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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 

建设工程氯离子含量检测技术指导意见 

                     

一、 总则 

1.1  为提高我市建设工程的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砂中氯离子含量

检测能力和检测精确度，确保检测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科学性，结

合当前实际，编制本《指导意见》。 

1.2  本《指导意见》针对专业委员会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在实际检测工作中，尚应结合相关标准执行。 

1.3  本《指导意见》适用温州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的混凝土中氯离子含

量检测、砂中氯离子含量检测。 

1.4  本《指导意见》所称的氯离子含量检测，是指混凝土中或砂中水溶

性氯离子含量的检测。 

1.5  氯离子含量检测执行的主要标准（文件）：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技术规程》JGJ/T 322-2013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2006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2013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19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2016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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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201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 

《化学试剂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GB/T 601-2016 

《化学试剂  电位滴定法通则》GB/T 9725-2007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GB/T 602-200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6682-2008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GB/T603-2002 

《温州市预拌混凝土用砂质量管理规定》温政办（2013）146号 

二、基本要求 

2.1  从事氯离子含量检测的人员，应具有化学分析专科以上学历或具有

从事化学分析相关专业 3年以上检测经历，具有一定专业工作经验，且

无视力障碍、色觉异常的情况。 

2.2  检测人员应充分理解 1.5条所列的技术标准（文件），并熟练操作

标准要求的试验方法。 

2.3  检测人员要认真完成每一试验步骤，确保试验结果精确、有效； 试

验过程发现数据异常时，应认真求证原因；要杜绝因试验结论错误，而

造成工程质量误判的情况发生。 

2.4  涉及氯离子含量检测的标准、方法较多，但其试验原理基本相似，

在实践中，可采用多种方法相互验证，以求检测结果更加精确。 

2.5  氯离子含量检测所用仪器设备，均应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精

度应不低于相关标准的要求。 

2.6   检测机构要加强硝酸银标准溶液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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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硝酸银标准溶液可购置或配置，购置的硝酸银标准溶液应具有有

效的标准物质证书。在 10℃～30℃下密封保存时间不宜超过 6个月，开

封使用后保存时间不宜超过 2个月。 

2.6.2  应定期按照《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19）H.0.7，

用氯化钠标准溶液进行标定。 

2.6.3  当为监督抽检、质量鉴定或解决争议时，试验前，应先按 2.6.2

条进行标定。 

2.6.4  硝酸银标准溶液标定、直接制备和使用时若温度不为 20℃时，

应对标准滴定溶液体积进行补正。 

2.6.5  标定硝酸银标准溶液采用的指示电极，可以用银电极，也可以用

氯电极，设备灵敏度必须满足试验精度要求。 

2.7  氯离子含量检测执行的标准、符合性判定的标准，应在委托合同（单）

及检测报告中注明； 当施工图中有明确的氯离子含量技术指标时，双方

可约定按该指标进行符合性判定；检测报告中除具体检测数据外，应有

明确的符合性判定意见。 

2.8  采用滴定显色法时，由人工判定检测终点，其检测结果受人为因素

影响较大，检测机构要充分重视检测人员经验积累的必要性，采取相应

措施，确保检测结果精确。 

2.9  检测机构应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精确性负责；要杜绝因错误的结

论，造成工程质量误判，引发损失、纠纷的发生。 

三、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含量检测 

3.1  混凝土拌合物是指混凝土各组成材料按一定比例配合，拌制而成的，



－4－ 
 

尚未凝结硬化的塑性状态拌合物。 

3.2   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含量检测试件 

3.2.1  混凝土拌合物的取样应具有代表性，应随机从同一搅拌车中取样，

但不宜在首车混凝土中取样。 

3.2.2  从搅拌车中取样时应使混凝土充分搅拌均匀，采用多次采样的方

法，在卸料量约为 1/4、1/2、3/4处取样并搅拌均匀；第一次取样和最

后一次取样的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l5min。 

3.2.3  现场检测宜在取样后 5min内开始；实验室检测应在混凝土初凝

前开始。 

3.2.4  取样数量应不少于检测试验实际用量的 2倍，且不少于 3L。 

3.2.5  检测应采用筛孔公称直径为 5.00mm的筛子对混凝土拌合物进行

筛分，获得不少于 1000g的砂浆，称取 500g砂浆试样两份，并向每份砂

浆试样加入 500g水，充分摇匀后获得两份悬浊液密封备用。 

3.2.6  悬浊液分别摇匀后，以快速定量滤纸过滤，每份滤液均不少于

100ml,滤液的获取应自加水搅拌 3h内完成。 

3.3  试验操作 

3.3.1  现场检测按《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技术规程》（JGJ/T 

322-2013）附录 A的方法进行检测。 

3.3.2  实验室检测按《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技术规程》（JGJ/T 

322-2013）附录 B的方法进行检测。 

3.3.3  当为质量验收或解决争议时，应按 3.3.2条的方法进行检测。 

3.4   要注意下列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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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注意检测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当按 3.3.1 条的方法进行检测时，

