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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以下

简 称《 规 范》）GB 50204—2015 自 2015 年 9 月 1 日

实施过程以来人民来信及从业人员反馈的问题，《规范》

编制组进行整理、归纳，并甄选了其中重要的典型问题

进行解答和剖析，以期广大读者能对《规范》有更全面

细致的理解，促进《规范》的正确执行。

1.某工程项目于2015年6月1日开工，开工后一直执

行的是《规范》GB50204-2002（2011版）。《规

范》2015版于9月1日开始实施。请问我项目是否需

要从9月开始全部更换执行《规范》2015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第 705

号公告，公告全文如下：现批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50204-2015，

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1.2、5.2.1、5.2.3、

5.5.1、6.2.1、6.3.1、6.4.2、7.2.1、7.4.1 条为强制性条

文，必须严格执行。原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 同时废止。 

《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公告中可明确四个事项。一是新标准的名称和代

号；二是标准的实施起始日期；三是强制性条文的编号；

四是原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02 同时废止。公告规定，新标准实施的同

时废止旧标准，然而工程的实施可能跨越了新、旧标准

两个有效实施期。因此，会出现旧标准有效实施期内开

工的项目在新标准实施后适用《规范》哪个版本的问题。

根据以往惯例，并遵照同一工程项目应遵循一个标准的

原则，可按下列原则确定其适用的标准，即：新工程适

用新标准，旧工程适用旧标准，以开工证为准。也就是说，

新标准实施前获取开工证的项目可适用旧标准，新标准

实施后取得开工证的项目适用新标准。当然，实际工程

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实际工程中可在不违反主管部门相

关规定的前提下，由业主和承包商协商确定。此外，应

说明的是，标准的适用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

到建设行政管理问题，因此，标准的适用问题的解释权

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2.《规范》第3.0.8条在工程应用中如何实施？

3.0.8 混凝土结构工程采用的材料、构配件、器具及

半成品应按进场批次进行检验。属于同一工程项目且同

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对同一厂家生产的同批材料、

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可统一划分检验批进行验收。

现举工程案例如下：同一施工单位施工的 2 个单位

工程，同一混凝土公司生产的同一批 C30 混凝土分别

用于 1# 楼和门卫室。门卫室混凝土用量为 9m3，1# 楼

190m3。此时，可将 1# 楼和门卫室共 199m3 混凝土作

为一个检验批抽取 2 组混凝土试件进行检验，并将检验

报告和混凝土强度评定结果作为门卫室和 1# 楼的混凝土

强度检验记录。

3.混凝土缺陷返工、返修后，重新检查验收时的

范围可否只限于缺陷部位？

《规范》第 10.2.2 条中规定经返工、返修或更换构件、

部件的，应重新进行验收。一般情况下，其范围仅限于

返工、返修的部位。当返工、返修对其他部位有影响时，

重新检查验收部位应包括受影响的部位。

4.本次规范修订为什么不再保留模板工程拆除作

为验收的内容？

《规范》取消了模板工程拆除的相关验收内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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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由如下：（1）模板拆除通常在结构混凝土达到一定

强度后进行，此时结构已经具有一定的承载能力；（2）

模板拆除的要求在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中已经给出了明确规定，主要有：拆除顺序、

侧模和底模拆除时的混凝土强度、多层支模拆除、模板

及支架材料的传递、堆放、清理、运输等技术要求。

应注意，尽管未将模板拆除的内容作为验收项目，

但《规范》第 4.1.3 条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模板及支架

的拆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的规定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5.哪些模板工程应编制施工方案？哪些类型的模

板施工方案应进行技术论证？

所有模板工程均应在施工前编制施工方案，经监理

单位审批后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这是住房城乡建设

部管理文件和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已经成为目前我国

模板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控制的基本要求。

《规范》第 4.1.1 条明确规定：“模板工程应编制施

工方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建 筑 施 工 组 织 设 计 规 范》GB/T 

50502—2009 第 5.5.1 条规定：“单位工程应按照《建筑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中分部、分项工

程的划分原则，对主要分部、分项工程制定施工方案。”

现行国家标准《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903—2013 第 3.0.1 条规定：“市政工程应编制施工

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并应形成文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办法》（建质 [2009]87 号）第五条规定：施工单

