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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77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

技术规程》 的公告

现批准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为行业标

准，编号为 JGJ/T 136 - 2017 ，自 20 1 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 原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11 JGJ/ T 136 - 2001 同

时废止 。

本规程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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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2010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2010J 43 号)的要求，

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

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总则; 2 . 术语和|符号; 3 . 检

测仪器; 4. 检测技术; 5 . 砂浆抗压强度计算; 6 . 检测报告 。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将指针式贯入深度测量

表修改为数字式贯人深度测量表 ; 2 . 增加了抹灰砂浆抗压强度

检测方法及其抗压强度换算表; 3 . 增加了预拌砂浆抗压强度换

算表。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

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30 号，邮政

编码: 1000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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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为了规范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保证建筑

工程现场检测的质量，制定本规程。

1. O. 2 本规程适用于砌体结构中砌筑砂浆抗压强度的现场检测 。

本规程不适用于遭受高温、冻害、化学侵蚀、火灾等表面损伤砂

浆的检测，以及冻结法施工砂浆在强度回升期的检测。

1. O. 3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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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贯入法检测 t es t of penetration res istance method 

采用贯入仪压缩工作弹簧加荷，把一测钉贯人砂浆中 ，根据

测钉贯人在!、浆的深度和砂浆抗压强度间的相关关系，由测钉的贯

入深度通过测强曲线来换算砂浆抗压强度的检测方法。

2. 1. 2 测子L pin hole 

贯人试验时，贯人测钉在砂浆表面上所形成的孔。

2. 1. 3 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conversion va lue of mortar com

pressive strength 

由构件的砂浆贯入深度平均值通过测强曲线计算得到的砌筑

砂浆抗压强度值。 相当于被测构件在该龄期下同条件养护的边长

为 70 . 7mm 立方体砂浆试块的抗压强度值。

2.2 符 号

d~ - 第 z 个测点的贯入深度测量表的不平整度读数;

di一一第 z 个测点的贯入深度值;

c/';-一第 1 个测点贯入深度测量表读数;

e，←→10、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相对于立方体砂浆试件抗压强度

平均值的平均相对标准差;

h一→立方体在!、浆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

j~一-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n. j一一第 j 个构件的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f2 . j一一第 1 组立方体砂浆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

fl .min一二同批构件中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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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 . e一-f&浆抗压强度推定值;

.f~ . e ] 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之一 ;

f~ .e2--Ø、浆抗压强度推定值之二 i

Ind一一贯人深度代表值;

7月dj 一一第 1 个构件的贯入深度代表值;

777ι一一同批构件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

777ô一一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相对于立方体砂浆试件抗压强度
平均值的平均相对误差;

11一一用于建立测强曲线的立方体砂浆试件组数;

3巴 一一同批构件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

币5←一|司 ttt构141&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变异系数;

α、卢一一测强曲线回归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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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 测仪 器

3.1 仪器及性能

3. 1. 1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使用的仪器应包括贯人式
砂浆强度检测仪(以下简称贯人仪，图 3. 1. 1) 和数字式贯人深

度测量表(以下简称贯入深度测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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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1 贯人仪构造示意
1-扁头; 2 视lJ'tT; 3一主体; 4 贯人杆; 5 工作弹簧; 6一调整螺母;

7一把手 ; 8 麟、母; 9 贯人杆外端; 10一扳机 :11 挂钩; 12 贯入杆

端丽; 13一扁头端Tm



3. 1. 2 贯入仪、 贯入深度测量表及测钉必须具有产品合格证，

并应在贯入仪的明显位置具有下列标志:名称、型号、制造厂

名、商标、出厂 日期等。 在使用时，贯人仪应按本规程第 3 . 2 节

的要求进行校准。

3. 1. 3 贯入仪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贯入力应为(800+ 8) N; 

2 工作行程应为(20土0.1 0) mm 。

3. 1. 4 贯人深度测量表(图 3. 1. 4) 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最大量程不应小于 20.00mm;

2 分度值应为 O. Olmm。

3. 1. 5 测钉宜采用高速工具钢制成，长度

应为(40. 00 ~ 40.10)mm ， 直径应为 (3 . 50

士 0 . 05) mm，尖端锥度应为 45 . 0
0 :l: o. 50

0 

测钉量规 的 量规槽长度应为 (39 . 50~ 

39 . 60) mm。

3. 1. 6 测钉和测钉量规的几何尺寸可由检

测单位 自行测量核查。 以 100 根测钉为一

批次，随机抽取 3 根进行测量，不足 100 根

按一个批次计。 抽取的测钉都合格时， 则

该批测钉合格;否则应逐根核查测钉的几

何尺寸，选取合格的测钉使用 。

3. 1. 7 贯入仪和贯人深度测量表使用时的

环境温度应为 (-4~40)OC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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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 3 . 1. 4 数字式

贯入深度测量

表示意

l一数 字 式百分表;

2一清零键; 3一开关;

4一扁头; 5 测头;

6 测量单位选择键;

7-保待键

3. 1. 8 贯入仪在闲置和保存时，工作弹簧应处于自由状态。

3.2 校准基本要求

3.2.1 正常使用过程中，贯入仪应由校准机构进行校准，校准

周期不宜超过一年。

3.2.2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仪器应进行校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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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仪器启用前;

2 达到校准周期;

3 更换主要零件或对仪器进行过调整;

4 检测数据异常;

5 可能对检测数据产生影响时;

6 累计贯人次数达到 10000 次 。

3.2.3 贯入仪的校准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3.2.4 贯人深度测量表上的百分表应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 。

6 



4 检测技术

4.1 -般规定

4. 1. 1 开展现场检测工作时，应遵守国家有关安全、劳动保护

和环境保护的规定，应做到正确和安全操作。

4. 1. 2 采用贯入法检测的砌筑砂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自然养护;

2 龄期为 28d 或 28d 以上;

3 风干状态;

4 抗压强度为 (0 . 4~ 16. 0) MPa 。

4. 1. 3 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时，委托单位宜提供下列资料 :

1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名称 ;

2 工程名称、结构类型、有关图纸;

3 原材料试验资料、砂浆来惊、砂浆种类、砂浆品种、砂

浆设计强度等级和配合比;

4 施工日期、施工及养护情况;

