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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设工程质量不仅决定工程的使用价值和投资效果，还关乎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而加强建设工程现场试验检测

则直接关系工程实体质量的最终实现。因此，为提升工程质量安

全，强化工程质量管理，四川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总站会同成都

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等有关单位特编制此手册。

本手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1号《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管理办法》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13）、行业标准和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等，并

结合业主实际要求进行编制。全册共分为：地基工程、钢结构工

程、建筑节能、幕墙工程、市政道路工程、室内环境工程、主体

结构等七个部分。对于未涉及的标准及更新后的标准或设计有要

求的，按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进行检测。

本书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最新、最基本的现场检测知识。同

时为建设、施工、监理、检测以及行业管理部门提供指导，共同

促进建筑行业健康发展。

本手册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四川省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总站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

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四川省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总站（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南街 11 号；

电子邮箱：278388737@qq.com）。

mailto:27838873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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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部分 地基工程
序

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

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

条件
备注

1 换填垫层

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2019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

规范》

GB50007-2011

地基承载

力、压实系

数、变形模

量

1、砂石土换填地基应分别进行压实系数和承载力检测；

2、压实系数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1）压实系数应分层进行检测；（2）对细

粒土采用环刀法，对粗粒土采用灌砂（水）法或其它方法进行检测；（3）检测

点数量，对大基坑每50m2～100m2不应少于1个点，对基槽每10m～20m不应

少于1个点，每个独立柱基不应少于1个点；

3、承载力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1）采用圆锥动力触探试验检测换填层的施

工质量，对于大面积换填地基每50m2～100m2不应少于1个点，对于基槽换填

地基每10m～20m不应少于1个点，每个单独柱基不应少于1个点，每个单体

工程不应少于10个点，当面积超过3000m2增加1个点；（2）根据动力触探试

验结果选择相对较差或具有代表性的点位进行静载荷试验，每个单体工程

每,500m2不少于1个点，且不应少于3个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静载试验点已施工至设计基底

标高；

2、场地平整。

压实系

数应分

层施工

分层检

测

2 强夯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JGJ340-2015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2019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

规范》GB50007-2011

地基承载

力、变形模

量

1、对不加填料的强夯地基，可采用原位测试或取样进行室内土工试验等方法进

行，按每100m2抽取不少于1个点进行初步检测，并根据试验结果选择相对较

差的或有代表性的点位进行静载荷试验，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3点；

2、对加入卵石或碎石进行强夯形成的强夯置换地基，宜先采用动力触探检测，

根据动探结果选择相对较差的或有代表性的点位进行单墩载荷试验或单墩复合

地基载荷试验；

3、动力触探检测数量每50m2～100m2不少于1个点，静载荷试验点数量每500m2

不少于1点，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应少于3点；对于堆场、道路和单层大跨度厂

房地坪强夯地基，动力触探检测数量每200m2～500m2不少于1个点，静载荷试

验点数量每1000m2不少于1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检测休止期：对于碎石土和砂

土不宜少于7d，粉土不宜少于14d，
黏性土不宜少于14d，强夯置换地

基不宜少于28d；
2、场地平整。

3 水泥注浆

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JGJ340-2015
地基承载

力、变形模

量

1、当注浆处理卵石层中的砂层、圆砾、松散卵石土层时，可采用动力触探试验

评定注浆层的处理效果，检测数量对坑基每50m2～100m2不应少于1个点；对

槽基每10m～20m不应少于1个点，每个单独柱基不应少于1个点，且每个单

体工程不应少于6个点；

2、对于注浆处理浅层地基，应根据动力触探试验结果选取不少于3个相对较差

或具有代表性的点位进行载荷试验，对于其它注浆处理的深层地基，当采用动

力触探指标评定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时可参见《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测技术

规程》DBJ51/T014-2013附录B～附录D。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检测休止期：宜在28d后进行

地基检测；

2、场地平整。



2

序

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

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

条件
备注

4
振冲碎石

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复合地基

承载力、变

形模量

1、抽取振冲桩总数的3%～5%进行动力触探试验检测，绘制振冲桩体密实度随

深度的变化曲线，测点应在碎石桩体中心；根据动力触探试验结果，选取不少

于总桩数的1%，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3个点做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

2、处理结果要求较高或处理厚度变化较大的振冲碎石桩地基，宜进行多桩复合

地基载荷试验；

3、不加填料振冲加密处理的砂土、圆砾土或松散卵石等地基，可选取不少于振

冲点的3%，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应少于10点采用原位测试方法评定地基承载力。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检测休止期：粉土地基不宜少

于14d；粉质黏土地基不宜少于

21d；
2、场地平整。

5
砂石桩地

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复合地基

承载力、变

形模量

1、抽取不少于砂石桩总数的2%进行动力触探试验，测点应在砂石桩体中心，

并绘制桩体密实度随深度的变化曲线；

2、根据动力触探试验结果，选择密实度相对较差或具有代表性的不少于总桩数

1%，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3点进行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

3、对要求较高或处理厚度变化较大的砂石桩地基，宜进行多桩复合地基载荷试

验。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检测休止期：粉土、砂土和杂

填土地基间隔时间不宜少于7天，

对非饱和的粘性土地基间隔时间

不宜少于14天，对饱和粘性土地

基间隔时间不宜少于28天；

2、场地平整。

6
石灰桩地

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2019

复合地基

承载力、变

形模量

1、抽取不少于总桩数1%的桩进行桩中心及桩间土动力触探、静力触探或标准

贯入试验；

2、根据以上试验结果，选取不少于3个相对较差或具有代表性的点位进行单桩

复合地基载荷试验。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检测休止期：石灰桩地基施工

完毕后，宜在7天后进行地基检测；

2、场地平整。

7
夯实水泥

土桩复合

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 量 验 收 标 准 》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复合地基

承载力、变

形模量

1、抽取不少于总桩数的2%的桩在桩心进行动力触探试验，绘制桩体密实度随

深度的变化曲线；

2、根据动力触探试验结果，选取相对较差或具有代表性的不少于总桩数的1%，
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3点进行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检测休止期：静载试验应在成

桩15天（或桩身强度达到设计要

求）后进行地基检测；

2、场地平整。

8

水泥土搅

拌桩复合

地基、高

压喷射注

浆复合地

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单桩竖向

承载力、复

合地基承

载力、变形

模量

1、抽取搅拌桩或高压喷射注浆孔总数的0.5%～1%，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3
根进行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

2、抽取搅拌桩或高压喷射注浆孔总数的0.5%～1%，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3根
进行单桩载荷试验。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检测休止期：静载试验应在成

桩28天或桩身强度达到设计要求

后进行；

2、场地平整。



3

序

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

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

条件
备注

9

水泥粉煤

灰碎石桩

（含中小

直径素混

凝土桩）

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桩身完整

性、单桩竖

向承载力、

复合地基

承载力、变

形模量

1、对使用沉管成孔、长螺旋钻孔、等工艺灌注、浇注施工的CFG桩，应抽取

不少于总桩数的10%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并结合桩身完整性抽取不少于总桩

数的1%，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应少于3点进行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抽取不少

于总桩数的1%，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应少于3点进行单桩静载荷试验；

2、对其它施工工艺成桩的CFG桩，可不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但应抽取不少

于总桩数的1.5%，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3点进行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抽

取不少于总桩数的1.5%，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3点进行单桩静载荷试验。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受检桩截桩至设计桩顶标高；

2、低应变法受检桩混凝土强度不

应低于设计强度的70%，桩顶打磨

平整；

3、静载试验受检桩的混凝土龄期

不应少于28天，或受检桩（同一

个灌注台班）预留混凝土立方体试

块强度达到设计要求。

4、场地平整。

10
大直径素

混凝土桩

复合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四川省大直径素混凝土

桩复合地基技术规程》

DBJ51/T061-2016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桩身完整

性、沉渣厚

度、单桩竖

向承载力、

复合地基

承载力、变

形模量

1、增强体完整性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低应变试验，机械成孔桩检测数量为总

桩数的30%，且不应少于20根；人工挖孔成桩质量检测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20%，且不应少于10根；

2、声波透射法试验，每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检测数量为总桩数的10%，且

不得少于10根。

3、复合地基承载力，每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抽取不少于总桩数的2%，且

不少于6点进行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

4、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每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抽取不少于总桩数的1%，
且不少于3根增强体进行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

5、设计等级为甲级或乙级地基基础，当增强体采用回转钻进或旋挖钻进等方式

成孔且桩端以中等风化岩石为持力层时，采用钻芯法检测桩底沉渣厚度；每单

位工程（子单位工程）干作业成孔的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桩数的10%，且不少于

10根，湿作业成孔的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桩数的20%，且不小于20根。

（1）设计文件、施

工记录及岩土工程

勘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

记录。

（1）受检桩截桩至设计桩顶标高；

（2）低应变法或声波透射法受检

桩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

的70%，且不应低于15MPa；
（3）低应变受检桩桩顶打磨平整，

声波透射法试验受检桩预埋声测

管；

（4）静载试验受检桩及钻芯法受

检桩的混凝土龄期不应少于28d，
或受检桩（同一个灌注台班）预留

混凝土立方体试块强度达到设计

要求，必要时制作桩帽或对桩头进

行加固。

（5）场地平整。

11 管桩复合

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四川省先张法预应力高

强混凝土管桩基础技术规

程》

DB51/T5070-2016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焊缝无损

检测、桩身

完整性、单

桩竖向承

载力、复合

地基承载

力、变形模

量

1、对焊接接桩的预应力管桩，应抽取10%的焊缝进行无损探伤检测；

2、抽取不少于总桩数的10%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并结合桩身完整性抽取不少

于总桩数的1%，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应少于3点进行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抽

