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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GB/'1' 50081-2002，自2003年6月1日起实施。原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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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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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1998]第94号文 《1998年工程建设国家

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的要求，标准组在广泛调研、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外先进标准、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

原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GBJ 81-85)进

行了修订 。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有:1总则;2取样;3试件的尺寸、

形状和公差;4试验设备;5试件的制作和养护;6抗压强度试

验;7轴心抗压强度试验;8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9劈裂抗

拉强度试验;10抗折强度试验;附录A圆柱体试件的制作和养

护;附录B圆柱体试件抗压强度试验;附录c圆柱体试件静力

受压弹性模量试验;附录D圆柱体试件劈裂抗拉强度试验;本

标准用词、用语说明。

    修订的主要内容是:1.为与国际标准接轨，在新标准的附

录中增加了圆柱体试件的制作及其各种力学性能的试验方法;2.

对原标准中标准养护室的温度和湿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原来

的温度2013t,湿度为90%以上的标准养护室，修订为与ISO

试验方法一致的温度为20士2U,湿度为95%以上的标准养护

室;3.经一系列的试验验证，混凝土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等

同采用 ISO标准试验方法。4.对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小于C60的

高强混凝土力学性能，提出了更科学，更合理的试验方法;5.

对试验仪器设备提出了标准化要求，对某些计量单位在物理概念

上进行了更正;6.提出了试验报告应包括的内容等。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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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进一步规范混凝土试验方法，提高混凝土试验精度和

试验水平，并在检验或控制混凝土工程或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质量

时，有一个统一的棍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以及一般构筑物中的普通
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包括抗压强度试验、轴心抗压强度试验、

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劈裂抗拉强度试验和抗折强度试验。

1.0.3 按本标准的试验方法所做的试验，试验报告或试验记录

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委托单位提供的内容:

        1)委托单位名称;

        2)工程名称及施工部位;

        3)要求检测的项目名称;

      4)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2 试件制作单位提供的内容:

        1)试件编号;

      2)试件制作日期;

      3)混凝土强度等级;

      4)试件的形状与尺寸;

        5)原材料的品种、规格和产地以及混凝土配合比;

      6)养护条件;
        7)试验龄期;

      8)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3 检测单位提供的内容:

        1)试件收到的日期;

        2)试件的形状及尺寸;



      3)试验编号;

      4)试验日期;
      5)仪器设备的名称、型号及编号;

        6)试验室温度;

      7)养护条件及试验龄期;

      8)混提土强度等级;

      9)检测结果;

      10)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1.0.4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外，尚应按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中有关规定的要求执行。



2 取 样

2.0.1 混凝土的取样应符合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

标准》(GB/'r 50080)第2章中的有关规定。

2.0.2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应以三个试件为一组，每组试
件所用的拌合物应从同一盘混凝土或同一车混凝土中取样。



3 试件的尺寸、形状和公差

3.1 试 件 的 尺 寸

3.1.g%f一
试件的尺寸应根据混凝土中骨料的最大粒径按表3.1.1

表 3.1.1 混凝土试件 尺寸选用轰

试件横截面尺寸 (，1。)
骨科最大粒径 (mm)

劈裂抗拉强度试验 其他试验

100又100 20 31.5

150 x I50 40 40

200 x 200 63

注:骨料最大粒径指的是符合 《普通混凝土用碎石或卵石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JGJ 53-92) +规定Ah 孔筛的孔径。

3.1.2 为保证试件的尺寸，试件应采用符合本标准第4.1节规

定的试模制作。

3.2 试 件 的 形 状

3.2.1 抗压强度和劈裂坑拉强度试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边长为150mm的立方体试件是标准试件

    2 边长为l00mm和200mm的立方体试件是非标准试件。
    3 在特殊情况下，可采用 0150mm k 300mm的圆柱体标准

试件或0100mm X 200mm和0200mm X 400mm的圆柱体非标准

试件。

3.2.2 轴心抗压强度和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件应符合下列规

定 :

    t 边长为250mm x 150mal x 300二二的棱柱体试件是标准



试件 。

    2 边长为100mm x 100mm x 300mm和200mm x 200mm X

400mm的棱柱体试件是非标准试件。

    3 在特殊情况下，可采用0150mm x 300mm的圆柱体标准

试件或 0100mm X 200mm和$200mm x 400mm的圆柱体非标准

试件 。

3.2.3 抗折强度试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边长为150mm x 150mm x 600mm (或550mm)的棱柱

体试件是标准试件。

      2

准试 件。

边长为100mm x 100mm x 400mm的棱柱体试件是非标

3.3 尺 寸 公 差

3.3.1

长)。

3.3.2

3.3.3

试件的承压面的平面度公差不得超过0.0005d (d为边

试件的相邻面间的夹角应为900，其公差不得超过0.500

试件各边长、直径和高的尺寸的公差不得超过lmmo



4 设 备

                          4.1 试 模

4.1.1 试模应符合 《混凝土试模》(JG 3019)中技术要求的规

定。

4.1.2 应定期对试模进行自检，自检周期宜为三个月。

                    4.2 振 动 台

4.2.1 振动台应符合 《混凝土试验室用振动台》(JG/T 3020)

中技术要求的规定。

4.2.2 应具有有效期内的计量检定证书。

                    4.3 压力试 验机

4.3.1 压力试验机除应符合 《液压式压力试验机》 (GB/T

3722)及 《试验机通用技术要求》(GB/'T 2611)中技术要求外，

其测量精度为士196，试件破坏荷载应大于压力机全量程的2096

且小于压力机全量程的80% o

4.3.2 应具有加荷速度指示装置或加荷速度控制装置，并应能

均匀、连续地加荷。

4.3.3 应具有有效期内的计量检定证书。

                    4.4 微变形测f仪

4.4.1 微变形测量仪的测量精度不得低于O.OOlmma

4.4.2 微变形测量固定架的标距应为150mmo

4.4.3 应具有有效期内的计量检定证书。



4.5 垫块 、垫条与支 架

4.5.1 劈裂抗拉强度试验应采用半径为75mm的钢制弧形垫

块，其横截面尺寸如图4.5.1所示，垫块的长度与试件相同。

4.5.2 垫条为三层胶合板制成，宽度为20mm，厚度为3一

4mm，长度不小于试件长度，垫条不得重复使用。

图 4.5.1 垫块

图4.5.3 支架示意

1-垫块备2-垫条;3一支架

4.5.3 支架为钢支架 ，如 图 4.5.3所示。

4.6 钢 垫 板

4.6.1 钢垫板的平面尺寸应不小于试件的承压面积，厚度应不

小于25mmo

4.6.2 钢 垫板应 机 械加工 ，承 压面 的平 面度公 差 为 0.04mm;



表面硬度不小于55HRC;硬化层厚度约为5mmo

4.7 其他f具及器具

4.7.1 量程大于600mm、分度值为lmm的钢板尺。

4.7.2 量程大于200mm、分度值为0.02mm的卡尺。

4.7.3 符合 《混凝土坍落度仪》 (JG 3021)中规定的直径

16mm、长600mm,端部呈半球形的捣棒。



5 试件的制作和养护

试 件 的 制 作

s.1.1 混凝土试件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成型前，应检查试模尺寸并符合本标准第4.1.1条中的

有关规定;试模内表面应涂一薄层矿物油或其他不与混凝土发生

反应的脱模剂。

    2 在试验室拌制混凝土时，其材料用量应以质量计，称量

的精度:水泥、掺合料、水和外加剂为士0.5%;骨料为士1%0
    3 取样或试验室拌制的混凝土应在拌制后尽短的时间内成

型，一般不宜超过15mino

    4 根据混凝土拌合物的稠度确定混凝土成型方法，坍落度

不大于70mm的混凝土宜用振动振实;大于70mm的宜用捣棒人

工捣实;检验现浇混凝土或预制构件的混凝土，试件成型方法宜

与实际采用的方法相同。

    5 圆柱体试件的制作见附录Aa

5.1.2 混凝土试件制作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取样或拌制好的混凝土拌合物应至少用铁锨再来回拌合

