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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说    明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关

键岗位，在质量把关、隐患排查和安全监测等环节发挥着重

要作用，建设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是不断提升

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实现交通运输安全发展的重要保证。公

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实施工作，

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人才支撑、促进从业人员职业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试验检测一线的部分从业人员长期

从事某项或几项通用性专业性较强的职业活动，所掌握的专

业能力相对单一，短期内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难度较大，

专业能力水平缺乏评价手段和凭证，另外，已取得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也有夯实提升通用性专业性较强的职

业活动专业能力的需求。为满足这些人员的专业能力评价需

求，完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人员评价体系，推动公路水

运工程试验检测人员安全意识、法律意识、职业道德和职业

能力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会同试验检测工作

委员会组织编制了《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能力评价标

准》（以下简称《标准》）。 

一、《标准》是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并参考国

内有关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的基础上编制的，是规范公路

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能力评价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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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详细介绍了钢材类、水泥类试验检测等通

用性专业性较强的职业活动，以及从事这些职业活动人员应

具备的专业能力，并对专业能力评价内容和要求做出了明确

规定，体现了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专业能力为核心的特点。

今后，根据试验检测人员评价需要，我们还将适时修订《标

准》，增加其他通用性专业性较强的职业活动的专业能力评

价标准。 

三、《标准》共七章，包括：总则、术语、职业道德及

行为规范、职业活动、职业知识、职业能力、专业能力评价。 

四、《标准》由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会同试验检测

工作委员会共同组织编写和审定。编写专家有：何静、赵千

昆、孙鹏、李明、李健、周岱、王勇、田永林、李苗苗；审

定专家有：王学颖、王春明、宿静、卓秋林、顾良军、肖育

畅、苏秦、沈小俊、胡建福、刘静、张萍。 

五、《标准》在编审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北京市道路工程质量监督站、杭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苏交科集团检测认证

有限公司、山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华鉴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福建交通质量安全中心、浙江

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正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交通规划和技术发展中心、招商局重庆公路工程检测

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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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为完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人员评价体系，推动公路水运

工程试验检测人员安全意识、法律意识、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持

续提升，确保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

关于修改〈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的决定》（交通运

输部令 2019 年第 38 号），制定本标准。 

1.1 本标准所称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是指根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工程建设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对公

路水运工程所用材料、构件、工程制品、工程实体的质量和技术

指标等进行的试验检测职业活动。 

1.2 本标准所称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人员，是指具备相应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知识、能力，并从事相应公路水运工程试

验检测职业活动的人员。 

1.3 本标准所称专业能力，是指从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

通用性专业性较强的职业活动所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1.4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人员的专业能力

评价工作。 

1.5 本标准中的内容和现行有效的国家政策法规、标准规范

相对应的内容不一致时，以现行有效的国家政策法规、标准规范

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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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术语 

2.1 一般术语 

2.1.1 职业知识 

指导开展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政策法规、标准

规范等基础知识以及专业知识。 

2.1.2 辅助技能 

帮助更好理解开展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能力，

如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办公软件应用能力等。 

2.1.3 专业技能 

运用专业知识开展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能力。 

2.1.4 职业能力 

运用掌握的职业知识、辅助技能和专业技能，完成公路水运

工程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综合能力。 

2.2 专业术语 

2.2.1 样品确认 

接收样品和领取样品时，应检查样品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对

样品的符合性进行确认。 

2.2.2 试验检测前样品处置  



3 

依据规范规程对样品进行加工制作或对外加工样品进行验

收、温湿度状态调节以及特定条件的养护等操作，以保证样品状

态符合试验前规定的要求（如尺寸、物理状态等）。 

2.2.3 残样处理  

试验检测完成后，按相关规定对不合格样品和需退样样品以

及委托试验室自行处理的样品分别采取的留样、退样、废样处理

等操作。 

2.2.4 主要仪器设备 

在试验检测过程中，出具参与结果分析计算数据、波形、图

像等的量值输出仪器，以及对结果有重要影响的配套设备、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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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职业道德及行为规范 

3.1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3.2 爱岗敬业、严谨求真、团结协作、廉洁公正。 

3.3 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和行业相关政策法规，重视安全、环

保，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和规程开展试验检测工作。 

3.4 保证试验检测数据科学、客观、公正，原始记录内容清

晰、完整、规范、真实。 

3.5 严格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 

3.6 重视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涵养工匠精神。 

3.7 具有职业荣誉感和宣传意识，积极维护职业尊严和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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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职业活动 

4.1 钢材类试验检测 

4.1.1 一般描述 

钢材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包括：钢材与连接接头检测工作；

预应力用钢材及锚具、夹具、连接器检测工作；预应力金属波纹

管检测工作等。 

4.1.2 具体内容 

钢材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具体内容见表 4.1。 

表 4.1 钢材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具体内容 

工作名称 工作对象 工作任务 

钢材与连接接头

试验检测 

钢材（包括热轧带肋钢筋、

热轧光圆钢筋、低碳钢热轧

圆盘条、冷轧带肋钢筋等） 

检测重量偏差、尺寸偏差、抗拉强度、

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最大力总延

伸率、弯曲性能、反向弯曲性能等指

标 

钢筋焊接接头 检测抗拉强度、弯曲性能 a 等指标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 
检测抗拉强度、最大力总伸长率、单

向拉伸残余变形等指标 

钢筋焊接网 

检测重量偏差、尺寸偏差、抗拉强度、

屈服强度、弯曲性能、断后伸长率、

最大力总伸长率、抗剪力等指标 

预应力用钢材及

锚具、夹具、连

接器试验检测 

预应力用钢材（包括预应力

混凝土用钢绞线、预应力混

凝土用钢丝、预应力混凝土

用螺纹钢筋等） 

检测最大力、最大力总延伸率、0.2%

屈服力、断面收缩率、弹性模量、松

弛率、弯曲、反复弯曲、扭转等指标 

锚具、夹具、连接器 检测硬度、静载锚固性能（锚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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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总伸长率）、周期荷载性能等

指标 

预应力金属波纹

管试验检测 
预应力金属波纹管 

检测外观、尺寸、抗外荷载性能、抗

渗漏性能等指标 

a 闪光对焊接头、气压焊接头需要该试验检测指标 

4.2 水泥类试验检测 

4.2.1 一般描述 

水泥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包括:水泥试验检测工作；水泥混

凝土试验检测工作；砂浆性能试验检测工作；混凝土外加剂试验

检测工作；掺合料试验检测工作；压浆材料性能试验检测工作等。 

4.2.2 具体内容 

水泥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具体内容见表 4.2。 

表 4.2 水泥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具体内容 

工作名称 工作对象 工作任务 

水泥试验检测 通用硅酸盐水泥 

检测密度、细度（筛余值、比表面积）、

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

胶砂强度、胶砂流动度等指标 

水泥混凝土试验

检测 

水泥混凝土 配合比设计 

水泥混凝土拌合物 

检测稠度、表观密度、含气量、凝结

时间、泌水率、扩展度及扩展度经时

损失等指标 

硬化水泥混凝土 

检测抗压强度、抗压弹性模量、抗弯

拉强度、抗渗性、劈裂抗拉强度、耐

磨性、抗弯拉弹性模量、抗冻等级及

动弹性模量、干缩性、电通量、氯离

子扩散系数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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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性能试验检

