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ＵＤＣ Ｍ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Ｐ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代替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００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
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０６－２２ 发布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施行　 　 　

中国民用航空局　 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主编单位: 上海华东民航机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批准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施行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中国民航出版社

２０１７　 北　 京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公　 　 告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发布 «民用机场

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的公告

现发布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行业标准ꎬ 自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ꎬ 原

«民用机场飞行区工程竣工验收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

２０００) 同时废止ꎮ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ꎬ 由中国

民航出版社出版发行ꎮ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前　 言

«民用机场飞行区工程竣工验收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００) 自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 日施行以来ꎬ 适应了当时和其后一段时期机场建设的需求ꎬ 对指导我国民

用机场飞行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近年来ꎬ 随着我国民用机场建设

事业的快速发展ꎬ 在民用机场飞行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ꎬ 飞

行区场道工程专业划分更加明晰ꎬ 检验技术和检验方法进一步完善ꎮ

为满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民用机场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需要ꎬ 本标准对以下方面

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为更准确地描述本标准适用的工程范围ꎬ 体现工程质量的过程控制ꎬ 将原

标准名称 «民用机场飞行区工程竣工验收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修改为 «民用机场飞

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ꎻ

———建立了以分项工程为基础的逐级评定方法ꎬ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分为基

本要求、 实测项目、 外观检查和质量保证资料四个部分ꎻ

———将工程质量评定由 “优良”、 “合格”、 “不合格” 三个等级改为 “合格”

与 “不合格” 两个等级ꎻ

———从工程管理的角度ꎬ 完善了飞行区场道工程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及分项工

程的划分ꎻ

———补充和细化了土方工程、 石方工程、 地基处理工程、 边坡防护及支挡工程、

道面工程、 路面工程、 排水工程、 桥梁工程、 涵隧工程、 消防管网工程、 围界工程

的质量检验评定方法ꎻ

———补充和完善了压实度、 水泥混凝土弯拉强度、 水泥混凝土抗压强度、 水泥

砂浆强度、 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基层和底基层强度、 反应模量及道面抗渗等指标的

评定方法ꎻ

———修订了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用表ꎮ

本标准第 １ 章、 第 ２ 章由万朝俊、 苏尔好、 廖志高编写ꎬ 第 ３ 章由廖志高、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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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俊编写ꎬ 第 ４ 章、 第 ５ 章由林建、 黄崇伟、 王伟编写ꎬ 第 ６ 章、 第 ７ 章由保卫国、

苏尔好、 黄崇伟编写ꎬ 第 ８ 章由刘松、 苏尔好编写ꎬ 第 ９ 章、 第 １０ 章由张道玲、 赵

旭、 陆剑波编写ꎬ 第 １１ 章由周利民、 谢亚章编写ꎬ 第 １２ 章由常玉英、 侯建杰编写ꎬ

附录 Ａ 至附录 Ｅ 由阚孝荣、 张甲峰、 张玉芳编写ꎬ 附录 Ｆ 至附录 Ｊ 由陈士昌、 罗

勇、 童俊编写ꎮ

本标准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ꎬ 请函告本

标准日常管理组 (联系人: 万朝俊、 张玉芳ꎻ 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机场内空港

一路 ８９ 号ꎻ 邮 政 编 码: ２００３３５ꎻ 传 真: ０２１￣２２３２７４１１ꎻ 电 话: ０２１￣２２３２７３７５、

２２３２７４１１ꎻ 电子邮箱: ｗａｎｃｈａｏｊｕｎ１９７４＠ １６３ ｃｏｍ、 ｈｄｍｈｊｌｚｓ＠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

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上海华东民航机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参编单位: 上海公路桥梁 (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航空港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颐和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民航新时代机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　 　 编: 万朝俊　 苏尔好

编写人员: 黄崇伟　 林　 建　 保卫国　 刘　 松　 王　 伟　 赵　 旭　 谢亚章

张道玲　 周利民　 陆剑波　 陈士昌　 阚孝荣　 张玉芳　 常玉英

罗　 勇　 张甲峰　 童　 俊　 侯建杰　 廖志高

主　 　 审: 西绍波　 徐德欣

参审人员: 邵道杰　 姜昌山　 马志刚　 郑　 斐　 周栋亮　 张飞林　 彭余华

柴震林　 赵忠进　 滕力鹏　 李海燕　 宋　 力　 王克海　 李久权

孙贤福　 薛小刚　 贾逸勤

本标准于 ２０００ 年首次发布ꎬ 主编单位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机场司ꎬ 主要起草人

为罗毓华、 刁永海、 佟岱山ꎮ 本次修订为第一次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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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工作ꎬ 保证工程质量ꎬ 制定本标准ꎮ

【条文说明】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规定ꎬ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验收申请后ꎬ 应组织设计、

勘察、 施工、 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ꎮ 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ꎬ 方可交付使用ꎮ

１ ０ ２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 飞行区场道工程的质量检验

评定ꎮ

通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的质量检验评定可参照本标准执行ꎮ

本标准所称的飞行区场道工程包括土石方与地基处理、 边坡防护、 道面、 路面、 排水、 桥

梁、 涵隧、 消防管网、 围界等工程ꎮ

【条文说明】 本条将原标准中 “通用航空机场和直升机场可参照执行” 修订为 “通用机场飞行

区场道工程的质量检验评定和验收ꎬ 可参照本标准执行”ꎮ

本标准所规定的飞行区场道工程所包含的工程ꎬ 出自 ２０１１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民航局联

合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明确民航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和质量监督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ꎮ

１ ０ ３　 本标准未明确质量检验评定方法的ꎬ 可参照相关标准ꎬ 或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检验标

准ꎬ 并经专家评审论证后报主管部门ꎮ

【条文说明】 因采用新材料、 新工艺、 新技术ꎬ 或因地质、 水文等其他特殊情况ꎬ 导致本标准不

适用时ꎬ 本条提出了质量检验评定的处理方法ꎮ

１ ０ ４　 数字化施工过程监控技术可作为质量检验评定的辅助手段ꎮ

【条文说明】 我国法定工程质量的检验评定方法均为事后检验ꎮ 采用数字化施工过程监控等手

段ꎬ 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施工过程的质量问题ꎬ 提高工程质量评定结果的可靠性ꎮ

１ ０ ５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的质量检验评定ꎬ 除应符合本标准外ꎬ 还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

行有关规定或标准的要求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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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 ０ １　 质量检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对检验项目的外观或性能采用目测、 量测、 试验、 检查等方法ꎬ 结合施工过程形成的技术

资料ꎬ 将结果与标准要求进行比较的活动ꎮ

２ ０ ２　 评定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依据检验结果确定工程质量是否合格的活动ꎮ

２ ０ ３　 单位工程 ｕｎｉ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具备独立施工条件ꎬ 功能相对独立的工程ꎮ

２ ０ ４　 分部工程 ｐａ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单位工程的组成部分ꎬ 是按工程的部位、 结构形式或专业性质等划分的工程ꎮ

２ ０ ５　 分项工程 ｓｕｂｅｎｔ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分部工程的组成部分ꎬ 是按工程的施工工艺、 材料或设备类型等划分的工程ꎮ

２ ０ ６　 基本要求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在施工过程中ꎬ 直接影响工程质量、 结构安全或使用功能的要求ꎮ

２ ０ ７　 实测项目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ｔｅｍ

对工程实体采用量测、 试验等方法进行质量检验的项目ꎮ

２ ０ ８　 保证项目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ｉｔｅｍ

对安全、 质量、 功能和公众利益起决定性作用的实测项目ꎮ

２ ０ ９　 一般项目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ｔｅｍ

除保证项目以外的实测项目ꎮ

２ ０ １０　 外观检查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通过观察和必要的量测反映工程外在质量的活动ꎮ

２ ０ １１　 质量保证资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施工过程中形成的与工程质量相关的检查、 试验、 控制及产品质量证明文件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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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工程质量评定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１ １　 飞行区场道工程应划分为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ꎬ 具体见附录 Ａꎮ

【条文说明】 工程划分是工程管理的基础ꎮ 原标准的工程划分是根据工程使用功能进行的ꎬ 在民

航专业工程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是合适的ꎬ 但随着工程规模的扩大、 专业内涵的扩展和深入ꎬ

原标准的划分方法已与实际操作情况不符ꎮ 因此ꎬ 本标准从工程管理的角度出发ꎬ 结合其他行

业经验和民航实际ꎬ 对飞行区场道工程进行了重新划分ꎬ 使之更符合工程管理需要ꎮ

３ １ ２　 工程建设的相关主体应按照统一的工程划分进行工程质量管理和检验评定ꎮ

【条文说明】 近年来ꎬ 飞行区场道工程因各方理解差异存在划分不一的情况ꎬ 导致在工程管理和

沟通中缺乏统一的标准ꎮ 因此ꎬ 本条强调工程建设相关主体严格执行统一划分方法的重要性ꎮ

３ ２　 质量等级评定

３ ２ １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应以分项工程为基本评定单元ꎬ 在分项工程评定的基础上ꎬ 逐级评定

分部工程、 单位工程ꎮ

【条文说明】 原标准的工程质量检验评定以分部工程为基本评定单元ꎮ 本标准结合其他行业经验

和现场工程实际ꎬ 确立以分项工程作为基本评定单元ꎬ 使工程质量更便于控制和管理ꎮ

３ ２ ２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等级分为合格和不合格ꎮ

【条文说明】 目前相关行业均已取消工程质量评分ꎬ 将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等级分为合格和不合

格ꎮ 本次修订根据民航实际情况和相关行业经验ꎬ 取消了工程质量评分办法和优良等级ꎮ

３ ２ ３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内容应包括基本要求、 实测项目、 外观检查和质量保证资料ꎮ

３ ２ ４　 基本要求检查合格是进行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的先决条件ꎮ

３ ２ ５　 实测项目分为保证项目和一般项目ꎬ 评定为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实测项目有规定极值的ꎬ 任一单个检测值都不得超出规定极值ꎻ 实测项目无规定极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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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 单点检测值的偏差不应超过允许偏差值的 ２ 倍ꎮ

２　 保证项目的合格率不得低于 ９５％ꎬ 一般项目的合格率不得低于 ８５％ꎻ 合格率另有规定

的ꎬ 按其规定执行ꎮ

合格率按以下公式计算:

合格率＝检测合格的点 (组) 数

全部检测点 (组) 数
×１００％ (３ ２ ５)

３　 采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评定的实测项目ꎬ 应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要求进行评定ꎮ

【条文说明】 “检测合格的点 (组) 数” 是指在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范围内的点 (组) 数ꎮ

当实测值不符合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ꎬ 但在 “规定极值” 或 “允许偏差值 ２ 倍” 范围内ꎬ 该

点 (组) 实测值不合格ꎮ

３ ２ ６　 外观检查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ꎮ 存在较严重的外观缺陷时ꎬ 应在施工单位采取措施进行

整修合格后ꎬ 方可进行质量检验评定ꎮ

３ ２ ７　 当质量保证资料中出现图表残缺、 基本数据缺乏时ꎬ 该分项工程不合格ꎮ

３ ２ ８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为合格应满足以下条件:

１　 基本要求全部满足ꎻ

２　 实测项目全部合格ꎻ

３　 质量保证资料完整ꎻ

４　 外观检查符合要求ꎮ

３ ２ ９　 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评定为合格应满足以下条件:

１　 分项工程全部合格ꎻ

２　 质量保证资料完整ꎻ

３　 功能符合相关要求ꎮ

３ ２ １０　 单位工程质量检验评定为合格应满足以下条件:

１　 分部工程全部合格ꎻ

２　 质量保证资料完整ꎻ

３　 功能符合相关要求ꎮ

【条文说明】 当分部 / 单位工程有功能要求时ꎬ 例如消防管网联合调试、 围界监控 / 报警系统联动

等ꎬ 应对其功能进行检查ꎮ

３ ２ １１　 评定为不合格的工程ꎬ 经加固、 补强或返工ꎬ 符合设计要求后ꎬ 应重新评定其工程

质量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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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质量检验评定程序

３ ３ １　 施工单位应按要求对分项工程进行自检ꎬ 合格后按附录 Ｊ 表 Ｊ－１ 要求填写工程质量检验

评定用表ꎬ 报监理单位验收ꎮ 监理单位应结合平行量测和平行试验的结果ꎬ 按相关要求对施工

单位的检验评定结果进行签认ꎮ

３ ３ ２　 施工单位应按要求对分部工程进行自检ꎬ 合格后按附录 Ｊ 表 Ｊ－２ 的要求填写工程质量检

验评定用表ꎬ 报监理单位验收ꎮ 监理单位根据工程实际情况ꎬ 组织施工验收ꎬ 根据检查结果对

施工单位的检验评定结果进行签认ꎮ

３ ３ ３　 施工单位应按要求对单位工程进行自检ꎬ 合格后按附录 Ｊ 表 Ｊ－３ 的要求填写工程质量检

验评定用表ꎬ 报监理单位ꎮ 监理单位应会同建设单位组织施工、 设计、 勘察等有关单位进行验

收ꎬ 对验收评定结果进行签认ꎮ

３ ３ ４　 单位工程验收合格后ꎬ 方可提交竣工验收ꎮ

【条文说明】 本标准仅适用于飞行区场道工程的质量检验评定ꎬ 并未涵盖全部民航专业工程ꎬ 因

此对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未做具体规定ꎬ 可参照民航行业的其他规定执行ꎮ

—５—

３　 工程质量评定



４　 土石方与地基处理工程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土石方工程的实测项目ꎬ 应按飞行区场地的不同功能分区分别进行检测ꎮ

【条文说明】 按照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规定ꎬ 飞行区道面影响

区为道面 (包括跑道、 滑行道、 联络道、 机坪、 道肩、 防吹坪) 下与其变形有相互影响的一定

地基范围ꎬ 土面区为除道面影响区范围以外的区域ꎬ 包括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平整区及其他

土面区等ꎬ 但不包括填方边坡稳定影响区ꎮ

４ １ ２　 道基反应模量或道基回弹模量应符合设计要求ꎮ 道基反应模量评定应按附录 Ｇ 的要求执

行ꎬ 道基回弹模量的评定参照相关标准执行ꎮ

４ １ ３　 服务车道、 巡场路的路基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ꎬ 顶面高程和平整度检查频率应参照飞

行区道面影响区标准执行ꎮ

４ １ ４　 填方边坡稳定影响区的土石方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ꎬ 其高程、 平整度实测项目按土石

方工程其他土面区的检查方法及标准执行ꎮ

４ ２　 土方工程

４ ２ １　 基本要求

１　 场地清表及平整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填料类别及其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土方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压实层数 /厚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ꎬ 并已自下而上进行了验收ꎮ

４ ２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２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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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２　 土方工程实测项目

序
号

项
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
证
项
目

压实度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层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土
面
区

填方

挖方及

零填

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

平整区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层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其他土面区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层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

平整区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层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其他土面区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层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２

３

一
般
项
目

顶面

高程

(ｍｍ)

顶面

平整度

(ｍｍ)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 ＋１０ꎬ －２０

跑道端安全区ꎬ 升降带平整区 ±３０

其他土面区 ±５０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 ≤２０

跑道端安全区ꎬ 升降带平整区 ≤５０

其他土面区 ≤５０

水准仪: 按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频率

检查

水准仪: 按 ２０ ｍ×２０ ｍ 方格网频率

检查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每 ５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注: 沟、 浜塘区域道基压实度的检测频率应加密为表中频率的 ２ 倍ꎮ

４ ２ ３　 外观检查

１　 表面平整ꎬ 边线直顺ꎻ

２　 边坡坡面平顺ꎬ 无亏坡ꎮ

４ ３　 石方工程

４ ３ １　 基本要求

１　 场地清表及平整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填筑石料最大粒径、 曲率系数、 不均匀系数等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石方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压实层数 /厚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ꎬ 并已自下而上进行了验收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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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３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４ ３ ２　 石方工程实测项目

序
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

项目

固体体积率

(％)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

土
面
区

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

平整区

其他土面区

设计要求

灌砂法或水袋法: 每层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灌砂法或水袋法: 每层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灌砂法或水袋法: 每层每 ６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２

３

一般

项目

顶面高程

(ｍｍ)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 ＋２０ꎬ －３０ 水准仪: 按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频率检查

顶面平整度

(ｍｍ)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 ≤２０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１ ０００ ｍ２

测 １ 处

　 　 注: １　 固体体积率检测方法应按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的相关规定执行ꎮ

２　 石方工程上覆土层完工后ꎬ 应进行平整度和高程检测ꎮ 上覆土层的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ꎬ 压实度、

平整度及高程按表 ４ ２ ２ 的要求执行ꎮ

４ ３ ３　 外观检查

１　 表面平整ꎬ 边线直顺ꎻ

２　 边坡坡面平顺ꎬ 无亏坡ꎮ

４ ４　 地基处理

４ ４ １　 换填

１　 基本要求

１) 换填的深度和范围符合设计要求ꎻ

２) 换填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换填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土石方工程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ꎮ

４ ４ ２　 强夯

１　 基本要求

１) 强夯填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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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强夯能级及夯锤规格符合设计要求ꎻ

３) 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要求的停夯标准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４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４ ４ ２　 强夯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夯击次数、 遍数 设计要求 施工记录

承载力 设计要求 按规定要求检查

３

４

５

６

７

一般项目

夯击范围 设计要求 经纬仪或全站仪: 所有角点位置

锤重 (ｋｇ) ±１００ 称重

夯点间距偏差 (ｍｍ) ±５００ 尺量: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０ 处

夯锤落距 (ｍｍ) ±３００ 施工记录

前后两遍间歇时间 设计要求 施工记录

４ ４ ３　 堆载预压

１　 基本要求

１) 堆载填料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填筑速率符合设计要求ꎻ 地基沉降与侧向位移等传感器的埋设及监测手段符合设计及施

