源头监管：监管精确到以生产线为单位，通过混凝土生产线搅拌楼安装实时数据采集专用监控设备（黑匣子）

与生产控制系统无缝连接，完成投料数据采集，并据此逐车在监管服务系统中打印“预拌混凝土运输单”，实

行“一车一单”管理。

实时投料采集专用
监控器（黑匣子）



1.1长沙市预拌混凝土检测监管服务系统

2.施工现场取样监管：施工单位根据“预拌混凝土运输单”逐车进行进场验收。施工单位的取样员、监理单位的见

证员通过智能手机客户端实现样品取样、见证过程的人脸验证、GPS定位、拍照，形成现场取样信息与现场见证信

息，制作混凝土试件，植入RFID芯片完成送检样品的唯一性标识。试块的真实性要求进一步加强



1.1长沙市预拌混凝土检测监管服务系统

3.检测监管：通过对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过程进行全程监督，记录压力机加荷曲线，在试件开始试验时和破型试

验结束时自动抓拍照片，加荷曲线图和自动抓拍照片作为原始记录存档，试验数据自动采集，结果实时上传。对检

测过程和检测结果的真实性提出更高要求。

摄像头 破型抓拍



1.1长沙市预拌混凝土检测监管服务系统

4.试块异常监管：预拌混凝土试块的异常检测结果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客户端自动推送至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和质量监督机构，使相关单位第一时间掌握预拌混凝土质量真实情况，并及时对异常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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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建项目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预拌混凝土浇筑后发生有害裂缝超过安全评估极限，耐久性指

标不合格，7d混凝土标准养护试件抗压强度未达到指标值，28d混凝土标准养护试件、结构实体同条件养护试

件抗压强度未达到标准值等情况之一的，监督组应督促项目立即停工。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第三方检测单位和有关专家分析原因。

1.2长沙市质监站对异常试块处理要求

 第三方检测机构必须由建设单位委托，不能选用原见证取样检测单位。检测鉴定报告不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不能作为验收依据。



2.施工单位应建立混凝土试件异常检测数据处理台账，台账中应明确异常数据处理方式和验收结论。施工单位

项目技术负责人、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负责人应在验收结论中签字。混凝土试件异常检测数据未处理，

未将整改验收结论录入“长沙市预拌混凝土和检测监管服务系统”的，不得进行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分部验

