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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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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加强人行浮桥结构工程质量管理，统一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保证工程

施工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湖南省人行浮桥结构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

1.0.3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地方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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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人行浮桥 pontoon

是指由活动引桥和多个浮桥单元组成的供行人通行的一种水面浮体结构。浮

桥可分为支浮桥和主浮桥，支浮桥通过主浮桥固定和贯通。

2.0.2 活动引桥 gangway

是指连接陆域护岸（或固定栈桥）与浮式结构物，供行人通行的可有限活动

的桥面结构。活动引桥一般由桥面框架、铺面和防护设施等组成。

2.0.3 浮桥单元 pontoon unit

按浮桥框架划分的浮桥单元体。浮桥单元由浮箱、浮桥框架、铺面、定位系

统和防护设施等组成。

2.0.4 浮箱 buoyancy tank

是指给浮桥提供浮力的箱型浮体结构。

2.0.5 浮桥框架 pontoon frame

是指浮桥的主要承重受力骨架，用于固定浮箱、铺面、定位系统和防护设施

的框架型结构。

2.0.6 铺面 pavement

是指浮桥使用的面板，与浮桥框架形成桥面系。

2.0.7 定位系统 positioning system

是指用于固定浮桥，使浮桥在竖向可以产生有限移动，同时又能防止浮桥水

平方向移动的定位装置系统。

2.0.8 抱桩器 pile guide

是指环抱定位桩的一种限位装置，抱桩器与定位桩间设有滑块或导辊。

2.0.9 浮桥整体连接 the entire connection of floating berth

是指浮桥单元之间相互连接形成浮桥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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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施工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控制及检验制度，施工现场应有经项目技术负责人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施

工方案等技术文件。

3.0.2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可划分为定位系统、浮箱、桥面结构、铺面及防护设施

等分项工程。各分项工程可根据进场批次、施工段等划分为若干检验批。

3.0.3 检验批抽样样本应随机抽取，并应满足分布均匀、具有代表性的要求。抽

样比例和合格性判定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各专业工程现行国家施工规范和验收规

范的相关要求。

3.0.4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质量控制：

1 采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和构配件应进行进场验收。凡涉及安全、

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重要材料及产品应按各专业工程施工规范、验收规范

和设计文件等规定进行复验，并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见证取

样、送样；

2 各施工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经施工

单位自检符合规定后，才能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3 相关各专业工种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并形成记录。应经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检查认可，未经检查或经检查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道工

序施工。

3.0.5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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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工程检验批合格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要检验项目必须符合本标准合格质量标准的要求；

2 一般检验项目其检验结果应有 80%及以上的检查点（值）符合本标准合

格质量标准的要求，且最大值不应超过其允许偏差值的 1.2倍；

3 质量检查记录、质量证明文件等资料应完整，重要工序应具有完整的施

工操作记录。

3.0.6 当人行浮桥结构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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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1 经返工重做或更换构（配）件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2 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3 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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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批，可予以验收；

4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分部工程，虽然改变外形尺寸但仍能满足安

全使用要求，可按处理技术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3.0.7 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人行浮桥结构工程，严禁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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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材料及成品验收

4.1 一般规定

4.1.1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用主要材料、零（部）件、成品件、标准件等产品应进

行进场验收。

4.1.2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有关材料、构配件和设备，施工单位应按本

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抽样检验，监理单位应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见证抽样检验或

平行检验。

4.1.3 进场验收的检验批划分原则上宜与各分项工程检验批一致，也可根据工程

规模及进料实际情况划分检验批。

4.2 定位系统

4.2.1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的桥位定位系统可采用定位桩、弹性锚索和锚链等锚碇

方式。

4.2.2 定位桩可采用预制桩、灌注桩和钢管桩等形式。制作定位桩所采用材料的

材质和桩外观质量及规格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JTS 257等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4.2.3 抱桩器、滑块或导辊等相关构配件材料的品种、规格、型号、防腐处理和

性能除应满足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外，还应满足表 4.2.3的要求。

进口材料的质量应符合设计和合同规定标准的有关规定。

表 4.2.3 抱桩器外观尺寸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长度 ±2 逐件检查 1
用钢尺测量两侧

