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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及特点

1工程项目概况

1.1 工程概况

1.1.1 工程名称：通威省级渔业精品园 40MWp 渔光一体项目（通威 40MWp 渔光一体项

目 35Kv 送电线路）

1.1.2 工程地点：本项目工程位于南京市六合区龙袍街道

1.1.3 建设工期：2017 年 3 月 5 日—2017 年 5 月 30 日

1.1.4 工程规模：

通威 40MWp 渔光一体项目 35Kv 送电线路工程，新建一回 35Kv 线路专线接入 110Kv

瓜埠变 35Kv 侧。新建线路路径全长约 11.87Km，其中架空线路路径长约 10.1Km，电缆

路径长约 1.77Km,架空按单回设计、单回架设。导线采用 JL/G3A-185/30 钢芯铝绞线，

地线采用 2根 OPGW-24 芯复合光缆，电缆采用 YJV22-26/35-3×300mm²铜芯电力电缆，

两根普通光缆采用 24 芯与电缆共管敷设。共设铁塔 33 基，基础采用砼浇筑基础，地线

逐基接地。

建设单位：通力渔光一体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江苏苏中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常州正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杭州交联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2 编制依据

2.1 通威 40MWp 渔光一体项目 35Kv 送电线路工程监理规划。

2.2 通威 40MWp 渔光一体项目 35Kv 送电线路工程设计文件。

2.3 规程规范

（1）《110kV-500kV 架空送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3--2005）。

（2）《500kV 架空送电线路工程施工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DL/T

5186-2002）。

（3）《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2002）。

（4）《建筑工程监理规范》（GB 50319—2000）。

（5）《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02）。

（6）《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2007）。

（7）《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JGJ 52—2006）。

（8）《建筑用卵石、碎石》（GB/T 14685—2001）。

（9）《钢筋焊接及验收规范》（JGJ 1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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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工艺示范手册（送电线路部分）》。

（11）《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2000）。

（12）《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 50107-2010）。

（13）《建筑桩基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2003）。

（14）《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01）。

（15）《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2002）。

（16）《混凝土用砂石质量检验方法标准》（JGJ 52—2006）。

（17）《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

（18）《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2011）。

（19）《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2004）。

2.4 华北腾晖七泉湖光伏一期项目（40MWp）配套送出线路工程业主项

目部下发的文件

（1）《项目建设管理纲要》。

（2）《工程建设创优规划》。

（3）《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总体策划》。

（4）《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实施策划》。

2.5 本工程有关合同、文件及技术资料

2.6 施工单位技术资料

（1）施工组织设计。

（2）作业指导书、安全质量保证措施等。

3 监理目标

3.1 质量控制目标

保证贯彻和顺利实施工程设计技术原则，满足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评定规程优

良级标准的要求；实现单位工程合格率 100%，分项工程优良率≥98%，分部工程优良率

100%；杜绝重大质量事故和质量管理事故的发生；工程零缺陷移交，确保达到国家电网

公司优质工程的要求；争创优质工程。

3.2 进度控制目标

（1）确保工程 2014 年 06 月 25 日开工。

（2）确保工程里程碑各节点计划的实现。

（3）确保工程 2015 年 05 月 30 日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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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造价控制目标

（1）严格管理施工承包合同规定范围内的承包总费用，监理范围内的工程，工程总投

资控制在批准的概算范围之内。

（2）按照合同规定的程序和原则履行好投资控制职责，积极配合设计、施工单位进行

技术优化工作，并及时主动反映、协调有可能对工程投资造成影响的任何事宜。

4 监理工作流程及重点工作

4.1 质量控制的流程及重点工作

承包商申报 承包商申报 加倍复试

分项分部施工方案 材料合格证、复验单 或换材料

修

改 不合格 不合格

监 理 审 批

整改 合格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整

施工试验及监理取样 改

不合格

各分项隐蔽工程自检 附：

1.隐蔽单

填报工程报验单 2.预检单

不合格 合格 3.质量保证资料

监理工程师现场检查及审查试验报告 4.分项工程质量

合格 评定表

签发工程检验认可书并在自检资料上签字

下一道工序施工

整改

分部工程完成

分项(隐蔽)工程

承 包 商 附报验单和分项工

填写分部工程报验 程检验认可书

监理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

现场检查 内业资料检查

审批开工申请、下达开工令 承包商质检

体系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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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检查结果

