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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 是目前我国使用较广的一

种结构中混凝土强度非破损检验方法 它较之单一的超声或回弹

非破损检验方法具有精度高 适用范围广等优点 受到检测单位

和广大检测人员的欢迎 为了统一检验程序和强度推定原则 提

高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于 年

以城科字 号文 委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进行

本规程的编制工作 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 最后由建筑工程

标准研究中心组织审查定稿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 号文 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

标准化委员会组织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 并经建

设部领导同意 将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纳

入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标准计划 并负责审批和组织实施

现批准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为中国

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标准 编号为 并推荐给工

程建设有关单位检测混凝土强度时使用 在使用过程中 如发现

需要修改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北京安外小黄庄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结构研究所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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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符 号

相对标准误差

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值

混凝土强度推定值

构件中最小的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值

混凝土立方试块抗压强度值

混凝土芯样试件抗压强度值

超声测距

同批中构件数

同批构件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

构件测区数

第 个测点的回弹值

测区平均回弹值

修正后的测区回弹值

非水平状态下测得的测区回弹修正值

由顶面或底面测得的测区回弹修正值

同批构件的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值标准差

空气温度

测声时的仪器零读数

测区中各点声时值

测区平均声时值

测区声速值

修正后的测区声速值

空气声速计算值

空气声速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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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测试面修正系数

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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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本规程适用于以中型回弹仪 低频超声仪按综

合法检测建筑结构和构筑物中的普通混凝土抗压强度值

第 条 在正常情况下 混凝土强度的验收与评定应按

现行的国家标准 钢筋混凝土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及 混凝土

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执行 当对结构的混凝土强度有怀疑时 可

按本规程进行检测 以推定混凝土强度 并作为处理混凝土质量

问题的一个主要依据

第 条 在具有用钻芯试件作校核的条件下 可按本规

程对结构或构件长龄期的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推定

第 条 本规程不适用于下列情况的结构混凝土

一 遭受冻害 化学侵蚀 火灾 高温损伤

二 被测构件厚度小于

三 结构表面温度低于 或高于

第 条 按本规程检测所得的混凝土强度换算值

是根据用综合法取得的测值换算成相当于被测结构物所处条件及

龄期下 边长 立方体试块的抗压强度值

混凝土强度推定值 是指相应于强度换算值总体分布中

保证率不低于 的强度值

第 条 应用超声回弹综合法时 混凝土强度曲线 以

下简称测强曲线 应根据原材料品种 龄期和养护条件等 通过

专门试验确定

第 条 专用测强曲线和地区测强曲线应按本规程附录

一的基本要求制定 并需经主管质量的部门审定 专用或地区测

强曲线的强度误差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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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用测强曲线 相对标准误差

二 地区测强曲线 相对标准误差

第 条 检测结构或构件的混凝土强度时 应优先采用

专用或地区测强曲线 当缺少该类曲线时 经过验证证明符合要

求后方可采用本规程通用测强曲线

第 条 从事超声仪 回弹仪的检验 维护以及测试和

测试结果分析的人员 均应经过专门培训与考核

第 条 在现场作业时 应遵守现行安全技术和劳动保

护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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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回 弹 仪

第一节 技 术 要 求

第 条 测定回弹值时 应采用中型回弹仪 回弹仪应

通过技术鉴定 并必须具有产品合格证及检验证

第 条 回弹仪应符合下列标准状态的要求

一 水平弹击时 在弹击锤脱钩的瞬间 回弹仪的标称动能

应为

二 弹击锤与弹击杆碰撞的瞬间 弹击拉簧应处于自由状态

此时弹击锤起点应位于刻度尺的零点处

三 在洛氏硬度为 的钢砧上 回弹仪的率定值应

为

第 条 回弹仪的率定试验 宜在气温为 的条

件下进行 率定时钢砧应稳固地平放在坚实的混凝土地坪上 回

弹仪向下弹击 弹击杆应旋转 次 每次旋转角度 左右 弹击

次 取连续 次稳定回弹值计算平均值 弹击杆每旋转一次

的率定平均值均应符合第 条第 项的要求

第二节 检 验

第 条 当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回弹仪应送专门检定

机构检验

一 新回弹仪启用前

二 超过检定有效期

三 累计弹击次数超过 次

四 更换主要零件 弹击拉簧 弹簧座 弹击杆 缓冲压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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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导杆 导向法兰 弹击锤 指针轴 指针片 指针块 挂钩

