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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航道建设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规范生态护岸结构质量检验要求，有效控制生态护岸工程

施工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监督局、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汤渭清、王仙美、邓国权、翟剑峰、张晓辉、吉同元、仇定良、陆 飞、徐 亮、

郑 直、程华明。 

本标准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监督局负责解释。 

 

 



DB32/T 2976—2016 

1  

内河航道生态护岸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内河航道生态护岸工程质量检验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工程质量

检验合格标准、工程质量检验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除长江航道以外的内河航道生态护岸工程新建项目，其他扩建和改建项目

可以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规范、标准及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4 《原木检验》 

GB 22280 《防腐木材生产规范》 

GB 50206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CJ/T24 《城市绿化和园林绿地用植物材料—木本苗》 

CJJ8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TS 202 《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 

JTJ 239 《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JTS 257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单项工程 

建设项目的组成部分，在施工图设计阶段一般具有独立设计文件，建成后能够独立发挥

生产能力和效益的工程。 

3.2单位工程 

单项工程的组成部分，一般指具备独立施工条件，建成后能够发挥设计使用功能的工程。 

3.3分部工程 

单位工程的组成部分，一般指构成工程结构的主要组成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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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分项工程 

分部工程的组成部分，一般指工程施工的主要工序或工种。 

3.5工程质量  

反映工程施工过程或实体满足相关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的程度，包括其在安全、使

用功能及其在耐久性能、环境保护等方面所有明显和隐含能力的特性总和。 

3.6质量验收  

工程质量在施工单位自行质量检查的基础上，参与建设活动的有关单位共同对检验批、

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的质量进行抽样复验，根据相关标准以书面形式对工程质量

达到合格与否做出确认的活动。 

3.7进场验收 

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构配件、设备等按相关标准规定要求进行检验，对产品达到合

格与否做出确认的活动。 

3.8检验批  

按同一生产条件或按规定方式汇总起来供检验的由一定数量样本组成的检验体。 

3.9见证  

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现场监督施工单位某过程完成情况的活动。 

3.10见证抽样检验  

在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监督下，由施工单位有关人员按相关标准规定的要求现场抽样，

并送至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等级的检测单位所进行的检测活动。 

3.11平行检验  

监理单位利用一定的检查或检测手段，在施工单位自检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独立进

行的检查或检测活动。 

3.12验证性检验  

由质量监督机构或建设单位提出，由通过计量认证并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等级的检测单

位对涉及结构安全或主要功能项目进行的复核性抽样检验。 

3.13主要检验项目  

分项工程中对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公众利益起决定性作用的检验项目。 

3.14一般检验项目 

主要检验项目以外的检验项目。 

3.15观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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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和必要量测反映的工程外在质量。 

3.16一般缺陷  

对结构构件的受力、使用性能或耐久性无决定性影响的缺陷。 

3.17严重缺陷  

对结构构件的受力、使用性能或耐久性有决定性影响的缺陷。 

4  总则 

4.1 为规范江苏省内河航道整治工程生态护岸质量检验技术要求，加强生态护岸工程质量管

理，保证工程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4.2 生态护岸建设工程的招标文件、合同文件和工程技术文件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不得低于本

标准的规定。 

4.3 航道工程中生态护岸的质量检验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 JTS 257《水运工程

质量检验标准》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基本规定 

5.1质量控制 

5.1.1施工单位应对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构配件等进行现场验收，并经监理工程师认可；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施工单位应按规定进行抽样检验，监理单位应按规定进行见

证抽样检验或平行检验。 

5.1.2各工序施工应按施工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检查。 

5.1.3工序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并形成记录。专业工序之间的交接应经监理工程师认可。

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5.2检验验收 

5.2.1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合同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5.2.2工程质量的检验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验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5.2.3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 

5.2.4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现场检验项目，施工单位应按规定进行检验， 监理单

