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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部分检查项目的检查方法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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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了部分检查项目的单位；
———对部分条款进行了文字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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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修改内容详见本勘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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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ＪＴＧ Ｆ８０ ／ １—２０１７）

（第 １ 版第 １ 次勘误）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２ 目次 　 ９ ５　 盖板安装
　 ９ ５　 盖板制作

　 ９ ６　 盖板安装

　 增加 “９ ５　 盖板

制作”

５ 目次

　 附录 Ｄ　 水泥混凝土抗压强

度评定

　 附录 Ｆ　 水泥砂浆强度评定

　 附录 Ｄ　 水泥混凝土抗压强

度评定

　 附录 Ｅ　 喷射混凝土抗压强

度评定

　 附录 Ｆ　 水泥砂浆强度评定

　 增加 “附录 Ｅ　 喷

射混凝土抗压强度

评定”

８

表 ４ ３ ２　 项次 ２△ 　 不大于设计值 　 ≤设计验收弯沉值

　 表 ４ ３ ２　 注
　 注： ①上下路床填土时压实

度检验标准同土方路基。

　 注： ①上下路床填土时压实

度检验标准同土方路基。
　 ②土石混填路基压实度可根

据实际可能进行检验。

９

表 ４ ４ ２⁃３　 项次 ３△
　 查施工记录并结合重型动力

触探
　 查施工记录

表 ４ ４ ２⁃４　 项次 ３△
　 查施工记录并结合 ０ ２％ 成

桩取芯检查

　 查施工记录并结合取芯检查

０ ２％ ， 且不少于 ３ 根

表 ４ ４ ２⁃４　 项次 ５△ 　 不小于设计值 　 满足设计要求

１０

表 ４ ４ ２⁃５　 项次 ３△ 　 查施工记录并结合取芯检查
　 查施工记录并结合取芯检查

０ ２％ ， 且不少于 ３ 根

表 ４ ４ ２⁃５　 项次 ４△ 　 不小于设计值 　 满足设计要求

表 ４ ４ ２⁃５　 项次 ５ 　 复合地基承载力 　 地基承载力

表 ４ ４ ２⁃６　 项次 １△ 　 按附录 Ｂ 检查 　 按附录 Ｄ 检查

１４ 第 ２ 行
　 １　 不应该出现附录 Ｐ 中基

础外观限制性缺陷。
　 １　 不应该出现附录 Ｐ 中基

础外观限制缺陷。

１８ 第 ９ 行

　 ６ １ ６　 第 ６ 章及第 ８ 章未

包含的小型砌石构造物的检验

可参照本标准第 ６ １１ 节执行。

　 ６ １ ６　 第 ６ 章及第 ８ 章未

包含的小型砌石构造物的检验

可参照本标准第 ６ １０ 节执行。

２８ 第 １ 行

　 ６ １０ ３　 其他砌石构筑物外

观质量应符合本标准第 ６ ８ ３
条的规定。

　 ６ １０ ３　 其他砌石构筑物外

观质量应符合下列的规定：
　 １　 浆砌缝开裂， 勾缝不密

实和脱落的累计换算面积不得

超过该面面积的１ ５％ ， 且单

个最 大 换 算 面 积 不 应 大 于

０ ０８ｍ２， 换算面积应按缺陷缝

长度乘以 ０ １ｍ 计算。
　 ２　 砌体不得出现塌陷、 外

鼓变形。

—１—



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４２
倒 ５ 行

　 ５） 预应力钢丝采用镦头锚

时， 镦头应圆整， 不得有斜歪

或破裂现象。

　 ５） 预应力钢丝采用镦头锚

时， 镦头应头型圆整， 不得有

斜歪或破裂现象。

表 ８ ３ ２⁃１　 项次 ２△ 　 张拉应力值 　 张拉应力值 （ＭＰａ）

４３

表 ８ ３ ２⁃２　 项次 ３△ 　 张拉应力值 　 张拉应力值 （ＭＰａ）

表 ８ ３ ２⁃２　 项次 ５
　 每束 １ 根， 且每断面总数不

超过钢丝总数的 １％

　 钢束： 每束 １ 根， 且每断面

总数不超过钢丝总数的 １％ ；
钢筋： 不允许

倒 ６ 行

　 ３） 管道最高位置应设置排

气孔， 排气、 排水孔应在原浆

溢出后方可封闭。

　 ３） 管道最高位置应设置排

气孔或检查孔， 排气孔、 检查

孔内应充满原浆。

４４

表 ８ ３ ３　 项次 ２△ 　 满足施工技术规范规定 　 满足设计要求

表 ８ ３ ３　 项次 ３ 　 满足施工技术规范规定 　 满足设计要求

倒 ５ 行
　 辐射缝两侧相邻两行拱石的

砌缝应有不小于

　 辐射缝两侧相邻两行拱石的

砌缝错开距离应不小于

倒 ４ 行 　 １００ｍｍ 的错开。 　 １００ｍｍ。

表 ８ ４ ２⁃１ 　 表 ８ ４ ２⁃１　 基础砌体
　 表 ８ ４ ２⁃１ 　 基础砌体实测

项目

４７

第 ４ 行

　 ２ 　 钻孔灌注桩实测项目应

符合表 ８ ５ ２ 的规定， 且任一

排架桩的桩位不得有超过

　 ２ 　 钻孔灌注桩实测项目应

符合表 ８ ５ ２ 的规定。

第 ５ 行 　 表中数值两倍的偏差。 　 表中数值两倍的偏差。 　 删除此句话

表 ８ ５ ２　 项次 ２ 　 排架桩 　 ≤５０ 排架桩
允许 ≤５０

极值 ≤１００

倒 ２ 行
　 的规定， 且任一排架桩的桩

位不得有超过表中
　 的规定。