5 检测原因。

4. 1. 4 水泥抹灰砂浆抗压强度的检测可按本规程附录 B 进行。

4.2 测点布置

4.2.1 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时，应以面积不大于 25m2 的砌

体构件或构筑物为一个构件。

4.2.2 按批抽样检测时，应取龄期相近的同楼层、同来源、同

种类、同品种和同强度等级的砌筑砂浆且不大于 250m3砌体为一

批，抽检数量不应少于砌体总构件数的 30% ，且不应少于 6 个

构件。 基础砌体可按一个楼层计。

4.2.3 被检测灰缝应饱满，其厚度不应小于 7mm，并应避开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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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位置、门窗洞口、后砌洞口和预;埋件的边缘 。 检测加气混凝土

砌块砌体时，其灰缝厚度应大于测钉直径 。

4.2.4 多孔砖砌体和空斗墙砌体的水平灰缝深度不应小

于 30mm o

4.2.5 检测范围内的饰面层、粉刷层、勾缝砂浆、 浮浆以及表

面损伤层等，应清除干净;应使待测灰缝砂浆暴露并经打磨平整

后再进行检测 。

4.2.6 每一构件应测试 16 点 。 测点应均匀分布在构件的水平灰

缝上，相邻测点水平间距不宜小于 240mm，每条灰缝测点不宜

多于 2 点 。

4.3 贯入检测

4.3.1 贯入检测应按下列程序操作:

1 将测钉插入贯人杆的测钉座中，测钉尖端朝外，固定好

泪。钉;

2 当用加力杠杆时，将加力杠杆插入贯人杆外端，施加外

力使挂钩挂上;

3 当用旋紧螺母加力时 ， 用摇柄旋紧螺母，直至挂钩挂上

为止，然后将螺母退至贯入杆顶端;

4 将贯人仪扁头对准灰缝中间，并垂直贴在被测砌体灰缝

在j、浆的表面，握住贯入仪把手，扳动扳机，将测钉贯人被测在!、

浆中 。

4.3.2 每次贯人检测前，应清除测钉上附着的水泥灰渣等杂物，

同时用现IJ钉量规核查测钉的长度，当测钉长度小于测钉量规槽

时，应重新选用新的测钉。

4.3.3 操作过程中，当测点处的灰缝砂浆存在空洞或测孔周围

砂浆有缺损时，该测点应作废，另选测点补测 。

4.3.4 贯人深度的测量应按下列程序操作 :

1 开启贯人深度测量表，将其置于钢制平整量块上， 直至

扁头端面和量块表面重合，使贯入深度测量表的读数为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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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 4 ) 。

2 将测钉从灰缝中拔出，用橡皮吹风器

将测孔中的粉尘吹干净。

3 将贯入深度测量表的测头插入测孔

中，扁头紧贴灰缝砂浆，并垂直于被测砌体

灰缝砂浆的表面，从测量表中直接读取显示

值 d; 并记录。 记录格式可采用本规程附录 C

的记录表 。

4 直接读数不方便时，可按一下贯人深

度测量表中的"保持" 键，显示屏会记录当

时的示值，然后取下贯人深度测量表读数。

:口:

2 

4.3.5 当砌体的灰缝经打磨仍难以达到平整图 4. 3 . 4 贯入深度
测量表清零示音

时，可在测点处标记， 贯入检测前用贯人深
1一数字式百分表 ，

度测量表测读测点处的砂浆表面不平整度读
2-钢和l平整量块

数 d~ ， 然后再在汩IJ点处进行贯入检测，读取

d'; ， 贯入深度应按下式计算 :

d ; = d';-d~ (4. 3. 5) 

式中 : d;一-第 i 个测点贯入深度值 ( rnm) ，精确至 O.Olmm;

d?一一第 i 个测 点贯入深度 测 量表的不平整度读数

(mm) ，精确至 O. Olmm;

d';一一第 1 个测点贯入深度测量表读数 ( mm ) ，精确

至 O.Olmm 。

9 



5 砂浆抗压强度计算

5. 0.1 检测数值中，应将 1 6 个贯人深度值中的 3 个较大值和 3

个较小值剔除，余下的 10 个贯入深度值应按下式取平均值 :

d - 1 块 d， (5. O. 1) 
1 0 纣

式中 : 7ndj 一一一第 1 个构件的砂浆贯入深度代表值 (mm) ，精确

至 O. Olmm;

d;一一 第 z 个测点的贯人深度值( mm) ，精确

至 O.Olmm。

5. 0.2 将构件的贯人深度代表值 n1d 按不同的测强曲线计算其

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f"ï . j 。 有专用测强曲线或地区曲线时，应按

专用测强曲线、地区测强曲线、本规程测强曲线顺序使用 。

5.0.3 当所检测砂浆与本规程建立测强曲线所用砂浆有较大差

异时，在使用本规程j则强曲线前，宜进行检测误差验证试验，试

验方法可按本规程附录 E 的要求进行，试验数量和范围应按检

测的对象确定，其检测误差应满足本规程第 E. 0. 1 0 条的规定，

否则应按本规程附录 E 的要求建立专用测强曲线 。

5.0.4 按批抽检时，同批构件砂浆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其平均值、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

mç = 士三月 J (5 . O. 4- 1) 

三JME 儿 ) 2
S~ = 

η - 1 
(5 . 0. 4-2) 

时= 吨 Imç (5 . 0. 4-3) 

式中: 7n ~ 同批构件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 (M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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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至 O.lMPa;

12.j 第 1 个构件的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MPa) ，精确

至 O. 1MPa ; 

吨 同批构件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 (MPa ) , 

精确至 O.OlMPa ;

吭一一同批构件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变异系数，精确

至 0.010

5.0.5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 f~ . e ， 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

1 当按单个构件检测时，该构件的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推定

值应接下式计算:

12.e = o. 9112.j ( 5. O. 5- 1) 

式中 : 12 . e一一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 (MPa) ，精确至 O. lMPa;

f~ .j一→一第 j 个构件的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MPa) ，精确

至 O . lMPa 。

2 当按批抽检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取 j~ . e l 和 12 . e2 中

的较小值作为该批构件的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 β. e : 

j~ . c l = O. 91mê ( 5. O. 5- 2) 

刀. <2 = 1. 18月 min (5 . O. 5- 3) 

式中: j~ . cl 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之一 (MPa) ，精确

至 O. lMPa;