取不少于总桩数的1%，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应少于3点进行单桩静载荷试验；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采用植桩工艺施工时，检测时
注浆结石体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采用静压施工、锤击施工时，地基
土休止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①桩
端持力层为粘性土、砂土、粉土，
承载力检测间隔时间不宜少于
28d；②桩端持力层为卵石土、岩
石土场地，承载力检测间隔时间不
宜少于7天；③桩端持力层为遇水
易软化的岩石和其它土层场地，承
载力检测间隔时间不宜少于28天。
2、截桩至设计桩顶标高。
3、场地平整。



4

序

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

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

条件
备注

12 微型桩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单桩竖向

承载力

每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抽取不少于总桩数的1%，且不少于3根进行单桩竖

向静载试验；总桩数50根以内的，不少于2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静载试验检测休止期满足28天
或桩体强度达到设计要求；

2、场地平整。

13
沉管灌注

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桩身完整

性、单桩竖

向承载力

1、沉管灌注桩完工后应进行桩身完整性及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
2、桩身完整性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1）桩身完整性检测宜采用低应变法；
（2）检测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30％，且不得少于20根，每个承台中抽检桩
不少于1根，一柱一桩全数检测；
3、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1）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建筑物，
单桩竖向承载力应采用静载荷试验；（2）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当满足高
应变适用条件时，单桩竖向承载力可采用高应变动力试验；高应变试验抽检桩
数在同一条件下不应少于总桩数的5%，且不应少于5根；当高应变检测结果不
满足要求或地质条件复杂、成桩质量可靠性较低时，单桩竖向承载力应采用静
载荷试验；（3）单桩竖向静载荷试验抽检数量在同一条件下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1.5%，且不得少于5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受检桩截桩至设计桩顶标高；
2、低应变法受检桩混凝土强度不
应低于设计强度的70%，且不应低
于15MPa，桩顶打磨平整；
3、静载试验受检桩的混凝土龄期
不应少于28天，或受检桩（同一
个灌注台班）预留混凝土立方体试
块强度达到设计要求；
4、场地平整。

14 载体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桩身完整

性、单桩竖

向承载力

1、载体桩完工后应进行桩身完整性及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
2、桩身完整性检测宜采用低应变法，检测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20%，且不得
少于10根；每个承台中抽检桩不少于1根，一柱一桩全数检测；
3、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应采用静载荷试验，抽检桩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1%，
且不应少于3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受检桩截桩至设计桩顶标高；
2、低应变法受检桩混凝土强度不
应低于设计强度的70%，且不应低
于15MPa，桩顶打磨平整；
3、静载试验受检桩的混凝土龄期
不应少于28天，或受检桩（同一
个灌注台班）预留混凝土立方体试
块强度达到设计要求；
4、场地平整。

15

钻孔、冲

孔、旋挖

成孔灌注

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四川省旋挖钻孔灌注桩

基技术规程》

DBJ51/T062-2016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桩身完整

性、沉渣厚

度、单桩竖

向承载力

1、钻孔、冲孔、旋挖成孔灌注桩应进行桩身完整性及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
2、桩身完整性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1）对直径小于500mm的灌注桩，桩身
完整性检测应采用低应变法，检测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30%，且不得少于20
根；每个承台中抽检桩不少于1根，一柱一桩应全数检测；（2）对直径大于等
于500mm且小于800mm的灌注桩，采用低应变法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时应全
数检测；（3）对直径大于等于800mm的灌注桩，桩身完整性检测应采用低应
变法与声波透射法综合进行，全数基桩进行低应变法检测，并选取不少于总桩
数的10%，且不少于10根桩预埋声测管进行声波透射法检测；
3、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1）设计等级为甲级和乙级的桩基
础，应选取总桩数的1%，且不少于3根桩进行单桩竖向承载力静载荷试验；（2）
设计等级为丙级的桩基础或施工前已进行过动静对比的乙级桩基础，当满足高
应变法适用检测范围时，单桩竖向承载力可采用高应变动力检测方法评定，抽
检桩数不应少于总桩数的5%，且不应少于5根，或抽取总桩数的1%，且不少
于3根桩进行单桩竖向承载力静载荷试验；（3）当以中等风化或微风化岩石为
桩端持力层的端承型大直径桩，沉渣厚度和岩石单轴抗压强度可采用钻芯法测
定，钻芯抽检数量干作业钻孔桩不少于总桩数的10%，且不应少于10根，湿作
业钻孔桩不少于总桩数的20%，且不应少于10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受检桩截桩至设计桩顶标高；

2、低应变法或声波透射法受检桩

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的

70%，且不应低于15MPa；
3、低应变受检桩桩顶打磨平整，

声波透射法试验受检桩预埋声测

管；

4、静载试验受检桩及钻芯法受检

桩的混凝土龄期不应少于28天，

或受检桩（同一个灌注台班）预留

混凝土立方体试块强度达到设计

要求；

5、场地平整。



5

序

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

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

条件
备注

16
干作业成

孔桩（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桩身完整

性、单桩竖

向承载力

1、干作业成孔桩（墩）应进行桩身完整性及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

2、根据持力层的情况，选择单桩静载荷试验、深层平板载荷试验、岩基载荷试

验确定承载力，选择岩石单轴抗压强度试验及动力触探试验确定持力层力学指

标；

3、桩身完整性检测可采用低应变法、声波透射法或钻芯法；

4、低应变法检测桩身完整性抽检数量不得小于总桩数的20%，且不少于10根，

每个承台中抽检桩不少于1根，一柱一桩全数检测；声波透射法或钻芯法检测

桩身完整性抽检数量不得少于总桩数的10%，且不得少于5根；

5、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1）以基岩为桩端持力层时，对设

计等级为甲级和乙级的桩基础，抽取总桩数的1%且不少于3根桩进行单桩竖向

承载力静载荷试验,当条件不具备时可抽取总桩数的2%且不少于6根桩在桩底

平面处进行岩基载荷试验；对设计等级为丙级的桩基础，抽取总桩数的1%且不

少于3根桩在桩底平面处进行岩基载荷试验，或在桩孔底抽取总孔数的5%且不

少于6个孔取岩样进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2）以卵石土为桩端持力层时，对

设计等级为甲级和乙级的桩基础，抽取总桩数的1%且不少于3根桩进行单桩竖

向承载力静载荷试验，当条件不具备时可抽取总桩数的10%且不少于10个点进

行超重型动力触探试验，根据超重型动力触探试验结果，抽取总桩数的2%且不

少于6点在桩底平面处进行深层平板载荷试验；对设计等级为丙级的桩基础，

抽取总桩数的1%且不少于3点在桩底平面处进行深层平板载荷试验；（3）当

干作业成孔桩持力层下存在松散圆砾或砂土等软弱下卧层并经压力注浆处理

时，待注浆加固15天以后，在扩大端外缘500mm处进行超重型动力触探检验

下卧层的加固效果，检测数量应不少于总桩数的30%，且不少于20点。当采用

动力触探指标评定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时可参见《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测技

术规程》DBJ51/T014-2013附录D。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受检桩截桩至设计桩顶标高；

2、低应变法或声波透射法受检桩

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的

70%，且不应低于15MPa；
3、低应变受检桩桩顶打磨平整，

声波透射法试验受检桩预埋声测

管；

4、静载试验受检桩的混凝土龄期

不应少于28d，或受检桩（同一个

灌注台班）预留混凝土立方体试块

强度达到设计要求；

5、场地平整。

17 预制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桩身完整

性、单桩竖

向承载力

1、预制桩完工后应进行桩身完整性及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

2、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应在桩身完整性检测后，根据完整性检测结果选择有代

表性的桩进行；

3、桩身完整性检测应采用低应变法，抽检数量应不少于总桩数的20%，且不少

于10根，每个承台中抽检桩不少于1根，一柱一桩全数检测；

4、同一规格、同一持力层的基桩，对设计等级为甲级和乙级桩基础应抽取总桩

数的1%且不少于3根桩进行单桩竖向承载力静载荷试验；对设计等级为丙级的

桩基础可抽取总桩数的5%且不少于5根进行高应变动力检测。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采用静压施工、锤击施工时，

地基土休止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非饱和黏土、粉质黏土不宜少于

15d；②饱和黏土、粉质粘土不宜

少于28d；③粉土不宜少于10d；
④砂土、卵石土不宜少于7d；⑤桩

端持力层为遇水易软化岩石不应

少于28d。
2、截桩至设计桩顶标高。

3、场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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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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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前现场

条件
备注

18 预应力管

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桩身完整

性、焊缝无

损检测、单

桩竖向承

载力

1、预应力管桩完工后应进行桩身完整性及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
2、对焊接接桩的预应力管桩，应抽取10%的焊缝进行无损探伤检测；
3、应先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根据完整性检测结果选择有代表性的桩进行单桩
竖向承载力检测；
4、桩身完整性检测应采用低应变法，抽检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1）单节桩
应抽取总桩的10%，且不少于10根；（2）多节桩设计等级为甲级时，抽检数
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30%，且不得少于20根；设计等级为乙级和丙级时，抽检
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20%，且不得少于10根；（3）每个承台中抽检桩不少
于1根，一柱一桩应全数检测；
5、单桩竖向承载力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1）设计等级为甲、乙级并以卵石
土为桩端持力层时，同一规格、同一持力层的基桩抽检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1%，且不少于3根桩进行单桩竖向承载力静载荷试验；以岩石为桩端持力层时，
除按以上方式检验外，尚应抽取不少于总桩数的5%，且不少于10根桩进行高
应变动力检测，或增加总桩数0.5%～1.0%进行静载荷试验；（2）设计等级为
丙级时，可采用高应变法进行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验收检测，抽检数量不应少
于总桩数的5%，且不少于5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采用植桩工艺施工时，检测时