每个混凝土试样检测前均应重新标定电位—氯离子浓度关系曲线。 

3.4.2  注意检测用时等因素的影响。取样后要尽快开展检测相关工作；

按标准的方法提取滤液后，不宜久置，要及时开展氯离子含量的检测。 

3.4.3  注意取样方法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3.4.4  注意检测计算指标的因素影响。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含量通常表

示为水泥质量的百分比或胶凝材料质量的百分比，也可以是单方混凝土

中氯离子质量。在符合性判定时，要以委托合同约定的判定标准为依据。 

四、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 

4.1   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试件 

4.1.1 当检测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时，可采用标准养护试件、同条

件养护试件检测试件；存在争议时，应采用标准养护试件。标准养护试

件测试试件测试龄期宜为 28d，同条件养护试件的等效养护龄期宜为

600℃·d。 

4.1.2  用于检测氯离子含量的硬化混凝土试件宜以 3个为一组；也可采

用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后的试块。 

4.2试验操作 

4.2.1  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按《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技术规程》

（JGJ/T 322-2013）附录 C的方法进行检测。 

4.2.2  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可按《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T50344-2019）附录 H的方法进行比对、验证，若有异常，应找清

原因，重新检测，以提高检测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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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要注意下列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4.3.1  要注意铬酸钾指示剂溶液、硝酸溶液、硝酸银溶液等试验必备化

学药品的配制质量，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4.3.2 要注意试验人员对滴定终点的判定经验，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4.4   方法选择与结果判定 

4.4.1  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委托时，应根据施工图、技术标准

与委托方，约定检测方法和判断依据。 

4.4.2 根据委托合同（单）约定，以水泥的质量百分比或胶凝材料的质

量百分比表示，并以相应的公式，计算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 

4.4.3  检测报告中应以汉语文字的形式明确注明，所报告的硬化混凝土

中氯离子含量是水泥的质量或是胶凝材料的质量比值。 

五、既有结构或构件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 

5.1  既有结构或构件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试件 

5.1.1 在对既有结构或构件混凝土进行氯离子含量检测时，当缺少同条

件养护混凝土试件时，可从既有结构或构件钻取混凝土芯样检测混凝土

中氯离子含量。 

5.1.2 氯离子含量检测宜选择结构部位中具有代表性的位置，并可利用

测试抗压强度后的破损芯样制作试样。 

5.1.3  钻取混凝土芯样时，相同混凝土配合比的芯样应为一组，每组芯

样的取样数量不应少于 3个。当结构部位已经出现钢筋锈蚀、顺筋裂缝

等明显劣化现象时，每组芯样的取样数量应增加一倍，同一结构部位的

芯样应为同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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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芯样直径不宜小于最大骨料粒径的两倍，且不宜小于 100mm。芯

样长度不宜小于 100mm，且不应小于钢筋保护层厚度。 

5.2   试验操作 

5.2.1  既有结构或构件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按《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

测技术规程》（JGJ/T 322-2013）附录 C的方法进行检测。 

5.2.2  既有结构或构件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可按《建筑结构检测技术

标准》（GB/T50344-2019）附录 H的方法进行比对、验证，若有异常，

应找清原因，重新检测，以提高检测精确度。 

5.3   要注意下列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5.3.1  要注意试验人员对滴定终点的判定经验，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5.3.2  按《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2019）附录 H方法进

行检测，在电位滴定时，参照 6.4条。 

5.4  方法选择与结果判定参照 4.4条。 

六．在建工程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 

6.1  在建工程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是工程质量检测重要内容。所谓

工程质量检测，是指为评定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与设计要求或与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规定的符合性所实施的检测。 

6.2  在建工程质量检测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的试件制备 

6.2.1  对受检区域混凝土中的氯离子含量进行总体评价时，取样位置应

在该区域混凝土中随机确定。 

6.2.2  每个区域混凝土钻取芯样不应少于 3个，芯样直径不应小于最大

骨料粒径的两倍，且不应小于 100mm，芯样长度宜贯穿整个构件，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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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小于 100mm。 

