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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DB34/T 2290—2015《水利工程质量检测规程》，与 DB34/T 2290—2015 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全过程检测术语和定义，删除了竣工检测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 

b) 将“基本规定”更改为“基本要求”，删除了在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的条款，并将 2015 年

版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见第 4章）； 

c) 增加了“其他行业工程质量检测”条款。（见 4.5）； 

d) 删除了“检测能力”章节。（见 2015 年版第 5 章）； 

e) 删除了 2015 年版“检测流程”章节中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的条款，并调整了文件结构（见

第 5 章）； 

f) 增加了“结果处理”一章（见第 6 章）； 

g) 增加了“报告编制要求”一章，将 2015 年版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见第 7章，2015 版 6.4.1）。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水利水电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欧岩峰、张本静、赵雯、訾洪利、浦慎远、严太勇、鲁宗平、乔业斌、程乙钊、 

方玉涛、王建军、邱坤华、贺敏、张茹、梁炳观、韩炎、吴正永、李世民、席杰、赵贵根、马锡安、廖

杰锋。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15 年首次发布为 DB34/T 2290-2015，2022 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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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质量检测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定了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的基本要求，并规定了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的流程、结果处理、报告

编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大中型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L 176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 

SL 734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质量检测  engineering quali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检测单位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设计文件等，对水利工程实体以及用于水利工程的原材料、

中间产品、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等进行的质量检查、测量、试验或者度量所进行的活动。 

3.2  

全过程检测  whole process inspection and testing of construction 

为加强对工程建设质量的全过程控制，由项目法人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质量检测单位随工程建设进

度对施工相应环节工程质量进行检测的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检测单位 

4.1.1 检测单位应在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承担质量检测业务。 

4.1.2 检测单位应具备固定的工作场所，且与其开展的检测项目及规模相适应。  

4.1.3 检测单位应配备与检测能力相适应的检测仪器设备，其性能指标应符合技术标准的要求。 

4.1.4 检测人员应按规定持证上岗。 

4.2 自检 

4.2.1 施工单位应按规定和合同约定对原材料、中间产品及工程实体质量进行自检，检测项目、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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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录 A、附录 B。 

4.2.2 施工单位应按规定对涉及工程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及有关材料实行见证取样，并与见证人共

同送至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检测项目、频次见附录 A。 

4.3 平行检测 

4.3.1 监理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平行检测。 

4.3.2 监理单位在施工单位自检的基础上，应按规定进行平行检测，检测项目、频次见附录 A、附录 B。 

4.4 全过程检测 

项目法人在工程施工开始，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全过程检测。原材料、

中间产品检测应按 SL 734 的规定执行，工程实体质量检测项目、数量见附录B。 

4.5 其他行业工程质量检测 

水利工程项目中的永久性房屋、铁路、公路、桥梁、码头、船闸、升船机等采用相应行业技术标准

设计、施工的，工程质量检测应符合相应行业的规定及技术标准要求。 

5 流程 

5.1 业务受理 

5.1.1 检测单位承接检测业务时，应与委托方签订检测合同（或检测委托单）。 

5.1.2 检测合同应包括委托方（甲方）名称、受托方（乙方）名称、项目名称、检测项目、检测数量

及频次、检测依据、检测方法、保密要求等。 

5.1.3 受理原材料、取样（送检）检测时，委托人应填写检测委托单，检测委托单应包括项目名称、

使用部位、检测项目、检测依据、检测方法、样品状态、验余样品处置、保密要求等内容，并经委托人、

见证人（见证取样）、收样人签字确认。 

5.1.4 检测单位应建立检测业务台账。 

5.2 检测准备 

5.2.1 仪器设备在使用前，应检查标识状态、选择合适量程并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若发现异常，应

立即停用，并作记录和处理。 

5.2.2 试验环境条件、仪器设备状态应满足规定要求，检测前后应填写环境记录和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5.2.3 样品流转时应对样品进行唯一性编号和状态标识，样品编号应满足下列要求： 

—— 样品编号应具有唯一性，年度内同一类样品应该连续编号； 

—— 样品编号应与检测委托单、试验记录、试验报告相关联； 

—— 同批样品应同一编号，并对各单个试件进行识别性编号。 

5.3 检测实施 

5.3.1 检测单位应按合同约定和水利行业相关规定编制检测方案。 

5.3.2 实施检测前，应核对检测任务单或内部流转单的内容与样品标识的一致性编号。 

5.3.3 检测人员依据技术标准、检测方案、作业指导书实施检测，现场填写或打印原始记录，并签名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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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检测过程中使用的消耗性材料和标准物质的贮存对环境条件有要求时，应有措施予以保证。特

殊样品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5.3.5 原始记录 

5.3.5.1 原材料及中间产品检测原始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名称、编号； 

b) 页码及总页数； 

c) 试样名称及编号、委托单编号； 

d) 样品接收日期、检测日期； 

e) 使用的主要检测设备名称和编号； 

f) 试样状态描述； 

g) 检测依据； 

h) 检测环境（如试验对环境有要求时）； 

i) 检测数据或描述； 

j) 检测中异常情况的描述和记录； 

k) 检测、记录、校核人员签名。 

5.3.5.2 现场检测原始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名称、编号； 

b) 页码及总页数； 

c) 工程名称、结构构件（设备）名称、具体测试位置； 

d) 结构构件成型(设备出厂)日期、施工工艺、设计参数； 

e) 检测日期； 

f) 使用的主要检测设备名称和编号； 

g) 标准规定必须记录的项目； 

h) 检测环境（如试验对环境有要求时）； 

i) 待检结构构件（设备）的状态描述； 

j) 检测数据或描述； 

k) 检测中异常情况的描述和记录； 

l) 检测、记录、校核人员签名。 

5.3.6 现场实体检测的构件、部位、检测点应按检测方案确定。 

5.3.7 全过程检测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应由检测单位现场取样，并现场填写抽样记录。 

5.3.8 现场检测时，应对涉及结构安全和影响使用功能的工程部位抽样检测。 

5.3.9 检测过程中应注意观察环境条件的变化，当条件发生变化超出允许范围时，应停止工作，直至

恢复到规定的条件后方可继续进行检测。 

5.3.10 现场检测时，应对外观质量差、施工难度大、施工过程中存在异常或对质量状况有怀疑的工程

部位全数检测。 

5.3.11 现场检测时应有环保措施，对环境有污染的试剂、试材等应有预防撒漏措施，检测完成后应及

时清理现场并将残剩试剂、试材、垃圾等妥善处置。 

6 结果处理 

6.1 不合格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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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检测过程中出现不合格项时，检测单位应及时向委托方、质量监督机构报告。 

