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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验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信阳市第三方主体结构检测机构   。主体结构检测主体
结构检测机构---主体结构检测费用主体结构检测内容主体结构检测***主体结构检测机构---***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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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主体结构检测方法??

1.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

检测技术?4.1??一般规定?

4.1.1??检测前宜具有下列资料；?

1??工程名称及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名称；?2??结构或构件名称、混凝土设计强度
等级及施工图纸；?

3??水泥品种、用量、厂名、出厂日期及强度、---性检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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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等；?4??施工时材料计量情况、模板类型、混凝土浇注和养护情况及成型日期
；?5??结构或构件的试块混凝土强度试压资料以及相关的施工技术资料；?6??结构或构件存在的质量问题
。?

4.1.2??回弹法检测结构或构件混凝土强度可采用两种方式：?

1??单个构件检测：适用于单个柱、梁、墙、基础等的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其检测结论不得扩大到未检
测的构件或范围。?2??按批抽样检测：适用于同一检测批构件的检测。同一检测批构件总数不应少于9个
，否则，应按单个构件检测。?



大型结构按施工顺序可划分为若干个检测区域，每个检测区域作为一个独立构件，根据检测区域数量，
可选择单个构件检测，也可选择按批抽样检测。?

4.1.3??按批抽样检测时，应进行随机抽样，且抽测构件小数量应符合表4.1.3规定。?表4.1.3??随机抽测构件
小数量?

同一检测批构件总数?9～15?16～25?26～50?51～90?91～150?抽测构件小数量?5?8?13?20?32?

同一检测批构件总数?151～280?281～500?500～1200?1201～3200?3201～3200?抽测构件小数量?50?80?125?200?
315?

4.1.4??每一结构或构件的测区，应符合下列要求：?

1??单个构件检测时，每一结构或构件测区数不应少于10个，对某一方向尺寸小于4.5m且另一方向尺寸小
于0.3m的构件，其测区数量可适当减少，但不应少于5个；?

2??按批抽样检测时，应根据结构或构件类型和受力特征布置测区，测区数量不得少于3个；??

3??相邻两测区的间距应控制在2m以内，测区离构件端部或施工缝边缘的距离不宜大于0.5m，且不宜小于
0.1m；?

4??测区宜选在使回弹仪处于水平方向，检测混凝土浇注侧面。当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时，方可选在使回弹
仪处于非水平方向，检测混凝土浇注侧面及浇注顶面或底面；?

5??测区宜选在构件的两个对称可测面上，也可选在一个可测面上，且应均匀分布。在构件的受力部位及
薄弱部位必须布置测区，并应避开预埋件；?

6??测区的面积宜控制在0.04m2；?

7??检测面应为原状混凝土面，应避开蜂窝、麻面；并应清洁、平整，不应有装饰层、疏松层、浮浆、油
垢，否则要将装饰层、疏松层和杂物清除，并将残留的粉末和碎屑清理干净；?

8??对于弹击时会产生颤动的薄壁、小型构件应设置支撑固定。?

4.1.5??结构或构件的测区上应标有清晰的编号，---时在记录纸上描述测区布置示意图和外观质量情况。?4
.1.6??结构或构件的每一测区，宜---行回弹检测，再测量碳化---。?

4.1.7??非同一测区内的回弹值、碳化---值，在计算混凝土强度换算值时不得混用。?4.2??回弹值测量与计
算?

4.2.1??测点宜在测区范围内均匀分布，相邻两测点的净距不宜小于20mm，测点距构件边缘或外露钢筋、
预埋件的距离不宜小于30mm。测点不应布置在气孔或外露石子上，同一测点只允许弹击一次。每一测区
应记取16个回弹值，每一测点的回弹值读数至1。?4.2.2??计算测区平均回弹值，应从该测区的16个回弹值
中，剔除3个---值和3个小值，然后将余下的10个回弹值按下列公式计mm。?4.3.3??各测区的平均碳化---值
按下式计算：（4.3.3）?式中??dm——测区的平均碳化---值，至0.5mm；?di——第i次测量的碳化---值，至
0.5mm；?n——测区的碳化---测量次数。?