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堆载时间、 沉降量和卸载条件符合设计要求ꎻ

４) 对于堆载体卸载后保留的部分ꎬ 其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４ ３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４ ４ ３　 堆载预压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一般项目

堆载体宽度、 长度 (ｍｍ) －１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等距测 ４ 处

堆载体高度 (ｍｍ) ±１００ 水准仪: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４ 点

堆载体平面位置 (ｍｍ) ±１０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所有角点位置

堆载体边坡坡率 (％) ±０ ５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等距测 ４ 处

４ ４ ４　 真空预压

１　 基本要求

１) 密封沟和密封墙施工、 密封膜铺设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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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真空预压设备选择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观测点、 观测断面、 观测频次和观测精度符合设计要求ꎬ 有定期复核校正观测基桩的测

量记录ꎻ

４) 正式抽真空前已进行试抽ꎬ 试抽施工参数及结果符合设计要求ꎻ

５) 真空预压卸载时间的评估记录齐全ꎬ 评估结果符合设计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４ ４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４ ４ ４　 真空预压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真空度 设计要求 真空度每测表读数: ≥１ 次 /天

２

３
一般项目

处理范围 (ｍｍ) ±１５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所有角点位置

密封膜层数 设计要求 施工记录

４ ４ ５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粉煤灰、 砂、 石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桩身混合料的配合比、 坍落度和提拔钻杆速度 (或提拔套管速度)、 成孔深度、 混合料

灌入量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４ ５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４ ４ ５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保证项目

承载力 设计要求 按规定要求检查

桩体强度 设计要求 取芯法: 抽查 ２％

桩径 (ｍｍ) －２０
尺量: 抽查 １０％ꎬ 并不少于 １０ 根ꎻ 并计算

填料量: 施工资料

桩长 (ｍｍ) －１００ 施工记录

５

６

７

一般项目

桩间距偏差 (ｍｍ) ±１００ 尺量: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５ 根

桩顶标高 (ｍｍ) ±１５０ 水准仪: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５ 根

垂直度 (％) ≤１ ５ 施工记录

４ ４ ６　 压密注浆

１　 基本要求

１) 浆液组成原材料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浆液配合比及主要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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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注浆顺序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４ ６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４ ４ ６　 压密注浆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承载力 设计要求 按规定要求检查

水泥用量 (％) －５ 施工记录

３

４

５

一般项目

注浆孔间距偏差 (ｍｍ) ±２０ 尺量: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５ 根

注浆孔深 (ｍｍ) ±１００ 施工记录

注浆压力 (％) ±１０ 施工记录

　 　 注: 水泥用量 “－５％” 的允许偏差ꎬ 是指掺入水泥量允许有其重量 ５％的偏差ꎮ

４ ４ ７　 水泥土搅拌桩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外加剂等原材料技术指标及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桩机及搅拌机工作性能、 各种计量设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机头提升速度、 水泥注入量、 搅拌桩的长度及标高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桩体强度及桩体直径资料齐全ꎻ

５) 水泥土搅拌桩强度检验取芯时间符合设计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４ ７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４ ４ ７　 水泥土搅拌桩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承载力 设计要求 按规定要求检查

桩体强度 设计要求 按规定要求检查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一般项目

桩底标高 (ｍｍ) ±２００ 施工记录

桩顶标高 (ｍｍ) ＋１００ꎬ －５０ 水准仪: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５ 根

桩间距偏差 (ｍｍ) ±５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５ 根

桩径 (ｍｍ) ≤０ ０４ Ｄ 开挖后尺量: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５ 根

垂直度 (％) ≤１ ５ 施工记录

搭接 设计要求 尺量: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５ 处

　 　 注: Ｄ 为桩体直径ꎮ

４ ４ ８　 灰土挤密桩

１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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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水泥、 石灰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填料的含水量、 灰剂量等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桩孔位置、 桩孔直径、 桩孔深度及夯击次数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４ ８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４ ４ ８　 灰土挤密桩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桩体及桩间土干密度 设计要求 灌砂法或水袋法: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承载力 设计要求 按规定要求检查

３

４

５

６

一般项目

桩长 (ｍｍ) －１００ 施工记录

桩间距偏差 (ｍｍ) ±１００ 尺量: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５ 根

垂直度 (％) ≤１ ５ 施工记录

桩径 (ｍｍ) －２０ 开挖后尺量: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５ 根

４ ４ ９　 碎石桩

１　 基本要求

１) 碎石材料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ꎻ

２) 灌石量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碎石桩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４ ９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４ ４ ９　 碎石桩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桩身动力触探击数 设计要求 按规定要求检查

桩长 (ｍｍ) －１００ 施工记录

３

４

５

一般项目

桩间距偏差 (ｍｍ) ±１５０ 尺量: 抽查 ２％ꎬ 且不少于 ６ 处

垂直度 (％) ≤１ ５ 施工记录

桩径 设计要求 施工记录

４ ５　 土工合成材料处治地基

４ ５ １　 基本要求

１　 土工合成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 施工规范及有关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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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齐全ꎬ 相应的抗拉强度、 顶破强度、 透水性能、 负荷延伸率等技术指

标符合设计及有关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ꎮ

３　 既有工作面已检验合格ꎻ 垫层技术指标、 铺设及压实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４　 现场土工材料铺设、 搭接、 粘接强度和长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条文说明】 根据 «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２９０) 规定ꎬ 土工合成材料是指工程

建设中运用的与土、 岩石或其他材料接触的聚合物材料 (含天然的) 的总称ꎬ 包括土工织物、

土工膜、 土工复合材料和土工特种材料四大类ꎮ

从机场工程常用的土工合成材料上来看ꎬ 按其功能将其分为加筋、 隔离、 过滤排水、 固结

排水、 防裂等ꎮ

４ ５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４ ５ ２－１~４ ５ ２－５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４ ５ ２￣１　 加筋土工合成材料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锚固长度 设计要求 尺量: 抽查 ２％

２

３

４

一般项目

下承层平整度 设计要求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搭接宽度 (ｍｍ) ＋５０ꎬ －０ 尺量: 抽查 ２％

搭接缝错开距离 设计、 施工要求 尺量: 抽查 ２％

表 ４ ５ ２￣２　 隔离土工合成材料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搭接处透水点 不多于 １ 个 目视: 每缝

２

３

４

一般项目

下承层平整度 设计要求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搭接宽度 (ｍｍ) ＋５０ꎬ －０ 尺量: 抽查 ２％

搭接缝错开距离 设计要求 尺量: 抽查 ２％

表 ４ ５ ２￣３　 过滤排水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搭接宽度 (ｍｍ) ＋５０ꎬ －０ 尺量: 抽查 ２％

搭接缝错开距离 设计要求 尺量: 抽查 ２％

３ 一般项目 下承层平整度 设计要求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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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５ ２￣４　 固结排水土工合成材料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插入深度 (ｍｍ) ±２００ 施工记录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一般项目

平面边界位置 (ｍｍ) ±１０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全部边界

间距偏差 (ｍｍ) ±１５０ 尺量: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２０ 根

垂直度 (％) ≤１ ５ 施工记录

回带长度 (ｍｍ) ≤５００ 尺量: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１０ 根

回带根数 (％) <５ 目测: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１０ 根

高出砂垫层距离 (ｍｍ) ≥２００ 尺量: 抽查 ５％ꎬ 且不少于 １０ 根

表 ４ ５ ２￣５　 防裂土工合成材料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搭接宽度 (ｍｍ)
≥５０ (横向)ꎬ
≥１５０ (纵向)

尺量: 抽查 ２％

２

３

一般项目
下承层平整度 设计要求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粘结力 设计要求 试验: 抽查 ２％

４ ５ ３　 外观检查

１　 表面平顺ꎬ 搭接良好ꎻ

２　 土工合成材料固定处不得松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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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边坡防护及支挡工程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挡土墙基础地基处理的质量检验评定应按第 ４ 章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５ １ ２　 钢筋及预应力筋加工、 安装及张拉的质量检验评定应按第 ９ ２ 节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５ １ ３　 墙背排水反滤层、 泄水孔的质量检验评定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５ １ ４　 边坡防护及支挡工程应按以下方法进行质量检验评定:

１　 坡率法的防护工程按砌体防护或植草防护进行评定ꎻ

２　 重力式挡墙按照砌筑挡土墙或现浇混凝土挡土墙进行评定ꎻ

３　 扶壁式、 悬臂式、 桩板式、 板肋式、 格构式挡墙应根据施工形式不同ꎬ 按照现浇混凝土

挡土墙或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挡土墙进行评定ꎻ

４　 锚杆、 岩石喷锚等工程应按锚喷防护进行评定ꎻ

５　 抗滑桩应按第 ９ ３ 节相关要求进行评定ꎻ

６　 加筋边坡筋体应按第 ４ ５ 节相关要求进行评定ꎮ

５ ２　 现浇混凝土挡土墙

５ ２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ꎬ 并有不同批次原材料在工

程中使用部位的记录ꎻ

２　 挡土墙基坑开挖施工及支护措施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现浇混凝土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反滤层保护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５　 墙背填土、 排水滤水层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５ ２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５ ２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５１—

５　 边坡防护及支挡工程



表 ５ ２ ２　 现浇混凝土挡土墙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墙背填土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层每 ２０ ｍ 测

１ 处

３

４

５

６

７

一般项目

平面位置 (ｍｍ) ±２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２ 点

墙厚 (ｍｍ) ±５ 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垂直度
≤０ １５％ Ｈꎬ
且≤１０ ｍｍ

经纬仪或垂线测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墙面平整度 (ｍｍ) ≤５
２ ｍ 直尺ꎬ 垂直和墙长方向各 １ 尺取最

大值: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顶面高程 (ｍｍ) ±５ 水准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２ 点

　 　 注: Ｈ 为挡土墙高度ꎮ

５ ２ ３　 外观检查

１　 墙面色泽均匀ꎬ 表面清洁ꎬ 无露筋、 缺损及孔洞ꎻ

２　 麻面、 蜂窝面积不得超过该面总面积的 ０ ５％ꎬ 深度不得超过 １０ ｍｍꎻ

３　 混凝土表面裂缝宽度不得超过设计规定ꎬ 或设计未规定时不得超过 ０ １５ ｍｍꎻ

４　 泄水孔坡度向外ꎬ 无堵塞现象ꎬ 位置符合要求ꎻ

５　 无错台、 跑模现象ꎮ

５ ３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挡土墙

５ ３ １　 基本要求

１　 挡土墙基底的平整度、 强度和承载力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预制墙板的拼缝与基础变形缝吻合ꎬ 预埋件位置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焊接及焊

缝处理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３　 墙板灌缝及勾缝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５ ３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５ ３ ２－１~５ ３ ２－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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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３ ２￣１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挡土墙预制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一般项目

尺寸 (ｍｍ) ±１０ 尺量: 每梁 (板)

平整度 (ｍｍ) ≤５
２ ｍ 直尺ꎬ 垂直和墙长方向各 １ 尺取最

大值: 每侧面每 １０ ｍ 梁长测 １ 处

表 ５ ３ ２￣２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挡土墙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承载力 设计要求 按规定方法

２

３

４

５

６

一般项目

平面位置

(ｍｍ)
顺挡墙方向 ±１０

垂直挡墙方向 ±５

纵向高程 (ｍｍ) ＋８ꎬ －５

墙面垂直度
≤０ １５％ Ｈꎬ
且≤１０ ｍｍ

直顺度 (ｍｍ) ≤１０

相邻板顶面高差 (ｍｍ) ±８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构件测 ２ 点

水准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２ 点

垂线测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２０ ｍ 拉线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注: Ｈ 为挡土墙高度ꎮ

５ ３ ３　 外观检查

预制块铺砌平整、 稳定ꎬ 缝线规则ꎬ 表面无开裂ꎮ

５ ４　 砌筑挡土墙

５ ４ １　 基本要求

１　 石料、 混凝土预制块、 砂浆及嵌缝板等技术指标及砂浆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

要求ꎻ

２　 沉降缝嵌缝板的安装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挡土墙体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墙背填土、 排水滤水层材料技术指标及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５ ４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５ ４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７１—

５　 边坡防护及支挡工程



表 ５ ４ ２　 砌筑挡土墙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砂浆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Ｅ 的要求检查

墙背填土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层每 ２０ ｍ 测 １ 处

３

４

５

６

７

一般项目

平面位置 (ｍｍ) ±５０

断面尺寸 (ｍｍ) ±２０

顶面高程 (ｍｍ) ±２０

墙面垂直度
≤０ ５％ Ｈꎬ
且≤２０ ｍｍ

表面

平整度

(ｍｍ)

块石 ≤２０

片石 ≤３０

混凝土块、 料石 ≤１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墙顶外边线每 ２０ ｍ 测 ３ 点

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个断面

水准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１ 点

垂线测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２ ｍ 直尺ꎬ 垂直和墙长方向各 １ 尺取最大

值: 每 ２０ ｍ 测 ３ 处

　 　 注: Ｈ 为挡土墙高度ꎮ

５ ４ ３　 外观检查

１　 表面平整ꎬ 砌缝完好、 无开裂现象ꎬ 勾缝平顺、 无脱落现象ꎻ

２　 沉降缝整齐垂直ꎬ 上下贯通ꎮ

５ ５　 加筋土挡土墙

５ ５ １　 基本要求

１　 现浇混凝土基础及预制面板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水泥、 砂、 石、 外掺剂、 筋带等原材料的技术指标及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

要求ꎻ

３　 土料选择及其物理、 力学性能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筋带数量符合设计要求ꎻ

５　 筋带与面板、 筋带与筋带连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６　 面板安装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５ ５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５ ５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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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５ ２　 加筋土挡土墙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５

一般项目

加筋材料长度 设计要求 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５ 处

加筋材料与面板连接 设计要求 目测: 每 ２０ ｍ 测 ５ 处

加筋材料连接 设计要求 目测: 每 ２０ ｍ 测 ５ 处

墙面倾斜度
＋ (≤０ ５％ Ｈ )①且≤＋５０① ｍｍꎻ
－ (≤１ ０％ Ｈ )①且≥－１００① ｍｍ

垂线: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墙面平整度 (ｍｍ) ≤１５
２ ｍ 直尺ꎬ 垂直和墙长方向各 １ 尺

取最大值: 每 ２０ ｍ 测 ３ 处

　 　 注: １　 ①示墙面倾斜度 “＋” 指向外、 “－” 指向内ꎻ

２　 Ｈ 为挡土墙高度ꎮ

５ ５ ３　 外观检查

１　 面板表面平整光洁ꎬ 线条顺直美观ꎬ 无破损翘曲、 掉角、 啃边等现象ꎻ

２　 墙面直顺ꎬ 线形顺适ꎬ 板缝均匀ꎬ 伸缩缝贯通垂直ꎻ

３　 露在面板外的锚头封闭密实、 牢固ꎬ 整齐美观ꎮ

５ ６　 锚喷防护

５ ６ １　 基本要求

１　 锚杆、 锚索和钢筋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凝土及砂浆所用原材料的技术指标及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边坡坡度、 坡面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锚固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５　 锚杆位置及插入深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６　 排水设施施工及堵水措施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５ ６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５ ６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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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６ ２　 锚喷防护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砂浆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Ｅ 的要求检查

锚杆、 锚索拔力 设计要求
拔力试验: 抽查 １％ꎬ 且不少

于 ３ 根

４

５

６

７

８

一般项目

锚孔深度 设计要求 尺量: 抽查 １０％

锚杆 (索) 间距 (ｍｍ) ±１００ 尺量: 抽查 １０％

喷层厚度 (ｍｍ)
平均厚≥设计厚ꎻ ６０％检查点的

厚度≥设计厚ꎻ 最小厚度≥０ ５
设计厚ꎬ 且不小于设计规定

尺量 (凿孔) 或雷达断面仪:
每 １０ ｍ 测 １ 个断面ꎬ 每 ３ ｍ
测 １ 处

张拉伸长率 (％)
符合设计规定ꎻ 设计未规定时

采用±６
尺量: 每索

断丝、 滑丝数
每束 １ 根ꎬ 且每断面不超过钢

丝总数的 １％
目测: 逐根

５ ６ ３　 外观检查

１　 锚杆、 钢筋不得外露ꎬ 混凝土不得开裂脱落ꎻ

２　 喷射混凝土表面密实ꎬ 无起鼓现象ꎻ

３　 泄水孔泄水通畅ꎮ

５ ７　 浆砌砌体防护

５ ７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 砌块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砂浆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砌块砌筑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５ ７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５ ７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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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７ ２　 浆砌砌体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保证

项目

砂浆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Ｅ 的要求检查

砌体厚度 设计要求 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坡度 不陡于设计 坡度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３ 处

４

５

６

一般项目

顶面高程

(ｍｍ)

外形尺寸

(ｍｍ)

表面平整度

(ｍｍ)

预制块 ±１５

块石 ±３０

片石 ±５０

预制块 ±１５

块石 ±３０

片石 ±５０

预制块 ≤１０

块石 ≤２０

片石 ≤３０

水准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３ 点

尺量: 长宽每 ２０ ｍ 各测 ２ 处

２ ｍ 直尺ꎬ 垂直和墙长方向各 １ 尺取最大

值: 每 ２０ ｍ 测 ５ 处

５ ７ ３　 外观检查

１　 砌体表面平整ꎬ 砌缝完好、 无开裂现象ꎻ

２　 泄水孔泄水通畅ꎮ

５ ８　 植草防护

５ ８ １　 基本要求

１　 固土网、 辅助材料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草种、 草皮、 苗木的品种和规格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植草及养护符合设计要求ꎮ