测 

水泥砂浆 配合比设计 

水泥砂浆拌合物 
检测稠度、密度、保水性、凝结时间、

分层度等指标 

硬化水泥砂浆 检测立方体抗压强、抗冻性等指标 

混凝土外加剂检

测 

普通减水剂、高效减水剂、

高性能减水剂 

检测减水率、泌水率比、抗压强度比、

收缩率比、凝结时间差、含气量、经

时变化量（坍落度、含气量）、含固

量、含水率、密度、细度、水泥净浆

流动度等指标 

早强剂、缓凝剂、引气剂 

检测减水率、泌水率比、抗压强度比、

收缩率比、凝结时间差、含气量，经

时变化量（含气量）、相对耐久性、

含固量、含水率、密度、细度等指标 

膨胀剂 

检测抗压强度比（抗压强度）、凝结

时间差（凝结时间）、细度、限制膨

胀率等指标 

防水剂 

检测泌水率比、抗压强度比、收缩率

比、凝结时间差、含固量、含水率、

密度、细度、透水压力比、渗透高度

比等指标 

掺合料检测 

粉煤灰 
检测密度、细度、需水量比、含水量、

安定性、活性指数等指标 

粒化高炉矿渣粉 
检测密度、比表面积、流动度比、含

水量、活性指数等指标 

压浆材料性能试

验检测 
压浆材料 

检测凝结时间、流动度、抗折强度、

抗压强度、泌水率、自由膨胀率、压

力泌水率、充盈度、比表面积等指标 

4.3 程序要求 

各项工作的程序是：取样（工地）和留样、样品确认、试验

检测前样品处置、试验检验前环境检查、试验检测前设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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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检测操作、试验状态观察、试验检测后设备检查、残样处理、

试验检测数据计算、分析、编制报告。 

（一）取样（工地）和留样。 

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等进场后，按规范要求的方法和规则，

抽取规定数量的试验样品，有留样要求的按规定进行留样。取样

应具有代表性，并进行相应记录和样品唯一性标识。 

（二）样品确认。 

接收样品和领取样品时，应检查样品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是

否适宜检测，不符合要求或无法加工的，应进行退样。样品在流

转过程中应标明流转状态。 

（三）试验检测前样品处置。 

1.试验检测前应依据相关标准对样品进行加工制作或对外

加工样品进行验收、温湿度状态调节以及特定的养护等操作，以

保证样品状态符合试验检测前规定的要求（如尺寸、物理状态等）。 

2.对于温湿度状态调节以及特定的养护等时间较长的操作，

应对状态调节及养护过程进行监控，发生停水停电、设备故障等

异常情况时应及时采取措施。 

（四）试验检测前环境检查。 

在样品处理前以及试验检测开始前，应对试验检测环境安全

及可能影响检测结果准确性的温度、湿度、振动、噪声、电磁干

扰等试验检测环境因素进行检查，检查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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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验检测前仪器设备检查。 

试验检测前，对本次试验检测所用的仪器设备进行检查，检

查设备及配件是否齐全、功能及精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是否在

检定/校准有效期内、是否运行正常等。 

（六）试验检测操作。 

按规范、规程、作业指导书（若有）规定的步骤进行试验检

测，采集与记录试验检测原始数据。 

（七）试验状态观察。 

在试验检测操作过程中，对检测试样及仪器设备的状态以及

是否发生异常情况进行观察，若出现异常现象的，应予以详细记

录，并留下照片、影像等资料。 

（八）试验检测后设备检查。 

试验检测完成后对仪器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进行检查，并切断

电源、清扫现场。 

（九）残样处理。 

1.对不合格样品，移至留样室进行留样。所有不合格样品应

保留至处理意见闭合、经相关单位批准后，方可处置。 

2.对需退样样品，移至退样区，按规定进行退样。 

3.对委托试验室自行处理的样品，按有关规定留置或处理。 

（十）数据分析、整理、计算、报告编写。 

按试验检测标准、规范、规程等要求进行必要信息和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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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整理、计算处理，根据《公路水运试验检测数据报告编制

导则》（JT/T 828—2019）和机构管理体系的要求，编制相应的

试验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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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职业知识 

5.1 基础知识 

5.1.1 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14号，2019 年

修正）； 

5.《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8号）； 

6.《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令 2015年第 163 号，2021 年修正）； 

7.《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令 2021年第 39号）； 

8.《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办法》（交安监发〔2018〕

78 号）； 

9.《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等级标准》（交安监发〔2017〕

113 号）； 

10.《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规

定》和《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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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人社部发〔2015〕59 号）； 

11.《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人员继续教育办法（试行）》（厅

质监字〔2011〕229 号）； 

12.《工地试验室标准化建设要点》（厅质监字〔2012〕200

号）。 

5.1.2 标准规范 

1.《公路水运试验检测数据报告编制导则》（JT/T 828—2019）； 

2.《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仪器设备服务手册》（交办安监函

〔2019〕66号） 

3.《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等级管理要求》（ JT/T 

1181—2018）； 

4.《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指导手册》（交办

安监〔2018〕33号） 

5.《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

求》（RB/T 214—2017）。 

5.1.3 其他基础知识 

（一）计量知识。 

1.计量基本知识； 

2.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二）数理统计知识。 

1.常用数值运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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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值修约知识； 

3.偏差、误差计算知识； 

4.常用统计基础知识。 

（三）样品管理知识。 

1.取样方法知识； 

2.样品确认知识； 

3.残样管理知识。 

（四）试验检测仪器设备知识。 

1.仪器设备管理知识； 

2.仪器设备维护保养基础知识； 

3.仪器设备期间核查基础知识； 

4.仪器设备量值溯源基础知识。 

（五）试验检测安全知识。 

1.用电、用水、用火基础知识； 

2.高温、高压力基础知识； 

3.机械损伤基础知识； 

4.消防安全基础知识； 

5.应急等知识。 

5.2 专业知识 

5.2.1 钢材类试验检测 

（一）钢材与连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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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材。 