三次。

    2 按本章第5.1.1条中第4款的规定 选择成型方法成型。

    1) 用振动台振实制作试件应按下述方法进行:

    a.将混凝土拌合物一次装人试模，装料时应用抹刀沿各试

模壁插捣，并使混凝土拌合物高出试模口;

    b.试模应附着或固定在符合第4.2节要求的振动台上，振

动时试模不得有任何跳动，振动应持续到表面出浆为止;不得过

振。

    2)用人工插捣制作试件应按下述方法进行:



    a.混凝土拌合物应分两层装人模内，每层的装料厚度大致

相等 ;

    b.插捣应按螺旋方向从边缘向中心均匀进行。在插捣底层

混凝土时，捣棒应达到试模底部;插捣上层时，捣棒应贯穿上层

后插人下层20 -30mm;插捣时捣棒应保持垂直，不得倾斜。然

后应用抹刀沿试模内壁插拔数次;

    c.每层插捣次数按在l0000.,,2 截面积内不得少于12次;
    d.插捣后应用橡皮锤轻轻敲击试模四周，直至插捣棒留下

的空洞消失为止。

    3)用插人式振捣棒振实制作试件应按下述方法进行:

    a将混凝土拌合物一次装人试模，装料时应用抹刀沿各试

模壁插捣，并使混凝土拌合物高出试模口;

    b.宜用直径为沪25mm的插人式振捣棒，插人试模振捣时，

振捣棒距试模底板10一20mm且不得触及试模底板，振动应持续

到表面出浆为止，且应避免过振，以防止混凝土离析;一般振捣

时间为20s。振捣棒拔出时要缓慢，拔出后不得留有孔洞。

    3 刮除试模上口多余的混凝土，待混凝土临近初凝时，用

抹刀抹平 。

5.2 试件的养护

5.2.1 试件成型后应立即用不透水的薄膜覆盖表面。

5.2.2 采用标准养护的试件，应在温度为20士5℃的环境中静

置一昼夜至二昼夜，然后编号、拆模。拆模后应立即放人温度为

20士21C，相对湿度为9596以上的标准养护室中养护，或在温度

为20 t2℃的不流动的Ca(OH):饱和溶液中养护。标准养护室内
的试件应放在支架上，彼此间隔10.20mm，试件表面应保持潮

湿，并不得被水直接冲淋。

5.2.3 同条件养护试件的拆模时间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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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标准养护龄期为28d(从搅拌加水开始计时)。



5.3 试 验 记 录

5，3.1 试件制作和养护的试验记录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第 1.0.3

条第2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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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抗压强度试验

6.0.1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混凝土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圆柱

体试件的抗压强度试验见附录Bo

6.0.2 混凝土试件的尺寸应符合本标准第3.1节中的有关规

定 。

6.0.3 试验采用的试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所采用压力试验机应符合本

标准第4.3节的规定。

    2 混凝土强度等级)C60时，试件周围应设防崩裂网罩。

当压力试验机上、下压板不符合本标准第4.6.2条规定时，压力

试验机上、下压板与试件之间应各垫以符合本标准第4.6节要求

的钢垫板。

6.0.4 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步骤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试件从养护地点取出后应及时进行试验，将试件表面与

上下承压板面擦干净。

    2 将试件安放在试验机的下压板或垫板上，试件的承压面

应与成型时的顶面垂直。试件的中心应与试验机下压板中心对

准，开动试验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或钢垫板接近时，调整球座，

使接触均衡。

    3 在试验过程中应连续均匀地加荷，混凝土强度等级

< C30时，加荷速度取每秒钟0.3一0.5MPa;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且<C60时，取每秒钟0. 5 - 0. 8MPa;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时，取每秒钟0.8一1.OMPao

    4 当试件接近破坏开始急剧变形时，应停止调整试验机油

门，直至破坏。然后记录破坏荷载。

6.o.5 ii方休抗压强度试验结果计算及确定按下列方法进行: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F
J+ = 石

                  了1

(6.0.5)

式中 f+- 混凝土立方体试件抗压强度 (MPa) ;

        F— 试件破坏荷载 (N);

      A— 试件承压面积 (mm').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计算应精确至0.1MPao

    2 强度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三个试件测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组试件的强度值 (精

确至 O.1MPa);

    2)三个测值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中如有一个与中间值的差

值超过中间值的15%时，则把最大及最小值一并舍除，取中间

值作为该组试件的抗压强度值;

    3)如最大值和最小值与中间值的差均超过中间值的巧%，

则该组试件的试验结果无效。

    3 混凝土强度等级<C60时，用非标准试件测得的强度值

均应乘以尺寸换算系数，其值为对200mm x 200mm x 200mm试

件为1.05;对l00mm x l00mm x l00mm试件为0.95。当混凝土
强度等级)C60时，宜采用标准试件;使用非标准试件时，尺寸

换算系数应由试验确定。

6.0.6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报告内容除应满足本标准第
1.0.3条要求外，还应报告实测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值。



7 轴心抗压强度试验

7.0.1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测定棱柱体混凝土试件的轴心抗压强

度。

7.0.2 测定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试验的试件应符合本标准第3

章中的有关规定。

7.0.3 试验采用的试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轴心抗压强度试验所采用压力试验机的精度应符合本标

准第4.3节的要求。

    2 混凝土强度等级妻C60时，试件周围应设防崩裂网罩。

当压力试验机上、下压板不符合本标准第4.6.2条规定时，压力

试验机上、下压板与试件之间应各垫以符合本标准第4.6节要求

的钢垫板 。

7.0.4 轴心抗压强度试验步骤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试件从养护地点取出后应及时进行试验，用干毛巾将试

件表面与上下承压板面擦干净。

    2 将试件直立放置在试验机的下压板或钢垫板上，并使试

件轴心与下压板中心对准。

    3 开动试验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或钢垫板接近时，调整球

座，使接触均衡。

    4 应连续均匀地加荷，不得有冲击。所用加荷速度应符合

本标准第6.0.4条中第3款的规定。

    5 试件接近破坏而开始急剧变形时，应停止调整试验机油

门，直至破坏。然后记录破坏荷载。

7.0.5 试验结果计算及确定按下列方法进行:

    1 混凝土试件轴心抗压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F
i。= 不于

                    厂1
(7.0.5)

式中 fcp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 (MPa) ;
        F— 试件破坏荷载 (N);

        A— 试件承压面积 (mm') a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计算值应精确至O.1MPao

    2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值的确定应符合本标准第6.0.5条

中第2款的规定。

    3 混凝土强度等级<C60时，用非标准试件测得的强度值

均应乘以尺寸换算系数，其值为对200mm x 200mm x 400mm试

件为1.05;对100mm x 100mm x 300mm试件为0.95。当混凝土

强度等级)C60时，宜采用标准试件;使用非标准试件时，尺寸

换算系数应由试验确定。

7.0.6 混凝土轴压抗压强度试验报告内容除应满足本标准第

1.0.3条要求外，还应报告实测的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值。



8 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

8.0.1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梭性体试件的混凝土静力受压弹性模

量 (以下简称弹性模量)。圆柱体试件的弹性模量试验见附录c.