.f~ . e2一-1jÿ浆抗压强度推定值之 二 (MPa) ，精确

至 O.lMPa;

m ~一一同批构件砂浆抗压强度换 算 值的平均值

(MPa) ，精确至 O.lMPa ;

.lz . min一一同批构件中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最小值

(MPa) ，精确至 O. lMPa o

5. O. 6 对于按批抽检的砌体，当该批构件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换

算值变异系数不小于 O. 30 时，则该批构件应全部按单个胸件

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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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测报告

6. 0. 1 贯人法检测建筑砂浆抗压强度时，其检测报告宜包括下

列内容:

1 建设单位名称;

2 委托单位名称;

3 设计单位名称;

4 施工单位名称;

5 监理单位名称;

6 工程名称和结构类型或构件名称;

7 施工日期;

8 检测原因;

9 检测环境;

10 检测依据;

11 仪器名称、型号、编号;

12 所视IJ砂浆的强度设计等级;

13 抗压强度推定值;

14 出具报告的单位名称，检测等有关人员签字;

15 检测及出具报告的日期等 。

6.0.2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对于无法用文字表达清楚的内容，

应附简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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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贯入仪校准

A.l 贯入力校准

A. l. l 贯入力的校准应在弹簧拉压试验机上进行，校准时贯入

仪的工作弹簧应处于自由状态(图 A. 1. 1) 。

2 

3 3 

图 A. 1. 1 贯人力校准示意

1 弹簧拉压试验fJL; 2一贯人仪; 3-U 形架; 4一荷载表; 5一位移表

A. l. 2 弹簧拉压试验机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位移分度值应为 O. Olmm;

2 负荷分度值应为 O. l N;

3 位移误差应为 :::\::O.Olmm;

4 负荷误差应小于 0. 5 %的示值误差 。

A. 1. 3 贯人力的校准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将 U 形架平放在试验机工作台上，然后将贯人仪的贯入

杆外端置于 U形架的 U 形槽中;

2 将弹簧拉压试验机压头与贯人杆端面接触 ;

3 下压 (20+0.10) mm，弹簧拉ff试验机读数应为 ( 800

:::\:: 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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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工作行程校准

A.2.1 贯人仪贯入杆外端应先放在 U 形架的 U 形槽中，并用

深度游标卡尺测量贯人仪在工作弹簧处于自由状态时贯入杆端面

至扁头端丽的距离 Lo 0 

A. 2. 2 给贯人仪工作弹簧力1]荷， 直至挂钩挂上为止。 采用旋紧

螺曰:jm力时，应将旋紧螺母退至贯人杆夕i、端 。

A. 2. 3 应将贯入仪贯人杆外端放在 U 形架的 U 形槽中， 并用

深度游标卡尺测量贯人仪在挂钩状态时贯入杆端面至扁头端面的

距离~ L I 0 

A.2. 4 两个距离的差(L I -lo ) 即为工作行程 ， 并应满足 (20

士0.1 0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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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水泥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检测

ß. 0.1 用贯入法检测的水泥抹灰砂浆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以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的抹灰砂浆;

2 自然养护;

3 龄期为 28d 或 28 d 以上;

4 风干状态、 ;

5 抗压强度为 (0 . 4~ 1 6 . 0) MPa。

B.0.2 检测水泥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时，委托单位宜提供下列

资料 :

1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名称;

2 工程名称、结构类型、 有关图纸 ;

3 原材料试验资料、砂浆品种、设计强度等级和配合比;

4 抹灰 日期、施工及养护情况;

5 检测原因 。

B.0.3 当使用本规程提供的测强曲线时，在!、浆所用的水泥、细

'自料和水等原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

B.0.4 所用贯人仪、贯入深度测量表、 测钉等应符合本规程第

3 章的规定 。

B.0.5 按批抽样检测时，各批应按下列规定划分:

1 相同砂浆品种、强度等级、施工工艺的室外抹灰工程，

应将龄期相近的每 1000012 抹灰面积划分为一个检测批， 不足

1000 012 抹灰面积也应划分为一个检测批;

2 相同砂浆品种、强度等级、施工工艺的室内抹灰工程，

应将龄期相近的每 50 个自然间划分为一个检测批，大面积房间

和走廊按抹灰面积 30m2 为一间，不足 50 间的也应划分为一个

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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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6 每个检验批的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每一 100m2 抹灰面积应至少检测一次 ;

2 室内应至少抽检 10% 自然间，并不得少于 3 间;不足 3

问时，应全数检测，每间检测一次。

B. 0.7 每次检测应随机布置 16 个测点 。 测点应避开空鼓、冲

筋和l灰饼位置 。

B.0.8 被视IJ抹灰面应清洁平整，测点应分布均匀 。

B.0. 9 贯人检测应符合本规程第 4. 3 节的规定，贯入深度不应

大于抹灰层厚度 。

B.0.I0 每个测区抹灰砂浆贯入深度平均值的计算按本规程第

5 . 0 . 1 条执行 。

B. O. 11 根据计算所得的测区贯入深度平均值，可按不同的砂

浆品种由本规程附录 F查得其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乃.}。 有专用

测强 l曲线时，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计算应优先采用 。

B.0.12 当所检测砂浆与本规程建立测强曲线所用砂浆有较大

差异时，在使用本规程测强曲线前， 宜进行检测误差验证

试验 。

B.0.13 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 .0.' < '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

1 当按单个构件检测时，该构件的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推定

值应按下式计算:

f~ . < = f L CB. 0. 13- 1 ) 

式中 : .0.. ，， -一-1&浆抗压强度推定值 CMPa) ，精确至 O.lMPa;

.0. .j 第 1 个构件的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CMPa) ，精确

至 O . lMPa 。

2 当按批抽检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取本规程式

CB. 0. 1 3-2) 和式 CB. 0 . 13-3) 中的较小值作为该批构件的抹灰

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丑. e : 

f~ . " ， = m~ 

.0. .c2 = 1. 33 .0. ."' ; 1、

16 

CB. O. 13- 2) 

CB. 0. 13- 3) 



式中 : ./~ . C I --一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之一 (MPa) ，精确

至 O.lMPa;

月 ， 02一一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之二 ( MPa ) ，精确

至 O.lMPa ;

mç 同批构件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

(MPa) ，精确至 O. lMPa;

j~ . min--同批构件中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的 最小值

(MPa) ，精确至 O.l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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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砂浆抗压强度贯入检测记录表

