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地方标准 DB
                  编 号:DB 11厅365一2《X巧.

                备案号:J10880一2006

  .资.甲已‘.旦圣冬，舀. 、J‘JL人 ·、佗，，l盛护，浦刁如 ，..，JLJ‘ 巴竺， 晚巴巴，，舀，

屯徽忌皿达权浏俐肋床伊辰厚度

    和钢筋直径技术规程
毛比hulcal spec访份tion for insPec如n of the depth

of coverage and the diameter of reinforcing bars

    inconcretebyelecn”magneticmethed

2006一07-25发布 2006·10一01实施

;1鼎髓粼曝言联合发布



北 京 市 地 方 准

电磁感应法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

      和钢筋直径技术规程

Teclmical sPecification for insPection of the dePth of

coverage and the diam以er of reinforcing bars in

      concrete by electrom agnetic method

编 号:DBll/T365一2006

备案号:J10880一2006

主编部门: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批准部门: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施行日期:2006年10月1日

2006 北 京



关于同意北京市《电磁感应法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

    和钢筋直径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便〔2006]108号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你单位《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标准<电磁感应法检测钢筋保护

层厚度和钢筋直径技术规程)申请备案的函》收悉。经研究，同意

《电磁感应法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直径技术规程》作为 “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案号为J10880-

2006。

    该项标准的备案公告，将刊登在近期出版的《工程建设标准

化》刊物上。

  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二00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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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程是根据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市工程建

设技术标准2003年度编制计划》的通知(京建科教[2003」261号)

的要求，为规范北京地区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保护层厚度

及钢筋直径的检测，由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及检测中心

会同有关单位制定。编制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北京

市的实际情况，针对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保护层厚度及钢

筋直径的检测方法、检测仪器及校准方法、合格判定原则及检测

报告格式等内容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

    本规程共分五章和两个附录。依次为:总则、术语符号、检

测仪器、检测技术、检测原始记录与检测报告和附录。

    在执行本规程过程中，希望各单位在工作实践中注意积累资

料，总结经验，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北京市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总站及检测中心(通讯地址:西三环南路甲17号;邮政编

码:100073)，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参编单位: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

                北京市康科瑞工程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第一检测所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第二检测所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第三检测所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第五检测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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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建都宏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所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建筑节能检测室

主 编:张元勃

主要起草人:胡耀林  白建红  韩  钢    白常举  蹼存亭

            孙柏林  张英莲  艾毅然  汪    良  刘 江

            袁中阁  任  容  王  诩  刘  柯  何立群

            常志红  冯彦军  司天森  段 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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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建设工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

直径的检测，特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各类在建和已建工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

保护层厚度和钢筋直径的检测。

1.0.3 当钢筋直径的检测结果涉及结构安全或对测试结果有争

议时，应采用其它测试手段进行验证。

1.0.4 建设工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直径的检

测，除应遵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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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术 语

2.1.1 抽样检测sa哪ling inspection

    从检测批中抽取样本，通过对样本的测试确定检测批质量的

检测方法。

2.1.2 构件element

    按照检测要求确定的各层以相邻轴线划分的梁、板、柱、墙

等混凝土结构基本单元。

2.1.3 测点testing point

在测区内，取得检测数据的检测点:

2.1.4 钢筋保护层厚度th。depth of coverage of reinfo代ing bars

钢筋外边缘至混凝土表面的距离。

2.1.5 钢筋间最小净距离net distance between two reinforcing bars

相邻平行钢筋外边缘之间的最短距离。

2.1.6 平均值average value

检测数据统计中样本的算术平均值。

冷 几 右卉 二二
石 。石 1寸 飞万

c— 钢筋保护层厚度

d— 钢筋直径 又mm)

  t— 钢筋间最小净距离 (mm)

△c— 钢筋保护层厚度偏差 (mm)

In。— 钢筋保护层厚度平均值叮m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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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测仪器