倒 １ 行 　 数值 ２ 倍的偏差。 　 数值 ２ 倍的偏差。 　 删除此句话

表 ８ ５ ３　 项次 ２ 　 排架桩 　 ≤５０ 　 排架桩
允许 ≤５０

极值 ≤１００

表 ８ ５ ３　 项次 ３△ 　 测绳量 　 测绳

４８
续表 ８ ５ ３
项次 ６△

　 每桩均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

未要求时， 每桩不低于Ⅱ类

　 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未要求

时， 采用低应变反射波法或超

声波法： 每桩检测

—２—



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４９

续表 ８ ５ ４⁃２
项次 ６△

　 量规： 抽查 １０％ 桩， 检查

全部缝

　 量规： 抽查 １０％ 桩， 检查

全部焊缝， 每条焊缝检查 ３ 处

　 超声法： 满足设计要求； 抽

查 １０％ 桩， 每桩检查 ２０％ 焊

缝， 且不少于 ３ 条

　 射线法： 满足设计要求； 抽

查 １０％ 桩， 每桩检查 ２％ 焊

缝， 且不少于 １ 条

　 超声法： 满足设计要求； 设

计未要求时， 抽查 １０％ 桩，
每桩检查 ２０％ 焊缝， 且不少

于 ３ 条

　 射线法： 满足设计要求； 设

计未要求时， 抽查 １０％ 桩，
每桩检查 ２％ 焊缝， 且不少于

１ 条

续表 ８ ５ ４⁃２　 注

　 注： Ｄ 为桩径、 Ｓ 为桩长，
Ｌ 为桩周长， 计算规定值或允

许偏差时以 ｍｍ 计， δ 为壁

厚， 以 ｍｍ 计。

　 注： Ｄ 为桩径， Ｓ 为桩长，
Ｌ 为桩周长， δ 为壁厚， 计算

规定 值 或 允 许 偏 差 时 均 以

ｍｍ 计。

表 ８ ５ ４⁃３　 注
　 ２ Ｄ 为桩径或短边长度， 以

ｍｍ 计。

　 ２ Ｄ 为桩径或短边长度， 计

算规 定 值 或 允 许 偏 差 时 以

ｍｍ 计。

５０

第 ２ 行
　 ３） 无损和取芯检测数量及

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３） 无损和取芯检测数量及

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第 ６ 行
　 ６） 接头的接轨形式应符合

设计要求。
　 ６） 接头的接轨形式应符合

设计要求。
　 删除此段话

表 ８ ５ ５　 项次 ３
　 超声法波测槽仪或成槽机监

测系统铅锤法：
　 超声波测槽仪或成槽机监测

系统：

表 ８ ５ ５　 项次 ５ 　 测绳或超声法波测槽仪： 　 测绳或超声波测槽仪：

表 ８ ５ ５　 项次 ６
　 矩 形 测 规 或 超 声 法 波 测

槽仪：
　 矩形测规或超声波测槽仪：

表 ８ ５ ５　 注 　 注： Ｈ 为墙高， 以 ｍｍ 计。
　 注： Ｈ 为墙高， 计算规定值

或允许偏差均以 ｍｍ 计。

表 ８ ５ ６　 项次 ２

　 ± ０ ５％ Ｂ， Ｂ ＞ ２４ｍ 时

± １２０
　 Ｂ≤２４ｍ 时， ± ０ ５％ Ｂ； Ｂ ＞
２４ｍ 时， ± １２０

　 ± ０ ５％ Ｒ， Ｒ ＞ １２ｍ 时 ± ６０
　 Ｒ≤１２ｍ 时， ± ０ ５％ Ｒ； Ｒ ＞
１２ｍ 时， ± ６０

５１ 表 ８ ５ ７　 注
　 注： Ｄ 为围堰直径， ｈ 为围

堰高度， 均以 ｍｍ 计。

　 注： Ｄ 为围堰直径， ｈ 为围

堰高度， 计算规定值或允许偏

差时均以 ｍｍ 计。

—３—



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５３
表 ８ ６ １⁃１　 项次 ３ 　 全站仪或垂线法： 　 全站仪或铅锤法：

表 ８ ６ １⁃１　 项次 ５△ 　 １０， 且相对前一节段≤８ 　 ≤１０， 且相对前一节段≤８

５４ 表 ８ ６ １⁃２　 项次 ６
　 ２ｍ 直尺： 顺盖梁长度方向

每侧面测 ３ 处

　 ２ｍ 直尺： 每侧面测 ３ 处，
每处测长度方向

５５

表 ８ ６ ２　 项次 ３ 　 全站仪： 纵、 横向各测 ２ 处
　 全站仪或铅锤法： 纵、 横向

各测 ２ 处

倒 ６ 行

　 ３） 应对组合桥台的位移、
沉降、 转动及各部分是否紧贴

进行观测。

　 ３） 应对组合桥台的位移、
沉降、 转动及各部分是否紧贴

进行观测， 超出允许范围的应

进行分析处理。

５８ 续表 ８ ７ ２⁃１　 项次 ７ 　 ０ ５ 　 ≤０ ５

５９

表 ８ ７ ３　 项次 ２△ 　 落梁反力 　 落梁反力 （ｋＮ）

倒 ５ 行 　 梁段间胶结材料的种类、
　 拼 接 梁 段 间 胶 结 材 料 的

种类、

６２ 倒 ２ ～倒 １ 行

　 拱的安装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８ ８ ３⁃１ ～ 表 ８ ８ ３⁃３ 的规定，
且任一对称点相对高差或对称

接头点相对高差不得有超过表

中数值 ２ 倍且反向的偏差。

　 拱的安装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８ ８ ３⁃１ ～表 ８ ８ ３⁃３ 的规定。

６３

表 ８ ８ ３⁃１
项次 ４△

Ｌ≤６０ｍ ≤２０ 允许

Ｌ≤６０ｍ ≤２０

Ｌ ＞ ６０ｍ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Ｌ ＞ ６０ｍ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极值
　 允许偏差的

２ 倍， 且反向

表 ８ ８ ３⁃２
项次 ５△

Ｌ≤６０ｍ ≤２０ 允许

Ｌ≤６０ｍ ≤２０

Ｌ ＞ ６０ｍ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Ｌ ＞ ６０ｍ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极值
　 允许偏差的