表 C 砂浆抗压强度贯入检测记录表

共页第页

工秸1名称: 构件名称及编诗:

贯人仪型号&编号 :

砂浆来源 : (沙浆种类 砂浆品种 :

砂浆设叶强度等级: 施工日期: 环境ir'rA度 :

检测依据 :

不平整度
货入深度

不平整度
贯入深度

读数 d?
测量表 货入深度

F于J号 f卖数 d?
测量表 货入深度

序号
i卖数 d:. ζ/ i (mm ) 读数 d'， d i (mm ) 

( mm) 
( mm ) 

(mm) 
(mm) 

1 9 

2 10 

3 11 

4 J 2 

D 13 

6 14 

7 15 

8 16 

备

曰:

1 ~ 
贯入深度平均值 "'I dj = 10ι'6 <1; = fl_. ' 1 = f L2 = 

在!、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几，，-

复核 . 主检 . 检i则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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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换算表

表 D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换算表 ( MPa)

:员入
抗压强度缺算值 Fz.; ( MPa) 货人 抗压强度换算，值 /L (MPa ) 

深度 现场fl~制 深度 现场拌11刘

Ijí!拌彤、浆 水泥混合
现场宇l~íl~J d , 预拌w、浆 水泥7昆合

现场tHtllJ

( mm) 砂浆
;J< i尼砂浆 ( mm ) 在!、浆

水泥砂浆

2. 90 15. 8 6. 10 4. 1 3. 3 3. 8 
3. 00 14. 7 6. 20 3. 9 3. 1 3. 7 
3. 10 13. 7 16. 1 6. 30 3. 8 3. 0 3. 5 
3. 20 12. 8 15. 0 6. 40 3. 6 2. 9 3. 4. 
3. 30 12. 0 14. 1 6. 50 3. 5 2. 8 3. 3 
3. 40 16. 6 11. 3 13. 2 6. 60 3. 4 2. 7 3. 2 
3. 50 15. 5 10. 6 12. 4 6. 70 3. 3 2. 7 3.1 
3. 60 14. 5 10. 0 1 J. 7 6. 80 3. 2 2. 6 3. 0 
3. 70 13. 6 9. 4 11. 0 6. BO 3. 0 2. 5 2. 9 
3. 80 12. 7 8. 9 10. 4. 7. 00 2. 9 2. 4 2. 8 
3. 90 12. 0 8. 4. 9. 8 7.1 0 2. 8 2. 1] 2. 7 
4. 00 1 L. 3 8. 0 9. 3 7. 20 2. 8 2. 3 2. 7 
4. 10 10. 6 7.6 8.9 7. 30 2. 7 2. 2 2. 6 
4. 20 10. 0 7. 2 8. 4. 7. 110 2. 6 2. 2 2. 5 
4. 30 9. 5 6. 8 8. 0 7. 50 2. 5 2. 1 2. 4 
4. 40 9. 0 6. 5 7. 6 7. 60 2. 4 2. 0 2. " 
4. 50 8. 5 6. 2 7. 3 7. 70 2. 3 2. 0 2. 3 
4. 60 8. 1 5. 9 6. 9 7. 80 2. 3 1. 9 2. 2 
4. 70 7. 6 5. 7 6. 6 7. 90 2. 2 1. 9 2. 2 
4. 80 7. 3 5. 4 6. 3 8. 00 2. 1 1. 8 2. 1 
4. 90 6. 9 5. 2 6. J 8. 10 2. 1 1. 8 2. 1 
5. 00 6. 6 5. 0 5. 8 8. 20 2. 0 1. 7 2. 0 
5. 10 6. 3 4. 8 5. 6 8. 30 2. 0 1. 7 2. 0 
5. 20 6. 0 4. 6 5. 3 8. 40 1. 9 1. 7 1. 9 
5. 30 5. 7 4. 4 5. 1 8. 50 1. 9 1. 6 1. 9 
5.40 5. 5 4. 2 4. 9 8. 60 1. 8 1. 6 1. 8 
5. 50 5. 2 4. 1 4. 7 8. 70 1. 8 1. 5 1. 8 
5.60 5. 0 3. 9 4.6 8. 80 1. 7 1. 5 1. 7 
5. 70 4. 8 3. 8 1[. 4 8. 90 1. 7 1. 5 1. 7 
5. 80 4. 6 3. 6 4. 2 9. 00 1. 6 1. 4 1. 7 
5. 90 4. " 3. 5 4. 1 9.1 0 1. 6 1. 4 1. 6 
6. 00 4. 3 3. 4 3. 9 9. 20 L. 5 1. 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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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

货人
抗压强度换算值 f2 .j CMP a) 

贯入 抗压强度换算值 fL CMPa) 

深度 现场拌制 深度 现场拌 flj lJ
d ; 预拌砂浆 水泥混合

现场拌市IJ
预拌砂浆 水泥混合

现场拌市IJ

(mm) 砂浆
水泥砂浆 (mm) 砂浆

水泥砂浆

9.30 1. 5 1. 3 1. 5 12. 80 O. 7 O. 7 0.8 

9. 40 1. 5 1. 3 1. 5 12. 90 O. 7 O. 7 0. 8 

9. 50 1. 4 1. 3 1. 5 13. 00 O. 7 O. 7 0. 8 

9. 60 1. 4 1. 2 1. 4 13.10 O. 7 O. 6 O. 7 

9. 70 1. 3 1. 2 1. 4 13.20 O. 6 O. 6 O. 7 

9. 80 1. 3 1. 2 1. 4 13. 30 O. 6 0. 6 0. 7 

9. 90 1. 3 1. 2 1. 4 13.40 O. 6 O. 6 O. 7 

10.00 1. 2 1. 1 1. 3 ] 3. 50 O. 6 O. 6 O. 7 

10.10 1. 2 1. 1 1. 3 13. 60 O. 6 O. 6 O. 7 

10.20 1.2 1. 1 1. 3 13. 70 O. 6 0.6 O. 7 

10. 30 1. 2 1. 1 1. 2 13.80 O. 6 。 . 6 O. 7 

10. 40 1. 1 1. 1 1. 2 13.90 O. 6 O. 6 O. 7 

10.50 1. 1 1. 0 1. 2 14.00 O. 6 O. 6 0.6 

10.60 1. 1 1. 0 1. 2 14. 10 0.6 O. 6 0.6 

10.70 ]. 1 1. 0 1. 1 14.20 0.5 0. 5 O. 6 

10. 80 1. 0 1. 0 1. 1 14. 30 0.5 O. 5 O. 6 

10. 90 l. 0 1. 0 1. 1 14. 40 0. 5 O. 5 O. 6 

11. 00 1. 0 。 . 9 1. 1 14.50 0.5 。 . 5 O. 6 

11. 10 l. 0 。. 9 1. 1 14.60 0.5 O. 5 O. 6 

11. 20 l. 0 O. 9 1. 0 14.70 0.5 O. 5 O. 6 

11. 30 O. 9 O. 9 1. 0 14. 80 0.5 O. 5 O. 6 

11. 40 O. 9 。 . 9 1. 0 14.90 0.5 O. 5 <l.__(i_____J 
11. 50 O. 9 。 . 8 1. 0 15. 00 0.5 0. 5 O. 6 