５ ８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５ ８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１２—

５　 边坡防护及支挡工程



表 ５ ８ ２　 植草防护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一般项目

固土网搭接宽度 (ｍｍ) ＋３０ꎬ －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检验 ５ 处

覆盖率
≥９０％ꎬ 且每处集中

空秃面积<０ ２ ｍ２ 钢卷尺: 每 ５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固定钉长度 设计要求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５ 处

坡度 不陡于设计 坡度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铺 (种) 植范围 (ｍｍ) ±２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土层厚度 设计要求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５ ８ ３　 外观检查

坡面平顺ꎬ 覆盖均匀连续ꎮ

５ ９　 石笼防护

５ ９ １　 基本要求

１　 钢筋、 块石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石笼的网眼及箱体尺寸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５ ９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５ ９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５ ９ ２　 石笼防护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一般项目

平面位置 设计要求 经纬仪或全站仪: 控制坐标检查

长度 (ｍｍ) －３００ 尺量: 每个 (段) 检查

宽度 (ｍｍ) －２００ 尺量: 每个 (段) 测 ５ 处

高度 不小于设计 水准仪或尺量: 每个 (段) 测 ５ 处

５ ９ ３　 外观检查

表面整齐ꎬ 线条直顺ꎬ 曲线圆滑ꎬ 坐码紧密、 稳定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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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道面工程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沥青透层、 粘层及封层施工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１ ２　 竣工验收时ꎬ 应测试跑道摩擦系数值ꎬ 宜测试跑道 ＩＲＩ 指标ꎬ 测试结果应符合表 ６ １ ２

的要求ꎮ

表 ６ １ ２　 跑道摩擦系数及 ＩＲＩ 测试指标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摩擦系数 设计要求 摩擦系数测试车: 跑道主要轮迹带

２ 跑道 ＩＲＩ 设计要求 车载平整度检测仪: 跑道主要轮迹带

６ １ ３　 隔离层或应力吸收层的高程、 平整度应符合表 ６ １ ３ 的要求ꎮ

表 ６ １ ３　 隔离层及应力吸收层检测指标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高程 (ｍｍ) ０ꎬ －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２ 平整度 (ｍｍ) ≤５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注: 其他检查指标参照设计及相关标准执行ꎮ

６ ２　 水泥混凝土面层

６ ２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的力学性能、 物理性能和化学成分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粗 /细集料、 水、 外掺剂及接缝填缝料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要求ꎻ

３　 施工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钢筋品种、 规格、 数量、 下料尺寸及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２—

６　 道面工程



５　 模板制作及安装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６　 接缝、 传力杆、 拉杆和预埋件的设置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７　 水泥混凝土的拌和、 摊铺、 振捣、 做面、 拉毛、 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２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６ ２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６ ２ ２　 水泥混凝土面层实测项目

序
号

项
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跑道、 滑行

道、 机坪

道肩、
防吹坪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保
证
项
目

混凝土弯拉强度 设计要求

抗冻等级 设计要求

板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５

极值 －６

平整度

(ｍｍ)
规定值

≤３ (合格率

≥９０％)
≤４ (合格

率≥８５％)

极值 ≤５ ≤６

按附录 Ｃ 的要求检查

按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的 规 定 方 法 执 行: 每

２０ ０００ ｍ２留 １ 组试件ꎬ 每标段不少于 ３ 组

拆模后尺量: 分块总数 １０％
弯拉强度钻芯试件: 每个试件

３ ｍ 直尺ꎬ 每块板纵、 横、 斜各 １ 尺取最大

值: 分块总数的 ２０％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一
般
项
目

表面平均纹理深度

设计要求

(合格率

≥９０％)

设计要求

(合格率

≥８５％)

刻槽 (ｍｍ)

槽深 －１ꎬ ＋２

槽宽 －１ꎬ ＋２

相邻槽

中线间距
－１ꎬ ＋２

槽直线性 ≤１０

—

相邻板高差

(ｍｍ)
规定值 ≤２ ≤３

极值 ≤４ ≤５

纵、 横缝直线性 (ｍｍ) ≤１０

高程 (ｍｍ)
规定值 ±５ ±１０

极值 ±８ ±１５

长度 (％) ±１ / ７０００ —

宽度 (％) ±１ / ２０００ ±１ / １０００

预埋件预留孔中心

偏差 (ｍｍ)
≤１０

铺砂法: 总分块数的 １０％ꎬ 每块 ３ 处ꎬ 布

置在板中和对角线两端附近

用游标卡尺及尺量: 每 ５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塞尺量: 分块总数的 ２０％

２０ ｍ 拉线: 抽查接缝总长度的 １０％

水准仪: 不大于 １０ ｍ 测 １ 个断面ꎬ 保证测

点间距不大于两块板宽

按一级导线测量规定精度检查: 中线全长

钢尺自中线向两侧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量 １ 处

钢尺量: 抽查 ２０％

　 　 注: “刻槽” 检查项目仅针对跑道、 快速滑行道两种道面ꎮ

６ ２ ３　 外观检查

１　 无严重缺陷ꎬ 包括断板、 贯通裂缝、 错台、 边角断裂、 大面积起皮 /剥落 /露石等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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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宜有以下一般缺陷: 局部较小面积的剥落、 起皮、 露石、 粘浆、 印痕、 积瘤、 发丝裂

纹、 蜂窝、 麻面等ꎻ

３　 表面纹理均匀ꎻ

４　 填缝料饱满、 粘结牢固ꎬ 无开裂、 脱落、 气泡ꎬ 缝缘清洁整齐ꎮ

６ ３　 沥青混凝土面层

６ ３ １　 基本要求

１　 沥青、 粗集料、 细集料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合料的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面层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３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６ ３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６ ３ ２　 沥青混凝土面层实测项目

序
号

项
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跑道、 滑行

道、 机坪

道肩、
防吹坪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５

保
证
项
目

压实度 设计要求

平整度

(ｍｍ)

上面层 ≤３ ≤５

中、 底面层 ≤５ ≤５

渗水系数 设计要求

表面平均纹理深度 设计要求

厚度 (ｍｍ)
上面层 规定值: －３ꎬ 极值: －４

总厚度 规定值: －３ꎬ 极值: －４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ꎬ 每层 ５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１０ 尺取最大值: 跑道、 滑

行道、 机坪处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ꎻ 道肩、 防

吹坪处每 ３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按附录 Ｈ 的要求检查: 每 ２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铺砂法: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钻孔取芯或利用灯坑测量: 每 ５ ０００ ｍ２ 测

１ 处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一
般
项
目

沥青用量 (％) ±０ ３ 取样抽提: 每层每工作班 １ 次

集料级配 设计要求 取样抽提: 每层每工作班 １ 次

高程 (ｍｍ) －３ꎬ ＋５ ±５
水准仪: 跑道、 滑行道每 ５０ ｍ 测 １ 个断面ꎬ
每断面 ５ 个点ꎻ 机坪测点间距 ２０ ｍꎻ 道肩、
防吹坪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个断面ꎬ 每断面 ３ 点

长度 (％) ±１ / ７０００
按一级导线测量规定精度检查: 测中线

全长

宽度 (％) ±１ / ２０００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横坡 (％) ±０ ３ 水准仪或断面仪: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３ 个断面

　 　 注: 表层渗水系数宜在沥青道面成型后立即测定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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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３　 外观检查

１　 表面平整密实ꎬ 无泛油、 松散、 裂缝、 粗 /细料集中现象ꎬ 不得有轮迹、 推挤、 油丁、

油团、 花白料、 结团现象ꎻ

２　 施工缝紧密、 平顺ꎮ

６ ４　 水泥稳定集料基层和底基层

６ ４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粗集料、 细集料、 外加剂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合料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混合料的拌和、 运输、 摊铺、 碾压及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４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６ ４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６ ４ ２　 水泥稳定集料基层和底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基层 底基层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Ｆ 的要求检查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３ 处

３

４

５

６

一般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８ ≤１２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５ꎬ －１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１０

极值 －１０ －１５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６ ４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 无松散ꎬ 施工缝平顺ꎮ

６ ５　 石灰粉煤灰稳定集料基层和底基层

６ ５ １　 基本要求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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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集料、 石灰和粉煤灰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合料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混合料的拌和、 运输、 摊铺、 碾压及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５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６ ５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６ ５ ２　 石灰粉煤灰稳定集料基层和底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基层 底基层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Ｆ 的要求检查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３ 处

３

４

５

６

一般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８ ≤１２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５ꎬ －１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１０

极值 －１０ －１５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６ ５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 无松散ꎬ 施工缝平顺ꎮ

６ ６　 石灰稳定集料底基层

６ ６ １　 基本要求

１　 石灰、 集料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合料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混合料的拌和、 运输、 摊铺、 碾压及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６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６ ６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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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６ ２　 石灰稳定集料底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Ｆ 的要求检查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３ 处

３

４

５

６

一般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１２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１０

极值 －１５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６ ６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 无松散ꎬ 施工缝平顺ꎮ

６ ７　 石灰 /水泥 /石灰粉煤灰稳定土底基层、 垫层

６ ７ １　 基本要求

１　 石灰、 水泥、 石灰粉煤灰、 土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合料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混合料的拌和、 运输、 摊铺、 碾压及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７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６ ７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６ ７ ２　 石灰 /水泥 /石灰粉煤灰稳定土底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３ 处

２

３

４

５

一般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１２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１０

极值 －１５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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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 无松散ꎬ 施工缝平顺ꎮ

６ ８　 级配碎 (砾) 石基层、 底基层和垫层

６ ８ １　 基本要求

１　 碎石、 砂砾、 石屑或砂的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级配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摊铺、 碾压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８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６ ８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６ ８ ２　 级配碎 (砾) 石基层、 底基层和垫层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基层 底基层及垫层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２

３

４

５

一般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８ ≤１２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５ꎬ －１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１０

极值 －１０ －１５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６ ８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ꎬ 边线整齐ꎮ

６ ９　 沥青稳定碎石基层

６ ９ １　 基本要求

１　 沥青及集料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混合料的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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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混合料拌和、 运输、 摊铺及碾压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９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６ ９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６ ９ ２　 沥青稳定碎石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３ 处

２

３

４

５

６

一般项目

沥青用量 (％) ±０ ３ 取样抽提: 每 １５ ０００ ｍ２一处

平整度 (ｍｍ) ≤８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４

极值 －６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６ ９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ꎬ 施工缝平顺ꎮ

６ １０　 碾压混凝土基层

６ １０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集料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配合比符合设计和施工规范要求ꎻ

３　 混合料拌和、 运输、 摊铺、 碾压、 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１０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６ １０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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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１０ ２　 碾压混凝土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项目

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压实度 设计要求 灌砂法或水袋法: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３ 处

３

４

５

６

一般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８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极值 －１０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６ １０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ꎬ 施工缝平顺ꎮ

６ １１　 贫混凝土基层

６ １１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集料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要求ꎻ

３　 混合料拌和、 运输、 摊铺、 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６ １１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６ １１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６ １１ ２　 贫混凝土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一般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８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极值 －１０
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６ １１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ꎬ 施工缝平顺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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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路面工程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本章用于服务车道及巡场路路面工程的质量检验评定ꎮ 当服务车道、 巡场路与飞行区道

面重合时ꎬ 应按照第 ６ 章的要求执行ꎮ

７ １ ２　 隔离层或应力吸收层质量检验评定参照第 ６ 章的要求执行ꎮ

７ ２　 水泥混凝土面层

７ ２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集料、 水、 外掺剂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要求ꎻ

２　 混凝土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混凝土拌和、 运输、 摊铺、 振捣、 做面、 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７ ２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７ ２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７ ２ ２　 水泥混凝土面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弯拉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Ｃ 的要求检查: 每 ５００ ｍ３成型 １ 组

２８ ｄ 试件ꎻ 每 ３ ０００ ｍ３增做不少于 １ 组试

件ꎬ 供竣工验收时进行试验ꎮ 每２００００ ｍ２

钻芯一处ꎬ 每标段不少于 ３ 个芯样

抗冻等级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的规定方法执行: 每

２０ ０００ ｍ２留 １ 组试件ꎬ 每标段不少于 ３ 组

板厚 (ｍｍ) －５
拆模后尺量: 分块总数 １０％
弯拉强度钻芯试件: 每个试件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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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一般

项目

平整度

(ｍｍ)
规定值 ≤４

极值 ≤６
３ ｍ 直尺ꎬ 每块板纵、 横、 斜各 １ 尺取最

大值: 分块总数的 ２０％

表面平均纹理深度

(ｍｍ)
设计要求ꎬ 且与设计值偏

差不超过: －０ １ ｍｍ
铺砂法: 总分块数的 １０％

高程

(ｍｍ)
规定值 ±１０

极值 ±１５
水准仪: 每 １０ ｍ 测 １ 个断面ꎬ 相邻测点

间距不大于两板宽

相邻板高差

(ｍｍ)
规定值 ≤３

极值 ≤５
塞尺量: 总分块数的 ２０％

纵、 横缝直线性

(ｍｍ)
≤１０ ２０ ｍ 拉线: 抽查接缝总长度 １０％

路面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抽量: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预埋件预留孔位置

中心偏差 (ｍｍ)
≤１０ 尺量: 抽查 ２０％

７ ２ ３　 外观检查

１　 无严重缺陷ꎬ 包括断板、 贯通裂缝、 错台、 边角断裂、 大面积起皮 /剥落 /露石等ꎻ

２　 不宜有以下一般缺陷: 局部较小面积的剥落、 起皮、 露石、 麻面等ꎻ

３　 填缝料饱满、 粘结牢固ꎬ 无脱落、 气泡ꎮ

７ ３　 沥青混凝土面层

７ ３ １　 基本要求

１　 沥青、 粗集料、 细集料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合料的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面层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７ ３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７ ３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３３—

７　 路面工程



表 ７ ３ ２　 沥青混凝土面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服务车道 巡场路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

项目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一般

项目

平整度

(ｍｍ)
规定值 ≤４ ≤５

极值 ≤６ ≤７

３ ｍ 直 尺ꎬ 连 续 １０ 尺 取 最 大 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２ 处

渗水系数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Ｈ 的要求检查: 每 ２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抗滑
摩擦系数

构造深度

设计要求 —
摆式仪: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横向力系数测定车: 全线连续

铺砂法: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总厚度: －３
上面层: －３

－８％ Ｈ

极值
总厚度: －４
上面层: －４

－１２％ Ｈ

钻芯取样: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中线平面偏位 (ｍｍ) ±２０ ±３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４ 点

高程 (ｍｍ) ±１５ ±２０ 水准仪: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４ 点

宽度 (ｍｍ)
有侧石 ±２０ ±３０

无侧石 不小于设计
尺量: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４ 处

　 　 注: １　 表层渗水系数宜在沥青路面成型后立即测定ꎻ

２　 Ｈ 为沥青层设计总厚度ꎮ

７ ３ ３　 外观检查

１　 表面平整密实ꎬ 无泛油、 松散、 裂缝、 粗 /细料集中现象ꎬ 不得有轮迹、 推挤、 油丁、

油团、 花白料、 结团现象ꎻ

２　 施工缝紧密、 平顺ꎮ

７ ４　 稳定集料类基层和底基层

７ ４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石灰或粉煤灰等原材料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合料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混合料的拌和、 运输、 摊铺、 碾压及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４３—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７ ４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７ ４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７ ４ ２　 稳定集料类基层和底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基层 底基层

服务车道 巡场路 服务车道 巡场路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Ｆ 的要求检查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

测 ２ 处

３

４

５

６

一般

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８ ≤１２ ≤１２ ≤１５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１０ －１０ －１２

极值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

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５ꎬ －１５ ＋５ꎬ －１５ ＋５ꎬ －２０ 水准仪: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４ 点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４ 处

７ ４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 无松散ꎬ 施工缝平顺ꎮ

７ ５　 稳定土类基层和底基层

７ ５ １　 基本要求

１　 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无机结合料用量符合设计要求ꎻ

３　 拌和、 碾压及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条文说明】 无机结合料是指水泥、 石灰、 粉煤灰及其组合ꎮ

７ ５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７ ５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５３—

７　 路面工程



表 ７ ５ ２　 稳定土类基层和底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基层 底基层

服务车道 巡场路 服务车道 巡场路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Ｆ 的要求检查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

测 ２ 处

３

４

５

６

一般

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８ ≤１２ ≤１２ ≤１５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１０ －１０ －１２

极值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

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５ꎬ －１５ ＋５ꎬ －１５ ＋５ꎬ －２０ 水准仪: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４ 点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４ 处

７ ５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 无松散ꎬ 施工缝平顺ꎮ

７ ６　 级配碎 (砾) 石基层和底基层

７ ６ １　 基本要求

１　 碎石、 砂砾、 石屑或砂的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级配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摊铺、 碾压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７ ６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７ ６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６３—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表 ７ ６ ２　 级配碎 (砾) 石基层和底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基层 底基层

服务车道 巡场路 服务车道 巡场路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

项目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

测 ２ 处

２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８ ≤１２ ≤１２ ≤１５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１０ －１０ －１２

极值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

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５ꎬ －１５ ＋５ꎬ －１５ ＋５ꎬ －２０ 水准仪: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４ 点

宽度 (％) ±１ / １０００ 尺量: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４ 处

７ ６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密实ꎬ 边线整齐ꎮ

—７３—

７　 路面工程



８　 排水工程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排水泵站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按建筑及机电设备安装的相关标准执行ꎮ

