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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检测是指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各个阶段的建设进度和建设成果进行检测,及时发现

其中的安全隐患,针对性地处理和控制,消除风险,保证工程质量达到规范要求。工程检测是工程质量控

制的重要内容,并且也是工程建设监督管理的一环。因此在检测中要严格控制误差,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

根据误差制定控制措施,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确保检测数据精准,为后期各项工作的进行提

供依据。本文主要浅谈建筑工程检测结果误差成因分析及控制,旨在规范检测,做好数据记录,降低误差

发生率,确保结果精准,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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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project inspection refers to the testing of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and results at each 

stage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imely detection of safety hazards, targeted treatment and control, elimination 

of risk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quality meets th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inspe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ineering quality control,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and a par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requires units to strengthen their attention. In testing,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control errors, analyze the causes of errors, develop control measures based on errors, eliminate errors,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esting results,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esting data,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subsequent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the causes of error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testing results, aiming to standardize testing, record data well, reduce error rates, ensure accurate results, 

and meet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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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下推动了建筑行业的发展,使得建筑工

程规模扩大、结构复杂、建设难度增加,在这一趋势下需要做好

建筑工程建设前期的现场勘察、实地测量等工作,便于合理规划

建设方案,妥善安排各项活动。同时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要做好

检测工作,根据规范要求和现场实际情况选择科学的方法进行

检测,一般由专门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专项检测。考虑到工程质

量检测要求高、环节多、影响因素大,常常会出现误差。为了降

低误差,保证结果的准确性,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准确,需要检

测单位引进先进技术,加强检测过程的控制和管理,从根本上减

少误差,消除负面影响。 

1 建筑工程检测概述以及常见的结果误差类型 

1.1建筑工程检测概述 

建筑工程检测是指根据规范和要求,以及现场实际情况,采

用科学的方法采集样品,随后将样品运送到实验室内,安排专业

的检测人员根据检测流程和规范,选择合适的仪器和工具进行

检测,并详细记录检测数据、观察样品情况。并根据特定的公式

计算数据,得出最终的结果。检测环节多、涉及的要素多,容易

受到人为操作、外界环境、实验室情况的影响,常常会出现误差。

因此样品和检测方法的不同出现的误差类型也不同,原因多样,

影响多样。 

1.2建筑工程检测结果误差类型 

第一,系统误差。系统误差是指在特定检测条件下对相同样

品进行检测过程中出现的误差,这种误差是固定不变的,数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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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一定区域内,结果大多数相同,具有一定规律的,可以被详