位应当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编制专项方

案；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施工单位应当组织专家对专项方案进行论证。模板工程

被列入其中。

依据上述标准和文件的要求，以及考虑到编制施工

方案对于施工单位控制模板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具有重

要作用，因此规范要求所有模板工程均应按照相关规定

编制施工方案。对于一项具体工程而言，其模板工程的

规模、技术难度、危险性和施工条件均不同于其他工程，

即每项工程的模板及支架都具有不同的工程特点，因此

模板工程的施工方案不能抄袭照搬。不应仅凭施工经验、

主观臆断、粗略估算或照搬其它项目模板工程的参数和

做法进行模板安装施工。

对于普通模板工程的施工方案，通常应由施工项目

部组织编制，经施工单位内部审查后报项目监理部审查

批准，然后依据设计要求和施工方案进行模板安装施工。

《规范》要求对于爬升式、工具式模板工程及高大

模板支架工程三类模板工程的施工方案应进行技术论证。

爬升式模板工程是指滑模、爬模等在施工现场完成制作、

组装并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整体液压提升的模板系统。

工具式模板工程是指在施工中能够整体装拆、多次周转、

重复使用的一体化模板，如台模等。高大模板是指符合

下列四个条件之一的模板工程：支模高度超过 8m；支模

跨度超过 18m；施工总荷载超过 15kN/m2；施工线荷载

超过 20kN/m。这 4 个条件，系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

设工程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导则》（建

质 [2009]254 号）规定。该文件不仅明确给出了高大模

板的定义，而且对施工单位怎样组织技术论证，怎样进

一步完善落实施工方案，以及从安全角度如何实施监督

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现场施工中应遵照执行。

综上所述，所有模板工程均应编制施工方案，爬升式、

工具式模板工程及高大模板支架工程三类模板工程的施

工方案应进行论证。

6.模板支架的“整体稳固性”是什么意思？与上

一版规范中所说的“稳定性”要求有何不同？

《规范》第 4.1.2 条要求“模板及支架应根据安装、

使用和拆除工况进行设计，并应满足承载力、刚度和整

体稳固性要求”。

整体稳固性的概念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

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的规定，系指结构在遭遇偶

工程建设标准问与答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tandards Q&A 



752018 年第 8期·工程建设标准化

工程建设标准问与答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tandards Q&A 

然事件时（火灾、爆炸、人为破坏或失误等），结构仅产

生局部损坏而不致出现与起因不相称的整体性破坏。

《规范》所要求的模板及支架的整体稳固性，系指

模板系统在遭遇不利施工荷载时，或出现某些构造不合

理，或发生局部支撑杆件损坏、缺失等情况时，不能因

这些局部原因造成大范围失稳、破坏，进而造成模板及

支架工程整体坍塌。例如，整体式模板支架不应因部分

扫地杆缺失，少数承压杆件的长细比过大失稳等原因，

进而造成模板及支架工程的整体坍塌。即：稳固性强调

结构在偶然作用或局部缺陷引起的破坏应限定在有限的

范围，也就是要求结构具有较好的皮实性；而稳定性是

指结构在外荷载作用下不发生失稳破坏的能力。

7.模板及支架材料如何进场验收？

《规范》第 4.2.1 条要求“模板及支架用材料的技术

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场时应抽样检

验模板和支架材料的外观、规格和尺寸”。据此对模板

及支架材料应进行进场验收。具体验收可分两类：一类

是模板材料的技术指标，主要指模板、支架及构配件的

材质、规格、构造、力学性能等；另一类是模板材料的

外观、尺寸、损坏情况等。

模板材料特别是支架材料的进场验收一直是一个难

题。不仅因为模板及支架材料种类繁多，其规格尺寸、

材质和力学性能等各异，更是因为其周转重复使用，容

易出现损坏、混批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轻则给模板及

支架的质量、安全留下隐患，重则可能酿成事故。现实

中模板及支架材料的制作、租赁、周转等情况比较复杂，

既有新出厂的，也有经多次周转使用过的，有时还可能

遇到新旧材料混批的情况。支架材料中的钢管、连接件

等情况更为复杂，有些甚至在出厂时就达不到国家标准

的要求，如某些支架钢管的壁厚。

针对上述情况，规范做出了两项规定：第一项是要

求模板及支架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等技术指标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第二项是进场时应抽样检验模

板及支架材料的外观、规格和尺寸。

执行第一项规定，主要采取核查其质量证明文件的

方法来予以确认。执行中应对随材料提供的所有质量证

明文件全数核查。对于租赁使用的材料，其质量证明文

件还应包括出租单位资质、信用等内容。当发现质量证

明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进一步检验的措

施。全数核查质量证明文件，目的是证实模板及支架所

用材料的技术指标符合标准和施工方案的规定。

执行第二项规定，则应依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进场时对模板及支架的外观、规格、尺寸、损坏情