合格

监理工程师签发

分部工程检验认可书

4.2 进度控制的重点工作

（1）认真进行施工图审查和专业接口审查，督促设计、施工承包商充分沟通，把疑难

问题和设计差错解决在施工前，避免返工和防止因疑难问题未及时解决而延误工期。

（2）认真审查承包商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及二级网络进度计划，是否满足或者保证阶

段性里程碑工期实现的要求，并提出监理修改意见。

（3）根据施工进度网络计划，核对定货合同确定的材料、成品、半成品、器材交付时

间，如果不满足阶段性里程碑工期要求或实际到货不能满足工程进度要求时，要采取措

施催交或调整网络计划。

（4）加强对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器材的质量检验，防止不合格材料用于工程引起

返工贻误工期。

（5）监理部设专人负责，协助承包商搞好对外协调、策划、研究“工作技巧”，尽快解

决影响施工的政策处理问题。

（6）监督承包商执行、调整“工程二级网络计划”，当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出现偏差时，

积极协助承包商找出原因，制订相应的纠偏措施。

4.3 造价控制及合同管理

（1）从严控制可能会增加工程投资的“设计变更”，但不应降低工程建设标准。对重大

设计变更及时向建设单位提交书面监理意见，并收集相关依据，进行必要分析，供业主

决策参考。

（2）当供货商供应的材料缺陷，使工程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时（当材料缺陷外观检查

无法发现时），配合建设单位做好对供货商的索赔工作。

（3）编制“年度投资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从严控制资金的使用。

（4）认真审查承包商的工程量报表，核实已完成的符合优良标准的工程量，并签署付

款意见。

（5）协助建设单位处理索赔事宜，审核索赔依据与金额是否合适，帮助建设单位寻找

向对方索赔的事项和依据，签署索赔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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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理工作内容、措施、方法：

5.1 作业人员及资格的控制

（1）在监理项目部成立后，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各专业监理师对监理人员职责进行明

确，并形成文件。在文件中明确各级监理人员的责权利。

（2）在管理人员进场前，由总监理组织项目监理部相关人员对，对施工项目部上报的

管理人员资质进行审核，对不能达到相关规定的，责令更换符合要求人员。

（3）由项目监理部专业监理工程师，在管理人员进场后，按照施工项目部的上报的管

理人员的内容，对进场管理人员进行核对，对与上报文件内容不服的人员责令退场，并

以书面形式要求所报人员进场。

（4）对进度、质量、安全等体系的中所列的人员，专业监理师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对其

进行到岗到位的，并且保证人员严格执行自身的职责。

（5）在每道工序开始前，要求施工项目部做好技术交底，确保所有参加施工人员明确

施工内容，避免出现因人员造成进度、安全、质量隐患。

（6）在施工过程中，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管理混乱或质量下降，对于很不称职的施工人

员，监理方可向施工负责人提出更换人员要求。

（7）严格审查承包单位特殊工种上岗证，对于不在有效期内的上岗证，应予以清除，

严禁无证上岗操作

5.2 装置性的材料控制

（1）对主要材料的质量控制主要通过审查材料供应商的资质（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

书、有关许可证）及到达现场材料的检验。

（2）对水泥、砂石及基础钢材（包括接地装置）的质量，检查供货单位的资质、产品

合格证、理化试验报告及施工承包商抽检复试报告。

（3）把好材料进场验收的质量和数量关，督促施工承包商按质量验收规范和计量检测

规定对材料的质量和数量进行验收（包括品种、规格、型号、数量、外观、出厂合格证

明等）并检查施工承包商的验收记录。

（4）对材料储存、保管与发放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造成质量下降或散失。

（5）对业主提供的材料、设备清单（包括时间、数量、规格、品种等）认真核对，应

保证工程施工进度需用。

5.3 施工机具、检测、计量器具的控制

（1）对进度计划方案说明中的劳力安排、机具配备、材料供应、设备供货等因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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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均衡。