宽度 ±2 逐件检查 1
对角线差 5

逐件检查

1 用钢尺测量两对角线方向，取大值

平整度 2 2 用钢直尺和塞尺测量

翘曲 3 1 用钢直尺和塞尺测量

滚轮位置 ±2 2 钢尺测量

4.2.4 锚块、锚索和锚链等相关构配件材料的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水

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等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4.3 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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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的浮箱根据使用材料分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浮箱：塑

料浮箱和混凝土浮箱等。

4.3.2 塑料浮箱和混凝土浮箱的实体质量应符合附录 C的相关规定。

4.3.3 塑料浮箱的检验项目

1 主要检验项目

1） 制作浮箱及填充材料的品种、质量和物理化学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每批次抽查 10%，抽查数量不应少于 10件，

且应包含所有规格的浮箱。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由监理单位抽样检查。

2） 塑料浮箱进行配重和填充发泡材料后，其整体重量与设计重量偏差不

应大于 2%。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每批次抽查 10%，抽查数量不应少于 10件，

且应包含所有规格的浮箱。

检验方法：称重检查。

3） 塑料浮箱进行配重和填充发泡材料后，在水中，其顶面倾斜高度不应

大于 1.5L/100，L 为浮箱长度（单位为 mm）。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每批次抽查 10%，抽查数量不应少于 10件，

且应包含所有规格的浮箱。

检验方法：将浮箱放在平静的水中，量 4条角边线在水面上的长度，将最大

值减去最小值。

4） 浮箱的密闭性、抗压性能及顶部连接件的抗拉拔、抗剪性能等指标应

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每批次抽查 10%，抽查数量不应少于 10件，

且应包含所有规格的浮箱。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气密性证明文件，必要时由监理单位抽样检查。

2 一般检验项目：

1） 塑料浮箱表面应色泽均匀，不得有裂纹、塌坑和严重的划伤。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每批次抽查 10%，抽查数量不应少于 10件，

且应包含所有规格的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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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2） 塑料浮箱螺栓孔的数量和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螺栓孔中心线位置偏

差应小于 5mm。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每批次抽查 10%，抽查数量不应少于 10件，

且应包含所有规格的浮箱。

检验方法：观察并用卡尺、钢尺检查。

3） 塑料浮箱外形尺寸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4.3.3的规定。

表 4.3.3 塑料浮箱外形尺寸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长度 ±10

同尺寸浮箱抽查

10%且不少于 3件

4 用钢尺测量顶面和底面

宽度 ±10 4 用钢尺测量顶面和底面

高度 ±8 4 用钢尺测量四个侧面

翼缘厚度 -0.5 4
用游标卡尺测量螺栓孔位置，每边

取小值

顶面对角线 10 1 用钢尺测量

注：浮箱底面长度和宽度设计值应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脱模斜率进行修正。

4.3.4 混凝土浮箱的检验项目

1 主要检验项目

1） 混凝土所用原材料的质量必须符合《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JTS 202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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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混凝土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和复验报告。

2） 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JTS 202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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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配合比设计报告。

3） 混凝土中的总氯离子含量和碱含量应符合《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

JTS 202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应按材料种类及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应见证抽

样并按规定平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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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检查实验报告或评估报告。

4） 混凝土的强度必须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

范》JTS 202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应按材料种类及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应见证抽

样并按规定平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和统计评定表。

5） 有抗渗等级要求的混凝土，其抗渗等级应符合《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

规范》JTS 202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应按材料种类及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应见证抽

样并按规定平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6） 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性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水运工程混凝

土施工规范》JTS 202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应按材料种类及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应见证抽

样并按规定平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7） 混凝土浮箱表面不能有严重缺陷。表面缺陷的程度分级应按《水运工

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确定，对严重缺陷应提出

技术处理方案，并经监理工程师批准后处理。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浮箱。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检查处理记录。

2 一般检验项目：

1） 混凝土浮箱应标明生产单位、浮箱型号、生产日期和检验标志。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浮箱。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2） 混凝土浮箱表面宜抹平密实、表观平整。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浮箱。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3） 混凝土浮箱上的预埋件、预留孔洞的数量、规格和尺寸应满足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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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3.4-1的规定。

表 4.3.4-1 预埋件、预留孔洞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预埋钢板
位置 15