况等进行抽样检验。抽样检验时的划批、抽样率等应按

照各项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对实物的外观、规格、尺

寸进行抽样检验，目的是验证模板及支架所用材料外观

质量合格，并与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一致。采用抽样检

验而不是全数检验的方法，主要是考虑可行性和可操作

性。本条的外观、规格、尺寸检查包括模板的厚度、平整度，

支架杆件的直径、壁厚、外观、防腐处理，连接件的规格、

尺寸、重量、外观缺陷等，实施时可根据检验对象的特

点对检验项目进行补充或调整。当抽样检验发现有问题

时，应加大抽样率（直至全数检验）以及进一步抽查力

学性能等技术指标。当不符合要求时，应由施工、监理

单位会同有关单位商定处理意见，包括退场、进一步检

验或采取相关技术措施进行处理等。

8.模板及支架安装质量的验收依据主要有哪些？

模板及支架安装质量的验收依据主要有两个：一个

是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另一个是还要符合

施工方案的要求。

之所以将施工方案列为模板及支架验收的判定依据

之一，是因为相关标准的规定大多数是通用要求和基本

要求，而结合工程特点的具体要求，通常写在施工方案

之中。例如当土层上支摸时，土的压实系数就需要由施

工方案根据土力学试验确定并给出。因为每个工程的土

质不同，国家标准中对此无法做出统一规定。施工方案

经过了施工单位内部审查和监理单位的审批，可以作为

模板及支架安装质量验收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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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遇到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中没有明确给出

检验要求，或给出的验收要求在本工程上实施有困难时，

也应在施工方案中对验收要求加以补充和细化。

实际上，施工方案与国家现行标准是一致的，不应

把两者对立起来，而应把施工方案看作是国家标准的延

伸和细化。

9.模板立柱下是否必须设置垫板？支承在混凝土

楼层上的立柱是否可以不必设置垫板？

《规范》规定在土层上支模时，立杆下应一律设置

垫板。其他情况是否需要设置垫板，应由施工方案根据

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编制施工方案时应注意，当支撑

面的混凝土实际强度较低时，为防止楼面混凝土破损，

也应设置垫板。当竖杆下部设有底座时，根据底座的情

况可视为设置了垫板。即使设置了垫板，还应检查垫板

的设置状况是否符合施工方案要求，垫板的面积是否足

够分散竖杆压力，垫板是否中心承载，竖杆与垫板是否

顶紧，支撑在通长垫板上的竖杆受力是否均匀等。

10.《规范》规定的允许偏差中，为什么有的数

值有正负号，有的数值却没有正负号？两者的要

求有何不同？

规范对允许偏差的数值规定，有带正负号和不带正

负号两种。

带有正负号的允许偏差表示该偏差有方向性要求，

即该偏差除了数值限制外，还有方向性限制，即对偏差

的方向（上下、左右等）有要求。

不带正负号的数值，则表示该偏差没有方向性要求，

对上下、左右等没有方向性的限制，如预埋件的定位中

心位置等。

因此，带有正负号的允许偏差和没有正负号的允许

偏差，两者的要求有所不同。

在允许偏差中，还有个别项目带有单向符号，表示

仅对该项目偏差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提出要求。例如，钢

筋锚固长度的允许偏差为 -20mm，表示锚固长度不得

小于设计规定值 20mm 以上，对其超过设计规定值的大

小则不做规定。

11.《规范》要求预埋件应“安装牢固”，如何

进行检查验收？

《规范》对预埋件要求安装牢固，是一种定性而非定

量的规定。因为牢固程度难以量化，检查验收时只能做综

合判断。对安装牢固程度的检查验收，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观察预埋件在模板上的固定方式、预留孔、洞的内置模板