收。

1.2长沙市质监站对异常试块处理要求

3.在日常的监督抽查过程中，发现项目混凝土试件异常检测数据较多或与设计值相差较大的，应将该项目纳入

监督抽测范围并及时汇总至检测监督部。

4.对混凝土试件异常检测数据较多的项目，不得推荐质量管理标准化考评优良，不得推荐参评结构优良。对混

凝土试件异常检测数据较多且持续出现的项目，质量管理标准化考评为不合格，情节严重的，对相关责任单位

及责任人认定不良行为记录。



2试块制作标准操作流程



一 定

指定人员上岗，操作人

员不宜换动频繁。项目

部要选择有一定技术素

质，有较强责任心的同

志来做试块。

各试模的各相邻面的不

垂直度不应超过±0.5°。

隔离剂要涂刷均匀，沉

淀的油渍要抹干净。试

模缺角或破损后不得再

用，以免影响强度。

三 查二 刷

浇筑及取样前，取样人

员要认真检查配合比单、

混凝土小票上的施工部

位、砼强度等级等与设

计要求是否一致。

2.1混凝土试块11步制作方法



四 测

搅拌车进入施工现场后，

应及时检测其坍落度。

制作试块前，应按规范

要求，在监理的见证下，

共同挑选砼料。其混凝

土必须从搅拌车1/4～

3/4处随机抽样。

六 拌五 选

试块样料选好后，应二

次手工拌合均匀。取样

的混凝土拌合物应至少

用铁锹来回拌合三次。



七 捣

分两层入模捣实，捣棒是长600㎜，

直径16㎜的圆钢，端部为半球形。按

螺旋方向从边缘向中心均匀进行。插

捣时保持垂直，插捣底层时，捣棒应

达到试模底面；插捣上层时应穿入下

层2~3cm，每层插捣为27次。插捣完

后，用皮锤轻轻敲击试模四周，直至

插捣棒的孔洞消失为止。

用抹刀沿试模内壁反复穿

插，排除试块内部的空气。

刮除多余的混凝土，试件

表面宜略高于试模。试块

表面在收光时，注意料浆

饱满，防止砼由于塑性变

形而造成出现凹陷状况。

九 盖八 排

在混凝土临近初凝时进行抹面，

沿试模口表面抹平压光。因终

凝前一般置于原地或露天，为

了防止内部水分蒸发而影响水

泥的水化速度，应及时用塑料

布将试块覆盖严实，防止内部

水分蒸发而影响水泥的水化速

度。



试块硬化拆模后，应及时送往温度20±2℃、

湿度为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

如果是同条件养护试块，成型后即应覆盖

其表面，试件的拆模时间与实际构件的拆

模时间相同，拆模后，试件仍需保持同条

件养护。

十一送十 养

在试块到龄期时，将试块从标养室取出，擦干

水分，送检测单位进行检测。切忌试块的漏送，

那样将给工作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2混凝土试块制作流程

针对混凝土试块制作流

程，我司特别制作混凝

土试块制作教学视频，

微信扫描二维码可在线

观看。



3常见问题分析及交流



3.1 混凝土自身坍落



3.1 混凝土自身坍落度偏大

初步振捣密实后，用小铲除

去浮浆，然后重新补充骨料

较多的混凝土料，再次插捣

密实，密实后等待二次收面、

规定龄期后拆模。

（除去部分浮浆） （补充骨料较多的混凝土）



3.2 取样不均匀

搅拌车进入施工现场后，应

及时检测其坍落度，坍落度

过大时不宜做混凝土试块。

取样前应快速转动罐体，使

罐内混凝土搅拌均匀，且应

从搅拌车放料的1/4~3/4处随

机抽样。



3.3 长距离拖运

很多项目存在试块制作地点与

混凝土浇筑地点不一致的情况，

流动度较大的混凝土在斗车中

长距离拖运，势必造成混凝土

骨料下沉，浆体上浮，即骨浆

分离，如果不能二次搅拌均匀，

必然导致成型的试块不均匀，

强度不足。



3.4 缺量、场地不平整

项目经常出现试块制作

时装料不足，或由于场

地不平而导致跑料，导

致实际试块尺寸偏小，

抗压强度实验时，会因

受压面小于标准值而导

致抗压强度值偏小，试

块强度不合格率增大。



3.5 振捣不充分

均匀两层入模具，捣棒按螺旋方向

从边缘向中心均匀进行插捣。且捣， 插 插 心缘行插进行 均匀 插模具。且捣 边插层 两 棒进行 边匀 插 插 。且捣两 缘。且捣。且捣插边匀 进行 进 均。且捣。且捣。且捣 进插进行边 两 模 螺 均进进 。且捣插层 棒 两 模进 进行 ， 进 螺 螺 。且捣均插 均 按棒边 进 捣边行



3.6 养护条件不达标

试块硬化拆模后，应及时送往

温度20±2℃、湿度为95%以上

的标准养护室时行养护。如果

是同条件养护试块，成型后即

应覆盖其表面，试件的拆模时

间与实际构件的拆模时间相同，

拆模后，试件仍需保持同条件

养护。



3.6 随意堆叠、堆放

试块未硬化时随意堆放堆叠，

会使得混凝土在塑性阶段变形、

开裂等，导致强度下降。硬化

后随意堆叠、堆放在室外，室

外环境替代了标准养护环境，

致强度下



3.7 试模破损或变形

试模破损或者变形会导致成形

质量差，试块尺寸不标准，导

致混凝土抗压强度出现偏差，

可能使同一组试块强度无效或

者抗压强度偏低。高标号混凝

土宜使用钢模成形。



3.8 检测单位使用仪器有误

GB/50081要求，试件破坏载荷

宜大于压力机全量程的20%，

且宜小于压力机全量程的80%。

如试块强度超过检测仪器量程，

会导致混凝土强度出现偏差，

检测结果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