4.3.4??按公式（4.3.3）计算出的平均碳化---值dm如大于6mm，则平均碳化---值dm按等于6mm计算。?4.4?
?钻芯修正?

4.4.1??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钻芯修正或利用同条件养护立方体试块的抗压强度进行修正，也可



采用其它有效方法：?1??龄期超过1100天；?2??流动性较大的泵送混凝土；?

3??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值有大于50mpa者；?4??对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值有怀疑时。?

4.4.2??采用钻芯法修正时，钻取芯样数量应遵守下列规定：?1??单个构件检测时，至少钻取1个芯样；?

2??按批抽样检测时，钻取芯样数量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4.3??采用钻芯法修正，修正量按计算方法不同分为总体修正量和局部修正量，宜优先选用总体修正量的
方法。总体修正量是用芯样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与回弹法全部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
值的平均值?的差值作为修正量。?

总体修正量方法中的芯样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推定区间的置信度不小于0.9，推定区间上
限值与下限值的差值?不宜大于5.0mpa和0.1?两者的较大值。当推定区间置信度为0.9时，推定区间的平均
值?、标准差?和上限值与下限值的差值?按下式计算：

单位及时进行修补，以---其正常工作。

主体结构检测***主体结构检测机构---***主体结构检测费用***主体结构检测内容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
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

2.钻芯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

1?总则?

1.0.1?钻芯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依据标准为<钻芯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dbj14-029-2004）（
以下简称“本规程”）。?1.0.2?本规程适用于从在建工程和既有工程的结构中钻取混凝土芯样，检测混凝
土强度。?

1.0.3?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不应代替现行标准规定的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方法。在正常情况下，混
凝土强度的验收与评定应按现行的---<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和<混凝土强
度检验评定标准>（gbj107-87）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当对结构或构件的混凝土强度有怀疑或争议时，按本
规程推定的结构混凝土强度可作为结构混凝土质量的评判依据之一或结构性能鉴定的依据之一。?

1.0.4?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主要用于下列情况：?

1?对立方体试块抗压强度的测试结果有怀疑或因材料、施工、养护---而发生混凝土质量问题时；?2?混凝
土遭受冻害、火灾、化学侵蚀或其他损害时；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02）的要求。??

4[color=#dc143c]?检测技术?4.0.1?检测前宜具有下列资料：?

1?工程名称及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名称；?2?结构或构件种类、外形尺寸及数量；?
3?成型日期、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

4?结构或构件混凝土的原材料（水泥、粗骨料、细骨料等）和试块抗压强度试验报告以及相关的施工技
术资料；?5?结构或构件质量状况和施工中存在问题的记录；?6?有关的结构设计图和施工图等。?

4.0.2?芯样试件的直径应为75mm、100mm或150mm，且不应小于骨料---粒径的2倍。在相同检测条件下，
当同一结构或构件75mm、100mm、150mm直径芯样的强度换算值不同时，应采用大直径芯样检测结果。



带有明显缺陷和加工不合格的芯样，不得作为混凝土强度检测用的芯样试件。?

4.0.3?当需检测结构或构件较多时，采用回弹法、超声回弹综---、后装拔出法等与钻芯法综合检测，形成
钻芯修---，用钻芯法检测结果对其它检测方法测得结果进行修正，使检测结果更---，可减少对结构损害
。如有---，也可单独使用钻芯法推定结构或构件混凝土强度。?

4.0.4?钻芯法检测结构或构件混凝土强度可采用两种方式：?

1?单个构件检测：适用于单个柱、梁、墙、基础等的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其检测结论不得扩大到未检
测的构件或范围。?

2?按批抽样检测：适用于同楼层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同，原材料、配合比、成型工艺、养护条件基本一致
且龄期相近的同种类构件的检测。同一检测批构件总数不应少于9个，否则，应按单个构件检测。?