注浆结石体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采用静压施工、锤击施工时，地基

土休止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①桩

端持力层为粘性土、砂土、粉土，

承载力检测间隔时间不宜少于

28d；②桩端持力层为卵石土、岩

石土场地，承载力检测间隔时间不

宜少于7天；③桩端持力层为遇水

易软化的岩石和其它土层场地，承

载力检测间隔时间不宜少于28天。

2、截桩至设计桩顶标高。

3、场地平整。

19 钢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焊缝无损

检测、单桩

竖向承载

力

1、应抽取总桩数的1%，且不少于3根桩进行单桩竖向承载力静载荷试验；

2、接桩应进行探伤检测，抽取数量不少于接桩数的10%。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采用植桩工艺施工时，检测时
注浆结石体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采用静压施工、锤击施工时，地基
土休止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①非
饱和黏土、粉质黏土不宜少于15d；
②饱和粘土、粉质黏土不宜少于
28d；③粉土不宜少于10d；④砂土、
卵石土不宜少于7d；⑤桩端持力层
为遇水易软化岩石不应少于28d。
2、截桩至设计桩顶标高。
3、场地平整。

20 锚杆（索）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准》

JGJ476-2019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
础检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
规程》JGJ120-2012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
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
范》GB50063-2015
《岩土锚杆（索）技术
规程》CECS22:2005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
规范》GB50330-2013
《建筑工程抗浮技术
标准》JGJ476-2019

抗拔承载

力

1、抗浮锚杆（索）：抗拔验收试验数量为每个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不应少

于同类型锚杆总数的5%，且不应少于5根；

2、建筑基坑锚杆（索）：抗拔验收试验数量为每个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不

应少于锚杆总数的5%且不少于6根；

3、建筑边坡锚杆（索）：抗拔验收试验数量为每个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不

应少于每种类型锚杆（索）总数的5%，自由段位于Ⅰ、Ⅱ、Ⅲ类岩石内时可

取锚杆（索）总数的1.5%，边坡设计同一段的一排不得少于3根，且总数不应

少于5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锚杆（索）注浆体强度达到设

计强度90%及以上；

2、锚杆（索）杆体外露长度不小

于1m；
3、检测点位满足设备安装要求。

试验方

法按设

计要求

以及设

计采用

的标准

的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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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

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

条件
备注

21 基坑土钉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

规程》

JGJ120-2012

抗拔承载

力

土钉抗拔承载力验收检测数量为每个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不宜少于土钉总

数的1%，同一排不应少于3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土钉抗拔试验应在注浆固结体

强度达到10MPa或达到设计强度

的70%后进行；

2、土钉杆体外露长度不小于0.7m；
3、检测点位满足设备安装要求。

22
支护桩

（抗滑

桩）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技术规程》

DBJ51/T014-2013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120-2012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50330-2013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

规范》

JGJ106-2014

桩身完整

性

1、建筑基坑支护桩：桩身完整性检测方法可采用低应变法，检测数量应为支护

桩总数的100%；当基坑支护桩与相邻的素混凝土桩咬合，共同进行截水时，支

护桩应采用声波透射法全数检测；

2、建筑边坡抗滑桩或支护桩：桩身完整性检测，对一级边坡大直径灌注桩检测

方法应采用声波透射法，检测数量应为抗滑桩或支护桩总数的100%；对其它边

坡抗滑桩或支护桩可采用低应变法测试桩身完整性，测试数量应为抗滑桩或支

护桩总数的100%。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低应变法或声波透射法受检桩

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的

70%，且不应低于15MPa；
2、低应变受检桩桩顶打磨平整，

声波透射法试验受检桩预埋声测

管。

23
基坑截水

帷幕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水泥土强

度

1、单轴水泥土搅拌桩、双轴水泥土搅拌桩、三轴水泥土搅拌桩、高压喷射注浆

截水帷幕：采用钻芯法检测桩身水泥土强度，钻芯数量不少于总桩数的1%、且
不少于3根；每根受检桩可钻1孔，当桩直径或长轴大于1.2m时，宜增加钻孔

数量；

2、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截水帷幕，采用钻芯法检测墙体水泥土强度，钻芯数

量沿基坑周边每50延米取1个点，且不应少于3个;
3、当桩长（墙深）大于等于10m时，水泥土强度抗压芯样试件按每孔不少于9
个截取，桩体（墙体）三等分段各取3个；当桩长（墙深）小于10m时，水泥

土强度抗压芯样试件按每孔不少于6个截取，桩体（墙体）二等分段各取3个。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钻芯法受检水泥土龄期应满足

设计要求；

2、场地平整。

24
基坑重力

式水泥土

墙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120-2012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水泥土强

度

1、钻芯法检测墙身水泥土强度，检测数量不少于总水泥搅拌桩数的1%、且不

少于6根；每根受检桩可钻1孔，当桩直径或长轴大于1．2m时，宜增加钻孔

数量;
2、当桩长（墙深）大于等于10m时，水泥土强度抗压芯样试件按每孔不少于9
个截取，桩体（墙体）三等分段各取3个；当桩长（墙深）小于10m时，水泥

土强度抗压芯样试件按每孔不少于6个截取，桩体（墙体）二等分段各取3个。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钻芯法受检桩的混凝土龄期不

应少于28d，或受检桩（同一个灌

注台班）预留混凝土立方体试块强

度达到设计要求；

2、场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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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

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

条件
备注

25
基坑被动

区土体加

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

规范》

JGJ340-2015

桩身强度、

密实度

1、采用水泥搅拌桩、高压喷射注浆类土体加固时：采用钻芯法检测桩身水泥土

强度，每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检测数量不少于总桩数的0.5%、且不少于3
根；每根受检桩可钻1孔，当桩直径或长轴大于1.2m时，宜增加钻孔数量;
2、采用注浆法加固时：采用静力触探、动力触探或标准灌入试验，每单位工程

中每200m2抽检1点，且总数量不少于5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检测休止期：28d或桩体强度达

到设计要求；

2、场地平整。

26
地下连续

墙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120-2012

《地下连续墙检测技

术规程》

T/CECS597-2019

槽壁垂直

度及槽段

宽度、墙身

完整性、沉

渣厚度

1、槽壁垂直度及槽段宽度采用超声波法检测：①临时结构：每单位工程（子单

位工程）检测数量不小于同条件下总槽段数的20%且不少于10幅，单辐槽段不

少于2点；②永久结构：每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每幅槽段应进行全数检测，

单幅槽段不少于2点；

2、墙身完整性采用声波透射法检测：每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检测数量不小

于同条件下总槽段数的20%且不少于3幅，每个检测墙段的预埋声测管数不应

少于4根，且宜布置在墙身截面的四边中点处;
3、沉渣厚度采用钻芯法检测，每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每幅槽段应进行全数

检测，单幅槽段不少于2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1、超声波法试验在成槽完成后混

凝土浇筑前进行；

2、完整性检测受检墙体预埋声测

管；

3、声波透射法受检墙体混凝土强

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的70%，且不

应低于15MPa；
4、钻芯法受检墙体的混凝土龄期

不应少于28d，或受检桩（同一个

灌注台班）预留混凝土立方体试块

强度达到设计要求。

27
基坑回填

土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2019
压实系数

1、机械碾压：每层填土按基坑长度50m或基坑面积为1000m2（不足50m或小

于1000m2按1组计）时取一组，每组不少于6点；

2、机械夯实：每层填土按基坑长度25m或基坑面积为500m2（不足25m或小

于500m2按1组计）时取一组，每组不少于6点。

1、设计文件、施工

记录及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等；

2、检测点位选取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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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钢结构工程
序
号

检测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
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

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1 焊缝探伤
无损检测

《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5-2020

《焊缝无损检测超声检测技术、检
测等级和评定》
GB/T11345-2013
《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质量分级
法》JG/T203-2007

内部
缺陷
超声
波探
伤

焊缝质量等级为一级按被检测
焊缝处数的100%抽检；焊缝质
量等级为二级按不少于被检测
焊缝处数的20%抽检。

设计文件、施工详
图、检测对象所处
制造或加工状态、
任何焊后热处理时
机和程度、坡口形
式和尺寸、表面状
态、焊接工艺规程
或相关焊接工艺参
数等。

在外观检测合格后进行。Ⅲ、Ⅳ类
钢材及焊接难度等级为C、D级的
结构应以焊接完成24小时后无损
检测结果作为验收依据；当钢材标
称屈服强度大于690MPa（调质状
态），以焊接完成48小时后无损检
测结果作为验收依据。

1.当不能采用超声波检测或超声波检测结果有疑义时，可采
用射线检测进行补充或验证；
2.第三方监检由业主或其代表委托的具有相应要求的独立
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一级焊缝按不少
于被检测焊缝处数的20%抽检；二级焊缝按不少于被检测
焊缝处数的5%抽检。

《焊缝无损检测射线检测第1部分：
X和伽玛射线的胶片技术》
GB/T3323.1-2019
《焊缝无损检测射线检测第1部分：
使用数字化探测器的X和伽玛射线
技术》GB/T3323.2-2019

内部
缺陷
射线
探伤

焊缝质量等级为一级按被检测
焊缝处数的100%抽检；焊缝质
量等级为二级按不少于被检测
焊缝处数的20%抽检。

第三方监检由业主或其代表委托的具有相应要求的独立第
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一级焊缝按不少于
被检测焊缝处数的20%抽检；二级焊缝按不少于被检测焊
缝处数的5%抽检。