（1）钢筋的主要种类； 

（2）各类钢筋的主要力学性能和加工性能； 

（3）各类钢筋的取样规则； 

（4）各类钢筋产品标准； 

（5）热轧带肋钢筋分类、牌号及交货检验规则； 

（6）热轧光圆钢筋分类、牌号及交货检验规则； 

（7）冷轧带肋钢筋分类、牌号及交货检验规则； 

（8）低碳钢热轧圆盘条牌号及检验规则。 

2.连接接头。 

（1）钢筋焊接接头形式； 

（2）钢筋焊接接头质量检验与验收的基本规定； 

（3）钢筋机械连接接头形式； 

（4）钢筋机械连接接头应用； 

（5）钢筋机械连接接头的现场检验与验收的基本规定； 

（6）钢筋焊接接头和机械连接接头的取样规则。 

3.钢筋焊接网。 

（1）钢筋焊接网的分类与标记； 

（2）钢筋焊接网的技术要求； 

（3）钢筋焊接网的取样规则； 

（4）钢筋焊接网的检验与验收的基本规定。 



15 

（二）预应力用钢材及锚具、夹具连接器。 

1.预应力用钢材。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的种类及特点； 

（2）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分类与代号、标记； 

（3）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技术要求与检验规则； 

（4）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分类、代号及标记； 

（5）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技术要求与检验规则； 

（6）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强度等级代号； 

（7）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技术要求与检验规则； 

（8）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钢丝、螺纹钢筋的取样规则。 

2.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具、夹具、连接器。 

（1）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具、夹具、连接器的分类、代号； 

（2）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具、夹具、连接器的结构形式； 

（3）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具、夹具、连接器特点和作用； 

（4）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具、夹具、连接器使用要求； 

（5）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具、夹具、连接器基本性能与检验

规则； 

（6）预应力混凝土用锚具、夹具、连接器的取样规则。 

（三）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 

（1）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的分类和代号； 

（2）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特点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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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使用要求； 

（4）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技术要求与检验规则； 

（5）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的取样规则。 

5.2.2 水泥类试验检测 

（一）水泥。 

（1）水泥的组分与材料； 

（2）水泥强度等级划分； 

（3）水泥检测物理指标及试验方法； 

（4）水泥取样规则； 

（5）水泥出厂检验项目； 

（6）水泥判定的规则； 

（7）水泥包装的标识。 

（二）水泥混凝土。 

1.混凝土拌合物工作性能。 

（1）混凝土拌合物取样和拌和方法； 

（2）混凝土试样的制备； 

（3）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试验。 

2.混凝土力学性能。 

（1）混凝土试件的制作和养护； 

（2）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 

3.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 



17 

（1）混凝土试件的制作和养护； 

（2）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 

（三）砂浆。 

（1）砂浆取样原则； 

（2）砂浆制备方法； 

（3）砂浆拌合物性能试验； 

（4）砂浆硬化性能试验。 

（四）外加剂。 

（1）混凝土外加剂的分类； 

（2）混凝土外加剂取样方法； 

（3）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4）掺外加剂混凝土的性能指标检测； 

（5）外加剂检测判定规则。 

（五）掺合料。 

1.粉煤灰。 

（1）粉煤灰取样规则； 

（2）粉煤灰出厂检验指标及试验方法； 

（3）粉煤灰判定规则。 

2.粒化高炉矿渣粉。 

（1）粒化高炉矿渣粉取样规则； 

（2）粒化高炉矿渣粉出厂检验指标及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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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粒化高炉矿渣粉判定规则。 

（六）压浆材料。 

（1）压浆材料取样规则； 

（2）压浆材料匀质性检测； 

（3）压浆材料浆体制备； 

（4）压浆材料浆体性能检测； 

（5）压浆材料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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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职业能力 

6.1 辅助技能 

（一）具备熟练使用 Office 等办公软件编制报告的能力；

熟练使用相关试验检测软件的能力。 

（二）具备确保试验检测安全的能力。 

（三）具备熟悉仪器设备性能并对其进行保养维护的能力。 

（四）具备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6.2 专业技能 

6.2.1 钢材类试验检测 

（一）具备检查样品是否符合试验检测要求的能力，钢材类

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样品要求见表 6.1。 

表 6.1 钢材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样品要求 

工作 

对象 
工作任务 样品要求 

钢材 

检 测 尺 寸 偏

差、重量偏差

等指标 

1.《低碳钢热轧圆盘条》（GB/T 701—2008）：4 尺寸、

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2.《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2018）：6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8 试

验方法 

3.《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T 

1499.1—2017）：6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8 试

验方法 

4.《冷轧带肋钢筋》（GB/T 13788—2017）：5 尺寸、

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7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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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3 部分：钢筋焊接网》（GB/T 

1499.3—2010）：6.技术要求；7 试验方法 

检 测 抗 拉 强

度、屈服强度、

断后伸长率、

最大力总延伸

率等指标 

1.《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 

2.《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 

228.1—2021） 

检测弯曲性能

指标 

1.《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 

2.《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GB/T 232—2010） 

检测反向弯曲

指标 
《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 

钢筋焊接

网 

检 测 抗 拉 强

度、屈服强度、

断后伸长率、

最大力总伸长

率、弯曲性能、

抗剪力等指标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3部分 钢筋焊接网》（GB/T 1499.3

—2010）：7 试验方法 

钢筋焊接

接头 

检 测 抗 拉 强

度、弯曲性能

等指标 

《钢筋焊接接头试验方法标准》（JGJ/T 27—2014） 

钢筋机械

连接接头 

检 测 抗 拉 强

度、最大力总

伸长率、单向

拉伸残余变形

等指标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2016）：7 接头

的现场检验与验收 

预应力用

钢材 

检测最大力、最

大力总延伸率、

0.2%屈服力、断

面收缩率、弹性

模量等指标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检测松弛率指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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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检测弯曲指标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检测反复弯曲

指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2.《金属材料 线材 反复弯曲试验方法》（GB/T 238—

2013） 

检测扭转指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2.《金属材料 线材 第 1部分：单向扭转试验方法》（GB/T 

239.1—2012） 

锚具、夹

具、连接器 

检测静载锚固

性能（锚具效

率系数、总伸

长率）、周期

荷载性能等指

标 

1.《公路桥梁预应力钢绞线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JT/T 

329—2010）：7 试验方法 

2.《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GB/T 14370—

2015）：7 试验方法 

检测硬度指标 

1.《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 第 1 部分：试验方法》（GB/T 

230.1—2018） 

2.《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 1部分: 试验方法》（GB/T 

231.1—2018） 

预应力金

属波纹管 

检测外观、尺

寸、抗外荷载

性能、抗渗漏

性能等指标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JG/T 225—2020）： 

5 试验方法 

（二）具备识别、控制和记录试验检测环境的能力。 

1.试验检测环境是对试验检测结果准确性产生影响的自然

和（或）诱发的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振动、噪声、电磁干

扰等，包括安全、样品处置和试验检测操作等环境。 

2.具备识别、控制和记录试验检测环境，以保证符合试验检

测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及试验检测有效性的能力。钢材类试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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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职业活动的环境要求见表 6.2。 