８ １ ２　 顶管施工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８ ２　 盖板沟工程

８ ２ １　 钢筋混凝土盖板沟

１　 基本要求

１) 钢材、 砂、 石、 水泥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钢筋加工、 连接、 安装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模板安装符合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混凝土施工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５) 混凝土拌和、 浇筑、 振捣及养生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２ １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８ ２ １　 钢筋混凝土盖板沟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５

保证

项目

强度 设计要求 用预留件或用施工记录: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墙厚度 (ｍｍ) ±５ 尺量或施工记录: 每 ２０ ｍ 测 ４ 处

土基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回填材料压实度或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或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沟底高程 (ｍｍ) ±１０ 用水准仪测量或用施工记录: 每 ２０ ｍ 测 ３ 点

—８３—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续表

序号 项次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一般

项目

盖板顶面

高程

(ｍｍ)

暗沟 ±３０

土面区明沟 ±１０

道面区明沟 ±５

水准仪或施工记录: 每 ２０ ｍ 测 ３ 点

沟底平整度 (ｍｍ) ≤５ (不允许有倒坡) ２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沟中心线

(ｍｍ)

土沟槽 ±３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１ 点

盖板沟 ±１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１ 点

沟墙 ±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１ 点

墙身轴线 (ｍｍ) ±１０
用经纬仪、 全站仪测量或用施工记录: 每

１００ ｍ测 １ 点

沟内尺寸 (ｍｍ) ±１０ 尺量或施工记录: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底板厚度 (ｍｍ) ±５ 尺量或施工记录: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墙面或接缝垂直度 ≤０ ３％ Ｈꎬ 且≤６ ｍｍ 垂线测量或施工记录: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预留孔中心位置 (ｍｍ) ±１０ 尺量或施工记录: 全检

　 　 注: Ｈ 为墙净高ꎮ

３　 外观检查

１) 混凝土表面平整ꎬ 棱线顺直ꎬ 无严重啃边、 掉角、 蜂窝、 麻面ꎻ

２) 混凝土表面出现不影响结构功能或使用性能的裂缝时ꎬ 其宽度不得超过 ０ １５ ｍｍꎻ

３) 盖板填缝平整密实ꎮ

８ ２ ２　 砖砌盖板沟

１　 基本要求

１) 砖、 砂、 石、 水泥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砂浆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砌筑、 勾缝及抹面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２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９３—

８　 排水工程



表 ８ ２ ２　 砖砌盖板沟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保证

项目

墙厚度 (ｍｍ) ±５ 尺量或施工记录: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土基 /回填土压实度 设计要求
灌砂法、 环刀法等或用施工记录: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沟底高程 (ｍｍ) ±１０ 水准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３ 点

砂浆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Ｅ 的要求检查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一般

项目

盖板顶面

高程

(ｍｍ)

暗沟 ±２０

土面区明沟 ±１０

道面区明沟 ±５

水准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２ 点

平整度

(ｍｍ)
清水墙面 ≤５

混水墙面 ≤８
２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两接缝之间测

２ 处

沟中心线 (ｍｍ) ±１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１ 点

墙身轴线 (ｍｍ) ±１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２ 点

基础厚度 (ｍｍ) ＋１０ꎬ －５ 尺量或施工记录: 两接缝之间测 ２ 处

墙面或接缝垂直度 ≤０ ２％ Ｈ ꎬ 且≤５ ｍｍ 垂线测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注: Ｈ 为墙净高ꎮ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 平顺ꎬ 沟内无杂物ꎮ

８ ２ ３　 浆砌块石盖板沟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块石等原材料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砌筑、 勾缝及抹面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２ ３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８ ２ ３　 浆砌块石盖板沟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保证

项目

砂浆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Ｅ 的要求检查

墙厚度 (ｍｍ) ±２０ 尺量或施工记录: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沟底高程 (ｍｍ) ±２０
用水准仪测量或用施工记录: 两接缝之间测

３ 点

土基、 回填土压实度 设计要求
灌砂法、 环刀法等或用施工记录: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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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次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一般

项目

盖板顶面

高程

(ｍｍ)

暗沟 ±３０

土面区明沟 ±１０

道面区明沟 ±５

水准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２ 点

沟底

平整度

(ｍｍ)

清水墙面 ≤２０

混水墙面 ≤３０

２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两接缝之间测

２ 处

沟中心线 (ｍｍ) ±２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１ 点

墙身轴线 (ｍｍ) ±１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２ 点

基础厚度 (ｍｍ) ＋３０ꎬ －２０ 尺量或施工记录: 两接缝之间测 ２ 处

墙面或接缝垂直度 ≤０ ５％ Ｈꎬ 且≤１０ ｍｍ 垂线测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注: Ｈ 为墙净高ꎮ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 平顺ꎬ 勾缝饱满ꎬ 沟内无杂物ꎮ

８ ３　 预制盖板

８ ３ １　 钢筋混凝土盖板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粗 /细集料、 水、 外掺剂及接缝填缝料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

要求ꎻ

２) 施工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钢筋的品种、 规格、 数量、 下料尺寸ꎬ 弯制和末端弯钩的设置ꎬ 及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

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混凝土浇筑、 养生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３ １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８ ３ １　 钢筋混凝土盖板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执行ꎮ

厚度 (ｍｍ) ＋３ꎬ －２ 尺量: 每 １００ 块板测 ５ 块板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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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次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３

４

５

６

一般

项目

长、 宽 (ｍｍ) ±５ 尺量: 每 １００ 块板测 ５ 块板

预留孔中心位置偏差 (ｍｍ) ±５ 尺量: 每 １００ 块板测 ５ 块板

预留孔长度偏差 (ｍｍ) ±５ 尺量: 每 １００ 块板测 ５ 块板

预留孔宽度偏差 (ｍｍ) ±１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块板测 ５ 块板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ꎬ 边角顺直ꎬ 不应有掉边、 掉角、 裂缝ꎮ

８ ３ ２　 铸铁箅子、 钢箅子盖板

１　 基本要求

产品符合设计及行业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３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８ ３ ２　 铸铁箅子、 钢箅子盖板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错台 (ｍｍ) ≤５ 塞尺量: 每 １００ 块板测 １０ 块板

２ 一般项目 盖板间距 (ｍｍ) ±１ ５ 尺量: 每 １００ 块板测 １０ 块板

３　 外观检查

表面平整ꎬ 无翘曲、 锈蚀ꎮ

８ ４　 钢筋混凝土箱涵工程

８ ４ １　 基本要求

１　 钢筋、 砂、 石、 水泥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箱涵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箱涵施工缝处理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养生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８ ４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４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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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４ ２　 钢筋混凝土箱涵工程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槽底土基、 回填土压实度 设计要求 灌砂法、 环刀法: 每 ２０ ｍ 测 １ 处

顶板厚、 侧墙厚和底板厚 (ｍｍ) ＋１０ꎬ －５ 尺量: 两缝之间每墙测 ２ 处

涵底高程 (ｍｍ) ±１０ 尺量: 两缝之间测 ３ 点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一般

项目

涵内尺寸 (ｍｍ) ＋２５ꎬ －１０ 尺量: 两缝之间测 ２ 处

涵中心线 (ｍｍ) ±２０ 尺量: 两缝之间测 １ 处

涵底平整度 (ｍｍ) ≤５ (不允许有倒坡)
２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两缝之

间测 ２ 处

涵顶高程 (ｍｍ) ＋１０ 尺量: 两缝之间测 ２ 点

墙面或接缝垂直度 ≤０ ３％ Ｈꎬ 且≤６ｍｍ 尺量: 两侧墙各测 ２ 处ꎬ 接缝全检

预留孔中心位置 (ｍｍ) ±１０ 尺量: 全检

　 　 注: Ｈ 为墙净高ꎮ

８ ４ ３　 外观检查

１　 混凝土表面平整、 顺直ꎬ 无严重啃边、 掉角ꎬ 无明显蜂窝、 麻面和露筋现象ꎻ

２　 无影响结构安全的裂缝等严重缺陷ꎬ 混凝土表面裂缝宽度不得超过 ０ １５ ｍｍꎮ

８ ５　 管道工程

８ ５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 钢筋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管节预制构件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管道铺设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管道接口及管周加固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５　 管道渗漏试验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８ ５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５ ２￣１~８ ５ ２￣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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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５ ２￣１　 管基及管座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６

一般

项目

中心线 (ｍｍ) ±３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１ 点

高程 (ｍｍ) ±１０ 水准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２ 点

基础厚度 (ｍｍ) ±１０ 尺量: 两接缝之间测 ２ 处

基础宽度 (ｍｍ) ±１０ 尺量: 两接缝之间测 ２ 处

管座高度

(ｍｍ)
管径≤１０００ ｍｍ ±５ 尺量: 两接缝之间测 ２ 处

管径>１ ０００ ｍｍ ±１０ 尺量: 两接缝之间测 ２ 处

表 ８ ５ ２￣２　 管道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一般

项目

中心线 (ｍｍ) ±２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１ 点

管内底高程

(ｍｍ)
管纵坡>１‰ ±１０ 水准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２ 点

管纵坡≤１‰ ±５ 水准仪: 两接缝之间测 ２ 点

相邻管节底面

错口 (ｍｍ)
管径≤１０００ ｍｍ ≤３ 尺量: 两接缝之间测 ２ 处

管径>１ ０００ ｍｍ ≤５ 尺量: 两接缝之间测 ２ 处

　 　 注: 但当管道材料为塑料管、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时ꎬ 验收标准除满足表 ８ ５ ２￣２ 的要求之外ꎬ 还应在

回填至设计标高 １２ ｈ 后ꎬ 测量其管道径向变形ꎬ 并要求其 ≤ ３％Ｄꎬ 其中 Ｄ 为管道直径ꎮ

８ ５ ３　 外观检查

１　 管节铺设直顺ꎻ

２　 管基及管座混凝土表面平整密实ꎬ 无明显裂缝、 蜂窝、 麻面ꎻ

３　 管口缝带圈平整密实ꎬ 无开裂脱皮现象ꎮ

８ ６　 明沟工程

８ ６ １　 土质明沟

１　 基本要求

１) 沟体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草皮护坡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６ １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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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６ １　 土质明沟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２００ ｍ 测 ３ 处

沟纵坡 设计要求ꎬ 无倒坡 水准仪: 每 ４０ ｍ 测 ２ 点

３

４

５

６

７

一般

项目

沟中心线 (ｍｍ) ±１０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４０ ｍ 测 １ 点

沟底高程 (ｍｍ) ±２０ 水准仪: 每 ４０ ｍ 测 ３ 点

沟底宽度 (ｍｍ) ±５０ 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３ 处

边坡坡度 不陡于设计 坡度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４ 处

平整度 (ｍｍ) ≤２０
２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每 ４０ ｍ 测 ４
处ꎬ 其中沟底测 ２ 处、 两侧沟帮各测 １ 处

３　 外观检查

沟底平顺ꎬ 无阻水现象ꎬ 沟内无杂物ꎮ

８ ６ ２　 浆砌明沟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砂浆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接缝设置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砌筑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６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８ ６ ２　 浆砌明沟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砂浆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Ｅ 的要求检查

沟纵坡 设计要求ꎬ 无倒坡 水准仪: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点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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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一般

项目

沟中心线

(ｍｍ)
砖砌 ±２０

石砌 ±３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４０ ｍ 测 １ 点

沟底高程

(ｍｍ)
砖砌 ±１０

石砌 ±２０
水准仪: 每 ４０ ｍ 测 ３ 点

沟底宽度

(ｍｍ)
砖砌 ±２０

石砌 ±３０
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３ 处

边坡坡度 不陡于设计 坡度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４ 处

墙面直顺度 (ｍｍ) ≤３０ ２０ ｍ 拉线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铺砌厚度

(ｍｍ)
砖砌 ±１０

石砌 ＋５０ꎬ －２０
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３ 处

基础层宽、 厚 不小于设计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平整度

(ｍｍ)
砖砌 ≤１０

石砌 ≤３０
２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每 ４０ ｍ 测 ４
处ꎬ 其中沟底 ２ 处、 两侧沟帮各 １ 处

３　 外观检查

勾缝无脱落ꎬ 沟底无阻水ꎬ 沟内无杂物ꎮ

８ ６ ３　 水泥混凝土明沟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模板制作及安装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６ ３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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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６ ３　 水泥混凝土明沟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预制板 现浇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沟中心线 (ｍｍ) ±２０ ±３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４０ ｍ 测 １ 点

沟底 (ｍｍ)

宽度 ±２０ ±３０ 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３ 处

高程 ±１０ ±２０ 水准仪: 每 ４０ ｍ 测 ３ 点

纵坡 无倒坡和积水现象 水准仪: 每 ４０ ｍ 测 ２ 点

边坡坡度 不陡于设计 坡度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２ 处

５

６

７

一般

项目

平整度 (ｍｍ) ≤５ ≤１０
２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每 １００ ｍ 沟

底测 ２ 处ꎬ 每边各测 １ 处

混凝土板厚度 (ｍｍ) ±５ ＋１０ꎬ －５
尺量: 预制板抽查 ５％ꎬ 现浇混凝土板在沟

底和沟帮各测 ２ 处

纵、 横缝直线偏差 (ｍｍ) ±１０ ±１５ 拉线: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３　 外观检查

沟底平顺ꎬ 无阻水现象ꎬ 沟内无杂物ꎮ

８ ７　 检查井、 连接井、 集水井、 进出水口

８ ７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砖、 石、 砂、 钢材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钢筋加工、 连接、 安装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模板安装符合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砌筑施工、 混凝土浇筑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５　 养生符合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８ ７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７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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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７ ２　 检查井、 连接井、 集水井、 进出水口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保证

项目

砂浆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Ｅ 的要求检查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执行

墙厚 (ｍｍ)
混凝土及砖结构 ＋２０ꎬ －１０

石结构 ＋３０ꎬ －２０
尺量: 每座 １ 处

４

５

６

７

８

一般

项目

轴线偏位

(ｍｍ)

高程

(ｍｍ)

井内宽 (长×
宽) 或直径

(ｍｍ)

平整度

(ｍｍ)

井盖顶面高程

(ｍｍ)

暗井 ±３０

明井、 进出水口 ±２０

井底 ±２０

进出水口 ±１０

混凝土及砖结构 ±２０

石结构 ±３０

井底 ≤５

混凝土及砖结构 ≤５

石结构 ≤１０

暗井 ±５０

土面区明井 ±２０

道面区明井 ±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座双向检查各 １ 点

水准仪: 每座 １ 点

尺量: 长宽各 １ 处 (方井)ꎬ ２ 次取平均

值 (圆井)

２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每座 １ 处

水准仪: 每座 １ 点

８ ７ ３　 外观检查

１　 井底流水槽应平顺、 压实抹光ꎻ

２　 进出水口与主沟管连接顺直ꎬ 与上下游排水沟连接圆顺ꎮ

８ ８　 盲沟工程

８ ８ １　 基本要求

１　 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８ ８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８ ８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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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８ ２　 盲沟工程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一般

项目

沟底高程 (ｍｍ) ±１５ 水准仪: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点

断面尺寸 (ｍｍ) －２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８ ８ ３　 外观检查

反滤层无破损ꎬ 出水口排水通畅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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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桥梁工程

９ １　 一般规定

９ １ １　 飞行区桥梁的桥面标高、 桥下净空、 总体线形等应符合设计要求ꎬ 桥梁的内外轮廓线条

应顺滑清晰ꎬ 表面应平整光洁ꎮ

９ １ ２　 桥梁工程范围内的防攀爬网、 防护遮板等安防设施施工应符合设计及相关施工规范要

求ꎬ 排水设施按第 ８ 章、 防护工程按第 ５ 章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９ １ ３　 桥梁工程铺装层质量检验评定按第 ６ 章或第 ７ 章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９ １ ４　 模板、 支架的加工及安装应符合相关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９ １ ５　 工程验收时ꎬ 桥梁荷载试验可参照 «公路桥梁荷载试验规程» (ＪＴＧ / Ｔ Ｊ２１—０１) 执行ꎮ

９ １ ６　 钢结构桥梁、 钢￣混凝土组合桥的质量检验评定参照相关标准执行ꎮ

【条文说明】 本标准主要对预制装配式桥梁和现浇桥梁的施工及其质量检验评定提出了相应的指

标和要求ꎮ

９ ２　 钢筋和预应力筋加工、 安装及张拉

９ ２ １　 钢筋加工及安装

１　 基本要求

１) 钢筋具备相应质量证明文件ꎬ 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钢筋品种、 规格、 数量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钢筋、 钢筋接头按批抽样进行原材料力学和工艺性能检验ꎬ 其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

规范的要求ꎻ

４) 钢筋的弯制和末端弯钩的设置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５) 受力钢筋焊接、 绑扎接头设置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２ １￣１~９ ２ １￣３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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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２ １￣１　 钢筋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受力钢

筋间距

(ｍｍ)

两排以上排距 ±５

同排

梁、 板 ±１０

基础、 墩

台、 柱
±２０

灌注桩 ±２０

保护层厚度

(ｍｍ)

柱、 梁 ±５

基础、 墩台 ±１０

板 ±３

尺量: 两端和中间各一个断面ꎬ 每个断

面连续量取钢筋间距ꎬ 取平均值

尺量: 每构件沿模板周边测 ８ 处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箍筋、 横向水平钢筋、 螺旋筋

