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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预制混凝土构件

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的通知

建标字第 号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 号文的要求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共同修订的 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 已经有关部门会审 现批准 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 为国家标准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原 建筑

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工程

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 具体解释等工作由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负责 出版发行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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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本标准是根据原国家计委计综 号文的要求 由原城

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负责 具体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

位共同对 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钢筋混凝土预制

构件工程 进行修订而成

在修订过程中 修订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了原

标准执行以来的经验 吸收了部分科研成果 并广泛征求了全国有

关单位的意见 最后由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

定稿

本标准共分七章和五个附录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本标准

的名称改为 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适用范围扩大

到包括施工现场生产的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质量检验和评定 增加

了混凝土分项的质量检验和评定 在各分项评定的基础上 补充了

对预制构件检验批质量等级评定的规定 提出了确定每批构件产

品率的要求和以此对构件外观质量和允许偏差项目抽查的合格点

率加以修正的方法 与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相配套 给出了相应的结构性能检验指标及其计算方

法 扩大了结构性能检验评定中二次抽样检验方法的应用

范围等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 如发现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 请将意

见和有关资料寄交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所 以便今后修订时

参考

建 设 部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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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为加强企业管理 确保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质量

特制定本标准

第 条 本标准适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生产的工业与民

用房屋和一般构筑物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的检验和评定

第 条 本标准中的主要质量要求和检验指标是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 以及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等有关规定的原则制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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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 本 规 定

第 条 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质量检验 分为模板 钢筋

混凝土 构件和结构性能五个分项 检验内容包括保证项目 基本

项目和允许偏差项目

第 条 模板 钢筋和构件三个分项的质量评定 分为

合格 与 优良 两个等级 评定的结果是考核生产班组制作质量

的依据

第 条 模板 钢筋和构件制作质量的等级 按下列规定

进行评定

一 合格

保证项目 必须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基本项目 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允许偏差项目 允许偏差项目的检查点应有 或 以

上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其余的检查点也应基本达到本标准的要求

二 优良

在合格的基础上 允许偏差项目的检查点应有 或 以

上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注 对每件柱 桁架 薄腹梁及墙板等构件的模板 钢筋和构件 在同一允许偏差

项目中 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标高 横截面尺寸以及重要预埋件 预留孔洞

时 应分别量测并参与评定

在构件分项的质量评定中还应包括构件外观质量的检查 并按允许偏差项

目的规定进行评定

第 条 模板 钢筋 混凝土和构件的制作质量 均应在

班组自检 互检 交接检的基础上 由专职检验人员根据本标准所

规定的检查数量随机抽样 并按检验批进行检验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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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钢筋和混凝土原材料的质量 钢筋加工和焊接

的机械性能 混凝土强度 构件的结构性能等 均应根据有关标准

的要求进行检查 试验 提出试验报告 并存档备查

第 条 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设计图纸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一的有关规定

有专门质量要求的预制混凝土构件 必须在设计图纸中注明

相应的检验要求

第 条 预制混凝土构件厂和施工现场的质量检验部门

应根据钢筋 混凝土 构件和结构性能的试验 检验资料 评定每个

检验批构件的质量等级 当上述各分项的质量均为 合格 时 该批

构件评为 合格 在合格的基础上 构件分项的质量为 优良 时

该批构件评为 优良

注 预制混凝土构件厂的生产质量水平可按本标准附录三规定的方法进行评定

第 条 对合格的预制混凝土构件应作出标志 并出具

构件合格证 交付使用单位

第 条 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质量经过检验 当不符合本

标准的要求时 应及时进行处理

对经过返修不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的构件 允许返修并

重新检验 返修方法和检验结果应记录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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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 板

保证项目

第 条 模板及其支架必须有足够的强度 刚度和稳定

性 严禁产生不允许的变形

检查数量 模外张拉的钢模应抽查同一类型 同一规格模板的

但不少于 件 其它模板应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 用手摇动或量测检查 模外张拉钢模应在最

大张拉力状态下进行检验

基本项目

第 条 用作底模的地坪 铺设的底板以及胎模等应平

整光洁 不得产生影响构件质量的下沉 裂缝 起砂或起鼓

检查数量 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和量测检查

第 条 模板的缝隙不应漏浆 固定在模板上的预埋件

应安装牢固

检查数量 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和摇动检查

允许偏差项目

第 条 模板尺寸的偏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 其合

格点率按下式计算

式中 合格点率

不符合要求的检查点数

总检查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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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 新制作的模板和大修后的模板 应逐件检验 对连

