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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项目施工土建测量控制方案及土建工程试验项目

(清单指导)
一  风电场项目施工土建测量控制方案

工程测量总体设想综合我公司以往工程施工中的测量经验，结合本工程的具

体特点，测量工作采用如下几种方法。

1  基准平面控制网

a.  设置以业主提供的基准点为测量依据，我公司测量队进场后首先对基准

点进行复测，其基准点精度控制在3mm以内，并将测量精度和结果及时向业主、

监理汇报。

b.  依据土建布置测设的控制网作为基准控制。

c.  测量控制网选用高精度的全站仪进行测量，精度控制在3mm以内。

d.  控制网桩必须稳固，四周素混凝土坞帮牢固，防止基准控制网桩遭到不

可预见事件的破坏。

2  辅助水准点设置

a.  由于整个工程属于一个单项工程，结合该工程实际情况，设立辅助水准

点。水准点桩要有一定的插入深度（>1.2m），四周用素混凝土坞帮牢固。水准点

桩布置位置尽量在比较隐蔽及土质较好处，以防撞击位移、损坏，影响测量精度。

b.  辅助水准点桩保留时间较长，因此，必须有专人随时检查桩位是否有松

动、位移现象，并定期进行闭合测量复验，确保工程水准测量精度。

3  测量仪器的选用

本工程测量工作拟采用的测量仪器见下表。

测量仪器表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精度

1 SDKKIA SET2C全站仪 2″±（3+2PPM×0）mm

2 SDKKIA B1精密水准仪 ±0，8mm/km

3 SDKKIA C40普通水准仪 ±3mm/km

4 50m、30m钢卷尺

5 其他辅助仪器如垂直目镜、棱镜、光标、塔尺等

在使用过程中，应经常检查仪器的常用指标，一旦偏差超过允许范围，应及



2

时校正来保证测量精度。

4  平面轴线控制测量

工程采用主轴线组成的矩形控制网的方法进行测量。

5  垂直度控制测量

结构施工采用两台经纬仪，两个方向进行垂直控制测量。

6  水准测量

以辅助基准水准点为依据，用精密水准仪采用往返水准测量的方法，将高程

引测到临时水准点处。以临时水准点采用“重复测量法”来控制标高。

7  测量精度主要保证措施

测量所用仪器均应“计量”并鉴定合格，且在使用有效期内才能投入使用。

现场使用的钢尺与结构加工厂使用的钢尺应是经同一计量单位检测合格的钢尺。

钢尺丈量长度时用标准定量拉力，宜控制在5kgf(49N)。平面轴线测量、水准高

程测量均采用闭合测量法。其允许测量误差大于规范或设计要求时必须进行第二

次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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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风力发电土建工程试验项目清单

1  升压站主要建（构）筑物

编号 检测试验项目 采用规范或标准 抽样频率 检测参数
需要检测

部位

1 回填土

1.1 土击实试验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50123-1999（2007） 按照附件第 1.1条 最大干密度、最佳含水率

1.2 回填土分层夯实取

样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2-200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按照附件第 1.2 条 干密度、含水率、压实系数

基坑回填、

室内房心

回填、室外

基础超挖

回填

2 基坑支护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2012 按照附件第 2 条 原材料及抗拔力  

3地基与基础

3.1 换填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2-2002；

按照附件第 3.1 条 换填材料的原材料检测、地

基承载力（或强度）、干密

度、含水率、压实系数

 

3.2 复合地基

3.2.1 土和灰土挤密桩 按照附件 3.2.1 条 石灰原材料检测、桩压实系

数检测、桩间土挤密系数检

测，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

 

3.2.2

振冲桩复合地基 按照附件 3.2.2 条 碎石原材料检测、复合地基

承载力检测

3.2.3

CFG桩复合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2-2002；

《建筑桩基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14

按照附件第 3.2.3 条 砂石水泥原材检测、试块抗

压强度检测，单桩、复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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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承载力检测，低应变检测

3.2.4  水泥土搅拌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2-2002
按照附件 3.2.4条 水泥检测、承载力

3.2.5 高压喷射桩复合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2-2002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12
按照附件 3.2.5 条 承载力、桩身完整性

3.3
桩基、混凝土灌桩  《建筑桩基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14 按照附件 3.3条 承载力、桩身完整性

4.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二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1499.2－2007

按照附件 4.1条

4.2《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一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 1499.1-2008