及调零螺丝 后

五 弹击拉簧前端不在拉簧座原孔位或调零螺丝松动

六 遭受严重撞击或其他损害

检验合格的回弹仪应具有检定合格证 其有效期为一年

第 条 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在钢砧上进行率定

试验

一 回弹仪当天使用前

二 测试过程中对回弹值有怀疑时

当仪器率定值不在 的范围内时 应按本规程第

条的要求 对回弹仪进行常规保养后再进行率定 若再次率定仍

不合格 则应送专门机构检验

第三节 操 作

第 条 测试过程中 仪器的纵轴线应始终与被测混凝

土表面保持垂直 其操作程序应符合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第四节 维 护

第 条 仪器每次使用完毕后 应及时进行维护 先把

仪器外壳和伸出机壳的弹击杆及前端球面擦拭清洁 然后将弹击

杆压入仪器内 待弹击后用按钮锁住机芯 装入套筒 置于干燥

阴凉处

第 条 仪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将仪器拆开维护

一 弹击超过 次

二 仪器发生故障或零件损坏时

三 率定试验不合要求

第 条 回弹仪拆开维护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一 使弹击锤脱钩 取出机芯 然后卸下弹击杆 中心导杆

连同导向法兰 缓冲压簧 刻度尺 指针轴和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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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清洗剂清洗机芯的中心导杆 弹击拉簧 拉簧座 弹

击杆及其内孔和冲击面 指针滑块及其内孔 指针片 指针轴 刻

度尺 卡环及仪器外壳的内壁和指针导槽 清洗完毕后 组装仪

器做率定试验

第 条 回弹仪的拆开维护 应注意下列事项

一 经过清洗的零部件 除中心导杆需涂上微量的轻油外 其

他零部件均不得涂油

二 应保持弹击拉簧前端钩入拉簧座的原孔位

三 不得旋转尾盖上已定位紧固的调零螺丝

四 不得自制或更换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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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超声波检测仪器

第一节 超声波检测仪技术要求

第 条 超声波检测仪应通过技术鉴定 并必须具有产

品合格证

第 条 仪器的声时范围应为 测读精度

为

第 条 仪器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声时显示调节在

范围内时 内声时显示的漂移不得大于

第 条 仪器的放大器频率响应宜分为

两频段

第 条 仪器宜具有示波屏显示及手动游标测读功能

显示应清晰稳定 若采用整形自动测读 混凝土超声测距不得超

过

第 条 仪器应能适用于温度为 相对

湿度不大于 电源电压波动为 的环境中 且能连

续 正常工作

第二节 换能器技水要求

第 条 换能器宜采用厚度振动形式压电材料

第 条 换能器的频率宜在 范围以内

第 条 换能器实测频率与标称频率相差应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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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超声仪器检验和操作

第 条 超声仪器检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 缓慢调节延时旋钮 数字显示满足十进位递变的要求

二 调节聚焦 辉度和扫描延时旋钮 扫描基线清晰稳定

三 换能器与标准棒耦合良好 衰减器及发射电压正常

四 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计算声速与实测声速值相比 相

差不大于

第 条 超声仪器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操作

一 操作前应仔细阅读仪器使用说明书

二 仪器在接通电源前 应检查电源电压 接上电源后 仪

器宜预热

三 换能器与标准棒应耦合良好 调节首波幅度至

后测读声时值 有调零装置的仪器 应调节调零电位器以扣除初

读数

四 在实测时 接收信号的首波幅度均应调至 后

才能测读每个测点的声时值

第四节 检测仪器维护

第 条 超声仪应按下列规定进行维护

一 如仪器在较长时间内停用 每月应通电一次 每次不少

于

二 仪器需存放在通风 阴凉 干燥处 无论存放或工作 均

需防尘

三 在搬运过程中须防止碰撞和剧烈振动

第 条 换能器应避免摔损和撞击 工作完毕应擦拭干

净单独存放 换能器的耦合面应避免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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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测区回弹值及声速

值的测量与计算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 条 测试前应具备下列有关资料

一 工程名称及设计 施工 建设单位名称

二 结构或构件名称 施工图纸及要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三 水泥品种 标号 用量 出厂厂名 砂石品种 粒径 外

加剂或掺合料品种 掺量以及混凝土配合比等

四 模扳类型 混凝土浇灌和养护情况以及成型日期

五 结构或构件存在的质量问题

第 条 测区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当按单个构件检测时 应在构件上均匀布置测区 每个

构件上的测区数不应少于 个

二 对同批构件按批抽样检测时 构件抽样数应不少于同批

构件的 且不少于 件 每个构件测区数不应少于 个

三 对长度小于或等于 的构件 其测区数量可适当减少

但不应少于 个

第 条 当按批抽样检测时 符合下列条件的构件才可

作为同批构件

一 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同

二 混凝土原材料 配合比 成型工艺 养护条件及龄期基

本相同

三 构件种类相同

四 在施工阶段所处状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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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构件的测区 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 测区布置在构件混凝土浇灌方向的侧面