续周转使用的模板 应根据构件质量情况定期检验 检验合格的模

板应作出验收标志

注 当每件模板的尺寸偏差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进行返修

出现超过允许负偏差值的检查点

出现超过允许正偏差值 倍的检查点

出现 个或 个以上超过允许正偏差值的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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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尺寸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表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薄腹梁 桁架 梁 柱 板 墙 板 桩
检 验 方 法

长 用尺量两角边 取其中较大值

宽

高 厚

用尺量温测一端及中部 取

其中较大值

侧向弯曲 且 且 且 且 且 且 拉线 用尺量测最大弯曲处

表面平整

拼板表面高低差
用 靠尺和塞尺量测

中
心
位
置
偏
移

插筋 预埋件

安 装 孔

预 留 洞

用尺量测纵 横两中心线位

置 取其中较大值

主筋保护层厚 用尺量测

对角线差

翘 曲

桩

顶

用尺量两个对角线

用调平尺在两端量测

设计起拱 拉线 用尺量跨中

注 构件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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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钢 筋

第一节 原 材 料

保证项目

第 条 钢筋 焊条和预埋件的品种 规格和质量 必须

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有关钢筋 焊条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 检查出厂合格证和进厂 场 试验报告单

基本项目

第 条 钢筋应平直 表面不应有裂纹 油污和片状老

锈

检查数量 逐批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检查

第二节 半 成 品

保证项目

第 条 冷拉钢筋和冷拔钢丝的机械性能必须符合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 检查试验报告单

第 条 钢筋焊接接头 焊接制品机械性能的试验结果

必须符合现行钢筋焊接及验收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 检查焊接试件试验报告单

基本项目

第 条 钢筋和钢丝加工的外观质量 应符合表

的规定

检查数量 按工作班逐批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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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和钢丝加工的外观质量要求 表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调直钢筋表面划伤 锤痕 不 应 有

冷拉钢筋表面裂纹 不 应 有

冷拔钢丝表面裂纹 斑痕 不 应 有

钢筋和钢丝镦头中心偏移 不 应 有

热镦钢筋夹具处烧伤 不 应 有

第 条 钢筋和钢丝焊接的外观质量 应符合表

的规定

检查数量 按工作班逐批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检查

钢筋和钢丝焊接的外观质量要求 表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点 焊
脱点及漏点

周边两行 不 应 有

中间部分 不应有相邻两点

错点伤筋 起弧蚀损 不 应 有

闪光接触对焊

接头表面裂纹 不 应 有

卡具处钢筋烧伤
允许轻微

级钢筋 不 应 有

电 弧 焊 焊缝表面裂纹 烧伤和较在焊瘤 不 应 有

接触埋弧焊
预埋件的钢板与锚筋接触面周围缺焊

和较大焊瘤
不 应 有

允许偏差项目

第 条 钢筋和钢丝加工尺寸的偏差 应符合表

的规定 其合格点率应按本标准公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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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 每一工作班不应少于一次 每次按同一类型钢筋

同一加工设备抽检不应少于 件

钢筋和钢丝加工尺寸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表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 验 方 法

切 断

长

度

用于镦头
调直机切断

切断机切断

用于一般构件

弯 折
弯起钢筋弯折点位置

箍筋内径尺寸

冷 拉 拉 长 率

级 钢

级钢

级 钢

用 尺 量

冷 拔

非预应力钢丝直径

预应力钢丝直径

非预应力钢丝直径

预应力钢丝直径

用卡尺量

冷 镦

同组钢丝有效长度极差 用 尺 量

镦 头
直 径

厚 度
用卡尺量

热 镦

同组钢筋有

效长度极差

长度大于

长度不大于
用 尺 量

镦 头 直 径 用卡尺量

注 为钢筋直径

第 条 钢筋 钢丝及预埋件焊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 其合格点率应按本标准公式 计算

检查数量 应符合本标准第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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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表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 验 方 法

点 焊 压入深度
热轧钢筋

冷加工钢筋
用卡尺量

闪光接触

对 焊
两根钢筋轴线

折 角

偏 移 且
用刻槽直尺和塞尺检查

电

弧

焊

帮条焊接接头中心的纵向偏移 用 尺 量

两根钢筋轴线
折 角

偏 移 且
用刻槽直尺和塞尺检查

焊 缝 厚 度

焊 缝 宽 度

焊 缝 长 度

横向咬边深度 且

用焊接工具尺和尺检查

焊缝表面气孔

和 夹 渣

长度上 个且

直 径
观察 用尺量

预埋件规格尺寸 用 尺 量

第三节 成 品

保证项目

第 条 钢筋网 钢筋骨架主筋的规格 数量和位置必须

符合设计规定

检查数量 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检查

第 条 同一截面受力钢筋的接头百分率与搭接长度必

须符合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及检验方法 应符合本标准第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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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项目