按照附件 4.2条

4.3《碳素结构钢》 GB/T 700－2006 按照附件 4.3条

4.4《冷轧带肋钢筋》GB 13788-2008 按照附件 4.4条

4 钢材原材

4.5 调直后的钢筋<混凝土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按照附件 4.5条

屈服强度、极限强度；伸长

率或总伸长率。重量偏差

5 钢筋连接

5.1 钢筋机械连接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107-2016 按照附件 5.1 条
抗拉强度残余变形 

1 闪光对焊《钢筋接头及验收规程》JGJ18-2012 抗拉强度弯曲试验

5.2 钢筋焊接 2 钢筋电弧焊接头《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2012 按照附件 5.2.1 条 抗拉强度

弯曲强度（气压焊承受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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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筋电渣压力焊接《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18-2012

4 钢筋气压焊接头《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2012

时）

5 预埋件钢筋 T 形接头《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18-2012
按照附件 5.2.2 条

抗拉强度

6 混凝土

6.1 水泥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2007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2015

按照附件 6.1 条

细度、凝结时间安定性、强

度

设计文件有要求时做碱含

量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 1596-2005 按照附件 6.2 条
细度、 烧失量、需水量、含水

量三氧化硫
6.2 掺合料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18046-2000
按照附件 6.2 条 细度、流动度、活性指数

6.3 砂子、石子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52－2006

《 普 通 混 凝 土 用 砂 质 量 标 准 及 检 验 方 法 》  

GB/T14684－2011

按照附件 6.3 条

级配、含泥、 泥块含量、堆积

密度、表观密度、 有害物质含

量、坚固性 针、片状含量（石

子）

每单位工程应

做一次砂、石

的碱活性试验，

当碱活性不合

格时， 做混

凝土碱含量试

验

6.4 混凝土用水 《混凝土拌合用水》JGJ 63-2006 按照附件 6.4 条
pH 值、氯离子含量、不溶物、

硫化物含量强度、凝结时间

6.5 外加剂 《混凝土外加剂》GB 8087-2008 按照附件 6.5 条 减水率、泌水率比凝结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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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普通减水剂、高效减水剂、高性能减水

剂、引气减水剂、引气剂、泵送剂、早强剂、

抗压强度比、钢筋锈蚀，收缩

率比、坍落度保留值，渗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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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凝剂） 度比

6.6 防冻剂 《混凝土防冻剂》 JC475-2004 按照附件 6.6 条 检测参数同上

6.7 混凝土膨胀剂 《混凝土膨胀剂》  GB 23439-2009
按照附件 6.7 条

细 度、凝结时间、限制膨胀率、

抗压强度、抗折强度

6.8 混凝土配合比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2011 按照附件 6.8 条 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及耐久

性能

6.9 灌浆料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 T 50448-2008   

按照附件 6.9 条 细度、凝结时间、限制膨胀率、

抗压强度

6.10
混凝土抗压强度标

准养护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GB50204－2015

按照附件 6.10 条 抗压强度

6.11
混凝土抗压强度

(同条件)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GB50204－2015

按照附件 6.11 条 抗压强度 立塔筒时

基础的混

凝土强度

必须达到

100%

6.12 混凝土抗渗 《水工建筑物抗冻设计规范》DL/T5082-1998 按照附件 6.12 条 抗渗等级

6.13 混凝土开盘鉴定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GB50204

－2015
按照附件 6.13 条

 原材料、强度、凝结时间、稠

度  

7.1回弹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程》GB50204－2015
按照附件 7.1条 混凝土强度

7.2钢筋保护层厚度《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程》GB50204－2015
按照附件 7.2 条 钢筋保护层厚度

7.3楼板厚度《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程》GB50204－2015
按照附件 7.3 条 楼板厚度

7
主体结构验收

7.4砂浆强度《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按照附件 7.4 条 砂浆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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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203-2011

7.5砌体墙拉结筋《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50203-2011
按照附件 7.5 条 抗拔力

8 砂浆部分

建筑生石灰（JC/T 479-1992
CaO＋MgO 含量、未消化残

渣含量 CO2 含量、 产浆量

建筑生石灰粉（JC/T 481-1992）8.1 石灰

建筑消石灰（JC/T 480-1992）

按照附件 8.1 条

Ca0＋MgO 含量、细度、游

离水、体积安定性

8.2 砂浆增塑剂 
《砂浆增塑剂质量检验评定标准》DBJ41/T051-2003 《砌筑砂

浆增朔剂》JC/T164-2004

按照附件 8.2 条 分层度、抗压强度、抗冻性

能、砌体抗压、钢筋锈蚀

8.3 砂浆配合比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T98-2010 按照附件 8.3 条 试配

8.4 砂浆抗压强度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3-2011

按照附件 8.4 条 抗压强度

8.5 预拌砂浆

湿拌砂浆

湿拌砌筑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湿拌抹灰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拉伸粘接