间距 (ｍｍ)
±１０

钢筋骨架尺寸

(ｍｍ)
长 ±１０

宽、 高或直径 ±５

弯起钢筋位置 (ｍｍ) ±２０

尺量: 每构件测 ３ 处ꎬ 每处连续量取 ５ 个

间距ꎬ 其平均值作为 １ 处

尺量: 每构件两端和中间各 １ 处

尺量: 每构件抽查 ３０％

　 　 注: 小型构件的钢筋安装按总数抽查 ３０％ꎻ 在临海或其他腐蚀性较强的环境中ꎬ 保护层厚度的允许偏差值

不应出现负值ꎮ

表 ９ ２ １￣２　 钢筋网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一般

项目

网的长、 宽 (ｍｍ) ±１０ 尺量: 每片量取两端和中间各 １ 处

网格尺寸 (ｍｍ) ±１０ 尺量: 每片抽查 ３ 个网眼

网片对角线差 (ｍｍ) １５ 尺量: 每片抽查 ３ 个网眼

表 ９ ２ １￣３　 预制桩钢筋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主筋间距 (ｍｍ) ±５ 尺量: 抽查 ３ 个断面

保护层厚度 (ｍｍ) ±５ 尺量: 抽查 ３ 个断面ꎬ 每断面测 ４ 处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箍筋、 螺旋筋间距 (ｍｍ) ±１０ 尺量: 抽查 ５ 个断面

桩顶钢筋网片位置 (ｍｍ) ±５ 尺量: 每桩

桩尖纵向钢筋位置 (ｍｍ) ±５ 尺量: 每桩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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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外观检查

１) 钢筋应平直ꎬ 表面不得有锈蚀、 裂缝和污损ꎻ

２) 安装成型的钢筋骨架 (钢筋网片) 牢固ꎬ 多层钢筋网无松动和变形ꎮ

９ ２ ２　 预应力筋的加工和张拉

１　 基本要求

１) 预应力筋具备相应质量证明文件ꎬ 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预应力筋按批抽样进行原材料力学和工艺性能检验ꎬ 其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

要求ꎻ

３) 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预应力管道安装、 预应力孔道定位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５) 镦头锚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６) 千斤顶、 油表、 钢尺等的使用及校正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７) 混凝土强度和龄期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８) 张拉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９) 孔道压浆施工、 压浆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１０) 封锚混凝土浇筑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２ ２￣１~９ ２ ２￣３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９ ２ ２￣１　 钢丝、 钢绞线先张法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保证

项目

张拉应力 设计要求 查油压表读数ꎬ 每束

张拉伸长率 设计要求ꎬ 设计未规定时±６％ 尺量: 每束

同一构件内断丝根数不超过钢丝

总数的百分数 (％)
１ 目测: 每根 (束)

４
一般

项目

镦头钢丝同束长度

相对差 (ｍｍ)

Ｌ >２０ ｍ Ｌ / ５ ０００ꎬ 且≤５

６ ｍ≤ Ｌ ≤２０ ｍ Ｌ / ３ ０００ꎬ 且≤４

Ｌ <６ ｍ ２

尺量: 每批抽查 ２ 束

　 　 注: Ｌ 为束长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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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２ ２￣２　 钢筋先张法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保证

项目

冷拉钢筋接头在同一平面

内的轴线偏位 (ｍｍ)
≤２ꎬ 且≤１ / １０ 直径 尺量: 抽查 ３０％

张拉应力 设计要求 查油压表读数ꎬ 每束

张拉伸长率 设计要求ꎬ 设计未规定时±６％ 尺量: 每束

４
一般

项目
中心偏位 (ｍｍ) ４％短边ꎬ 且≤５ 尺量: 抽查 ３０％

表 ９ ２ ２￣３　 后张法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保证

项目

张拉应力 设计要求

张拉伸长率 设计要求ꎬ 设计未规定时±６％

断丝滑

丝数

钢束 每束 １ 根ꎬ 且每断面不超过钢丝总数的 １％

钢筋 不允许

查油压表读数ꎬ 每束

尺量: 每束

目测: 每根 (束)

４

５

一般

项目

管道坐标

(ｍｍ)

管道间距

(ｍｍ)

梁长方向 ±３０

梁高方向 ±１０

同排 １０

上下层 １０

尺量: 抽查 ３０％ꎬ 每

根测 １０ 处

尺量: 抽查 ３０％ꎬ 每

根测 ５ 处

３　 外观检查

１) 预应力束中的钢丝、 钢绞线应梳理顺直ꎬ 表面无损伤ꎬ 无缠绞、 扭麻花现象ꎻ

２) 预应力筋表面应保持清洁ꎬ 无锈迹ꎻ

３) 预应力用锚具、 夹具、 连接器等无污损、 锈蚀及机械性损伤ꎮ

９ ３　 基础

９ ３ １　 扩大基础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 水及外加剂等原材料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扩大基础基底承载力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基坑回填时ꎬ 基础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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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３ １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９ ３ １　 扩大基础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平面尺寸 (ｍｍ) ±５０

基础底面高程

(ｍｍ)
土质 ±５０

石质 ＋５０ꎬ －２００

基础顶面高程 (ｍｍ) ±３０

轴线偏位 (ｍｍ) ±２５

尺量: 长、 宽各测 ３ 处

水准仪: 测量 ５~８ 点

水准仪: 测量 ５~８ 点

经纬仪或全站仪: 纵、 横向各测 ２ 点

３　 外观检查

混凝土表面应平整ꎬ 无明显施工接缝ꎻ 无露筋和孔洞现象ꎮ

９ ３ ２　 灌注桩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 水及外加剂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凝土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施工准备、 钻孔及清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钢筋制作与安装符合第 ９ ２ 节的要求ꎬ 水下混凝土灌注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

要求ꎻ

５) 基桩检测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６) 锚固钢筋长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７) 桩后压浆符合设计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３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９ ３ ２　 灌注桩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孔深 设计要求 测绳: 每桩测量

孔径 设计要求 探孔器: 每桩测量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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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４

５

６

７

一般

项目

桩位

(ｍｍ)

群桩 １００

排架桩
规定值 ５０

极值 １００

倾斜度

(ｍｍ)
钻孔桩 １％ Ｈꎬ 且≤５００

挖孔桩 ０ ５％ Ｈꎬ 且≤２００

沉淀厚度
摩擦桩 设计要求

端承桩 不大于设计要求

钢筋骨架底面高程 (ｍｍ) ±５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桩检查

测壁 (斜) 仪或钻杆垂线法: 每

桩检查

沉淀盒或标准测锤: 每桩检查

水准仪: 每桩检查

　 　 注: Ｈ 为桩长ꎮ

３　 外观检查

桩顶面应平整ꎬ 无残余松散混凝土ꎬ 桩柱连接处应平顺且无局部修补ꎮ

９ ３ ３　 沉入桩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 水及外加剂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成品桩具备相应质量证明文件ꎬ 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场地准备、 沉桩设备选择及施工方法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５) 钢筋的制作与安装符合第 ９ ２ 节的要求ꎻ

６) 桩的接头质量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３ ３￣１~９ ３ ３￣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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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３ ３￣１　 预制桩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一般

项目

长度 (ｍｍ) ±５０

横截面

(ｍｍ)

桩的边长 ±５

空心桩空心 (管芯) 直径 ±５

空心中心与桩中心偏差 ±５

桩尖对桩的纵轴线 (ｍｍ) １０

桩纵轴线弯曲矢高 (ｍｍ) ０ １％ Ｈꎬ 且≤２０

桩顶面与桩纵轴线倾斜偏差 (ｍｍ) １％ Ｄꎬ 且≤３

接桩的接头平面与桩轴平面垂直度 (％) ０ ５

尺量: 每桩检查

尺量: 每预制构件测 ２ 个

断面ꎬ 抽查 １０％

尺量: 抽查 １０％

沿桩长拉线量ꎬ 取最大矢

高: 抽查 １０％

角尺: 抽查 １０％

角尺: 抽查 ２０％

　 　 注: Ｈ 为桩长ꎻ Ｄ 为桩径或边长ꎮ

表 ９ ３ ３￣２　 沉桩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桩尖高程 设计要求 水准仪: 每桩检查

贯入度 设计要求 与控制贯入度比较: 每桩检查

３

４

一般

项目

桩位

(ｍｍ)

群桩

排架桩

倾斜度 (ｍｍ)

中间桩 Ｄ / ２ꎬ 且≤２５０

外缘桩 Ｄ / ４

顺桥方向 ４０

垂直桥轴方向 ５０

直桩 １％

斜桩 １５％ ｔａｎθ

经纬仪或全站仪: 抽查 ２０％

垂线法: 每桩检查

　 　 注: Ｄ 为桩径或短边长度 (ｍｍ)ꎻ θ 为斜桩轴线与垂线间夹角 (°)ꎻ 当贯入度符合设计规定但桩尖高程未达

到设计高程时ꎬ 应按施工规范的规定进行检验ꎬ 并得到设计认可时ꎬ 桩尖高程为合格ꎮ

３　 外观检查

１) 预制桩的桩顶、 桩身和桩尖无蜂窝、 麻面、 露筋和裂缝现象ꎻ

２) 钢筋混凝土接桩应牢固、 顺直ꎬ 上下节应校正垂直度ꎬ 保持上下节桩顺直ꎬ 接触面

密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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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４　 桥梁下部结构

９ ４ １　 承台、 墩 (台身)、 墩台帽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 水及外加剂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凝土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混凝土浇筑、 养护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４ １￣１~９ ４ １￣３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９ ４ １￣１　 承台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尺寸 (ｍｍ) ±３０ 尺量: 长、 宽、 高各测 ２ 处

顶面高程 (ｍｍ) ±２０ 水准仪: 每件测 ５ 点

轴线偏位 (ｍｍ) １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纵、 横向各测 ２ 点

预埋件位置 (ｍｍ) １０ 尺量、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件测 ２ 点

表 ９ ４ １￣２　 墩、 台身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一般

项目

断面尺寸 (ｍｍ) ±２０ 尺量: 每件测 ３ 个断面

竖直度或斜度 (ｍｍ) ０ ３％ Ｈꎬ 且≤２０ 吊垂线、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件测 ２ 点

顶面高程 (ｍｍ) ±１０ 水准仪: 测 ３ 点

轴线偏位 (ｍｍ) １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纵、 横向各测 ２ 点

节段间错台 (ｍｍ) ５ 尺量: 每节测 ４ 处

平整度 (ｍｍ) ８
２ ｍ 直尺ꎬ 垂直和水平方向各 １ 尺取最大

值: 每 ２０ ｍ２测 １ 处

预埋件位置 (ｍｍ) １０ 尺量、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件测 ２ 点

　 　 注: Ｈ 为墩、 台身高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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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４ １￣３　 墩台帽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６

一般

项目

断面尺寸 (ｍｍ) ±２０ 尺量: 每件测 ３ 个断面

顶面高程 (ｍｍ) ±１０ 水准仪: 测 ３~５ 点

轴线偏位 (ｍｍ) １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纵、 横向各测 ２ 点

支座垫石预留位置 (ｍｍ) １０ 尺量: 每个

预埋件
高程 (ｍｍ) ±２ 水准仪: 每件测 １ 点

轴线 (ｍｍ) ５ 尺量、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件测 １ 点

３　 外观检查

１) 混凝土表面平整ꎬ 棱角平直ꎬ 无明显施工接缝ꎻ

２) 结构表面蜂窝、 麻面面积不得超过该面总面积的 ０ ５％ꎬ 深度不得超过 １０ ｍｍꎻ

３) 混凝土表面出现不影响结构功能或使用性能的裂缝时ꎬ 其宽度不得超过 ０ １５ ｍｍꎮ

９ ４ ２　 台背填土

１　 基本要求

１) 回填材料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回填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４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９ ４ ２　 台背填土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ꎬ 每 ５０ ｍ２每压实层测 １ 处

３　 外观检查

１) 填土表面平整ꎬ 边线直顺ꎻ

２) 边坡坡面平顺稳定ꎬ 不得亏坡ꎬ 曲线圆滑ꎮ

９ ４ ３　 支座

１　 基本要求

１) 支座材料技术指标和规格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砂浆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支座安放的位置和支座活动方向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４ ３￣１~９ ４ ３￣３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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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４ ３￣１　 支座垫石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顶面高程 (ｍｍ) ±２

顶面四角高差 (ｍｍ) １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水准仪: 检查中心和四角

４

５

６

一般

项目

轴线偏位 (ｍｍ) 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纵、 横向各测 ２ 点

断面尺寸 (ｍｍ) ±５ 尺量: 每件测 １ 个断面

预埋件位置 (ｍｍ) ５ 尺量: 每件

表 ９ ４ ３￣２　 挡块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平面位置 (ｍｍ) 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块检查

断面尺寸 (ｍｍ) ±１０ 尺量: 每块测 １ 个断面

顶面高程 (ｍｍ) ±１０ 水准仪: 每块测 １ 点

与梁体间隙 (ｍｍ) ±５ 尺量: 每块检查

表 ９ ４ ３￣３　 支座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支座中心与主梁中心线横桥向

偏位 (ｍｍ)
２

尺量、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支座

支座高程 (ｍｍ)
设计规定ꎬ 设计

未规定时±５
水准仪: 每支座

３

４

一般

项目

支座顺桥向偏位 (ｍｍ) １０

支座四角

高差 (ｍｍ)
承压力≤５００ ｋＮ １

承压力>５００ ｋＮ ２

拉线、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支座

水准仪: 每支座

３　 外观检查

１) 垫石、 挡块混凝土表面平整、 光洁ꎬ 棱角线平直ꎻ

２) 垫石、 挡块混凝土表面出现不影响结构功能或使用性能的裂缝时ꎬ 其宽度不得超过

０ １５ ｍｍꎻ

３) 支座无偏歪、 不均匀受力和脱空现象ꎻ

４) 支座及附近表面清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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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５　 桥梁上部结构

９ ５ １　 预制和安装梁 (板)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 水及外加剂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钢筋加工及安装、 预应力筋加工和张拉评定按第 ９ ２ 节的要求执行ꎻ

４) 梁 (板) 起吊、 安装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５) 接缝填充材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５ １￣１~９ ５ １￣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９ ５ １￣１　 梁 (板) 预制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６

一般

项目

梁 (板) 长度 (ｍｍ)

宽度

(ｍｍ)

干接缝 (梁翼缘、 板)

湿接缝 (梁翼缘、 板)

箱梁
顶宽

底宽

高度

(ｍｍ)
梁、 板

箱梁

断面尺寸

(ｍｍ)

顶板厚

底板厚

腹板或梁肋

平整度 (ｍｍ)

＋５ꎬ －１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２０

±５

０ꎬ －５

＋５ꎬ ０

８

尺量: 每梁 (板)

尺量: 每梁 (板) 测 ３ 处

尺量: 每梁 (板) 测 ２ 个断面

尺量: 每梁 (板) 测 ２ 个断面

２ ｍ 直尺ꎬ 垂直和水平方向各 １尺取

最大值: 每侧面每 １０ ｍ 梁长测 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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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５ １￣２　 梁 (板) 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

项目

平面位置

(ｍｍ)
顺桥纵轴线方向 １０

垂直桥纵轴线方向 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梁 (板) 测

１ 点

２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梁 (板) 顶面纵向高程 (ｍｍ) ＋８ꎬ －５ 水准仪: 抽查每跨 ２ 片ꎬ 每片 ３ 点

相邻梁 (板) 顶面高差 (ｍｍ) ８ 尺量: 每相邻梁 (板)

横系梁 (ｍｍ) ５ 尺量: 每片测 ４ 处

预埋件位置 (ｍｍ) １０ 尺量: 每件

３　 外观检查

１) 混凝土表面平整ꎬ 色泽一致ꎬ 无明显施工缝ꎻ

２) 混凝土表面无蜂窝、 麻面ꎻ

３) 混凝土表面出现不影响结构功能或使用性能的裂缝时ꎬ 其宽度不得超过 ０ １５ ｍｍꎻ

４) 封锚混凝土应密实、 平整ꎻ

５) 梁、 板间填缝应平整密实ꎻ

６) 梁 (板) 底与支座、 支座底与垫石顶面密贴ꎻ

７) 梁体内无遗留建筑垃圾、 杂物、 临时预埋件等ꎮ

９ ５ ２　 现场浇筑梁 (板)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 水及外加剂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凝土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钢筋加工及安装、 预应力筋加工和张拉符合第 ９ ２ 节的规定ꎻ

４) 混凝土浇筑、 养护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５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１６—

９　 桥梁工程



表 ９ ５ ２　 现场浇筑梁 (板) 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一般项目

轴线偏位 (ｍｍ) １０

梁 (板) 顶面高程 (ｍｍ) ±１０

断面

尺寸

(ｍｍ)

高度 ＋５ꎬ －１０

宽度 ±３０

箱梁底宽 ±２０

顶、 底、 腹板或梁肋厚 ＋１０ꎬ ０

长度 (ｍｍ) ＋５ꎬ －１０

横坡 (％) ±０ １５

平整度 (ｍｍ) ８

预埋件位置 (ｍｍ) １０

全站仪或水准仪: 纵、 横向各测 ２ 点

水准仪: 测 ３~５ 点

尺量: 每跨测 １~３ 处

尺量: 每梁 (板)