２ 倍， 且反向

６４

第 ７ 行
　 杆件在施工中， 不应开裂或

局部构件失稳。
　 杆件在施工中， 不应出现开

裂或局部构件失稳。
增加 “出现”

第 ９ 行 　 浇筑顺序符合设计规定。 　 浇筑顺序满足设计要求。

第 １２ ～ １３ 行

　 规定， 且任一对称点相对高

差不得有超过表中数值 ２ 倍且

反向的偏差。
　 规定。

表 ８ ８ ５⁃２
项次 ３△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允许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极值 允许偏差的 ２ 倍， 且反向

—４—



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６５

表 ８ ８ ５⁃３　 项次 ４△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允许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极值 允许偏差的 ２ 倍， 且反向

第 ２ 行
　 骨 架 曲 线 无 异 常 折 弯 或

变形。
　 骨架应无异常变形， 其线形

无异常弯折。

倒 ２ ～倒 １ 行

　 规定， 且任一对称点相对高

差不得有超过表中数值 ２ 倍且

反向的偏差。
　 规定。

６６

续表 ８ ８ ６⁃１　 项次 ７ 　 ≤０ １ 倍板厚， 且≤２ 　 ≤０ １ｔ， 且≤２

续表 ８ ８ ６⁃１　 项次 ９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续表 ８ ８ ６⁃１　 注
　 注： Ｄ 为钢管直径， 计算规

定值或允许偏差时以 ｍｍ 计。

　 注： Ｄ 为钢管直径， ｔ 为板

厚， 计算规定值或允许偏差时

均以 ｍｍ 计。

表 ８ ８ ６⁃２　 项次 ３△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允许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极值 允许偏差的 ２ 倍， 且反向

表 ８ ８ ６⁃２　 项次 ４ 　 ≤０ ２ 倍壁厚， 且≤２ 　 ≤０ ２ｔ， 且≤２

表 ８ ８ ６⁃２　 项次 ５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８ ６⁃２　 项次 ７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表 ８ ８ ６⁃２　 注
　 Ｌ 为跨径， 计算规定值或允

许偏差时以 ｍｍ 计。

　 Ｌ 为跨径， ｔ 为壁厚， 计算

规定 值 或 允 许 偏 差 时 均 以

ｍｍ 计。

表 ８ ８ ６⁃３　 项次 ５△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允许 ≤Ｌ ／ ３ ０００， 且≤４０

极值 允许偏差的 ２ 倍， 且反向

倒 １ 行
　 钢管拱肋线形无异常折弯或

变形。
　 钢管拱肋应无异常变形， 其

线形无异常弯折。

６７

第 ３ 行
　 终拧后高强螺栓丝扣外露应

为 ２ 扣和或 ３ 扣，
　 终拧后高强螺栓丝扣外露应

为 ２ ～ ３ 扣，

第 １１ ～ １２ 行
　 规定， 且任一吊杆拉力不得

有超过 ± ２０％的偏差。
　 规定。

表 ８ ８ ７⁃１　 项次 ２△
　 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未要求

时 ± １０％

允许
　 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

未要求时 ± １０％

极值
　 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

未要求时 ± ２０％

表 ８ ８ ７⁃１　 项次 ４
吊点高程

（ｍｍ）

高程 ± １０

两侧高差 ≤２０

吊点高程

（ｍｍ）
± １０

　 删除高程、 两侧

高差、 ≤２０

表 ８ ８ ７⁃２　 项次 １△ 　 张拉应力值 （ＭＰａ） 　 张拉力值 （ｋＮ）

—５—



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６８

第 ４ ～ ５ 行

　 ４） 高强螺栓连接摩擦面的

抗滑移系数应进行检验， 检验

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５） 摩

擦面应保持干燥、 整洁， 安装

出现间隙时的处理应符合相关

技术规范的规定。

　 ４） 高强螺栓连接摩擦面的

抗滑移系数应进行检验， 检验

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且摩擦

面应保持干燥、 整洁， 安装出

现间隙时的处理应符合相关技

术规范的规定。

　 删除序号 ５）

第 ７ ～ １０ 行

　 ６） 钢梁梁段应进行……。
　 ７） 钢梁或梁段及其……。
　 ８） 排水设施……。

　 ５） 钢梁梁段应进行……。
　 ６） 钢梁或梁段及其……。
　 ７） 排水设施……。

　 更改序号

表 ８ ９ １⁃１　 项次 ８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９ １⁃１　 项次 １０△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表 ８ ９ １⁃１ 　 注 　 ｈ 为腹板高， 以 ｍｍ 计。
　 ｈ 为腹板高， 计算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时以 ｍｍ 计。

６９

表 ８ ９ １⁃２　 项次 ７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９ １⁃２　 项次 ９△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表 ８ ９ １⁃３　 项次 １１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９ １⁃３　 项次 １３△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７０

表 ８ ９ １⁃４　 项次 ２ 　 ≤４ 　 ≤６

表 ８ ９ １⁃４　 项次 ７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９ １⁃４　 项次 ９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７１

续表 ８ ９ １⁃５　 项次 ７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续表 ８ ９ １⁃５　 项次 ９△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续表 ８ ９ １⁃５　 注 　 ｈ 为梁高， 以 ｍｍ 计。
　 ｈ 为梁高， 计算规定值或允

许偏差时以 ｍｍ 计。

表 ８ ９ １⁃６　 项次 ２ 　 ≤４ 　 ≤６

表 ８ ９ １⁃６　 项次 ５ 　 ± ５ 　 ≤５

表 ８ ９ １⁃６　 项次 ７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９ １⁃６　 项次 ８△
　 超声法： 检查全部， 每条焊

缝检查 ３ 处
　 超声法： 检查全部

表 ８ ９ １⁃６　 项次 ９△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７２

第 １４ ～ １６ 行

　 ４） ……检验结果应满足设

计要求。
　 ５） 安装时， 摩擦面应……
技术规范规定。

　 ４） ……检验结果应满足设

计 要 求。 安 装 时， 摩 擦 面

应……技术规范规定。
　 删除序号 ５）

第 １７ 行 　 ６） 钢梁运输……的构件。 　 ５） 钢梁运输……的构件。 　 更改序号

表 ８ ９ ２　 项次 ４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９ ２　 项次 ６△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６—