2

高强度螺
栓终拧质
量（大六
角头型、
扭剪型）

《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5-2020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5-2020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50621-2010

终拧
扭矩

按节点抽查10%，且不少于10
个节点。对于每个被抽查节点
应按螺栓数抽查10%，且不少
于2个螺栓。

终拧1小时后，48小时内。

3 涂层
《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5-2020

《漆膜附着力测定法》
GB1720-1979
《色漆和清漆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9286-1998

附着
力

按构件数抽查1%，且不少于3
件。

基本要求：1、由监理工程师或业主方代表指定抽样样本，
见证检测过程；
2、由施工单位质检人员或其委托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4 防腐涂层
《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5-2020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50621-2010

涂层
厚度

按构件数抽查10%，且同类构
件不应少于3件。

5 防火涂层
《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5-2020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5-2020

涂层
厚度

按构件数抽查10%，且同类构
件不应少于3件。

6

主体结构
整体尺寸
(空间结
构)

《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5-2020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5-2020

挠度
值

跨度24m及以下钢网架、网壳
结构，测量下弦中央一点；跨
度24m以上钢网架、网壳结构，
测量下弦中央一点及各点下弦
跨度的四等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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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建筑节能
序

号

检测项

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

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1

保温板

材与基

层的拉

伸粘结

强度现

场拉拔

检验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GB50411-2019

保温

板材

与基

层的

拉伸

粘结

强度

1、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面，扣除门

窗洞口后的保温墙面面积每1000m2划分为一个检验

批；

2、每个检验批应抽查3处，取样数量为每处检验1
点。

生产单位、保温层施工

日期、保温材料种类。

检验应在保温层粘贴后养护时间

达到粘结材料要求的龄期后进

行。
取样部位应随机确定，宜兼顾

不同朝向和楼层，均匀分布；

不得在外墙施工前预先确定。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程》

DB51/5033-201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程》DB51/5033-2014
建筑外墙面积每1000m2为一个检验批，每批取5个
测试点。

生产单位、保温层施工

日期、保温材料种类。

检测应在保温层养护时间达到粘

结材料要求的龄期后，下道工序

施工前进行。

2

保温板

粘结面

积比剥

离检验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GB50411-2019

保温

板粘

结面

积比

1、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面，扣除门

窗洞口后的保温墙面面积每1000m2划分为一个检验

批；

2、每个检验批应抽查3处；

3、取样数量为每处检验1块整板，保温板面积(尺寸)
应具代表性。

保温层施工日期、保温

材料种类。

检验宜在抹面层施工之前进行。

1、取样部位应随机确定，宜兼

顾不同朝向和楼层、均匀分布，

不得在外墙施工前预先确定；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程》

DB51/5033-201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程》DB51/5033-2014

保温

材料

粘贴

面积

比

1、同一施工单位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

保温系统，每1000m2（扣除窗洞面积后）墙面为一

个检验批；不足1000m2的，按一个检验批计；

2、取样数量为每个检验批抽检不少于2处，每处不

少于3个点；

3、取样面积（尺寸）应与该工程保温板材的大多数

规格的面积一致（标准板1200mm×600mm）。

保温层施工日期、保温

材料种类。

1、取样部位应由监理(建设)与
施工双方共同确定，宜兼顾不

同朝向和楼层、均匀分布；取

样部位必须确保剥离检查时操

作安全、方便，不得在外墙施

工前预先确定。

3 锚固力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材

料》JG/T287-2013
锚固

力

1、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面，扣除门

窗洞口后的保温墙面面积每1000m2划分为一个检验

批；

2、每个检验批应抽查3处。

生产单位、规格型号、

外墙保温系统类型、基

层墙体类型。

检验宜在锚固件安装完成后，抹

面层施工之前进行。

对仅起辅助作用的锚固件，如：

以粘接为主、以塑料铆钉为辅

固定的保温隔热板材，可不做

锚固力现场拉拔试验。

4
锚栓拉

拔力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外墙保温用锚栓》JG/T
366-2012

锚栓

拉拔

力

1、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面，扣除门

窗洞口后的保温墙面面积每1000m2划分为一个检验

批；

2、每个检验批应抽查3处。

生产单位、规格型号、

外墙保温系统类型、基

层墙体类型。

检验宜在锚固件安装完成后，抹

面层施工之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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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测项

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

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程》

DB51/5033-2014

锚栓

承载

力标

准值

1、同一施工单位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

保温系统，每1000m2（扣除窗洞面积后）墙面为一

个检验批；不足1000m2的，按一个检验批计；

2、每个检验批应抽查3处。

生产单位、规格型号、

外墙保温系统类型、基

层墙体类型。

检验宜在锚固件安装完成后，抹面

层施工之前进行。

5
外墙节

能构造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

GB50411-2019

外墙

节能

构造

（钻

芯检

验）

1、外墙节能构造实体检验应按单位工程进行，每种

节能构造的外墙检验不得少于3处，每处检查一个

点。取样部位宜均匀分布，不宜在同一个房间外墙上

取2个或2个以上芯样；

2、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

工程，可合并计算建筑面积；每30000m2̀可视为一个

单位工程进行抽样，不足30000m2也视为一个单位工

程。

保温层施工日期、设计

保温材料种类、设计保

温材料厚度。

检验应在外墙施工完工后、节能分

部工程验收前进行。

1、取样部位应由检测人员随机

抽样确定，不得在外墙施工前

预先确定；

2、取样部位应选取节能构造有

代表性的外墙上相对隐蔽的部

位，并宜兼顾不同朝向和楼层；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程》

DB51/5033-2014

1、每个单位工程的外墙至少抽查3处，每处一个检

查点；

2、当一个单位工程外墙有2种以上节能保温做法时，

每种节能做法的外墙应抽查不少于3处。

保温层施工日期、设计

保温材料种类、设计保

温材料厚度。

检验应在外墙施工完工后、节能分

部工程验收前进行。

在施工现场应随机抽取检验位

置，检验应具有真实性、代表

性且分布均匀，并应为见证检

验。

6
饰面砖

拉伸粘

结强度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

标准》

JGJ/T110-2017

饰面

砖拉

伸粘

结强

度

1、现场粘贴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应以每500m2同类

基体饰面砖为一个检验批，不足500m2应为一个检验

批；

2、每批应取不少于一组3个试样，每连续三个楼层

应取不少于一组试样，取样宜均匀分布。

设计保温材料种类、饰

面砖施工日期、饰面砖

品种及牌号。

外墙饰面砖粘贴完毕达到养护龄

期后。

当按现行《外墙饰面砖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程》JGJ126采用水

泥基粘结材料粘贴外墙饰面砖

后，可按水泥基粘结材料使用

说明书的规定时间或样板饰面

砖粘结强度达到合格的龄期，

进行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当

粘贴后28d以内达不到标准或

有争议时，应以28d～60d内约

定时间检验的粘结强度为准。

7

外窗气

密

性现场

实体检

验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

性能现场检测方法》

JG/T211-2007

外窗

气密

性

1、外窗气密性能现场实体检验应按单位工程进行，

每种材质、开启方式、型材系列的外窗检验不得少于

3樘；

2、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

工程，可合并计算建筑面积；每30000m2̀可视为一个

单位工程进行抽样，不足30000m2也视为一个单位工

程。

试件的品种、系列、型

号、规格、连接件连接

形式、玻璃品种、厚度

及镶嵌方法等。

外窗及连接部位安装完毕达到

正常使用状态。

实体检验的样本应在施工现场

由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随机抽

取，且应分布均匀、具有代表

性，不得预先确定检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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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测项

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

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程》

DB51/5033-2014

1、每个单位工程的外窗至少抽查3樘；

2、当一个单位工程外窗有2种以上品种、类型和开

启方式时，每种品种、类型和开启方式的外窗应抽查

不少于3樘。

在施工现场应随机抽取检验位

置，检验应具有真实性、代表

性且分布均匀，并应为见证检

验。

8

设备系

统节能

性能检

测

《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200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

技术规程》

JGJ/T260—2011
《照明测量方法》

GB/T5700-2008

室内

平均

温度

1、以房间数量为受检样本基数，最小抽样数量按照

检验批容量2~15，最小抽样数量2；检验批容量

16~25，最小抽样数量3；检验批容量26~90，最小抽

样数量5；检验批容,91~150，最小抽样数量8；检验

批容量151~280，最小抽样数量13；检验批容量

281~500，最小抽样数量20；检验批容量501~1200，
最小抽样数量32；检验批容量1201~3200，最小抽样

数量50的规定执行；

2、抽样应均匀分布，并具有代表性；对面积大于

100m2的房间或空间，可按每100m2划分为多个受检

样本。

3、公共建筑的不同典型功能区域检测部位不应少于

2处。

室内环境设计参数。

供暖节能工程、通风与空调工

程安装调试完毕后，可正常运

行。

通风、

空调

（包

括新

风）系

统的

风量

以系统数量为受检样本基数，抽样数量按照检验批容

量2~15，最小抽样数量2；检验批容量16~25，最小

抽样数量3；检验批容量26~90，最小抽样数量5；
检验批容,91~150，最小抽样数量8；检验批容量

151~280，最小抽样数量13；检验批容量281~500，
最小抽样数量20；检验批容量501~1200，最小抽样

数量32；检验批容量1201~3200，最小抽样数量50
的规定执行，且不同功能的系统不应少于1个。

系统设计参数和设备选

型参数。

各风

口的

风量

以风口数量为受检样本基数，抽样数量按照检验批容

量2~15，最小抽样数量2；检验批容量16~25，最小

抽样数量3；检验批容量26~90，最小抽样数量5；
检验批容,91~150，最小抽样数量8；检验批容量

151~280，最小抽样数量13；检验批容量281~500，
最小抽样数量20；检验批容量501~1200，最小抽样

数量32；检验批容量1201~3200，最小抽样数量50
的规定执行，且不同功能的系统不应少于2个。

风口设计参数和风口风

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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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测项

