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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城市地下管线普查的总则、探查前的技术准备、探查方法、管线测量、数据建库要

求、地下管线图的编制、地下管线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地下管线普查工程监理、成果验收。

本规程适用于江西省南昌市城市地下管线普查，本省其他城市亦可参照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程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 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程，然而，鼓励根据本规程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程。

GB /T20257. 1—2007 1∶ 500 1∶ 1000 1∶ 2000 地形图图式

GB /T 13923—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 /T 18314—2001 全球定位系统( GPS) 测量规范

CJJ 8—99 城市测量规范

CJJ 6l—2003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

3 定义和术语

3. 1 城市地下管线

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埋设于地下的各种管道和电缆，包括: 电力( 供电、交通信号、路灯、电车) 、通

讯( 电信、移动、网通、联通、铁通、监控、军用、有线电视、网络、电力通讯、保密等) 、给水( 饮用水、配水、

循环水、专用消防水、绿化水等) 、排水( 污水、雨水和雨污合流) 、燃气( 煤气、液化气、天然气) 、工业

( 氢气、乙炔、石油) 、热力( 蒸汽、热水) 、不明管线、综合管道等。

3. 2 地下管线普查

是指查明地下管线的平面位置、高程、埋深、走向、规格、材质、管线性质、权属单位以及管线附属

构筑物信息，并编绘以地形图为载体的地下管线图( 综合管线图和专业管线图) 和断面图。建立全市

统一的数据库和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3. 3 现况调绘

由各专业管线权属单位负责组织有关专业人员对已埋设的地下管线进行资料收集，并分类整理、

调绘编制现况调绘图，为野外探测作业提供参考和有关地下管线属性依据的过程。

3. 4 管线点

地下管线探查过程中，为准确描述地下管线的走向特征和附属设施信息，在地下管线探查或调查

工作中设立的测点。

3. 5 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

在计算机软件、硬件、数据库和网络的支持下，利用 GIS 技术实现对城市地下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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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和属性信息进行输入、编辑、储存、查询统计、分析、维护更新和输出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4 总则

4. 1 一般规定

4． 1． 1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范围通常是指建成区内的道路、街巷等( 沿线带状宽度视需求而定) 。

各单位和院校等庭院内部可不普查，正在成片改造的旧城区不查，但为保证地下管线的连续性，符合

表 1 规定的地下管线穿越非普查区时要求普查。

4． 1． 2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应采用统一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由业主统一提供测量控制资料

与地形图及分幅标准。

4． 1． 3 为保证普查成果质量，地下管线普查工程实行项目监理。监理单位应能综合应用地球物

理勘探、测绘、计算机等技术，项目监理人员应具有较丰富的地下管线普查监理实践经验。

4． 1． 4 建立城市地下管线动态管理机制，实行竣工测量，以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的适时更新。

4． 1． 5 各类地下管线普查工作，除应按本规程执行外，尚应符合国家、江西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4. 2 精度要求

4． 2． 1 隐蔽管线点探查的平面位置限差和埋深限差应符合:平面位置限差 δts ＜ 0. 10h cm;埋深限

差 δth ＜0. 15h cm。( 式中 h为地下管线的中心埋深，单位为 cm，当h ＜100cm时则以 100 cm代入计算。)

4． 2． 2 在明显管线点上实地量测地下管线的埋深误差不得超过 ± 5cm。

4． 2． 3 地下管线点的测量精度:平面位置测量中误差( 相对于邻近控制点) 不得大于 ± 5cm; 高

程测量中误差( 指测点相对于邻近高程控制点) 不得大于 ± 3cm。

4． 2． 4 地下管线图测绘精度:实际管线的线位与邻近的地上建( 构) 筑物及相邻管线的间距中误

差不得大于图上 ± 0. 5mm。

4． 2． 5 特殊工程精度要求可由业主与承揽方商定，并以合同形成书面确定。

4. 3 工作内容及基本程序

4． 3． 1 地下管线普查的工作内容包括:

( 1) 地下管线资料的收集和地下管线现况调绘;