11 . 60 O. 9 。 . 8 1. 0 15. 10 0.5 0. 5 O. 5 

11. 70 0.9 0. 8 0.9 15. 20 0.5 O. 5 O. 5 

11. 80 0. 8 0.8 0.9 15. 30 0.5 0. 5 O. 5 

11. 90 0.8 0.8 O. 9 15.40 0.4 。 . 5 O. 5 

12.00 0.8 0.8 0. 9 15.50 0.4 O. 5 O. 5 

12.10 O. 8 0.8 O. 9 15. 60 0.4 O. 4 O. 5 

12. 20 O. 8 O. 7 0.9 15.70 0.4 0. 4 O. 5 

12.30 O. 8 O. 7 0. 9 15. 80 O. '1 。.4 O. 5 

12. 40 O. 7 O. 7 0.8 15. 90 0. 4 0. 4 O. 5 

12. 50 0. 7 O. 7 O. 8 16.00 0. 4 0. 4 。 . ~

12. 60 O. 7 O. 7 0. 8 16. 10 O. " 0.4 O. 5 

12. 70 。 7 O. 7 0.8 16.20 O. " O. 4 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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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贯入
抗压强度换~:值 fl. j ( MPa) 

贯人
抗压强度换3斗，值 fl.j ( MPa) 

深度 现场拌制 深度 现场拌和l

预拌砂浆 水泥1昆合
现场拌制

预拌砂浆 水泥混合
现场拌制

( mm) 砂浆
水泥哇!，、浆 ( mm ) 1tJ;、浆

水泥砂浆

16. 30 0. 4 O. 4 。 . 5 17. 50 0. 4 

16. 40 0.4 0. 4 O. 5 17.60 O. 4 

16. 50 0. 4 O. 4 O. 5 17.70 O. 4 

16. 60 0.4 0.4 0. 4 17. 80 O. 4 

16. 70 0. 4 0.4 0.4 17. 90 0. 4 

16. 80 0.4 0. 4 18. 00 O. 4 

16.90 0. 4 0.4 18. 10 O. 4 

17. 00 。 . 4 0.4 18.20 0. 4 

17. 10 0.4 0.4 18. 30 0.4 

] 7. 20 0. 4 0. 4 18. 40 0. 4 

17. 30 0. 4 O. 4 18.50 0. 4 

17.4 0 0. 4 O. 4 18. 60 0.4 

注 ， 1 表内数据'在应用时不得外推;

2 表中未列数据，可用内捅法求得.精确至 O. I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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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专用测强曲线制定方法

E.O.l 制定专用测强1'1 11线的试件应与被检测砌体在原材料、成

型工艺与养护方法等方面相同 。

E. 0. 2 可按常用配合比设计 6 个强度等级，强度等级为 Ml 、

M2. 5 、 M5 ， M7 . 5 、 MIO 、 M1 5 ，也可按实际需要确定强度等

级的数量，但实测抗压强度范围不宜超出 O. 4MPa~ 16. OMPa 。

E. 0. 3 每一强度等级应制作不少于 72 个尺寸为 70 . 7mm X 

70. 7mm X 70. 7mm 的立方体试块，并应用同盘砂浆制作 。 宜采

用与砌体同类块体为砂浆试块底模 . 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砂

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 JGJ/ T 70 的规定成型试块。 建立抹

灰砂浆测强曲线时，试块的制作与试验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

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 JGJ / T 7 0 的规定执行 。

E.0.4 拆模后，试块应摊开进行自然养护，并应保证各个试块

的养护条件相同 。

E. 0.5 同龄期同强度等级且同盘制作的试块表面应擦净，以 6

块试块进行抗压强度试验，同时以 6 块试块进行贯入深度试验。

& 0.6 抗压强度试验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

验方法标准 )) JGJ / T 7 0 的规定进行，并应取 6 块试块的抗压强

度平均值为代表值 /2 CMPa ) ，精确至 O.lMPa 。

E.0.7 在进行贯入试验时，先将砂浆试块固定，按本规程第 4

章的规定在砂浆试块的成型侧面进行贯人试验， 每块试块应进行

一次贯入试验，取 6 块试块的贯入深度平均值为代表值 171. d

(mm) ，精liffl至 O . O lmm。

E. 0.8 当用砌体建立测强曲线时，应采用同盘砂浆砌筑砌体，

同时制作试块进行同条件养护，在砌体灰缝上进行贯入试验，用

同条件养护砂浆试块进行抗压强度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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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9 专用测强曲线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专用测强 fth线的回归方程式，应按每一组试块的 /2 和对

应一组的 md 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计算。

2 回归方程式宜采用下式计算 :

~=α X m~ 

式中 :α 、 卢→一测强曲线回归系数;

m"一一贯入深度平均值 (mm) ;

f:一一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MPa) 。

CE. O. 9) 

E.O.IO 测强国l线的平均相对误差不应大于 1 8% ，相对标准差

不应大于 20 % 。 平均相对误差和相对标准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 I J~ .i , I 
711 ò =士石主 |7:1- 1 | X 100 (E. 0.10- 1) 

I 1 巾/兀 \ 2
二j一~ > : ( τ二立一 I I X 100 CE. 0.10-2) 

'V1'l - 1 严丁 'J 2.j I 

式中 : l11 ò一一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相对于立方体砂浆试件抗压

强度平均值的平均相对误差 C % ) ，精确至 0. 1;

e ，一一一砂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相对于立方体砂浆试件抗压

强度平均值的平均相对标准差( % ) ， 精确至 0.1;