第 条 焊接和绑扎的钢筋网 钢筋骨架应牢固 对焊接

网和焊接骨架 其漏焊 开焊的数量不得超过焊点总数的 且

不应有相邻两焊点漏焊或开焊 对绑扎网和绑扎骨架 其缺扣 松

扣的数量不得超过绑扣总数的 且不应有相邻两点缺扣或松

扣

检查数量 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和摇动检查

允许偏差项目

第 条 钢筋网 钢筋骨架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 其合格点率应按本标准公式 计算

检查数量 按同一工作班同一类型成品 在逐件观察的基础上

抽查 对大型构件抽查 但均不应少于 件

钢筋网 钢筋骨架尺寸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表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 验 方 法

点焊钢筋网

长

宽

网眼尺寸

用尺量

对角线差 用尺量测两对角

钢筋骨架

长

宽

高

受力主筋

间 距

层 距

保护

层厚

梁 柱

板

用尺量测一端及中部的主筋位

置尺寸 取其中较大值

入模后 用尺量测一端及中部

取其中较大值

箍筋和副
筋的间距

绑 扎

点 焊
用尺量连续三档 取其中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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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 验 方 法

钢筋弯起点位置偏移
选取两处 用尺量弯起点至

骨架端部 取其中较大值

预 埋 件
中心位置偏移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 取其

中较大值

平 整 度 用尺和楔形塞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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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混 凝 土

第一节 原材料和拌合物

保证项目

第 条 混凝土的原材料质量必须符合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检查数量 逐批检验

检验方法 检查出厂合格证和进厂 场 试验报告单

第 条 控制混凝土所用原材料的品种及规格 必须符

合混凝土施工配合比的规定

检查数量 每工作班检验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 观察检查 并作出记录

基本项目

第 条 拌制混凝土所用原材料的数量应符合混凝土施

工配合比的规定 每盘按重量计的偏差 应符合表 的规定

检查数量 每工作班检验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 检查衡器的刻度指示或复称

注 各种衡器应按有关规定定期校验

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 表

原 材 料 允许偏差

水泥 混合材料

骨 料

水 外 加 剂

第 条 混凝土拌合物的稠度 应符合混凝土施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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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规定

检查数量 每工作班检验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 干硬性混凝土应进行维勃稠度试验 非干硬性混凝

土应进行坍落度试验

第 条 混凝土的运输 浇筑和养护应符合现行有关规

范的规定

检查数量 每工作班检验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 观察和检查记录

第二节 混凝土强度

保证项目

第 条 混凝土的取样 试件的制作 养护和试验必须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的有关规定

第 条 构件混凝土强度的检验评定 必须符合下列规

定

一 混凝土强度应分批进行检验评定 同一验收批的混凝土应

由强度等级相同 生产工艺和配合比基本相同且不超过三个月的

混凝土组成 对大批量连续生产的构件 应按统计法评定其混凝土

强度

二 当在较长时间内混凝土的生产条件能保持一致 且同一品

种混凝土的强度变异性保持稳定时 应由连续的三组试件代表一

个验收批 其强度应同时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其中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高于 时 其强度的最小值尚应符合

下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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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时 其强度的最小值尚应符合下

式的要求

式中 同一验收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与设计强度等级相应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标准值

同一验收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最小值

验收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差

第 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值中最大值与最

小值之差

前一检验期内用以确定验收批混凝土立方体抗

压强度标准差的数据总批数

注 确定验收批混凝土立方休抗压强度标准差的检验期不应超过 个月 且在该

期间内强度数据的总批数不得少于

三 当混凝土的生产条件和强度变异性不符合本条第二款的

规定 或在前一个检验期内的同一品种混凝土没有足够的数据用

以确定验收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差时 应由不少于 组

的试件代表一个验收批 其强度必须同时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其中

式中 合格判定系数 应按表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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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验收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差

当 的计算值小于 时 取

第 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值

同一验收批混凝土试件组数

合格判定系数 表

试件组数

四 对零星生产的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可采用非统计法评定 其

强度必须同时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注 对于采用原设计标号设计的图纸 应先将设计规定的混凝土标号按本标准附

录四换算为混凝土强度等级 并以其相应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按本条的有关规定进行混凝土强度的检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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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构 件