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７３

第 ２ 行
　 钢梁线形不得出现异常弯

折、 变形。
　 钢梁应无异常变形， 其线形

无异常弯折。

第 ６ 行
　 钢梁防护应满足下列基本

要求：
　 钢梁防护应符合下列基本

要求：

７４ 表 ８ １０ １⁃２　 项次 ４ 　 每段面 ５ 处 　 每断面 ４ 处

７５
表 ８ １０ ２⁃１　 项次 ８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１０ ２⁃１　 项次 １０△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７６

续表 ８ １０ ２⁃２　 项次 ７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续表 ８ １０ ２⁃２　 项次 ９△ 　 均无裂纹 　 无裂纹

表 ８ １０ ３⁃１　 项次 ４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１０ ３⁃２　 项次 ４△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７８

表 ８ １０ ５⁃１　 项次 ４△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要求，
且最大偏差≤１０％设计值

允许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

要求

极值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

要求； 未要求时最大偏

差≤１０％设计值

表 ８ １０ ５⁃１　 项次 ６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要求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要求；
未要求时， 纵向≤３０， 横向

≤２０

表 ８ １０ ５⁃１　 项次 ８ 　 ± ２ 　 ± ８

７９

续表 ８ １０ ５⁃２　 项次 ３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要求，
且最大偏差≤１０％设计值

允许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

要求

极值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

要求； 未要求时最大偏

差≤１０％设计值

续表 ８ １０ ５⁃２　 项次 ５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规定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要求；
未要求时， 纵向≤３０， 横向

≤２０

第 １２ ～ １４ 行

　 ４ ） 高 强 螺 栓 连 接 摩 擦

面……满足设计要求。
　 ５） 安装时， 摩擦……技术

规范规定。

　 ４ ） 高 强 螺 栓 连 接 摩 擦

面……满足设计要求。 安装

时， 摩擦……技术规范规定。
　 删除序号 ５）

第 １５ ～ １９ 行

　 ６） 千斤顶……使用。
　 ７） 施工……调整。
　 ８） 悬臂……进行。

　 ５） 千斤顶……使用。
　 ６） 施工……调整。
　 ７） 悬臂……进行。

　 更改序号

—７—



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８０

续表 ８ １０ ６⁃１
项次 ２△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要求，
且最大偏差≤１０％设计值

允许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

要求

极值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

要求； 未要求时， 最大

偏差≤１０％设计值

续表 ８ １０ ６⁃１
项次 ４

　 满足设计及施工控制规定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要求；
未要求时， 纵向≤３０， 横向

≤２０

续表 ８ １０ ６⁃１
项次 ９△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表 ８ １０ ６⁃２　 项次 ６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１０ ６⁃２　 项次 ８△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８１

表 ８ １０ ７　 项次 ５ 　 满足设计及施工控制规定

　 满足设计及施工控制要求；
未要求时， 纵向≤３０， 横向

≤２０

表 ８ １０ ７　 项次 ８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表 ８ １０ ８　 项次 ４△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要求，
且最大偏差≤１０％设计值

允许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

要求

极值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

要求； 未要求时， 最大

偏差≤１０％设计值

８２ 第 ６ 行
　 其收缩性能和强度应满足设

计要求。
　 其 收 缩 性 能 应 满 足 设 计

要求。
　 删除 “和强度”

８３

表 ８ １１ ２⁃１　 项次 １０△
　 设计未要求时 １００％ 超声法

波探伤

　 设计未要求时 １００％ 超声波

探伤
　 删除 “法”

表 ８ １１ ２⁃２　 项次 ４ 　 每件测 　 测每件

表 ８ １１ ２⁃２　 项次 ６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１１ ２⁃２　 项次 ６ 　 每条焊缝检查 ３ 处 　 每条焊缝检查 ２ 处

８４

表 ８ １１ ３⁃２　 项次 ４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１１ ３⁃２　 项次 ４ 　 每条焊缝检查 ３ 处 　 每条焊缝检查 ２ 处

表 ８ １１ ３⁃２　 项次 ６△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８５
表 ８ １１ ４　 项次 ２ 　 每个测 　 测每个

倒 ２ 行 　 符合要求 　 满足要求

８８ 表 ８ １１ ８⁃１　 项次 ４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８９ 表 ８ １１ ９　 项次 ５△
　 角度仪： 每锚测 ３ 处两个相

互垂直方向
　 角度仪： 检查每锚

—８—



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９０ 表 ８ １１ １１　 注
　 Ｌ 为 螺 杆 孔 深 度， 以

ｍｍ 计。
　 Ｌ 为螺杆孔深度， 计算规定

值或允许偏差时以 ｍｍ 计。

９１

第 ６ 行 　 试验结果符合要求。 　 试验结果满足要求。

表 ８ １１ １２　 项次 ６△
　 角度仪： 每锚测 ３ 处， 每处

测两个相互垂直方向
　 角度仪： 检查每锚

９３

表 ８ １１ １５　 项次 ４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表 ８ １１ １５　 项次 ４ 　 每条焊缝检查 ２ 处 　 每条焊缝检查 ３ 处

表 ８ １１ １５　 项次 ６△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表 ８ １１ １６　 项次 １ 　 尺量： 测 ２ 处 　 尺量： 每个测 １ 处

９４

第 １４ 行 　 钢箱梁 　 钢加劲梁

表 ８ １１ １８　 项次 ３△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规定，
未规定时 ± １０％