大型结构按施工顺序可划分为若干个检测区域，每个检测区域作为一个独立构件，根据检测区域数量，
可选择单个构件检测，也可选择件应在潮湿状态进行试验。?

7.0.2?芯样试件以自然干燥状态进行试验时，应根据端面加工方法确定在室内自然干燥的时间；芯样试件
以潮湿状态进行试验时，芯样试件应在20±5℃的清水中浸泡3天，从水中取出后立即进行试验。?

7.0.3?芯样试件的抗压强度试验应按现行---<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gb50081-2002）中对立方体
试块抗压强度试验的规定进行。?9?混凝土强度的推定?9.1单个构件检测?

9.1.1?以单个构件芯样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中的小值作为构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9.1.1)?

式中??——结构或构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至0.1mpa；?

?——单个构件检测时，芯样试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中的小值，至0.1mpa。??

9.2?按批抽样检测?

9.2.1?按批抽样检测时，推定值的置信度宜为0.95。在有充分依据或---工程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置信度可
适当降低，但不得低于0.75。?9.2.2?按批抽样检测时，该批构件混凝土强度变异系数应控制在表9.2.2的范
围内，否则，应按本规程第9.2.3条的要求进行处理。

表9.2.2 测区混凝土强度的变异系数限值 测区混凝土强度的平均值 ≤25mpa 25～50mpa ***50mpa 变异系数
≤0.20 ≤0.15 ≤0.12 9.2.3
当不能满足本规程第9.2.2条要求时，可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采取下列措施，并在检测报告中注明： 1
分析施工条件及检测结果，重新划分检测批。 2 增加芯样试件的数量。
3若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能满足要求，或---采取上述措施时，宜按本规程9.1.1条提供单个构件检测的结果。
9.2.4 按批抽样检测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下式计算： （9.2.4） 式中
——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至0.1mpa； k
——按批抽样检测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系数，根据不同的置信度按附录c查得。

主体结构检测***主体结构检测机构---***主体结构检测费用***主体结构检测内容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
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3.混凝土内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第二章 混凝土内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1 总 则 1.0.1 为加强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统一本省混凝土内部钢筋位置和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方法，提高各检测单位检测精度，
制定本检测规程，混凝土内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依据标准为<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02）。 1.0.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内部钢筋位置和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1.0.3



混凝土结构内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除满足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1 术语 2.1.1电磁感应法钢筋探测仪检测方法 由单个或多个线圈组成的探头产生电磁场，当钢筋或
其它金属物---于该电磁场时，磁力线会变形。金属所产生的干扰导---磁场强度的分布改变，被探头探测
到，通过仪器显示出来。如果对所检测的钢筋尺寸和材料进行适当的标定，可以用于检测钢筋位置、直
径及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2.1.2雷达仪检测方法 由雷达天线发射电磁波，从与混凝土中电学性质不同的物
质如钢筋等的界面反射回来，并再次由混凝土表面的天线接收，根据接收到的电磁波来检测反射体的情
况。 2.1.3实际钢筋保护层厚度
对于光圆钢筋，为混凝土表面与钢筋表面间的小距离，对于带肋钢筋，其值如图2.1.3所示。 图2.1.3
带肋钢筋保护层厚度c ≈c 2.1.4指示钢筋保护层厚度 检测时仪器显示的钢筋保护层厚度 。
2.1.5钢筋的示值直径 检测时仪器指示的钢筋直径。 2.1.6钢筋位置的测试偏差
仪器所指示的钢筋轴线与钢筋实际轴线之间的小距离。 2.2 符号 c
表9.2.2?测区混凝土强度的变异系数限值?

测区混凝土强度的平均值?≤25mpa?25～50mpa?***50mpa?变异系数?≤0.20?≤0.15?≤0.12??

9.2.3?当不能满足本规程第9.2.2条要求时，可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采取下列措施，并在检测报告中注明：?
1?分析施工条件及检测结果，重新划分检测批。?2?增加芯样试件的数量。?