3.1 技术要求

3.1.1 检测仪器除应具有测量、显示功能外，宜具有记录、存

储等功能。

3.1.2 检测仪器必须具有制造厂的产品合格证及有效的测试结

果证书。

3.1.3 检测仪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测量精度应簇lmm。

    2 钢筋直径的测量精度应蕊Zllun 。

    3 在t/c)1的条件下，检测仪器对相邻的钢筋应能够
分辨。

    4 检测仪器应能在一10℃一40℃环境条件下正常使用。

3.2 仪器校准

3.2.1 检测仪器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校准:

    1 新仪器启用前。

    2 达到或超过校准时效期限。

    3 仪器维修后。

    4 对仪器测量结果怀疑时。

    5 仪器比对试验出现异常时。

3.2.2 检测仪器校准周期为1年。校准方法见附录A。



DBll/T365、一2006

4 检测技术

4.1 一般规定

4.1。1 采用本检测方法时，钢筋最小净间距 t与钢筋保护层厚

度c之比应〕1。

4.1.2 当钢筋保护层厚度在60Inm 以内时，同一位置三次侧定

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偏差应不大于Zmm。

4.1.3 钢筋检测时应避开多层、网格状钢筋交叉点及钢筋接头

位置。

4.1.4 钢筋检测时应避开混凝土中预埋设铁件、金属管等铁磁

性物质。

4.1.5 检测面应为混凝土表面，并应清洁、平整，当混凝土表

面粗糙不平影响测量精度时，应使混凝土表面达到混凝土验收标

准的要求后进行测量。

4。1.6 钢筋检测时应避开强交变电磁场(如电机、电焊机等)以及

测点周边较大金属结构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4.1.， 混凝土中钢筋严重锈蚀时，不应采用电磁感应法检测钢

筋保护层厚度。

4.1.8 当钢筋保护层厚度小于 10mm时，应加垫非铁磁性垫块

进行检测。

4.2 钢筋位置与检测部位的确定

4.2.1 初步确定钢筋位置:将探头放置在被检测部位表面，沿

被测钢筋走向的垂直方向匀速缓慢移动探头，根据信号提示判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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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位置，在对应钢筋位置的混凝土表面处做出标记，每根钢筋

应至少用3个标记初步确定其位置。

4.2.2 确定箍筋或横向钢筋位置:避开被测钢筋，在中间部位

沿与被测钢筋垂直方向用4。2.1的方法检测与被测钢筋垂直的箍

筋或横向钢筋，并标记出其位置。

4.2.3 确定被测钢筋的检测部位:在相邻箍筋或横向钢筋的中

间部位，沿被测钢筋的垂直方向进行检测。

4.3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测定

4.3。1

4.3。2

确定钢筋准确位置后，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

钢筋保护层厚度测量允许偏差应符合以下规定:

钢筋保护层厚度在4Omm(含)以下时，测量允许偏差为

士1 mm

      2

为士2

      3

钢筋保护层厚度在40mm一60 mm(含)时，测量允许偏差

钢筋保护层厚度在60 Inln 以上时，其测量允许偏差应不

大于钢筋保护层厚度设计值的10%。

4.3。3

层厚度;

厚度。

如果钢筋直径已知，应预置钢筋直径后再检测钢筋保护

  如果钢筋直径未知，可同时检测钢筋直径和钢筋保护层

4.3。4 每一构件的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被测构件的全部受力钢筋，均应测定其钢筋保护层厚度。

每根钢筋应检测1点。

2 对每根钢筋测点应选取钢筋保护层厚度有代表性的部位，

且宜选在结构构件受力的不利部位。

3 多根钢筋保护层厚度测定时，应在被测构件的同一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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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

    4 每一测点应重复测试3次，取最小值为该测点的钢筋保

护层厚度。

4.3.5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测，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采用其它

测试手段进行验证。

4.3.6 单个测点钢筋保护层厚度合格判定:纵向受力钢筋保护

层厚度的允许偏差，对梁类、柱类构件为+romm，一7mm;对板

类、墙类构件为+smrn，一smm。
4.3.7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结果中，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不应

