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表 下

贯人深度试 抗压强度换算值具 J (M P -\贯人深度イ 抗压强度换算值乃 i (M P .

(" ' 1预拌砂浆 1现场摔制砂浆\ ,。 。 1 预拌砂浆 1现场译制砂浆1
16 5 0  1 W ııı  · 4 \ 17 90  \ 国四国 ı
16 7o  1团团目 1 国目国ı 18 o o  1 。 4 \ '

注 1 表内数据在应用时不得外推¢

Z 表中未列数据 可用内插法求得 精确至 0 】M P .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n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i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4 ) 表示 有选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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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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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人法检测如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力 JG J/T  13 6

20 1? 20 17 年 2 月 20 日以第 14 7 7 号公告批准 发布

本规程是在 区贯人 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 强度技术规程》

JG J/T  13 6 20 0 1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本规程第 版于 20 0 1

年 10 月发布 20 0 2 年 】月实施 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 参编单位是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

计院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是张仁瑜 叶健 邹

道金 路彦兴 陈松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增加了检测预拌砌筑砂浆

预拌抹灰砂浆和现场拌制抹灰砂浆的测强曲线 2 增加了抹灰

砂浆抗压强度检测方法 3 为适应现行国家标准 嘿砌体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力 G B  50 20 3 关于砌筑砂浆强度等级评定标

准的变化 对检测的砌筑砂浆抗压 强度推定方法进行了相应

调整

为便于广大设计 施工 科研 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甙贯人法检测砌筑砂浆

抗压强度技术规程力编制组按章 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

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

进行了说明 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

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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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砌体中砌筑砂浆的抗压强度是砌体结构质量和安全的重

要性能指标 原建设部在 1 99 9 年下达了制订 哎贯人法检测砌筑

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力的任务 上 版的 哎贯人法检测砌筑砂

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力」G J/T  13 6 2 00 1 于 20 0 1 年发布 2 0 0 2

年开始施行 原规程施行后 贯人法检测技术在全国各地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解决了许多工程质量问题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本次修订总结了上 版规程颁布实施以来各检测 监督 监

理 施工 和科研单位的应用经验 并结合本次修订所进行的试

验 针对建筑砂浆的新发展 增加了部分检测内容 对部分内容

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1 0 2 在砌体结构中 当需要检测砌体灰缝中砂浆的抗压强度

时 可采用贯人法进行检测 大量的试验数据和工 程检测表明

贯人法具有操作简单 检测快捷 检测结果精度高等优点而被广

泛使用

贯人法检测技术是通过测钉由砂浆表面贯人来进行检测

的 当砂浆遭受高温 冻害 化学侵蚀 表面 粉蚀 火灾等

时 其表面和内部都容易产生损伤 将与建立 测强曲线的砂浆

在性能上存在差异 且砂浆的内外质量可能存在较大不 同 因

而不再适用

1 0 3 在正常情况下 建筑砂浆强度的检验和评定应按国家现

行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 B  5 0 0 0 3 砌体结构工 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力 G B  50 2 0 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 标准力 G B

5 0 30 0 イ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乡JG 」íT  70 《砌体基

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力 G E IT  5 0 12 9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32

JG J/丁 220 等执行 但是 当建筑砂浆的抗压强度不符合相关标

准的要求或对其有怀疑 以及对既有建筑进行检测鉴定时 可按

本规程进行检测 并作为建筑砂浆抗压强度检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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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 ı 在 个测区内检测 16 个测点 在数据处理时将 3 个较大

值和 3 个较小值剔除 是为了减少试验的粗大误差 在贯人试验

时由于操作不正确 测试面状态不好和碰上砂浆内的孔洞或小石

子等都会影响贯人深度 通过数据直接剔除基本上可 以消除这些

误差 比二倍标准差或三倍标准差剔除方法简单实用

5 0 2 5 0 3 由于测强曲线是根据试验结果建立的 砂浆强度

换算表中未列的数据未曾进行过试验 故在查表换算砂浆的抗压

强度时 其强度范围不得超出表中所列数据范围 否则可能带来

较大的误差 本规程所建立的测强曲线的试验数据 取 自北京

安徽 河北 浙江 山东 浙江 广西 陕西等地 故在使用时

应先进行检测误差验证 检测误差满足要求时才能使用本规程附

录 D 的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换算表

专用测强曲线往往是针对某 地区 甚至是某 工 程所用材

料和施工条件所建立的测强曲线 具有针对性强 检测精度高的

特点 因而应优先使用

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 许多砂浆新品种不断出现 对于这些

砂浆品种可单独建立专用测强曲线 若满足本规程附录 E 的要

求便可以使用

5 0 5 按批抽检时的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是参考 嘿砌体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0 20 3 20 1 1 第 4 0 12 条推导得
出的 在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 B  50 20 3 20 11

第 4 0 12 条的注 1 中规定 同 验收批砂浆只有 1 组或 2 组试
块时 每组试块抗压强度平均值应大于或等于设计强度等级值的
1 10 倍 本规程对单个构件的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便是由
此推导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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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乡进行过多次修订 在不

同的版本中 对砌筑砂浆抗压强度的验收要求并不相同 在进行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检测时 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 若执行 嘿砌体
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 B  50 2 03 20 11 则按本规程进