8.0.2 测定混凝土弹性模量的试件应符合本标准第3章中的有

关规定。每次试验应制备6个试件。

8.0.3 试验采用的试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力试验机应符合本标准中第4.3节中的规定。

    2 微变形测量仪应符合本标准第4.4节中的规定。

8.0.4 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步骤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试件从养护地点取出后先将试件表面与上下承压板面擦

干净。

    2 取3个试件按本标准第7章的规定，测定混凝土的轴心

抗压强度 (f")。另3个试件用于测定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3 在测定混凝土弹性模量时，变形测量仪应安装在试件两

侧的中线上并对称于试件的两端。

    4 应仔细调整试件在压力试验机上的位置，使其轴心与下

压板的中心线对准。开动压力试验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接近时调

整球座，使其接触匀衡。

    5 加荷至基准应力为0.5MPa的初始荷载值Fo，保持恒载

60s并在以后的30s内记录每测点的变形读数:。。应立即连续均

匀地加荷至应力为轴心抗压强度f,的1/3的荷载值Fa，保持恒
载60s并在以后的30s内记录每一测点的变形读数。。。所用加荷

速度应符合本标准第6.0.4条中第3款的规定。

    6 当以上这些变形值之差与它们平均值之比大于20%时，

应重新对中试件后重复本条第5款的试验。如果无法使其减少到

低于20%时，则此次试验无效。



    7 在确认试件对中符合本条第 6款规定后，以与加荷速度

相同的速度卸荷至基准应力0.5MPa (FO)，恒载60s;然后用同

样的加荷和卸荷速度以及60s的保持恒载 (F。及F,)至少进行
两次反复预压。在最后一次预压完成后，在基准应力0.5MPa

(FO)持荷60s并在以后的30s内记录每一测点的变形读数。。;

再用同样的加荷速度加荷至Fe，持荷60s并在以后的30s内记录

每一测点的变形读数:，(见图8.0.4)0

F       -m-一6N 60.6NIT

说明 1.90.包括60,持荷
        30.读数‘
    2.印日为持荷

                  图8.0.4 弹性模量加荷方法示意图

    8 卸除变形测量仪，以同样的速度加荷至破坏，记录破坏

荷载;如果试件的抗压强度与fcp之差超过fcp的20%时，则应
在报告中注明。

8.0.5 混凝土弹性模量试验结果计算及确定按下列方法进行:

    1 混凝土弹性模量值应按下式计算:

E,=
F:一FO

    A

    L
x 几一一

  凸n
(8.0.5一1)

式中 E}- 混凝土弹性模量 (MPa) ;
      F,— 应力为1/3轴心抗压强度时的荷载 (N);

FO— 应力为。. 5 MPa时的初始荷载 (N);



      A— 试件承压面积 (mm');

        L - 测量标距 (mm);

                    4n=‘。一‘0               (8.0.5-2)
式中 6n— 最后一次从F0加荷至F:时试件两侧变形的平均

              值 (mm);

      ca F。时试件两侧变形的平均值 (mm) ;

      e0—      F。时试件两侧变形的平均值 (mm).

    混凝土受压弹性模量计算精确至100MPa;

    2 弹性模量按3个试件测值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如果其中

有一个试件的轴心抗压强度值与用以确定检验控制荷载的轴心抗

压强度值相差超过后者的加%时，则弹性模量值按另两个试件

测值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如有两个试件超过上述规定时，则此次

试验无效 。

8.0.6 混凝土弹性模量试验报告内容除应满足本标准第 1.0.3

条要求外，尚应报告实测的静力受压弹性模量值。



9 劈裂抗拉强度试验

9.0.1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混凝土立方体试件的劈裂抗拉强度，

圆柱体劈裂抗拉强度试验方法见附录Da

9.0.2 劈裂抗拉强度试件应符合本标准第3章中有关的规定。

9.0.3 试验采用的试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力试验机应符合本标准第4.3节的规定。

    2 垫块、垫条及支架应符合本标准第4.5节的规定。

9.0.4 劈裂抗拉强度试验步骤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试件从养护地点取出后应及时进行试验，将试件表面与

上下承压板面擦干净。

    2 将试件放在试验机下压板的中心位置，劈裂承压面和劈

裂面应与试件成型时的顶面垂直;在上、下压板与试件之间垫以

圆弧形垫块及垫条各一条，垫块与垫条应与试件上、下面的中心

线对准并与成型时的顶面垂直。宜把垫条及试件安装在定位架上

使用 (如图4.5.3所示)。

    3 开动试验机，当上压板与圆弧形垫块接近时，调整球座，

使接触均衡。加荷应连续均匀，当混凝土强度等级<C30时，加

荷速度取每秒钟0.02一0. 05MPa;当混凝土强度等级)C30且

< C60时，取每秒钟0.05 -0.08MPa;当混凝土强度等级妻C60

时，取每秒钟0.08一0. lompa，至试件接近破坏时，应停止调

整试验机油门，直至试件破坏，然后记录破坏荷载。

9.0.5 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结果计算及确定按下列方法进

行 :

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2F ~F
                    r. = -二 = V. b3/二.

                                          介 八 H
(9.0.5)



式中 人5— 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 (MPa) ;
        F— 试件破坏荷载 (N);

      A— 试件劈裂面面积 (mmZ);

    劈裂抗拉强度计算精确到O.OIMPao
    2 强度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三个试件测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组试件的强度值 (精

确至O.O1MPa);

    2)三个测值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中如有一个与中间值的差

值超过中间值的巧%时，则把最大及最小值一并舍除，取中间

值作为该组试件的抗压强度值;

    3)如最大值与最小值与中间值的差均超过中间值的巧%，

则该组试件的试验结果无效。

    3 采用l00mm X l00mm X l00mm非标准试件测得的劈裂
抗拉强度值，应乘以尺寸换算系数 0.85;当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时，宜采用标准试件;使用非标准试件时，尺寸换算系数

应由试验确定。

9.0.6 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试验报告内容除应满足本标准第

1.0.3条要求外，尚应报告实测的劈裂抗拉强度值。



10 抗折强度试验

10.0.1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混凝土的抗折强度。
10.0.2 试件除应符合本标准第3章的有关规定外，在长向中

部1/3区段内不得有表面直径超过5mm、深度超过2mm的孔

洞 。

10.0.3 试验采用的试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验机应符合第4.3节的有关规定。

    2 试验机应能施加均匀、连续、速度可控的荷载，并带有

能使二个相等荷载同时作用在试件跨度3分点处的抗折试验装

置，见图10.0.30

    3 试件的支座和加荷头应采用直径为20一40mm、长度不

小于b + 10mm的硬钢圆柱，支座立脚点固定铰支，其他应为滚
动支 点。

10.0.4 抗折强度试验步骤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试件从养护地取出后应及时进行试验，将试件表面擦干

净 。

升一 一州卜
        1= 3h

L=3h+150(或 100)

图10.0.3 抗折试验装置



    2 按图 10.0.3装置试件，安装尺寸偏差不得大于 lmmo

试件的承压面应为试件成型时的侧面。支座及承压面与圆柱的接

触面应平稳、均匀，否则应垫平。

    3 施加荷载应保持均匀、连续。当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时，加荷速度取每秒0.02一0.05MPa;当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且<C60时，取每秒钟 0.05 - 0.08MPa;当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时，取每秒钟0. 08--0. 1 OMPa，至试件接近破坏时，应停

止调整试验机油门，直至试件破坏，然后记录破坏荷载。

    4 记录试件破坏荷载的试验机示值及试件下边缘断裂位置。

10.0.5 抗折强度试验结果计算及确定按下列方法进行:

    1 若试件下边缘断裂位置处于二个集中荷载作用线之间，

则试件的抗折强度 A (MPa)按下式计算:

(10.0.5)

式中 ff- 混凝土抗折强度 (MPa) ;

        F— 试件破坏荷载 (N);

        l— 支座间跨度 (mm) ;

        h— 试件截面高度 (mm) ;