（2）做好计划计划统筹工作，按照现场实际情况，及时对现场施工机械进行调整，必

须做到将现场机械做到最大优化。

（3）测量及调试用的仪器、仪表及量具准确度应按规范规定执行，测量及调试用的仪

器、仪表及量具必须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效验，对未进行效验的，严禁在本工程中使

用。

（4）对新进场的大中型机械，要求施工项目部及时上报相关检测及操作人员的证明文

件。

（5）要求施工单位对现场的施工机具、计量器具进行定期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监

理人员不定期抽查。

（6）对施工项目部外部委托的试验单位，要求施工单位按照相关要求，上报其相关资

质，并有专业监理工程师进行签字确认。

（7）对原材料如：沙、石子、钢材、水泥等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进行见证取样，并如

实填写见证取样记录。对检测报告监理项目部相关人员进行签字认可。

（8）凡运抵现场的设备、材料、半成品等一切供货，当监理对质量提出疑问时，供货

方必须接受现场监理。为监理人员的监理提供方便。凡检验不合格者，不得用于本工程。

（9）所有进现场的材料、设备必须使用说明书，质量检验报告，合格证等量证明文件。

5.4 作业方案（措施）的控制

（1）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对设计中的工期进度计划，必须符合工

期总进度计划要求，并且应实事求是、切实可行。

（2）监理人员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施工作业方案的实施，起到积极的督促检查作用。

（3）在所有工序开始，施工单位必须按照上报专业施工作业方案，总监理工程师组织

专业监理工程师进行会审，并在报验申请单上签字认可。对施工作业方案的审核，力求

做到结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4）施工作业方案已经批准，除出现特殊情况外，不允许更改，并在施工中严格执行。

（5）由专业监理师对施工作业方案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检查从“人、机、料、法、

环”等方面检查施工项目部的具体落实情况。

5.5 作业过程的控制

严格按照设计及规范进行控制，做好分部、分项检查验收工作，土石方施工、基础

施工、杆塔组立、架线工程、接地工程阶段实行旁站、巡视、平行检查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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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全过程监控。设立相应的质量监控点（W、H、S点）及填写记录。