表 6.2 钢材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环境要求 

工作 

对象 
工作任务 环境要求 

钢材 

检测尺寸偏

差、重量偏差

等指标 

《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及产品标准》（GB/T 

28900—2012）未做规定，建议在 16℃～26℃范围内进行 

检测抗拉强

度、屈服强

度、断后伸长

率、最大力总

伸长率等指

标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 

228.1—2021） 

检测弯曲性

能指标 

1.《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 

2.《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GB/T 232—2010） 

检测反向弯

曲指标 
《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 

钢筋焊接

网 

检测抗拉强

度、屈服强

度、断后伸长

率、最大力总

伸长率、抗剪

力等指标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 

228.1—2021） 

检测弯曲性

能指标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GB/T 232—2010） 

钢筋焊接

接头 

检测抗拉强

度、弯曲性能

指标 

《钢筋焊接接头试验方法标准》（JGJ/T 27—2014）未做

规定，建议在 16℃～26℃范围内进行 

钢筋机械

连接接头 

检测抗拉强

度、最大力总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2016）未做规定，

建议在 16℃～26℃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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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长率、单向

拉伸残余变

形等指标 

预应力用

钢材 

检测最大力、

最大力总延

伸率、 0.2%

屈服力、断面

收缩率、弹性

模量等指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未做规定 

2.《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 

228.1—2021） 

检测弯曲指

标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检测反复弯

曲指标 
《金属材料 线材 反复弯曲试验方法》（GB/T 238—2013） 

检测扭转指

标 

《金属材料 线材 第 1部分：单向扭转试验方法》（GB/T 

239.1—2012） 

检测松弛率

指标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锚具、夹

具、连接器 

检测静载锚

固性能（锚具

效率系数、总

伸长率）、周

期荷载性能

等指标 

1.《公路桥梁预应力钢绞线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JT/T 

329—2010）未做规定 

2.《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GB/T 14370—2015） 

未做规定 

3.建议在 16℃～26℃范围内进行 

检测硬度指

标 

1.《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 第 1 部分：试验方法》（GB/T 

230.1—2018） 

2.《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 1部分: 试验方法》（GB/T 

231.1—2018） 

预应力金

属波纹管 

检测外观、尺

寸、抗外荷载

性能、抗渗漏

性能等指标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JG/T 225—2020）未做

规定，建议在 16℃～26℃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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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熟悉有关试验/工作方法和仪器设备（见表 6.3），具

备按规范要求熟练完成钢材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能力。 

表 6.3 试验方法及主要仪器设备 

工作 

名称 
工作任务 试验/工作方法 

主要仪器 

设备 

钢材与连

接接头试

验检测 

检测重量偏

差指标 

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2018）：8 试

验方法 

2.《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

圆钢筋》（GB/T 1499.1—2017）：8 试

验方法 

3.《冷轧带肋钢筋》（GB/T 13788—2017）： 

7试验方法 

4.《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3 部分：钢筋焊

接网》（GB/T 1499.3—2010）：7 试验

方法 

天平，钢直尺 

检测尺寸偏

差指标 

1. 《 低 碳 钢 热 轧 圆 盘 条 》 （ GB/T 

701—2008）：6 试验方法 

2.《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2018）：8 试

验方法 

3.《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

圆钢筋》（GB/T 1499.1—2017）：8 试

验方法 

4.《筋混凝土用钢 第 3 部分：钢筋焊接

网》（GB/T 1499.3—2010）：7 试验方

法 

游标卡尺 

检测抗拉强

度指标 

1. 《 低 碳 钢 热 轧 圆 盘 条 》 （ GB/T 

701—2008）：6 试验方法 

伺服万能试验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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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2018）：8 试

验方法 

3.《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 

4.《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

圆钢筋》（GB/T 1499.1—2017）：8 试

验方法 

5.《钢筋焊接接头试验方法标准》（JGJ/T 

27—2014）：3 钢筋焊接接头拉伸试验方

法 

6.《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部分:室温试

验方法》（GB/T 228.1—2021） 

检测屈服强

度指标 

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2018）：8 试

验方法 

2.《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

圆钢筋》（GB/T 1499.1—2017）：8 试

验方法 

3.《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部分:室温试

验方法》（GB/T 228.1—2021） 

4.《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 

伺服万能试验

机 

检测断后伸

长率指标 

1. 《 低 碳 钢 热 轧 圆 盘 条 》 （ GB/T 

701—2008）：6试验方法 

2.《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2018）：8 试

验方法 

3.《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

圆钢筋》（GB/T 1499.1—2017）：8 试

验方法 

游标卡尺，标距

打点机 



26 

4.《冷轧带肋钢筋》（GB/T 13788—2017）：

7 试验方法 

5.《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6.《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GB/T 

20065—2016）：8 试验方法 

7.《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部分:室温试

验方法》（GB/T 228.1—2021） 

8.《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 

检测最大力

总伸长率指

标 

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2018）：8 试

验方法 

2.《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 

3.《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

—2016）：附录 A 接头试件试验方法 

伺服万能试验

机，引伸仪，游

标卡尺，标距打

点机 

检测弯曲性

能指标 

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2018）：8 试

验方法 

2.《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

圆钢筋》（GB/T 1499.1—2017）：8 试

验方法 

3. 《 低 碳 钢 热 轧 圆 盘 条 》 （ GB/T 

701—2008）：6 试验方法 

4.《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 

5.《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GB/T 232

—2010） 

6.《钢筋焊接接头试验方法标准》（JGJ/T 

27—2014） 

伺服万能试验

机，弯曲装置

（含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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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反向弯

曲指标 

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2018）：8 试

验方法 

2.《钢筋混凝土用钢筋弯曲和反向弯曲试

验方法》（YB/T 5126—2003） 

3.《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8900—2012）：7 反向弯曲试验 

伺服万能试验

机，反向弯曲装

置（含弯头），

烘箱 

检测钢筋焊

接网的抗剪

力指标 

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3 部分：钢筋焊

接网》（GB/T 1499.3—2010）：7 试验

方法 

2.《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部分:室温试

验方法》（GB/T 228.1—2021） 

伺服万能试验

机，专用抗剪力

夹具 

检测单向拉

伸残余变形

指标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2016）：附录 A 接头试件试验方法 

伺服万能试验

机，引伸仪 

预应力用

钢材及锚

具、夹具、

连接器试

验检测 

检测最大力

指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2014）：8 试验方法  

2.《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GB/T 

20065—2016）：8 试验方法 

3.《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4.《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2014）：8 试验方法 

5.《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部分:室温试

验方法》（GB/T 228.1—2021） 

伺服万能试验

机 

检测最大力

总延伸率指

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2014）：8 试验方法 

2.《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2014）：8 试验方法 

3.《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GB/T 

20065—2016）：8 试验方法 

伺服万能试验

机，电子引伸

计，游标卡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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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检测 0.2%屈