细测量和计算出来的,对于系统误差可以通过提高检测技术水

平来减少误差。调查发现,当前大多数的系统误差是人员操作不

当引起的。 

第二,失误误差。失误误差是指检测人员在检测过程中因为

操作不当引起的误差,这是因为检测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专业能

力不强、责任心不足引起的,这类误差是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的。

当前常见的失误误差主要是读数不准确、记录数据不准确、测

量不准确等。该误差可以通过认真操作、细心检查、反复检测、

加强检测过程的监督和管理、提高检测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养

等方法避免和消除。 

第三,随机误差。随机误差是指突发的,突然出现的误差,

是因为人员操作不当、仪器故障等引起的,是检测过程中的不稳

定因素引起的,无法精准预测和判断,和前两个误差有很大的不

同。无论任何条件下都会出现随机误差,因为误差的随机性也导

致其原因多样,无法精准控制,这种误差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

点：出现次数多；具有对等性,在不同环节中出现的概率是相同

的；误差数值是限定的,误差数值越大、概率越小；因为不同环

节中出现的概率相同,则可以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检测,根据检测

结果得出平均值,随后减少随机误差对检测结果的不利影响。 

2 建筑工程检测结果误差成因分析 

2.1环境影响 

建筑工程检测虽然在室内进行,但是一些工作还需要在施

工现场情况,比如资料搜集、样品选取、实地调查等都需要在现

场进行,容易受到现场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检测结果不准

确。比如施工现场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力等,其中任何一个

环境参数变化都会引起检测结果的变化,最终出现误差。 

2.2设备影响 

因为建筑工程规模大、环节多、涉及的专业领域多,导致检

测任务繁重、环节多,涉及的设备类型多,检测设备的好坏直接

影响着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当前检测设备引起的误差主要表现

如下：设备质量不高,在检测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故障导致检

测结果不准确,出现误差,比如设备零部件损坏、设备异常振动

等；设备老化严重,无法满足检测要求,不符合检测标准和规范,

也会出现误差；人员在操作设备时控制不到位,导致参数偏差较

大,因此会出现误差。 

2.3人员影响 

人员影响是指检测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主观因素都会影响检

查结果的准确性,具体表现如下所示：人员操作不当,专业能力

不强,没有严格根据规范要求和特定流程操作,导致结果出现误

差,达不到要求；操作人员责任心不强、不认真,因为疏忽导致

数据记录和读数失误,因而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可靠

性,进而出现误差；过程监督不到位,导致人员存在随意和盲目

的情况,导致误差出现[1]。 

2.4样品影响 

建筑工程规模大,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建材数量多、类型多,

构件多样,无法全部进行检测。一般检测单位会采取随机抽样的

方法,在随机抽样时如果出现了点位不合理、数量不达标、过

程不规范的情况会导致样品不具备代表性,影响最终的检测

结果,导致误差产生。因为样品不具备代表性会影响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 

3 建筑工程检测结果误差控制策略 

3.1科学选取样品 

检测样品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最终的检测结果,因此需要检

测单位科学取样,确保样品具备代表性,有效控制误差,具体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根据检测规范和特定流程,以及建筑工

程现场实际情况科学取样,采用随机数法在不同建材、不同构

件、不同结构的不同部位抽取样品,确保样品数量和类型符合要

求,保证样品的完整性、真实性、代表性。在选取样品时要考虑

现场实际情况,确保检测条件符合要求,如果不具备实验检测要

求要尽可能的创造条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设施设备、仪

器、温度和湿度等符合要求。引进先进的仪器和设备,选择最佳

取样方法和部位,确保实验室环境良好。一般要根据数据指标确

定部位,顺利完成取样工作。 

3.2选择科学的方法 

因为检测样品数量多、类型多样,需要根据检测要求和实验

室条件选择不同的检测方法,确保方法适用样品,达到最佳效果,

控制误差。当前常见的方法包括感官检测、物理检测、无损检

测等几种,其中无损检测效果显著,是当前最常用的方法,该方

法对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仪器设备要求较高,可以弥补前两个方

法的不足。其中的物理检测方法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

辅助化学检测方法进行,一般要根据特定流程进行检测,做好检

测过程的记录和控制,如果存在偏差和失误要及时调整和控制。

并在检测完成后生成报告,随后交由技术部门审核、验收[2]。其

中无损检测是一种适用性强的方法,该方法在恶劣环境下可以

顺利完成检测,不受环境参数的影响,因此需要单位引进无损检

测技术,全面获取建筑原材料、结构构件的状态、性能,及时发

现其中的裂缝、空鼓相关信息,确保结果更加精准,真实,符合现

场实际情况。 

3.3选择合理的内容 

在建筑工程检测中,检测单位不仅仅需要进行实验室的检

测,也需要进入现场进行检测,做好数据采集和分析、实地调查、

验证、评定等工作,改变以往单一递交文件资料的做法,有效控

制检测误差,达到要求,顺利完成任务,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 

第一,检测建材。建材质量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建筑工程整体

质量,在施工中会用到各种原材料,比如混凝土、砂石、水泥,

以及各种成品材料,比如钢筋构件、装饰材料、门窗涂料等。在

检测时要根据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合理检测,确保其规格、性

能、成分、尺寸等都符合要求。考虑到材料数量和类型多,因此

需要抽样检测,及时发现材料中存在的问题,淘汰残次品,确保

材料达到工程建设要求,避免影响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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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筑结构检测。建筑结构包括混凝土结构和钢筋结构,