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

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风道

系统

单位

风量

耗功

率

以风机数量为受检样本基数，抽样数量按照检验批容

量2~15，最小抽样数量2；检验批容量16~25，最小

抽样数量3；检验批容量26~90，最小抽样数量5；
检验批容,91~150，最小抽样数量8；检验批容量

151~280，最小抽样数量13；检验批容量281~500，
最小抽样数量20；检验批容量501~1200，最小抽样

数量32；检验批容量1201~3200，最小抽样数量50
的规定执行，且均不应少于1台。

系统设计参数和设备选

型参数。

空调

机组

的水

流量

以空调机组数量为基数，为受检样本基数，抽样数量

按照检验批容量2~15，最小抽样数量2；检验批容量

16~25，最小抽样数量3；检验批容量26~90，最小抽

样数量5；检验批容,91~150，最小抽样数量8；检验

批容量151~280，最小抽样数量13；检验批容量

281~500，最小抽样数量20；检验批容量501~1200，
最小抽样数量32；检验批容量1201~3200，最小抽样

数量50的规定执行。

系统设计参数和设备选

型参数。

空调

系统

冷水、

热水、

冷却

水的

循环

流量

冷冻水系统出水主管全数检测；冷却水系统出水主管

全数检测；空调热水系统出水主管全数检测；

系统设计参数和设备选

型参数。

照度

与照

明功

率密

度

每个典型功能区域不少于2处，且均匀分布，并具有

代表性。

照明设计参数、灯具类

型及布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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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幕墙工程
序
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

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

条件
备注

1 防雷
装置

《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
标准》
JGJ/T 139-2020、《金属与
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133-2001
《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
规范》JGJ 336-2016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
术规范》GB/T 21431-2015

接地电阻、连接件
规格及方式

1、有均压环的楼层数少于或等于 3
层时，应全数检查; 多于 3层时，抽
查不得少于 3层，对有女儿墙盖顶的
必须检查，每层抽查不应少于 3处；
2、无均压环的楼层抽查不得少于 2
层，每层抽查不应少于 3处。

设计图纸。
防雷装置安装
完毕。

2 节点
连接

《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
标准》JGJ/T 139-2020

《建筑结构技术检测标准》
GB/T 50344-2019 拉杆 (索)预拉力 随机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3根。 设计图纸。

拉杆 (索)预拉
力施工完毕。

检测数量参考《钢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GB50205-2020

3 节点
锚栓

《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
标准》JGJ/T 139-2020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
术规范》JGJ133-2001
《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
规范》JGJ 336-2016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
规程》JGJ 145-2013 锚栓拉拔力

1、重要结构构件及生命线工程的非
结构构件：锚栓总数≤100，抽样 20%
且不小于 5件；100＜锚栓总数≤500，
抽样 10%；500＜锚栓总数≤1000，抽
样 7%；1000＜锚栓总数≤2500，抽样
4%；锚栓总数≥2500，抽样 3%；
2、对一般结构构件，应取重要结构
构件抽样量的 50%且不少于 5件进行
检测；
3、对非生命线工程的非结构构件，
应取每一检验批锚固件总数的 0.1%
且不少于 5件进行检测。

设计图纸。 锚栓安装完毕。

http://www.baidu.com/link?url=Cu5w_o_HeJ4cmDZn00ftTsLMN4PIJ62s7rotTM7dHPMO5voODyCPiJJPGOQtKK_nmAr4ogPXSMOAi-X2gIX3eK
http://www.baidu.com/link?url=Cu5w_o_HeJ4cmDZn00ftTsLMN4PIJ62s7rotTM7dHPMO5voODyCPiJJPGOQtKK_nmAr4ogPXSMOAi-X2gIX3eK
http://www.baidu.com/link?url=Cu5w_o_HeJ4cmDZn00ftTsLMN4PIJ62s7rotTM7dHPMO5voODyCPiJJPGOQtKK_nmAr4ogPXSMOAi-X2gIX3eK
http://www.baidu.com/link?url=Cu5w_o_HeJ4cmDZn00ftTsLMN4PIJ62s7rotTM7dHPMO5voODyCPiJJPGOQtKK_nmAr4ogPXSMOAi-X2gIX3eK
http://www.baidu.com/link?url=Cu5w_o_HeJ4cmDZn00ftTsLMN4PIJ62s7rotTM7dHPMO5voODyCPiJJPGOQtKK_nmAr4ogPXSMOAi-X2gIX3eK
http://www.baidu.com/link?url=Cu5w_o_HeJ4cmDZn00ftTsLMN4PIJ62s7rotTM7dHPMO5voODyCPiJJPGOQtKK_nmAr4ogPXSMOAi-X2gIX3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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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市政道路工程
序号 检测项目 验收依据 检验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验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1 土方路基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1000m2、每压实层抽检3
点。

桩号部位、填筑层次、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弯沉值 每车道、每20m测1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2 填石路堤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沉降差 每1000m2抽检3点。

桩号部位、试验路段确定的沉

降差。
表面均匀、平整、稳定，无推移、浮石。

3 路肩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100m，每层、每侧各抽

检1点。
桩号部位、填筑层次、设计值。 顺畅、表面平整，不积水、不阻水。

4
砂垫层处

理软土路

基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1000m2、每压实层抽检3
点。

桩号部位、填筑层次、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

5 反压护道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压实层，每200m检查3
点。

桩号部位、填筑层次、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

6 砂桩处理

软土路基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规范》

JGJ340-2015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测技术

规范》DBJ51/T014-2013

复合地基承载力
按总桩数的1%进行抽检，

且不少于3处。
桩号部位、设计值。

施工结束后间隔时间：砂土和杂填土地基不

少于7天，粉土地基不宜少于14天，粉质

粘土地基不宜少于21天。

7
碎石桩处

理软土路

基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规范》JGJ
340-2015
《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测技术

规范》DBJ51/T014-2013

复合地基承载力
按总桩数的1%进行抽检，

且不少于3处。
桩号部位、设计值。

施工结束后间隔时间：砂土和杂填土地基不

少于7天，粉土地基不宜少于14天，粉质

粘土地基不宜少于21天。

8 基层及底

基层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1000m2、每压实层抽检1
点。

桩号部位、填筑层次、设计值。

表面应平整、坚实，无粗细集料集中现象，

无明显轮迹、推移、裂缝，接茬平顺，无贴

皮、散料。
弯沉值

设计规定时，每车道、每

20m测1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厚度 每1000m2测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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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验收依据 检验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验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9
热拌沥青

混合料面

层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1000m2测1点。 桩号部位、填筑层次设计值。

表面应平整、坚实，接缝紧密，无枯焦；不

应有明显轮迹、推挤裂缝、脱落、烂边、油

斑、掉渣等现象。

厚度
每1000m2测1点。（钻芯

法）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可使用雷达法

测厚度

弯沉值 每车道、每20m测1点。

平整度

平整度仪法每车道连续检
测（或三米直尺法每20m，
路宽＜9m测1点，9m～
15m测2点，＞15m测3
点）。

摩擦系数(上面

层)

摆式仪法每200m测1点
（或横向力系数车连续检
测）。 设计有要求时。

构造深度(上面

层)
每200m测1点。

10
冷拌沥青

混合料面

层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1000m2测1点。
桩号部位、填筑层次、沥青混

合料报告、设计值。

表面应平整、坚实，接缝紧密，不应有明显

轮迹、粗细骨料集中、推挤、裂缝、脱落等

现象。

厚度 每1000m2测1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平整度

每20m，路宽＜9m测1点，

9m～15m测2点，＞15m
测3点。

摩擦系数(上面

层)

摆式仪法每200m测1点
（或横向力系数车连续检

测）。

设计有要求时。

构造深度(上面

层)
每200m测1点。 设计有要求时。

11 沥青贯入

式面层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1000m2测1点。
桩号部位、填筑层次、沥青混

合料报告、设计值。

表面应平整、坚实、石料嵌锁稳定、无明显

髙低差；嵌缝料、沥青应撒布均勻，无花白、

积油、漏浇、浮料等现象。

厚度 每1000m2测1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弯沉值 每车道、每20m测1点。

平整度

每20m，路宽＜9m测1点，

9m～15m测2点，＞15m
测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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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验收依据 检验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验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12
沥青表面

处置层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平整度
每20m，路宽＜9m测1点，
9m～15m测2点，＞15m
测3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表面应平整、坚实、石料嵌锁稳定、无明显

髙低差；嵌缝料、沥青应撒布均勻，无花白、

积油、漏浇、浮料等现象。
厚度 每1000m2测1点。

弯沉值
设计要求时每车道、每20m
测1点。

13 水泥混凝

土面层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厚度 每1000m2测1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应板面平整、密实，边角应整齐、无裂缝，

并不应有石子外露和浮浆、脱皮、踏痕、积

水等现象。平整度

平整度仪法每车道连续检
测（或三米直尺法每20m，
路宽＜9m测1点，9m～
15m测2点，＞15m测3
点）。

14

广场、停

车场面层

(沥青混合

料面层)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厚度 每1000m2测1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表面应平整、坚实，接缝紧密，无枯焦；不