服力指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2014）：8 试验方法 

2.《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2014）：8 试验方法 

3.《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GB/T 

20065—2016）：8 试验方法 

4.《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伺服万能试验

机，电子引伸计 

检测断面收

缩率指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2014）：8 试验方法 

2.《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部分:室温试

验方法》（GB/T 228.1—2021） 

伺服万能试验

机，游标卡尺 

检测弹性模

量指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2014）：8 试验方法 

2.《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2014）：8 试验方法 

3.《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伺服万能试验

机，电子引伸计 

检测静载锚

固性能（锚

具 效 率 系

数、总伸长

率）指标 

1.《公路桥梁预应力钢绞线用锚具、夹具

和连接器》（JT/T 329—2010）：7 试验

方法 

2.《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

（GB/T 14370—2015）：7 试验方法 

静载锚固性能

测试系统（试验

力≥5000kN），

游标卡尺 

检测硬度指

标 

1.《公路桥梁预应力钢绞线用锚具、夹具

和连接器》（JT/T 329—2010）：7 试验

方法 

2.《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

（GB/T 14370—2015）：7 试验方法 

3.《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 第 1 部分：试

硬度计（洛氏、

布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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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GB/T 230.1—2018） 

4.《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 1部分：

试验方法》（GB/T 231.1—2018） 

检测松弛率

指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2014）：8 试验方法 

2.《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2014）：8 试验方法 

3.《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GB/T 

20065—2016）：8 试验方法 

4.《冷轧带肋钢筋》（GB/T 13788—2017）：

7 试验方法 

5.《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松弛试验机、电

子引伸计 

检测弯曲指

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2014）：8 试验方法 

2.《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伺服万能试验

机，弯曲装置

（含弯头） 

检测反复弯

曲指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2014）：8 试验方法 

2.《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3.《金属材料线材反复弯曲试验方法》

（GB/T 238—2013） 

伺服万能试验

机，反复弯曲装

置（含弯头） 

检测扭转指

标 

1.《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2014）：8 试验方法 

2.《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 

21839—2019） 

扭转试验机 

检测周期荷

载性能指标 

《公路桥梁预应力钢绞线用锚具、夹具和

连接器》（JT/T 329—2010）：7 试验方

法 

静载锚固性能

测试系统（试验

力≥5000kN） 

预应力金 检测外观指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JG/T 游标卡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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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波纹管

试验检测 

标 225—2020）：5 试验方法 

检测尺寸指

标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JG/T 

225—2020）：5 试验方法 
游标卡尺 

检测抗外荷

载性能指标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JG/T 

225—2020）：5 试验方法 

压缩试验机（具

测量试样内径

变形功能） 

检测抗渗漏

性能指标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JG/T 

225—2020）：5 试验方法 
压缩试验机 

仪器设备

管理 

仪器设备检

定 / 校准确

认 

1.仪器设备检定证书确认方法 

2.仪器设备校准证书确认方法 
/ 

仪器设备期

间核查 

1.标准物质法对仪器设备期间核查的实

施方法 

2.留样复测法对仪器设备期间核查的实

施方法 

3.试验室间、仪器设备间、方法间比对法

对仪器设备期间核查的实施方法 

/ 

试验检测

结果评价 

试验检测结

果统计 

1.统计方法整理、计算数据的要求 

2.非统计方法整理、计算数据的要求 
/ 

试验检测结

果分析与评

价 

1.试验检测结果分析方法 

2.试验检测结果评价方法 
/ 

（四）具备规范填写试验检测原始记录表，完整准确记录原

始数据的能力。 

（五）具备处理（计算、修约、分析、判断等）试验检测数

据的能力。 

（六）具备规范出具试验检测报告的能力。 

（七）具备处理异常情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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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试验过程中出现异常，能及时终止试验，对异常情况进

行分析和处理，并及时报部门负责人。 

2.试验数据异常时，能从操作人员、仪器设备、样品处置、

试验方法、检测环境、测试操作等方面分析异常原因。 

（八）具备使用“仪器设备期间核查作业指导书”等，对所

用设备进行期间核查的能力（对检测用设备在两次检定之间的技

术指标进行期间核查以保证设备校准状态可信度，确保检测结果

准确性）。 

（九）具备分析不合格数据的能力。当出现不合格数据时，

能从操作人员、仪器设备、样品处置、试验方法、检测环境、测

试操作等方面分析异常原因，确定是结果不合格时，按不合格程

序进行上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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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水泥类试验检测 

（一）具备检查样品是否符合试验检测要求的能力、水泥类

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样品要求见表 6.4。 

表 6.4 水泥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样品要求 

工作 

名称 
工作任务 样品要求 

水 泥 试

验检测 

检测密度、细度（筛余值、

比表面积）、标准稠度用

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

胶砂强度、胶砂流动度等

指标 

1.《水泥取样方法》（GB/T 12573—2008）：

8 样品制备与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3.《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GB/T 

17671—2021)：6 胶砂组成 

水 泥 混

凝 土 试

验检测 

配合比设计，检测稠度、

表观密度、含气量、凝结

时间、泌水率、扩展度及

扩展度经时损失等指标 

1.水泥、粗集料、细集料、外加剂等原材料试

验合格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4 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性

能试验 

3.《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2016）：3 基本规定 

检测抗压强度、抗压弹性

模量、抗弯拉强度、抗渗

性、劈裂抗拉强度、耐磨

性、抗弯拉弹性模量、抗

冻等级及动弹性模量、干

缩性、电通量、氯离子扩

散系数等指标 

1.试件无缺角、侧面（或受压面）平整光滑、

尺寸符合规范要求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

试验 

3.《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2019）：3 基本规定 

砂 浆 性

能 试 验

检测 

配合比设计，检测稠度、

密度、保水性、凝结时间、

分层度等指标 

1.水泥、细集料等原材料试验合格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6水泥砂浆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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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3 取样及试样制备 

检测立方体抗压强度、抗

冻性等指标 

试件无缺角、侧面平整光滑、尺寸符合规范要

求 

混 凝 土

外 加 剂

检测 

检测减水率、泌水率比、

抗压强度比、收缩率比、

凝结时间差、含气量、经

时变化量（坍落度、含气

量）、相对耐久性等指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T 8076—2008）：6 

试验方法 

2. 《 公 路 工 程 混 凝 土 外 加 剂 》 （ JT/T 

523—2022）：6试验方法 

检测透水压力比、渗透高

度比等指标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JC/T 474—2008）：

5 试验方法 

检测限制膨胀率指标 
水泥、粗集料、细集料、外加剂等原材料试验

合格 

检测含固量、含水率、密

度、细度、水泥净浆流动

度等指标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GB/T 8077

—2012）：4 试验的基本要求 

掺 合 料

检测 

检测密度、细度、比表面

积、含水量、安定性等指

标 

《水泥取样方法》（GB/T 12573—2008）：8 样

品制备与试验 

检测需水量比指标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17）：附录 A 

检测流动度比指标 

1.《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

渣粉》（GB/T 18046—2017）：附录 A 

2.《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 

51003—2014）：附录 B 

检测活性指数指标 

1.《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

渣粉》（GB/T 18046—2017）：附录 A 

2.《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17）：附录 C 

3.《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 

51003—2014）：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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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浆 材