( 2) 地下管线实地调查和地下管线探查;

( 3) 地下管线测量;

( 4) 地下管线图编绘及成果表的编制;

( 5) 建立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与动态管理机制;

( 6) 地下管线普查工程监理;

( 7) 成果检查验收与归档。

4． 3． 2 地下管线探查的管线点包括管线特征点( 简称特征点) 和附属设施中心点( 简称附属物

点) ，管线点分为明显管线点和隐蔽管线点。明显管线点是指地下管线投影位置在实地明显可见，能

直接定位; 隐蔽管线点是指地下管线在实地不可见，需采用仪器探查或打样洞量测的物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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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3 普查范围内地下管线探测的取舍标准按表 1 执行。

表 1

管线类型 取舍标准

电力( 供电、信号、路灯、电车) 全测

通讯( 电信、有线电视、军用、网络等) 全测

给水( 饮用水、循环水、消防水、绿化水) 管径≥75mm

排水( 污水、雨水和雨污合流)
箱涵内宽≥300mm，管径≥200mm，

雨水篦子全测

燃气( 煤气、天然气、液化气) 全测( 穿越非普查范围时管径应≥150mm)

热力( 蒸汽、热水) 全测

工业( 氢气、氧气、乙炔、石油) 全测

4． 3． 4 地下管线普查必须查明被探管线属性，测注项目内容详见表 2。

表 2

管线

类型

地面建

( 构) 筑物

管线点

特征点 附属物
量注项目

测注

高程
材质

电力

变电室、配

电房、高压

线杆、地沟

供电、路灯、转折

点、上杆、上楼、非

普、三分支、四分

支、五分支、多分

支、断头、预留口、

井内点

路灯、检修井、手孔

井、接线箱、环网柜、

箱式变压器、路灯控

制箱、信号灯、一井

多盖，通 风 井、偏

心井

电压等级、

材质、断面

尺寸、电缆

根数

管顶及地

面高程
铜、铝

通讯

控制室、差

转台、发射

塔、放大器、

地槽

转折点、上杆、上

楼、非普、三分支、

四分支、五分支、六

分支、多分支、断

头、预留口

人孔井、手孔井、接

线箱、电话亭

保护材料、

管孔排列、

材质

管顶及地

面高程
铜、光纤、铜 /光

给水

水源井、净

化池、泵站、

水塔、水池、

取水构筑物

三通、弯头、盖堵、

预留口、非普、变

径、变材、变深、出

地、出水口、四通、

五通、井内点

阀门井、水表井、消

防栓、检修井、阀门

孔、阀门、消防井、盖

堵、水门井、一井多

阀、排水阀井、测流

井、排气阀井

管径、材质
管顶及地

面高程

球墨铸铁、砼、钢、塑

料、PE

3

DB36 /T 519—2007



续表

管线

类型

地面建

( 构) 筑物

管线点

特征点 附属物
量注项目

测注

高程
材质

排水

化粪池、泵

站、暗沟、地

面出口、出

口闸

三通、四通、五通、

预留口、非普、出水

口、进水口、转折

点、六通、七通、八

通、九通、井内点

检修井、雨水篦、跌

水井、化粪池、雨水

井、偏心井、一井多

盖、阀门、提升井、溢

流井

管 径 ( 断

面尺寸 ) 、

流 向、埋

深、材质

管 底、方

沟底及地

面高程

砼、砖、石、PVC、铸

铁、钢

燃气

煤气站、调

压阀、储气

柜、地沟

三通、弯头、盖堵、

预留口、非普、四

通、变径、变材、变

深、出地、井内点

凝水缸、检修井、阀

门井、阀门、调压箱、

压力表、波形管、一

井多阀、偏心井

管 径 ( 断

面尺寸 ) 、

压力、材质

管顶及地

面高程

钢、PE、球墨铸铁、玻

璃钢

热力
锅炉房、加

压站

三通、弯头、盖堵、

预留口、非普、变

径、变材、变深、出

地、四通、井内

阀门井、检修井、排

污阀门、排气阀门、

补偿器井、阀门、一

井多阀、偏心井

管径、材质
管顶及地

面高程
钢

工业

锅炉房、动

力站、冷却

塔、支架

三通、弯头、盖堵、

预留口、非普、变

径、变材、变深、出

地、出水口、四通、

五通

检修井、阀门井、一

井多阀、偏心井

管 径、材

质、载 体

名称

管顶及地

面高程
钢、砼、PE