固定措施等，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对其牢固程度加以分析判

断，看其是否满足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也可现场用力

扳动、适度冲击，模拟预埋件在混凝土浇筑中受到冲击、

挤压时的受力状况，进而判断其是否会移位。

12.模板安装的轴线位置和垂直度等参数很重

要，为何其允许偏差列在一般项目中？

模板安装的轴线位置和垂直度等参数确实很重要，

按其性质应当属于主控项目，即属于“均应合格”的项目。

规范将其允许偏差列在一般项目中，主要是为了简化表

述，将各类允许偏差放在一起，统一列表给出。

《规范》中模板安装尺寸允许偏差的列表中，实际

上包含两类允许偏差：一类是决定混凝土结构位置、标高、

主要截面尺寸、结构或构件垂直度等重要的允许偏差，

另一类是仅涉及混凝土结构非主要性能的一般性允许偏

差，如相邻混凝土板表面高差、相邻踏步高差、混凝土

表面平整度、非主要受力构件的垂直度等。

施工中应当注意，由于模板验收时尚未浇筑混凝土，

如果发现过大偏差时应当在浇筑之前进行修整，使其满

足允许偏差的规定。在实施中，对“过大偏差”的衡量

可按照允许偏差的 1.5 倍取值，也可由施工方案根据工

程具体情况加以明确规定，但施工方案规定的过大偏差

数值不宜超过表 4.2.10 中允许偏差的 1.5 倍。

13.张拉设备为何要配套标定？为何要限制其标

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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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迪 
I n s p i r a t i o n

苏舜钦是北宋庆历年间当朝宰相杜衍的女婿，平日负责监管各地方行政机构驻京办事处，他和另外十

多位在京的高官，一起强力支持岳父和范仲淹等人联手推行的改革，与保守派们做着不懈的斗争，并眼看

着就要取得胜利。

这年中秋，苏舜钦想犒劳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仁们，便把他们邀到官衙内聚餐，聚餐费用大部分是苏舜

钦自掏腰包的，一小部分则是官衙卖掉的废文纸得来的钱。不料，这都给保守派留下来口实。一直以来，

保守派都想把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们从高位上拦下来，赶出京城。但苦于一直找不到机会，这次终于有了。

北宋法律规定，官衙的废文纸属于公共财产，如卖掉，所得的钱必须交公，如私自挪作他用，则触犯法律，

应受到惩处。

保守派就此轮番上奏宋仁宗，大肆渲染苏舜钦违法违纪，要求一定严办此事，以示正听。无奈之下，

仁宗只好按律办事，将苏舜钦和参加聚会的人全贬到外地，且永不得回城。范仲淹、杜衍等因此受到了牵连，

同样被降职外调，改革派自此一落千丈，再也没东山再起，一场志在必得的改革也因此不了了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细节是做人做事的关键，蕴含着大智慧，这是古训，不是戏言。毁掉千里之堤的

往往不是什么洪水巨浪，而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蚁穴。因此，越是想成大事者，越要多关注局部的细节，

特别是那些对自己不利的细枝末节。也就是说，智者善于以小见大，从小事中挖掘点滴，感悟哲理，绝不

将处理繁琐小事当成是一种负担，正如老子所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道理。

（未完待续）

为消除系统误差及千斤顶内摩阻等因素的影响，要

求设备配套标定，以确定压力表读数与千斤顶输出力之

间的关系曲线。这种关系曲线对应于特定的一套张拉设

备，故配套标定后应配套使用，确保张拉过程中施加的

张拉力准确并符合设计要求。

千斤顶的使用时间过长或张拉的预应力筋数量较多

时，其密封圈会被磨损，相应的内摩阻发生变化，配套

标定中的油泵压力表读值与千斤顶输出力之间的关系不

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有必要规定千斤顶合理的标定周

期，以确保有关标定数据的有效性。《规范》规定的半

年期限是根据以往工程经验提出的，且要求严格执行。

当然，半年内的使用情况可能因工程等实际情况存在较

大的差异，如仅使用于一项小工程的情况和在大型工程

中连续使用，或在预制构件厂频繁使用是有差异的。因此，

除应遵守本规定外，尚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合理确定

设备标定周期。

14.锚具产品为何要配套使用？

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其具体尺寸、配套的锚垫板

大小、局部加强钢筋及要求的混凝土强度等指标不尽相

同，但均是生产厂家通过锚固区传力性能试验得到的能

够保证其正常工作性能和安全性的匹配性组合，能够在

工程应用中保证锚固区的安全性。如果不同厂家之间的

不同部件混合使用，由于未经过锚固区传力性能试验的

检验验证，在工程应用中可能会造成锚固区混凝土的破

坏或失效，进而直接影响预应力构件的承载能力和抗裂

能力，因此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

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 85 规定锚具、夹具和连接器产

品应配套使用（包括锚垫板和局部加强钢筋），并对其

性能要求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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