      6— 试件截面宽度 (mm) ;

    抗折强度计算应精确至0.1MPao

    2 抗折强度值的确定应符合本标准第6.0.5条中第2款的

规定 。

    3 三个试件中若有一个折断面位于两个集中荷载之外，则

混凝土抗折强度值按另两个试件的试验结果计算。若这两个测值

的差值不大于这两个测值的较小值的15%时，则该组试件的抗

折强度值按这两个测值的平均值计算，否则该组试件的试验无

效。若有两个试件的下边缘断裂位置位于两个集中荷载作用线之

外，则该组试件试验无效。

    4 当试件尺寸为100mm x 100mm x 400mm非标准试件时，

应乘以尺寸换算系数0.85;当混凝土强度等级)C60时，宜采



用标准试件;使用非标准试件时，尺寸换算系数应由试验确定。

10.0.6 混凝土抗折强度试验报告内容除应满足本标准第1.0.3

条要求外，尚应报告实测的混凝土抗折强度值。



附录 A 圆柱体试件的制作和养护

A.0.1 本方法适用于混凝土圆柱体试件的制作及养护。

A.0.2 圆柱体试件的直径为100mm, 150mm, 200mm三种，

其高度是直径的2倍。粗骨料的最大粒径应小于试件直径的1/4

倍。

A.0.3 试验采用的试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模:试模应由刚性、金属制成的圆筒形和底板构成，

用适当的方法组装而成。试模组装后不能有变形和漏水现象。试

模的尺寸误差，直径误差应小于 1/200d，高度误差应小于1/

100h。试模底板的平面度公差应不超过0.02mm。组装试模时，

圆筒形模纵轴与底板应成直角，其允许公差为0.500

    2 试验用振动台、捣棒等用具:应符合第4.2节与第4.7

节的有关规定 。

    3 压板:用于端面平整处理的压板，应采用厚度为6mm及

其以上的平板玻璃，压板直径应比试模的直径大25mm以上。

A.0.4 圆柱体试件的制作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在试验室制作试件时，应根据混凝土拌合物的稠度确定

混凝土成型方法，坍落度不大于70mm的混凝土宜用振动振实;

大于70mm的宜用捣棒人工捣实。

    1)采用插捣成型时，分层浇注混凝土，当试件的直径为

200mm时，分 3层装料;当试件为直径 150mm或 l00mm时，

分2层装料，各层厚度大致相等;浇注时以试模的纵轴为对称

轴，呈对称方式装人混凝土拌合物，浇注完一层后用捣棒摊平上

表面;试件的直径为200mm时，每层用捣棒插捣25次;试件的

直径为150mm时，每层插捣 15次;试件的直径为l00mm时，

每层插捣 8次 ;插捣应按螺旋 方向从 边缘向中心均匀进行 ;在插



捣底层混凝土时，捣棒应达到试模底部;插捣上层时，捣棒应贯

穿该层后插人下一层20- 30mm;插捣时捣棒应保持垂直，不得

倾斜。当所确定的插捣次数有可能使混凝土拌合物产生离析现象

时，可酌情减少插捣次数至拌合物不产生离析的程度。插捣结束

后，用橡皮捶轻轻敲打试模侧面，直到捣棒插捣后留下的孔消失

为止 。

    2)采用插人式振捣棒振实时，直径为 100一200mm的试件

应分2层浇注棍凝土。每层厚度大致相等，以试模的纵轴为对称

轴，呈对称方式装人混凝土拌合物;振捣棒的插人密度按浇注层

上表面每6000.m2插人一次确定，振捣下层时振捣棒不得触及
试模的底板，振捣上层时，振捣棒插人下层大约巧mm深，不得

超过20mm;振捣时间根据混凝土的质量及振捣棒的性能确定，

以使混凝土充分密实为原则。振捣棒要缓慢拔出，拔出后用橡皮

锤轻轻敲打试模侧面，直到捣棒插捣后留下的孔消失为止。

    3)采用振动台振实时，应将试模牢固地安装在振动台上，

以试模的纵轴为对称轴，呈对称方式一次装人混凝土，然后进行

振动密实。装料量以振动时砂浆不外溢为宜。振动时间根据混凝

土的质量和振动台的性能确定，以使混凝土充分密实为原则。

    2 振实后，混凝土的上表面稍低于试模顶面1--2mm.

A.0.5 试件的端面找平层处理按下述方法进行:

    1 拆模前当混凝土具有一定强度后，清除上表面的浮浆，

并用干布吸去表面水，抹上同配比的水泥净浆，用压板均匀地盖

在试模顶部。找平层水泥净浆的厚度要尽量薄并与试件的纵轴相

垂直;为了防止压板与水泥浆之间粘固，在压板的下面垫上结实

的薄纸。

    2 找平处理后的端面应与试件的纵轴相垂直;端面的平面

度公差应不大于0.lmmo

    3 不进行试件端部找平层处理时，应将试件上端面研磨整

平。

A.0.6 圆柱体 试件养护应符合本标准 5.2节的规定 。



附录B 圆柱体试件抗压强度试验

B.o.1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按附录A要求制作和养护的圆柱体试

件的抗压强度。

B.0.2 测定圆柱体抗压强度的试件应是按附录A要求制作和养

护的圆柱体试件。

B.0.3 圆柱体试件抗压强度试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力试验机:应符合本标准第4.3节中的有关规定。

    2 卡尺:量程300mm，分度值0.02mm,

B.0.4 抗压强度试验步骤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试件从养护地取出后应及时进行试验，将试件表面与上

下承压板面擦干净，然后测量试件的两个相互垂直的直径，分别

记为d� d2，精确至0.02mm;再分别测量相互垂直的两个直
径段部的四个高度;应符合本标准第3.3节中的有关规定。

    2 将试件置于试验机上下压板之间，使试件的纵轴与加压

板的中心一致。开动压力试验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或钢垫板接近

时，调整球座，使接触均衡;试验机的加压板与试件的端面之间

要紧密接触，中间不得夹人有缓冲作用的其他物质。

    3 应连续均匀地加荷，加荷速度应符合本标准第6.0.4条

中第4款的规定;当试件接近破坏，开始迅速变形时，停止调整

试验机油门直至试件破坏。记录破坏荷载F (N) o

B.0.5 圆柱体试件抗压强度试验结果计算及确定按下列方法进

行 :

    1 试件直径应按下式计算:

d,+d2
    2

(B.0.5一1)

式中 d— 试件计算直径 (mm) ;

  26



d� 内— 试件两个垂直方向的直径 (mm) o

  试件计算直径的计算精确至0.lmm�

2 抗压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几。二 (B.0.5一2)

式中 Ll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MPa) ;

        F— 试件破坏荷载 (N);

        d— 试件计算直径 (mm).