强度

湿拌地面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8.5.1

湿拌防水砂浆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223-2010
按照附件 8.5.1

条

保水率、抗压强度、拉伸粘接

强度、

8.5.2 干拌砂浆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223-2010 按照附件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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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检测试验项目 采用规范或标准 抽样频率 检测参数 备注

8.5.2
干混普通防水砂

浆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223-2010 按照附件 8.5.2条

保水率、抗压强度、拉伸粘接

强度、抗渗

8.5.3
聚合物水泥防水

砂浆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223 按照附件 8.5.3条
凝结时间、耐碱性、耐热性

8.5.4 界面砂浆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223 按照附件 8.5.4条 拉伸粘接强度

8.5.5 陶瓷砖粘接砂浆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223 按照附件 8.5.5条 拉伸粘结强度

9.1、烧结普通砖 GB/T 5101-2003 按照附件 9.1条 抗压强度

9.2、烧结多孔砖 GB 13544-2011 按照附件 9.2条 抗压强度

9.3、粉煤灰砖 JC 239-2001 按照附件 9.3条 抗压强度、冻融

9.4、粉煤灰砌块 JC 238-1991 按照附件 9.4条 抗压强度、冻融

9.5、蒸压灰砂砖 GB 11945-1999 按照附件 9.5条 抗压强度、冻融

9.6、蒸压灰砂空心砖 JC/T 637-2009 按照附件 9.6条 抗压强度、冻融

9.7、非烧结普通砖 JC 422-2007 按照附件 9.7条 抗压强度抗折强度

9.8、烧结空心砖（非承重）空心砌块 GB 13545-2003 按照附件 9.8条 抗压强度

9.9、普通混凝土空心砌块 GB 8239-1997 按照附件 9.9条 抗压强度

9 砌墙砖、砌块

9.10、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GB/T 11968-2006 按照附件 9.10条 抗压强度、密度、含水率

清水墙

做泛霜

10
防水卷材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GB 50207-2012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2011
按照附件 10条

拉力

断裂延伸率

不透水性

干混砌筑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干混抹灰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拉伸粘接

强度

干混地面砂浆

条

保水率、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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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JC/T 633-1996
《沥青复合胎柔性防水卷材>JC/T 690-2008
《自粘橡胶沥青防水卷材》JC/T 840-1999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 18242-2008
《塑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 18243-2008
《合成高分子防水卷材（片材）》GB 18173.2-2006/2012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GB 12952-2011
《氯化聚乙烯防水卷材》GB 12953-2003

柔度

耐热度

编号 检测试验项目 采用规范或标准 抽样频率 检测参数 备注

11 钢结构部分

 11.1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GB/T1228-2006 按照附件 11.1条

 11.2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GB/T1230-2006  
按照附件 11.2条

屈服、抗拉强度、伸长率、收

缩率、冲击韧性、楔负载、保

证载荷、扭矩系数、硬度、脱

碳层

11.3 钢网架用高强度螺栓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按照附件 11.3条 螺栓实物拉力载荷、表面硬度

11.4 高强度螺栓连接摩擦面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按照附件 11.4条 抗滑移系数

11.5 焊缝探伤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按照附件 11.5条 焊缝质量等级及缺陷分级

11.6 防腐涂料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按照附件 11.6条 涂装层厚度

11.7 防火涂料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按照附件 11.7条 耐火性能、涂装层厚度

11.8 主体结构变形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按照附件 11.8条 整体垂直度平面弯曲

12 装饰装修

12.1 陶瓷地砖
《陶瓷砖》GB/T 4100-201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2001

按照附件 12.1条
吸水率、耐急冷急热性、抗折

强度、耐磨性能

12.2 陶瓷内、外墙饰面砖 《陶瓷砖》GB/T 4100-2015 按照附件 12.2条 吸水率、耐急冷急热性、抗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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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2001 性能、 抗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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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

天然花岗石
《陶瓷砖》GB/T 4100-201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2001

按照附件

12.3条

12.

4

天然大理石
《陶瓷砖》GB/T 4100-201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2001

按照附件

12.4条

镜面光泽度、体积密

度、吸水率、冻融循

环 、弯曲强度、耐久

性耐磨性放射性元素

含量

编

号

检测试验

项目
采用规范或标准 抽样频率 检测参数

备注

12.

5

建筑水磨

石

 《陶瓷砖》GB/T 4100-201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2001

按照附件

12.5条

光泽度、出石率

抗折强度、  吸水

率

12.