与混凝土表面错台 5
预留孔洞、洞中心线位置 5

4 混凝土浮箱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4.3.4-2的规

定。

表 4.3.4-2 混凝土浮箱外形尺寸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数量

单元

测点
检验方法

长度宽度
边长≤3m ±10

边长≤3m抽查

50%，且不少于

3件，边长>3m
逐件检查

8
用钢尺测量边长>3m ±15

高度 ±5 4

顶面对角线差
边长≤3m 10

1 用钢尺测量
边长>3m 20

顶面平整度

边长≤3m 3 2
用 1m靠尺和塞尺测

量中部对角线方向

边长>3m 5 2
用 2m靠尺和塞尺测

量中部对角线方向

吊孔、吊环位置 20 各 1 用钢尺测量

4.4 浮桥框架

4.4.1 人行浮桥框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框架种类：钢连系框架和铝连系框架

等。

4.4.2 钢连系框架的检验项目

1 主要检验项目

1） 钢材的品种、规格和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钢材。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抽样复检。

2） 焊接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碳钢焊条》

GB 5117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所选用的焊条型号应与金属结构材料相匹

配，埋弧焊用焊剂、焊丝应符合《埋弧焊用碳钢焊剂和焊丝》GB/T 5293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焊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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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抽样复检。

2 一般检验项目：钢材和焊接材料的外观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相关要求。

4.4.3 铝连系框架的检验项目

1 主要检验项目

1） 铝合金材料的品种、规格和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铝合金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576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材料。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抽样复检。

2） 焊接材料应符合《铝及铝合金焊条》GB/T 3669和《铝及铝合金焊丝》

GB/T 10858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验所有焊接材料。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抽样复检。

2 铝连系框架的一般检验项目：铝合金建材和焊接材料的外观质量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576的相关要求。

4.4.4 连接用紧固标准件的主要检验项目：相关产品品种、规格和性能应满足设

计要求，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和《紧

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1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配件。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并观察检查。

4.5 铺面及防护

4.5.1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的铺面可采用木质、钢质和 FRP面板等类型。

4.5.2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的防护栏杆可采用不锈钢、钢结构、木质和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栏杆等类型。

4.5.3 铺面和防护栏杆所用材料的主要检验项目：

1 各材料的材质、等级、规格应满足设计要求，且无明显变形、裂缝、缺

损，边角无毛刺。各使用材料还应符合《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

等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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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并观察检查。

2 各材料的防腐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 50206等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木板防腐是否符合规范。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并观察检查。

4.5.4 铺面和防护栏杆所用材料的一般检验项目均应符合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

规定。

4.6 其他

4.6.1 用于制作人行浮桥结构工程引桥的材料及构配件品种、规格和性能应满足

设计要求，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6.2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所需配备的救生圈、防撞筒和防护网等防护设备，其规

格和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6.3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用其他材料及构配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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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质量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合同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5.1.2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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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人行浮桥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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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验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5.2 定位系统

5.2.1 桩基验收前应按设计文件和合同的规定对桩身的完整性、承载能力进行检

测。

5.2.2 定位桩的质量验收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

中相关桩型的主要检验项目和一般检验项目执行。

5.2.3 定位桩的防腐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其防腐处理的检验数量和检验方法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中的相关要求。

5.2.4 抱桩器的检验

1 主要检验项目

1） 材料加工和焊接方式及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材料的加工和焊接。

检验方法：检查验收记录并观察检查。

2） 抱桩器及配件的防腐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验所有抱桩器及配件的防腐处理。

检验方法：检查检测资料并观察检查。

2 一般检验项目

1） 抱桩器及其防腐应完好。运输过程造成的变形和防腐损坏应进行矫正

和修补。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抱桩器及其防腐是否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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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2） 抱桩器固定应牢固可靠，螺母应满扣拧紧，螺栓外露丝扣不应少于 2

扣。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抱桩器所有螺栓、螺母。

检验方法：检查验收记录并观察检查。

3） 滚轮和桩身的间隙应满足设计要求，滚轮沿桩身随水位升降应无卡阻。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滚轮。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 抱桩器安装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5.2.4的规定。

表 5.2.4 抱桩器安装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平面位置 ±10 逐件检查 2
用钢尺测量纵横两方向

用钢尺测量纵横两方向

注:偏差为抱桩器安装位置与根据实际桩位进行调整后的抱桩器设计位置的偏差。

5.2.5 锚块及锚索（链）

1 主要检验项目

1） 锚块与锚索（链）的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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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安装后的锚块与锚索（链）均不得影响休闲船舶的安全行驶与靠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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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般检验项目