料 性 能

试 验 检

测 

检测流动度、泌水率、自

由膨胀率、充盈度等指标 

1.《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

—2022）：5 试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检测凝结时间、抗折强

度、抗压强度、压力泌水

率等指标 

《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

—2022）：5 试验方法 

检测比表面积等指标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GB/T 

8074—2008）：5试验设备及条件 

（二）具备识别、控制和记录试验检测环境的能力。 

1.试验检测环境是对试验检测结果准确性产生影响的自然

和（或）诱发的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振动、噪声、电磁干

扰等，包括安全、样品处理环境和试验检测操作环境。 

2.具备识别、控制和记录试验检测环境，以保证符合试验检

测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及试验检测有效性的能力。水泥类试验检

测职业活动的环境要求见表 6.5。 

表 6.5 水泥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环境要求 

工作 

名称 
工作任务 环境要求 

 

水 泥 试

验检测 

检 测 细 度

（筛余值、

比表面积）

指标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 勃氏法》（GB/T 8074—2008）：

5 试验设备与条件 

检测密度指

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2.《水泥密度测定方法》（GB/T 208—2014）：6 测定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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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标准稠

度用水量、

凝结时间、

安定性等指

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2.《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GB/T 

1346—2011）：6 试验条件 

检测胶砂强

度、胶砂流

动度等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2.《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2021）：

5实验室和设备 

水 泥 混

凝 土 试

验检测 

配 合 比 设

计，检测稠

度、表观密

度、含气量、

凝结时间、

泌水率、扩

展度及扩展

度经时损失

等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4 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2016）：3 基本规定 

检测抗压强

度、抗压弹

性模量、抗

弯拉强度、

抗渗性、劈

裂 抗 拉 强

度、耐磨性、

抗弯拉弹性

模量等指标 

1.试件制作环境条件同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5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3.《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2019）：3基本规定 

检测抗冻等

级及动弹性

模量、电通

量、氯离子

1.试件制作环境条件同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5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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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系数等

指标 

检测干缩性

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5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2009）：8 收缩试验 

砂 浆 性

能 试 验

检测 

配 合 比 设

计，检测稠

度、密度、

立方体抗压

强度、保水

性、凝结时

间、分层度、

抗冻性等指

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6 水泥砂浆性能试验 

2.《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JGJ/T 70—2009）：3 取

样及试样制备；8 凝结时间试验； 9 立方体抗压强度试

验 

混 凝 土

外 加 剂

检测 

检 测 减 水

率、泌水率

比、抗压强

度比、收缩

率比、凝结

时间差、含

气量、经时

变化量（坍

落度、含气

量）、 相对

耐久性等指

标 

1.《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JT/T 523—2022）：

6 试验方法 

2.《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6）：6 试验方法 

检测渗透高

度比、透水

压力比等指

标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JC/T 474—2008）：5 试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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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限制膨

胀率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2009）：8 收缩试验 

检 测 含 固

量、含水率、

密度、细度、

水泥净浆流

动度等指标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GB/T 8077—2012）：

7 密度 

掺 合 料

检测 

检测密度指

标 
《水泥密度测定方法》（GB/T 208—2014）：6 测定步骤 

检测比表面

积指标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 勃氏法》（GB/T 8074—2008）：

5 试验设备及条件 

检测安定性

指标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GB/T 

1346—2011）：6 试验条件 

检测需水量

比、流动度

比、活性指

数等指标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2021）：

5 实验室和设备 

检测细度、

含水量指标 
/ 

压 浆 材

料 性 能

试 验 检

测 

检 测 流 动

度、泌水率、

自 由 膨 胀

率、充盈度

等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水泥试验 

2.《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

5试验方法 

检测压力泌

水率指标 

《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

5 试验方法 

检测凝结时 1.《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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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指标 1346—2011）：6 试验条件 

2.《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

5试验方法 

检测抗折强

度、抗压强

度等指标 

1.《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

5 试验方法 

2.《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2021）：

5 实验室和设备 

检测比表面

积指标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 勃氏法》（GB/T 8074—2008）：

5 试验设备及条件 

（三）熟悉有关试验/工作方法和仪器设备（见表 6.6），具

备按规范要求熟练完成水泥类试验检测职业活动的能力。 

表 6.6 试验方法及主要仪器设备 

工作 

名称 
工作任务 试验/工作方法 

主要仪器

设备 

水 泥 试

验检测 

检测细度

指标 

1.《水泥细度检验方法筛析法》（GB/T 

1345—2005）：7 操作程序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负压筛析仪

（ 含 试 验

筛）、电子天

平 

检测比表

面积指标 

1.《水泥比表面积测试方法 勃氏法》（GB/T 

8074—2008）：7 操作步骤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比 表 面 积

仪、电子天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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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标准

稠度用水

量、凝结时

间、安定性

等指标 

1.《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

性检验方法》（GB/T 1346—2011）：7 标准稠

度用水量测定方法（标准法）；8 凝结时间测

定方法；9 安定性测定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维卡仪、水

泥净浆搅拌

机、沸煮箱、

雷氏夹及其

膨胀率测定

仪、电子天

平、量筒、

湿 气 养 护

箱、秒表 

检测胶砂

流动度指

标 

1.《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GB/T 

2419—2005）：6 试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水泥胶砂搅

拌机、水泥

胶砂流动度

测试仪、电

子天平、卡

尺 

检测胶砂

强度指标 

1.《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GB/T 

17671—2021）：10 试验程序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湿 气 养 护

箱、恒应力

压 力 试 验

机、抗折试

验机 

检测密度

指标 

1.《水泥密度测定方法》（GB/T 208—2014）：

6 测定步骤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李 氏 比 重

瓶、恒温水

槽、电子天

平 

水 泥 混

凝 土 试

验检测 

检测稠度

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4 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2016）：4 坍落度试验及坍落

度经时损失试验；6 维勃稠度试验 

振动台、混

凝 土 搅 拌

机、维勃稠

度仪、坍落

度仪、电子

秤、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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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表观

密度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4 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2016）：14 表观密度试验 

振动台、混

凝 土 搅 拌

机、容量筒、

电子秤 

检测凝结

时间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4 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2016）：11 凝结时间试验 

振动台、混

凝 土 搅 拌

机、电子秤、

贯 入 阻 力

仪、试样筒 

检测抗压

强度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2.《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2019）：5 抗压强度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压力试

验机、钢直

尺 

检测抗弯

拉强度指

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2.《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2019）：10 抗折强度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压力试

验机、钢直

尺 

检测含气

量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4 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2016）：15 含气量试验 