    混凝土圆柱体试件抗压强度的计算精确至0.1MPao

    3 混凝土圆柱体抗压强度值的确定应符合本标准第6.0.5

条 中第 2款的规定。

    4 用非标准试件测得的强度值均应乘以尺寸换算系数，其

值为对 0200mm x 400mm试件为1.05;对 0 100mm x 200mm试

件为0.950

B.0.6 棍凝土圆柱体抗压强度试验报告内容除应满足本标准第
1.0.3条要求外，尚应报告实测混凝土圆柱体抗压强度值。



附录C 圆柱体试件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

C.o.1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按附录A要求制作和养护的圆柱体

试件的静力受压弹性模量 (以下简称弹性模量)。

C.0.2 测定圆柱体试件的弹性模量的试件应是按附录A要求
制作和养护的圆柱体试件。每次试验应制备6个试件。

C.0.3 试验采用的试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力试验机:应符合本标准中第4.3节中的规定。

    2 微变形测量仪:应符合本标准第4.4节中的规定。

C.0.4 圆柱体试件弹性模量试验步骤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试件从养护地点取出后应及时进行试验，将试件擦干净，

观察其外观，按本标准B.0.4条中第1款的规定，测量试件尺

寸，应符合本标准第3.3节中的有关规定。

    2 取3个试件按本标准附录B的规定，测定圆柱体试件抗

压强度 (fcp)。另3个试件用于测定圆柱体试件弹性模量。
    3 在测定圆柱体试件弹性模量时，微变形测量仪应安装在

圆柱体试件直径的延长线上并对称于试件的两端。

    4 应仔细调整试件在压力试验机上的位置，使其轴心与下

压板的中心线对准。开动压力试验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接近时调

整球座，使其接触均衡。

    5 加荷至基准应力为0.5MPa的初始荷载值Fo，保持恒载

60s并在以后的30s内记录每测点的变形读数。0。应立即连续均
匀地加荷至应力为轴心抗压强度fcp的1/3的荷载值F,，保持恒
载60s并在以后的30s内记录每一测点的变形读数:。。所用加荷
速度应符合本标准第6.0.4条中第3款的规定。

    6 当以上这些变形值之差与它们平均值之比大于20%时，

应重新对中试件后重复本条第5款的试验。如果无法使其减少到



低于20%时，则此次试验无效。

    7 在确认试件对中符合本条第6款规定后，以与加荷速度

相同的速度卸荷至基准应力0.5MPa (FO)，恒载60s;然后用同
样的加荷和卸荷速度以及60s的保持恒载 (Fo及Fe)至少进行
两次反复预压。在最后一次预压完成后，在基准应力0.5MPa

(Fo)持荷60s并在以后的30s内记录每一测点的变形读数。。;

再用同样的加荷速度加荷至Fe，持荷60s并在以后的30s内记录
每一测点的变形读数。。(见图8.0.4)0
    8 卸除变形测量仪，以同样的速度加荷至破坏。记录破坏

荷载;如果试件的抗压强度与fcp之差超过f,p20%时，则应在报
告中注明 。

C.0.5 圆往体试件弹性模量试验结果计算及确定按下列方法进

行 :

    1 试件计算直径d按B.0.5的有关规定计算。

    2 圆柱体试件混凝土受压弹性模量值应按下式计算:

E
4(F。一FO)

    耐 2

    L
入 — 二二

  On
273 x

(F。一Fo) L
d2An

                                                        (C.0.5一1)

式中 E,— 圆柱体试件混凝土静力受压弹性模量 (MPa) ;
      Fe— 应力为1/3轴心抗压强度时的荷载 (N);

      Fo— 应力为0.5 MPa时的初始荷载 (N);

        d— 圆柱体试件的计算直径 (mm) ;

        L— 测量标距 (mm);

                      An=。。一。0               (C.0.5一z)

式中 An— 最后一次从Fo加荷至F。时试件两侧变形的平均
              值 (mm);

      ee F。时试件两侧变形的平均值 (mm) ;

      e0—     F。时试件两侧变形的平均值 (mm).

    圆柱体试件混凝土受压弹性模量计算精确至 100MPao

    3 圆柱体试件弹性模量按3个试件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如



果其中有一个试件的轴心抗压强度值与用以确定检验控制荷载的

轴心抗压强度值相差超过后者的20%时，则弹性模量值按另两

个试件测值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如有两个试件超过上述规定时，

则此 次试验无效 。

C.0.6 圆柱体试件混凝土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报告内容除应

满足本标准第1.0.3条要求外，尚应报告实测的圆柱体试件混凝

土的静力受压弹性模量值。



附录D 圆柱体试件劈裂抗拉强度试验

D.o.1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按附录w要求制作和养护的圆柱体

试件的劈裂抗拉强度。

D.o.2 测定圆柱体劈裂抗拉强度的试件应是按附录A要求制

作和养护的圆柱体试件。

D.0.3 试验采用的试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验 机应符合本标准 4.3节中的有关规定。

    2 垫条应符合本标准4.5.2条的规定。

D.0.4 圆柱体劈裂抗压强度试验步骤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试件从养护地点取出后应及时进行试验，先将试件擦拭

干净，与垫层接触的试件表面应清除掉一切浮渣和其他附着物。

测量尺寸，并检查其外观。圆柱体的母线公差应为0.15mma

    2 标出两条承压线。这两条线应位于同一轴向平面，并彼

此相对，两线的末端在试件的端面上相连，以便能明确地表示出

承压面 。

    3 擦净试验机上下压板的加压面。将圆柱体试件置于试验

机中心，在上下压板与试件承压线之间各垫一条垫条，圆柱体轴

线应在上下垫条之间保持水平，垫条的位置应上下对准 (见图

D.0.4-1)。宜把垫层安放在定位架上使用 (见图D.0.4-2)0

    4 连续均匀地加荷，加荷速度按本标准第9.0.3条的规定

进行。

D.0.5 圆柱体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结果计算及确定按下列方法进

行 :

    1 圆柱体劈裂抗拉强度按下式计算:

f
    2F

rrx d x 1
。(,37F
    一 A

(D.0.5)



式中 _/I, 圆柱体劈裂抗拉强度 (Ml',);

        F— 试件破坏荷载 (V);

        d 劈裂面的试件直径 (mm);

        2— 试件的高度 (mm) ;

      A 试件劈裂面面积 (mmz) o

圆柱体劈裂抗拉强度精确至0. 01 MR,

图0.0.4-1 劈裂抗拉试验

I一试件 2-?t条
图1).()一4-? 定位架

  1一定位架;=-*I,条

    2 圆柱体的劈裂抗拉强度值的确定应符合本标准第6.0.5

条中第2款的规定

    3 当采用非标准试件时，应在报告中汽明

U.0.6 混凝土圆柱体的劈裂抗拉强度试验报佑内容除)、认满足本

标准第 1.0.3条要求外，尚应报什、实测的混凝上圆柱体的劈裂抗

士众强度值。



本标准用词、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容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执

行”或 “应符合 ⋯⋯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r 50081- 2002

条 文 说 明



前 舀

    根据建设部建标 〔1998;第94号文 《1998年 I_程建设国家

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的要求，《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

验方法》编制组对原标准进行了修订，新修汀的 《汗通混凝土力

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B/1- 50081-2002)经建设部2003年 l

f110H以公告第 102号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使用单位在使用本标准时能对确理解和执行条文

的规定，《普通llti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7的 编制组根据建设

部关于编制标准、规范条文的统一要求 按 《汗通混凝}力学vi

能试验方法标准》的章、节、条、款的顺序，编制了《普通混凝

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条文说明》，供有关部门和使用单位参

考。在使月J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欠妥之处，清将念见I'1接函寄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标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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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编制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规范棍凝土力学性能试

验方法、提高试验精度，使试验结果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和复演

性，确保混凝土施工质量。

1.0.2 本标准不但包括原标准中立方体和棱柱体试件的5个混

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还在附录中增加了圆柱体试件的制作和

养护以及圆柱体试件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从而实现了棍凝

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为我国进人

W TO后，建筑业面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与国际标准一致的混凝土

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1.0.3 为规范试验报告，按国际试验标准惯例，提出了按本标

准试验方法所做的试验，试验报告应包括的内容。

1.0.4 规定了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

定，还应符合国家强制标准中的有关规定。与普通混凝土力学性

能试验方法有关的国家标准有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茄》 (GB 50204).《混凝 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54)等 。



2 取 样

2.0.1 规定了混凝土的取样应遵循的规定。

2.0.2 每个试件的强度都是一个随机值，为避免取到极端值和

与其他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统一，规定了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必