注 1:部队、铁路、民航及其他专业管线测注项目参照本表规定执行，但应注明权属单位及用途。

2:管块( 沟) 测注的平面位置为管块( 沟) 几何中心位置。

4． 3． 5 地下管线普查的基本程序为: 接受任务( 委托) 、收集资料、现场踏勘、仪器检验、方法试

验、编写技术设计书( 实施方案) 、实地调查、地下管线探查、控制测量、地下管线测量及带状图测绘、地

下管线数据处理、地下管线数据入库、报告编制及成果验收。

4． 3． 6 地下管线探测任务由业主以合同书形式进行委托。合同书的内容包括: 任务编号、测区

位置及范围、任务内容和技术要求、应提交的成果、工程期限、工程单价、付款方式及双方责任等。

4． 3． 7 在地下管线探测前，应全面搜集和整理测区范围内现有地下管线资料和有关的测区资

料，包括:

( 1) 以 1∶ 500 或 1∶ 1000 地形图( 蓝图) 为底图的各专业管线现况调绘图;

( 2) 各种管线的设计图、施工图、竣工图、技术说明资料及成果表;

( 3) 测区内已有的测量控制成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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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8 在搜集、整理和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现场踏勘，主要内容包括:

( 1) 核查搜集资料，评价资料的可信度和可利用度;

( 2) 察看测区地物、地貌、交通情况、地球物理条件及各种可能的干扰因素;

( 3) 核查测区内测量控制点的位置和保存情况。

( 4) 踏勘结束后，应选定合理的探测方法和进行必要的方法试验。在此基础上编写技术设

计书。

5 地下管线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已有地下管线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地下管线普查的重要环节和基础，是指对已埋设的各

种地下管线资料进行搜集、分类、整理，并将有关信息转绘到现有的 1∶ 500 或 1∶ 1000 地形图上。

5． 1． 2 各管线权属单位负责组织熟悉管线情况的专业人员对已有管线进行现场调查工作。

5． 1． 3 各管线权属单位根据现场调查情况，编制各专业管线现况调绘图及整理有关资料，并以

此作为地下管线探测的依据之一。

5. 2 资料收集整理的工作内容

5． 2． 1 各地下管线权属单位在接受现况调绘任务后，应按要求收集下列资料:

( 1) 普查范围内现有的 1∶ 500 或 1∶ 1000 地形图;

( 2) 地下管线设计图、施工图、竣工图、断面图、技术说明及成果表;

( 3) 地下管线的定位和竣工测量成果资料;

( 4) 审批的地下管线规划图、技术说明及成果表。

5． 2． 2 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类。

5． 2． 3 各专业地下管线现况调绘图的编制，通常是根据管线竣工测量成果成图资料及管线属性

等资料在 1∶ 500 或 1∶ 1000 地形图( 蓝图) 上编绘，如无竣工图及竣工测量成果的管线，应根据现场调

查资料和管线施工图等资料，按管线与邻近的建( 构) 筑物、明显地物点、现有路边线等的相互关系进

行编辑。

5． 2． 4 地下管线现况调绘图应采用彩色笔按附录 A 所规定的颜色编绘。编绘时管线点符号应

按附录 B规定的图例执行。图上必须注明管线的权属单位、规格、材质、性质、埋设年代。

6 探查前的技术准备

6. 1 一般规定

6． 1． 1 探查前的技术准备工作包括:资料搜集、现场踏勘、方法试验、仪器一致性检验、技术设计

书编写及项目作业计划制订。

6． 1． 2 探查前应搜集以下资料:

( 1) 测区地下管线现况图;

( 2) 测区测量控制点成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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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相关管线资料。

6． 1． 3 现场踏勘的内容包括:

( 1) 核查地下管线现况图的可信度;

( 2) 核查测区地形图的现势性;

( 3) 核查测区内测量控制点的位置和保存情况;

( 4) 察看测区地物、地貌、交通情况、气候条件及各种可能的干扰因素。

6. 2 方法试验

6． 2． 1 在地下管线普查工作开展前应进行方法试验，方法试验的目的是:

( 1) 确定城市地下管线普查范围内所采用的物探方法、所选用仪器的有效性、精度和有关参数;

( 2) 为技术设计书的编写提供技术依据。

6． 2． 2 方法试验的内容包括:

( 1) 电磁法工作参数的选择试验:如信号激发方式的选择、工作频率的选择、收发距的选择、定位

和定深方法的选择等;

( 2) 电磁波法波速的测定;

( 3) 非金属管线探测方法试验;

( 4) 新方法新技术有效性及其探查精度试验。

6． 2． 3 探测仪一致性检验:

( 1) 所有地下管线探测仪在投入使用前应进行一致性检验，校验要选择在已知管线上进行，且样

本量不得小于 20 个隐蔽管线点，将结果记录在探测仪一致性校验表中 ( 已知管线是指管线的位置、

埋深、管径和材质均已知) 。

( 2) 现场校验结束后应对校验结果进行评定，当校验结果满足以下条件时，探测仪方可投入生产。

仪器一致性均方差:≤1 /3 δts( δth) ，式中 δts( δth) 按第 4． 2． 1 中的公式计算。

( 3) 一致性检验结束后，应编写《探测仪一致性检验报告》，交项目监理部审核。

6. 3 技术设计书

6． 3． 1 在完成资料搜集、现场踏勘、方法试验、仪器一致性检验后，应编写技术设计书。技术设

计书内容应包括:

( 1) 普查工作的目的、任务、范围;

( 2) 普查工作的人员劳动组织、仪器、设备、材料计划;

( 3) 测区环境分析:包括交通、气候条件和地下管线概况;

( 4) 测区地形和测量控制资料分析;

( 5) 地下管线探查:包括探查方法分析、工作方法和技术要求;

( 6) 地下管线测量:包括控制测量、管线点测量;

( 7) 地下管线数据采集与处理方法;

( 8) 地下管线图编绘与成果表编制;

( 9) 地下管线普查质量管理、质量保证体系与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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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风险分析与措施;

( 11)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12) 工作量估算及工程进度计划;

( 13) 安全保证、方法与措施;

( 14) 成果资料提供;

( 15) 技术设计书审批:技术设计书编写好后，应送交项目监理部审核，业主审批，一经批准，在工

程施工中必须严格执行。

6． 3． 2 制订项目作业计划。

6． 3． 3 施工单位在普查工作开展前应制订项目作业计划，经监理部门审查后转交备案。项目作

业计划内容应包括:

( 1) 确定完成每项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和协作人员;

( 2) 确定完成每项活动的工期、进度计划( 计划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

( 3) 人员组织、岗位职责，仪器设备、交通工具配置;

( 4) 评估影响作业计划完成的风险因素及应对措施。

7 地下管线探查

7． 1 一般规定

7． 1． 1 地下管线探查所采用的方法应是经试验验证有效的方法，并按表 2 规定内容探查。

7． 1． 2 地下管线探查应在管线现况调绘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查和仪器探查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应积极推广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但不论采用何种技术、方法，其探查精度都必须满足第 4． 2 条的