1） 锚块安装的允许偏差、检查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5.2.5的规定。

表 5.2.5 锚块安装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位置
陆上 100

逐件检查 2
用 GPS 或经纬仪和

钢尺测量纵横两方向水上 600

5.3 浮桥框架

5.3.1 浮桥框架与浮箱和定位系统的连接应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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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框架检验

1 主要检验项目

1） 焊缝的焊接质量和等级应满足设计要求，焊缝质量检验数量和方法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和《铝及铝合金

的弧焊接头 缺欠质量分级指南》GB/T 22087的相关要求。

2） 钢连系框架的热浸锌层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采用热浸锌工艺应符合

《金属覆盖层钢铁制作热浸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 13912) 等国家现

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当设计无要求时，镀层厚度最小值应符合表 5.3.2-1的规定。

表 5.3.2-1 镀层厚度最小值

工艺 制作及其厚度(mm) 镀层局部厚度(μm) 镀层局部厚度(μm)

未经离

心处理

板材厚度≥6 75 85
3≤板材厚度<6 60 70
1.5≤板材厚度<3 45 55
板材厚度<1.5 35 45

经离心

处理

螺纹件

直径>20 45 55
6<直径<20 35 45
直径<6 20 25

其他制件
厚度≥3 45 55
厚度<3 35 45

注：对于主要表面面积大于 2m2的制件(即大件)，样本中每个制件的所有基本测量面内

测得的镀层平均厚度不低于上表中相应的平均镀层厚度的最小值；对于主要表面面积小于或

等于 2m2的制作，在每个基本测量面内测得的局部镀层厚度应不小于上表中局部厚度最小

值，在样品的所有基本测量面内测得的局部镀层厚度的最小值。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从每一检验批中抽取，当检验批的制作数量小于 3件时，

应全部检测；制作数量为 4-500 件，抽取样本数量不应小于 3 件；制作数量为

501-1200件，抽取样本数量不应小于 5件；制作数量为 1201-3200件，抽取样本

数量不应小于 8件。监理单位见证检验。

检验方法：采用磁性法或称量法检测，主要表面面积大于 2m2的制作，每个

制作至少应取 3个基本测量面；主要表面面积为 10000mm2-2m2（含 2m2）制作，

每个制作至少应取 1个基本测量面；主要表面面积为 1000mm2-10000mm2（含

10000mm2）制件，每个制件应取 1个基本测量面；主要表面面积小 1000mm2制

作，应由足够数量的制作共同提供至少 1000mm2的面积作为一个单独的基本测

量面；检查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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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阳极氧化膜的厚度应符合《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2部分：阳极氧化型材》

GB 5237.2和《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及设

计要求，对应级别的厚度应符合表 5.3.2-2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表 5.3.2-3检验，监理单位见证抽样。

检验方法：应按《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 氧化膜厚度的测量方法 第二部分：

质量损失法》GB/T 8014.2和《非磁性基体金属上非导电覆盖层 覆盖层厚度测量

涡流法》GB/T 4957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或检查检测报告。

表 5.3.2-2 氧化膜厚度级别

级别 平均厚度(μm) 最小局部膜厚(μm)
AA5 5 4
AA10 10 8
AA15 15 12
AA20 20 16
AA25 25 20

表 5.3.2-3 阳极氧化膜厚度的抽样范围

批量范围(根) 随机采样数(根) 不合格数上限(根)
1~10 全部 0
11~200 10 1
201~300 15 1
301~500 20 2
501~800 30 3
800以上 40 4

2 一般检验项目

1） 焊缝的尺寸及外观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铝及铝合金的弧焊接头 缺欠质量分级

指南》GB/T 22087和《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的相关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每批同类型构件抽查 10%且不应少于 3件，被抽查构件

每种焊缝各抽查 5%且均不应少于 1条，总抽查数不应少于 10处；监理单位见证

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用焊缝量规测量检查。

2） 涂装遍数、涂层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抽查构件总数的 10%，且同类构件不少于 3件，监理单

位见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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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采用漆膜测厚仪测量。

3） 涂装应均匀，不应有漏涂、明显起皱和流挂等现象，不应有针眼缺陷

和可见粗颗粒。构件的涂层破坏应及时进行补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对涂层附着力有疑问时做附着力检查。