建筑结构主要承受上下荷载、自身重力等,为了确保工程主体结

构稳固,可靠,需要检测各个结构部位、构件状态,确保受力均匀,

保证框架质量。比如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要检测其厚度、浇筑

部位、抗压能力等,确保达到要求,从而提升结构的承载力。 

第三,施工过程的检测。施工过程中影响因素多,工艺、技

术、流程都会影响工程质量,影响工程使用寿命,因此需要单位

做好检测工作,详细检查结构构件外观,避免出现裂缝、变形、

空鼓等问题,如果发现存在问题,及时修补和处理,避免影响工

程质量[3]。 

3.4合理处理结果 

在检测过程中会涉及海量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的处

理效果直接关系着最终的结果,因此需要检测单位及时处理数

据信息,确保检测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从而消除误差,保证工

程质量。不同的检测方法和内容涉及的数据信息也不同,因此需

要检测单位根据检测方法、特定流程、标准选择数据处理方法。

比如在水泥材料检测中,常常会采用抗压强度平均值计算方法

计算结果,确保结果达到要求。在计算时要剔除超出平均值的数

据,随后选择在平均值区间的数据进行独立计算,随后多次累积,

最终达到要求。如果发现结果存在误差,则需要适当地增加检测

次数,对每一个环节进行反思和控制,严格根据标准进行,控制

人为因素和环境因素、设备因素引起的误差。 

3.5加强过程管理 

在检测开始前需要进行计量认证,由检测单位根据行业规

范和要求构建质量标准体系,并在标准体系下开展检测工作,将

标准体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指导检测工作的进行,确保检测

过程规范、专业、合理,减少误差的产生。在检测前要做好人员

配置、设备检测、技术选择、流程确定,有效满足检测要求。在

检测中要做好数据记录、观察,现场调查、数据分析等工作。检

测完成后要形成检验报告,并提交给技术部门,确保部门根据报

告核查信息,确保检测过程符合要求,及时发现和控制误差,确

保结果符合要求。 

同时在检测过程中要重点加强设备和技术的管理,因此检

测中会用到大量的计量器具,因此要详细检测,确保外观良好、性

能稳定、使用正常；并在正式使用前对设备进行调试,确保功能

正常,降低故障发生率,避免影响检测结果；对于不同的原材料

要配置不同的计量器具,确保达到规范要求,保证结果精度,降

低成本、节约时间[4]。检测结束后要保养设备,检修设备故障,

并引进先进的技术,完善技术指标体系,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提

高检测效率。 

3.6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工程检测是一项专业性强、要求高的工作,检测人员的专业

能力和素养直接关系着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需要单位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确保人员规范操作,减少人为因素引起的误差,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人员岗前培训,确保人

员了解检测规范、法律法规,熟悉流程和设备、计量器具,可以

根据流程和规范完成检测工作,降低误差的产生；加强培训和考

核,确保人员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符合要求,可以采用最新的理

论操作,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降低失误率；建立健全考核和评

估机制,做好考核和评估工作,根据结果进行奖惩,调动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增强检测人员的责任意识,从而降低误差。 

3.7创建档案 

为了发挥检测工作,提高检测水平和效果,保证工程质量,

就需要检测单位根据建筑工程质量控制标准创建检测档案,可

以将个人诚信档案、检测记录、检测报告等资料信息纳入其中,

创建档案库,为后期各项工作的进行提供数据依据,具体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检测过程的动态化监管,提升检测机构

的权威性、检测人员的专业性、检测过程的规范性,定期更新数

据信息,做到自动记录、整理、存储,确保达到要求。对检测人

员的工作情况进行分析,做好考核和评估工作,确保工作绩效良

好,严格控制偏差和失误,消除风险,确保检测单位加强内部培

训和教育,提高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5]。 

4 结束语 

总之,在建筑工程建设中,检测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是控制质量的主要手段,需要单位重视。考虑到检

测过程涉及环节流程与影响因素多,常常会出现误差,并影响最

终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需要加强检测过程的控制,可以从取样、检

测方法、检测内容、结果、过程、人员、档案几个方面加强

控制。同时完善控制措施,消除各方面影响,有效降低误差的

产生,确保结果准确,为后期各项工作进行提供依据,有效控

制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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