3若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能满足要求，或---采取上述措施时，宜按本规程9.1.1条提供单个构件检测的结果。
?9.2.4?按批抽样检测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下式计算：???????????????????????????（9.2.4）?

式中??——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至0.1mpa；?

k?——按批抽样检测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系数，根据不同的置信度按附录c查得。??

3.混凝土内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第二章??混凝土内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1??总????则?

1.0.1??为加强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统一本省混凝土内部钢筋位置和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方法，提高
各检测单位检测精度，制定本检测规程，混凝土内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依据标准为<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1.0.2??本规程适用于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内部钢筋位置和钢筋保
护层厚度检测。?

1.0.3??混凝土结构内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除满足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
定。??2??术语?2.1??术语?

2.1.1电磁感应法钢筋探测仪检测方法?

由单个或多个线圈组成的探头产生电磁场，当钢筋或其它金属物---于该电磁场时，磁力线会变形。金属
所产生的干扰导---磁场强度的分布改变，被探头探测到，通过仪器显示出来。如果对所检测的钢筋尺寸
和材料进行适当的标定，可以用于检测钢筋位置、直径及混凝土保护层厚度。?2.1.2雷达仪检测方法?

由雷达天线发射电磁波，从与混凝土中电学性质不同的物质如钢筋等的界面反射回来，并再次由混凝土
表面的天线接收，根据接收到的电磁波来检测反射体的情况。?2.1.3实际钢筋保护层厚度?

对于光圆钢筋，为混凝土表面与钢筋表面间的小距离，对于带肋钢筋，其值如图2.1.3所示。???

图2.1.3?带肋钢筋保护层厚度c?≈c??2.1.4指示钢筋保护层厚度?



检测时仪器显示的钢筋保护层厚度?。?2.1.5钢筋的示值直径?检测时仪器指示的钢筋直径。?2.1.6钢筋位置
的测试偏差?

仪器所指示的钢筋轴线与钢筋实际轴线之间的小距离。?2.2?符号?c??

3.2.3??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仪器进行校准：?1??新仪器启用前；?2??超过校准有效期限；?

3??检测数据异常，无法进行调整；?

4??经过维修或更换主要零配件（如探头、天线等）。?3.3?电磁感应法钢筋探测仪检测技术?

3.3.1??检测前应根据检测结构构件所采用的混凝土，对电磁感应法钢筋探测仪进行校准，校准方法见附录
a。?

3.3.2??当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与钢筋直径比值小于2.5且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小于50mm时，测试误差不应
大于±1mm，其它情况下不宜大于±5%。?

3.3.3??检测前应先对被测钢筋进行初步定位。?

3.3.4??进行钢筋位置检测时，探头有规律地在检测面上移动，直到仪器显示接收信号---或保护层厚度值
小时，结合设计资料判断钢筋位置，此时探头中心线与钢筋轴线基本重合，在相应位置做好标记。按上
述步骤将相邻的其它钢筋逐一标出。?3.3.5??钢筋定位后可进行保护层厚度的检测：?

1??设定好仪器量程范围及钢筋直径，沿被测钢筋轴线选择相邻钢筋影响较小的位置，并应避开钢筋接头
，读取指示保护层厚度值c?。每根钢筋的同一位置重复检测2次，每次读取1个读数。?

2??对同一处读取的2个保护层厚度值相差大于1mm时，应检查仪器是否偏离标准状态并及时调整（如重
新调零）。不论仪器是否调整，其前次检测数据均舍弃，在该处重新进行2次检测并再次比较，如2个保
护层厚度值相差仍大于1mm，则应该更换检测仪器或采用钻孔、剔凿的方法核实。?

注：大多数仪器要求钢筋直径已知方能检测保护层厚度，此时仪器必须按照钢筋实际直径进行设置。?