二 测区均匀分布 相邻两测区的间距不宜大于

三 测区避开钢筋密集区和预埋件

四 测区尺寸为

五 测试面应清洁 平整 干燥 不应有接缝 饰面层 浮

浆和油垢 并避开蜂窝 麻面部位 必要时可用砂轮片清除杂物

和磨平不平整处 并搞净残留粉尘

第 条 结构或构件上的测区应注明编号 并记录测区

位置和外观质量情况

第 条 结构或构件的每一测区 宜先进行回弹测试 后

进行超声测试

第 条 非同一测区内的回弹值及超声声速值 在计算

混凝土强度换算值时不得混用

第二节 回弹值的测量与计算

第 条 用回弹仪测试时 宜使仪器处于水平状态 测

试混凝土浇灌方向的侧面 如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也可非水平状

态测试 或测试混凝土浇灌方向的顶面或底面

第 条 应按 回弹法评定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的

要求 对构件上每一测区的两个相对测试面各弹击 点 每一测

点的回弹值测读精确至

第 条 测点在测区范围内宜均匀分布 但不得布置在

气孔或外露石子上 橡邻两测点的间距一般不小于 测点距

构件边缘或外露钢筋 铁件的距离不小于 且同一测点只允

许弹击一次

第 条 计算测区平均回弹值时 应从该测区两个相对

测试面的 个回弹值中 剔除 个最大值和最小值 然后将余下

的 个回弹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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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测区平均回弹值 计算至

第 个测点的回弹值

第 条 非水平状态测得的回弹值 应按下列公式修正

式中 修正后的测区回弹值

测试角度为 的回弹修正值 按表 选用

第 条 由混凝土浇灌方向的顶面或底面测得的回弹

值 应按下列公式修正

式中 测顶面时的回弹修正值 按表 选用

测底面时的回弹修正值 按表 选用

非水平状态测得的回弹修正值

表

测试角
度 向 上 向 下

注 当测试角 时 修正值为

表中未列数值 可用内插法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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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混凝土浇灌的顶面或底面测得的回弹修正值

表

测试面
顶 面 底 面

注 在侧面测试时 修正值为

表中未列数值 可用内插法求得

第 条 在测试时 如仪器处于非水平状态 同时构件

测区又非混凝土的浇灌侧面 则应对测得的回弹值先进行角度修

正 然后进行顶面或底面修正

第三节 超声声速值的测量与计算

第 条 超声测点应布置在回弹测试的同一测区内

第 条 测量超声声时时 应保证换能器与混凝土耦合

良好

第 条 测试的声时值应精确至 声速值应精确

至 超声测距的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第 条在每个测区内的相对测试面上 应各布置 个测

点 且发射和接收换能器的轴线应在同一轴线上

第 条 测区声速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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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测区声速值

超声测距

测区平均声时值

分别为测区中 个测点的声时值

第 条 当在混凝土浇灌的顶面与底面测试时 测区声

速值应按下列公式修正

式中 修正后的测区声速值

超声测试面修正系数 在混凝土浇灌顶面及底面测

试时 在混凝土侧面测试时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第五章 混凝土强度的推定

第 条 构件第 个测区的混凝土强度换算值 应

根据第 条 第 条规定的修正后的测

区回弹值 及修正后的测区声速值 优先采用专用或地区测

强曲线推定 当无该类测强曲线时 经验证后也可按附录二的规

定确定 或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 粗骨料为卵石时

二 粗骨料为碎石时

式中 第 个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值 精确至

第 个测区修正后的超声声速值 精确

至

第 个测区修正后的回弹值 精确至

第 条 当结构所用材料与制定的测强曲线所用材料有

较大差异时 须用同条件试块或从结构构件测区钻取的混凝土芯

样进行修正 试件数量应不少于 个 此时 得到的测区混凝土

强度换算值应乘以修正系数 修正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 有同条件立方试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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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混凝土芯样试件时

式中 修正系数 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

第 个混凝土立方体试块抗压强度值 以边长

为 精确至

对应于第 个立方试块或芯样试件的混凝土强

度换算值 精确至

第 个混凝土芯样试件抗压强度值 以

计 精确至

试件数

第 条 结构或构件的混凝土强度推定值 可按下

列条件确定

一 当按单个构件检测时 单个构件的混凝土强度推定值

取该构件各测区中最小的混凝土强度换算值

二 当按批抽样检测时 该批构件的混凝土强度推定值应按

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的各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 及标准差 应按

下列公式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