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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1 2345 进行混凝土试块强度统计评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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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市政工程中经常使用的《 混凝土试块统计强度评定》表进行改进，利用 -../01 2345 的集成开发环境编

程，实现自动计算，并根据结果判断试块强度是否合格，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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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2345 是日常办公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01 程

序，2345 不仅具有文字、图文、表格编辑功能，而且

还具有强大的计算功能。利用 2345 的集成开发环

境（98: 编辑器），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利用 -../01
办公的劳动程度，提高工作效率。本文将市政工程

中经常使用的《混凝土试块统计强度评定》一表，进

行了改进，使其能够实现自动计算，并根据结果判断

试块强度是否合格。

#" 系统环境

普通家用或商用微机，2/;53<=(+ > (* 操 作 系

统，-../01 2345 (& > "### 和 -../01 ?@01A (& > "### 应

用程序。

$" 实现步骤

$B !" 表格的准备

将“混凝土试块强度评定表”绘制在 2345 文档

中，表格样式与建设部统一表式基本相同，只是为了

计算机读写数据时方便，在表格的第三行后增加一

行作为计算机填写计算结果的位置。

$B #" 程序的编写

在 2345 应用程序中，依次选择工具（6）主菜

单、宏（C）子菜单、9/=DEA 8E=/0 编辑器（9）选项，即

可进入 98: 编程环境。在 98: 编辑器中，依次选

择插入（ F）主菜单、模块（C），就会在左侧的工程资

源管理器中增加模块 ’ 项目；然后在 98: 编辑器中

依次选择插入（ F）主菜单、过程（G），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写入过程名称（ 本文使用 =HI5（ ）作为过程名

称），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进行编程。

$B #B !" 程序流程（如图 ’）

图 ’! 程序流程图

$B #B #" 程序代码

GDJA/0 KDJ =HI5（）

L/M ; := F;N1O14

L/M / := F;N1O14 L/M .0D( := K/;OA1
L/M P := F;N1O14 L/M .0D(+ := K/;OA1
L/M MNJ := 6EJA1 L/M .0D’+ := K/;OA1
L/M =N4A := 833A1E; L/M NP=’ := K/;OA1
L/M =N4" := 9E4/E;N L/M NP=" := K/;OA1
L/M Q5R（’ 63 ’#"）:= K/;OA1 L/M S := K/;OA1
L/M Q5R（）:= K/;OA1 L/M =N4E := KN4/;O
L/M .0DH := K/;OA1 L/M =N4J := KN4/;O
L/M =.0D := K/;OA1 L/M =N40 := KN4/;O
L/M TO@=A := K/;OA1 L/M =N45 := KN4/;O
L/M TO@=" := K/;OA1 L/M Q5R" := ?@01A，:IIA/0EN/3;
L/M .M/; := K/;OA1 ; U #

K1N MNJ U :0N/V1L30DM1;NB 6EJA1=（’）

K1N Q5R" U ?@01AB :IIA/0EN/3;
=N4" U 9EA（64/M（MNJB W1AA（’，)）XE;O1B 61@N））

=N4’ U F=YDM14/0（=N4"）

F. =N4’ :;5 =N4" Z # 6T1;
! ! .0DH U =N4"

?A=1
! ! C=O83@ [请输入试块设计强度后，再运行本程序！[
! ! ?@/N KDJ

?;5 F.
\34 / U ) 63 ’"
! ! \34 P U ’ 63 ’)
! ! ! ! S U9EA（:0N/V1L30DM1;NB 6EJA1=（’）B W1AA（/，P）B XE;O1B 6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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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1*/ "#
! ! 2)34 5
2)34 6
"# * + & ’()*
! ! 789:;3 <请输入试块强度值后，再运行本程序！<
! ! 1364 =>?
1*/ "#
@)A6B ./0-（- ’; *）

C;D 6 + - ’; *
! ! ./0-（ 6）+ ./0（ 6）
2)34 6
B4?E F)GG（H，-）E @I*9) + =4D（*）

B4?E F)GG（H，J）E @I*9) + =4D（ #>KL）

B#K> + ./0JE M;DL8())4C>*K46;*E NO)DI9)（./0-）

B4?E F)GG（H，P）E @I*9) + C;DBI4C>B?)D（B#K>，J，O?’D>)）

#B6* + ./0JE M;DL8())4C>*K46;*E 76*（./0-）

B4?E F)GG（H，Q）E @I*9) + C;DBI42>B?)D（ #B6*，J，O?’D>)）

"# * % -& ’()*
! ! "# * R -H ’()*
! ! ! ! (938- + -E Q
! ! ! ! (938J + &E S
! ! ! ! 1G8)
! ! ! ! "# * R JH ’()*
! ! ! ! ! ! (938- + -E TU
! ! ! ! ! ! (938J + &E VU
! ! ! ! ! ! 1G8)
! ! ! ! ! ! (938- + -E T
! ! ! ! ! ! (938J + &E VU
! ! ! ! 1*/ "#
! ! 1*/ "#
! ! 8#K> + ./0JE M;DL8())4C>*K46;*E =4A)O（./0-）

