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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20-66624679 13719148859

产品详情

江门拌合用水氯离子检测 不溶物检测 PH测试 

据砂石骨料网了解，《标准》对混凝土生产原材料、拌合物、硬化混凝土均提出了氯离子控制要求，掺
合料、外加剂、拌合用水等也纳入氯离子控制范围。

《标准》要求，每批砂进场时，必须进行氯离子含量检验；建设用砂不宜采用海砂，严禁使用未经淡化
处理的海砂；海砂不得用于预应力混凝土。

同时，《标准》还对检测频率、规则等进行规定，提出了详细的检测方法。

原材料氯离子含量控制规定

水泥

水泥中的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0.10%。

建筑用砂

钢筋混凝土用砂的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0.03%，预应力混凝土用砂的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0.02%。

建筑石子

对存在氯盐侵蚀风险且非封闭存储的混凝土用石子，应参照砂中氯离子含量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进行
控制。

掺合料

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硅粉等掺合料中的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0.06%。



外加剂

外加剂中的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0.6%。

拌合用水

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拌合用水中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1000mg/L；对于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拌合水中氯
离子含量不得超过500mg/L。对于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的结构混凝土，拌合水中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500
mg/L。

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含量控制规定

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的混凝土结构，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大含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大含量不得超过0.06%。

硬化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控制规定

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的混凝土结构，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大含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的混凝土结构，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大含量不得超过0.06%。

检验规则

原材料中氯离子含量检验

1 原材料进场时，原材料供应商应提供该批次材料的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型式检验等质量证明文件
，特殊材料还应具有使用说明书。

2 原材料出场合格证或出厂检验报告应注明氯离子含量，进场检验的氯离子含量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建设用砂应每批进行氯离子含量检验；

受氯盐侵蚀影响的石子应按砂氯离子含量的技术要求，每批进行氯离子含量检验；

胶凝材料应用时，应进行氯离子含量检验。同厂家、同品牌、同品种的水泥、粉煤灰和矿渣粉等胶凝材
料每年应进行不少于1次氯离子含量检验；

外加剂应用时，应进行进行氯离子含量检验。同厂家、同类型的外加剂，每季度应进行不少于1次氯离子
含量检验；

拌合用水氯离子含量检验应符合《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的规定，自来水不作检验要求；

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含量检验

1 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交货检验。出厂检验的取样和试验工作由混凝土供方实施，
交货检验的取样和试验工作由混凝土需方实施。

2 同一砂源的混凝土出厂前，由供方进行不少于1次拌合物水溶性氯离子检验。



3 同一工程、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含量交货检验不应少于1次，由第三方检测机构
负责检验；当混凝土原材料发生变化时，应重新对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含量进行检验。

4 混凝土生产企业，每年应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同一配合比混凝土进行不少于1次拌合物氯离子检验。

5 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工程质量控制需要，可随机在浇注地点取样进行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检验。

6 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出厂检验不合格时不得出厂，交货检验不合格时混凝土应进行退货处理。

硬化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检验

1 混凝土应进行硬化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检验，对于重点工程或设计有特殊要求时宜采用酸溶法，均应满
足本标准要求。

2 同一工程、同一强度等级混凝土，硬化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检测数量应不少于1组。

3 硬化混凝土氯离子检测应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4 硬化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检测结果符合表4.3.1的规定时，判为合格。当出现不合格时，应对同一批次实体
混凝土双倍取样按酸溶法进行复检，若复检结果全部合格，判为合格，若复检结果仍有不合格，判为不
合格。

5 当混凝土氯离子按配合比计算的混凝土氯离子含量理论计算值或拌合物氯离子含量检测不合格，且已
应用于工程混凝土时，应对该批次及相邻两批次硬化混凝土进行氯离子检测。终以硬化混凝土氯离子检
测结果为准。

6 硬化混凝土氯离子含量存在争议时，应以酸溶性氯离子含量作为终结果进行评定。

7 当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不合格时，应由施工单位和混凝土生产单位提出总结分析报告及质量事故
预案，并通过专家论证评估后，制定后续专项处理技术方案，经设计复核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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