6.1.2 检测不合格项的处理应按 SL 176 的规定执行。 

6.2 结论判定 

对有明确判定依据或经双方商定判定依据的，检验结果应给出明确的判定结论。 

7 报告编制要求 

7.1 单项检测报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报告名称、报告编号（委托编号）； 

b) 委托单位、工程名称、使用部位； 

c) 样品接收日期、检测日期及报告日期； 

d) 样品名称、生产单位、规格型号、出厂批号； 

e) 样品状态说明； 

f) 检验类别、检测时环境条件、送检人； 

g) 检测依据及执行标准； 

h) 主要试验仪器及编号； 

i) 检测具体数据； 

j) 检测结论； 

k) 必要的检测说明和声明等； 

l) 检测单位的名称、地址及通讯信息； 

m) 检测单位相关人员的签名； 

n) 见证试验应填写见证单位和见证人员。 

7.2 初步检测报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报告封面：包括项目名称、检测单位名称、报告日期等； 

b) 扉页：包括检测单位相关人员的签名，必要的检测说明和声明、地址及通讯信息； 

c) 报告目录； 

d) 工程部位、检测时间、检测项目及内容； 

e) 检测依据； 

f) 检测结果。 

7.3 综合性检测报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报告封面：包括项目名称、报告编号、检测单位名称、报告日期等； 

b) 扉页：包括检测单位相关人员的签名，必要的检测说明和声明、地址及通讯信息； 

c) 报告目录； 

d) 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规模、地理位置、结构类型、施工工艺、设计要求、施工日期、

检测日期等相关信息； 

e) 检测项目及内容； 

f) 检测依据； 

g) 主要检测仪器； 

h) 检测方法； 

i) 检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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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检测结论与建议； 

k) 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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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质量主要检测项目和频次 

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质量主要检测项目和频次见表A.1。 

表A.1 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质量主要检测项目和频次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自检 见证检验 平行检验 

水泥 

3 d、28 d 抗压强度及

抗折强度、细度、凝结

时间、安定性等。 

必要时检测三氧化硫、

氧化镁、氯离子、烧失

量、不溶物、碱含量、

水化热等。 

相应产品标准 

以同一水泥厂、同品牌、

同强度等级、同一出厂编

号，袋装水泥每≤200 t

为一验收批； 

散装水泥每≤500 t 为一

验收批。 

不得低于有关技

术标准中规定自

检数量的10％，

且不得少于 1 

组。 

不得少于施工单

位自检数量的 

5％，且不得少于

1 组。 

砂 

细度模数、石粉含量（人

工砂）、含泥量、泥块

含量、表面含水率 

SL 677 

SL/T 352 

按同料源每 600～1200 t 

为一批。（首批进场或改

变料场时应检测碱活性）

碎（卵）石 

超径颗粒含量、 逊径颗

粒含量、针片状颗粒含

量、含泥量、泥块含量 

按同料源、同规格碎石每

2000 t 为一批，卵石每

1000 t 为一批。（首批

进场或改变料场时应检

测碱活性） 

粉煤灰 

细度、含水量、需水量

比、烧失量。 

必要时检测三氧化硫含

量、安定性、密度、强

度活性指数、碱含量等。

GB/T 1596 

同品种掺和料每 200 t 

取一组，不足 200 t 亦

取一组。 

钢筋 

外观质量及公称直径、

重量偏差、抗拉强度、

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

大力总延伸率、弯曲

性能、反向弯曲性能等；

必要时检验疲劳性能、

化学成分等。 

GB/T 1499.1 

GB/T 1499.2 

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

一规格每 60 t 取一组。

钢板 

抗拉强度、屈服强度、

断后伸长率、弯曲性能

等。 

相应产品标准 

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

一质量等级、同一品种、

尺寸不大于 60 t 为一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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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自检 见证检验 平行检验

钢 

绞 

线 

外形尺寸、钢绞线伸直性、整

根钢绞线 大力、0.2％屈服

力、 大力总伸长率、弹性模

量、应力松弛性能等；必要时

进行疲劳性能试验。 

GB/T 5224
同一牌号、同一规格、同一生产工艺捻制的

钢绞线不大于 60 t 为一批。 

不得低于

有关技术

标准中规

定自检数

量的10％，

且不得少

于 1 组。

不得少于

施工单位

自检数量

的 5％，且

不得少于 

1 组。 

焊接 

接头 

及 

机械 

连接 

接头 

焊接接头：必要时，进行抗拉

强度、弯曲性能等。 

机械连接接头：抗拉强度，必

要时进行变形性能（单向拉伸

残余变形、 大力总伸长率、

高应力反复拉压残余变形、大

变形反复拉压残余变形）、疲

劳性能检验。 

JGJ 18 

JGJ 107 

JGJ/T 27 

SL 677 

焊接接头每 300 个取样一组（或按设计要

求），且每种接头不少于 1 组。闪光对焊、

气压焊接头一组 6 根试样；其他焊接接头

一组 3 根试样。 

同一批材料的同等级、同型式、同规格的机

械连接接头 500 个为一批，不足 500 个也

按一批计。（母材试件应取自接头试件的同

一根钢筋） 

钢筋连接工程开始前，应对不同钢厂的进场

钢筋进行接头工艺检验。更换接头或钢筋厂

家需重新进行工艺检验。 

土工 

合成 

材料 

密度、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及

其与法向应力的关系）、等效

孔径、拉伸强度、伸长率、撕

裂强力、顶破强力、直剪摩擦、

拉拔摩擦、渗透系数、耐久性

能等。 

相应产品 

标准 

以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同一工艺的一个交

货批划分检验批，每批随机抽取 2％～3％，

但不得少于 2 卷。 

聚乙烯土工膜以同原料、同配方、同规格不

超过 50 t 为一批，每批随机抽取 2 幅。 

塑料土工格栅以同原料、同配方、同规格不

超过 500 卷为一批，每批随机抽取 1 卷。

外 

加 

剂 

减水率、泌水率比、含气量、

凝结时间差、增落度损失、抗

压强度比。 

必要时进行收缩率比、相对耐

久性和匀质性检验。 

GB 8076 

GB/T 8077

 

掺量大于 1％（含 1％）同品种的外加剂每

一批号为 100 t，掺量小于 1％的外加剂每

一批号为 50 t，掺量小于 0.05％的外加剂

每一批号为 2 t，不足一批的也应按一个批

量计，每一批号取样量不少于 0.2 t 水泥

所需用的外加剂量。 

砌石 

（抛石） 

块体密度（容重）、抗压强度，

饱和吸水率，软化系数等。 
SL/T 264 

同料源每 10000～30000 m3 为一个检验批，

不足 10000 m3 也作为一个检验批。 

预制 

混凝土 

护坡 

砌块 

规格尺寸及偏差（边长、厚度）、

外观质量（掉角、裂纹、分层、

色差、杂色、正面麻面等）、

力学性能（抗压强度）、物理

性能（干密度、吸水率、抗冻

等级、抗渗性等） 

DB34/T 1930

DB34/T 2233

同一原材料、同一工艺、同一类别、同一规

格、同一质量等级的预制混凝土护坡砌块 

10000 块至 30000 块为一批，不足 10000 

块，按一批计。 

不得低于

有关技术

标准中规

定自检数

量的10％，

且不得少

于 1 组。

不得少于

施工单位

自检数量

的 5％，且

不得少于 

1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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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自检 见证检验 平行检验 