位应按规定进行见证抽样检验或平行检验。 

5.2.5分项工程及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要检验项目和一般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5.2.6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按相应规定进行抽样检验或验证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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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承担见证抽样检验及有关结构安全检验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等级。 

5.2.8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6  工程质量检验合格标准 

6.1 检验批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6.1.1 主要检验项目的质量经检验应全部合格。 

6.1.2 一般检验项目的质量经检验应全部合格。其中允许偏差的抽查合格率应达到 80%及

其以上，且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值对于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不得大于允许偏差值的

1.5倍。  

6.2 分项工程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6.2.1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均应符合质量合格的规定。 

6.2.2 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质量检验记录应完整。 

6.2.3 当分项工程不划分为检验批时，分项工程质量合格标准应符合第 6.1 条的规定。 

6.3 当分项工程及检验批的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质量合格标准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

理。 

6.3.1 经返工重做或更换构配件、设备的应重新进行检验。 

6.3.2 经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可认定为质量合格；经检测鉴定达不到

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可认定为质量合格。 

6.3.3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工程，虽然改变外形尺寸但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可按

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6.3.4 通过返修或加固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项工程，不得验收。 

7  工程质量检验 

7.1  一般规定  

7.1.1 本标准生态袋加筋挡墙、钢丝网石笼挡墙、自嵌式挡墙、箱式绿化挡墙、干垒块石挡

墙、连排木桩挡墙、仿木桩挡墙按 JTS257《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中表 9.1.0.1-2 划分，

作为岸壁分部工程中的分项工程。 

7.1.2 本标准金属丝网垫护面、三维钢丝网垫护面、预制块体护面、生态混凝土护面、植物

护面、植物加抛石护面按 JTS257《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中表 9.1.0.1-2 划分，作为护坡

分部工程中的分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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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与上述生态护岸工程相关的其它分项工程，由于 JTS257《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对

其质量检验内容已有规定，工程中作为单独分项工程进行检验即可。 

7.1.4挡墙及护面工程中各分项工程的检验批宜按结构段或施工段进行划分，长度不宜大于

200m。 

7.2  生态袋加筋挡墙 

7.2.1主要检验项目 

7.2.1.1生态袋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TJ 239《水运

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同一厂家、同一材料、同一规格，每 5000m
2
抽检 1 次，每批不

足 5000m
2
的抽检 1次，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及抽样检验报告。 

7.2.1.2工程联结扣、缝袋线的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2.1.3充填料的土质、掺肥比例、配合比等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2.1.4加筋材料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TJ 239

《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及抽样检验报告。 

7.2.1.5回填料的种类和密实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每1000 m
3
进行1组抽样检查；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按规定抽样平

行检验，且不少于1次。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2.1.6加筋材料布设的间距、数量和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加筋材料应理顺、拉直，与联

结扣应牢固联结。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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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一般检验项目 

7.2.2.1生态袋挡墙的断面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每20延米检查一处，不足20延米检查一处。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必要时抽查检查。 

7.2.2.2生态袋挡墙基底开挖、压实及整平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 检查断面测量资料并观察检查。 

7.2.2.3袋口的缝制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2.2.4生态袋内充填料重量应通过试验确定，并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检验批抽样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7.2.2.5生态袋应分层砌筑，砌筑方式应满足设计要求。层与层之间和生态袋之间联接扣应

交错嵌紧，不得形成垂直的通缝和贯通空隙。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2.2.6工程联结扣数量、安放位置、联结方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互锁。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5%比例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查检查。 

7.2.2.7排水孔的设置应满足设计要求，并保持畅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2.2.8生态袋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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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态袋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40 

每 20m 一处 

1 用经纬仪等仪器测量 

2 顶面高程 0 , +5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墙面倾斜 0, +H/50 1 用坡度尺测量 