　 满足设计和施工控制要求，
未要求时 ± １０％

９６

表 ８ １２ ２⁃１　 项次 ５ 　 ０ ５ ～ ０ ９ 　 ０ ５ ～ １ ０

表 ８ １２ ２⁃２　 项次 ４
　 ＳＭＡ 　 ≤８０

　 其他 　 ≤１００

　 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未要求

时， ＳＭＡ 铺 装 ≤ １２０， 其 他

≤２００

表 ８ １２ ２⁃２　 项次 ４
　 渗水试验仪： 每 ５００ｍ 测

１ 处

　 渗水试验仪： 长度不大于

２００ｍ 时测 ５ 处， 每增加 １００ｍ
增加 １ 处

９８
表 ８ １２ ３　 项次 ２

　 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未要求

时 ６０ ～ １００μｍ
　 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未要求

时 ６０ ～ １００
　 删除 “μｍ”

表 ８ １２ ４　 项次 ２△ 　 ＋ ５， － ２ 　 ＋ ５， － ３

９９ 续表 ８ １２ ４　 项次 ６
　 每增加 １００ｍ 增加 １ 处横向

力系数测定车全线连续， 按附

录 Ｌ 评定

　 每增加 １００ｍ 增加 １ 处

１００ 表 ８ １２ ５⁃２　 项次 ３
　 尺量： 抽查 ３０％ 。 每块测 １
个断面尺寸， ２ 处高度

　 尺量： 抽查 ３０％ ， 每块测 １
个断面尺寸， ２ 处高度

１０１

表 ８ １２ ６⁃２　 项次 ４ 　 １ ／ １ ０００ 滑板长度 　 １ ／ １ ０００Ｓ

表 ８ １２ ６⁃２　 注 　 无
　 注： Ｓ 为滑板长度， 计算规

定值或允许偏差时以 ｍｍ 计。
　 增 加 “ 注 ” 的

内容

表 ８ １２ ７　 项次 ６ 　 焊缝尺寸 　 焊缝尺寸 （ｍｍ）

１０３ 表 ８ １２ ７　 项次 ４ 　 每处纵横向各测 １ 处 　 每处测纵、 横向

１０５

表 ８ １２ １４　 项次 １
　 测厚仪： 每 １００ｍ２ 测 １０ 点，
且不少于 １０ 点

　 测厚仪： 每 ５０ｍ２ 测 １ 点，
且不少于 ３０ 点

表 ８ １２ １４　 项次 ２
　 附着力测试仪： 每 ２００ｍ２ 抽

检 ３ 处， 且不少于 ３ 处

　 附着力测试仪： 每 １ ０００ｍ２

检查 ３ 处， 每处测 ３ 点取均值

—９—



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１０６

第 ５ ～ ６ 行
　 ９ １ ３ 预制盖板……进行

检验。
　 ９ １ ３　 预制盖板……进行

检验。
　 删除 ９ １ ３

第 ７ ～ １０ 行

　 ９ １ ４ 涵洞……进行检验。
　 ９ １ ５ 钢筋 混 凝 土 …… 的

检验。

　 ９ １ ３ 涵洞……进行检验。
　 ９ １ ４ 钢筋 混 凝 土 …… 的

检验。
　 更改序号

１０８

表 ９ ４ ２　 项次 １△ 　 管座或垫层混凝土强度
　 管 座 或 垫 层 混 凝 土 强 度

（ＭＰａ）

表 ９ ４ ２　 项次 ２
　 管座或垫层混凝土宽度、
厚度

　 管座或垫层混凝土宽度、 厚

度 （ｍｍ）

倒 ８ 行 　 增加 ９ ５
　 见本勘误 １６ 页

内容

１０８ ～
１１２

　 ９ ５、 ９ ６、 ９ ７、 ９ ８、 ９ ９、
９ １０、 ９ １１

　 ９ ６、 ９ ７、 ９ ８、 ９ ９、 ９ １０、
９ １１、 ９ １２

　 新增 ９ ５ 节， 则

原 ９ ５ 节变更为 ９ ６
节， ９ ６ 节 变 更 为

９ ７ 节， 以此类推。
其下一级序号对应

变更

１０９
表 ９ ６ ２　 波形钢管涵

安装实测项目

项次 ４△
　 高强螺栓扭矩 　 高强螺栓扭矩 （Ｎ∙ｍ）

１１２
表 ９ １１ ２　 顶进施工

的涵洞实测项目

注

　 注： 涵洞的制作、 安装应按

本标准相关规定检验。

　 注： １ 涵长以 ｍ 计。
　 ２ 涵洞的制作、 安装应按

本标准相关规定检验。

１１５ 表 １０ ５ ２　 项次 ５ 　 水准仪： 拱顶测 ５ 处
　 水准仪： 拱回填层顶面测

５ 处

１１６ 第 ８ 行
　 开挖轮廓应预留支撑沉落量

及变形量
　 开挖轮廓应预留变形量

１１７

表 １０ ８ ２　 项次 ２△ 　 ２△ 　 ２ 　 三角符号去掉

表 １０ ８ ２　 项次 ２△ 　 锚杆拔力 　 抗拔力

表 １０ ８ ２　 项次 ２
　 ２８ｄ 拔力平均值≥设计值，
最小拔力≥０ ９ 设计值

　 ２８ｄ 抗拔力平均值≥设计

值， 最小抗拔力≥０ ９ 设计值

１２６
表 １１ ２ ２　 项次 ３ 　 ≥２５０ 　 满足设计要求

表 １１ ２ ２　 项次 ５ 　 基础顶面平整度 　 基础顶面平整度 （ｍｍ）

１２７

表 １１ ２ ３　 项次 ６△
　 干湿表面逆反射标线测试

仪： 每 １ｋｍ 测 ３ 处， 每处测

９ 点

　 标线逆反射测试仪： 每 １ｋｍ
测 ３ 处， 每处测 ９ 点

表 １１ ２ ３　 项次 ７ 　 彩色防滑路面 　 彩色防滑标线

表 １１ ２ ３　 注①
　 抗滑标线、 彩色防滑路面测

量抗滑值

　 抗滑标线、 彩色防滑标线测

量抗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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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１２８ 第 ６ ～ ７ 行