水准仪: 每跨测 １~３ 点

２ ｍ 直尺ꎬ 垂直和水平方向各 １ 尺取

最大值: 每侧面每 １０ ｍ 梁长测 １ 处

尺量: 每件

３　 外观检查

１) 混凝土表面平整ꎬ 色泽一致ꎬ 无明显施工缝ꎻ

２) 混凝土表面无蜂窝、 麻面ꎻ

３) 混凝土表面出现不影响结构功能或使用性能的裂缝时ꎬ 其宽度不得超过 ０ １５ ｍｍꎻ

４) 封锚混凝土应密实、 平整ꎻ

５) 梁体内的建筑垃圾、 杂物、 临时预埋件等应清理干净ꎮ

９ ６　 桥面系和附属工程

９ ６ １　 桥面防水层

１　 基本要求

１) 防水材料的品种、 规格、 技术指标ꎬ 以及防水层的不透水性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

要求ꎻ

２) 防水层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６ １￣１~９ ６ １￣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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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６ １￣１　 混凝土桥面基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一般

项目

含水率 (质量比) (％) ≤４

粗糙度

(ｍｍ)
防水卷材 １ ５~２ ０

防水涂料 ０ ５~１ ０

平整度 (ｍｍ) ５ ０

含水率检测仪: 每 １０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铺砂法: 每 １０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每

１００ ｍ测 １ 处

表 ９ ６ １￣２　 混凝土桥面防水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卷材搭接宽度 (ｍｍ) 不小于规定 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１ 处

防水涂膜厚度 (ｍｍ)
设计规定ꎬ 设计未规定时ꎬ

±０ １
测厚仪: 每 ２００ ｍ２ 测 ４ 处ꎬ 或按

材料用量推算

粘结强度 (ＭＰａ)
不小于设计要求ꎬ 且≥０ ３ (常温)ꎬ

≥０ ２ (气温≥３５℃)
拉拔仪: 每 ２００ ｍ２ 测 ４ 处 (拉拔

速度: １０ ｍｍ / ｍｉｎ)

抗剪强度 (ＭＰａ)
不小于设计要求ꎬ 且≥０ ４ (常温)ꎬ

≥０ ３ (气温≥３５℃)
抗剪仪: 每组测 ３ 处 (剪切速度:
１０ ｍｍ / ｍｉｎ)

剥离强度 (Ｎ / ｍｍ)
不小于设计要求ꎬ 且≥０ ３ (常温)ꎬ

≥０ ２ (气温≥３５℃)
９０℃剥离仪: 每组测 ３ 个 (剥离

速度: １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３　 外观检查

１) 涂料防水层的厚度应均匀一致ꎬ 无遗漏ꎻ

２) 防水层表面平整ꎬ 无空鼓、 脱落、 裂缝、 翘边、 油包、 气泡和褶皱等现象ꎻ

３) 防水层与泄水口结合部位密封ꎬ 无漏封ꎻ

４) 排水顺畅ꎬ 桥面不积水ꎮ

９ ６ ２　 伸缩缝安装

１　 基本要求

１) 伸缩缝具备相应质量证明文件ꎬ 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伸缩缝锚固牢靠ꎬ 伸缩性能有效ꎻ

３) 伸缩缝两侧混凝土的类型和强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６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３６—

９　 桥梁工程



表 ９ ６ ２　 伸缩缝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缝宽 设计要求 尺量: 每道测 ３ 处

与桥面高差 (ｍｍ) ２ 尺量: 每侧各 ３~７ 处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长度

纵坡 (％)

横向平整度 (ｍｍ)

设计要求 尺量: 每道测 １ 处

一般 ±０ ５ 水准仪: 纵向锚固混凝土端部测 ３ 点

大型 ±０ ２ 水准仪: 沿伸缩缝纵向测 ３ 点

３ ３ ｍ 直尺: 每道测 ３ 处

　 　 注: 缝宽应按安装时气温折算ꎮ

３　 外观检查

伸缩缝无阻塞、 渗漏、 变形、 开裂、 积水现象ꎮ

９ ６ ３　 搭板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 水及外加剂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凝土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搭板下的地基及垫层或基层的强度和压实度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６ ３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９ ６ ３　 搭板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枕梁尺寸

(ｍｍ)
宽、 高 ±２０ 尺量: 每梁测 ２ 个断面

长 ±３０ 尺量: 每梁

板尺寸

(ｍｍ)
长、 宽 ±３０ 尺量: 每板长、 宽各测 ２~４ 处

厚 ±１０ 尺量: 每板测 ４~８ 处

顶面高程 (ｍｍ) ±２ 水准仪: 每板测 ５ 点

板顶纵坡 (％) ±０ ３ 水准仪: 每板测 ３~５ 点

３　 外观检查

板的表面应平整ꎬ 无露筋ꎬ 边缘顺直ꎮ

９ ６ ４　 栏杆安装

１　 基本要求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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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栏杆构件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栏杆安装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６ ４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９ ６ ４　 栏杆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栏杆平面偏位 (ｍｍ) ４

扶手高度 (ｍｍ) ±１０

柱顶高差 (ｍｍ) ４

接缝两侧扶手高差 (ｍｍ) ３

竖杆或柱纵横向竖直度 (ｍｍ) ４

尺量、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３０ ｍ 测 １ 点

水准仪: 抽查 ２０％

尺量: 抽查 ２０％

吊垂线: 抽查 ２０％

３　 外观检查

１) 栏杆安装直顺美观ꎻ

２) 栏杆接缝处无开裂现象ꎮ

９ ６ ５　 桥面排水设施

１　 基本要求

桥面排水设施的设置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ꎬ 泄水孔进水口的布置应有利于桥面和渗

入水的排除ꎬ 出水口不得使水直接冲刷桥体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９ ６ ５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９ ６ ５　 桥面泄水口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一般

项目

高程 (ｍｍ) ０ꎬ －１０ 水准仪: 每孔

间距 (ｍｍ) ±１００ 尺量: 每孔

３　 外观检查

桥面泄水口应低于桥面铺装层ꎬ 泄水管下端应至少伸出构筑物底面 １００~１５０ ｍｍ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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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涵隧工程

１０ １　 一般规定

１０ １ １　 钢筋混凝土构件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钢筋加工及安装、 预应力筋加工和张拉等分项

工程ꎬ 按第 ９ ２ 节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１０ １ ２　 Ｕ 型槽质量检验评定按第 １０ ２ 节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１０ １ ３　 结构主体防水混凝土抗渗、 抗冻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ꎮ

１０ １ ４　 排水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按第 ８ 章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１０ １ ５　 挡土墙质量检验评定按第 ５ 章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１０ １ ６　 地基处理质量检验评定按第 ４ 章及第 ９ ３ 节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１０ １ ７　 基坑回填的质量检验评定按第 ９ ４ ２ 条的要求执行ꎮ

１０ １ ８　 涵隧工程搭板质量检验评定按第 ９ ６ ３ 条的要求执行ꎬ 栏杆按第 ９ ６ ４ 条的要求执行ꎮ

１０ １ ９　 涵隧工程铺装层质量检验评定按第 ６ 章和第 ７ 章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１０ １ １０　 机电设备安装质量检验评定参照相关标准执行ꎮ

１０ １ １１　 涵隧工程装饰装修质量检验评定按 «建筑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１０) 的相

关要求执行ꎮ

１０ １ １２　 管沟 (廊)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按本章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１０ １ １３　 轨道工程、 隧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参照相关标准执行ꎮ

１０ ２　 主体结构

１０ ２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石、 水及外加剂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混凝土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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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混凝土浇筑、 养生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４　 清水混凝土饰面的涵隧工程ꎬ 除符合本章规定外ꎬ 还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１０ ２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０ ２ ２￣１~１０ ２ ２￣３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１０ ２ ２￣１　 垫层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平面尺寸 (ｍｍ) ±５０ 尺量: 每 ２０ ｍ 纵、 横向各测 ２ 处

基础底面高程 (ｍｍ) ±５０ 水准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５~８ 点

基础顶面高程 (ｍｍ) ±３０ 水准仪: 每 ２０ ｍ 测量 ５~８ 点

轴线偏位 (ｍｍ) ２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２０ ｍ 纵、 横向各测

２ 点

表 １０ ２ ２￣２　 顶板、 底板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抗渗性能 设计要求 渗水法: 每 １００ ｍ２外露面积测 １组ꎬ 每组 ６个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一般

项目

底板轴线偏位 (ｍｍ) ≤１５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１０ ｍ 纵、 横向各测 ２ 点

标高 (ｍｍ) ±１０ 水准仪: 每 １０ ｍ 测 ２ 点

截面尺寸 (ｍｍ) ＋１０ꎬ －５ 尺量: 每 １０ ｍ 测 ２ 个断面

平整度 (ｍｍ) ８ ２ ｍ 靠尺: 每 ２０ ｍ２测 ２ 处

预埋件中心位置 (ｍｍ) ５ 尺量: 每件

预留孔中心位移 (ｍｍ) １０ 尺量: 每个

　 　 注: Ｕ 型槽横撑梁参考本表执行ꎮ

表 １０ ２ ２￣３　 墙体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抗渗性能 设计要求 渗水法: 每 １００ ｍ２外露面积测 １组ꎬ 每组 ６个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一般

项目

墙体轴线偏位 (ｍｍ) ≤８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１０ ｍ 纵、 横向各测 ２ 点

垂直度 (ｍｍ) ８ 垂线吊量: 每 １０ ｍ 测 ２ 处

平整度 (ｍｍ) ８ ２ ｍ 直尺: 每 ２０ ｍ２测 ２ 处

截面尺寸 (ｍｍ) ＋８ꎬ －５ 尺量: 每 １０ ｍ 测 ２ 个断面

预埋件中心位置 (ｍｍ) ５ 尺量: 每件

预留孔中心位移 (ｍｍ) １０ 尺量: 每个

　 　 注: 立柱参考本表执行ꎮ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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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２ ３　 外观检查

１　 混凝土表面平整ꎬ 棱角平直ꎬ 无明显施工接缝ꎻ

２　 蜂窝、 麻面面积不得超过该面总面积的 ０ ５％ꎬ 深度不得超过 １０ ｍｍꎻ

３　 混凝土结构中无疏松、 夹渣、 露筋、 孔洞ꎻ

４　 混凝土表面出现不影响结构功能或使用性能的裂缝时ꎬ 其宽度不得超过 ０ １５ ｍｍꎮ

１０ ３　 结构防水

１０ ３ １　 止水带

１　 基本要求

１) 止水带的材质、 规格及技术指标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止水带的安装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０ ３ １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１０ ３ １　 止水带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一般

项目

纵向偏移 (ｍｍ) ±５０ 尺量: 每段测 ３ 处

偏离结构端头中心线 (ｍｍ) 设计要求ꎬ 设计未规定时≤３０ 尺量: 每段测 ３ 处

３　 外观检查

１) 无破裂、 偏位现象ꎻ

２) 止水带与混凝土结构连接端头正交ꎮ

１０ ３ ２　 卷材及涂料防水层

１　 基本要求

１) 防水材料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卷材、 涂料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０ ３ ２￣１~１０ ３ ２￣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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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３ ２￣１　 防水卷材施工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一般

项目

搭接宽度 (ｍｍ) ≥１００

缝宽 (ｍｍ)
焊接 两侧焊缝宽≥２５

黏接 黏缝宽≥５０

固定点间距 设计要求

尺量: 每个搭接测 ３ 处

尺量: 每个搭接测 ５ 处

尺量: 抽查 １０％

表 １０ ３ ２￣２　 防水涂料施工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一般

项目

涂膜厚度 设计要求 切片卡尺量: 每 １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搭接宽度 (ｍｍ) ≥１００ 尺量: 每个搭接测 ３ 处

３　 外观检查

１) 防水卷材表面平顺ꎬ 无褶皱、 气泡、 破损等现象ꎬ 与基面密贴ꎬ 松紧适度ꎬ 无紧绷

现象ꎻ

２) 接缝、 补眼粘贴密实饱满ꎬ 无气泡、 空隙ꎻ

３) 防水涂料喷涂均匀ꎬ 无气泡、 漏喷、 针眼等现象ꎮ

１０ ４　 人行道铺设

１０ ４ １　 基本要求

１　 铺设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铺设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１０ ４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０ ４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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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４ ２　 人行道板铺设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人行道边缘平面偏位 (ｍｍ) ５ 尺量、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３０ ｍ 测 １ 点

纵向高程 (ｍｍ) ＋１０ꎬ ０ 水准仪: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３ 点

接缝两侧高差 (ｍｍ) ２ 水准仪: 抽查 １０％

横坡 (％) ±０ ３ 水准仪: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３ 点

平整度 (ｍｍ) ５ ３ ｍ 直尺: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３ 处

　 　 注: 不足 １００ ｍꎬ 按 １００ ｍ 处理ꎮ

１０ ４ ３　 外观检查

人行道构件连接牢固、 密贴ꎬ 线形直顺ꎬ 表面平整ꎮ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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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消防管网工程

１１ １　 一般规定

１１ １ １　 消防井 /水池工程的土体开挖、 基础、 主体结构、 结构防水质量检验评定按第 ４ 章、 第

９ 章、 第 １０ 章的相关要求执行ꎮ

１１ １ ２　 消火栓、 阀门、 泵房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质量检验评定参照相关标准执行ꎮ

１１ １ ３　 管网试压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１１ ２　 沟槽开挖

１１ ２ １　 基本要求

１　 沟槽边坡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沟底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１１ ２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１ ２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１１ ２ ２　 沟槽开挖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槽底土基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 １００ ｍ 每层测 ３ 处

２

３

４

一般

项目

槽底高程 (ｍｍ) ＋２０ꎬ －３０ 水准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３ 点

轴线偏移 (ｍｍ) ±３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１ 点

槽底宽度 (ｍｍ) ±３０ 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１ 处

１１ ２ ３　 外观检查

沟面平整ꎬ 边线直顺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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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３　 管道基础

１１ ３ １　 基本要求

１　 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基础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１１ ３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１ ３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１１ ３ ２　 管道基础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基础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ꎬ 每层每 １００ ｍ 测 ３ 处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３

４

５

一般

项目

基础宽度 (ｍｍ) ±２０ 尺量: 两井之间测 ３ 处

高程 (ｍｍ) ＋１０ꎬ －２０ 水准仪: 两井之间测 ３ 点

厚度 (ｍｍ) ±２０ 尺量: 两井之间测 ３ 处

１１ ３ ３　 外观检查

基础表面平整ꎬ 线形直顺ꎮ

１１ ４　 管道安装

１１ ４ １　 基本要求

１　 消防管材、 管件、 阀门、 消火栓、 井圈、 井盖等产品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

要求ꎬ 具备完整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ꎻ

２　 管道安装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压力试验、 严密性试验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１１ ４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１ ４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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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４ ２　 管道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一般

项目

平面位置 (ｍｍ) ±３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管节测 １ 点

管顶高程 (ｍｍ) ±３０ 水准仪: 每管节测 １ 点

１１ ４ ３　 外观检查

管道表面无损伤ꎬ 管节铺设直顺ꎬ 接口严密ꎮ

１１ ５　 沟槽回填

１１ ５ １　 基本要求

１　 回填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回填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１１ ５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１ ５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１１ ５ ２　 管道沟槽回填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回填土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Ｂ 的要求检查: 每层每 １００ ｍ 测 ３ 处

２

３
保证

项目

高程 (ｍｍ) ±３０ 水准仪: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点

平整度 (ｍｍ) ≤３０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注: １　 压实度检查包括管底、 管道有效支撑角、 管侧及管顶土体的压实度ꎻ

２　 当设计要求回填湿贫混凝土时ꎬ 其保证项目 “压实度” 改为 “混凝土强度” 指标ꎬ 检查频率不变ꎮ

１１ ５ ３　 外观检查

回填表面平整ꎬ 外露附属物无损伤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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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围界工程

１２ １　 一般规定

１２ １ １　 钢板网等其他围栏的质量检验评定参照相关标准执行ꎮ

１２ １ ２　 监控、 报警系统工程的质量检验评定参照相关标准执行ꎮ

１２ ２　 基础

１２ ２ １　 基本要求

１　 材料及构配件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１２ ２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２ ２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１２ ２ ２　 基础工程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保证

项目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Ｄ 的要求检查

槽底土基、 回填土压实度 设计要求 灌砂法、 环刀法: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３ 处

垫层压实度 设计要求 灌砂法、 环刀法: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３ 处

４

５

６

一般

项目

沟槽

(ｍｍ)

宽度 ＋２５ꎬ －１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３ 处

槽底高程 ±１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３ 处

中心线 ±２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点

槽底平整度 ５ ２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垫层厚度 (ｍｍ) ±１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地梁

(ｍｍ)

轴线 ±２０ 经纬仪或全站仪: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点

尺寸 ±５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个断面

高程 ±５ 水准仪: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点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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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２ ３　 外观检查

混凝土表面平整ꎬ 无露筋、 蜂窝现象ꎮ

１２ ３　 钢筋网围栏

１２ ３ １　 基本要求

１　 焊接钢筋网网片、 支撑柱、 斜撑杆、 螺栓、 螺母、 垫片等原材料的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

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钢筋强度、 防腐处理、 防腐材料技术指标及厚度应符合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安全防范监

控系统技术规范» (ＭＨ ７００８) 的要求ꎮ

１２ ３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２ ３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１２ ３ ２　 钢筋网围栏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保证

项目

网片高度 (ｍｍ) ±５ 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３ 处

距地梁间距 (ｍｍ) ±５ 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３ 处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一般

项目

网格尺寸 (ｍｍ) ±３ 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３ 处

立柱垂直度 (ｍｍ / ｍ) ≤８ 垂线测量: 每 ５０ 根测 ２ 根

柱顶高度 (ｍｍ) ±１５ 尺量: 每 ５０ 根测 ２ 根

立柱间距 (ｍｍ) ±２０ 尺量: 每 ５０ 根测 ２ 根

顺直度 (ｍｍ / ｍ) ≤８ 拉线尺量: 抽查 ２％

刺笼直径 (ｍｍ) ±２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刺笼间距 (ｍｍ) ±２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注: 编织型围栏金属丝交界处应有焊接并提供使用期质量保证书ꎬ 必要时可切断单根金属丝检测其松散