行强度推定即可 若执行过去版本的 嘿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净G B  50 20 3 则按相应年度施行的规范进行强度推定 t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因龄期 养护条件等与标准试块不

同 两者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同 故称为 推定官

5 . 0 6 按照 哎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力JG J/T  9 8 20 10 第

5 1 1 条的规定 变异系数超过 0 3 时 已属较差施工水平 可

以认为它们已不属于同 母体 不能构成为同批砂浆 故应按单

个构件检测 (į ıį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相当于被测构件在该龄期下的同条

件养护试块所对应的砂浆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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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砂浆抗压强度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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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 水泥抹灰砂浆抗压强灌检麺
; i i ，

B o 1 在各种抹灰砂浆中 除以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外 还有

石膏抹灰砂浆等

B o 3 采用本规程提供的测强曲线 所用原材料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 通用硅酸盐水泥》G B  17 5 《普通混凝土用砂 石质量

及检验方法标准》JG J 52 混凝土用水标准》JG J 6 3 等的要求

细骨料应为天然砂

B 0 6 按批抽样检测时 批的划分主要是依据 裘抹灰砂浆技术

规程》」G J/丁 220 20 10 第 7 0 3 条的规定制定的

B 0 9 抹灰砂浆厚度有可能会小于贯人检测时的贯人深度 因

此 检测前应了解抹灰砂浆的厚度 当厚度不能满足检测要求

时 则不应采用贯人法进行检测

B 0 13 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的计算公式是依据 嘿抹灰砂

浆技术规程》JC JJT  220 20 10 第 7 0 1 1 条的规定得出的

根据 呓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G 」/T  2 2 0 2 0 10 第 3 0 3 条的

规定 除特别说明外 抹灰砂浆性能的试验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

准 吧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争」G j/T  7 0 执行 在该标

准中 砂浆试块的制作采用带底试模 并对试块试验结果乘以
】3 5 的系数 乘以该系数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各种墙材吸水率
吸水速度不同引起砂浆强度值的不 致 离散性大的问题 贯人
法检测的抹灰砂浆强度即是抹灰工程上的实际强度 故在进行强
度推定时 不再乘以 1 35 的系数

4 0

附录 D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换算表

本附录提供的测强曲线 所用的原材料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く通用硅酸盐水泥力 G B  17 5 く普通混凝土用砂 石质量及检验
方法标准力JG J 52 等的要求 细骨料为天然砂 所列的砂浆抗
压强度换算表 是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 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回
归分析建立的测强曲线 根据测强曲线计算的砂浆抗压强度换算
表 测强曲线的回归效果见表 1

表 1 测强曲线的回归结果

建立测强曲线时采用试块 试块方式 即同条件制作的试块

中 组进行抗压强度试验 由于采用同类块体做底模 在计算

其抗压强度值时 换算系数取 1 对应的另 组进行贯人试验

采用 砌 体 同类 块 体做底模是 哎砌体结构设 计规范》

G B  5 0 0 3 20 1 1 第 3 1 3 条要求的 其注规定 确定砂浆强度等

级时应采用同类块体为砂浆强度试块底模

从建立的测强曲线看 预拌砂浆试验结果的离散性比混合砂

浆和水泥砂浆大 这可能跟预拌砂浆的成分多样有关 比如除水

泥 砂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外加剂和矿物掺和料等 不同的预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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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生产厂家 其砂浆成分可能不同， 检测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所

提供的谢强曲线时应充分考虑预拌砂浆不同组成对检测结果的

影响 附录 E 专用测强曲线制定方法

42

E 0 1 当制定专用测强曲线的试件在原材料 成型工 艺与养护
方法等方面与被检测的工程相同时 测强曲线的针对性强 检测
结果的重复件好 检测精度高

E 0 2 这是建立测强曲线的最低要求 在条件允许时 应尽量
进行更多的试验 有利于提高所建立测强曲线的可靠性和适
用性

巳 0 3 制作试块时 宜将对应的 组贯人试件和 组抗压强度
试件一 起拌制 同时振捣成型 在 哎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 B
50 0 3 20 1 1 第 3 1 3 条的注中规定 确定砂浆强度等级时应采
用同类块体为砂浆强度试块底模

现行行业标准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力JG J/T  220 中规定 除
特别说明外 抹灰砂浆性能的试验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嘿建筑
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每JG J/丁 7 0 执行 而在 く建筑砂浆
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 J/丁 7 0 中规定 立方体抗压强度试
验用试模应使用 70 7 m m x  70 7 m m x  ?0 7 m m 的带底试模
兄 0 4 砂浆试块体积较小 容易失水 也很容易被环境所影
响 在进行自然养护时 为了保证各个试块的养护条件相同 应
将试块平摊在地面上进行自然养护 各个试块之间应保持足够的
距离 最好在 20 0 in m 以上 在养护早期 每隔 2h 应该将试块
翻 下 使各个试块面轮流与地面接触 随着龄期的增加 可以

逐步延长试块翻转的时间1司隔
兄 0 6 当为砌筑砂浆时 取 6 块试块的抗压强度平均值为代表

值 无需按 嘿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多JG J/T  70 20 0 9

的规定进行数值取舍 ， 也不对砂浆的抗压强度值乘以任何系数

E 0 7 取 6 块试块的贯人深度平均值为代表值 不对数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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