要求。

7． 1． 3 地下管线探查应查清各种管线的敷设状况、在地面上的投影位置埋深，并在地面上设置

地下管线水平投影位置标志点。

7． 1． 4 综合管道( 沟) 是指不同权属单位的管线共同占用同一管道。探查时，综合管道内的所有

管线属性需分别查清，管线的平面位置均为管道的几何中心，埋深测至管道外顶。

7． 1． 5 地下管线特征点和附属物必须满足表 2 的要求。

7． 1． 6 地下管线点标志一般应设置在附属物几何中心和特征点在地面的投影位置上，间距大于

75m的直线段应加设管线点。

7． 1． 7 地下管线立体交叉时，应在避开交叉电磁场干扰的条件下，尽量靠近交叉点设置标志点。

7． 1． 8 对于有两个以上入口( 多盖) 的地下管线检修井，或者井内空间范围≥2. 0m × 2. 0m 时要

实测出井边线。

7． 1． 9 需实测外轮廓实际范围线的检修井，其井内的给水、燃气、工业、热力类管线应测出特征

点和附属物;电缆类管线一是需测出进出检修井的实际位置，二是管线图上井内不连线，但提交的数

据文件要体现实际连接关系。

7． 1． 10 当地下管线的窨井、阀门和特征点偏离地下管线中心线的距离大于 20cm 时，应实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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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管线上的偏心点坐标和该偏心点相关的井位或附属物中心点的坐标和高程。

7． 1． 11 当地下管线弯曲时，必须增加管线点，以保证其弯曲特征。

7． 1． 12 测区范围划分原则上由施工单位自行划定，但不同施工单位之间的测区边界线则由业

主以线文件方式提供。测区编号可按两位数字组成，编号顺序原则上由北到南，由西到东，并确保编

号唯一。

7． 1． 13 对管线点进行外业编号( 物探点号) ，编号由“管线子类代码 +数字”组成，统一设置为 9

位，如:WS0100001，其中“WS”表示管类，“01”表示测区号，“00001”表示物探点流水号，物探点号要做

到全测区唯一。内业编号( 图上点号) ，由“管线子类代码 +流水号”组成，以 1∶ 500 地形图图幅为单元

编号，做到同一图幅内不重号。图上点号编号基本原则是: 先干管，后支管; 顺序为由西到东，由北

到南。

7． 1． 14 管线点的地面标志，用统一规格的铁钉( 硬化路面) 、木桩( 沙、土路面) 打入地面至平，

用红色油漆以铁钉为中心( 或附属设施井盖中心位置) 标注上记号“⊕”，并在管线点附近明显且能长

期保留的建( 构) 筑物、明显地物上，用红色油漆标注管线点号和拴距，以便于实地测量和检查时寻找。

应保证在管线探测成果检查验收前不丢失。

7． 1． 15 探查时，应在 1∶ 500 或适当比例尺的地形图上详细地标注各种管线的走向、连接关系、

管线点编号等，形成探查草图，交付下一作业工序使用。探查草图注意保存。

7． 1． 16 探查作业时应注意安全，必须按附录 C的安全保护规定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作业。

7． 2 实地调查

7． 2． 1 在实地调查时，应按表 3 规定的调查内容，结合现况调绘资料，逐一核查和量测地下管线

的属性和数据，并按附录 D格式现场记录有关内容。原始记录要整齐、清晰、美观，不得涂改; 确需修

改更正时，可在原记录数据内容上画“—”线后，将正确的数据内容填写在其旁边，并注记原因，以便核

查，尽量用中文填写。

7． 2． 2 明显管线点应采用经检验的钢尺直接开井量测管线埋深，读数至 cm。

7． 2． 3 电力管线按电压值记录，燃气管道分别记录低压、中压和高压，工业管道分别记录为无

压、低压、中压和高压。低、中、高压按其压力( P) 的分类标准如下:

燃气管道:低压 P≤5kPa;中压 0. 4MPa≥P ＞ 5kPa;高压 1. 6 MPa≥P ＞ 0. 4MPa。工业管道: 无压

( 或自流) P = 0;低压 1. 6MPa≥P ＞ 0;中压 10 MPa≥P ＞ 1. 6MPa;高压 P ＞ 10 MPa。

7． 2． 4 地下管线实地调查项目按表 3 执行。

表 3

管 线

类 别

埋 深

管

( 沟块)

外顶

管

( 沟块)

内底

断面

尺 寸

( 管径 /

宽 ×高)

载体特征

压力

电压
流向

管
线
材
质

管道

流体

性质

管块

孔数

电缆

条数

附
属
设
施

权
属
单
位

建
设
日
期

电力
直埋 △ △ △ △ △ △ △

沟道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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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管 线