5.5.1 线路复测分坑

1）复测以耐张段为单位。

2）检查复测记录。

3）线路复测允许误差标准。

5.5.2 一般基面平整及基坑开挖

基坑开挖、基础预留高差。弃土的堆放。

1）基面开挖时，应保留塔位中心桩或将中心桩引出，以便核实塔位中心桩至基础

立柱中心面的高差和基础埋深。

2）基础坑深允许偏差为＋100mm、－50mm。

3）对直线转角塔、转角塔及终端塔，其坑深应考虑受压腿基坑比受拉腿基坑高出

Δh的预偏参考值。

4）当基坑开挖超过基础设计埋设时，所超过部分，按规范、设计要求进行处理。

5.5.3 掏挖式基础施工要求

基坑开挖、混凝土浇筑。

1）应采取防雨不冲刷基坑措施的前提下，先开挖主柱部分基坑。

2）人工挖掘，坑壁周边松动或开裂为限。

3）施工、监理双方代表对基坑进行检查。

4）混凝土的浇筑。

5.5.4 斜柱基础施工要求

钢筋绑扎。

1）斜柱基础是将地脚螺栓（插入式角钢）的固定。

2）斜柱基础的斜度。

5.5.5 基础混凝土浇筑

钢筋绑扎、支模、混凝土浇筑及养生、拆模、回填。

（1）钢筋绑扎。

（2）支模。

（3）基础浇制过程中检查项目：

1）配合比：每班日不少于 2 次，并做好检查记录。

2）塌落度检查，每班日检查 3～4次，并做好检查记录。



8

3）混凝土检查：搅拌均匀、颜色一致。

4）混凝土振捣。

5）试块制作及其养护。

6）下料。

7）养护。

8）拆模。

（4）基础浇制的旁站监理：

1）检查施工技术措施的完整性、科学性、可行性和施工安全、技术交底记录。

2）检查现场：

检查施工人员（安全、质量、技术）到位情况。

检查浇制现场施工秩序。

3）检查确认无误后填写基础检查记录表。

（5）基础回填：

1）斜柱基础回填。

2）岩石坑回填土。

3）水坑回填。

4）流砂、淤泥坑回填。

5）基础回填的夯实情况，并作好检查记录。

（6）基面散水坡。

5.5.7 接地埋设

钢筋焊接、接地沟的开挖、接地体敷设、回填、接地电阻测量。

（1）接地焊接。

（2）接地沟的开挖。

（3）接地体的敷设。

（4）接地沟的回填。

（5）接地电阻测量。

5.5.8 排水沟的设置与要求

排水沟设置要求、施工要求。

（1）凡上山坡方向有较大的雨水流向基面时，都要求开挖排洪。

（2）排洪沟的长度，以保证上部来水冲刷不到基面为度，由施工单位根据地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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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排洪沟采用水泥砂浆抹面。

（4）采用水泥砂浆砌石。

5.5.9 基础护坡与挡土墙

护坡与挡土墙设置要求、施工要求。

基础上山坡的削坡值大于表设计值时，应砌护坡；《基础配置表》中要求砌筑的挡

土墙应在土石方开挖以前砌筑，根据可能开挖的土石方量确定挡土墙砌筑位置，以能更

好的防止水土流失。

5.5.10 对质量事故及不合格项的处理：

（1）发生质量事故后，督促施工单位提出详细的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并及时组织有关

单位对事故进行分析，确定处理方案，立即实施，并做好文字记录整理归档备查。……

（2）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且经监理工程师通知施工单位，整改无效时，总监理工程

师可签发《工程暂停令》。

不按经审查的设计图纸施工；

特殊工种人员无证操作；

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3）对令其停工的工程，需要复工时，施工单位应填报《工程复工申请表》，经监理复

查认可，并经总监理工程师批准后方可复工。

5.6 作业环境的控制

（1）审查施工承包商施工组织设计，重大技术方案及现场所涉及的安全文明施工和环

境保护措施。

（2）土方工程在施工前应有切实可行的存放和弃土方案，不得随意堆放。

（3）材料、设备按总平面图布置堆放，整齐合理。料堆应挂名称品种、规格等标牌，

并要求符合安全放火标准。

（4）施工区范围内的沟道、地面无垃圾，每次作业后都应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剩

余材料要堆放整齐、可靠、废料及时清理干净。

（5）施工期的环境管理由施工单位具体负责，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负责监督。施工单

位在施工前应组织施工人员学习《在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森林法》、《土地法》、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野生动植物保护条例》等环保法律、法规，做到施工人员知

法、懂法、守法。要仔细研究工程施工图纸和说明，保证设计规定的环保措施在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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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落实。

（6）工程监理人员应对施工活动进行全过程环境监督，通过严格检查确保施工中的每

一道工序满足环保要求，使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得到全面落实。

（7）施工参于各方要积极收集、整理、推广和实施工程建设中各项环境保护的先进经

验和技术。

（8）施工中要考虑保护生态和避免水土流失，努力减少施工临时占地。

（9）施工单位要做好施工中各种环境问题的收集、记录、建档和处理工作。并根据问

题严重程度及时或定期向各有关部门汇报。

（10）不得在办公室、走廊、监理现场及会议室乱扔烟头及纸屑和杂物，不得随地吐痰，

清扫办公室的垃圾要及时到入指定地点。

（11）卫生间的水龙头在使用完毕后要及时关闭，发现漏水和下水道堵塞要向负责部门

和卫生清扫人员报告。

（12）办公用纸公项目部对用过的废纸不得随便丢弃，要统一设置存放点，达到一定数

量后交给废纸收购人员。办公用纸要充分利用，可双页用纸的必须双面使用。

6 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工作要求及技术措施》（基建质量〔2010〕

19 号）的要求，制定质量通病防治工作的监理预控和检查专项措施。

6.1.为确保本工程监理质量目标的实现，全体监理人员，必须尽职尽责地工作，努力学

习本质量管理工作计划中的质量检验及验评的依据文件，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监督管理

水平。

6.2.在监理过程中，监理工程师（员）将认真贯彻“严”字当头、积极参与、监帮结合、

热情服务的工作方针，要使监督于服务之中，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6.3.在处理质量控制中发生的各种问题时，以设计文件、规范、验评标准为依据，坚持