6
门窗检测

《建筑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

方法》GB/T 7106-2008
按照附件

12.6条

 气密性、水密性、

抗风压性能、有节

能保温要求的增

加：保温性能、中

空玻璃露点

 

12.

7

门窗的现场

检测

《建筑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

方法》GB/T 7106-2008
按照附件

12.7条

气密性、水密性、

抗风压性能、

12.8 内墙涂料

《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GB/T 9756-2009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2001

按照附件

12.8条

有害物质限量、施

工性能、干燥时间

耐碱性能 、耐冲

刷性能

 

12.

9
外墙涂料

 <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GB/T 9755-200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200

按照附件

12.9条

 有害物质限量、

施工性能、干燥时

间、耐碱性能 耐
冲刷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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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

外墙瓷砖粘

接强度检测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 JGJ 
110—2008

按照附件

12.10条
　粘接强度

12.

11

人 造 装 饰

板

装饰单面贴面人造板 GB/T 15104-2006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2001
胶合板（GB 9846-2004）、细木工板（GB 5849-2006

按照附件

12.11条

浸渍剥离强度、表

面胶合强度、甲醛

释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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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板胶合木（GB/T 50-2001）

12.12 不发火混凝土 不发火集料及混凝土（GB 50209-2010） 按照附件 12.12条 不发火性能

编号 检测试验项目 采用规范或标准 抽样频率 检测参数 备注

13 节能保温 

13.1 膨胀珍珠岩 膨胀珍珠岩（JC/T 209-2012 按照附件 13.1条
堆积密度、 粒度、质量

含湿率、导热系数

13.2.1膨胀聚苯板（EPS）

《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JG 149-200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GB/T10801.1-2002

按照附件 13.2.1条

表观密度、压缩强度、

尺寸稳定性、导热系数、

垂直于 板面的抗拉强

度、燃烧性能、吸水率

13.2.2抹面胶浆 

《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JG 149-200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

《建筑室内用腻子》JG/T3049-1998

按照附件 13.2.2条

拉伸粘结强度(原强度)

拉伸粘结强度(耐水强

度)

13.2.3胶粘剂

《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JG 149-200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

《建筑室内用腻子》JG/T3049-1998

按照附件 13.2.3条

拉伸粘结强度(与水泥

砂浆)原强度、耐水强

度； 

拉伸粘结强度(与膨胀

聚苯板)原强度、耐水

强度

13.2

 

膨胀聚苯板薄抹

灰外墙外保温系

统 

13.2.4耐碱玻纤网格布

《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JG 149-2003

《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JC/T841-1999

按照附件 13.2.4条

单位面积质量、耐碱断

裂强力（经、纬向）耐

碱断裂强力保留率（经、

纬向）、断裂应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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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 纬向）

编号 检测试验项目 采用规范或标准 抽样频率 检测参数 备注

13.2
膨胀聚苯板薄抹灰

外墙外保温系统 

13.2.5锚栓

《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JG 149-200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

按照附件 13.2.5条 单个锚栓抗拉承载力

13.3.1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JG/T 158-2013
按照附件 13.3.1条

干表观密度、抗压强度、导

热系数、拉伸粘结强度、燃

烧性能

13.3.2抗裂砂浆、界面砂浆、面砖粘结砂浆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JG/T 158-2013
按照附件 13.3.2条

拉伸粘结强度标准状态、浸

水处理；拉伸粘结强度标准

状态浸水处理

 

13.3.3勾缝料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

JG/T 158-2013
按照附件 13.3.3条

收缩值、抗折强度、透水性

（24h）、压折比
 

13.3.4柔性止水砂浆《无机防水堵漏材料》GB23440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JG/T 158-2013
按照附件 13.3.4条

抗压强度 、抗折强度 、拉

伸粘结强度、涂层抗渗压力、

试件抗渗压力、压折比

13.3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

外保温系统 

13.3.5耐碱玻纤网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JG/T 158-2013
按照附件 13.3.5条

单位面积质量、耐碱断裂强

力耐碱断裂强力、保留率断

裂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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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热镀锌电焊网《镀锌钢丝电焊网》QB/T 3897-1999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JG/T 158-2013
按照附件 13.3.6条

丝径、网孔尺寸、焊

点抗拉力

编号 检测项目 采用规范或标准 抽样频率 检测参数 备注

13.4.1锚栓锚固力现场拉拔试验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
按照附件 13.4.1条

锚固件锚固力现场拉拔

试验

13.4.2保温板材与基层的粘结强度现场拉拔试验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
按照附件 13.4.2条 粘结强度现场拉拔试验13.4