振动台、混

凝 土 搅 拌

机、电子秤、

含气量测定

仪 

检测抗压

弹性模量

指标 

1.《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2019）：7 静力受压弹性模

量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压力试

验机、微变

形测量仪、

钢直尺 

检测干缩

性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GB/T 50082—2009）：8 收缩试验 

干 缩 养 护

箱、测长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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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抗弯

拉弹性模

量指标 

《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压力试

验机、千分

表 

检测泌水

率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4 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2016）：12 泌水试验 

试样筒、电

子秤、量筒 

检测扩展

度及扩展

度经时损

失指标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2016）：5 扩展度试验及扩

展度经时损失试验 

坍落度仪、

钢直尺、刻

度底板 

检测劈裂

抗拉强度

指标 

1.《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2019）：9 劈裂抗拉强度试

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4 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

验 

标 准 养 护

室、压力试

验机、钢直

尺 

检测耐磨

性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2.《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2019）：14 耐磨性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混凝土

磨 耗 试 验

机、电子秤、

烘箱 

检测抗冻

等级及动

弹性模量

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GB/T 50082—2009）：4 抗冻试

验； 5 动弹性模量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冻融试

验机、动弹

性模量测定

仪、电子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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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电通

量指标 

1.《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GB/T 50082—2009）：7 抗氯离子

渗透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电通量

测定仪、真

空饱水机、

标准电阻 

检测氯离

子渗透系

数指标 

1.《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GB/T 50082—2009）：7 抗氯离子

渗透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RCM 试

验装置、扭

矩扳手、真

空保水机 

检测抗渗

性指标 

1.《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5 硬化水泥混凝土性能试验 

2.《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GB/T 50082—2009）：6 抗水渗透

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水泥混

凝土渗透仪 

配合比设

计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55—2011） 
/ 

砂 浆 性

能 试 验

检测 

检测稠度

指标 

1.《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4 稠度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6 水泥砂浆性能试验 

砂 浆 搅 拌

机、砂浆稠

度仪、电子

天平 

检测立方

体抗压强

度指标 

1.《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9 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6 水泥砂浆性能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压力试

验机、钢直

尺 

检测保水

性指标 

1.《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7 保水性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6 水泥砂浆性能试验 

砂浆保水性

试验装置、

电子天平 



43 

检测密度

指标 

1.《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5 表观密度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6 水泥砂浆性能试验 

容量筒、砂

浆稠度仪、

水泥胶砂流

动 度 测 试

仪、电子天

平 

检测凝结

时间指标 

1.《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8 凝结时间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6 水泥砂浆性能试验 

砂浆凝结时

间测定仪、

砂 浆 搅 拌

机、电子天

平 

检测分层

度指标 

1.《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6 分层度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6 水泥砂浆性能试验 

砂 浆 搅 拌

机、砂浆稠

度仪、电子

天平、砂浆

分层度仪 

检测抗冻

性指标 

1.《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11 抗冻性能试验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JTG 

3420—2020）：6 水泥砂浆性能试验 

标 准 养 护

室、冻融试

验机、混凝

土动弹性模

量测定仪、

电子天平 

配合比设

计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T 

98—2010） 
/ 

混 凝 土

外 加 剂

检测 

检测减水

率指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 JT/T 

523—2022）：6 试验方法 

振动台、混

凝 土 搅 拌

机、电子秤、

坍落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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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抗压

强度比指

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 JT/T 

523—2022）：6 试验方法 

标 准 养 护

室、压力试

验机、钢直

尺 

检测泌水

率比指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JT/T 523

—2022）：6 试验方法 

振动台、混

凝 土 搅 拌

机、试样筒、

电子秤、量

筒 

检测凝结

时间差指

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JT/T 523

—2022）：6 试验方法 

振动台、混

凝 土 搅 拌

机、电子秤、

贯入阻力仪 

检测含气

量指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JT/T 523

—2022）：6 试验方法 

振动台、混

凝 土 搅 拌

机、电子秤、

含气量测定

仪 

检测含固

量指标 

1.《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GB/T 

8077—2012）：5 含固量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JT/T 523

—2022）：6 试验方法 

电热恒温干

燥箱、电子

天平 

检测经时

变化量指

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JT/T 523

—2022）：6 试验方法 

振动台、混

凝 土 搅 拌

机、坍落度

仪、含气量

测定仪、电

子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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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收缩

率比指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 JT/T 

523—2022）：6 试验方法 

振动台、混

凝 土 搅 拌

机、干缩试

验箱、收缩

膨胀仪 

检测相对

耐久性指

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 JT/T 

523—2022）：6 试验方法 

标 准 养 护

室、冻融试

验机、动弹

性模量测定

仪、电子秤 

检测含水

率指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JT/T 523

—2022）：6 试验方法 

烘箱、电子

天平 

检测密度

指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JT/T 523

—2022）：6 试验方法 

（1）容量

瓶、电子天

平/（2）液

体比重天平

/（3）精密

比重计 

检测细度

指标 

1.《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6 试

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 JT/T 

523—2022）：6 试验方法 

0.315mm 试

验筛、电子

天平 

检测水泥

净浆流动

度指标 

2.《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JT/T 523

—2022）：6 试验方法 

2.《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GB/T 

8077—2012）：13 水泥净浆流动度 

水泥净浆搅

拌机、电子

天平、截锥

圆模、秒表、

钢直尺 



46 

检测透水

压力比指

标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JC/T 474—2008）：

5 试验方法 

水泥净浆搅

拌机、水泥

胶砂流动度

仪、电子天

平、砂浆渗

透仪 

检测渗透

高度比指

标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JC/T 474—2008）：

5 试验方法 

标 准 养 护

室、混凝土

抗渗仪 

检测限制

膨胀率指

标 

《混凝土膨胀剂》（GB 23439—2017）：6 试

验方法 

干 缩 养 护

箱、限制膨

胀率测定仪 

掺 合 料

检测 

检测密度

指标 

1.《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

矿渣粉》（GB/T 18046—2017）：6 试验方法 

2.《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17）：7 试验方法 

李 氏 比 重

瓶、恒温水

槽、电子天

平 

检测细度

指标 

1.《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17）：7 试验方法 

2.《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2014）：附录 A 

负 压 筛 析

仪、电子天

平 

检测比表

面积指标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

渣粉》（GB/T 18046—2017）：6 试验方法 

 

比 表 面 积

仪、电子天

平 

检测需水

量比指标 

1.《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17）：7 试验方法 

2.《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2014）：附录 B 

水泥胶砂流

动 度 测 试

仪、水泥胶

砂搅拌机、

电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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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流动