公平、公正，用数据说话，以理服人，妥善处理各种争议问题。

6.4.对监理人员实行质量目标责任制，做到总监理师、总监代表、监理工程师、监理员

层层把关、各负其责，质量监督检查以设计文件、验评标准为依据，用测量数据作结论。

6.5. 工程质量以分部优良实现总体优良，以分段优良实现整个工程优良的总战略，工

程质量检验，按标段设质检组，按施工队配质检人员。每个监理组（质检组）对施工标

段的质量监督检查负全责，对工程质量目标的实现负全责，各监理工程师对所在施工队

的工程质量目标的实现负全责，并以工程质量好坏来评价监理工程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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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加强对监理工程师（员）的管理，监理部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要深入施工现场指导考

核，抽检监理日志，并将考核结果经总监签字后存档备案，作为公司续聘、解聘的依据。

6.7. 配备较先进的检测仪器、设备，采用正确的检测方法，做到检测仪器准确可靠，

检测数据、结果有效。

6.8. 严格执行中间验收和竣工验收的条件，未经施工单位三级质量检验和施工技术评

级记录不齐全、不准确、不整齐的分部工程、单项工程，不审批签署施工单位报送的中

间验收、竣工验收申请。

7 质量控制标准

1、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2、电力工程施工及验收强制性条文（2006 年版）

3、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达标投产考核办法 国家电网基建（2011）146 号

4、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优质工程评选办法 国家电网基建 （2011）148 号

5、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 104-97）

6、钢筋焊接及验收规范（JGJ18-2003）

7、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50164-92）

8、电力工程地基处理技术规程（DL/T5024-2005）

9、电力工程地下金属构筑物防腐技术导则（DL/T5394-2007）

10、跨越电力线路架线施工规程（DL/T5106-1999）

11、110kV-500kV 架空电力线路工程施工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DL/T5168-2002）

12、110～500KV 架空送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3--2005）

13、架空输电线路钢管塔组立施工工艺导则（Q/GDW346-2009）

14、架空输电线路钢管塔运输施工工艺导则（Q/GDW346-2009）

15、110KV 及以上送变电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DL/T782-2001）

1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DL/T 5161.1-5161.17-2002）

17、输变电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实施规程（Q/GDW248-2008）

18、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DL/T968--2005）

19、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DL/T968--2005）

8 附件

附件 1 现场监理工作流程图

附件 2 W、H、S 点设置

http://www.csres.com/detail/81693.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182674.html
http://www.cec.org.cn/webuser/search/test1.asp?id=1608
http://www.cec.org.cn/webuser/search/test1.asp?id=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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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有关监理过程控制、检查、记录表

附件 1 现场监理工作流程图

承包商申报 承包商申报 加倍复试

分项分部施工方案 材料合格证、复验单 或换材料

修

改 不合格 不合格

监 理 审 批

整改 合格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整

施工试验及监理取样 改

不合格

各分项隐蔽工程自检 附：

1.隐蔽单

填报工程报验单 2.预检单

不合格 合格 3.质量保证资料

监理工程师现场检查及审查试验报告 4.分项工程质量

合格 评定表

签发工程检验认可书并在自检资料上签字

下一道工序施工

整改

分部工程完成

分项(隐蔽)工程

承 包 商 附报验单和分项工

填写分部工程报验 程检验认可书

监理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

现场检查 内业资料检查

不合格

检查结果

合格

监理工程师签发

分部工程检验认可书

审批开工申请、下达开工令 承包商质检

体系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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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W、H、S 点设置