/2 .) -二→第 1 组立方体砂浆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 ( MPa) , 

精确至 O.lMPa ;

何一一→用于建立视IJ强曲线的立方体砂浆试件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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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水泥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换算表

表 F 水泥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换算表 (MPa)

贯入深度的 抗压强度换算'[1主 fL( MPa) 贯入深度 d; 抗压强度换算f良 fL <MPa)

(mrn) 预抖:砂浆 现场宇~11~J liY浆 ( mrn) 预拌{沙、浆 现场拌制彤、浆

3, 10 16, 3 6, 30 ~ ， 3 3. 4 
3. 20 15. 2 6.40 4. 1 3. 3 
3. 30 14.2 6. 50 4. 0 :1 . 1 
3. 40 13.3 6. 60 3. 8 3. 0 
3. 50 15. 9 12. 4 6. 70 3. 7 2. 9 

3. 60 14. 9 11. 7 6. 80 3.6 2. 8 
3. 70 14 . 0 11. 0 6. 90 3. 5 2. 7 

3. 80 13.2 10. 4 7. 00 3. 4 2. 7 

3. 90 12. 5 9.8 7. 10 3. 3 2. 6 
4. 00 11. 8 9. 2 7. 20 3. 2 2. 5 
4.1 0 1 1. 1 8.8 7. 30 3. ] 2. 4 

4.20 10. 6 8.3 7. 40 3.0 2. 4 

4. 30 10. 0 7. 8 7. 50 2. 9 2. 3 
4.40 9. 5 7. 5 7. 60 2. 8 2. 2 
4. 50 9.1 7.1 7. 70 2. 7 2. 2 

, 4. 60 8. 6 6. 8 7. 80 2. 6 2.1 

4. 70 8. 2 6. 5 7. 90 2. 6 2. 0 
4. 80 7. 8 6. 2 8. 00 2. 5 2. 0 

4. ØO 7. 5 5. 9 8. 10 2. 4 1. 9 
5.00 7. 2 5. 6 8. 20 2. 4 1. 9 
5. 10 6. 8 5. 4 8.30 2. 3 1. 8 
5.20 6. 5 5. 2 8. 40 2. 2 1. 8 
5. 30 6. 3 4. 9 8. 50 2. 2 1. 7 

5. 40 6. 0 4. 7 8.60 2. 1 1. 7 
5. 50 5. 8 '1. 6 8. 70 2. 1 1. 6 
5. 60 5. 5 4.4 8. 80 2. 0 1. 6 
5. 70 5. 3 4. 2 8. 90 2. 0 1. 6 
5.80 5. 1 4. 0 9.00 1. 9 1. 5 
5. 90 4. 9 3. 7 9. 10 1. 9 1. 5 
6. 00 4.8 3. 6 9.20 1. 8 1. 5 
6. 10 4. 6 3.6 9. 30 1. 8 1. 4 
6. 20 4. 4 3. 5 9. 40 1. 7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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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贯入深度 d， 抗照强度换货[{~[ Aj (MPa) 贯人深度 d， 抗压强度换算值 JL ( MPa)

( mm) 顶拌砂浆 现场拌制砂浆 ( mm) 预拌砂浆 现场拌制彤、浆

9. 50 1. 7 1. 3 13.00 0. 8 O. 7 

9. 60 1. 7 ], 3 13. 10 0. 8 O. 7 

9. 70 1. 6 1. 3 J3.20 0. 8 0. 6 

9.80 ].6 1. 3 1. 3. 30 0. 8 O. 6 

9. 90 1. 6 1. 2 13. 40 0. 8 O. 6 

10. 00 1. 5 1. 2 13. 50 0. 8 O. 6 

10.1 0 1. 5 1. 2 13. 60 0. 8 O. 6 

10. 20 1. 5 1. 2 13.70 O. 7 O. 6 

10. 30 1. 4 1. 1 13.80 O. 7 O. 6 

10. 40 1. 4 1. 1 13. 90 O. 7 0. 6 

10. 50 ], 4 1. 1 J4.00 O. 7 O. 6 

10. 60 1. 3 1. 1 14. 10 O. 7 0.6 

10. 70 1. 3 ].口 14. 20 O. 7 O. 6 

10. 80 1. 3 1. 0 14. 30 O. 7 0. 5 

10. 90 1. 2 ], 0 14. 40 O. 7 0. 5 

11. 00 1. 2 1. 0 14.50 O. 7 0. 5 

11 . 10 1. 2 1. 0 14. 60 0. 6 O. 5 

11. 20 1. 2 0. 9 14.70 0. 6 0. 5 

1 1. 30 1. 2 0. 9 14. 80 0. 6 O. 5 

11. 40 1. 1 O. 9 14. 90 0.6 O. 5 

11. 50 1. 1 O. 9 15.00 O. 6 O. 5 

1 ], 60 1. 1 O. 9 15. 10 。 . 6 。 . 5

11. 70 1. J 0. 8 15.20 O. 6 O. 5 

11. 80 1. 0 0. 8 15. 30 O. 6 O. 5 

J 1. 90 1. 0 O. 8 15.40 O. 6 。 . 5

12. 00 1. 0 O. 8 15. 50 O. 6 O. 5 

12. JO 1. 0 。 . 8 J5. 60 O. 6 O. 5 

12. 20 1. 0 O. 7 15 . 70 0.6 0.4 

12.30 1. 0 O. 7 ] 5.80 O. 5 0.4 

12.40 0. 9 O. 7 15. 90 O. 5 0.1 

12. 50 O. 9 O. 7 16.00 0.5 0.4 

12.60 。 . 9 O. 7 16.10 0.5 0.4 

12. 70 O. 9 O. 7 16. 20 0. 5 0.4 

12. 80 O. 9 O. 7 16. 30 0. 5 0. 4 

] 2.90 O. 9 O. 7 16.40 O. 5 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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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贯入深度 d; 抗月二强度换算值 JL (MPa) LT入深度 di 抗压强度换算: {自 JL( MPa)