度比指标 

1.《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

矿渣粉》（GB/T 18046—2017）：6 试验方法 

2.《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2014）：附录 B 

水泥胶砂流

动 度 测 试

仪、水泥胶

砂搅拌机、

电子天平 

检测烧失

量指标 

1.《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

矿渣粉》（GB/T 18046—2017）：6 试验方法 

2.《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17）：7 试验方法 

高温炉、电

子天平 

检测含水

量指标 

1.《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

矿渣粉》（GB/T 18046—2017）：6 试验方法 

2.《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17）：7 试验方法 

3.《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2014）：附录 C 

烘箱、电子

天平 

检测安定

性指标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17）：7 试验方法 

水泥净浆搅

拌机、沸煮

箱、雷氏夹

及其膨胀测

定仪 

检测活性

指数指标 

1.《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

矿渣粉》（GB/T 18046—2017）：6 试验方法 

2.《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17）：7 试验方法 

3.《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2014）：附录 B 

湿 气 养 护

箱、压力试

验机 

压 浆 材

料 性 能

试 验 检

测 

检测流动

度指标 

1.《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5 试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流动度测试

仪、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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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抗压

强度指标 

1.《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5 试验方法 

2.《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GB/T 

17671—2021）：10 试验程序 

湿 气 养 护

箱、压力试

验机 

检测抗折

强度指标 

1.《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5 试验方法 

2.《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GB/T 

17671—2021）：10 试验程序 

湿 气 养 护

箱、压力试

验机 

检测凝结

时间指标 

1.《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5 试验方法 

2.《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

性检验方法》（GB/T 1346—2011）：8 凝结

时间测定方法 

维卡仪、水

泥净浆搅拌

机、湿气养

护箱、秒表 

检测泌水

率指标 

1.《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5 试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浆液泌水率

和膨胀率试

验容器、钢

直尺 

检测压力

泌水率指

标 

1.《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5 试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压力泌水率

测定仪 

、量筒 

检测自由

膨胀率指

标 

1.《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5 试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浆液泌水率

和膨胀率试

验容器、钢

直尺 

检测比表

面积指标 

1.《水泥比表面积测试方法勃氏法》（GB/T 

8074—2008）：7 操作步骤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比 表 面 积

仪、电子天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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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充盈

度指标 

1.《公路工程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JT∕T 

946—2022）：5 试验方法 

2.《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20—2020）：3 水泥试验 

充盈度管 

仪 器 设

备管理 

仪器设备

检定 /校准

确认 

1.仪器设备检定证书确认方法 

2.仪器设备校准证书确认方法 
/ 

仪器设备

期间核查 

1.标准物质法对仪器设备期间核查的实施方

法 

2.留样复测法对仪器设备期间核查的实施方

法 

3.试验室间比对法对仪器设备期间核查的实

施方法 

/ 

试 验 检

测 结 果

评价 

试验检测

结果统计 

1.统计方法整理、计算数据的要求 

2.非统计方法整理、计算数据的要求 
/ 

试验检测

结果分析

与评价 

1.试验检测结果分析方法 

2.试验检测结果评价方法 
/ 

（四）具备规范填写试验检测原始记录表，完整准确记录原

始数据的能力。 

（五）具备处理（计算、修约、分析、判断等）试验检测数

据的能力。 

（六）具备规范出具试验检测报告的能力。 

（七）具备处理异常情况的能力。 

1.在试验过程中出现异常，能及时终止试验，对异常情况进

行分析和处理，并及时报部门负责人。 

2.试验数据异常时，能从操作人员、仪器设备、样品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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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检测环境、测试操作等方面分析异常原因。 

（八）具备使用“仪器设备期间核查作业指导书”等，对所

用设备进行期间核查的能力（对检测用设备在两次检定之间的技

术指标进行期间核查以保证设备校准状态可信度，确保检测结果

准确性）。 

（九）具备分析不合格数据的能力。当出现不合格数据时，

能从操作人员、仪器设备、样品处置、试验方法、检测环境、测

试操作等方面分析异常原因，确定是结果不合格时，按不合格程

序进行上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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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专业能力评价 

7.1 培训内容 

本标准要求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有关基础知识、专业知

识、辅助技能、专业技能等。 

7.2 专业能力评价 

7.2.1 申报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政策法规，恪守职业道德，

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

能力评价： 

（一）取得初中、中专或高中学历，累计从事公路水运工程

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满 2年。 

（二）取得工学、理学、管理学学科门类专业大专及以上学

历（含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或者取得其他学科门

类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累计从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

作满 1年。 

7.2.2 评价科目 

包括《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知识》和《公路水运工程

试验检测职业能力》两个科目。 

7.2.3 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为理论考试。考试合格者可获得交通运输部职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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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中心颁发的合格证书。 

（一）评价实行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由交通运输部职

业资格中心组织实施。实施机构负责评价项目的宣传、计划发布、

报名组织和考试实施等工作。 

（二）理论考试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考试题型包括判断题、

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各科目满分 100分，60 分为合格。 

（三）报考人员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等违纪

违规行为的，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7.2.4 评价时间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知识》科目考试时间为 90 分

钟，《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能力》科目考试时间为 120 分

钟。 

7.2.5 评价内容 

（一）《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知识》科目评价内容包

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能力》科

目评价内容重点考察在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活动中运用

职业知识、辅助技能和专业技能的能力 

（二）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能力（钢材类）评价内容

权重详见表 7.1和 7.2。 

 

 



53 

表 7.1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知识（钢材类）》评价内容权重 

序号 评价内容 权重（%） 

1 基础知识 15 

2 

专业 

知识 

钢材试验检测（包括热轧带肋钢筋、热轧光圆钢筋、

低碳钢热轧圆盘条、冷轧带肋钢筋等） 
35 

3 钢筋连接接头和焊接网试验检测 15 

4 
预应力用钢材试验检测（包括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

线、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 
15 

5 锚具、夹具、连接器试验检测 10 

6 预应力金属波纹管试验检测 10 

合      计 100 

 

表 7.2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能力（钢材类）》评价内容权重 

序号 评价内容 权重（%） 

1 
钢材试验检测（包括热轧带肋钢筋、热轧光圆钢筋、低碳钢

热轧圆盘条、冷轧带肋钢筋等） 
40 

2 钢筋连接接头和焊接网试验检测 20 

3 
预应力用钢材试验检测（包括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预应

力混凝土用钢丝、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 
20 

4 锚具、夹具、连接器试验检测 10 

5 预应力金属波纹管试验检测 10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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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能力（水泥类）评价内容

权重详见表 7.3和 7.4。 

表 7.3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知识（水泥类）》评价内容权重 

序号 评价内容 权重（%） 

1 基础知识 15 

2 

专业 

知识 

水泥的试验检测 25 

3 水泥混凝土的试验检测 25 

4 砂浆性能的试验检测 10 

5 混凝土外加剂的检测 10 

6 掺合料的检测 10 

7 压浆材料性能的试验检测 5 

合      计 100 

 

表 7.4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职业能力（水泥类）》评价内容权重 

序号 评价内容 权重（%） 

1 水泥的试验检测 30 

2 水泥混凝土的试验检测 30 

3 砂浆性能的试验检测 10 

4 混凝土外加剂的检测 15 

5 掺合料的检测 10 

6 压浆材料性能的试验检测 5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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