填筑 

土料 

颗粒分析、界限含水率、

大干密度、 小干密度、

优含水率、渗透系数等。 

GB/T 50123

SL 634 

所用土源土质发生改变时或当同

种土源填筑量达 30000 m3 时，取

样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不得低于有关

技术标准中规

定自检数量的

10％，且不得

少于 1 组。 

不得少于施

工单位自检

数量的 5％，

且不得少于 

1 组。 

止 

水 

材 

料 

橡胶

止水 

硬度、拉伸强度、拉

断伸长率、撕裂强

度，必要时检测压缩

永久变形、脆性温

度、热空气老化、臭

氧老化、接头强度等

指标。 

GB/T 

18173.2 

GB/T 2040 

GB/T 2059 

SL 677 

B、S 类橡胶止水带以同标记、连

续生产的 5000 m 为一批（不足

5000 m 也按一批计）； 

J 类橡胶止水带每 100 m 为一

批； 

遇水膨胀橡胶 1000 m 为一批；

金属止水片以同牌号、状态、规

格不大于 3500 kg 为一批。 

 

金属

止水

片 

抗拉强度、伸长率、

弯曲性能，必要时检

测接头强度、接头渗

漏检查等。 

用于贮存或输送饮用水构筑

物的止水材料，还应检测其

卫生指标。 

嵌（填）

缝板 

表观密度、压缩强度、拉伸

强度、断裂伸长率 

GB/T 8813 

JC/T 2255 

以同一类型、同一品种的 100 m3

产品为一批，不足 100 m3 也作为

一批。每批产品随机抽样，抽取 4 

m2 样品。 

不得低于有关

技术标准中规

定自检数量的

10％，且不得

少于 1 组。 

不得少于施

工单位自检

数量的 5％，

且不得少于 

1 组。 

无机 

结合 

料稳定

材料 

无侧限抗压强度、水泥或石

灰剂量、压实度 
JTG E51 

无侧限抗压强度：每 2000 m2 或

每工作班 1 组； 

水泥或石灰剂量：每 2000 m2 抽

检一次； 

压实度：每 200 m 测 2 点且每

作业段检测不少于 6 次。 

不得低于有关

技术标准中规

定自检数量的

10％，且不得

少于 1 组。 

不得少于施

工单位自检

数量的 5％，

且不得少于 

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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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自检 见证检验 平行检验 

混 

凝 

土 

混凝土拌和物：坍落度、含

气量。 

混凝土性能根据设计要求

进行：抗压强度、抗冻、抗

渗性能、抗弯强度、轴向拉

伸强度、静力抗压弹性模

量、极限拉伸值、抗氯离子

渗透性等。 

大体积混凝土：必要时，进

行绝热温升、导温系数、导

热系数、自生体积变形等。 

SL 677 

SL/T 352 

抗压强度：大体积混凝土 28 d

龄期每 500 m3 成型一组。设计

龄期每 1000 m3 成型一组；非大

体积混凝土 28 d 龄期每 100 m3

成型一组。设计龄期每 200 m3

成型一组。 

抗冻、抗渗或其他主要特殊要求

应在施工中适当取样检验，其数

量可按每季度施工的主要部位

取样成型 1～2 组。 

不应少于自检

数量的 10％。 

涉及结构安全

的试块，不得

低于有关技术

标准中规定自

检数量的

30％，且不得

少于 1 组。 

混凝土试样

不应少于施

工单位检测

数量的 5％，

重要部位每

种强度等级

的混凝土应

至少取样 1

组。 

砂 

浆 

砂浆性能根据设计要求进

行：砂浆拌和物性能、抗压

强度、抗冻、抗渗性能等。 

SL/T 352 
每一工作班不超过 100 m3 取样

一组，不足 100 m3 亦按一组计。

不应少于自检

数量的 10％。 

重要部位每

种强度等级

的砂浆应至

少取样 1组。

沥青 

及 

沥青 

混合料 

延度、针入度、软化点、密

度、马歇尔稳定度及流值

等。 

DL/T 5362

JTG E20 

沥青每 200 t 为一批； 

乳化沥青每 100 t 为一批。 

沥青混合料每品种、每天拌和的

为一批。 

不得低于有关

技术标准中规

定自检数量的

10％，且不得

少于 1 组。 

不得少于施

工单位自检

数量的 5％，

且不得少于 

1 组。 

拌 

和 

用 

水 

pH 值、可溶物、不溶物、

氯化物、硫酸盐、碱含量、

凝结时间对比试验、强度对

比试验等。 

SL/T 352 

首次用于拌和与养护混凝土的

水均应取样进行检测，满足 GB 

5749 要求的饮用水可直接用于

拌和与养护混凝土。每批取样量

3 L～5 L。 

/ / 

注1：按工程检测的实际需要，不限于本标准所列的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其他未列的检验项目和依据参考相关标

准执行。 

注2：检验批不足检验批量时，按一个检验批进行检验。 

注3：国家及行业颁布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则按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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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工程实体质量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 

B.1 基地处理与基础工程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见表 B.1。 

表B.1 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软弱 

地基 

加固

（换填

垫层） 

换填质量 

环刀法、 

灌砂法、 

灌水法 

GB 50007 

GB/T 50123 

GB/T 51033 

JGJ 79 

JGJ 340 

SL 27 

 

取样点应选择位于每层

垫层厚度的 2/3 深度

处。检验点数量，条形基

础下垫层每 10 m～20 m 

不应少于 1 个点，独立

柱基、单个基础下不应少

于 1 个点，其他基础下

垫层每 50 m2～100 m2 不

应少于 1 个点。 

不应少于

自检数量

的 5％。

 

抽检数量不少于自检总数

量的 30％，且每个处理分

区不少于 6 个点。 

承载力 静载荷试验 

每单位工程不宜少于 3 点； 

对于大型工程应按单体工程的数量或工程划分的面积确定检验点

数。 

复 

合 

地 

基 

成桩质量 

标准贯入、

静（动）力

触探、浅部

桩头开挖 

1、振冲碎石桩和沉管砂石桩，检验深度不应小于处理地基深度，

检测数量不应少于桩孔总数的 2％，且不少于 6 个点。 

2、水泥土搅拌桩，成桩 3 d 内，采用轻型动力触探（N10）检查上

部桩身的均匀性，检验数量为总桩数的 1％，且不少于 3 根。成

桩 7 d 后，采用浅部开挖检查搅拌的均匀性，量测成桩直径，检

查数量不少于总桩数的 5％。 

3、水泥粉煤灰碎石桩检测采用低应变动力试验检测桩身完整性，

检查数量不低于总桩数的 10％。 

承载力 

复合地基静

载荷试验和

单桩静载荷

试验 

检验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1％，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应少于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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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锚 