( mm) 预拌砂浆 现场拌制彤、浆 (mm) 预抖~ li'J、浆 现场汁'ít，i)(沙浆

16. 50 o. 5 o. 4 17. 90 o. 4 

16. 70 o. 5 o. 4 18. 00 o. -! 
16. 80 O. 5 0. 4 18. 10 。 . 4

16. 90 o. 5 。 . 4 18. 20 。 . 4

17. 00 o. 5 0. 4 18. 30 0. 4 

17. 10 。 . 5 0. 4 18. 40 0. 4 

17. 20 o. 5 o. 4 18. 50 o. " 
17. 30 O. 4 O. " 18. 60 0. 4 

17.40 O. 4 0.4 18. 70 O. 4 

17. 50 O. 4 18. 80 0. 4 

17. 60 O. 4 18. 90 O. 4 

17. 70 O. '1 19. 00 。 . 4

17. 80 O. 1 19.1 0 o. .1 

注 1 表内数据在应用时不得外推，

2 表中未列数据，可用内拍法求得 . 精确至 O.IMP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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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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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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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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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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或"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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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 JGJ / T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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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

技术规程

JGJ / T 136 - 2017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贯人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 JGJ / T 136 -

2017 , 2017 年 2 月 20 日以第 1477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是在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

JGJ / T 136 - 2001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 本规程第一版于 200 1

年 10 月发布， 200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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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体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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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

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编制组按章、节、条}1[V'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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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9 年下达了制订 《贯入法检测砌筑

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的任务，上一版的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

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 JGJ / T 136 - 2001 于 2001 年发布， 2002 

年开始施行。 原规程施行后，贯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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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修订总结了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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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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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入法具有操作简单、检测快捷、检测结果精度高等优点而被广

泛使用 。

贯入法检测技术是通过测钉由砂浆表面贯入来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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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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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B 50003 、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 GB 50203 、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 GB 

50300 、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 JGJ /T 70 、 《砌体基

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 GB/T 50 12 9 、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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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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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建筑在!，、浆抗压强度检测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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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测仪器

3. 1 仪器及性能

3. 1. 1 贯人式砂浆强度检测仪是针对砌体中灰缝砂浆检测的特

殊要求，并通过试验研究而设计的 。 贯入深度测量表是用数显式

百分表改制而成，数显式百分表精度高且可靠耐用 。 为了砌体灰

缝检测的需要，贯入仪专门设计了扁头 。 当对抹灰砂浆进行检测

时，可使用圆环端面，可以更好地和砂浆测试面重合，有利于检

测操作。

3. 1. 2 保证检测仪器的性能指标满足本规程的要求，限制粗制

滥造和假冒伪劣仪器的使用 。 按照现行的相关检测规定，检测仪

器在使用前，应该由校准机构对其进行校准，校准结果应符合相

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

3. 1. 3 贯人仪的基本性能是通过试验确定的 。 试验证明，选用

贯入力为 800N 来检测砌筑砂浆的抗压强度是比较合适的，在本

规程规定的技术参数内，可以保证有很好的检测精度，同时能够

满足砂浆强度为 O.4~Pa~ 1 6 . 0~a 的检测要求。

3. 1. 5 高速工具钢硬度高，韧性、耐磨性和耐热性均较好， 是

制作测钉的理想、材料 。 测钉在检测过程中会产生磨损，因此测钉

的几何尺寸及对公差的要求是很重要的 。 测钉的几何尺寸和公差

不能满足本规程要求时，将影响检测结果的精度和测钉的可使用

次数。 可用锥度量规或角度量规核查测钉的锥度。

3. 1. 6 通过一定数量的抽检来保证测钉的质量 。 当一批测钉所

抽取的 3 根测钉不合格时，该批测钉需逐个检测，不合格的测钉

不得使用 。

3. 1. 7 环境温度异常时，对贯入仪和贯入深度测量表的性能有

影响，故规定了仪器使用时的环境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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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8 贯入仪在使用后，应将工作弹簧释放，使其处于自由状

态时闲置和保管。 若长时间使工作弹簧处于压缩状态，将有可能

改变工作弹簧的性能，使检测结果产生误差 。

3.2 校准基本要求

3.2.1-3.2.3 仪器的校准是为了保证仪器在标准状态下进行检

测，仪器的标准状态是统一仪器性能的基础， 是贯入法广泛应用

的关键所在，只有采用质量统一 、 性能一致的仪器，才能保证检

测结果的可靠性，并能在同一水平上进行比较，才能使一台仪器

建立的测强曲线适用于所有同类仪器。 由于仪器在使用过程中，

因检修、零件松动、工作弹簧松弛等都可能改变其标准状态，因

而应按本节的要求由校准机构对仪器进行校准，以确保仪器的检

测精度 。

3.2.4 贯入深度测量表的准确性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较大， 贯人

深度测量表上的百分表均购自成品，使用前应经校准机构检定

合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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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测技术

4. 1 一般规定

4. 1. 2 砂浆的含水量对检测结果有一定的影响，规定砂浆为风

干状态可以避免含水量不同造成的影响。当无法确认砂浆是否为

风干状态时，可以打开几块砖查看， 也可以用不高于 50
0

C 的空

气人工风干。

确定龄期时，对环境温度较低，或冬期施工的砌体，可参照

其他标准采用等效龄期 。

4. 1. 3 砂浆来源是指预拌砂浆还是现场搅拌砂浆，砂浆种类是

指砌筑砂浆还是抹灰砂浆，酬，、浆品种是指水泥砂浆还是混合砂

浆等。

4. 1. 4 随着工程质量要求的提高，抹灰砂浆的抗压强度也逐渐

受到重视，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 JGJ/ T 220 一 2010 对其强度提

出了要求，本规程提供了水泥抹灰砂浆抗压强度的贯入法检测方

法和测强曲线 。 一般来说，抹灰砂浆有较大的检测面，比灰缝砂

浆的检测条件好，因而，也可以采用贯入法对抹灰砂浆的抗压强

度进行检测 。

4.2 测点布置

4.2.1 、 4.2.2 规定贯入法检测时构件的划分原则和取样原则 。

现场检测往往是工程质量事故或既有建筑的鉴定 ， 取样数量应比

正常抽检数量多。

4. 2. 3 - 4. 2. 6 在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3 一 2011 第 5 . 3 . 2 条中规定，砖砌体的水平灰缝厚度和竖向

灰缝宽度一般为 10mm，但不应小于 8mm，也不应大于 12mm。

贯入仪的扁头厚度便是依据上述规定而设计为 6mmo 当灰缝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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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于 7mm 时，扁头便有可能伸不进灰缝而导致无法进行检