4） 螺栓孔孔距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相关要求。

5） 框架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5.3.2-4的规定。

表 5.3.2-4 框架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

数量

单元

测点
检验方法

长度 ±5

逐件

检查

2 用钢尺测量两侧

宽度 ±3 2 用钢尺测量两侧

对角线差 10(6m)15(12m) 1 用钢尺测量

弯曲矢高 L/1000且不大于 10 2 拉线用钢尺测量两侧

翘曲高度 2L/1000且不大于 10 2 平台上三点着地,钢尺测量翘起角高度

注：L 为框架结构长度，单位为 mm。

5.4 浮桥组装

5.4.1 浮桥单元组装验收

1 主要检验项目

1） 浮箱和连系框架的型号、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由于运输或其

他原因造成的变形应矫正。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浮箱和连系框架。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并观察检查。

2） 连系框架防腐层表面不应有碰损、遗漏和锈迹等。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连系框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2 一般检验项目

1） 螺母应满扣拧紧，螺栓外露丝扣不应少于 2扣，垫片数量不应多于 2

片。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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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拧试。

2） 浮桥单元组装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好方法应符合表 5.4.1的规定。

表 5.4.1 浮桥单元组装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数量 单眼测点 检验方法

浮箱与连系

框架中心线

单排浮箱 2.5

逐件检查

1 拉线用钢尺测量，取大值
多排浮箱 5

浮箱中心线

间距

单排浮箱 ±5 1 用钢尺测量，取大值

多排浮箱 ±5 2
用钢尺分别测量纵横方

向，取大值

5.4.2 浮桥整体连接验收

1 主要检验项目

1） 浮桥单元组装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运输及吊运入水不应造成变形或

损坏。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浮桥单元组装质量。

检验方法：检查验收记录并观察检查。

2） 浮桥整体连接的连接方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查所有连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2 一般检验项目

1） 连接质量应牢固可靠，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连接构件。

检验方法：检查验收记录并观察检查。

2） 浮桥整体连接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好方法应符合表 5.4.2的规定。

表 5.4.2 浮桥整体连接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

数量

单元

测点
检验方法

相邻两单元顶

面位置错台

框架连接 2

逐个

单元

1
靠尺，塞尺测量，取

大值

非框架连接 5

相邻两单元侧

边线错台

框架连接 2 2
非框架

连接

宽度≤3m 8 1
宽度>3m 10 1

浮桥倾斜度 刚性连接 3L1/1000且 1 全站仪测量，测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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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不大于 30 角点，最高与最低点

高差
非刚性连接

3L2/1000且
不大于 20

1

浮桥轴线偏差
刚性连接 10

1 全站仪测量
非刚性连接 20

注：①L1为一个检验批浮桥长度，L2为单元浮桥长度，单位为 mm。

②序号 1、2项目指通过连系框架进行连接。

③在特殊的部位，如抱桩器应对浮箱进行特殊设计。

5.5 桥面及防护工程

5.5.1 浮桥铺面

1 主要检验项目

1） 浮桥铺面的防腐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 50206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铺面防腐是否符合规范。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并观察检查。

2） 龙骨铺设位置准确，间距合理，表面平整，固定牢固，浮桥面板应固

定牢固，钉头无外突。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龙骨和铺面是否符合规范。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2 一般检验项目

1） 浮桥面板铺设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5.5.1的规定。

表 5.5.1 浮桥面板铺设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数量 单位测

点

检验方法

面板之间间隙 ±1
20米一处，

不少于三处

1 用卡尺或钢直尺测量两端，取大值

面板之间高差 2 1 用塞尺或钢直尺测量两端，取大值

表面平整度 3 1 用 2m 靠尺和塞尺测量

5.5.2 栏杆线条应整齐，横杆接头应平顺。铁链式栏杆铁链曲度应一致。

检查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5.3 栏杆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案应符合表 5.5.3 的规定。

表 5.5.3 栏杆安装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单位测点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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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柱位置 10 抽查 10%且不少

于 10间

用钢尺测量纵横两方向

2 立柱垂直度 10 吊线用钢尺测量纵横两方案

3 竖杆间距 0，-6 3 用钢尺连续量三档

4 横杆直线度 10
每 5m一处

拉线用钢尺测量

5 上横杆高度 +6，0 用钢尺测量

5.6 其他

5.6.1 活动引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6.2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应根据其规模配备适量救生圈、防撞筒和防护网等救生