索 

张拉力 
锚索张拉力

仪检测 
DL/T 5083 施工总数的 5％，但不应少于 3 束。 

饱满度 

（必要时

检测） 

声波反射波

法 
DL/T 5424

1、常规部位或永久锚杆检测比例不应小于施工总数的 10％，且每

单项或单元工程不少于 10 根。 

2、临时工程锚杆检测比例宜为施工总数的 3％，且每单项或单元

工程不少于 5 根。 

3、岩锚梁等关键部位的锚杆检测比例不应低于施工总数的 50％，

必要时可 100％检测，且每单项或单元工程不少于 20 根。 

非预 

应力 

锚杆 

拉拔力 

（荷载试

验） 

荷载试验 SL 377 
每 300 根（包括总数少于 300 根）锚杆抽样一组，每组不应少于

3 根。 

饱满度 

（必要时

检测） 

声波反射波

法 
DL/T 5424

1、常规部位或永久锚杆检测比例不应小于施工总数的 10％，且每

单项或单元工程不少于 10 根。 

2、临时工程锚杆检测比例宜为施工总数的 3％，且每单项或单元

工程不少于 5 根。 

3、岩锚梁等关键部位的锚杆检测比例不应低于施工总数的 50％，

必要时可 100％检测，且每单项或单元工程不少于 20 根。 

预应 

力锚杆 
验收试验 

单（多）循环

张拉验收试

验 

GB 50086 

占锚杆总量 95％的锚杆

应进行单循环张拉验收

试验。 

/ 

占锚杆总量 5％且不少于 

3 根的锚杆应进行多循环

张拉验收试验。 

预应力

锚杆 

饱满度

（必要时

检测） 

声波反射波

法 
DL/T 5424

1、常规部位或永久锚杆检测比例不应小于施工总数的 10％，且每

单项或单元工程不少于 10 根。 

2、临时工程锚杆检测比例宜为施工总数的 3％，且每单项或单元

工程不少于 5 根。 

3、岩锚梁等关键部位的锚杆检测比例不应低于施工总数的 50％，

必要时可 100％检测，且每单项或单元工程不少于 20 根。 

桩 

基 

础 

工程基桩

承载力 

单桩竖向抗

压静载荷试

验、 

高应变法、 

单桩竖向抗

拔静载试验、 

单桩水平静

载试验 

JGJ 106 

1、静载荷试验同一条件下不少于桩总数的 1％，且不应少于 3 根；

当总数少于 50 根时，不应少于 2 根及设计要求。 

2、预制桩和满足高应变法适用范围的灌注桩，可在具有相同（近）

条件动静对比的前提下，采用高应变法检测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

检测数量不宜少于总桩数的 5％，且不得少于 5 根。 

3、对于端承型大直径灌注桩当设备或现场条件限制无法检验承载

力时，可采用钻芯法测定桩底沉渣厚度和钻取桩端持力层岩土芯样

检验桩端持力层，按不少于总桩数 10％的比例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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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桩 

基 

础 

桩身完整

性 

钻芯、 

声波透射、 

小应变、 

高应变等方

法 

JGJ 106 

混凝土桩的桩身完整性检测方法选择，应符合规范 JGJ 106 第

3.1.1 条规定；当一种方法不能全面评价基桩完整性时，应采用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检测方法，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桩基设计等级为甲级，或地基条件复杂，成桩质量可靠性低

的灌注桩工程，检测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30％，且不应少于 20

根；其他桩基工程，检测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 20％，且不应少于 10 

根； 

2.每根柱子承台检测桩数不应少于 1 根； 

3.大直径嵌岩灌注桩或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大直径灌注桩，应按 1～

2 款规定的检测桩数范围内，按不少于总桩数 10％的比例采用声

波透射法或钻芯法检测；声波透射法检测完整性时，测管布置参照 

JGJ 106 条文 10.3.2 规定，测点覆盖全管，声测线间距不大于 100 

mm。 

4.当施工质量有疑问的桩，局部地基条件出现异常的桩数较多，或

为了全面了解整个工程基桩的桩身完整性情况时，宜增加检测数

量。 

注1：表中未列的其他检验项目和依据见相关标准。 

注2：设计文件对检测项目、部位及数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3：国家及行业颁布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则按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执行。 

注4：根据 JGJ 106，采用高应变法的锤重与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的比值不得小于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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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堤防及河道（渠道）工程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见标准表 B.2。 

表B.2 堤防及河道（渠道）工程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土 

料 

（改性 

土） 

填 

筑 

干密度、 

相对密度 

环刀法、

灌砂法、

灌水法等

方法 
GB/T 50123

SL 260 

SL 634 

SL 176 

SL 734 

填筑量每 100 m3～

150 m3 取样 1 个，且

每层不少于 3 个； 

堤防加固工程每 

20～30 m 取样 1 个。

按自检数量

的 5％控

制。 

每 500 m～1000 m 至少抽

检一个断面，每个断面至少

抽检 2 层，每层不少于 3

个，且不得在堤防顶层取

样。每个单位工程抽检样本

点不得少于 20 个。 

外观尺寸 断面测量 
每 200 延米测 4 

点。 

按自检数量

的 5％控

制，且每个

单位工程至

少抽检 1 

个断面。 

每 500 m～1000 m 至少抽

检一个断面，每个单位工程

至少抽检 3 个断面。 

水泥剂量、 

均匀性 

EDTA滴定

法 
JTG E51 

施工初期每拌和批次

不大于 600 m3 水泥改

性土抽测不少于 5～

10 个样。 

按自检数量

的 5％控

制。 

按自检数量的 5％控制。 

干 

（浆）

砌 

石 

护 

坡、 

挡 

墙 

砌筑砂浆强度 

（浆砌石护坡、

挡墙） 

贯入法 

SL 176 

SL/T 352 

JGJ/T 136

/ / 
采用贯入法检测，每 25 m2

布置 16 个测点。 

面层厚度 量测 每 50～100 m2 测1次。

不少于自检

数量的 

5％，且每个

单位工程至

少抽检 3 

点。 

每 500 m～1000 m 至少抽

检 3 点，每个单位工程至

少抽检 9 点。 

垫层厚度 量测 每 20 m2 测 1 处。 

坡面、墙面平整

度 
量测 每 50～100 m2 测1处。

墙体尺寸 量测 

每 50 m 测 1 处 
墙顶高程 量测 

墙体立面垂直

度 
量测 

预制 

块、 

现浇 

混凝 

土护 

坡及 

堤顶 

道路 

强度 取芯 

DB34/T 

1930 

DB34/T 

2233 

/ / 

每 500 m～1000 m 至少抽

检 1组，每组 3个芯样，每

个单位工程至少抽检 2组。

面层厚度 量测 
每 50～100 m2 测 1

处。 

/ 

每 500 m～1000 m 至少抽

检 1 组，每组 3 个点，每

个单位工程至少抽检 2组。

或每 500 m 抽检一点，每

个单位工程至少抽检 9 个

点。 

垫层厚度 

（护坡） 
量测 每 20 m2 测 1 处。 

坡面平整度 

（护坡） 

宽度（道路） 

量测 
每 50～100 m2 测 1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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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抛 

石 

护 

岸 

厚度及抛石范围 量测 SL 634 

抛投前、后每 20～50 

m 测 1 个横断面，每

个断面 5～10 m 测 

1 个点。 

不少于自

检数量的

5％，且每

个单位工

程至少抽

检 1 个断

面。 

每 100 m～500 m 至少抽检

1 个断面，每个断面 5～10 

m 测 1 个点，每个单位工

程至少抽检 3 个断面。 

河

道、

渠道

开挖

或疏

浚 

断面尺寸 测量 SL 17 
每 100 m 至少抽检 

1 个断面。 

每 500 m 至少抽检 1 个

断面，每个单位工程至少抽

检 5 个断面。 

混 

凝 

土 

防 

洪 

墙 

强度 

回弹法 JGJ/T 23 / / 

抽检数量不少于墙段（按伸

缩缝分）总数量的 30％，

且不应少于 3 个墙段。 

取芯 
SL/T 352 

SL 632 
/ / 

每 500 m～1000 m 至少抽

检 1 组，每个单位工程至

少抽检 2 组。 

每组 3 个芯样。 

厚度 量测 

SL 176 每 50 m 测 1 处 

不少于自

检数量的

5％，且每

个单位工

程至少抽

检 3点。 

每 500 m～1000 m 至少抽

检 3 点，每个单位工程至

少抽检 9 点。 
顶高程 量测 

钢筋保护层厚度 

电磁感应

法或其他

方法 

GB 50204 

JGJ/T 152 

SL 632 

DB34/T 

371.1 

每个单元工程受力主

筋保护层检测点不少

于 10 个测点。 

不应少于

自检数量

的 20％。

抽检数量不少于墙段总数

量（按伸缩缝分）的 30％，

且不应少于 3 个墙段。 

注1：表中未列的其他检验项目和依据见相关标准。 

注2：设计文件对检测项目、部位及数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3：国家及行业颁布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则按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执行。 