应有明显轮迹、推挤裂缝、脱落、烂边、油

斑、掉渣等现象。

压实度 每1000m2测1点。

弯沉值(热拌沥青

混合料面层)
每车道每20m测1点。

平整度 每10m×10m测1点。

广场、停

车场面层

(水泥混凝

土面层)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厚度 每1000m2测1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应板面平整、密实，边角应整齐、无裂缝，

并不应有石子外露和浮浆、脱皮、踏痕、积

水等现象。平整度 每10m×10m测1点。

15

料石铺砌

人行道面

层、混凝

土预制砌

块铺砌人

行道(含盲

道)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路床与基层压实

度
每压实层、每100m测2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16
沥青混合

料铺砌人

行道面层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路床与基层压实

度
每压实层、每100m测2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压实度(面层) 每100m测2点。

表面应平整、密实，无裂缝、烂边、掉渣、

推挤现象，接茬应平顺、烫边无枯焦现象，

与构筑物衔接平顺、无反坡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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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验收依据 检验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验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17

现浇(或预

制)钢筋混

凝土人行

地道结构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公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JTG3223-2021

地基承载力(挖方

地段)
每个通道测3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基底平整、坚实。 动力触探法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填方地

段)
每个通道、每压实层测3点。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18

砌 筑 墙

体、钢筋

混凝土顶

板结构人

行地道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公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JTG3223-2021

地基承载力(挖方

地段)
每个通道测3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基底平整、坚实。 动力触探法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填方地

段)
每个通道、每压实层测3点。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结构厚度 每20m测2点。 现浇钢筋混凝土顶板表面应光滑、平整。

19
现浇钢筋

混凝土挡

土墙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公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JTG3223-2021

地基承载力 每段挡土墙基槽测3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基底平整、坚实。 动力触探法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路外回填土压实

度

每段挡土墙、每压实层测3
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20

装配式钢

筋混凝土

挡土墙、

砌体挡土

墙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公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JTG3223-2021

地基承载力 每段挡土墙基槽测3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基底平整、坚实。 动力触探法

21
加筋挡土

墙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公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JTG3223-2021

地基承载力 每段挡土墙基槽测3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基底平整、坚实。 动力触探法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压实层每500m2测1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19

序号 检测项目 验收依据 检验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验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22
倒虹管及

涵洞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公路工程地质原

位测试规程》

JTG3223-2021

回填土压实度
每压实层测3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动力触探法

承载力 每结构检测3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基底平整、坚实。

23 桥梁扩大

基础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公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JTG3223-2021

地基承载力 全数检查。 桩号部位、设计值。 基底平整、坚实。 动力触探法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回填土压实度 每个基坑每层测4点。 桩号部位、结构层次、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24
混凝土灌

注桩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14
桩身完整性 全数检查。

桩位编号、桩长、桩径、桩身

混凝土强度等级。
桩头清理完成。

25 钢梁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焊缝无损检测超声检测验收等

级》GB/T29712-2013
超声波探伤 焊缝100%检测。

桩号部位、焊缝等级。 焊缝清理完焊渣、表面无油污。
《焊缝无损检测射线检测第2部
分：使用数字化探测器的X和伽

玛射线技术》GB/T3323.2-2019
射线探伤 焊缝10%检测。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50621-2010
涂装厚度

设计未规定检测数量时，每

10m2检测5处。
桩号部位、设计值。 --

26
钢管混凝

土拱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色漆和清漆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13452.2-2008
涂层厚度

每批构件检测10%，且同类

构件不少于3件。
桩号部位、设计值。 涂层已固化并清理干净。

27

中下承式

拱吊杆、

柔性系杆

拱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色漆和清漆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13452.2-2008
涂层厚度

每批构件检测10%，且同类

构件不少于3件。
桩号部位、设计值。 涂层已固化并清理干净。

28 锚碇基础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地基承载力 全数检查。 桩号部位、设计值。 基底平整、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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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验收依据 检验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验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29 混凝土桥

面防水层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色漆和清漆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13452.2-2008
防水涂膜厚度 每200m2测4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
《城市桥梁桥面防水层施工技术

规范》CJJ136-2010
粘结强度 每200m2测4点。

30
水泥混凝

土桥面铺

装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厚度
每20延米测1点。（钻芯

法）

桩号部位、设计值。
表面坚实、平整、无裂缝，并应有足够的粗

糙度。

可使用雷达法

测厚度

平整度

每20m，路宽＜9m测1点，

9m～15m测2点，＞15m
测3点。

31
沥青混凝

土桥面铺

装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2-200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厚度 每20延米测3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表面坚实、平整，无裂纹、松散、油包、麻

面。
平整度

每20m，路宽＜9m测1点，

9m～15m测2点，＞15m
测3点。

抗滑构造深度 每200m测3点。

32
金 属 栏

杆、防护

网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色漆和清漆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13452.2-2008
防护涂层厚度 抽查5%。 桩号部位、设计值。 无漏涂、剥落。

33 饰面板镶

安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砼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JGJ145-2013 预埋件拉拔强度
每100m2抽查1处，每处不

小于10m2。
桩号部位、设计值。 --

34 涂饰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色漆和清漆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13452.2-2008
涂层厚度

每500m2为一检验批，每个

检验批每100m2测1处。
桩号部位、设计值。 无漏涂、剥落。

35
给排水工

程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GB50268-200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公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JTG3223-2021

地基承载力 两井之间3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2019

回填压实度
两井之间每层每侧1组（每

组3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回填应达到设计高层、表面应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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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验收依据 检验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验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36
(明挖法)
土层锚杆

(索)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岩土锚杆(索)技术规程》

CECS22：2005
抗拔力

抗拉试验:总数量的2%且不

少于2根。

验收试验：总数量的3%且
不少于3根。

桩号部位、锚杆类型、设计值。 --

37
(矿山法)
水泥砂浆

锚杆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岩土锚杆(索)技术规程》

CECS22：2005
拉拔力

同一批锚杆每100根取1组
试件，每组3根。

桩号部位、设计值。 砂浆达到设计强度。

38
基坑开挖

与回填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 土 工 试 验 方 法 标 准 》

GB/T50123-2019
压实度

当机械碾压时，每层填土以

基坑长度 50m 或面积

1000m2测1组；当机械夯实

时，每层填土以基坑长度

25m或面积500m2测1组，

每组取样点不少于6个。

桩号部位、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39 二衬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铁路隧道砌衬质量无损检测规

程》TB10223-2004
砌衬厚度

每100m结构连续检测一

次。
桩号部位、设计值。 --

40
初支和二

衬背后回

填注浆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铁路隧道砌衬质量无损检测规

程》TB10223-2004
砌衬背后空洞

每10m检查一次，每个断

面应从拱顶附近检查不少

于3点。

桩号部位。 --

41
（ 盾 构

法）基槽

开挖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地基承载力 每段管节不少于2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

42 预制管节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准》

JGJ/T152-2019 钢筋保护层厚度
每部位及每构件不少于4个
测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

43 路堑基床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200m每压实层检查 4
处。

桩号部位、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44 路堤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1000m2每压实层测3处。 桩号部位、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

皮等现象。

45
路 基 支

挡、防护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地基承载力 每段基槽测3点。 桩号部位、设计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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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验收依据 检验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验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46
路基排水

工程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3450-2019
压实度 每1000m2每压实层测3处。 桩号部位、设计值。 平整、坚实，无杂物及积水。

47
高架结构

天然地基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10018-2018
地基承载力 全部检查。 桩号部位、设计值。 --

48 钢梁防护

涂装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GB/T50299-2018

《色漆和清漆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13452.2-2008 干膜厚度 全部检查。 桩号部位、设计值。 无漏涂、剥落。

49 透水混凝

土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

术规程序》

CJJ/T135-2009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序》

CJJ/T135-2009
透水系数 500m2取一次。 桩号部位、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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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室内环境工程

序

号
检测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

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1 土壤氡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50325-2020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

染控制标准》GB50325-2020
土壤中

氡浓度

工程地质勘察范围内所有范围为一检验批；以间距10m做网

格，各网格点为测试点，遇到较大石块时可偏离2m，布点数

不少于16个。

工程规划设计资料和

工程地质勘察资料。

不在雨天进行；遇到雨天时，

应在雨后24h后进行。温度为

-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两个检测参数任

选一项检测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

染控制标准》

GB50325-2020

土壤表

面氡析

出率

工程地质勘察范围内所有范围为一检验批；以间距20m做网

格，各网格点为测试点，布点数不少于16个。

工程规划设计资料和

工程地质勘察资料。

无风或者微风条件下；温度为

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2
民用建筑

室内环境

污染物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50325-2020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

染控制标准》

GB50325-2020
氡

1、以每个建筑单体为检验批，抽取具有代表性（不同的楼层

和不同的房间类型）的房间。抽检量不少于房间总数（底层停

车场不列入）的5%，且检测房间数不少于3间；房间总数少

于3间时应全数检测；

2、各房间检测点数当房间使用面积（m2）＜50时，检测点数

（个）为1；≥50，＜100时为2；≥100，＜500时不少于3；
≥500，＜1000时不少于5；≥1000时≥1000m2部分，每增加

1000m2增设1；增加面积不足1000m2时按增加1000m2计；

3、Ⅰ类建筑无架空层或地下车库结构时；氡浓度检测时一、

二层房间抽检比例不低于抽检房间总数的40%；
4、幼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老年人照料房屋设施室内