设备和救捞设施，应满足国家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

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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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资料性附录）

Ａ.1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按表 A.1 的规定，对施工现场的质量管理体系进

行检查并填写记录。

A.1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开工日期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单位 项目部负责人 项目部技术负责人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1 质量责任制

2 现场质量管理制度

3 工程质量检验制度

4 施工技术标准

5 施工图审查情况

6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

审批

7 主要专业工种操作上岗证

8
分包方资质和分包管理制

度

9 拌合站及计量设置

10
试验室、施工检测设备及计

量设置

11 材料、设备管理制度

检查结论：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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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质量检验记录

（资料性附录）

B.1 检验批质量检验记录应由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填写，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

单位质量检查员等进行检验与确认，并按表 B.1的规定记录。

检验批质量检验记录表 表B.0.0.1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质量检验标准名称及编号

质量标准规定 施工单位检验记录 监理单位检验记录

主要

检验

项目

1

2

3

一般

检验

项目

1

2

3

允许偏差项目
允许偏差

值（mm）

实测偏差值（mm） 抽查实测值（mm）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允许偏差项目共检测 点，合格 点，合格率 %

施工单位

检验结果
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 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检验结论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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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记录应由施工单位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填写，监理工程

师组织施工单位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检查员等进行检验与确认，并按表

B.2的规定记录。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记录表 表B.0.0.2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检验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序号 检验批部位 施工单位检验结果 监理单位验收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说明：

施工单位检验结论

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检验结论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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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记录应由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填写，总监理工程师

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检查员等进行检验与确认。并按表

B.3的规定记录。

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记录 表B.0.0.3

单位工程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质量负责人

序号 分项工程 检验批数 施工单位检验结果 监理单位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施工单位检

验结论

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勘 察 设 计

单位意见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 理 单 位

检验结论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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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单位工程质量检验记录应由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填写，检查验收结论应由

总监理工程师填写，质量检验综合结论应由参加验收各方共同商定，由建设单位

填写。并按表 B.4的规定记录。

单位工程质量检验记录表 表B.0.0.4

单位工程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项目质量负责人

序号 项 目 检查验收情况 检查验收结论

1 分部、分项工程质量检验
共 个分部，合格 个分部，合格率为 %

共 个分项，合格 个分项，合格率为 %

2 质量保证资料

共 项

经核查，符合要求 项

不符合要求 项

3
涉及安全和主要功能项

目抽查结果

共抽查 项

符合要求 项

不符合要求 项

4 观感质量
检查项目总分： 分

实得分： 分， 得分率： %

5 质量检验综合结论

检

查

单

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勘测设计单位 建设单位 质量监督机构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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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建设项目和单项工程质量检验汇总记录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填写，并

按表 B.5记录。

建设项目和单项工程质量检验汇总表 表B.0.0.5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序号 单位工程 开、竣工日期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检验结论

1

2

3

4

5

6

7

8

9

10

项目质量检验结论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质量监督单位

监督负责人： 年 月 日



26

附录 C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实体质量验证性检验要求

（资料性附录）

C.1 一般规定

C.1.1 本附录适用于建设单位和质量监督机构对人行浮桥结构工程实体质

量的抽样检测或验证性检测。

C.1.2 实体质量验证性检测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C.1.3 实体质量验证性检测的部位应根据工程结构特点，由质量监督机构

会同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选定。

C.1.4 承担混凝土结构实体质量验证性检测的单位或机构应具有水运工程

试验检测相应能力等级，并经质量监督机构认可或授权。承担检测项目的负责人

应具有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工程师资格。承担塑料性能的试验检测单位具有相应试

验检测资质。

C.1.5 实体质量验证性检测除符合本附录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的有关规定。

C.2 塑料浮箱实体质量验证性检测

C.2.1 塑料浮箱实体质量检测采取剖切检查，剖切面应避开工艺气孔位置。

C.2.2 塑料浮箱壁厚应均匀性，厚度偏差应满足设计要求，且最大负偏差

不得超过 10%设计厚度。

C.2.3 塑料浮箱制作材料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C.2.4 塑料浮箱内所填充的发泡材料应饱满，其吸水率应满足设计要求；