类 别

埋 深

管

( 沟块)

外顶

管

( 沟块)

内底

断面

尺 寸

( 管径 /

宽 ×高)

载体特征

压力

电压
流向

管
线
材
质

管道

流体

性质

管块

孔数

电缆

条数

附
属
设
施

权
属
单
位

建
设
日
期

通信

直埋 △ △ △ △ △ △

管块 △ △ △ △ △ △ △

沟道 △ △ △ △ △ △ △

给 水 △ △ △ △ △ △

排水
管道 △ △ △ △ △ △ △

方沟 △ △ △ △ △ △ △

燃 气 △ △ △ △ △ △ △

热力
直埋 △ △ △ △ △ △ △ △

沟道 △ △ △ △ △ △ △

工业
直埋 △ △ △ △ △ △ △ △

沟道 △ △ △ △ △ △

注 1:表中“△”为应调查项目。

注 2:部队、铁路、港口及其他专用管线所需调查项目，参照本表规定执行。

7． 3 仪器探查

7． 3． 1 在现况调绘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地下管线物理场条件，选用不同的物探仪

器和方法对地下管线的隐蔽管线段进行仪器探测。

7． 3． 2 在现况资料不足或重要及复杂地段( 如交叉路口等) ，应反复进行多次仪器探测以确保管

线无遗漏。

7． 3． 3 可供选择的探测方法有: 电磁法、电磁波法、直流电法、磁测法、地震波法、红外辐射法等。

不论选用何种物探方法，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1) 被探测的地下管线与其周围地下介质之间有明显的物性差异;

( 2) 被探测的地下管线所产生的异常场有足够的强度，能在地面上用仪器观测到，并能从干扰背

景场中清楚地分辨出被查地下管线所产生的异常;

( 3) 物探方法和技术参数的选择，应根据探测对象、探查任务、地下介质条件、干扰因素等并经过

方法试验确定，一般情况下，选择电磁法比较适用;

( 4) 探测精度达到本规程的要求。

7． 3． 4 探查地下管线应遵循如下原则:

( 1) 从已知到未知;

( 2) 从简单到复杂;

( 3) 优先采用轻便、有效、快速、成本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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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复杂条件下宜采用多种探查方式或方法，互相验证。

7． 3． 5 探查金属管线，宜采用磁偶极感应法或电偶极感应法。探查非金属管线宜采用电磁波法

( 地质雷达) 或示踪电磁法。50Hz被动源法宜在扫描和追踪电力管线时使用。

7． 3． 6 用电磁感应类专用地下管线仪测定管线平面位置的方法有极大值法和零值法，一般情况

下宜采用极大值法，在无干扰电磁场的条件下也可采用零值法。

7． 3． 7 用电磁感应类专用地下管线仪定深时，方法有直读法、特征点法等，选用何种方法定深，

一是应根据方法试验确定，二是应根据不同仪器的特定观测系统采用相应的定深方法。有电磁波干

扰的情况下，一般不宜采用直读法。定深的管线点，一般情况下应选在被查管线前后至少 4 倍埋深范

围内是单一的直管线，中间无分支或弯曲，而且相邻平行管线之间的间距应大于被查管线埋深的 1. 5

倍以上或其干扰能被有效抑制。上述条件未能满足时，仪器的读数仅作参考。

7． 3． 8 被查金属管线邻近有较多平行管线或管线分布情况较复杂时，宜采用直连法、夹钳法、压

线法等方式进行探查。当允许采用直连法时，应把信号施加点上的绝缘层刮干净，保持良好的电性接

触; 接地电极应布设合理，接地点上应有良好的接地条件。采用夹钳法时，夹钳应套在被查管线上，保证

夹钳接头通路。当定深的管线点周围管线复杂、测深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应直接开挖进行量测。