测 。 为了检测方便， 一般应选用灰缝厚度较厚的部位进行检测 。

对于加气?昆凝土砌块砌体，由于砌块强度较低，贯入时不会

对灰缝砂浆产生约束影响，故只要求灰缝厚度大于测钉直径

即可 。

贯人法是用来检测砌筑砂浆强度的，故测区内的灰缝酬，、浆应

该外露。 如外露灰缝不够整齐，还应该进行打磨至平整后才能进

行检测，否则将对贯入深度的测量带来误差，且主要是负偏差 。

对于加气?昆凝土砌体，应将灰缝和加气混凝土砌块打磨成一个平

整面 。 对砂浆表面腐蚀，遭受高温、冻害、化学侵蚀、火灾等的

砂浆，可以将损伤层磨去后再进行检测 。

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构件中砌筑在1、浆的强度，在一个构件内

的测点应均匀分布。

4.3 贯入检测

4.3.2 测钉在试验中会受到磨损而变短， 测钉的使用次数视所

测砂浆的强度而定 。 测钉是否废弃，可用随贯入仪所附的测钉量

规来核查。 核查时，将测钉量规槽平放在水平面上， 把测钉'放入

槽内，若测钉能从量规槽漏出， 则测钉应废弃。

4.3.4 贯入试验后的测孔内， 由于贯入试验会积有一些粉尘，

要用吹风器将测孔内的粉尘吹干净，否则将导致贯入深度测量结

果偏浅 。

4.3.5 在砌体灰缝表面不平整时进行检测，将可能导致强度检

测结果偏低。 在检测时先测量测点处的不平整度并进行扣除，才

能得到准确的检测结果 。

若仍采用最大量程为 20mm 的指针式贯入深度测量表， 则

贯入深度应按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 JG.J / T 

1 36 一 2001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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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砂浆抗压强度计算

5.0.1 在一个测区内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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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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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等都会影响贯入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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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砌筑在j、浆抗压强度换算表。

专用测强曲线往往是针对某一地区、甚至是某一工程所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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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体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3 - 2011 第 4 . 0.1 2 条推导得

出的 。 在《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3 - 2011 

第 4.0.12 条的注 1 中规定，同一验收批砂浆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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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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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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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体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CB 50203 - 2011 ， 则按本规程进

行强度推定即可 。 若执行过去版本的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 )) CB 50203 ， 则按相应年度施行的规范进行强度推定 。

砌筑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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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值" 。

5.0. 6 按照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 )) JCJ; T 98 - 20 10 第

5. 1. 1 条的规定，变异系数超过 o . 3 时，已属较差施工水平，可

以认为它们已不属于同一母体，不能构成为同批砂浆，故应按单

个构件检测 。

砌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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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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水泥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检测

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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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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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B 175 、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

及检验方法标准 )) ]GJ 52 、 <<71昆凝土用水标准)) ]GJ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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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灰砂浆技术

规程 )) ]GJ / T 220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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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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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不应采用贯入法进行检测。

B.O.13 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推定值的计算公式是依据 《抹灰砂

浆技术规程 )) ]GJ / T 220 - 2010 第 7. 0.11 条的规定得出的 。

根据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 JGJ / T 220 - 20 1 0 第 3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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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 JGJ/ T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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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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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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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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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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 、 《普通?昆凝土用哇!、 、石质量及检验

方法标准)) 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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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浆品种 回归时l线 相关系数
相对标准差 平均相对误差

c%) c%) 

预拌

砌筑砂浆
JL=31 1. 357 1md; 2. 3950 一 0.97 26. 8 21. 1 

J 

现场拌制混合

砌筑砂浆
Fz .j = 150. 7773md; 2. 1207 

J 
-0. 97 24 . 4 J8. 2 

现场拌制水泥 Fz. j = 179. 1004md; 2.13 I<l 

WJ筑砂浆 J 
一O. 97 28.1 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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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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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另一组进行贯人试验。

采用砌体同类块体做底模是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3 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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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昆合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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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视I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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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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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专用测强曲线制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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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的重复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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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 3 制作试块时，宜将对应的一组贯入试件和一组抗压强度

试件一起拌制，同时振捣成型。在《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3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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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G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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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

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 JGJj T 70 执行。 而在 《建筑砂浆

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 JGJj T 70 中规定，立方体抗压强度试

验用试模应使用 70 . 7mm X 70. 7mm X 70. 7mm 的带底试模 。

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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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mm 以上，在养护早期，每隔 2h 应该将试块

翻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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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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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在!、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 JGJ j T70 -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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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试块的贯入深度平均值为代表值，不对数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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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 。 由于砂浆试块强度较低，贯入试验对试块是有一定损伤

的，因此，进行过贯人试验的试块是不能用来进行抗压强度试

验的 。

E.O.8 当采用同盘砂浆砌筑砌体，在砌体灰缝上进行贯人试

验，用同条件养护砂浆试块进行抗压强度试验建立的测强曲线，

在使用测强曲线时，被检测砌体所用砌块的品种应与建立测强曲

线时的砌体品种相同 。 采用同一配合比砌筑砂浆砌筑砌体时，对

于不同品种的砌块，砌体灰缝中的哇!、浆抗压强度是不同的， 一般

来说，烧结砖砌体灰缝砂浆抗压强度大于混凝土砌块砌体，混凝

土砌块砌体大于石砌块砌体，主要是由于不同品种砌块的吸水率

不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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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水泥抹灰砂浆抗压强度换算表

本附录提供的测强曲线，所用原材料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通

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 、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

标准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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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表 2 测强曲线的回归结果

砂浆品种 回归 Øtl线 相关系数
相对标准差 平均相对误差

(%) <%) 

预抖i抹灰rtJ、浆 f'2 .j = 262. 2576叫' 2. 238 1 O. 95 32. 2 25 . 8 
J 

现场拌制
fl.j =202. 1752mJ: 2. 225 1 

抹灰砂浆 J 
O. 97 24 . 5 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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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进行抗压强度试验， 其试块的制作、 试验和抗压强度值

计算均按照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 T 70 - 2009 

执行，对应的另一组进行贯入试验。

从建立的测强曲线看，预拌砂浆试验结果的离散性比现场拌

制砂浆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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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预拌酬，、浆生

产厂家， 其在!、浆成分可能不同，检测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所提供的

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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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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