当设计无要求时，其吸水率不得大于 2.5%。

C.2.5 抽检数量应按总数的 1/1000，不少于 3件，且包含所有规格的浮箱，

并取样进行材料性能复检。

C.3 混凝土浮箱实体质量验证性检测

C.3.1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的有关规定进

行实体验证性检验，应包含实体抗压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抗氯离子渗透性能、

混凝土表面硅烷浸渍质量和表面涂层质量检验。

C.3.2 混凝土浮箱实体抗压强度、抗氯离子渗透性能应采用钻孔取芯法检

查，钻孔位置宜选水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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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 边长小于等于 3m 抽检数量应按总数的 5/1000，不少于 5 件；边长

大于 3m抽检数量应按总数的 1/100，不少于 5件。

C.4 其他主要混凝土结构构件实体检验

C.4.1 其他主要混凝土结构构件实体检验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质

量检验标准》JTS 257等国家现行相关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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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以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

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不宜”。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要求或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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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2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
3 《铝合金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576
4 《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JTS 202
5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
6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建设工程应用技术规范》GB50608
7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作热浸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 13912
8 《碳钢焊条》GB 5117
9 《埋弧焊用碳钢焊剂和焊丝》GB/T 5293
10 《铝及铝合金焊条》GB/T 3669
11 《铝及铝合金焊丝》GB/T 10858
12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1
13 《铝及铝合金的弧焊接头 缺欠质量分级指南》GB/T 22087
14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2部分：阳极氧化型材》GB 5237.2
15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 氧化膜厚度的测量方法 第二部分：质量损失法》

GB/T 8014.2
16 《非磁性基体金属上非导电覆盖层 覆盖层厚度测量 涡流法》GB/T 4957
17 《艇码头设计规范》JTS 165-7
18 《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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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标准规定了人行浮桥结构施工质量验收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和基本方

法，其目的是使应用的人行浮桥结构能够确保安全，满足施工质量验收要求，并

符合国家技术经济政策的要求。

1.0.2 本条主要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1.0.3 根据标准编写及标准间关系的有关规定，本标准总则中应反映其他相关标

准、规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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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本标准总共给出了 9 个有关人行浮桥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方面的特定术

语，其中部分术语主要是参考《游艇码头设计规范》JTS 165等编写的。以上术

语都是从人行浮桥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角度赋予其涵义的，但涵义不一定是

术语的定义。本标准给出了相应的推荐性英文术语，该英文术语不一定是国际上

的标准术语，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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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是对从事人行浮桥结构工程的施工企业进行资质和质量管理内容进

行检查验收,强调市场准入制度,属于管理方面的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13中表 A.0.1

的检查内容比较细，但人行浮桥结构工程目前国家尚无具体标准，为确保其结构

施工质量，建议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标准》GB

50300-2013表 A.0.1中检查内容要求，确定其施工企业的相关检查内容为：质量

管理制度和质量检验制度、施工技术企业标准、专业技术管理和专业工程岗位证

书、施工资质和分包方资质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检验仪器设备及计量设备

等。

3.0.2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质量检验的划分是根据国家基本建设管理有关规定和

行业的常规做法规定的，以适应质量控制和质量检验的需要。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分项工程划分主要是根据其结构组成特征来考虑。检验批

的划分也可以根据各分项工程的材料和构配件进场以及施工段等因素来综合考

虑。

3.0.3 检验批是质量检验和验收的基本单元，是分项工程乃至整个工程质量检

验与验收的基础。其中抽样样本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检验批是否具有代表性和科

学性。抽样比例和合格性判定应符合本标准规定要求，同时还应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的规定以及各材料和构配件所对

应的相关验收规范的要求。

3.0.4 本条规定了施工质量控制的具体要求。

3.0.5 检验批的合格质量主要取决于对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检验结果。主控

项日是对检验批的基本质量起决定性影响的检验项目，因此必须全部符合本标准

的规定，这意味着主控项目不允许有不符合要求的检验结果，即这种项目的检查

具有否决权。一般项目是指对施工质量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检验项目。

3.0.6 本条给出了当质量不符合要求时的处理办法。一般情況下，不符合要求的

现象在最基层的验收单元——检验批时就应发现并及时处理，否则将影响后续检

验批和相关的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的验收。因此，所有质量隐患必须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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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也是本标准以强化验收促进过程控制原则的体现。

3.0.7 本条针对的是人行浮桥结构分部（子分部）工程的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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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材料及成品验收