保证项目

第 条 构件的出池 起吊 预应力筋的放松或张拉及构

件出厂时的混凝土强度 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当设计无特殊要求

时 必须达到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

检查数量 检验同条件养护的一组混凝土试件

检验方法 检查强度试验报告单

第 条 构件中同一受力方向上预应力钢丝断裂或滑脱

的数量 对后张法构件 严禁超过该方向钢丝总根数的 且一

束钢丝不得超过一根 对先张法构件 严禁超过该方向钢丝总根数

的 且严禁相邻两根预应力钢丝断裂或滑脱

对于浇筑混凝土前发生断裂或滑脱的钢丝必须予以更换

检查数量 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检查

第 条 预应力筋的孔道灌浆必须密实 饱满

检查数量 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和检查灌浆记录

第 条 预埋件 插筋和预留孔洞的规格 数量必须符合

设计的规定

检查数量 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和量测检查

第 条 构件必须标志厂名 厂标 以及构件的型号 生

产日期 年 月 日 和生产班组

检查数量 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 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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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项目

第 条 预应力筋实际建立的预应力总值与检验规定值

偏差的百分率 不应超过

检查数量 每工作班应抽检 但不应少于 件

检验方法 用千斤顶或拉力测定仪在张拉后 量测检查

注 张拉设备应按有关规定定期校验

预应力检验规定值按本标准附录一 二 的有关规定计算

外观质量和允许偏差项目

第 条 构件外观质量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验

一 构件应按检验批逐件观察检查 剔除有影响结构性能或安

装使用性能缺陷的构件 并应按下式计算该批构件的产品率

式中 检验批构件的产品率

该批构件中经检查剔除的有影响构件结构性能或

安装使用性能缺陷的构件数

检验批构件的总数

二 在按检验批逐件观察检查的基础上 抽检的构件外观质量

应符合表 的规定 其合格点率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检验批构件外观质量检查的合格点率

不符合表 中质量要求为 不宜有 项目和不符

合 副筋露筋 次要部位蜂窝 项目要求的检查点

数

不符合表 中质量要求为 不应有 项目的检查

点数

检查总点数

检查数量 同一工作班 同一班组生产的同类型构件为一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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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批 在该批构件中应随机细查 但不应少于 件

注 当检查的合格点率小于 但不小于 时 可从该批构件中再随机抽取同

样数量的构件 对检验中不合格点率超过 的项目进行第二次检验 并应按

本标准公式 用两次检验的结果重新计算其合格点率

构件外观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 表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检 验 方 法

露 筋

主 筋 不 应 有

副 筋
外露总长度不超过 观察 用尺量测

孔 洞 任 何 部 位 不 应 有 观察 用尺量测

蜂 窝

主要受力部位 不 应 有

次 要 部 位

总面积不超过所在构件

面面积的 且每处

不超过

观察 用百格网量测

裂 缝

影响结构性能和使用的

裂缝
不 应 有

不影响结构性能和使用

的少量裂缝
不 宜 有

观察和用尺 刻度放大

镜量测

联接部位缺陷
构件端头混凝土疏松

或外伸钢筋松动

不 应 有 观察 摇动

外形缺陷
清水表面 不 应 有

混水表面 不 宜 有
观察 用尺量测

外表缺陷
清水表面 不 应 有

混水表面 不 宜 有
观察 用百格网量测

外形沾污
清水表面 不 应 有

混水表面 不 宜 有
观察 用尺量测

注 露筋指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土包裹而外露的缺陷

孔洞指混凝土中深度和长度均超过保护层厚度的孔穴

蜂窝指构件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砂浆而形成石子外露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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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指伸入混凝土内的缝隙

联结部位缺陷指构件联结处混凝土疏松或受力钢筋松动等缺陷

外形缺陷指构件端头不直 倾斜 缺棱掉角 飞边和凸肚疤瘤

外表缺陷指构件表面麻面 掉皮 起砂和漏抹

外表沾污指构件表面有油污或粘杂物

第 条 构件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 其合

格点率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检验批构件尺寸偏差检查的合格点率

该批构件的产品率 应按本标准公式 计

算的结果取用

不符合表 中允许偏差要求 但未超过该项允

许偏差值 倍的检查点数

超过表 中允许偏差值 倍的检查点数

总检查点数

检查数量 应符合本标准第 条的规定

注 当检查的合格点率小于 但不小于 时 可从该批构件中再随机抽取同

样数量的构件 对检验中不合格点率超过 的项目进行第二次检验 并应按

本标准公式 用两次检验的结果重新计算其合格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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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表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薄腹梁桁架 梁 柱 板 墙 板 桩
检 验 方 法