　 波形梁钢护栏各构件的安装

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

术规范的规定， 波形梁板、 立

柱和防滑阻块不得现场焊割和

钻孔， 波形梁板搭接方向应

正确。

　 波形梁钢护栏各构件的安装

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

术规范的规定。

１４１
表 Ａ⁃１　 路基工程

（每 １０ｋｍ 或

每标段）

　 管节预制， 混凝土排水管

施工，
　 管节预制， 混凝土排水管

安装，

　 钢筋加工及安装， 涵台， 管

节预制， 管座及涵管安装， 波

形钢管涵安装， 盖板预制，

　 钢筋加工及安装， 涵台， 管

节预制， 混凝土涵管安装， 波

形钢管涵安装， 盖板制作，

１４２
表 Ａ⁃１　 隧道工程

（每座或每合同段）

　 洞身开挖 （１００ 延米） 　 洞身开挖 （２００ 延米）

　 洞身衬砌 （１００ 延米） 　 洞身衬砌 （２００ 延米）

　 防排水 （１００ 延米） 　 防排水 （２００ 延米）

　 辅助通道 （１００ 延米） 　 辅助通道 （２００ 延米）

１４３ 表 Ａ⁃２　 锚碇 （每个）
　 钢筋加工及安装， 锚碇锚固

体系制作， 锚碇锚固体系安装

　 钢筋加工及安装， 锚碇锚固

系统制作， 锚碇锚固系统安装

　 “ 体 系 ” 改 为

“系统”

１４９

第 ３ 行

　 评定水泥混凝土的抗压强

度， 应以标准养生 ２８ｄ 龄期的

试件、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测得

的极限强度为准， 每组试件 ３
个。 制 取 组 数 应 符 合 下 列

规定：

　 评定水泥混凝土的抗压强

度， 应以标准养生 ２８ｄ 龄期的

试件、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测得

的极限强度为准， 试件应为边

长 １５０ｍｍ 的立方体， 大体积

混凝土标准养生龄期设计另有

要求的应从其要求。 每组试件

３ 个。 制取组数应符合下列

规定：

　 增加 “试件应为

边长为 １５０ｍｍ 的立

方体， 大体积混凝

土标准养生龄期设

计另有要求的应从

其要求。”

第 ４ 行

　 １ 　 不同强度等级不同配合

比的混凝土应在浇筑地点或拌

和地点随机取样， 分别制取

试件。

　 １ 　 不同强度等级不同配合

比的混凝土应在浇筑地点随机

取样， 分别制取试件。

第 １３ 行

　 小桥涵、 挡土墙、 声屏障等

构筑物每座、 每处或每工作班

制取不少于 ２ 组。

　 小桥涵、 挡土墙、 声屏障等

构筑物每座、 每处或每工作班

制应取不少于 ２ 组。
　 增加 “应”

—１１—



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１５０ 倒 １ 行

　 检查项目中， 水泥混凝土抗

压强度评为不合格时， 相应分

项工程为不合格。

　 检查项目中， 水泥混凝土抗

压强度评为不合格时， 相应分

项工程应为不合格。
　 增加 “应”

１５５ 倒 ７ ～倒 ９ 行

　 湿度影响系数， 路基顶面弯

沉测定时， 根据当地经验确

定； 路表弯沉测定时， 根据实

测弯沉值通过反算得到路基模

量值， 修正后得到结构模量

值， 然后得出测试状态下的弯

沉湿度修正系数， 或根据当地

经验确定；

　 湿度影响系数， 根据当地经

验确定；

１６２

第 １ 行

　 Ｎ ０ １　 本附录适用于混凝

土桥面防水层黏结正拉强度的

现场检测和评定。

　 Ｎ ０ １　 本附录适用于混凝

土桥面防水层正拉黏结强度的

现场检测和评定。

第 ３ 行 　 （ＪＧ ３０５６） 　 （ＪＧ ／ Ｔ ５０７）

第 １５ 行
　 加载应以 １０ｍｍ ／ ｍｉｎ 的均匀

速度进行

　 加载应以小于等于 ０ ２ＭＰａ ／ ｓ
的均匀速度进行

１６３

第 １ 行与第 ２ 行之间

　 Ｎ ０ １０ 　 若检测部位的温

度与设计强度对应的温度不一

致， 检测的黏结强度应按检测

部位的温度进行修正。

　 在 Ｎ ０ ９ 后添加

Ｎ ０ １０　

第 ２ 行 　 Ｎ ０ １０ 　 Ｎ ０ １１

第 ６ 行 　 Ｎ ０ １１ 　 Ｎ ０ １２

１６４

表 Ｐ ０ ３　 名称

蜂窝
　 或深度超过 １０ｍｍ 的蜂窝

　 或深度超过 １０ｍｍ 及 １ ／ ２ 保

护层厚度的蜂窝

　 增加 “及 １ ／ ２ 保

护层厚度”

表 Ｐ ０ ３　 名称

蜂窝
　 或深度超过 １５ｍｍ 的蜂窝

　 或深度超过 １５ｍｍ 及 １ ／ ２ 保

护层厚度的蜂窝

　 增加 “及 １ ／ ２ 保

护层厚度”

１６５

续表 Ｐ ０ ３　 名称

疏松
　 深度超过 １０ｍｍ 的疏松

　 深度超过 １０ｍｍ 及 １ ／ ２ 保护

层厚度的疏松

　 增加 “及 １ ／ ２ 保

护层厚度”

续表 Ｐ ０ ３　 名称

疏松

　 疏松总面积超过所在面面积

的 ２％ ； 任何一处面积大于

０ ０４ｍ２ 的 疏 松； 深 度 超 过

１５ｍｍ 的疏松

　 疏松总面积超过所在面面积

的 ２％ ； 任何一处面积大于

０ ０４ｍ２ 的 疏 松； 深 度 超 过

１５ｍｍ 及 １ ／ ２ 保护层厚度的

疏松

续表 Ｐ ０ ３　 名称

外形缺陷

　 深度超过保护层厚度的啃

边、 蹦角

　 深度超过 １ ／ ２ 保护层厚度的

啃边、 蹦角

１６７

第 ５ 行
　 Ｚ 值为相对于路面设计高程

的仪器高度

　 Ｚ 值为相对于该检测断面桩

号的路线设计高程的仪器高度

第 ７ 行
　 Ｈ２———隧道该点的中线设

计高程 （ｍ）；
　 Ｈ２———隧道该检测断面桩

号的路线设计高程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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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１６８ 第 １６ 行
　 ３　 最大探测深度应大于 ２ｍ
（宜选用 ５００ＭＨｚ 的天线）