4 加筋长度 0 , +L/20 每层 10m 一处 1 用钢尺测量 

5 封口袋码线距 

码线间距 0 , +5 

每 500m2 一处 1 用钢尺测量 码线 

距袋边 
0 , +10 

6 填充物饱满度 ±5% 每层 50m 一处 1 用称重试验检测 

7 压实度 ≥设计值 每层 50m 一处 1 用环刀试验检测 

注 1：H 为墙高，L 为加筋材料设计长度，单位 mm； 

注 2：对于倾斜“﹢”为实际后倾大于设计倾斜值。 

 

7.3  钢丝网石笼挡墙 

7.3.1主要检验项目 

7.3.1.1钢丝网格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同一厂家、同一材料、同一规格，每 10000m
2
抽检 1次，每批不

足 10000m
2
的抽检 1次，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3.1.2填充料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3.1.3网面钢丝在绞合到边端钢丝上时封口锁边应牢固，钢丝网有覆塑时，应覆塑完好。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3.1.4钢丝网格的组装和箱体间联结方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3.2一般检验项目 

7.3.2.1挡墙断面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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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每20延米检查一处，不足20延米检查一处。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必要时抽查检查。 

7.3.2.2石料充填饱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3.2.3充填料应分层装填，侧面无明显鼓胀、凹陷，箱体不得松动。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3.2.4石笼墙面应平整，棱角线应平直。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3.2.5钢丝网石笼垒砌前应对砌筑面平整度进行检查，铺填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断面测量记录并观察检查。 

7.3.2.6石笼面层播草及撒土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3.2.7钢丝网箱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钢丝网石笼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50 

每 20m 一处 

1 用全站仪或经纬仪测量 

2 顶面高程 ±5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墙面平整度 50 1 用 2m 靠尺和塞尺测量 

4 墙面倾斜 0 , +H/50 

1 

吊线，用钢尺测量 
1 

5 网箱各边尺寸 0 , +B/20 2 用钢尺测量 

注 1：H 为墙高，B 为单元格对应边长，单位 mm； 

注 2：对于倾斜“﹢”为实际后倾大于设计倾斜值。 

 

 7.4  自嵌式挡墙 

7.4.1主要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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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1 自嵌块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符合 JTS257《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第 2.1.6 节

的有关规定。 

7.4.1.2拉筋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TJ 239《水

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按规定抽样平行检 验，

且不少于 1 次。 

检验方法：检查材料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4.1.3锚固棒品种、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平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材料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4.1.4回填料的种类和密实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每 1000 m
3
 进行 1 组抽样检查；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按规定

抽样平行检验，且不少于 1 次。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4.1.5拉筋带的分层布设的间距、数量和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拉筋带应理顺、拉直；拉

筋带与墙体、拉筋带间应牢固连接。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4.2一般检验项目 

7.4.2.1挡墙断面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每20延米检查一处，不足20延米检查一处。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必要时抽查检查。 

7.4.2.2预制块体应分层砌筑，砌筑与锚固方式、锚固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上下层的竖缝

要错开，不得出现垂直通缝。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4.2.3 自嵌式挡土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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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自嵌式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30 

每 20m 一处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等测量 

2 顶面高程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墙顶平整度 6 2 用 2m 靠尺和塞尺测量 

4 相邻砌块错牙 15 1 用钢尺测量 

5 墙面倾斜 0 , +H/50 1 吊线测量或用测斜仪测量 

6 加筋长度 0 , +L/20 每层 10m 一处 1 用钢尺测量 

注 1：H 为墙高，单位 mm； 

注 2：对于倾斜“﹢”为实际后倾大于设计倾斜值。 

 

7.5  箱式绿化挡墙 

7.5.1主要检验项目 

7.5.1.1箱式绿化块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符合 JTS257《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第 2.1.6 

节的有关规定。 

7.5.1.2拉筋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TJ 239《水

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按规定抽样平行检验，

且不少于 1 次。 

检验方法：检查材料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5.1.3回填料的种类和密实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每 1000 m
3
 进行 1 组抽样检查；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按规定