长
用尺量平行于构件长度方向的任何部
位

宽

高 厚
用尺量一端或中部

侧向弯曲 且 且 且 且 且 且 拉线 用尺量测侧向弯曲最大处

表面平整
用 靠尺和楔形塞尺 量测靠尺与
板面两点间的最大缝隙

预埋
件
插筋

中心位置偏移 用尺纵 横两上方向中心线 取其中较
大值

与混凝土面平整 用平尺和钢板尺检查

预
埋
螺
栓

中心位置偏移
用尺量纵 横两个方向中心线 取其中
较大值

明露长度 用 尺 量 测

中心位
置偏移

预 留 孔

预 留 洞 桩尖

用尺量纵 横两个方向中心线 取其中
较大值

主筋保护层厚

对 角 线 差

翘 曲

桩

顶

用尺量两个对角线

用平尺在板两端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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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 构 性 能

第 条 预制混凝土构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结构性

能检验

一 钢筋混凝土构件和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进

行承载力 挠度和裂缝宽度检验

二 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进行承载力 挠度和

抗裂检验

三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的非预应力杆件按钢筋混凝土构件

的要求进行检验

四 对设计成熟 生产数量较少的大型构件 如指架等 当采

取加强材料和制作质量检验的措施时 可仅作挠度 抗裂或裂缝宽

度检验 当采取上述措施并有可靠的实践经验时 亦可不作结构性

能检验

结构性能检验所需的试验参数及检验指标 由设计单位按本

标准附录一的规定计算确定

检查数量 对于成批生产的构件 应按同一工艺正常生产的不

超过 件且不超过 个月的同类型产品为一批 当连续检验

批且每批的结构性能均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要求时 对同一工艺

正常生产的构件 可改为不超过 件且不超过 个月的同类型

产品为一批 在每批中应随机抽取一个构件作为试件进行检验

检验方法 按本标准附录二规定的方法采用短期静力加荷检

验

注 加强材料和制作质量检验的措施 包括下列内容

钢筋进厂时按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合格后 在使用前再对

用作构件受力主筋的同批钢筋按不超过 抽取一组试件 并经检验合格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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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盘检验的预应力钢丝及经冷拉而不利用强度的非预应力钢筋 可不再抽样

检查

受力主筋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 应按有关的专门规定检验合格后 再抽取

一组试件 并经检验合格

混凝土按 且不超过半个工作班生产的相同配合比的混凝土 留置一组

试件 并经检验合格

受力主筋焊接接头的外观质量 入模后的主筋保护层 张拉预应力总值 构

件的横截面尺寸等 应逐件检验合格

同类型产品 是指同一钢种 同一混凝土强度等级 同一工艺和同一结构形式

的构件 对同类型产品进行抽样检验时 试件宜从设计荷载最大 受力最不利或

生产数量最多的构件中抽取 对同类型的其它产品 也应定期进行抽样检验

第 条 构件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验

一 当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检验时 应符合下式

的要求

式中 构件的承载力检验系数实测值 即试件的承载力检

验荷载实测值与承载力检验荷载设计值 均包括自

重 的比值

结构重要性系数 按本标准附录一 四 第 项的规

定取用

构件的承载力检验系数允许值 按表 取用

二 当设计要求按构件实配钢筋的承载力进行检验时 应符合

下式的要求

式中 构件承载力检验修正系数 按本标准附录一 四 第

项的有关规定计算

注 承载力检验荷载设计值是指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 根据构件设计控制截面上

的内力组合设计值 与构件检验的加荷方式 经换算后确定的荷载值 包括自

重

第 条 构件的挠度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验

一 当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规定的挠度允许值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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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的承载力检验系数允许值 表

受力情况 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检验标志

轴心受拉

偏心受拉

受 弯

大偏心受压

受拉主筋处的最大裂缝宽度

达到 或挠度达到跨

度的

级钢筋 冷拉 级钢筋

冷拉 极钢筋

热处理钢筋 钢丝 钢铰线

受压区混凝土破坏 此时受

拉主筋处的最大裂缝宽度小于

且挠度小于跨度的

级钢筋 冷拉 级钢筋

冷拉 级钢筋

热处理钢筋 钢丝 钢铰线

受 拉 主 筋 拉 断

轴心受压
小偏心受压

混 凝 土 受 压 破 坏

受弯构件

的受剪

腹部斜裂缝达到 或斜裂缝末端受压混凝土剪压破坏

沿斜截面混凝土压破坏 受拉主筋在端部滑脱或其它锚固破坏

时 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式中 在正常使用短期荷载检验值下 构件跨中短期挠度

实测值

短期挠度允许值 按本标准附录一 五 的有关规

定计算

二 当设计要求按实配钢筋确定的构件挠度计算值进行检验

或仅检验构件的挠度 抗裂或裂缝宽度时 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同时 还应符合公式 的要求