　 ３　 用于探测隧道支护 （衬
砌） 背后的回填密度时， 最

大探测深度应大于 ２ｍ （宜选

用 ５００ＭＨｚ 的天线）

１８１ 图 ３⁃１ 　 见本勘误 １７ 页内容

１８５ 倒 ４ 行
　 还需检查外观质量并应满足

要求。

　 还需检查外观质量并应满足

要求， 外观质量可参照所含分

项工程执行。

１８９
第 １０ 行 　 混凝土排水管施工 　 混凝土排水管安装

第 １１ 行 　 改为混凝土排水管施工 　 改为混凝土排水管安装

１９６ 倒 ８ 行
　 增加了上沥青混合料矿料

级配

　 增加了上拌沥青混合料矿料

级配

１９７ 第 ５ 行 　 石灰土稳定粒料 　 石灰稳定粒料

２００

第 ５ 行与第 ６ 行之间

　 第 ５ 行与第 ６ 行之间增加：
　 连接区段系指钢筋接头附近

一定长度范围， 机械接头及焊

接接头的连接区段长度为 ３５ｄ
（ｄ 为连接钢筋中的较大直径）
且不小于 ５００ｍｍ， 绑扎搭接

接头的连接区段长度为 １ ３ｓ
（ ｓ 为搭接长度）

　 在第 ５ 行与第 ６
行之间增加一段

第 １７ 行 　 且其强度与弹性模量 　 但其强度与弹性模量

倒 ６ 行
　 美国交通运输部联邦公路管

理局 ２００４ 年颁布的

　 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颁布的

２０１

第 ２ 行与第 ３ 行之间

　 第 ２ 行与第 ３ 行之间增加：
　 为防止出现压浆不饱满， 可

在管道适当位置 （如最高处，
直管中部等） 设置补浆管或

检查孔， 在浆体终凝后进行二

次真空补浆。

　 在第 ２ 行与第 ３
行之间增加一段

倒 ９ 行
　 由于钻孔灌注桩为水下施工

混凝土
　 由于钻孔灌注桩为水下施工

倒 ８ 行
　 低应变反射波法或声波透

射法
　 低应变反射波法或超声波法

２０２ 第 １３ 行
　 “表 ８ ５ ４⁃２ 中……不另说

明” 整段删除
　 删除整段

２０５

第 ８ 行 　 必须按设计规定进行处理 　 必须按设计要求进行处理

倒 ４ 行
　 轴 线 偏 位 同 ８ ８ ３ 条 说

明 ５。
　 轴线偏位同 ８ ８ ３ 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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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２０６

倒 １４ 行 　 保证零件等的加工精度 　 零部件等的加工精度

倒 １０ 行 　 本标准均相同
　 检查数量按螺栓群分别计

算。 本标准均相同

倒 ７ 行 　 部分实测的允许偏差 　 部分检查项目的允许偏差

２０７ 倒 １０ 行
　 同时增加大平面积平整度

检查
　 同时增加大面积平整度检查

２０８

倒 １４ 行 　 作为索塔的一部分 　 格栅作为索塔的一部分

倒 ３ 行
　 刚架杆件的相关实测项目予

以删除

　 原标准中刚架杆件的相关实

测项目予以删除

２１０

第 ９ 行 　 主缆防护分项规程 　 主缆防护分项工程

倒 ２ 行 　 本次修订调整平整度要求
　 本次修订主要调整平整度

要求

２１１

第 ７ ～ ８ 行

　 原标准厚度允许偏差值为

± ５， 相对偏差较大， 特别是

负偏差造成铺装层减薄较多，
故将负偏差调整为 － ２。

　 原标准平均厚度允许偏差值

为 （０， － ５） ｍｍ， 负偏差较

大造成铺装层减薄较多故将负

偏差调整为 － ３， 同时允许出

现正偏差。

第 １２ 行
　 删除其渗水系数、 抗滑构造

深度检查。
　 不检查其渗水系数。

第 １４ 行 　 根据本标准 　 根据原标准

倒 ６ 行 　 紧邻收缩装置 　 紧邻伸缩装置

２１２ 第 ２ 行
　 故 本 次 修 订 删 除 该 项 目

检查。
　 故本次修订删除原标准的该

项目检查。

２１３
倒 １０ 行 　 ９ ５　 盖板安装 　 ９ ６　 盖板安装 　 修改序号

倒 ８ 行 　 ９ ６　 波形钢管涵安装 　 ９ ７　 波形钢管涵安装 　 修改序号

２１４ 第 １ 行 　 ９ ７　 箱涵浇筑 　 ９ ８　 箱涵浇筑 　 修改序号

２１９

倒 ５ 行 　 防止隧道渗漏的方法和技术
　 防止隧道渗漏水的方法和

技术

倒 ４ 行
　 但渗漏依然是公路隧道的

通病

　 但渗漏水依然是公路隧道的

通病

倒 １ 行 　 隧道渗漏的重要因素 　 隧道渗漏水的重要因素

２２１ 倒 ２ ～倒 １ 行
　 边 缘 线 的 距 离 不 应 小

于 ２５ｃｍ
　 边缘线的距离应满足设计

要求

２２２ 第 １３ 行 　 彩色防滑路面测量抗滑值 　 彩色防滑标线测量抗滑值

２３５ 附录 Ｄ
　 本页修改见本勘误 １８ 页

内容

２３５ ～
２３６

增加附录 Ｅ
　 附录 Ｅ　 喷射混凝土抗压强

度评定

　 第 ２３５ 页与 ２３６
页之间增加内容见

本勘误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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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页码 位　 　 置 误 正 备　 　 注