抽样平行检验，且不少于 1 次。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5.1.4空心块体内充填料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5.1.5拉筋带分层布设间距、数量和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拉筋带应理顺、拉直；拉筋带

与墙体、拉筋带间应牢固连接。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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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5.2一般检验项目 

7.5.2.1挡墙断面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每20延米检查一处，不足20延米检查一处。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必要时抽查检查。 

7.5.2.2预制块体应分层砌筑，砌筑方式应满足设计要求。上下层的竖缝要错开，不得出现

垂直通缝。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5.2.3 箱式绿化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箱式绿化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30 

每 20m 一处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等测量 

2 顶面高程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墙顶平整度 6 2 用 2m 靠尺和塞尺测量 

4 墙面倾斜 0 , +H/50 1 吊线测量或用测斜仪测量 

5 加筋长度 0 , +L/20 每层 10m 一处 1 用钢尺测量 

注 1：H 为墙高，单位 mm， 

注 2：对于倾斜“﹢”为实际后倾大于设计倾斜值。 

 

7.6  干垒块石挡墙 

7.6.1主要检验项目 

7.6.1.1 块石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6.1.2回填料的种类和密实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每 1000 m
3
 进行 1 组抽样检查；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按规定

抽样平行检验，且不少于 1 次。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6.2一般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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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1挡墙断面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每20延米检查一处，不足20延米检查一处。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必要时抽查检查。 

7.6.2.2干垒块石挡墙的组砌型式应满足设计要求，且必须错缝摆放。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必要时拆开检查。 

7.6.2.3挡墙脚石应垫平垫实，不得有摇动感，各块石之间要咬合紧密，形成整体。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必要时拆开检查。 

7.6.2.4干垒块石挡墙墙身砌缝的最大宽度不宜大于 50mm，三角缝最大宽不宜大于 150mm，

通缝长度不宜大于 1000mm。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7.6.2.5 干垒块石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  干垒块石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7.7  连排木桩挡墙 

7.7.1主要检验项目 

7.7.1.1 木桩品种、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GB50206《木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检验方法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GB/T 144《原木检验》

执行。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100 

每 20m 一处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等测量 

2 顶面高程 0 , +5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墙面平整度 150 2 用 2m 靠尺和塞尺测量 

4 墙顶平整度 50 1 用 2m 靠尺和塞尺测量 

5 墙面倾斜 0 , +H/50 1 用吊线测量或用钢尺测量 

6 各边尺寸 -50, +100 1 用钢尺测量 

注 1：H 为墙高，单位 mm； 

注 2：对于倾斜“﹢”为实际后倾大于设计倾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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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检查抽样检测报告，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7.7.1.2 桩间连接材料、桩后挡土材料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7.7.1.3 木桩防腐的范围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GB 22280《防腐

木材生产规范》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抽样检测报告，并观察检查。 

7.7.1.4木桩的入土深度和间距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现场检测。 

7.7.2一般检验项目 

7.7.2.1 木桩间应连接牢固，不得有松动。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7.2.2 桩后挡土材料铺设的范围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7.7.2.3后排活体插木桩材料修剪，插打工艺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工艺、观察检查。 

7.7.2.4 连排木桩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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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连排木桩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中心线位置 30 

每 20m 一处 

3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 

2 顶面高程 0,+50 3 用水准仪测量 

3 墙身倾斜 ±H/100 

抽查 10%且 

不少于 10 根 

2 吊线测量或用测斜仪检查 

4 桩间距 

间排桩 ±50 1 

用钢尺量 

前后排桩 100 1 

注 1：H 为墙顶至泥面高度，单位 mm； 

注 2：对于倾斜度“-”为前倾，“﹢”为后倾。 

 

7.8  仿木桩挡墙 

7.8.1主要检验项目 

7.8.1.1 仿木桩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及复验报告。 

7.8.1.2 灌缝砂浆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砂浆原材料、配合比、拌合物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和现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验收批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7.8.1.3 挡土土工布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TJ 