注4：预制块强度全过程检测可结合中间产品检测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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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水闸（涵洞）、泵站及水库泄（引）水建筑物工程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见表 B.3。 

表B.3 水闸（涵洞）、泵站及水库泄（引）水建筑物工程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土 

料 

填 

筑 

干密度 

环刀法、

灌砂法等

方法 

GB/T 50123 

SL 634 

填筑量每 100 

m3～150 m3 取样 1

个，且每层不少于

3 个。 

不应少于自

检数量的

5％，重要部

位至少取样 

3 个。 

1.中型工程：每座建筑物抽检

样本点总数不少于 36 个（穿

堤涵洞不少于 24 个）； 

2.大型工程：每座建筑物抽检

样本点总数不少于 48 个（穿

堤涵洞不少于 36 个）； 

3.大中型输水涵洞每 100～

200 m 取 6 个土样且每个单

位工程不少于 30 个。 

混 

凝 

土 

工 

程 

强 度 

回弹法、

超声回弹

综合法等

方法 

JGJ/T 23 / / 

1.中型工程：每类构件抽检比

例不少于 25％，且不少于 2

个构件； 

2.大型工程：每类构件抽检比

例不少于 20％，且不少于 3 

个构件。 

钻芯法 SL/T 352 / / 

1.中型工程：每类构件抽检比

例不少于 25％，且不少于 2 

个构件； 

2.大型工程：每类构件抽检比

例不少于 20％，且不少于 3

个构件； 



DB34/T 2290—2022 

16 

表B.3（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混 

凝 

土 

工 

程 

钢筋保护层、

间距 

电磁感应

法、 

雷达法 

GB 50204 

JGJ/T 152 

SL 632 

SL 176 

每个单元工程受

力主筋保护层检

测点不少于 10 

个测点。 

不应少于自

检数量的

20％； 

梁、板类构件

及有抗冲磨

要求的结构

件不应少于

10 点。 

1.中型工程： 各类构件抽检比

例不少于 25％，且不少于 3 

个构件。 

2.大型工程： 各类构件抽检比

例不少于 20％，且不少于 5

个构件。 

梁、柱、板类单个构件，测点

不少于 20 个，墩、墙类构件

测点不少于 30 个。 

形体尺寸 量测 

重要部位应全部

检查； 

一般构件：梁、柱、

板类应抽查 15％

以上，墩、墙及箱

体类每一施工段

不少于 2 处尺

寸。 

不应少于自

检数量的

5％，其中承

重构件不少

于 10％。 

承重构件抽检 30％以上，且不

少于 1 个； 

一般构件：梁、柱、板类应抽

查 10％以上；墩、墙及箱体类

每一施工段不少于 1 处。 

锚固承载力 
抗拔承载

力试验 
JGJ 145 

执行 JGJ 145 附

录C 有关规定。 

不应少于自

检数量的

10％，且不少

于 3 件。 

不应少于自检数量的 10％，且

不少于 3 件。 

浆 

砌 

石 

墩 

墙 

砂浆强度 贯入法 

JGJ/T 136 

SL 176 

SL 234 

1.每一检验批且

不超过 250 m3 砌

体的各种类型及

强度等级的砌筑

砂浆，每台搅拌机

应至少抽检一次。

同一类型、强度等

级的砂浆试块应

不少于 3 组。 

2.墩、墙断面尺

寸、垂直度以每个

段或每 10 m 长为

一检测单位，每一

检测单位检测 

2～4 处。 

1.同一类型、

强度等级的

砂浆试块应

不少于 1组。

2.墩、墙断面

尺寸、垂直

度：抽检单元

工程数量不

少于 1 个，

但不应少于 

3 处。 

抽检数量不少于总单元工程

（或结构件）的 30％。 

每个单元工程砂浆强度不应少

于 3 组；墩墙断面尺寸不应少

于 1 处；墙面垂直度不应少于 

3 处，每处 3 延米。 

 

断面尺寸 测量 

墙面垂直度 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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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洞 

室 

工 

程 

洞、井轴线 量测 

SL 176 

SL 378 

SL 631 

全数检查。 

不应少于自

检数量的

5％，重要部

位不低于

10％。 

抽检数量不少于单元总数量的

30％，测点间距 5～10 m。 

外部尺寸 量测 

每 500 m 抽检

一个断面,每单

位工程不少于 3 

个断面。 

/ 
每 500 m 抽检一个断面,每单

位工程不少于 3 个断面。 

平整度 量测 SL 176 
每 50～100 m2 

测 1 处。 

每 50～100 

m2 测 1 处。

每 500 m～1000 m 至少抽检 1

组，每组 3 个点，每个单位工

程至少抽检 2 组。  

或每 500 m 抽检一点，每个单

位工程至少抽检 9 个点。 

衬 

砌 

质 

量 

混凝

土强

度、钢

筋保

护层

等 

参照“混凝土工程”部分执行。 

内部

缺陷、

接触

面脱

空区 

雷达法、 

冲击回波法、 

超声波法、 

超声横波反

射法 

SL 326 

SL 713 
/ / 

测线沿隧洞轴向布置，拱部不

少于 3 条、两侧墙与底部各不

少于 1 条。 

根据测试结果，宜进行局部加

密测线。 

注1：表中未列的其他检验项目、频次和依据见相关规范、标准。 

注2：设计文件对检测项目、部位及数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3：国家及行业颁布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则按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执行。 

注4：采用回弹法检测实体混凝土强度，必要时宜采用超声回弹法或钻芯法进行验证。 

 

 

 

 

 

 

 

 

 



DB34/T 2290—2022 

18 

B.4 混凝土坝、碾压式土石坝及面板堆石坝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见表 B.4。 