7． 3． 9 采用电磁感应法探查地下管线时，应使管线回路和收发系统的电磁波传递处于最佳耦合

状态，保持最佳收发距离，使接收机能接收到足够强的地下管线感应电磁场。

7． 3． 10 采用地质雷达对非金属管道进行探测时，应选用与探测对象的埋深和管径相匹配的发

射频率和合适的接收天线;在一个探测点上应做两次以上的往返测量，以确认异常的可靠性; 如探测

对象无明显异常，应在该探测剖面前后做反复多次测量，以利于发现异常;对不明显的管线异常要进

行开挖验证;要在探测点附近的已知管线上做雷达试验剖面用以确定介电常数和波速。雷达探测工

作结束后，应单独编写雷达工作总结报告，并附每条雷达记录剖面图和成果表 ，成果表中要有波速、双

程走时、管线平面位置和埋深等数据。同等地电条件已知管线的试验数据亦应列表。

7． 4 探查工作质量评定

7． 4． 1 探查工作质量评定分为施工单位自我质量评定和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的探查工作质量

评定，评定范围为某测区或整个探查工程。

7． 4． 2 探查质量评定的内容包括:

( 1) 明显管线点的埋深精度;

( 2) 隐蔽管线点的平面位置和埋深精度;

( 3) 隐蔽管线点开挖验证;

( 4) 管线属性调查正确率;

( 5) 管线漏查率和连接关系正确率。

7． 4． 3 探查质量评定的方式和方法:

( 1) 明显管线点检查可采用同精度重复量测的方法进行，如使用经检校的量测工具检查明显管线

点的埋深，要求检查点数占明显点总点数的 5%，且不少于 40 个。以检查值与作业单位的量测值的较

差计算的中误差来衡量明显点埋深量测精度，且 Mtd不得大于 ± 2.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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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Mtd = ± ∑Δd2
ti

2槡 n

式中:△dti为检查值与原量测值较差，

n为检查点数

( 2) 隐蔽管线点采用探测仪器同精度重复探测时，可采用两种激发方式或两种频率分别求得管线

平面位置和埋深，且两种方法求得的结果之差值符合第 4. 2. 1 条限差要求，取其平均值，作为检查管

线点的平面位置和埋深值。检查点数占隐蔽点总点数的 5%且不少于 40 个。以检查值与作业单位的

探查值较差统计的平面位置中误差 Mts和埋深中误差 Mth来衡量，其平面位置中误差和埋深中误差不

得超过限差 δts和 δth的 0. 5 倍。

计算公式:

Mts = ± ∑Δs2ti
2槡 n

Mth = ± ∑Δh2
ti

2槡 n

δts = 0. 10
n ∑

n

i = 1
hi

δth = 0. 15
n ∑

n

i = 1
hi

式中:△sti为隐蔽管线点的平面位置较差值，

△hti为隐蔽管线点的埋深较差值，

n为隐蔽管线点的检查点数，

hi为各检查点管线中心埋深( cm) ，当 hi ﹤ 100cm时，取 hi = 100cm。

( 3) 抽取样本宜遵循的原则: 在测区内分布均匀，在各种管线内分布具有代表性，在地段上应覆盖

到探查小组的探查区。

( 4) 采用同精度探测的管线点，评定其几何精度时，检查点点数超过限差的，不得大于样本总数的

10%，超过粗差( 较差大于 槡2 2 M) 的点数不得大于样本总数的 2%，否则测区管线点探查几何精度不

能满足要求。

( 5) 对隐蔽管线点必须进行开挖验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每一个工区应在隐蔽管线点中均匀分布、随机抽取不应少于隐蔽管线点总数的 1%且不少于 3

个点进行开挖验证。

②当开挖管线与探查管线点之间的平面位置偏差和埋深偏差超过本规程 4． 2． 1 规定的限差的点

数，小于或等于开挖总点数的 10%时，该工区的探查工作质量合格。

③当超差点数大于开挖总点数的 10%，但小于或等于 20%时，应再抽取不少于隐蔽管线点总数

的 1%开挖验证。两次抽取开挖验证点的超差点数小于或等于总点数的 10%时，探查工作质量合格，

否则不合格。

④当超差点数大于总点数的 20%，且开挖点数大于 10 个时，该工区的探查工作质量不合格。

11

DB36 /T 519—200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