现象ꎮ

【条文说明】 对于编织型金属丝围栏ꎬ 常因局部破坏导致整面松散ꎬ 本注主要用于确保围栏使用

期间的整体稳定性ꎮ

１２ ３ ３　 外观检查

１　 网面平整ꎬ 无断筋ꎬ 网格无明显歪斜ꎻ

２　 钢筋网安装无松动、 倾斜ꎬ 整体稳固ꎻ

３　 涂层均匀光滑、 连续ꎬ 无孔隙、 裂缝、 蜕皮及其他有害缺陷ꎮ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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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４　 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围栏

１２ ４ １　 基本要求

１　 预制板构件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２　 围栏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１２ ４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２ ４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表 １２ ４ ２　 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围栏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２

３

４

一般

项目

墙面垂直度 (ｍｍ / ｍ) ≤８ 垂线测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预制板间距 (ｍｍ) ±５ 尺量: 每 ４０ ｍ 测 ３ 处

顺直度 (ｍｍ / ｍ) ≤８ 拉线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板间错台 (ｍｍ) ±５ 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１２ ４ ３　 外观检查

预制板安装平整、 稳固ꎬ 表面无开裂ꎮ

１２ ５　 砖砌围栏

１２ ５ １　 基本要求

１　 水泥、 砂、 砖等原材料技术指标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要求ꎻ

２　 水泥砂浆配合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ꎻ

３　 砌筑施工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的要求ꎮ

１２ ５ ２　 实测项目应按表 １２ ５ ２ 的要求进行检查ꎮ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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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５ ２　 砖砌围栏实测项目

序号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保证项目 砂浆强度 设计要求 按附录 Ｅ 的要求检查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一般项目

轴线位置偏移 (ｍｍ)

墙砌体高度 (ｍｍ)

墙面

垂直度

(ｍｍ)

每层

全高
≤１０ ｍ

>１０ ｍ

墙面平整度

(ｍｍ)
清水墙

混水墙

水平灰缝平直度

(ｍｍ)
清水墙

混水墙

截面偏差

(ｍｍ)
宽度

高度

刺笼 (ｍｍ)
直径

间距

±１０

±１５

≤５

≤１０

≤２０

±５

±８

±７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２ ｍ 托线板: 不少于 ５ 处

垂线测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２ ｍ 直尺ꎬ 垂直和墙长方向各 １ 尺取最大

值: 每 ４０ ｍ 测 １ 处

拉线ꎬ 取最大矢高: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尺量: 抽查 １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１２ ５ ３　 外观检查

勾缝均匀ꎻ 抹面平整ꎬ 无裂缝ꎻ 变形缝顺直ꎬ 填料饱满ꎮ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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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单位 /分部 /分项工程划分

附表 Ａ　 飞行区场道工程单位、 分部、 分项工程划分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土石方与

地基处理工程

地基处理工程
换填、 强夯、 堆载预压、 真空预压、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 压密注

浆、 水泥土搅拌桩、 灰土挤密桩、 碎石桩、 土工合成材料等

土石方工程 土方工程、 石方工程等

防护及支挡工程

支挡工程
重力式挡土墙、 扶壁式挡土墙、 悬臂式挡土墙、 桩板式挡土墙、 板肋

式挡土墙、 格构式挡土墙、 排桩式挡土墙、 抗滑桩、 加筋土挡土墙等

防护工程
浆砌砌体、 干砌砌体、 植草防护、 锚喷防护、 石笼防护、 钢筋混凝

土框架防护等

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工程

底基层

水泥稳定集料底基层、 石灰粉煤灰稳定集料底基层、 石灰稳定集料

底基层、 石灰 /水泥 /石灰粉煤灰稳定土底基层、 级配碎 (砾) 石底

基层等

基层
水泥稳定集料基层、 石灰粉煤灰稳定集料基层、 级配碎 (砾) 石基

层、 沥青稳定碎石基层、 碾压混凝土基层、 贫混凝土基层等

面层 水泥混凝土面层、 沥青混凝土面层等

服务车道、
巡场路路面工程

底基层

水泥稳定集料底基层、 水泥稳定土底基层、 石灰稳定集料底基层、
石灰稳定土底基层、 石灰粉煤灰稳定集料底基层、 级配碎 (砾) 石

底基层等

基层

水泥稳定集料基层、 水泥稳定土基层、 石灰稳定集料基层、 石灰稳

定土基层、 石灰粉煤灰稳定集料基层、 级配碎 (砾) 石基层、 碾压

混凝土基层等

面层
水泥混凝土面层、 沥青混凝土面层、 土 (碎石、 砂砾或矿渣) 面

层等

排水工程

沟涵工程

钢筋混凝土明涵、 钢筋混凝土暗涵、 钢筋混凝土盖板沟、 砖砌盖板

沟、 浆砌块石盖板沟、 土质明沟、 浆砌明沟、 水泥混凝土明沟、 钢

筋混凝土盖板、 铸铁箅子盖板、 钢箅子盖板等

管道及其他附属
管基及管座、 管道安装、 盲沟、 排水泵站、 检查井、 连接井、 集水

井、 进出水口等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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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桥梁工程

基础 钢筋加工与安装、 承台、 扩大基础、 桩基 (灌注桩、 沉入桩) 等

桥梁下部结构
钢筋加工与安装、 预应力筋的加工与张拉、 墩台身 (砌体)、 盖梁

或墩帽 (台帽)、 台背填土、 支座等

桥梁上部结构
钢筋加工与安装、 预应力筋的加工与张拉、 预制梁 (板)、 安装梁

(板)、 现场浇筑梁 (板) 等

桥面系和附属工程 桥面防水层、 桥面铺装、 搭板、 伸缩缝、 栏杆、 桥面排水等

涵隧工程

(含管沟 /廊)

地基及基础

换填、 强夯、 预压、 注浆、 高压喷射注浆、 砂石桩、 水泥土搅拌

桩、 灰土挤密复合桩、 碎石桩、 钢筋加工与安装、 灌注桩、 沉入

桩等

主体结构 (箱涵 / Ｕ 型

槽 /挡土墙等)
钢筋加工与安装、 预应力筋的加工与张拉、 垫层、 底板、 墙体、 顶

板、 立柱、 梁、 挡土墙、 回填等

附属工程 涵隧铺装、 结构防水、 排水沟、 人行道铺设、 栏杆、 搭板等

装修 装修工程

安装工程 机电设备安装

消防管网工程
管道 沟槽开挖、 管道基础、 管道安装、 沟槽回填等

消防井 /水池 土体开挖、 基础、 主体结构、 结构防水、 机电安装工程等

围界及监控

系统工程

围界工程
基础、 钢筋网围栏、 砖砌围栏、 钢围栏、 钢板网围栏、 钢筋混凝土

预制板围栏等

监控系统 线缆敷设、 设备安装、 设备调试等

　 　 注: 未含在本标准范围之内的工程ꎬ 其工程划分应根据本表的划分原则确定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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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压实度评定

Ｂ ０ １　 土方、 基层、 底基层及垫层标准密度的击实标准应符合设计要求ꎬ 可采用环刀法、 灌砂

法、 蜡封法等方法ꎻ 沥青混凝土面层 (包括上面层、 中面层和下面层) 压实度的标准密度以马

歇尔稳定度击实成型标准为准ꎮ

【条文说明】 我国室内扰动土的击实试验有轻型击实试验和重型击实试验两种ꎬ 水利、 铁路路基

填土均采用轻型击实试验ꎬ 城镇道路路基填土采用轻型和重型击实试验两种方式并行ꎬ 高等级

公路填土和机场场道工程采用重型击实试验较多ꎮ 现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对于标准的选择ꎬ 一

般根据设计文件、 相关规定及工程实际情况选用ꎮ

Ｂ ０ ２　 击实试验的执行应符合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Ｅ４０) 及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

定材料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Ｅ５１) 的相关规定ꎮ

【条文说明】 国内各标准所列击实试验的相关试验参数如表 Ｂ ０ ２ 所示ꎬ 从中可以看出ꎬ 各标准

在锤重、 锥面大小、 落距、 层数、 击数及击实功上都较为接近ꎻ 从国外的各种击实试验方法来

看ꎬ 试验方法略有不同ꎬ 例如英国通过改变击数而不改变击实功ꎬ 日本通过不改变击数而改变

击实功ꎬ 美国维持击实功不变而改变击数ꎬ 但其击实试验方法基本大同小异ꎮ

但从试验规程体系的完整性上来看ꎬ 交通部还规定了无机结合料的相关试验方法ꎮ 因此ꎬ

在综合考虑土体及无机结合料击实试验的方法体系上来看ꎬ 选择以交通部标准做为民航业场道

工程土工材料击实试验的参考标准ꎮ

附表 Ｂ ０ ２　 国内各标准击实试验参数对比

方法标准类别
锤的质量

(ｋｇ)
落高

(ｍｍ)
试桶容积

(ｃｍ３)
层数 每层击数

击实功

(ｋＪ / ｍ３)

ＧＢ / Ｔ ５０１２３—１９９９
轻型 ２ ５ ３０５ ９４７ ３ ２５ ５９１ ５５

重型 ４ ５ ４５７ ２ １０４ ３ ９４ ２ ７０１ ３４

ＳＬ ２３７—１９９９
轻型 ２ ５ ３０５ ９４７ ３ ２５ ５９１ ５５

重型 ４ ５ ４５７ ２ １０４ ５ ５６ ２ ６８２ １８

ＪＴＧ Ｅ４０—２００７

轻型 １ ２ ５ ３００ ９９７ ３ ２７ ５９７ １４

轻型 ２ ２ ５ ３００ ２ １７７ ３ ５９ ５９７ ５９

重型 １ ４ ５ ４５０ ９９７ ５ ２７ ２ ６８７ １４

重型 ２ ４ ５ ４５０ ２ １７７ ３ ９８ ２ ６８０ ０３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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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法标准类别
锤的质量

(ｋｇ)
落高

(ｍｍ)
试桶容积

(ｃｍ３)
层数 每层击数

击实功

(ｋＪ / ｍ３)

ＪＴＧ Ｅ５１—２００９

甲 ４ ５ ４５０ ９９７ ５ ２７ ２ ６８７ １４

乙 ４ ５ ４５０ ２ １７７ ５ ５９ ２ ６８９ １５

丙 ４ ５ ４５０ ２ １７７ ３ ９８ ２ ６８０ ０３

Ｂ ０ ３　 当压实度小于 Ｋ０ (设计规定值) 的测点数不超过总测点数的 ５％、 且任一测点压实度均

不小于极值时ꎬ 压实度评定为合格ꎮ 极值取值如下:

１　 对于土面区土方ꎬ 极值为 Ｋ０ －２％ꎻ

２　 对于沥青混凝土面层、 基层、 底基层、 垫层、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及填方边坡稳定影响区

的土方工程ꎬ 极值为 Ｋ０ －１％ꎮ

【条文说明】 本标准取消了原标准压实度使用数理统计的方法ꎬ 采用以合格率、 极值双重标准进

行质量检验评定ꎮ 原因如下: 首先ꎬ 现场测点经常存在小批量的数据ꎬ 导致数理统计方法并不

适用ꎻ 其次ꎬ 采用 ９５％的合格标准ꎬ 当单批次测点总数在小于 ２０ 个时ꎬ 则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点

不满足要求ꎬ 相当于点点满足设计ꎬ 也符合目前现场小批量检测的执行实际ꎻ 再次ꎬ 相对于数

理统计而言ꎬ 合格率标准更为直接和简单ꎬ 操作起来也更为方便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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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水泥混凝土弯拉强度评定

Ｃ ０ １　 现场成型室内标养小梁弯拉强度试验ꎬ 试验方法: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５１ / Ｔ０５５８ꎻ 钻芯劈裂强

度试验方法: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５１ / Ｔ０５６１ꎮ

Ｃ ０ ２　 水泥混凝土板钻芯取样测得的圆柱体劈裂强度与标准小梁弯拉强度折算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总面积不小于 ５０ ０００ ｍ２的工程ꎬ 应由试验得到该工程的统计折

算公式ꎮ 制定上述统计折算公式时ꎬ 实验组数应不少于 １５ 组ꎬ 试验应保持坍落度基本不变ꎬ 以

施工配合比水泥用量为中值ꎬ 改变水泥用量至一定范围 (±５０ ｋｇ / ｍ３)ꎬ 并得出混凝土劈裂强度

与标准小梁弯拉强度统计曲线和折算公式ꎮ

２　 若已制定统计折算公式ꎬ 采用的原材料基本一致ꎬ 则可采用已制定的折算公式ꎮ

３　 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总面积小于 ５０ ０００ ｍ２的工程ꎬ 混凝土钻芯圆柱体劈裂强度与标

准小梁弯拉强度的折算ꎬ 可根据粗集料品种按下列公式计算:

石灰岩、 花岗岩碎石混凝土:

ｆｃ ＝ １ ８６８ｆｓｐ ０ ８７１ (Ｃ ０ ２ － １)

式中: ｆｃ ———混凝土标准小梁弯拉强度 (ＭＰａ)ꎻ

ｆｓｐ ———混凝土直径 １５０ ｍｍ 圆柱体的劈裂抗拉强度 (ＭＰａ)ꎮ

玄武岩碎石混凝土:

ｆｃ ＝ ３ ０３５ｆｓｐ ０ ４２３ (Ｃ ０ ２ － ２)

　 　 破碎卵石混凝土:

ｆｃ ＝ １ ６０７ ＋ １ ０３５ｆｓｐ (Ｃ ０ ２ － ３)

Ｃ ０ ３　 在施工过程中ꎬ 面层、 道肩、 防吹坪道面及路面水泥混凝土每 ５００ ｍ３成型 １ 组 ２８ ｄ 试

件ꎻ 每 ３ ０００ ｍ３增做不少于 １ 组试件ꎬ 用于竣工验收试验ꎻ 每 ２０ ０００ ｍ２钻芯 １ 处进行劈裂强度试

验ꎬ 每标段不少于 ３ 个芯样ꎮ

每组 ３ 个试件的平均值作为一个统计数据ꎮ

Ｃ ０ ４　 混凝土弯拉强度的合格标准

１　 试件组数大于 １０ 组时ꎬ 平均弯拉强度合格判断式为:

ｆｃｓ ≥ ｆｒ ＋ Ｋσ (Ｃ ０ ４ － １)

式中: ｆｃｓ ———混凝土合格判定平均弯拉强度 (ＭＰａ)ꎻ

ｆｒ ———设计弯拉强度标准值 (ＭＰａ)ꎻ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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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合格判定系数 (见附表 Ｃ ０ ４)ꎻ

σ ———强度标准差ꎮ

强度标准差计算公式为:

σ ＝
∑ ｆ ２ｃ ｉ － ｎｆ ２ｃ ｎ

ｎ － １
(Ｃ ０ ４ － ２)

　 　 ｆｃ ｎ ———同批 ｎ 组试件弯拉强度的平均值 (ＭＰａ)ꎻ

ｆｃ ｉ ———第 ｉ 组混凝土的弯拉强度 (ＭＰａ)ꎮ

附表 Ｃ ０ ４　 合格判定系数

试件组数 ｎ １１~１４ １５~１９ ≥２０

合格判定系数 Ｋ ０ ７５ ０ ７０ ０ ６５

当 ｆｃｓ ≥ ｆｒ ＋ Ｋσ、 任一组弯拉强度均不小于极值 ０ ９５ｆｒ、 且小于 ｆｒ 的试件组数不超过试件总

组数的 ５％时ꎬ 弯拉强度评定为合格ꎮ

２　 试件组数等于或少于 １０ 组时ꎬ 当 ｆｃｓ ≥ １ １ｆｒ、 任一组弯拉强度均不小于极值 ０ ９５ｆｒ、 且

小于 ｆｒ 的试件组数不超过试件总组数的 １０％时ꎬ 弯拉强度评定为合格ꎮ

Ｃ ０ ５　 采用小梁标准试件和混凝土板钻芯取样圆柱体劈裂强度折算的弯拉强度均应合格ꎮ 当局

部水泥混凝土面层小梁弯拉强度不合格而圆柱体劈裂强度折算的弯拉强度合格时ꎬ 应增加钻芯

取样至每 ２ ０００ ｍ２不少于三个芯样ꎬ 实测劈裂强度并折算为小梁弯拉强度合格时ꎬ 代表区域内混

凝土面层弯拉强度判断为合格ꎻ 芯样弯拉强度不合格时ꎬ 则代表区域内混凝土面层弯拉强度判

定为不合格ꎮ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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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Ｄ　 水泥混凝土抗压强度评定

Ｄ ０ １　 混凝土试件的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０８１) 的规定执行ꎮ

Ｄ ０ ２　 评定水泥混凝土的抗压强度ꎬ 应以标准养生２８ ｄ试件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测得的极

限抗压强度为准ꎮ 试件为边长１５０ ｍｍ的立方体ꎮ 试件 ３ 个为 １ 组ꎬ 制取组数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不同强度等级及不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应在浇筑地点或拌和地点分别随机制取试件ꎮ