239《水 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按规定抽样平行检 验，

且不少于 1 次。 

检验方法：检查材料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8.1.4回填料的种类和密实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每 1000 m
3
 进行 1 组抽样检查；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按规定

抽样平行检验，且不少于 1 次。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8.2一般检验项目 

7.8.2.1仿木桩灌缝砂浆应饱满密实，安装牢固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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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8.2.2 桩与桩之间接触紧密程度宜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抽样检查。 

7.8.2.3仿木桩后挡土土工布的铺设范围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7.8.2.4 仿木桩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7的规定。 

表 7  仿木桩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30 

每 20m 一处 

1 用经纬仪测量 

2 顶面高程 ±20 1 用水准仪测量两端和中部 

3 顶面平整度 6 2 用 2 米靠尺和塞尺测量 

4 桩间错牙 ±10 1 用钢尺测量 

5 桩身垂直度 -H/20 , +H/20 

1 

吊线，用钢尺测量 

1 

注 1：H 为墙高，单位 mm； 

注 2：对于垂直度“-”为前倾，“﹢”为后倾。 

 

7.9  金属丝网垫护面 

7.9.1主要检验项目 

7.9.1.1 钢丝网格所采用的材料种类、规格及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每批次抽检一次，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9.1.2 充填物料的品种规格和粒径级配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9.1.3 钢丝网格铺设的方式、范围和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9.1.4 钢丝网格的封口锁边应牢固，钢丝网有覆塑时，应覆塑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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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9.1.5框线、网片连接处工艺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9.2一般检验项目 

7.9.2.1 钢丝网格铺设前应对土工织物垫层进行检查，其平整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9.2.2  钢丝网格内的石料充填饱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边角不得出现明显空隙。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9.2.3 金属丝网垫铺设时不得发生褶皱和破损。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9.2.4锚固材料的制作及埋设位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9.2.5金属丝网垫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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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金属丝网垫护面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金属丝网

垫制作 

网垫长 ±40 

逐件检查 

2 用钢尺测量 

2 网垫宽 ±30 2 用钢尺测量 

3 网垫厚 ±10 2 用钢尺测量 

4 
钢丝网内隔

板位置偏差 
±30 2 用钢尺测量 

5 
金属丝网

铺设 

相邻钢丝网

格最大缝宽 
40 2 用钢尺测量 

6 
相邻网垫顶

面标高 
30 2 用水准仪测量 

7 护面坡顶高程 ±50 

每 20m 一处 

1 用水准仪测量 

8 表面平整度 80 1 用 2 米靠尺和塞尺测量 

9 单元格错牙 30 1 用钢尺测量 

10 坡度 ±5%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 

7.10  三维钢丝网垫护面 

7.10.1主要检验项目 

7.10.1.1三维钢丝网垫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同一厂家、同一材料、同一规格，每 10000m
2
抽检 1次，每批不

足 10000m
2
的抽检 1次，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10.1.2 三维钢丝网垫铺设的范围、位置、锚固和搭接方法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0.1.3 端丝的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0.2一般检验项目 

7.10.2.1 钢丝网垫铺设前应对土工织物垫层进行检查，其平整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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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2 锚固材料的品种、规格、质量及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锚固牢固。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或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10.2.3 三维钢丝网垫铺设时不得发生褶皱和破损。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10.2.4 三维钢丝网垫的播草及撒土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0.2.5 三维钢丝网垫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9规定。 

表9  三维钢丝网垫护面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护垫坡顶高程 ±50 

每 20m 一处 

1 用水准仪测量 

2 表面平整度 50 1 用 2 米靠尺和塞尺测量 

3 坡度 -5% , 0%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 

4 搭接长度 0，+100 2 用钢尺测量 

7.11  预制块体护面 

7.11.1主要检验项目 

7.11.1.1 预制块体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JTS 257《水运工程质

量检验标准》2.1.6节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7.11.1.2 预制块体的联结方式、联接工艺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并抽查 0.1%做试件拉力检测。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和测试报告并观察检查。 