须以三个试件为一组，并规定了每组试件混凝土的取样地点。



3 试件的尺寸、形状和公差

3.1 试 件 的 尺 寸

3.1.1 试 件尺寸 与允 许骨 料最 大粒径 的关 系 ，工SO 推荐 的规定

为试件的尺寸应大于4倍的骨料最大粒径。根据我国的实际状

况，经修订组讨沦和广泛征求意见，修订后的规定与原标准一致

即试件尺寸大于3倍的骨料最大粒径，与美国AS 1'M标准相同。

修订组根据现行标准筛的尺寸，对相应的允许骨料的最大粒径进

行了修改

    对于劈裂抗拉强度试验，骨料的最大粒径，维持原规定不

变

3.1.2 为保证试件尺寸，应使用符合要求的试模制作试件

3.2 试 件 的 形 状

3.2.1 规定 厂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劈裂抗拉强度试件的形状尺

寸 :

    1 规定了立方体试件的标准试件的形状尺寸

    2 规定了立方体试件的非标准试件的形状尺弓

    3 在特殊情况下可采if]的圆桂体标准试件和非标准试件的

形状尺寸。特殊情况是指:当施 1.涉外上程或必须用圆柱体试件

来确定混凝土力学性能时，一般情况或无特殊要求的情况卜，应

使用立方 体试件

3.2.2 规定了棍凝土轴心抗压强度和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件的

形状尺寸:

    1 规定了棱柱体试件的标准试件的形状尺寸。

    2 规定了棱柱体试件的非标准试件的形状尺、f- I

    3 在特殊情况下可采用的圆柱体标准试件和非标准试件的



形状尺寸。特殊情况是指:当施工涉外工程或必须用圆柱体试件

来确定混凝土力学性能时，一般情况或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应

使用立方体试件。

3.2.3 规定了混凝土抗折强度试件的形状尺寸:

    1 规定了棱柱体试件的标准试件的形状尺寸。

    2 规定了棱柱体试件的非标准试件的形状尺寸。

3.3 尺 寸 公 差

    公差包括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试件的形位公差是否符合要

求，对其力学性能，特别是对高强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影响甚大。

对试件承压面平面度公差主要是靠试模内表面的平面度来控制，

而试件相邻面夹角公差不但靠试模相邻面夹角控制，而且还取决

与每次安装试模的精度。所以要使试件的形位公差符合要求，不

但应采用符合标准要求的试模来制作试件，而且必须对试模的安

装引起高度的重视。

3.3.1 规定了所有试件承压面的平面度公差为0.0005d。为方

便使用，列出各种试件对应的承压面的平面度的公差值:

                      表 1 试件承压面公差允许值

一 试件横截面边长(mm) 承压面平面度公差〔mm)

050
-075
-100

100
一150
一200

:一:一:
规定了各种试件相邻面夹角的公差为0.500

规定 了各种 试件边长的尺寸公差 为 lmmo



4 设 备

4.1 试 模

4.1.1 本条文对试模提出了详细的技术规定，规定了试模必须

符合 《混凝土试模》OG 3019)中技术要求的规定。为方便使用

单位，各种试模的技术要求见表2:

                      表2 试模的主要技术指标

部 件 名 称 } 技 术指 标
试模内表面 }光滑平整，不得有砂眼、裂纹及划痕

试模内表面粗糙度 }不得大于3.2t.m
组装后内部尺寸误差 }不得大干公称尺寸的1 0.2 %
组装后相邻面夹角 }9010.3'
试模内表面平整度 100- 不大于0.04.m

组装后连接面缝隙 不得大于0.2，

4.1.2 对试模定期检查，应根据试模的使用频率来决定，至少

每三个月应检查一次。

4.2 振 动 台

4.2.1 规定了振动台应符合的技术要求。其主要的技术要求见

表 30

表3 振动台的主要技术指标

部 件 名 称 一 技 术 指标
台面平整度 }平面度误差不应大于。.3mm
空载台面中心垂直振幅 0.5士0.02.m

空嘟己台面振幅均匀度 }不大于巧%
角 蔓乙与空载台面中心垂直振幅比 }不小于07
试模于固定装置 振动中试模无松动、无移动、无损伤

空载匆逐率 }50 2 3Hz
启动困[间 1不大于2s
制动时间 1不大于5s
空载噪声 一不大于85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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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本条包含三个内容:

    1 由法定计量部门检测;

    2 定期进行检测，周期一年;

    3 有计量检定证书。

    以上规定是为了保持各个不同试验室中的试验仪器设备的一

致性 。

4.3 压 力 试 验 机

4.3.1 本条文强调了压力试验机测量精度为士1%，试件破坏

荷载必须大于压力机全量程的20%且小于压力机全量程的80%;

尤其对于高强棍凝土，对压力试验机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原标准

中精度为2%的老式压力试验机，由于油泵和加压油缸磨损较

大，随荷载增高，油泵和加压油缸的漏油量也增大，到达全量程

的60%-70%时，就无法有效调节加荷速度，故不能满足试验

要求，从压力试验机生产厂调查得知，精度为2%的压力试验机

已是老产品，应属淘汰之例。

4.3.2 修订后，规定了压力试验机应具有加荷速度显示装置或

加荷速度控制装置，是为了便于操作人员可按本标准要求控制加

荷速度 。

4.3.3 修订后规定了压力试验机应具有有效期内的计量检定证

书，是为了保持各个不同试验室中的试验仪器设备性能指标的一

致性 ，其鉴 定周期为一年 。

4.4 微变w1guif仪

4.4.1 本标准中规定了微变形测量仪的精度。微变形测量仪可

采用千分表、电阻应变片侧长仪和激光测长仪等，但其测量精度

应符合本条的要求，其性能还应满足相关标准规定的要求。

4.4.2 规定了微变形测量仪的标距为150mmo

4.4.3 修订后规定了压力试验机应具有有效期内的计量检定证

书，鉴定周期为一年，是为了保持各个不同试验室中的试验仪器



设备性能指标的一致性。

                    4.5 垫块、垫条和支架

4.5.1 修订后将原标准的钢制弧形垫条改名为垫块，其形状尺

寸没有变 。

4.5.2 修订后将三合板垫层改名为垫条。

4.5.3 在做劈裂抗拉强度试验时，试件的对中很困难。试件对

中精度又影响试验结果精度。修订后增加了钢支架，使试验对中

变得很容易，从而提高了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的速度和精度。

4.‘ 钢 垫 板

    因为老的压力试验机，由于多年使用，上下压板有磨损现

象，特别是压板的中心，由于压试件处磨成凹状。其平整度严重

影响对压板平整度要对较高的高强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为提高高

强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的精度，避免试验误差，修订后在强度等

级不小于C60的抗压强度试验时，如压力试验机上下压板不符

合钢垫板要求时，必须使用钢垫板。

4.6.1 本条规定了钢垫板承压面积和最小厚度。

4.6.2 本条规定了钢垫板承压面平面度公差、表面硬度和硬化

层厚度。

4.7 其他f具和器具

    本节规定了本标准所用的其他量具和器具的规格:

4.7.1 钢板尺。

4.7.2 卡尺。

4·7.3 捣棒。



5 试件的制作和养护

试 件 的 制 作

5.1.1 叙述了混凝土试件制作的一般规定:

    1 成型前，应首先检查试模的尺寸，尤其是对高强混凝土，

应格外重视检查试模的尺寸是否符合试模标准的要求。特别应检

查150mm X 150mm X 150mm试模的内表面平整度和相邻面夹角

是否符合要求。150mm X 150mm X 150mm试模尺寸不符合要求

是尺寸换算系数降低的主要原因。

    2 规定了试验室拌制混凝土时材料用量的计量精度，与原

标准一致 。

    3 修订后规定了混凝土拌合物拌制后宜在 15min内成型，

一般在成型前要做坍落度试验，大约5一10min, 15min内成型

是完全做得到的。

    4 选择成型方式:坍落度不大于70mm宜用振动振实，大

于70mm宜采用捣棒人工捣实。但对于钻度较大的混凝土拌合

物，虽然坍落度大于70mm，也可用振动振实方式，以充分密

实，避免分层离析为原则;对拌合物稠度大于70mm的含气量较

大的混凝土，由于采用人工擂掩方法不利于混凝土排气，其强度

与实际结构混凝土相差较大，也可采用振动振实方法成型。

    5 修订后，本标准在附录A中增加了圆柱体试件的成型方

法。

5.1.2 规定了混凝土试件的制作步骤:

    1 规定了取样或拌制的混凝土拌合物至少应用铁锨来回拌

合三次，以确保混凝土拌合物的匀质性。

    2 根据混凝土拌合物稠度，选择成型方法;试件的制作有

振动台振实、人工插捣和插人式振捣棒振实三种成型方法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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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

        1)叙述了用振动台振实制作试件的方法，强调了试模应

牢牢地附着或固定在振动台上，振动台振动时，不容许有任何跳

动，振动持续至表面出浆为止;且应避免混凝土离析。

        2)叙述了用人工插捣制作试件的方法，与原标准基本-

致。

        3)修订后增加了在现场检验时用插人式振捣棒振实制作

试件的方法。

    3 修订后标准对用抹刀抹平试模表面的时间做了规定:在

混凝土临近初凝时抹平试模表面，是为了避免混凝土沉缩后，混

凝土表面低于试模而引起的试验误差。

5.2 试 件 的 养 护

5.2.1 规定了成型后应立即用不透水的薄膜覆盖，以防水份蒸

发。这一点对高强混凝土试件特别重要。尤其在干燥天气，高强

混凝土试件制作后没有立即覆盖而失水，会影响试件的早期Id,

3d甚至28d强度。

5.2.2 修订后试件的静停时要求的温度和时间没有改变，温度

为20士5℃，时间为一至二昼夜。标准养护室的温度和湿度由原

标准的温度从20土3℃、相对湿度90%以上提高到与ISO标准一

致的温度为20士2'C、相对湿度为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或温度

为20士2℃的不流动的Ca(OH):饱和溶液中养护。这点改进，对
高强混凝土试件非常重要。我们做过试验，对于150mm x

150mm x 150mm高强混凝土试件来说，在温度为20 1 3̀C;、相

对湿度为90%的养护室中养护28d的强度会降低 10%一15%a

这是因为高强混凝土的水灰比比较小、水泥用量较大、制作后试

件的密实度比较大，在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下，养护室中的

湿空气的蒸汽压力不能足以渗透到150mm x 150mm x 150mm的

试件内部，致使混凝土试件的强度降低。还规定，混凝土试件可

在温度为2012r-的不流动的Ca(OH)2饱和溶液中养护。强调



Ca(OH)2饱和溶液，是因为水泥石中存在Ca(OH):是水泥水化和

维持水泥石稳定的重要前提，如果养护水不是Ca(OH):饱和溶

液，那么混凝土中的Ca(OH)2就会溶出，就会影响水泥的水化

进程从而影响混凝土的强度。

5.2.3 规定了同条件养护试件的养护。

5.2.4 规定了标准养护龄期为 28d;非标准养护龄期一般为

Id, 3d, 7d, 60d, 90d和 180d.

5.3 试 验 记 录

5.31 规定了试验记录的内容。



6 抗压强度试验

6.0.1 说明了本方法适用于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圆柱

体抗压强度试验见附录Bo

6.0.2 说明了试件尺寸应符合的规定。

6.0.3 说明了试验设备应符合的规定，修订后强调了当混凝土

强度等级)C60时压力试验机上、下压板不符合钢垫板的技术要

求时，压力试验机上、下压板与试件之间应各垫以符合本标准第

4.6节要求的钢垫板。有关试验说明垫钢垫板后高强混凝土试件

的抗压强度显著提高，其原因是高强混凝土试件对钢垫板的承压

面要求较高，包括对平整度、硬度的要求。还规定试件周围应设

置防崩裂网罩，以免高强混凝土试件在破坏时突然崩裂射出的试

件碎块伤人。

6.0.4 规定了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的试验步骤，修订后增加了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C60时的加荷速度。加荷速度对高强混凝土

试件的试验结果影响很大。对l00mm立方体试件，由于破坏荷

载小，加荷速度容易控制;而150mm立方体试件，由于破坏荷

载大，到接近破坏阶段，尽管油门已开至最大，加荷速度还是达

不到规定的要求，结果破坏荷载就会明显减小而不能正确反映混

凝土的真实强度。

6.0.5 规定了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的计算方法和如何确定立方

体抗压强度值。修订后根据高强混凝土的特殊性，规定了当混凝

土强度等级)C60时，宜采用标准试件;使用非标试件时，尺寸

换算系数应由试验确定。在高强混凝土尺寸换算系数尚有争论的

情况下，其目的有以下两点:

    1 强调高强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以标准试件为准。

    2 强调尺寸换算系数用试验确定。目的是为了纠正高强混



凝上尺寸换算系数随高强混凝土强度的提i"i IN降低的错误规定

其真正的原囚是以前的高强混凝土众力体抗压强度试验方法不标

准。编制组通过大量的试验证实100mm X 100mm X IOOmrn试件

的尺寸换算系数还是0.95。验证高强混凝十100mm X I00mm X

I OOmn:试件 的尺 寸换算 系数试验 的要点 如下 :

    1)试模必须符合 《混凝土试模》(1G 3019)中技术要求的

规定

    2)在fal一振动台上必须成对成型 150mn:立方体和 100mm

命_方体试件，还应防止过振;成型后应立即在试模上盖上塑料

布 。

    3)养护必须在相对湿度95%以F环境 (或为雾室)的标准

养护室或在氢氧化钙饱和溶液中养护。

    4)压力试验时，150mm立方体试件上下应加标准钢414.板。

    5)加荷速度必须符合本标准第6.0.4条的t求，儿其足对

150- 立方体试件在接近破坏时必须保持标准要求的加荷速度

    6)确定尺寸换算系数的试件组数必须大十20对

6.0.6 规定r试验报告的内容。



7 轴心抗压强度试验

7.0.1 说明了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测定棱柱体混凝土试件的轴心

抗压强度 。

7.0.2 说明了测定轴心抗压强度的棱柱体混凝土试件应符合的

规定 。

7.0.3 说明了试验设备应符合的规定。
7.0.4 规定了轴心抗压强度试验的试验步骤，修订后增加了当

混凝土强度等级)C60时的加荷速度。

7.0.5 规定了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的计算方法和如何确定抗压

强度值。修订后根据高强棍凝土的特殊性，规定了当混凝土强度

等级)C60时，宜采用标准试件;使用非标试件时，尺寸换算系

数应由试验确定。

7.0.6 规定了试验报告的内容。



8 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

8.0.1 说明了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测定棱柱体混凝土试件的静力

受压弹性模量，圆柱体试件的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见附录

C。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的试验方法在修订后有了较大的变

动，经过编制组全体成员的努力和试验验证，修订后的试验方法

不但与ISO试验方法完全一致，而且试验结果也与原试验方法

的试验结果一致。

8.0.2 说明了测定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的试件应符合的规

定 。

8.0.3 说明了试验设备应符合的规定。

8.0.4 规定了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的试验步骤。修订后的静

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方法与原试验方法有以下不同:

    1 原试验方法先预压3次再对中读数;修订后新试验方法

先读数对中，然后预压2次，在预压时必须持荷60s.