外墙保温系

统的现场试

验
13.4.3围护结构的外墙节能构造钻芯法检测保温层厚度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
按照附件 13.4.3条 保温层厚度

14 水电 

14.1.1、《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

GB/T 5836.1-2006
按照附件 14.1.1条

14.1.2、《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GB/T 10002.1-2006 按照附件 14.1.2条

14.1.3、《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GB/T 13663-2000 按照附件 14.1.3条

14.1.4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第 2 部分：管材》

GB/T18742.2-2002
按照附件 14.1.4条

14.1 管材

14.1.5、《冷热水用聚丁烯（PB）管道系统  第 2 部分：管材》

GB/T19473.2-2004
按照附件 14.1.5条

外观、壁厚、直径、纵

向回缩率、落锤冲击试

验、维卡软化温度、静

液压试验、断裂伸长率、

简支梁冲击试验

 

 
 

14.2 电线电缆
《电缆的导体》GB/T 3956-2008
 

按照附件 14.2条

电阻、耐电压、绝缘电

阻、绝缘厚度、护套厚

度、外径、导体结构、

垂直燃烧

14.3 开关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 按照附件 14.3条 标志、防触电保护、电



14

16915.1-2014》
气间隙、爬电距离、耐

非正常热、耐燃

14.4 插座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 2099.1-2008 按照附件 14.4条

标志、防触电保护、爬

电距离、电气间隙、拔

出力试验、耐非正常热、

耐燃

编号 检测试验项目 采用规范或标准 抽样频率 检测参数 备注

14.5 断路器
 《电气附件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 1 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GB 10963.1-2012

按照附件 14.5条

标志、防触电保护、动作时

间、动作电流、电气间隙、

耐非正常热、耐燃

14.6 电工套管       《建筑用绝缘电工套管及配件》JG 3050-1998 按照附件 14.6条
外观、外径、 内径、壁厚、

跌落性能

15 环境检测

15.1 工程地点土壤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50325-2010（2013年版）
按照附件 15.1条 土壤氡及氡析出含量

15.2 放射性检测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2010(2013 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

量》GB 6566-2010

按照附件 15.2条 材料放射性

15.3 甲醛含量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 50325-201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

放限量》GB18580-2001

按照附件 15.3条 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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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氨及其他有害

物质含量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

量》GB18582-2008
按照附件 15.4条 氨及其它有害物质

15.5 室内空气检测 《室内环境检测》GB 50325—2010 按照附件 15.5条
污染物浓度，氡、甲醛、

氨、苯、TVOC

2  风机基础工程

编号 检测试验项目 采用规范或标准 抽样频率 检测参数 备注

1 回填土

1.1 土击实试验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50123-1999（2007） 按照附件第 1.1条 最大干密度、最佳含水率

1.2 回填土分层夯实取

样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2-200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按照附件第 1.2 条 干密度、含水率、压实系数

2 基坑支护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2012 按照附件第 2 条 原材料及抗拔力  

3地基与基础

3.1 换填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2-2002； 按照附件第 3.1 条

换填材料的原材料检测、地

基承载力（或强度）、干密

度、含水率、压实系数

 

3.2 复合地基

3.2.1 土和灰土挤密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2-2002；

按照附件 3.2.1 条

石灰原材料检测、桩压实系

数检测、桩间土挤密系数检

测，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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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振冲桩复合地基
按照附件 3.2.2 条

碎石原材料检测、复合地基

承载力检测

3.2.3

CFG桩复合地基

《建筑桩基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14

按照附件 3.2.3 条

砂石水泥原材检测、试块抗

压强度检测，单桩、复合地

基承载力检测，低应变检测

3.2.4
 水泥土搅拌桩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2-2002
按照附件 3.2.4条 水泥检测、承载力

3.2.5 高压喷射桩复合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2-2002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12
 按照第 3.2.5条 承载力、桩身完整性

编号 检测试验项目 采用规范或标准 抽样频率 检测参数 备注

3.2.5 高压喷射桩复合地基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2-2002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12
按照附件 3.2.5条 承载力、桩身完整性

3.3 桩基、混凝土灌桩  《建筑桩基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14 按照附件 3.3条 承载力、桩身完整性

4.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二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1499.2－2007

按照附件 4.1条

4.2《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一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 1499.1-2008

按照附件 4.2条

4.3、《碳素结构钢》 GB/T 700－2006 按照附件 4.3条

4
钢材原材

4.4、《冷轧带肋钢筋》GB 13788-2008 按照附件 4.4条

屈服强度、极限强度；伸长率或

总伸长率。重量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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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调直后的钢筋<混凝土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按照附件 4.5条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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