表B.4 混凝土坝、碾压式土石坝及面板堆石坝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混

凝

土

坝 

强度 

立方体试块

试验 

钻孔取芯 

SL/T 352 

SL 632 

SL 31 

1.大体积混凝土：28 d 龄期

每 500 m3 取样 1 组；设计

龄期每 1000 m3 取样 1 组；

非大体积混凝土：28 d 龄期

每 100 m3 取样 1 组；设计

龄期每 200 m3 取样 1 组。 

2.同一强度等级的同条件养

护试件，其留置数量应根据混

凝土工程量和重要性确定，不

宜少于 10 组，且不应少于 3

组。 

立方体试块不

应少于自检数

量的 5％。 

重要部位每种

标号的混凝土

少取样 1 

组。 

试块按自检的 

1/10～1/20 比列抽

检； 

每个单位工程取 3～

5 孔，每孔取 3～5 

组芯样，每组 3 个芯

样； 

钻孔内宜不大于 5 m 

做一段压水试验。 

抗渗性能 
抗渗性试验 

压水试验 

同一强度等级、抗渗等级的混

凝土，每季度 1～2 组。 

断面尺寸、 

平整度等 
量测 

沿坝体纵轴线每 50 m 至少

抽检 1 个断面，每个单位工

程至少抽检 3 个断面。 

/ 

沿坝体纵轴线每 50 

m～100 m 至少抽检 1

个断面，每个单位工

程至少抽检 3 个断

面。平整度每个断面

不少于 3 个点，每个

单位工程不少于 9个

点。 

碾

压

混

凝

土

坝 

强度 
试件试验 

钻孔取芯 

SL 53 

SL 632 

施工过程：每 300 m3～500 m3

取样 1 次或每班 1～2 次。

现场检测：相当于机口取样数

量的 5％～10％。 

抽检数量相当

于机口取样数

量的 5％。 

重要部位每种

标号的混凝土

少取样 1 

组。 

每个单位工程取 3～

5 孔，每孔取 3～5 

组芯样，每组 3 个芯

样； 

压水试验应分段进

行，分段长度不宜大

于 5 m。 

层面结合 

质量 
观察 

每个仓号均抽检 1～2 点，层

表面状况全部检查。 

不应少于自检

数量的 5％。 

抗渗性能 
抗渗性试验 

压水试验 

同一强度等级、抗渗等级的混

凝土，每季度 1～2 组。 

抽检数量不应

少于自检数量

的 5％。 

重要部位每种

标号的混凝土

少取样 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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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碾

压

混

凝

土

坝 

压实密度 岩芯试验 

 

每 100 m3～200 m3 碾压

层测试 1 次，每层至

少有 3 个点。 

抽检数量不

应少于自检

数量的 5％。

 

断面尺寸、

平整度等 
量测 

沿坝体纵轴线每 50 m 

至少抽检 1 个断面，

每个单位工程至少抽

检 3 个断面。 

/ 

沿坝体纵轴线每 50 m～100 

m 至少抽检 1 个断面，每

个单位工程至少抽检 3 个

断面。 

混

凝

土

面

板

堆

石

坝 

填筑料质量 

： 

密度、 

颗粒级配等 

试坑取样 

GB/T 50123

JGJ/T 23 

SL 49 

SL 52 

 

执行 SL 49《混凝土面

板堆石坝施工规范》中

有关规定执行。 

抽检数量不

应少于自检

数量的5％。

1.垫层区密度、颗粒级配：

水平 1 次/1500m3～5000 

m3，斜坡 1 次/5000 m3～

10000 m3。 

2.过渡区密度、颗粒级配 1

次/10000 m3～20000 m3。 

3.主堆石区密度、颗粒级

配：坝轴以上 1 次/15000 

m3～100000 m3，坝轴以下 1 

次/30000 m3～150000 m3。 

面板及趾板

混凝土强度 

试件试验 

回弹 

或 

超声回弹综

合法 

趾板每浇筑一块至少

有 1 组强度检验试

件；面板浇筑，每班取

一组强度检验试件。 

抗冻、抗渗检验试件：

趾板每 500 m3 成型1

组，面板每 1000 m3～

3000 m3 成型 1 组，不

足以上数量者，也应取

样 1 组。 

1.面板抽检比例不少于 

20％区格，且不应少于 3 

个。 

2.趾板抽检比例不少于

25％，且不应少于 3 个。 

断面尺寸、

平整度等 
量测 

沿坝体纵轴线每 50 m 

至少抽检 1 个断面，

每个单位工程至少抽

检 3 个断面。 

/ 

沿坝体纵轴线每 50 m～100 

m 至少抽检 1 个断面，每

个单位工程至少抽检 3 个

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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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碾

压

式

土

石

坝 

黏性土防渗

体：干密度、

含水率等； 

其他坝料及

部位：干密

度、颗粒级 

配、含泥量、

含水率等 

试坑取样

（环刀法、

灌砂（水）

法 GB/T 50123 

SL 52 

按 DL/T 5129《碾压式

土石坝施工规范》有关

规定执行。 

抽检数量不

应少于自检

数量的 5％。

1.防渗体干密度、含水率：

1 次/500 m3～1500 m3；反

滤料干密度、含泥量、颗粒

级配：1次/500 m3～1500 m3，

每层至少一次。 

2.过渡料干密度、颗粒级

配：1 次/1500 m3～3000 m3，

每层至少一次。 

3.坝壳砂砾（卵）料干密度、

颗粒级配：1 次/15000 m3～

30000 m3。 

4.坝壳砾质土干密度、含水

率：1 次/10000 m3～20000 

m3。 

5.堆石料干密度、颗粒级

配：1 次/150000 m3～

300000 m3。 

断面尺寸、

平整度等 
量测 

沿坝体纵轴线每 50 m 

至少抽检 1 个断面，

每个单位工程至少抽

检 3 个断面。 

/ 

沿坝体纵轴线每 50 m～100 

m 至少抽检 1 个断面，每

个单位工程至少抽检 3 个

断面。 

注1：表中未列的其他检验项目、频次和依据见相关规范、标准。 

注2：设计文件对检测项目、部位及数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3：国家及行业颁布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则按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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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防渗工程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见表 B.5。 