装饰装修验收时，抽检数量不得少于房间总数的50%；且不

得少于20间。当房间总数少于20间时，应全数检测。

工程名称、建筑总面积

（平面设计图）、房间

数量、完工时间、房间

装饰装修情况信息。

工程完工不少于7天；装饰装

修完工的固定式家具保持正常

使用状态；采用集中通风的民

用建筑工程通风系统正常运

行；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

工程房间对外门窗关闭1h（氡

浓度检测关闭24h）。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2部分：化学污染物》AHMT
分光光度法

GB/T18204.2-2014

甲醛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2部分：化学污染物》靛酚蓝

分光光度法

GB/T18204.2-2014

氨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

染控制标准》

GB50325-2020

苯、甲

苯、二甲

苯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

染控制标准》

GB50325-2020
T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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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主体结构工程

序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1
装配式

建筑构

件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

标准》GB/T51231-201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

GB50204-2015

承载力、挠度、裂缝

宽度、抗裂

同一类型预制构件不超过1000个为一批，

每批随机抽取1个构件。

工程概况、设计和施工技术

资料、检测原因及委托方要

求。

试验场地温度在0℃以

上；蒸汽养护后的构件应

在冷却至常温后进行试

验；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

度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100%以上；构件设计参

数指标。

适用范围：梁板类简

支受弯预制构件；允

许出现裂缝的预应

力构件应进行承载

力、挠度、裂缝宽度

检验；不允许出现裂

缝的预应力构件应

进行承载力、挠度、

抗裂检验。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

标准》GB/T51231-201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

GB50204-2015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

准》JGJ/T152-2019

主要受力钢筋数量、

规格、钢筋保护层厚

度、间距

检测数量可根据工程情况由各方商定。一般

情况下，可为不超过1000个同类型预制构

件为一批，每批抽取构件数量的2%，且不

少于5个构件。 工程概况、设计和施工技术

资料、检测原因及委托方要

求。

检测面应清洁平整；检测

部位应无饰面层，有饰面

层时应清除。

适用条件：对进场时

不做结构性能检验

的预制构件，且无驻

厂监督。
《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工程质量与施工验收标

准》DBJ51/T054-2019

主要受力钢筋数量、

钢筋保护层厚度

按混凝土预制构件进场检验批，不同类型的

构件各抽取10%且不少于5个混凝土预制构

件。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

标准》GB/T51231-2016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

技术规程》

JGJ/T23-2011

混凝土抗压强度推

定值

检测数量可根据工程情况由各方商定。一般

情况下，可为不超过1000个同类型预制构

件为一批，每批抽取构件数量的2%不且不

少于5个构件。

强度等级、混凝土浇筑及养

护情况、浇筑日期、必要的

设计图纸和施工记录。

测区表面应为混凝土原

浆面，并应清洁、平整，

不应有疏松层、浮浆、油

垢、涂层以及蜂窝、麻面，

表层为干燥状态。

适用条件：对进场时

不做结构性能检验

的预制构件，且无驻

厂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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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2

装配式

建筑构

件安装

与连接

《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工程质量与施工验收标

准》

DBJ51/T054-2019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

标准》

GB/T51231-2016

《装配式住宅建筑检测技术标

准》

JGJ/T485-2019
灌浆饱满度

套筒灌浆饱满度：

1.对重要的构件或施工工艺、施工质量

有怀疑的构件；

2.首层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每类采用钢

筋套筒灌浆连接的构件，检测数量不应少于

首层该类预制构件总数的20%，且不应少于

2个；其它层，每层每类构件的检测数量不

应少于该层该类预制构件总数的10%，且不

应少于1个；

3.对采用钢筋套筒灌浆连接的外墙板、

梁、柱等构件，每个灌浆仓的套筒检测数量

不应少于该仓套筒总数的30%，且不应少于

3个；被检测套筒应包含灌浆口处套筒、距

离灌浆口套筒最远处的套筒；对受检构件中

采用单独灌浆方式灌浆的套筒，套筒检测数

量不应少于该构件单独灌浆套筒总数的

30%，且不宜少于3个；

4.对采用钢筋套筒灌浆连接的内墙板，

每个灌浆仓的套筒检测数量不应少于该仓

套筒总数的10%，且不应少于2个；被检测

套筒应包含灌浆口处套筒、距离灌浆口套筒

最远处的套筒；对受检构件中采用单独灌浆

方式灌浆的套筒，套筒检测数量不应少于该

构件单独灌浆套筒总数的10%，且不宜少于

2个。

预制剪力墙底部接缝灌浆饱满度和双

面叠合剪力墙空腔内现浇混凝土质量的检

测：

1.首层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不应少于剪

力墙构件总数的20%，且不应少于2个；

2.其他层不应少于剪力墙构件总数的

10%，且不应少于1个。

楼号、楼层、套筒所在构件

编号、套筒具体位置

预埋钢丝拉拔法：灌浆料

自然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3d；

X射线成像法：宜在灌浆

完成7d后进行；

冲击波法：检测部位混凝

土表面应清洁、平整；宜

在灌浆7d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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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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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凝土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

GB50204-2015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

准》

JGJ/T152-2019

钢筋保护层厚度、间

距

构件的选取应均匀分布。对非悬挑梁板类构

件，应各抽取构件数量的2%且不少于5个
构件进行检验。

对悬挑梁，应抽取构件数量的5%且不少于

10个构件进行检验；当悬挑梁数量少于10
个时，应全数检验。对悬挑板，应抽取构件

数量的10%且不少于20个构件进行检验；

当悬挑板数量少于20个时，应全数检验。

对选定的梁类构件，应对全部纵向受力钢筋

的保护层厚度进行检验；对选定的板类构

件，应抽取不少于6根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

层厚度进行检验。对每根钢筋，应选择有代

表性的不同部位量测3点取平均值。

工程概况、设计和施工技术

资料、检测原因及委托方要

求。

检测面应清洁平整；检测

部位应无饰面层，有饰面

层时应清除。

测区应布置在重要

部位及薄弱部位。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

GB50204-2015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

技术规程》

JGJ/T23-201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GB/T50081-2019

混凝土回弹-取芯法

强度推定值

同一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柱、梁、墙、板，构

件总数量20以下，全数检验；构件总数20～
150个，最小取样数量20个；构件总数151～
280个，最小取样数量26个；构件总数281～
500个，最小取样数量40个；构件总数501～
1200个，最小取样数量64个；构件总数

1201～3200个，最小取样数量100个。

强度等级、混凝土浇筑及养

护情况、浇筑日期、必要的

设计图纸和施工记录。

测区表面应为混凝土原

浆面，并应清洁、平整，

不应有疏松层、浮浆、油

垢、涂层以及蜂窝、麻面，

表层为干燥状态。

适用条件：未取得同

条件养护试件强度

或同条件养护试件

强度不符合要求。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

技术规程》

JGJ/T23-2011

混凝土抗压强度推

定值

随机抽取构件，抽检数量不宜少于同批构件

总数的30％且不宜少于10件。当检验批构

件数量大于30个时，抽样构件数量可适当

调整，并不得少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

最少抽样数量。

强度等级、混凝土浇筑及养

护情况、浇筑日期、必要的

设计图纸和施工记录。

测区表面应为混凝土原

浆面，并应清洁、平整，

不应有疏松层、浮浆、油

垢、涂层以及蜂窝、麻面，

表层为干燥状态。

适用条件：未取得标

准养护（同条件养

护）试件强度或标准

养护（同条件养护）

试件强度不符合要

求；试块缺乏代表性

或试块数量不足；对

试块检测结果有怀

疑或争议；发生工程

事故或对施工质量

有怀疑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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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混凝土检测技术规程》

JGJ/T294-2013
混凝土抗压强度推

定值

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配合比和成型工艺相

同；混凝土原材料、养护条件及龄期基本相

同；构件种类相同；在施工阶段所处状态相

同可作为同批构件。对同批构件按批抽样检

测时，构件应随机抽样，抽样数量不宜少于

同批构件的30％，且不宜少于10件。当检

验批中构件数量大于50时，构件抽样数量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

准》GB/T 50344进行调整，但抽取的构件

总数不宜少于l0件。

强度等级、混凝土浇筑及养

护情况、浇筑日期、必要的

设计图纸和施工记录。

测区表面应为混凝土原

浆面，并应清洁、平整，

不应有疏松层、浮浆、油

垢、涂层以及蜂窝、麻面，

表层为干燥状态。

适用条件：未取得标
准养护（同条件养
护）试件强度或标准
养护（同条件养护）
试件强度不符合要
求；试块缺乏代表性
或试块数量不足；对
试块检测结果有怀
疑或争议；发生工程
事故或对施工质量
有怀疑或争议。适用
于强度等级为
C50～C100，龄期不
宜超过900d。

《回弹法检测高强混凝土抗压

强度技术规程》

DBJ51/T018-2013

混凝土抗压强度推

定值

混凝土生产工艺、强度等级相同，原材料、

配合比、养护条件基本一致且龄期相近的一

批同类构件的检测应采用批量检测。按批量

进行检测时，应随机抽取构件，抽检数量不

宜少于同批构件总数的30％且不宜少于10
件。当检验批构件数量大于30时，抽样构

件数量可适当调整，并不得少于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规定的最小取样数量。

强度等级、混凝土浇筑及养

护情况、浇筑日期、必要的

设计图纸和施工记录。

测区表面应为混凝土原

浆面，并应清洁、平整，

不应有疏松层、浮浆、油

垢、涂层以及蜂窝、麻面，

表层为干燥状态。

适用条件：未取得标
准养护（同条件养
护）试件强度或标准
养护（同条件养护）
试件强度不符合要
求；试块缺乏代表性
或试块数量不足；对
试块检测结果有怀
疑或争议；发生工程
事故或对施工质量
有怀疑或争议。适用
于四川地区工程结
构中（50.0～100.0）
MPa，自然养护且龄
期为（14-180）d混
凝土抗压强度检测。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B50550-2010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