7.11.1.3预制块体安装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测。 

7.11.1.4预制块体的铺设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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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1.1.5预制块体的铺设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1.2一般检验项目 

7.11.2.1 预制块体铺设前应对土工织物垫层进行检查，不得发生褶皱和破损。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1.2.2 坡顶、坡底和侧翼的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1.2.3预制块体安装后不得有严重掉角、断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测。 

7.11.2.4 预制块面层应整洁，格缝应清晰，预制块间缝宽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测。 

7.11.2.5预制块水下铺设时，应表面平整，铺设搭接宽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测。 

7.11.2.6单位面积内预制块的数量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查检查。 

7.11.2.7  预制块体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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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预制块体护面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顶部、底部高程 ±50 

每20m一处 

1 用水准仪测量 

2 表面平整度 50 2 用 2m 靠尺和塞尺测量 

3 坡度 ±5 %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 

4 块体间缝宽 0，+10 1 用钢尺测量 

5 顶部、底部平台宽度 ±100 1 用钢尺测量 

6 铺设搭接宽度 0，+200 1 用GPS或经纬仪等测

量沉放轨迹线 

7.12  生态混凝土格梗式护面 

7.12.1主要检验项目 

7.12.1.1混凝土所用原材料的质量必须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TS 202《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

范》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材料种类及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抽样并按规定 

平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复验报告。 

7.12.1.2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配合比设计报告。 

7.12.1.3 生态混凝土的孔隙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检验批抽样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7.12.2一般检验项目 

7.12.2.1 格梗施工缝的留置位置和施工缝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TS 202《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12.2.2 生态混凝土的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TS 202《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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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2.2.3 生态混凝土护面的播草及撒土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2.2.4 生态混凝土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11的规定。 

表11  生态混凝土护面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护面坡顶高程 ±10 

每 20m 一处 

1 用水准仪测量 

2 平整度 40 2 用 2m 靠尺和直尺测量 

3 坡度 ±5%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 

3 厚度 -H/20，+H/10 2 用钢尺测量，必要时取芯测量 

4 伸缩缝缝宽 ±10 2 用钢尺测量 

注 1： H 为面层设计厚度，单位为 mm。 

 

7.13  植物护面、植物加抛石护面 

7.13.1主要检验项目 

7.13.1.1 石料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按规定抽样平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记录并观察检查。 

7.13.1.2 植物品种和规格、树形及草种的选择、配比、播种量及修剪质量等应满足设计要

求，植物挖掘、包装应符合 CJ/T24《城市绿化和园林绿地用植物材料—木本苗》的规定。

外地调入的植物与种子应有植物检疫报告，所使用的绿化辅助材料均应有产品合格证。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验报告或现场试验报告，抽样频率每批次不少于一次。 

7.13.1.3植物成活率不得低于 95%。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13.2一般检验项目 

7.13.2.1 植物应根据不同种类习性进行种植。针对不同植物适合水深的要求，水生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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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区域泥面高程应满足设计要求，种植时根部应牢固埋入泥中，防止浮起。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3.2.2 植物种植方法、行距、株距、播种密度、覆盖率等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3.2.3 种植穴规格应符合 CJJ82《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7.13.2.4 抛石厚度、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测量资料并观察检查。 

7.13.2.5边坡坡比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断面测量记录并观察检查。 

7.13.2.6 水生植物护面、水生植物加抛石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 12  植物护面、植物加抛石护面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平台高程 -100，+300 每 20m 一个断面 1 用水准仪等测量 

2 植物区泥面高程 -50，+100 逐段检查 2 用水准仪等测量 

3 护脚边坡 -10%，+15% 

每 20m 一个断面 

1 用经纬仪和测探仪等测量 

4 平台宽 ±100 1 用钢尺测量 

5 植物间距 ±5% 逐段检查 3 用钢尺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