表B.5 防渗工程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

检测
全过程检测 

帷幕

灌浆

和固

结灌

浆 

透水率 
钻孔取芯 

压水试验 

SL 31 

SL 291 

SL/T 62 

帷幕灌浆检查孔的

数量可为灌浆孔总

数的10％左右，一

个坝段或一个单元

工程内至少应布置

一个检查孔。 

/ 

灌浆总孔数的 2％-5％，每 3 个单

元工程至少布置 1 个检查孔，并进

行压水试验，位置应具有代表性。

压水试验应分段进行，分段长度不

宜大于 5 m。 

单排帷幕时，布置检查孔不少于 2

个，双排或双排帷幕以上时，布置

检查孔不少于 4 个。 

固结灌浆布置检查孔不少于 3 个。

压密

注浆 

密实度 

标准贯入试验 

钻孔取样 

室内试验 

GB/T 50123

SL 345 

检验数量不应少于

注浆孔数的 2％～

5％。 

注浆总孔数的 2％～5％，至少要钻

3 个比对孔，且比对孔与检查孔取

样深度及标贯深度应一致。 

注水试验应分段进行，分段长度不

宜大于 5 m。 
渗透系数 注水试验 

冲抓

套井

回填

粘土

防渗

墙 

压实度 钻孔取样 
每孔 2 m 内应抽检 

1次压实度。 
抽检总孔数的 1％-3％，且不应少

于 5～8 个钻孔。抽检压实度不应

少于 40～80 个。 

注水试验应分段进行，分段长度不

宜大于 5 m。 

渗透系数 注水试验 / 

混凝

土防

渗墙 

渗透系数 钻孔注水试验 

SL 174 

SL 291 

SL 326 

SL 345 

SL/T 352 

钻孔取芯：1 孔

/10-20 个槽段或 

1孔/50-100 m，且

每项工程不少于 

3-5 孔（位置应具

有代表性）。 

注水试验应分段进

行，分段长度不宜

大于 5 m。 

钻孔取芯：1 孔/10-20 个槽段或 1

孔/50-100 m，且每项工程不少于

3-5 孔（位置应具有代表性）。 

注水试验应分段进行，分段长度不

宜大于 5 m。 

浅部开挖检查：1 处/500 m，且每

项工程不少于 3 处，墙体接缝处不

应少于 1 处。 

无损检测：全程(墙体连续性、墙体

有效深度)。 

连续性、 

均匀性、 

墙体厚度、

有效深度 

钻孔取芯、 

浅部开挖检查、

无损检测（跨孔

声波、 

垂直反射波法、 

直流电法、 

探地雷达法等） 

抗压强度、

弹性模量、

渗透试验 

室内抗压强度

试验、 

弹模试验、 

室内渗透试验 

渗透试验、抗压强度、弹性模量试

验不少于 6 组。 



DB34/T 2290—2022 

22 

表B.5 (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

测 
全过程检测 

高

喷

墙 

渗透系数 

钻孔注水试验

围井渗透试验

室内渗透试验

SL 345 

SL 326 

SL/T 352 

DB34/T 1928 

1.每 3 个～5 个单元工

程宜布置一个围井；少于 

3 个单元的工程，至少应

布置一个围井。 

2.每个单元工程可布置 1

个检查孔。 

/ 

1.钻孔（渗透系数、强度等）：

1 孔/300-500 m，且每项工程

不少于 3-5 孔（位置应具有

代表性）。 

注水试验应分段进行，分段长

度不宜大于 5 m。 

2.浅部开挖检查：1处/500 m，

且每项工程不少于 3 处，墙

体搭接处不应少于 1 处。 

3.无损检测：全程(墙体连续

性、墙体有效深度)。 

连续性、

均匀性、

墙体有效

搭接厚

度、有效

深度 

钻孔取芯 

浅部开挖 

无损检测（垂

直反射波法、

直流电法、探

地雷达法等）

抗压强度 
室内抗压强度

试验 
抗压强度试验不少于 6 组。

多

头

小

直

径

深

层

搅

拌

桩

防

渗

墙 

渗透系数 
钻孔注水试验

室内渗透试验

GB/T 50123 

SL 326 

SL 345 

SL/T 352 

DB34/T 1928 

钻孔（渗透系数、强度等）：

1 孔/300-500 m，且每项

工程不少于 3-5 孔（位置

应具有代表性）。 

注水试验应分段进行，分

段长度不宜大于 5 m。 

1.钻孔（渗透系数、强度等）：

1 孔/300-500 m，且每项工程

不少于 3-5 孔（位置应具有

代表性）。 

注水试验应分段进行，分段长

度不宜大于 5 m。 

2.浅部开挖检查：1 处/500 

m，且每项工程不少于 3 处，

墙体搭接处不应少于 1 处。

3.无损检测：全程(墙体连续

性、墙体有效深度)。 

连续性、

均匀性、

墙体有效

搭接厚

度、有效

深度 

钻孔取芯 

浅部开挖 

无损检测（垂

直反射波法、

直流电法、探

地雷达法等）

抗压强度 
室内抗压强度

试验 
抗压强度试验不少于 6 组。

注1：表中未列的其他检验项目、频次和依据见相关规范、标准。 

注2：设计文件对检测项目、部位及数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3：国家及行业颁布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则按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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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泵站（水电站）、水闸工程金属结构制作安装及机械、电气设备安装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见表 B.6。 

表B.6 泵站（水电站）、水闸工程金属结构制作安装及机械、电气设备安装主要检测项目和数量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拦污 

、清

污设

备制

造、

安装 

拦污栅焊缝质量 

超声波探伤、

尺具量测、 

目视 

GB/T 14173 

GB/T 11345 

GB/T 29712 

SL 105 

 

全检 / 

每种规格/型式不应少

于一台（套）；同规格

/型式清污机：二台

（套）及以下全检，三

台（套）及以上检测数

量不少于总数的50％。

负荷试验应视检测条

件具备与否而选做。 

栅体制造公差和

偏差 
量测 

防腐涂层厚度及

附着力 

磁阻法、 

划格法 

清污机空运转试

验 
量测、 

目测、 

拍照 
清污机空载试验 

清污机负荷试验 

钢闸

门制

造、

安装 

焊缝缺陷 

超声波探伤、

射线探伤、 

尺具量测、 

目视 

GB/T 3323.1 

GB/T 11345 

GB/T 29711 

GB/T 29712 

GB/T 37910.1 

SL 36 

全检 

/ 

板厚小于 38 mm，超声

波探伤：一类焊缝不少

于 50％，二类焊缝不

少于 30％； 

射线探伤：一类焊缝不

少于 15％，二类焊缝

不少于 10％； 

板厚大于等于 38 mm，

超声波探伤：一类焊缝

100％，二类焊缝不少

于 50％； 

射线探伤：一类焊缝不

少于 20％，二类焊缝

不少于 10％； 

金属涂层（应检）、 

非金属涂层及结

合性能 

磁阻法、 

划格法 

GB/T 14173 

SL 105 抽检数量不应

少于自检数量

的 20％抽检，

每种规格/型式

不应少于一扇。 

同规格/型式闸门：抽

检数量不少于 30％，

每种规格/型式不少于

一扇 ，重要工况运行

闸门应全检。 

几何尺寸、 

组装公差或偏差 
量测 

GB/T 14173 

SL 545 

SL 582 

埋件安装位置尺

寸公差 

或偏差 

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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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 （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钢闸

门制

造、

安装 

启闭运行试验 

（试运行试验、无

荷载试验、荷载试

验等） 

量测、 

目测、 

拍照 

  / 
重要工况运行闸门抽检

数量不少于 50％ 

主要钢材力学性

能 

拉伸、 

弯曲试验 
相应产品标准 

不同规格主

材试样均不

应少于 1 

组 

/ 
主要受力构件板材试样

不应少于 1 组 

压力

钢管

制

造、

安装 

焊缝内部缺陷 

超声波探伤 

GB/T 11345 

GB/T 29712 

SL 432 

全检 / 

同规格及型式的管节：

抽检数量不少于 50％，

每种型式的管节不少于

1 节。 

超声波探伤：一类焊缝

100％，二类焊缝不少于

50％；当超声波探伤有

疑问时，采用射线探伤

复测；一类焊缝 2％，

二类焊缝 1％。 

射线探伤 

GB/T 3323.1 

GB/T 37910.1 

SL 432 

涂层厚度 磁阻法 
SL 105 

SL 432 

平整表面每 10 m2 抽检

不少于三个局部厚度，

结构复杂表面每 2 m2抽

检不少于一个局部厚

度。 

结构尺寸、 

安装尺寸及形位

偏差 

量测 
SL 432 

SL 582 
全检 

同规格及型

式的管节：抽

检数量不少

于 30％， 

每种型式的

管节不少于 

1 节。 

同规格及型式的管节：

抽检数量不少于 50％，

每种型式的管节不少于

1 节。 

制造、组装检测项目：

根据管节的具体型式及

结构尺寸，不少于规范

规定的主要检测项次。

主要钢材力学性

能 

拉伸、弯曲、

冲击试验 
相应产品标准 

不同规格主

材试样均不

应少于 1 

组 

/ 
主要受力构件板材试样

不应少于 1 组 

压力钢管水压试

验（渗漏） 

压力表、 

目视 
SL 432 联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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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水