２　 浇筑一般体积的结构物 (如基础、 墩台等) 时ꎬ 每一单元结构物应制取 ２ 组ꎮ

３　 连续浇筑大体积结构时ꎬ 每 ８０~２００ ｍ３或每一工作班应制取 ２ 组ꎮ

４　 上部结构ꎬ 主要构件长 １６ ｍ 以下应制取 １ 组ꎬ １６ ~ ３０ ｍ 制取 ２ 组ꎬ ３１ ~ ５０ ｍ 制取 ３ 组ꎬ

５０ ｍ 以上者不少于 ５ 组ꎮ 小型构件每批或每工作班至少应制取 ２ 组ꎮ

５　 每根钻孔桩至少应制取 ２ 组ꎻ 桩长 ２０ ｍ 以上者不少于 ３ 组ꎻ 桩径大、 浇筑时间很长时ꎬ

不少于 ４ 组ꎮ 如换工作班时ꎬ 每工作班应制取 ２ 组ꎮ

６　 构筑物 (小桥涵、 挡土墙) 每座、 每处或每工作班制取不少于 ２ 组ꎮ 当原材料和配合比

相同、 并由同一拌和站拌制时ꎬ 可几座或几处合并制取 ２ 组ꎮ

７　 应根据施工需要ꎬ 另制取几组与结构物同条件养生的试件ꎬ 作为拆模、 吊装、 张拉预应

力、 承受荷载等施工阶段的强度依据ꎮ

Ｄ ０ ３　 水泥混凝土抗压强度评定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１　 当连续生产的混凝土ꎬ 生产条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一致ꎬ 且同一品种、 同一强度等级混

凝土的强度变异性保持稳定时ꎬ 应按第 Ｄ ０ ４ 条的规定进行评定ꎻ

２　 其他情况按第 Ｄ ０ ５ 条或第 Ｄ ０ ６ 条的规定进行评定ꎮ

Ｄ ０ ４ 一个检验批的样本容量应为连续的 ３ 组试件ꎬ 其强度应同时符合下式要求:

ｍｆｃｕ ≥ ｆｃｕꎬ ｋ ＋ ０ ７ σ０ (Ｄ ０ ４ － １)

ｆｃｕꎬ ｍｉｎ ≥ ｆｃｕꎬ ｋ － ０ ７ σ０ (Ｄ ０ ４ － ２)

　 　 检验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差应按下式计算:

σ０ ＝
∑ ｆ ２ｃｕ ｉ － ｎｍ ２

ｆｃｕ

ｎ － １
(Ｄ ０ ４ － ３)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高于 Ｃ２０ 时ꎬ 其强度的最小值尚应满足下式要求: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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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ｃｕꎬ ｍｉｎ ≥ ０ ８５ｆｃｕꎬ ｋ (Ｄ ０ ４ － ４)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Ｃ２０ 时ꎬ 其强度的最小值尚应满足下式要求:

ｆｃｕꎬ ｍｉｎ ≥ ０ ９ｆｃｕꎬ ｋ (Ｄ ０ ４ － ５)

式中: ｍｆｃｕ ———同一检验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平均值 (ＭＰａ)ꎬ 精确到 ０ １ (ＭＰａ)ꎮ

ｆｃｕꎬ ｋ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ＭＰａ)ꎬ 精确到 ０ １ (ＭＰａ)ꎮ

σ０ ———检验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差 (ＭＰａ)ꎬ 精确到 ０ ０１ (ＭＰａ)ꎻ 当检验批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σ０ 计算值小于 ２ ５ ＭＰａ 时ꎬ 应取 ２ ５ ＭＰａꎮ

ｆｃｕꎬ ｉ ———前一个检验期内同一品种、 同一强度等级的第 ｉ 组混凝土试件的立方体抗压强度

代表值 (ＭＰａ)ꎬ 精确到 ０ １ ＭＰａꎻ 该检验期不应少于 ６０ ｄꎬ 也不得多于 ９０ ｄꎮ

ｎ ———前一检验期内的样本容量ꎬ 在该期间内样本容量不应少于 ４５ꎮ

ｆｃｕꎬ ｍｉｎ ———同一检验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最小值 (ＭＰａ)ꎬ 精确到 ０ １ (ＭＰａ)ꎮ

Ｄ ０ ５　 当试件大于等于 １０ 组时ꎬ 应以数理统计方法按下式条件评定:

ｍｆｃｕ ≥ ｆｃｕꎬ ｋ ＋ λ１Ｓｆｃｕ (Ｄ ０ ５ － １)

ｆｃｕꎬ ｍｉｎ ≥ λ２ｆｃｕꎬ ｋ 　 　 　 (Ｄ ０ ５ － ２)

　 　 同一检验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差应按下式计算:

Ｓｆｃｕ
＝

∑ ｆ ２ｃｕ ｉ － ｎｍ ２
ｆｃｕ

ｎ － １
(Ｄ ０ ５ － ３)

式中: Ｓｆｃｕ ———同一检验批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差 (ＭＰａ)ꎬ 精确到 ０ ０１ (ＭＰａ)ꎻ 当检

验批混凝土标准差 Ｓｆｃｕ 计算值小于 ２ ５ ＭＰａ 时ꎬ 应取 ２ ５ ＭＰａꎮ

λ１ 、 λ２ ———合格评定系数ꎬ 应按附表 Ｄ ０ ５ 取用ꎮ

ｎ ———本检验期内的样本容量ꎮ

附表 Ｄ ０ ５　 混凝土强度的合格评定系数 λ１ 、 λ２

试件组数 １０~１４ １５~１９ ≥２０

λ１ １ １５ １ ０５ ０ ９５

λ２ ０ ９ ０ ８５

Ｄ ０ ６　 当试件小于 １０ 组时ꎬ 应按下式条件评定:

ｍｆｃｕ ≥ λ３ｆｃｕꎬ ｋ (Ｄ ０ ６ － １)

ｆｃｕꎬ ｍｉｎ ≥ λ４ｆｃｕꎬ ｋ (Ｄ ０ ６ － ２)

式中: λ３ 、 λ４ ———合格评定系数ꎬ 应按表 Ｄ ０ ６ 取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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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Ｄ ０ ６　 混凝土强度的合格评定系数 λ３ 、 λ４

试件组数 <Ｃ６０ ≥Ｃ６０

λ３ １ １５ １ １０

λ４ ０ ９５

Ｄ ０ ７　 实测项目中ꎬ 水泥混凝土抗压强度评为不合格时ꎬ 相应分项工程为不合格ꎮ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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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Ｅ　 水泥砂浆强度评定

Ｅ ０ １　 水泥砂浆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的执行应符合 «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７０) 的相关规定ꎮ

Ｅ ０ ２　 评定水泥砂浆的强度ꎬ 应以标准养生 ２８ ｄ 的试件为准ꎮ 试件为边长 ７０ ７ ｍｍ 的立方体ꎮ

试件 ６ 个为 １ 组ꎬ 制取组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不同强度等级及不同配合比的水泥砂浆应分别制取试件ꎬ 试件应随机制取ꎻ

２　 重要及主体砌筑物ꎬ 每工作班制取 ２ 组ꎻ

３　 一般及次要砌筑物ꎬ 每工作班可制取 １ 组ꎻ

４　 拱圈砂浆应同时制取与砌体同条件养生试件ꎬ 以检查各施工阶段强度ꎮ

Ｅ ０ ３　 水泥砂浆强度的合格标准:

１　 同一验收批砂浆试块强度平均值应大于或等于设计强度值ꎻ

２　 同一验收批砂浆试块抗压强度的最小一组平均值应大于或等于设计强度等级值的 ７５％ꎮ

Ｅ ０ ４　 实测项目中ꎬ 水泥砂浆强度评为不合格时ꎬ 相应分项工程为不合格ꎮ

—７８—

附录 Ｅ　 水泥砂浆强度评定



附录 Ｆ　 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基层和底基层的强度评定

Ｆ ０ １　 半刚性基层和底基层、 刚性基层材料强度试验的执行应符合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

材料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Ｅ５１) 的相关规定ꎮ

Ｆ ０ ２　 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基层和底基层的强度ꎬ 以规定温度下保湿养生 ６ ｄ、 浸水 １ ｄ 后的７ 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为准ꎮ

Ｆ ０ ３　 在现场按规定频率取样ꎬ 按工地预定达到的压实度制备试件ꎮ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或每工作班制

备 １ 组试件ꎮ 当稳定材料变异系数 Ｃｖ ≤１０％时ꎬ 可为 ６ 个试件ꎻ Ｃｖ ＝ １０％ ~１５％时ꎬ 可为 ９ 个试

件ꎻ Ｃｖ >１５％时ꎬ 则需 １３ 个试件ꎮ

Ｆ ０ ４　 试件的平均强度 ｆｃｕ ｎ 应符合下式要求:

ｆｃｕ ｎ ≥ ｆｃｕ ｋ / (１ － ＺαＣｖ) (Ｆ ０ ４)

式中: ｆｃｕ ｋ ———设计抗压强度 (ＭＰａ)ꎮ

Ｃｖ ———试验结果的变异系数 (以小数计)ꎻ Ｃｖ ＝ σ / ｆｃｕ ｎꎮ

σ ———试件强度的标准差ꎮ

Ｚα ———标准正态分布表中随保证率而变的系数ꎮ

Ｃ、 Ｄ、 Ｅ、 Ｆ 级机场: 保证率 ９５％ꎬ Ｚα ＝ １ ６４５ꎻ

Ａ、 Ｂ 级机场: 保证率 ９０％ꎬ Ｚα ＝ １ ２８２ꎮ

Ｆ ０ ５　 评定区域内半刚性材料强度评为不合格时ꎬ 相应分项工程不合格ꎮ

—８８—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附录 Ｇ　 道基反应模量评定

Ｇ ０ １　 道基反应模量测定应按 «民用机场道面现场测试规程» (ＭＨ ５１１０) 的相应要求执行ꎬ

测出特定变形值下相应的荷载或者特定荷载下的道基变形值ꎬ 计算求得道基反应模量ꎮ

Ｇ ０ ２　 对反应模量试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ꎬ 绘制 ｐ￣ｓ 曲线 (荷载￣沉降曲线)ꎬ 并计算基础反应

模量ꎮ

１　 对于一般道基:

ｋｕ ＝
ＰＢ

０ ００１２７
(Ｇ ０ ２ － １)

式中: ｋｕ ———现场测得的反应模量 (ＭＮ / ｍ３)ꎻ

ＰＢ ———承载板下沉量为 １ ２７ ｍｍ 时所对应的单位面积压力 (ＭＰａ)ꎮ

２　 对于承载板下沉量无法达到 １ ２７ ｍｍ 的坚硬道基:

ｋｕ ＝ ７０ ００ / ｌＢ (Ｇ ０ ２ － ２)

式中: ｌＢ ———承载板在单位面积压力为 ０ ０７ ＭＰａ 时所对应的下沉值 (ｍｍ)ꎮ

Ｇ ０ ３　 应按下式将现场测得的道基反应模量 ｋｕ 换算成不利季节的道基反应模量 ｋ０:

ｋ０ ＝ ｄ / ｄｕ × ｋｕ (Ｇ ０ ３)

式中: ｄ ———现场原样试件在 ０ ０７ ＭＰａ 压力下的压缩量 (ｍｍ)ꎬ 在试验室用固结仪测得ꎻ

ｄｕ ———现场试件浸水饱和后在 ０ ０７ ＭＰａ 压力下的压缩量 (ｍｍ)ꎬ 在试验室用固结仪测得ꎮ

Ｇ ０ ４　 反应模量的检测频率为 ３ 点 / １０ ０００ ｍ２ꎬ 每批次反应模量检测不得少于 ３ 个点ꎮ

【条文说明】 按 «民用机场道面现场测试规程» (ＭＨ ５１１０—２０１５) 的规定ꎬ ３ 点为 １ 组ꎬ 每单

元检测不宜少于 ３ 个点ꎬ 但并未给出 ３ 个点测试结果的具体处理办法ꎬ 因此现场反应模量质量检

验按逐点进行评定ꎮ 本规范规定反应模量的检测频率为 ３ 点 / １０ ０００ ｍ２ꎬ 既符合 «民用机场道面

现场测试规程» (ＭＨ ５１１０—２０１５) 中每单元检测最小点数的基本思想ꎬ 又符合现场逐点检测的

质量检验评定执行办法ꎮ

Ｇ ０ ５　 反应模量应逐点检测ꎬ 当不符合规定要求时ꎬ 相应分项工程不合格ꎮ

—９８—

附录 Ｇ　 道基反应模量评定



附录 Ｈ　 道 (路) 面抗渗评定

Ｈ ０ １　 道 (路) 面抗渗评定应按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ＪＴＧ Ｅ６０—２００８) 的相应要

求执行ꎮ

Ｈ ０ ２　 渗水系数在路面成型后立即测定ꎬ 并进行渗水试验ꎬ 每个测点进行 ５ 次试验ꎬ 并计算 ５

次试验的平均值为该点的代表值ꎮ

Ｈ ０ ３　 对选取道面检查点位ꎬ 采用渗水仪在相应点位进行渗水试验ꎮ 当水面下降速度较慢ꎬ 则

测定 ３ ｍｉｎ 的渗水量即可停止ꎻ 如果水面下降速度较快ꎬ 在不到 ３ ｍｉｎ 的时间内到达 ５００ ｍｌ 的刻

度线ꎬ 则记录到达 ５００ ｍｌ 刻度线的时间ꎻ 如果水面下降到一定位置基本不动ꎬ 说明基本不透水ꎬ

应在报告中注明ꎮ

Ｈ ０ ４　 计算时以水面从 １００ ｍｌ 下降到 ５００ ｍｌ 所需的时间为标准ꎬ 若渗水时间过长ꎬ 也可以采

用 ３ ｍｉｎ 通过的水量计算ꎮ

Ｃｗ ＝
Ｖ２ － Ｖ１

ｔ２ － ｔ１
× ６０ (Ｈ ０ ４)

式中: Ｃｗ ———道面渗水系数 (ｍｌ / ｍｉｎ)ꎻ

Ｖ１ ———第一次计时时的水量 (ｍｌ)ꎬ 通常为 １００ ｍｌꎻ

Ｖ２ ———第二次计时时的水量 (ｍｌ)ꎬ 通常为 ５００ ｍｌꎻ

ｔ１ ———第一次计时的时间 (ｓ)ꎻ

ｔ２ ———第二次计时的时间 (ｓ)ꎮ

Ｈ ０ ５　 道面渗水系数小于或等于设计要求值ꎬ 相应分项工程合格ꎮ

—０９—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附录 Ｊ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用表

附表 Ｊ￣１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工程部位 (坐标 /区域):
分部工程: 　 　 　 　 　 　 　 　 　 　 　 　 　 　 　 　 　 　 　 单位工程: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分类 项
次

序
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极值或

允许偏差×２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质　 量　 评　 定

合格率

(％)
极值判别 评定结果

实测

项目

保

证

项

目

一

般

项

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基本要求检查

外观检查

资料检查

评定结论

监理意见

(签字、 项目章)

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签字、 项目章) 　 　 　 　 　 复核: 　 　 　 　 　 检测: 　 　 　 　 　 年　 　 月　 　 日

—１９—

附录 Ｊ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用表



附表 Ｊ￣２　 　 　 　 　 　 　 　 　 　 　 　 　 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工程:
工程部位 (坐标 /区域):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分项工程

序号 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资料检查

功能检测

评定结论

施工单位项目部意见: (项目章)

项目经理: (签字、 执业章)
日期:

项目监理机构意见: (项目章)

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 执业章)
日期:

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复核: 　 　 　 　 　 　 　 　 　 记录: 　 　 　 　 　 　 年　 月　 日

注: 涉及土石方工程、 地基处理工程、 桥梁及涵隧工程的基础 /主体结构的ꎬ 应由监理单位组织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勘察单位及施工单位共同验收ꎬ 签字栏参照本标准附表 Ｊ￣３ꎮ

—２９—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附表 Ｊ￣３　 　 　 　 　 　 　 　 　 　 　 　 　 单位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工程部位 (坐标 /区域):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分部工程

序号 名称 评定结果
备注

资料检查

功能检测

评定结论

施工单位意见:
(公章)

项目经理:
(签字、 执业章)
日期:

监理单位意见:
(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 执业章)
日期:

勘察单位意见:
(公章)

项目负责人:
(签字)
日期:

设计单位意见:
(公章)

项目负责人:
(签字)
日期:

建设单位意见:
(公章)

项目负责人:
(签字)
日期:

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复核: 　 　 　 　 　 　 　 　 记录: 　 　 　 　 　 　 　 　 　 年　 月　 日

—３９—

附录 Ｊ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用表



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制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ꎮ

—４９—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０４)

[２]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０８)

[３]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８３８)

[４]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６８)

[５]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７４)

[６]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１０７)

[７]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０２)

[８]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６)

[９] 民用机场沥青混凝土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１１)

[１０] 民用机场飞行区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５)

[１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土 (石) 方与道面基础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１４)

[１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

[１４]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

[１５]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建设标准 (ＭＨ / Ｔ ７００３)

[１６]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安全防范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ＭＨ ７００８)

[１７]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飞行区消防设施 (ＭＨ / Ｔ ７０１５)

[１８] 公路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ＪＴＧ Ｆ８０ / １)

[１９] 公路桥梁荷载试验规程 (ＪＴＧ / Ｔ Ｊ２１—０１)

[２０]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Ｅ４０)

[２１]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Ｅ５１)

[２２]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ＪＴＧ Ｅ６０)

[２３]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ＪＴＧ / Ｔ Ｆ５０)

[２４]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ＣＪＪ １)

[２５]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ＣＪＪ ２)

—５９—

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机场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出版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２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３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０４７４) ５５ ００

４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２４) ６０ ００

５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６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７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１１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２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１３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１４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１６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１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１８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１９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２０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１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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