3.3.6??当实际保护层厚度值小于仪器小示值时，可以采用附加垫块的方法进行检测。宜优先选用仪器所附
的垫块，自制垫块对仪器不应产生电磁干扰，表面光滑平整，其各方向厚度值偏差不大于0.2mm。所加
垫块厚度c?在计算时应予扣除。?

3.3.7??检测钢筋间距时，应将连续相邻的被测钢筋一一标出，不得遗漏，并不宜少于7根钢筋，然后量测-
--根钢筋和---一根钢筋的轴线距离，并计算其间隔数。?

3.3.8??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选取至少30％的钢筋且不少于6处（当实际检测数量不到6处时应全部抽取
），采用钻孔、剔凿等方法验证：?



1??仪器要求钢筋直径已知方能确定保护层厚度，而钢筋实际直径未知或有异议；?2??钢筋实际根数、位
置与设计有较大偏差；?3??采用具有铁磁性原材料配制的混凝土；?

4??构件饰面层未清除的情况下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5??钢筋以及混凝土材质与校准试件有---差异。?

3.3.9??钻孔、剔凿的时候不得损坏钢筋，实测采用游标卡尺，量测精度为0.1mm。?3.4?雷达法检测技术?

3.4.1??雷达法适用于结构和构件的大面积扫描检测。检测前应根据检测结构构件所采用的混凝土，对雷达
仪进行介电常数的校准，校准方法见附录b。?

3.4.2??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测误差宜小于±2mm，任何情况下不得大于±5%；钢筋间距的测试偏差宜小
于±3mm，任何情况下不得大于±5%。?

3.4.3??根据工程资料，确定检测条件，选择满足检测精度要求的仪器，---时应进行实验室标定。?

3.4.4??根据被测结构或构件中钢筋的排列方向，雷达仪探头或天线垂直于被测钢筋轴线方向扫描，仪器采
集并记录下被测部位的反射信号，经过适当处理后，仪器可显示被测部位的断面图象，根据显示的钢筋
反射波位置可推算钢筋---和间距。?3.4.5??检测钢筋间距时，被测钢筋根数不宜少于7根(6个间隔)。?

3.4.6??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选取至少30％的钢筋且不少于6处（当实际检测数量不到6处时应全部抽取
），采用钻孔、剔凿等方法验证。?

1钢筋实际根数、位置与设计有较大偏差或无资料可参考时；?2采用具有铁磁性原材料配作的混凝土3?混
凝土含水率较高，或者混凝土材质与校准试件差别较大；?4?饰面层电磁性能与混凝土有较大差异；?5?钢
筋以及混凝土材质与校准试件有---差异。?

3.4.7??钻孔、剔凿的时候不得损坏钢筋，实测采用游标卡尺，量测精度为0.1mm。?3.5?检测数据处理?

3.5.1??按下式计算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平均值：?c?=(?+?－2c?)/2?????????(3.5.1)?

式中???c?——第i测点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平均值，至0.5mm；??、?——---、2次检测的指示保护层厚度
值，至1mm；。?c?——探头垫块厚度，至0.1mm。?

3.5.2??当采用钻孔剔凿方法验证时，应该按下式确定修正系数：???????????????????(3.5.2)?

式中????——修正系数，至0.01；?

ci——第i测点钢筋的实际保护层厚度值，至0.5mm；?

然后将该修正系数乘以指示保护层厚度平均值，得出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值。?

3.5.3??检测钢筋间距时，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绘图方式给出结果，可分析被测钢筋的---间距、小间距
，并按下式计算平均钢筋间距s：?

????????????????????????????????????????????????????????(3.5.3)?式中???s——钢筋平均间距，至1mm；?l——n个钢筋
间距的总长度，至1mm。?

4??检测结果判定?

4.0.1??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时，纵向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允许偏差，对梁类构件为+10mｍ，-7mｍ；对
板类构件为?+8mｍ，-5mm。?4.0.2??对梁类、板类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应分别进行验收。?4.0.



3??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全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的合格点率为９０％及以上时，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验结果应判为合格
；?