２３６ 附录 Ｆ
　 本页修改见本勘误 ２０ 页

内容

２３７ 第 ２ 行 　 ＪＴＧ ／ Ｔ Ｆ３０ 　 ＪＴＧ ／ Ｔ Ｆ２０

２４０ 第 ２ 行
　 增加分项工程、 分部工程和

单位工程编写。
　 增加此段

２４２

第 ２ 行 　 本附录参考现行 《 　 本附录参考 《

第 ３ 行 　 ＴＢ ／ Ｔ ３１９２ 　 ＴＢ ／ Ｔ ３１９２—２０１８

第 ３ ～ ６ 行
　 根据 ＧＢ ／ Ｔ …… 设计强度

的 ９０％ 。
　 根据 ＧＢ ／ Ｔ……设计强度的

９０％ 。
　 删除此段

倒 ２ 行 　 还参考了欧盟标准 　 还参考了

２４３ 附录 Ｎ
　 本页修改见本勘误 ２１ 页

内容

　 　 注： 表头、 注及表格不计入行数。

—５１—



第 １０８ 页增加内容如下：

９ ５　 盖板制作

　 ９ ５ １　 盖板制作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１　 分块的接缝应与沉降缝在同一平面内。
２　 在吊移出预制底座时， 混凝土的强度不得低于设计所要求的吊装强度。

　 ９ ５ ２　 盖板制作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９ ５ ２ 的规定。
表 ９ ５ ２　 盖板制作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１△ 混凝土强度 （ＭＰａ）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Ｄ 检查

２△ 高度 （ｍｍ）
明涵 ＋ １０， ０

暗涵 ≥设计值

３ 宽度 （ｍｍ）
现浇 ± ２０

预制 ± １０

　 尺量： 抽查 ３０％ 的板， 且不少于 ３ 块

板， 每板检查 ２ 个断面

４ 长度 （ｍｍ） ＋ １０， － ２０
　 尺量： 抽查 ３０％ 的板， 且不少于 ３ 块

板， 每板检查两侧

　 ９ ５ ３　 盖板制作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附录 Ｐ 所列限制缺陷。
２　 应无建筑垃圾、 杂物和临时预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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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８１ 页修改如下：

图 ３⁃１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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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３５ 页修改如下：

附录 Ｄ　 水泥混凝土抗压强度评定

　 　 本附录根据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１０７—２０１０） 修改了原标准的

强度合格条件。
水泥混凝土抗压强度应该尽可能采用数理统计评定方法。 只要强度相同， 龄期相

同， 材料来源、 生产工艺条件和配合比相同， 都应采用数理统计评定方法， 以求能较真

实地反映实际情况。
附录中同批梁可以每孔或每二、 三孔作为一批， 对中小跨径桥的桩、 盖梁， 可以数

孔作为一批。 每批的混凝土试件组数也不宜太多， 一般不超过 ８０ ～ １００ 组。 时间范围以

不超过 ３ 个月， 且日平均气温差小于 １５℃为宜。
采用数理统计评定方法时， 标准差 Ｓｎ 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如果试件混凝土强度差

异较大， 则 Ｓｎ 大， 相应强度代表值就越小， 应尽可能使混凝土强度较为均匀， 减小 Ｓｎ

值。 施工企业应把它作为衡量企业素质的一个标准， 不应在施工过程中， 任意增添水泥

用量， 否则反而可能造成多用了水泥， 但却不合格的结果。
如果用钻取芯样来检测混凝土强度， 可按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的 《钻芯法

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ＣＥＣＳ ０３）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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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３５ 页与第 ２３６ 页之间增加内容如下：

附录 Ｅ　 喷射混凝土抗压强度评定

喷射混凝土抗压强度评定内容参照国家际准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

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８６—２０１５） 及行业标准 《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 （ＪＴＧ Ｆ６０—２００９）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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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３６ 页修改如下：

附录 Ｆ　 水泥砂浆强度评定

本附录参照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０３—２０１１） 修订， 主要

改了每组试件个数和合格标准。

　 Ｆ ０ １　 为使试件具有一定代表性， 规定试件组数不应少于 ３ 组。

　 Ｆ ０ ２　 为减小测试数据的离散性， 应采用钢制底模制备试件， 具体测试应符合现行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 （ＪＧＪ ／ Ｔ ７０） 的要求。

　 Ｆ ０ ３　 由于现行 《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 （ ＪＴＧ Ｄ６１） 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砂浆强度评定应考虑结构可靠度， 使砂浆强度达到和超过设计强度的概率在适度范围，
试样平均强度不得低于设计强度等级的 １ １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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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４３ 页修改如下：

附录 Ｎ　 防水层与混凝土间正拉黏结强度评定

原标准对防水层黏结强度没有提供检测及评定方法， 本次修订予以补充。
附录 Ｎ 主要参考美国 ＡＳＴＭ Ｄ７２３４⁃１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Ｐｕｌｌ⁃Ｏｆｆ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Ｐｕｌｌ⁃Ｏｆｆ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ｅｒｓ》 及 《数显式黏结

强度检测仪》 （ＪＧ ／ Ｔ ５０７—２０１６）、 《城市桥梁桥面防水技术规程》 （ＣＪＪ １３９—２０１０） 附

录 Ｂ 的相关内容进行编制。

　 Ｎ ０ ８　 检测时， 破坏界面不允许出现在钢制标准块与黏结胶间， 只有破坏界面在桥

面混凝土与防水层之间， 测得的黏结力为所需的黏结力。 由于黏结力与防水层的温度有

关， 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因此， 还必须同时测出防水层的温度。 现场检测时， 宜选择与

设计防水层材料指标适应的气温时段进行试验， 以避免对黏结强度进行温度修正。

　 Ｎ ０ １１　 黏结强度对防水效果和桥面铺装性能有重要影响， 应严格控制， 要求检测

点黏结强度合格率不小于 ９５％及最小强度不小于设计强度值的 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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