4.1 一般规定

4.1.1 给出本章的适用范围，明确对主要材料、零件和部件、成品件和标准件等

产品进行层层把关的指导思想。

4.1.2 工程所用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的质量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先决条件，为防

止出现差错，故对其的进场验收和抽样复验做出了具体规定。

4.1.3 对适用于进场验收的验收批作出统一的划分规定，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

作上确有困难，故本条只说“原则上”。这样就为具体实施单位赋予了较大的自

由度，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情況，灵活处理。

4.2 定位系统

4.2.1~4.2.4 主要介绍了人行浮桥定位系统可采用的形式，且制作定位桩、抱桩

器、锚链等所采用的原材料直接影响浮桥的定位以及安全,因此应进行进场验收,

其品种、规格、型号、防腐处理和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材料标准的规定并满

足设计的要求。

4.3 浮箱

4.3.1~4.3.4 浮箱作为人行浮桥结构工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浮箱的密闭性和力学

性能尤为重要。浮箱均采用湿法施工，有严格的防渗要求，故本节对各浮箱材料、

实体质量、尺寸、外观、气密性、连接件等的检查内容作出了规定。对于浮箱表

面缺陷控制的要求，浮箱表面存在缺陷将会不同程度的影响人行浮桥的结构性

能、耐久性能和观感质量，因此浮箱表面缺陷应根据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

工程调查资料进行处理。

4.4 浮桥框架

4.4.1~4.4.3 主要介绍了人行浮桥结构用连系框架的种类，规定了钢连系框架和

铝连系框架的检验项目。

1 主要检验项目

1） 钢材和铝合金材料是连系框架的主要受力材料，直接影响结构安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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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以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检查所有材料，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

抽样复检。

2） 焊接材料对焊接质量的影响重大。因此，人行浮桥连系框架中所采用

的焊接材料应按设计要求选用，同时产品应符合相应的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

4.4.4 连接用紧固标准件是影响人行浮桥框架连接质量最主要的因素，因此要求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进行全数检验。

4.5 铺面及防护

4.5.1~4.5.4 主要介绍了人行浮桥铺面板及防护栏杆可采用的材料类型，且制作

浮桥铺面板、防护栏杆等所采用的原材料直接影响人行浮桥结构的耐久性以及安

全,因此应进行进场验收,其品种、规格、型号、防腐处理和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

有关材料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的要求。

4.6 其他

4.6.1~4.6.3 人行浮桥结构工程所涉及的其他材料原则上都应通过进场验收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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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质量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的规定，全面

考核建设工作成果，检査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约定的各项要求。竣

工验收通过后，工程将投入使用，发挥其投资效应，也将与使用者的人身健康或

财产安全密切相关。因此工程建设的参与单位应对竣工验收给予足够的重视。

5.1.2 考虑到隐蔽工程在隐蔽后难以检验，因此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

5.1.3 工程的观感质量多是依靠检验人员的经验和简单检测进行评价的，每人的

评价难免出现一些不一致。为减少检验人员印象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提高评价的

客观性和公正性，故要由检验人员共同确认。

5.1.4 工程质量验收的前提条件为施工单位自检合格，验收时施工单位对自检中

发现的问题已完成整改。

5.2 定位系统

5.2.1~5.2.3 对桩基的要求参考了《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在现行标

准《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 中对桩基验收有详细说明，故不作赘述。

5.2.4~5.2.5 抱桩器和锚定（索、链）等应与定位桩的连接可靠、不影响休闲船

舶的安全行驶与靠泊。人行浮桥主要靠抱桩器和锚定（索、链）等与定位桩连接，

其耐久性、安装偏差影响了人行浮桥的定位和安全，故对其进行了要求。

5.3 浮桥框架

5.3.1~5.3.2 浮桥框架是连接在浮箱之上的整体受力骨架，常与水接触，故对浮

桥框架的整体结构性能和耐腐蚀性做了严格要求。

5.4 浮桥组装

5.4.1~5.4.2 浮桥单元组装和整体连接可靠是保证浮桥形成一个整体的重要前

提，且浮桥的整体观感非常重要，故对此进行了严格要求。

5.5 桥面及防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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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5.4 浮桥的铺面板铺设和栏杆的安装会影响到浮桥整体观感的，且栏杆

作为很重要的防护设置，故对此做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