泵

和

水

轮

发

电

机

组

安

装 

焊缝及机械部件

质量 

超声波探伤、 

渗透探伤、 

磁粉探伤、 

射线探伤 

GB 10069.3 

GB/T 3323.1 

GB/T 8564 

GB/T 9443 

GB/T 9444 

GB/T 9652.2 

GB/T 10969 

GB/T 11345 

GB/T 29712 

GB/T 37910.1 

SL 317 

SL 636 

全检 / 

二台（套）及以下全检；

三台（套）及以上每台

套抽检项目应不少于

所有检测项的 30％，

总体应包含所有检测

项。 

几何尺寸及变形 量测 

高程 水准仪测量 

机组水平度 水平仪测量 

机组同轴度 千分尺测量 

间隙(含气隙) 
塞尺、 

游标卡尺测量 

机组各部摆度 百分表测量 

定子转子圆度 尺具量测 

电

气

设

备

安

装 

绝缘电阻 

吸收比或极化指

数 

绝缘电阻仪测量

GB 50150 

GB/T 14285 

SL 638 

全检 / 

二台（套）及以下全检；

同类产品三台（套）及

以上每台套抽检项目

应不少于所有检测项

的 30％，总体应包含

所有检测项。 

绕组直流电阻 电阻仪测量 

绕组直流耐压及

泄漏电流 

试验变压器、 

微安表测量 

交流耐压 
试验变压器、 

串联谐振测量 

绕组介质损耗 介损仪测量 

开关导电回路电

阻 
电阻仪测量 

断路器操动机构 
开关机械特性测

试仪 

断路器分、合闸时

间及 

同期性 

开关仪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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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 （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电气

设备

安装 

励磁特性 
励磁特性测试仪

测量 

GB 50150 

GB/T 7261 

SL 638 

全检 / 

二台（套）及以下全检；

同类产品三台（套）及

以上每台套抽检项目应

不少于所有检测项的 

30％，总体应包含所有

检测项。 

避雷器泄漏电流 避雷器试验仪 

绝缘油介电强度 
介电强度测试仪

测量 

变比及组别测量 变比组别测试仪 

密封性试验 检漏仪测量 

接地装置 电阻仪测量 

电气

二次

设备

(自

动

化) 

继电保护装置 综保仪测量 

SL 439 

DB34/T 2204

DB34/T 2630

DB34/T 2631

全检 / 

二台（套）及以下全检；

同类产品三台（套）及

以上每台套抽检项目应

不少于所有检测项的 

30％， 

总体应包含所有检测

项。 

计算机监控系统 

仪器测量 

工业电视系统 

通讯（信）系统 

机组

综合

性能 

流量、扬程 
流速仪、 

水准仪测量 
SL 548 

全检 / 

二台（套）及以下全检，

三台（套）及以上抽检

数量不应少于总数量的 

50％。 

其中压力脉动、功率和

效率应视检测条件具备

与否而选做。 

机组运行振动、压

力脉动、转速、真

空度、噪声、电流、

电压、频率、相位、

功率、效率、功率

因数、温度 

测振仪、 

压力变送器、 

转速表、 

真空压力表、 

百分表、噪声仪、

电量仪、测温仪、

泵效测试仪测量 

GB 10069.3 

GB/T 17189 

GB/T 20043 

DL/T 507 

SL 555 

信息

网络

接入

系统 

连通性 

仪器测试 GB/T 21671 

执行 GB/T 

21671 的相

关规定 

/ / 

链路传输速率 

吞吐率 

传输时延 

丢包率 

噪声 

检测 
声级 声级计 

GB 12523 

JB/T 13712 

执行 GB 

12523 、JB/T 

13712 等相

关规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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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续） 

名 

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自检 平行检测 全过程检测 

启闭

机制

造、

安装 

主要零部件制造

缺陷及尺寸公差、

组装偏差 

量测 

GB 8918 

GB/T 17394.1 

SL 381 

全检 

抽检数量不

应少于自检

数量的30％

抽检，且不应

少于一台

（套）。 

每种规格/型式不应少

于一台（套）； 

同规格/型式启闭机：

二台（套）及以下全检，

三台（套）及以上检测

数量不少于总数的

30％。 

负荷运行试验应视检

测条件具备与否而选

做。 

安装位置偏差 量测 

钢丝绳直径及不

圆度 
量测 

开式齿轮齿面硬

度、制动轮表面硬

度 

仪器测量 

试运行试验 量测、目测 

负荷运行试验 
量测、目测、

拍照 

注1：表中未列的其他检验项目、频次和依据见相关规范、标准。 

注2：设计文件对检测项目、部位及数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3：国家及行业颁布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则按新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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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JGJ/T 23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41］JGJ/T 27  钢筋焊接接头试验方法标准 

［42］JGJ 107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43］JGJ 145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44］JGJ/T 152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准 

［45］JTG E20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46］JTG E51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 

［47］SL 17  疏浚与吹填工程技术规范 

［48］SL 27  水闸施工规范 

［49］SL 31  水利水电工程钻孔压水试验规程 

［50］SL 49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施工规范 

［51］SL 52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测量规范 

［52］SL 53  水工碾压混凝土施工规范 

［53］SL/T 62  水工建筑物水泥灌浆施工技术规范 

［54］SL 105  水工金属结构防腐蚀规范 

［55］SL 174  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技术规范 

［56］SL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57］SL 234  泵站施工规范 

［58］SL 235  土工合成材料测试规程 

［59］SL 260  堤防工程施工规范 

［60］SL/T 264  水利水电工程岩石试验规程 

［61］SL 317  泵站设备安装及验收规范 

［62］SL 345  水利水电工程注水试验规程 

［63］SL/T 352  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64］SL 377  水利水电工程锚喷支护技术规范 

［65］SL 378  水工建筑物地下开挖工程施工规范 

［66］SL 381  水利水电工程启闭机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67］SL 432  水利工程压力钢管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68］SL 439  水利系统通信工程验收规程 

［69］SL 548  泵站现场测试与安全监测规程 

［70］SL 555  小型水电站现场效率试验规程 

［71］SL 631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土石方工程 

［72］SL 632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混凝土工程 

［73］SL 633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 

［74］SL 634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堤防工程 

［75］SL 635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水工金属结构安装工程 

［76］SL 636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水轮发电机组安装工程 

［77］SL 638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发电电气设备安装工程 

［78］SL 677  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 

［79］SL 713  水工混凝土结构缺陷检测技术规程 

［80］DB34/T 371.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范 第1部分：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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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DB34/T 1928   水利水电工程水泥土截渗墙试验测试规程 

［82］DB34/T 1930   预制混凝土护坡砌块检验方法 

［83］DB34/T 2204   大中型水闸工程自动化系统检测规范 

［84］DB34/T 2233   预制混凝土砌块护坡工程技术规程 

［85］DB34/T 2630   泵站计算机监控与视频监视系统检测规范 

［86］DB34/T 2631   泵站计算机监控与视频监视系统验收规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