大于本规程4.3.6条规定允许偏差的1.5倍。

4.3.8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测的抽样数量合格判定应按照《建筑

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规定执行。

4.3.9 结构验收时，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测结果评定应按《混凝

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规定执行。

4.4 钢筋直径的测定

4.4.1 设计图纸不详，需要测定已有建筑结构内的钢筋直径，

或对工程中钢筋的直径有怀疑时，可采用电磁感应法检测钢筋直

径。

4.4.2 钢筋直径测量允许偏差:土Zmm;

4.4.3 检测钢筋直径，应首先确定钢筋准确位置。

4.4.4 每一测点应重复测试3次，取最小值作为测量结果。

4.4。5 钢筋直径应按测量结果和钢筋规格等级确定。

4.4.6 检测钢筋直径时，应辅以其它测试手段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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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原始记录与检测报告

5.1 检测原始记录

5。1.1

      1

检测原始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检测现场的情况描述，检测日期、时间、地点、检测环

境温度的记录。

2 被检构件位置和构件编号、检测原始数据的记录及测点

布置示意图。

检测仪器名称和编号、检测依据等记录。

检测人员签字。

内、
︶

4

5.2 检测报告

5.2.1 检测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委托单位(委托人);

    2 有关情况描述(设计、施工、监理、监督单位情况描述，检测

原因，工程状况等);

    3 检测日期、地点及检测环境条件;

    4 仪器名称及编号;

    5 检测依据、检测方法、检测方案与数量、检测点位置示

意图，并标明检测部位;

    6 检测数据分析及检测结果;

    7 检测结论;
    8 报告签字:检测人员、审核人员、批准人员;

    9 其它必要的说明。

5.2.2 检测报告格式宜按本规程附录B的规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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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检测仪器校准方法

A.0.1 校准试件校准试件如图1所示:

长度不小于20olnln

翎腼 直径 任玩n
曰口 一 一~ — — 一 一 — 书‘，州口

酬
闪醚
晰
已
日
的
囚

                      图A.0.1 校准试件示意图

    校准试件应按照图示尺寸制作。用无锈蚀、无弯曲、无变

形、无损伤的钢筋浇筑于长方体混凝土试件中，混凝土试件长度

不小于ZO0mm，钢筋长度不小于4O0mm，试件两端外露钢筋轴线

至试件四个平行表面的垂直距离的偏差应在0.snun 以内，截面

尺寸满足钢筋保护层厚度尺寸，混凝土采用普通水泥，配制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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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混凝土，混凝土砂、石骨料中不得含有铁磁性物质，钢筋

表面与混凝土试件的四个侧面外表面的最小距离为已知的钢筋保

护层厚度，每个校准试件的保护层尺寸分别为:(12士l)ITun 、

(25士1)mm、(40士1)mm、(60土1)mm。

    每个校准试件经养护制作完成后，外露钢筋表面到混凝土表

面的最短距离为钢筋保护层厚度，每个钢筋保护层厚度用游标卡

尺测量三次后取平均值作为实际钢筋保护层厚度，测量精度为

0.lmm。

    校准试件至少为3块，内置钢筋分别为:

    1 中8或中10的普通HPB235级光园钢筋。

    2 侧4或雷16的普通HRB335级螺纹钢筋。

    3 公22或叨5的普通HRB335级螺纹钢筋。

    当有条件时，可以增加制作其他直径钢筋的混凝土试件。

A.0。2 校准方法

    用检测仪器测量校准试件的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直径，每

个试件的每一种钢筋保护层厚度测量3次，记录测量结果。测量

结果要求:

    1 对同一校准试件，钢筋保护层厚度测量的最大值与最小

值的偏差应不大于Zm，。

    2 三次测量的平均值与对应的实际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偏差

应不大于Illun 。

    3 钢筋直径测量校准，其测试值与实际值偏差应符合4。4.1

的要求。

A.0.3 校准试件采用其它材料或规格尺寸的校准试件时，校准

结果也应满足本规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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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检测报告格式

检 测 报 告
(要加盖检测骑缝章)

士口五匕谷白车王 _
J伐 口 习林月 口 :