GB50204-2015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

准》

JGJ/T152-2019

钢筋保护层厚度、间

距

构件的选取应均匀分布。对非悬挑梁板类构

件，应各抽取构件数量的2%且不少于5个
构件进行检验。

对悬挑梁，应抽取构件数量的5%且不少于

10个构件进行检验；当悬挑梁数量少于10
个时，应全数检验。对悬挑板，应抽取构件

数量的10%且不少于20个构件进行检验；

当悬挑板数量少于20个时，应全数检验。

工程概况、设计和施工技术

资料、检测原因及委托方要

求。

检测面应清洁平整；检测

部位应无饰面层，有饰面

层时应清除。

适用范围：混凝土构

件增大截面工程、局

部置换混凝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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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充墙

后植拉

结钢筋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

GB50203-2011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50203-2011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

程》JGJ145-2013

锚固承载力

检验批容量≤90件，样本最小容量5件；检

验批容量91～150件，样本最小容量8件；

检验批容量151～280件，样本最小容量13

件；检验批容量281～500件，样本最小容

量20件；检验批容量501～1200件，样本

最小容量32件；检验批容量1201～3200件，

样本最小容量50件。

植筋单位、钢筋型号、植筋

日期、施工图纸。

植筋胶固化后，在未砌筑

砖墙的地方进行检测。

5
砌筑砂

浆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

GB50203-2011

《四川省回弹法检测砖砌体中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标准》

DBJ51/T050-2015

抗压强度推定值

每一楼层且总量不大于250m3的材料品种和

设计强度等级均相同的砌体为一检测单元。

每一检测单元中随机选择不少于6个测区，

应将单个构件（单片墙体、柱）作为1个测

区。当1个检测单元不足6个构件时，应将

每个构件作为1个测区。

施工图纸、砖与砂浆的品种。

粉刷层、勾缝砂浆、污物

等应清理干净。

砌筑砂浆的龄期不应低

于28d。

适用条件：

1、砂浆试块缺乏代

表性或试块数量不

足；

2、对砂浆试块的试

验结果有怀疑或有

争议； 3、
砂浆试块的试验结

果，不能满足设计要

求；

4、发生工程事故，

需要进一步分析事

故原因。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

准》GB/T50315-2011

当检测对象为整栋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

分时，应将其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可以独立

进行分析的结构单元，每一结构单元应划分

为若干个检测单元；

每一检测单元内，不宜少于6个测区，应将

单个构件(单片墙体、柱)作为一个测区。当

一个检测单元不足6个构件时，应将每个构

件作为一个测区。 采

用原位轴压法、扁顶法、切制抗压试件法检

测，当选择6个测区确有困难时，可选取不

少于3个测区测试，但宜结合其他非破损检

测方法综合进行强度推定。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

度技术规程》JGJ/T136-2017

取龄期相近的同楼层、同来源、同种类、同

品种和同强度等级的砌筑砂浆且不大于

250m3砌体为一批，抽检数量不应少于砌体

总构件数的30％，且不应少于6个构件。基

础砌体可按一个楼层计。

检测范围内的饰面层、粉

刷层、勾缝砂浆、浮浆以

及表面损伤层等，应清除

干净；应使待测灰缝砂浆

暴露并经打磨平整后再

进行检测。

采用贯入法检测的砌筑

砂浆应符合下列规定：1、
自然养护；2、龄期为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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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28d以上；3、风干状

态；4、抗压强度为

(0.4-16.0)MPa。

6

抹

灰层（抹

灰砂浆、

抹灰石

膏）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JGJ/T220-2010
《预拌砂浆技术规程》

JGJ/T223-2010
《四川省抹灰石膏应用技

术标准》

DBJ51/T112-2019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2010

拉伸粘结强度

相同品种、强度等级、施工工艺的墙面、顶

棚抹灰工程每5000m2应为一个检验批，每

个检验批应取一组试件进行检测，不足

5000m2的也应取一组。

施工图纸、抹灰材料的品种。

抹灰层施工完成后28d
进行，抹灰层表面无污渍

并保持干燥。检测现场通

电。

7 植筋（后

锚固）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

规程》

JGJ145-2013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B50550-2010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

程》

JGJ145-2013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50550-2010

锚固承载力

同品种、同规格、同强度等级的锚固件安装
于锚固部位基本相同的同类构件为一检验
批，并应从每一检验批所含的锚固件中进行
抽样。
现场破坏性检验：宜选择锚固区以外的同条
件位置（或易修复和宜补种的位置），应取
每一检验批锚固件总数的0.1％且不少于5件
进行检验。锚固件为植筋且数量不超过100
件时，可取3件进行检验。
现场非破损检验：
植筋锚固质量的非破损检测：1)对重要结构
构件及生命线工程的非结构构件，应取每一
检验批植筋总数的3％且不少于5件进行检
验；2)对一般结构构件，应取每一检验批植
筋总数的1％且不少于3件进行检验；3)对
非生命线工程的非结构构件，应取每一检验
批锚固件总数的0.1％且不少于3件进行检
验（本条不适用于加固工程）。

钢筋型号、植筋日期、施工

图纸、胶粘剂品种。

胶粘锚固件，宜在锚固胶

达到其产品说明书标示

的固化时间的当天进行

（加固工程不得超过7d
进行）。若因故需推迟抽

样与检验日期，除应征的

监理单位同意外，推迟不

应超过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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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锚栓（后

锚固）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

规程》

JGJ145-2013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B50550-2010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

程》JGJ145-2013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50550-2010

锚固承载力

同品种、同规格、同强度等级的锚固件安装
于锚固部位基本相同的同类构件为一检验
批，并应从每一检验批所含的锚固件中进行
抽样。
现场破坏性检验：宜选择锚固区以外的同条
件位置，应取每一检验批锚固件总数的0.1％
且不少于5件进行检验。锚固件为植筋且数
量不超过100件时，可取3件进行检验。
现场非破损检验：
锚栓锚固质量的非破损检验：1、对重要结
构构件及生命线工程的非结构构件，应按检
验批锚栓总数≤100，应取锚栓总数20%且
不少于5件；锚栓总数500，应取锚栓总数
10%；锚栓总数1000，应取锚栓总数7%；
锚栓总数2500，应取锚栓总数4%；锚栓总
数≥5000，应取锚栓总数3%（当锚栓总数
介于数量之间时，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抽样
数量）；2、对一般结构构件，应取重要结
构构件抽样量的50％且不少于5件进行检
验；3、对非生命线工程的非结构构件，应
取每一检验批锚固件总数的0.1％且不少于
5件进行检验（本条不适用于加固工程）。

锚栓型号大小、设计值、施

工图纸。

胶粘锚固件，宜在锚固胶

达到其产品说明书标示

的固化时间的当天进行。

若因故需推迟抽样与检

验日期，除应征的监理单

位同意外，推迟不应超过

3d。

9

外墙饰

面（饰面

砖、柔性

饰面板

块）

《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程》

JGJ126-2015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

验标准》

JGJ/T110-2017
粘结强度

以每500m2同类基体饰面砖为一个检验批，

不足500m2应为一个检验批。每批应取不少

于一组3个试样，每连续三个楼层应取不少

于一组试样，取样宜均匀分布。 饰面材料施工日期、施工图

纸。

可按水泥基粘结材料使

用说明书的规定时间或

样板饰面砖粘结强度达

到合格的龄期，进行饰面

砖粘结强度检验。饰面砖

表面无污渍并保持干燥。

检测现场通电。

《四川省柔性饰面板块建

筑外墙装饰工程技术标准》

DBJ51/T110-2019

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建筑外墙

体，每1000m2面积划分为1个检验批，不

足1000m2的也按1个检验批计。每个检验

批抽查不少于3处。

10 钢材焊

接件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B50550-2010

《焊缝无损检测超声检测技

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GB11345-2013
焊缝缺陷 全数检查 材质、焊缝等级。

焊缝施工完毕后24h；焊
缝打磨。

适用范围：钢构件增

大截面工程、钢构件

焊缝补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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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

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依据 检测参数 检验批/检测数量 委托时应提供的信息 检测前现场条件 备注

11
加固材

料与基

材粘结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B50550-2010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

GB50550-2010

正拉粘结强度

1、梁、柱类构件以同规格、同型号的构件

为一检验批。每批构件随机抽取的受检构件

应按该批构件总数的10%确定，但不得少于

3根；以每根受检构件为一检验组，每组3
个检验点；

2、板、墙类构件应以同种类、同规格的构

件为一检验批，每批按实际粘贴、喷抹的加

固材料表面积（不论粘贴的层数）均匀划分

为若干区，每区100㎡（不足100m2，按100m2

计），且每一楼层不得少于1区；以每区为

一检验组，每组3个检验点。

粘结材料、加固材料、基材。

现场检验的布点应在粘

结材料（胶粘剂或聚合物

砂浆等）固化已达到可以

进入下一工序之日进行

（若因故需推迟布点日

期，不得超过3d）。检

测现场通电。

适用范围：混凝土构

件增大截面工程、外

粘或外包型钢工程、

外粘纤维复合材工

程、外粘钢板工程、

聚合物砂浆面层与

原构件混凝土、砂浆

面层与基材。

空鼓率 全数检查 粘结材料；加固材料；基材。
构件外观不应有严重缺

陷。

适用范围：外粘或外

包型钢工程、外粘纤

维复合材工程、外粘

钢板工程、聚合物砂

浆面层与原构件混

凝土、砂浆面层与基

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