! ! B4?E F)GG（H，H）E @I*9) + C;DBI42>B?)D（8#K>，J，O?’D>)）

! ! B4?E F)GG（H，U）E @I*9) + C;DBI42>B?)D（(938-，J，O?’D>)）

! ! B4?E F)GG（H，T）E @I*9) + C;DBI42>B?)D（(938J，J，O?’D>)）

! ! B4?E F)GG（H，V）E @I*9) + C;DBI42>B?)D（ #K>L/&E S，J，O?’D>)）

! ! 458- + B#K> W (938G/8#K>
! ! 84DI + =4D（C;DBI42>B?)D（ 458-，J，O?’D>)））

! ! B4?E F)GG（P，-J）E @I*9) + C;DBI42>B?)D（ 458G，J，O?’D>)）

! ! 458J + (938J/#K>L
! ! 84D/ + =4D（C;DBI42>B?)D（ 458J，J，O?’D>)）

! ! B4?E F)GG（H，-J）E @I*9) + C;DBI42>B?)D（ 458J，J，O?’D>)）

! ! 84D? + =4D（C;DBI42>B?)D（&E S/#K>L，J，O?’D>)））

! ! 84DK + =4D（C;DBI42>B?)D（ #B6*，J，O?’D>)））

! ! "# 458- % + &E S/#K>L N*/ #B6* % + 458J ’()*
! ! ! ! B4?E F)GG（-P，P）E @I*9) + 84DI X <&<X 84D? X 84DK X <

&< X 84D/ X <该批试块合格<
! ! 1G8)
! ! ! ! B4?E F)GG（-P，P）E @I*9) + <该批试块不合格<
! ! 1*/ "#
1G8)
! ! 84DI + =4D（C;DBI42>B?)D（B#K>，J，O?’D>)））

! ! 84DK + =4D（C;DBI42>B?)D（ #B6*，J，O?’D>)））

! ! B4?E F)GG（H，S）E @I*9) + C;DBI42>B?)D（#K>L/&E SU，J，O?’D>)）
! ! 84D/ + =4D（C;DBI42>B?)D（&E SU/#K>L，J，O?’D>)））

! ! B4?E F)GG（H，-&）E @I*9) + C;DBI42>B?)D（#K>L/-E -U，J，O?’D>)）

! ! 84D? + =4D（C;DBI42>B?)D（-E -U/#K>L，J，O?’D>)））

! ! "# B#K> % + -E -U/#K>L I*/ #B6* % + &E SU/#K>L ’()*
! ! ! ! B4?E F)GG（-P，P）E @I*9) + 84DI X <&< X 84D? X 84DK X <

&< X 84D/ X <该批试块合格<

! ! 1G8)
! ! ! ! B4?E F)GG（-P，P）E @I*9) + <该批试块不合格<
! ! 1*/ "#
1*/ "#

1*/ =>?

!" 表格的使用

!E #" 数据准备

在表格的第一行强度等级后的单元格中填写强

度等级值（应为数值），在表格的第六行中依次填入

试块的强度值（应为数值）。

!E $" 评定计算

依次选择工具（’）主菜单、宏（7）子菜单、宏

（7）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8LY/（ ），点击运

行按钮，即可自动完成试块的强度评定，并填写在表

格中的相应位置中。

%" 程序特点和注意事项

%E #" 程序特点

本程序是在 Z##6K) M;D/ 的集成开发环境中开

发的，该环境使用的是 :I86K 结构化程序语言，系统

的菜单、命令易学、易用，而且还可与 Z##6K) 的其他

组件结合使用，本程序开发中使用了 13K)G 组件中

统计函数。

本程序仅需要输入要评定的一批试块的设计强

度等级和各组试块的强度值，就可以统计出试块组

数、平均值、标准差、选取合格判定系数等结果，使用

非常方便、简单。

本程序具有数据合理性判断功能，数据输入不

合理或不全，程序运行时会自动退出。

%E $" 注意事项

由于本表格附有程序，在运行本程序之前，应将

安全性设置为中，否则系统拒绝运行。程序中没有

设置表格中文字的格式，在 M;D/ 编辑器中可以任

意设置表格样式和字体，然后再打印成果。

本程序评定试块组数超过 -&J 组时，需增加表

格行数，修改行数控制变量 ! 的终值。

&" 结语

本表格在应用中达到了预期效果，计算准确、快

速，使用简单、方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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