式中 在正常使用短期荷载检验值下 按实配钢筋确定的

构件短期挠度计算值

注 直接承受重复荷载的混凝土受弯构件 当进行短期静力加荷试验时 值应

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静力荷载短期效应组合相应的刚度值确定

正常使用短期荷载检验值是指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 根据构件设计控制截面上

的荷载短期效应组合值 与构件检验的加载方式 经换算后确定的荷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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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构件的抗裂检验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式中 构件的抗裂检验系数实测值 即试件的开裂荷载实

测值与正常使用短期荷载检验值 均包括自重 的

比值

构件的抗裂检验系数允许值 应按本标准附录一

六 的有关规定计算

第 条 构件的裂缝宽度检验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式中 在正常使用短期荷载检验值下 受拉主筋处

的最大裂缝宽度实测值

构件检验的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 应按表

取用

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 表

设 计 检验

第 条 构件结构性能的检验结果应按下列规定评定

一 当试件结构性能的全部检验结果均符合本标准第

条至第 条的检验要求时 该批构件的结构性能应评为合格

二 当第一个试件的检验结果不能全部符合上述要求 但又能

符合第二次检验的要求时 可再抽两个试件进行检验 第二次检验

的指标 对承载力及抗裂检验系数的允许值应取本标准第

条和第 条规定允许值的 倍 对挠度的允许值应取本标

准第 条规定允许值的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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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二次抽取的两个试件的全部检验结果均符合第二次检验

的要求时 该批构件的结构性能可评为合格

三 当第二次抽取的第一个试件的全部检验结果均已符合本

标准第 条至第 条要求时 该批构件的结构性能可评

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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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结构性能试验参数和检验指标

一 结构性能检验的龄期

构件的各项结构性能检验指标均应根据构件设计的混凝土强

度等级确定 构件应在达到设计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进行结构性

能检验

当构件在混凝土尚未达到设计强度等级或超过规定的龄期后

进行结构性能检验时 检验所需的结构性能试验参数和检验指标

应作相应的修正

二 预应力检验规定值

确定张拉预应力总值的检验规定值时 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第三章的有关内容计算锚具

变形 预应力筋内缩和松弛等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并确定预应力检

验规定值 的松弛损失值可按全部松弛损失值的 计算

三 构件结构性能检验的试验方案和检验参数

预制混凝土构件设计图纸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结构性能检验的试验方案 试件的支承方式 加载形式

跨度 加载点位置和量测方法等

结构性能检验所需的荷载代表值 构件自重的标准值 正

常使用短期荷载检验值 承载力检验荷载设计值

结构性能检验指标 构件达到不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检

验标志时的承载力荷载检验值 短期挠度允许值 或计算值 抗裂

检验系数允许值或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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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荷载检验值系指承载力检验荷载设计值乘以结构重要

性系数 　和承载力检验系数允许值 　 后的荷载数值 包括自

重

四 构件承载力检验指标

结构重要性系数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结构

重要性系数应根据结构安全等级按附表 选用 当设计有专门

规定时 应予以注明

结构重要性系数 　 附表

结 构 安 全 等 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构件承载力检验修正系数

当设计要求按构件实配钢筋的承载力进行检验时 构件承载

力检验修正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附

式中 构件承载力检验修正系数

根据实配钢筋面积 确定的构件承载力计算值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中有关

承载力计算公式的右边项计算

内力 弯矩 剪力 轴向力 扭矩等 组合设计值

五 受弯构件挠度检验指标

构件短期挠度允许值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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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式中 构件短期挠度允许值

按荷载的短期效应组合计算所得的弯矩值

按荷载的长期效应组合计算所得的弯矩值

考虑荷载长期效应组合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 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取

用 桁架可按 取用

构件挠度的允许值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取用

六 构件抗裂检验指标

构件的正截面抗裂检验系数允许值应按下式计算

　
　

附

式中 　 构件抗裂检验系数允许值

荷载的短期效应组合下抗裂验算边缘的混凝土法向

应力

受拉区混凝土塑性影响系数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取用

检验时的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应根据

设计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值 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规定的指标取用