6.2.3  当需要确定受检区域不同深度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时，可将钻取

的芯样从外到里分层切割，同一受检区域中的所有芯样分层切割规则应

保持一致。 

6.2.4  试样的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将混凝土试件破碎，剔除石子； 

    2．将试样缩分至 100g，研磨至全部通过 0.08mm的筛； 

    3．用磁铁吸出试样中的金属铁屑； 

    4．将试样置于 105℃～110℃烘箱中烘干 2h，取出后放入干 

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备用。 

6.3   试验操作 

6.3.1  在建工程的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检测，按照《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

技术标准》（GB/T 50784）的有关规定进行。 

6.3.2  具体检测方法（化学分析），按《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T50344-2019附录 H的方法进行检测。 

6.3.3  在建工程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 可按《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

检测技术规程》（JGJ/T 322-2013）附录 C的方法进行比对、验证，若

有异常，应找清原因，重新检测，以提高检测精确度。 

6.4 要注意下列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6.4.1 试样制备时，建议采用专用球磨机进行研磨。 

6.4.2 按《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2019）附录 H的方法

进行检测时，根据标准要求，混凝土试样滤液可采用在电振荡器上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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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或静置时间 24h，建议采用静置 24h制备。原始记录上应详细说明采

用何种制备方式及制备时间。 

6.4.3 按《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2019）附录 H的方法

进行检测，在电位滴定时，建议按以下条件进行设置： 

1.自动电位滴定仪滴定条件设置： 稳定时间 20s、信号变化率

0.3mv/5s； 

2.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测试时每次最小体积滴定量：空白试验 0.02mL；

样品试验 0.04mL； 

3. 使用的双盐桥型饱和甘汞电极，建议盐桥套管内填装饱和硝酸钾

溶液。 

6.5  方法选择与结果判定 

6.5.1 参照 4.4条。 

6.5.2 当确认存在的氯离子含量超过相关标准要求时，应通过取样试验

确定其对混凝土的可能影响。 

6.5.3 通过取样试验检验氯离子对混凝土的作用效应时，宜在不怀疑存

在有害物质的部位钻取芯样进行比对。 

6.5.4  对某一特定部位进行评价时，宜在出现明显质量缺陷或损伤的位

置取样，其检测结果不宜用于评价该部位以外的混凝土。 

七．砂中氯离子含量检测 

7.1   砂中氯离子含量检测试件 

7.1.1  取样时应对拟取样的砂，充分拌和均匀；收样后，制备试样前，

应对所收取的砂样品充分拌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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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采用四分法取样品 2kg，在温度（105±5）℃的烘箱中烘干至恒

重，经冷却至室温备用。 

7.1.3  将已恒重的样品，采用四分法称取试样 500g，装入带塞磨口瓶

中，用容量瓶取 500mL蒸馏水，注入磨口瓶内，加上塞子，摇动一次，

放置 2h，然后每隔 5min摇动一次，共摇动 3次，使氯盐充分溶解。将

磨口瓶上部已澄清的溶液过滤，获取滤液做为试液。 

7.2   试验操作   

7.2.1  建议按《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2006）

方法进行检测。 

7.2.2  硝酸银标准溶液按照《化学试剂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GB/T 601）

来配置，并按《化学试剂  电位滴定法通则》（GB/T 9725）进行标定浓

度。 

7.3   要注意下列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7.3.1  试样分别在烘干前、烘干后取样时，均应用分料器或四分法进行

缩分，保证试样的均匀性，减少结果误差。 

7.3.2  滴定速率建议保持在 6mL/min～8mL/min,边摇动边滴。避免滴定

时成股流下，以免造成结果偏差；临近终点时应放缓滴定速率，以提高

精确度。 

7.3.3  宜进行两次平行试验，以两次测值的平均值为试验结果。 

7.3.4  对可疑样品建议进行 pH值确认。滴定试验必须在中性或弱碱性

溶液中进行，适宜 pH值范围为 6.5～10.5。 

7.4   方法选择与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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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砂中氯离子含量检测委托时，根据施工图、技术标准与委托方约

定检测方法和判断依据。 

7.4.2  建议使用高精度电位滴定仪，参照《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SL/T352-2020）3.18条，比对试验结果，若有异常，应找清原因，重

新检测，以提高检测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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