    2 原试验方法只对l00mm X l00mm截面非标准试件要求

对中;修订后新试验方法不但对l00mm X l00mm截面非标准试

件要求对中，而且对标准试件也要求对中。

    3 原试验方法在读数前的持荷时间为30s，对读数时间未

作出规定:修订后新试验方法在读数前的持荷时间为60s，并要

求在以后的30s内读数。

    4 原试验方法要求最后两次试验的变形值相差应不大于

0.00002的测量标距，否则还应进行第6次或第7次试验;修订

后的新试验方法无此要求。

    总之修订后的试验方法不但完全与 ISO标准一致，而且对

新旧试验方法进行了对比试验。对比试验说明:新试验方法简化

了原试验方法，其试验结果与原方法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8.0.5 规定了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的计算方法和如何确定静

力受压弹性模量值。

8.0.6 规定了试验报告的内容。



9 劈裂抗拉强度试验

9.0.1 说明了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测定立方体混凝土试件的劈裂

抗拉强度试验，劈裂抗拉强度试验基本上与原试验方法一致。圆

柱体试件的劈裂抗拉强度试验，见附件Do
，.0，2 说明了测定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的立方体混凝土试件应符

合 的规定 。

，。，3 说明了试验设备应符合的规定。

9.0.4 规定了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的试验步骤。由于劈裂抗拉强

度试验的对中较困难，而且由于对中误差，也会导致较大的试验

误差。所以修订后的试验步骤中规定了为保证对中精度和提高试

验效率，可把垫条和试件安装在定位架上使用，并给出了定位架

示意图 。

9.0.5 规定了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的计算方法和如何确定劈裂抗

拉强度值。

9.0.6 规定了试验报告的内容。



10 抗折强度试验

10.0.1 说明了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测定立方体混凝土试件的抗

折强度试验，抗折强度试验基本上与原试验方法基本一致。

10.0.2 说明了测定抗折强度试验的棱柱体混凝土试件应符合

的规 定。

10.0.3 说明了试验设备应符合的规定。对试验加荷及其设备

提出明确的要求:荷载必须均匀、连续和可控。试验的荷头改弧

形顶面为圆柱体面。

10.0.4 规定了抗折强度试验的试验步骤。修订后的试验方法

与原试验方法不同的是规定试件的支座其中一个应为铰支。还规

定了高强混凝土抗折强度试验的加荷速度以及高强棍凝土抗折强

度试验采用非标准试件时，尺寸换算系数应由试验确定。

10.0.5 规定了抗折强度试验的计算方法和如何确定抗折强度

值，对原标准的计算公式进行了更正。

10.0.6 规宁了试验报告的内容。



附录 A 圆柱体试件的制作和养护

A.0.1

A.0.2

A.0.3

要求。

A.0.4

      1

说明本方法适用于圆柱体度件的制作和养护。

规定了圆柱体试件的尺寸以及粗骨料的最大粒径。

规定了试模、试验用振动台、捣棒等用具和压板的技术

规定了圆柱体试件制作的方法。

规定了在试验室制作混凝土试件时，试件的成型方法应

根据拌合物的稠度确定，当混凝土拌合物的稠度大于70mm，但

对于勃度较大的混凝土拌合物，虽然坍落度大于70mm，也可用

振动振实方式成型，以充分密实，避免分层离析为原则:对拌合

物稠度大于70mm的加气量较大的混凝土，由于采用人工插捣方

法不宜混凝土排气，其强度与实际结构混凝土相差较大，也可采

用振动振实方法成型。

    1)说明了采用人工插捣制作试件的步骤。

    2)说明了采用插人式振捣棒制作试件的步骤，强调应分两

层浇注;在插捣次数上，做了原则规定:每6000m时 插捣一次。

按此要求计算，直径为200mm, 150mm和 l00mm的试件的插

捣次数分别为5次、3次和1次。之所以没有写进正文，是因为

插捣次数和时间应以充分密实，避免分层离析为原则，应根据实

际情况，增加或减少插捣次数和时间。

    3)说明了采用振动台振实制作试件的步骤。

    2 与立方体试件不同，成型后混凝土表面应比试模顶面低

1一2mm，以便对端面的平整处理。

A.0.5 说明了试件找平层处理的方法。

    1 拆模前用于试件端面找平层的水泥浆，宜与试件中混凝

土的水灰比相同。找平层处理后24h才能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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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定了试件端面找平层处理后应与试件的纵轴垂直及端

面 的平 整度。

      3

A.0.6

规定了不进行端面找平层处理时应将试件的上端面磨平。

规定了试件的养护，其要求与立方体试件的养护相同，

符合本标准第5.2节的规定。



附录B 圆柱体试件抗压强度试验

B.o.1 说明了本方法的适用范围。

    圆柱体和立方体试件按抗压强度划分的抗压强度等级的相互

关系，见ISO按抗压强度划分的抗压强度等级表 (见表a)e

              表 4  ISO按抗压强度划分的抗压强度等级表

混凝土强度等级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 (NIP.)

圆拄体试件 0150..x 300mm立方体试件 150nm x 15011ll   x 150mm

C2/2.5 2.0 2.5

以 /5 4.0 5.0

C6刀 .5 6.0 7.5

CS/10 e.0 10.0

010/12.5 10.0 12.5

C12/15 12.0 15.0

C16/20 16.0 20.0

C20/25 20.0 25.0

C25/30 25.0 30.0

C30/35 30.0 35.0

C35/40 35.0 40.0

C40/45 40.0 45.0

(琦5/50 45.0 50.0

C50/55 50.0 55.0

B.0.2

定 。

B.0.3

说明了测定圆柱体试件抗压强度试验的试件应符合的规

说明了压力试验机应符合的条件。



B.0.4 规定了圆柱体试件抗压强度试验步骤。
B.0.5 规定了圆柱体试件试验结果计算和确定方法。

    对于高强混凝土，国外的有关试验表明，试件抗压强度从

72MPa至126MPa，在采用0100mm X 200mm非标准试件时，其

尺寸换算系数为0.95。而 ASTM建议高强混凝土 似OOmm X

200mm非标准试件的尺寸换算系数为 0.96。本标准规定

0100mm X 200mm非标准试件的尺寸换算系数一律为0.950

B.0.6 规宁 了圆林休杭压强度试验报告 的内容



附录 C 圆柱体试件静力

受压弹性模量试验

    圆柱体试件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方法与棱柱体试件的试验

方法基本一致，只是试件形状不一样。

C.o.1 说明了本试验方法适用圆柱体试件的静力受压弹性模量

试 验。

C.o.2 说明了测定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的试件应符合的规定

及数量 。

C.0.3 说明了试验设备应符合的规定。

C.0.4 规定了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的试验步骤。

C.0.5 规定了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的计算方法和如何确定静

力受压弹性模量值。

C.0.6 规宁了试验报告 的内容 八



附录D 圆柱体试件劈裂

抗拉强度试验

    圆柱体试件劈裂抗拉强度试验方法与立方体试件的试验方法

基本一致，只是试件形状不一样。

D.0.1 说明了本试验方法适用于圆柱体试件的劈裂抗拉强度试

验 。

D.0.2 说明了测定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的圆柱体试件应符合的规

定 。

D.0.3 说明了试验设备应符合的规定。

D.0.4 规定了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的试验步骤。由于劈裂抗拉强

度试验的对中较困难，而且由于对中误差，也会导致较大的试验

误差。试验步骤中规定了为保证对中精度和提高试验效率，可把

垫条和试件安装在定位架上使用，并给出了定位架示意图。

D.0.5 规定了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的计算方法和如何确定劈裂抗

拉强度值。

D.0.6 规定了试验报告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