检验时在抗裂验算边缘的混凝土预压应力计算值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的有关规定确定 计算预算压应力值时 混凝土

的收缩 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应考虑时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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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对一般预应力预制混凝土构件 可按龄期为 或其它规定

检验龄期 给出构件的抗裂检验系数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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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结构性能试验方法

一 试验准备

构件应在 以上的温度中进行试验

蒸汽养护后的构件应在冷却至常温后进行试验

构件在试验前应量测其实际尺寸 并仔细检查构件的表面 所

有的缺陷和裂缝应在构件上标出

试验用的加荷设备及仪表应预先进行标定或校准

二 支承方式

板 梁和桁架等一般简支构件 试验时应一端采用铰支承 另

一端采用滚动支承 铰支承可采用角钢 半圆型钢或焊于钢板上的

圆钢构成 滚动支承可采用圆钢 附图

铰支承 滚动支承

附图 板 梁支承

构件 钢垫板 角钢 圆钢 支墩

当试验的构件承受较大集中力或支座反力时 应对支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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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局部受压验算

四边简支或四角简支的双向板 其支承方式应保证支承处构

件能自由转动 支承面可以相对水平移动 附图

附图 双向板支承

构件 钢垫板 角钢

圆钢 半圆形钢 钢球 支墩

为保证支承面紧密接触 钢垫板与构件 钢垫板与支墩间 宜

铺砂浆垫平

构件支承的中心线位置应符合设计图纸的规定

三 荷载布置

构件的试验荷载布置应符合设计规定

当试验荷载的布置不能完全与设计规定相符时 应按荷载效

应等效的原则换算 即使构件试验的内力图形与设计的内力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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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并使控制截面上的内力值相等 但应考虑荷载布置改变后对

构件其它部位的不利影响

四 加荷方法

加荷方法应根据设计图纸规定的加荷要求 构件类型及设备

条件等进行选择 当按不同形式荷载组合进行试验 包括均布荷

载 集中荷载 水平荷载 垂直荷载等 时 各种荷载应按比例增加

荷重块加荷

荷重块加荷宜用于均布加荷试验 荷重块应按区格成垛堆放

附图 垛与垛之间间隙不宜小于 以免形成拱作用

附图 均布加荷

构件 荷重块垛 百分表或位移传感器 支座 支墩

千斤顶加荷

千斤顶加荷宜用于集中加荷检验 附图 有时 可用分配

梁系统实现多点集中加荷 附图 千斤顶的加荷值宜采用荷

载传感器量测 亦可采用油压表量测

其它方法加荷

梁或桁架可采用水平对顶加荷方法 此时构件应垫平且不应

妨碍构件在水平方向的位移 梁亦可采用竖直对顶的加荷方法

当屋架仅作挠度 抗裂或裂缝宽度检验时 可将两榀屋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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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千斤顶加荷

构件 千斤顶 荷载传感器 百分表或位移传感器 横梁 拉

杆 支墩 试验台座或地锚

附图 千斤顶 分配梁系统加荷

一构件 千斤顶 荷载传感器 百分表或位移传感器 分配梁

加载垫板或垫梁 横梁 拉杆 试验台座或地锚 支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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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安放屋面板后进行加荷试验

五 荷载分级和持续时间

荷载分级

构件应分级加荷 当荷载小于正常使用短期荷载检验值时 每

级荷载不宜大于该荷载值的 当荷载大于该荷载值时 每级

荷载不宜大于该荷载值的 当荷载接近抗裂荷载检验值时

每级荷载不宜大于该荷载值的 当荷载接近承载力荷载检验

值时 每级荷载不宜大于承载力检验荷载设计值的

对仅作挠度 抗裂或裂缝宽度检验的构件应分级卸荷

作用在构件上的试验设备重量及构件自重应作为第一次加载

的一部分

注 构件在试验前 宜进行预压 以检查试验装置的工作是否正常 同时应防止构

件因预压而产生裂缝

荷载的持续时间

每级加荷完成后 宜持续 在正常使用短期荷载检

验值下 宜持续 在持续时间内 应仔细观察裂缝的出现和

开展 以及钢筋有无滑移等 在持续时间结束时 观测并记录各项

读数

六 承载力测定

对构件进行承载力检验时 应加载至构件出现本标准表

所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检验标志 当在规定的荷载持续时间

内出现上述检验标志之一时 应取本级荷载值与前一级荷载值的

平均值作为其承载力检验荷载实测值 当在规定的荷载持续时间

结束后出现上述检验标志之一时 应取本级荷载值作为其承载力

检验荷载实测值

注 当受压构件采用试验机或千斤顶加荷时 承载力检验荷载实测值应取构件直

至破坏的整个试验过程中所达到的荷载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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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挠度测定