２??当全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的合格点率小于90％但不小于８０％，可再抽取相同数量的构件进行检
验；当按两次抽样总和计算的合格点率为９０％及以上时，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验结果仍应判为合格；?

３??每次抽样检验结果中不合格点的---偏差均不应大于4.0.1条规定允许偏差的1.5倍。???

附录a?电磁感应式钢筋探测仪的校准方法?a.1?校准试件的制作?

a.1.1??可根据仪器对于隔离材料的敏感程度任意选择下列一种方法制作校准用试件：?

1?采用对仪器不产生电磁干扰的混凝土、木材、塑料、环氧树脂等材料，制作长方体试件，将一定直径
的一根钢筋预埋于其中，钢筋埋置时两端应露出试件，长度宜为50mm以上。试件表面应平整，钢筋轴线
平行于试件表面，从试件四个侧面量测其钢筋的埋置---应不相同，并且钢筋两外露端面至试件四个平行
表面的垂直距离差应在0.5mm之内。试件的尺寸、钢筋埋深可根据仪器的量程设定。宜选择直径为16mm
～25mm的钢筋，其埋置---的变动幅度宜在10mm～60mm之间。试件尺寸可参考图a.1。????

图a.1?校准用试件尺寸示意图?

1－直径16mm钢筋??????2－校准试件?

2?用平整的、对仪器不产生电磁干扰的、具有一定厚度的平板若干，其四边的厚度差不超过0.2mm，作为
垫在钢筋上的隔离材料。?3采用对仪器不产生电磁干扰的混凝土、木材、塑料、环氧树脂等材料，制作
长方体试件，在试件中预留若干与试件表面平行的孔，各孔与试件表面的距离不同，距离至少应为10mm
～60mm之间，且孔两端与试件表面的小距离偏差不得大于0.5mm。孔的直径略大圆钢制作，其间距宜为
100mm～150mm，钢筋保护层---应覆盖15mm、40mm、65mm、90mm四个区段，每种保护层厚度的钢筋
网至少应有8段间距。钢筋两端应外露，其两端保护层厚度差不得大于0.5mm，否则应重新制作试件。?

b.1.4制作混凝土的原材料均不得含有铁磁性，试件浇注后7d内应浇水并覆盖养护，7d后采用自然养护，
试件应在混凝土龄期达到28d以后使用。??

b.2?校准项目和指标要求?

b.2.1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测试偏差，宜小于±2mm，任何情况下不得大于±5%。?b.2.2?钢筋间距的测试偏
差，宜小于±3mm，任何情况下不得大于±5%。??

b.3?校准步骤?

b.3.1?校准过程中应始终---仪器供电电压稳定、电源充足，并使外界的电磁干扰降到小。?b.3.2?用校正介
电常数的试块对雷达仪进行校正。?

b.3.3?在外露钢筋的两端，用钢卷尺量测6段钢筋间距内的总长度，取平均值，并计算钢筋的实际平均间
距，至1mm。同时用游标卡尺量测钢筋两外露端面实际保护层厚度值，取其平均值，至0.1mm。?

b.3.4?正确操作仪器，在试件上进行扫描，标记出仪器所---的钢筋轴线，并根据扫描结果计算钢筋平均间
距。记录仪器指示保护层厚度值。?

b.3.5?将仪器检测值和实际量测值进行对比，当仪器所有项目指标均符合b.2的要求时，判定仪器合格。当



部分项目指标以及量程范围符合b.2的要求时，可判定仪器部分合格，但应限定仪器的使用范围，并指明
其符合的项目和量程范围以及不符合的项目和量程范围。?b.3.6?经过校准合格或部分合格的仪器，应注
明所采用的校准试件的钢筋牌号、规格以及混凝土材质。

以上是主体结构检测***主体结构检测机构---***主体结构检测费用***主体结构检测内容河南省基本建设
科学实验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详细介绍，由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验研究院提供，包含河南建筑工程主体
结构实体检测机构-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验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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