(一般委托或验收检测)

检测机构名称(在检测机构名称和报告日期
                  之间加盖公章或检测专用章)

报告日期(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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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本报告无检测机构公章或检测专用章和骑缝章无效。

    2.本报告无检测、审核、批准签字无效。

    3.本报告涂改无效。

    4.本报告未经同意请勿复印，报告复印件未加盖检测单位

公章和骑缝章无效。

    5.本报告不得用于各类广告宣传。

    6.对本报告检验结果有异议，应在收到报告之日起 xx 日内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地址:

邮编:

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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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名称

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第 1页共 x火页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结构类型 层数 {
                }

工程地址

委托单位 一委托人
检测日期

  签名及签

发日期，并

加盖公章或

检测专用章

审核人

            {
                      {

              {
                  {
                              l

检狈1人一
        一

一
一

一

}
{

l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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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名称

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第2页共 x、页

构件

编号

  构件名

称及轴位，

测点位置

  示意图

l 2 3 4 测点编号 l 2 3 4

钢筋保护层厚度(二 ) 钢筋直径(nun )

设计

值

允许

偏差
设计值

l

  (如十一层

梁4一6/C)

(给出测点位

置示意图)

2

(如五层挑板

4一6/D一E)

  (给出测点

位置示意图)

备注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结果中，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若大于本

规程4.3.6条规定允许偏差的1.5倍，应提请设计对局部结构安

全进行核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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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或 “可”，反面词采用 “不宜”。

    2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

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 “应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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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七京市地方标准

电磁感应法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

      和钢筋直径技术规程

Tecltnical specification for insPection of the dsPth of

  coverage and the diameter of rdnforcing bars

      in concrete by electroma gnetic method

DB 11/T 365一2(X〕6

条文说明

200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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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是本规程的宗旨。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统一

的关于钢筋保护层厚度及钢筋直径检测技术标准及评定方法，因

此需要制定一本钢筋保护层厚度及钢筋直径检测技术规程，统一

检测方法和评定标准。本规程根据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结构工

程验收规范》GB50204在北京市的实施情况，并结合本市的实际

情况，重点对抽样检测的方法、检测报告格式等内容提出了具体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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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测技术

4.1 一般规定

4。1.2 当钢筋保护层厚度在60mm以内时，同一位置三次测定

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偏差大于 Zmm时，该组测试结果无效，

应查找原因重新检测。当在同一位置测试出现两次以上上述情况

时应更换测试位置。

4.1.4、4.1.6 本规程规定的检测方法主要是针对目前应用较为

广泛的、以电磁感应法为基本原理的仪器，混凝土中铁磁性物

质、埋设铁件、金属管，强交变电磁场(如电机、电焊机等)以及

测点周边较大金属结构等对检测结果有较强的影响，故在检测时

应避开

4.1.7 混凝土中钢筋严重锈蚀时，会危及结构的安全，应准确

给出钢筋锈蚀后的实际直径，提交设计进行结构安全核算。

4.1.8 当钢筋保护层厚度小于10mm时，应加一已知厚度的垫

块进行检测。垫块厚度不宜大于20mm，厚度及材质均匀，表面

平整、光滑，材料为非铁磁性物质，性能稳定，可采用木质或塑

料垫块。

4.3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测定

4.3.5 考虑到工程中实际配筋的复杂性，为了保证检测数据的

准确性，当条件许可时宜随机挑选几个测点进行剔凿，实际测量

钢筋保护层厚度，并对测试结果进行验正。

4.3.6 本条规定参照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验收规范》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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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204中5 .5 .2及附录E的要求而提出的。

4.3.7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大小对结构构件的受力有较大的影响，

当超出本条规定时，应提请设计对局部结构安全进行核算，并提

出处理意见。

4.3.8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可根据被测对象的具体情况和测

试结果的重要性，按照GB/T50344第3章的规定执行。其中抽样

数量宜按照第3.3.13条中B类检测类别确定。检测结果判定，

宜按照第3.3.14条中 “主控项目正常一次性抽样”的规定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