构件挠度可用百分表 位移传感器 水平仪等进行观测 其量

测精度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接近破坏阶级的挠度 可用水平仪

或拉线等方法量测

试验时 应量测构件跨中位移和支座沉陷 对宽度较大的构

件 应在每一量测截面的两边或两肋布置测点 并取其量测结果的

平均值作为该处的位移

当试验荷载竖直向下作用时 对水平放置的试件 在各级荷载

下的跨中短期挠度实测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附

附

附

式中 全部试验荷载作用下构件跨中的挠度实测值

外加试验荷载作用下构件跨中的挠度实测值

构件自重和加荷设备重产生的跨中挠度值

外加试验荷载作用下构件跨中的位移实测值

外加试验荷载作用下构件左 右端支座沉陷位移

的实测值

构件自重与加荷设备重产生的跨中弯矩值

从外加试验荷载开始至构件出现裂缝的前一级荷

载为止的外加荷载产生的跨中弯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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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加试验荷载开始至构件出现裂缝的前一级荷

载为止的外加荷载产生的跨中挠度实测值

可按公式 附 计算

注 当采用等效集中力加载模拟均布荷载进行试验时 挠度实测值应乘以修正系

数 当采用三分点加载时 可按 取用 当采用其它形式集中力加载时

应经计算确定 值

八 裂缝出现的观测

在对构件进行抗裂检验中 当在规定的荷载持续时间内出现

裂缝时 应取本级荷载值与前一级荷载值的平均值作为其开裂荷

载实测值 当在规定的荷载持续时间结束后出现裂缝时 应取本级

荷载值作为其开裂荷载实测值

观察裂缝出现可采用放大镜

若试验中未能及时观察到正截面裂缝的出现 可取荷载 挠

度曲线上的转折点 取曲线第一弯转段两端点切线的交点 的荷载

值作为构件的开裂荷载实测值

九 裂缝宽度观测

裂 缝 宽 度 可 采 用 精 度 为 的 刻 度 放 大 镜 等

仪 器 进 行 观 测

对正截面裂缝 应量测受拉主筋处的最大裂缝宽度 对斜截面

裂缝 应量测腹部斜裂缝的最大裂缝宽度 当确定受弯构件受拉主

筋处的裂缝宽度时 应在构件侧面量测

十 安全措施

试验的加荷设备 支架 支墩等 应有足够的安全储备

试验屋架等大型构件时 必须根据设计要求设置侧向支

承 以防止构件受力后产生侧向弯曲或倾倒 侧向支承应不妨碍构

件在其平面内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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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应注意人身和仪表安全 为了防止构件破坏

时试验设备及构件坍落 应采取安全措施 如在试验构件下面设置

防护支承等

十一 试验记录

构件试验的原始数据和试验结果 均应详细记入检验记录中

检验记录表格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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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构件结构性能检验记录表

编号

委托单位 构件名称和型号 生产日期 试验日期

项 目

外形尺寸 保护层厚度 主筋数量

及规格

混凝土立方

体抗压强度

值

正常使用
短期荷载
检验值

或

承载力检验

荷载设计值

或

检 验 指 标

承载力

检验系数

挠 度 抗裂检

验系数

最大裂缝宽度

设 计

实 测

加荷简图 仪表位置及编号 裂缝情况及破坏特征

加 荷
荷 载 各 测 点 位 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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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挠度实

测值

最大裂缝宽度

实测值

侧 侧

备

注

结 论

负责人 校核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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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预制混凝土构件厂

生产质量水平

预制混凝土构件厂生产质量水平 可用考核期 月 季 年 内

构件检验批的合格率和优良率作为考核指标

合格率不低于 者 可评为 合格

合格率不低于 且优良率不低于 者 可评为 优良

合格率和优良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附

附

式中 合格率

优良率

考核期内评为 合格 的构件检验批批数

考核期内评为 优良 的构件检验批批数

考核期内构件总检验批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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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混凝土设计标号与

强度等级的换算

混凝土设计标号与强度等级应根据附表 进行换算

混凝土设计标号与强度等级的换算 附表

混 凝 土 标 号 混凝土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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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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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

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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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标准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 加 单 位 北京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上海市住宅建设总公司

主要起草人 白生翔 徐有邻 史志华

顾秀香 陈一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