工 程 编 号

工 程 名 称

见证

点 W

停工

待检

点 H

旁站

点 S

检 验 单 位

备 注分部

工程

分项

工程

检查

项目

班

组

工

地

公

司

监理

公司

1 基础施工 √ √

1 线路施工复测 √ √ √ √

2 基坑开挖 √ √ √ √ √

3 1 钢筋绑扎 √ √ √ √ √

2 模板 √ √ √ √ √

3 砼浇制

（1） 配比、搅拌、振捣 √ √ √ √

（2） 养护 √ √ √ √

（3） 试块强度 √ √ √ √ √

4 拆模检查 √ √ √ √ √

5 回填土 √ √ √ √ √

2 杆塔组立 √ √

1 组装、起吊 √ √ √ √ √

2 螺栓紧固 √ √ √

注：一式四份。批准后送项目法人、监理公司、施工承包商、现场监理组各一份。

施工承包商： 监理单位： 项目法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工 程 编 号

工 程 名 称
见证

点 W

停工

待检

点 H

旁站

点 S

检 验 单 位

备 注分部

工程

分项

工程

检查

项目

班

组

工

地

公

司

监理

公司

3 架线 √ √

1 放线 √ √ √ √ √

2 连接 √ √ √ √ √

3 紧线 √ √ √

4 附件安装 √ √ √ √

4 接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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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地槽开挖 √ √ √ √ √

2 接地体附件 √ √ √ √ √

3 接地槽回填 √ √ √

4 接地电阻测量 √ √ √

注：一式四份。批准后送项目法人、监理公司、施工承包商、现场监理组各一份。

施工承包商： 监理单位： 项目法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3：有关监理过程控制、检查、记录表

现浇铁塔基础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及检查方法表

序

号

性

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及器具

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地脚螺栓、钢筋规格、

数量
符合设计要求好 核对设计图纸

2 关键 水泥
符合《规范》第

2.0.6条
保管完好无结块

查阅试验报告或抽

检试验

3 关键 砂石

符合《规范》第

2.0.4条第 2.0.5

条

查阅试验报告或抽

检试验

4 关键 水
符合《规范》

2.0.7条
外观检查或化验

5 关键 砼强度 ＞设计值 检查试块试验报告

6 关键 底板断面尺寸 -1% -0.8% 尺量

7 重要 基础埋深 +100mm、-50mm +100mm、-30mm 经纬仪或尺测量

8 重要 钢筋保护层厚度 -50mm 钢尺测量

9 重要 砼表面质量
符合《规范》第

5.2.13条
表面光滑 观察

10 重要 立柱断面尺寸 -1% -0.8% 尺量

11
重要 整基基础

中心位移

顺线路 30mm 24mm
经纬仪或尺测量

横线路 30mm 24mm

12 重要 整基基础 一般塔 10′ 8′ 经纬仪或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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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 高塔 5′ 4′

13 重要 回填土
符合《规范》第

4.0.7至 4.0.9条

无沉陷、防沉层

整齐美观
观察

14 一般

基础根

开及对

角线尺

寸

螺栓式 ±2‰ ±1.6‰
尺量

角钢插入式 ±1‰ ±0.8‰

高塔 ±0.7‰ ±0.7‰

15 一般 同组地脚 10mm 8mm 尺量

16 一般 基础顶面间高差 5mm ＜5mm 经纬仪测量

杆塔预制基础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及检查方法表

序

号

性

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及器具

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预制件规格、数量 符合设计要求 尺量、核对图纸

2 关键 预制件强度 符合设计要求 砼试块试验报告

3 关键
拉环、拉棒、卡盘拉箍

规格、数量
符合设计要求 尺量、核对图纸

4 重要 底盘埋深 +100mm、-40mm +100mm、-30mm 经纬仪或尺测量

5 重要 拉盘埋深 +100mm、0 +80mm、0 经纬仪或尺测量

6 重要 卡盘位置 +50mm -40mm 尺量

7 重要
整基基础

中心位移

顺线路 30mm 24mm
经纬仪或尺测量

横线路 30mm 24mm

8 重要 底盘高差 符合《规范》第 6.1.8条规定
立杆后经

经纬仪测量

9 重要 底盘迈步 30mm 24mm 尺量

10 重要 回填土
符合《规范》第

4.0.7至 4.0.9条

无沉陷、防沉

层整齐美观
观察



16

11 一般 同组地脚 ＜1%L ＜0.8%L 经纬仪或尺测量

12 外观 拉棒外观 回头方向一致 整齐美观 观察

D—为拉线盘至拉线挂点水平距离。

L—为底盘根开值，底盘高差以立杆后横担安装孔高差为准。

掏挖基础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及检查方法表

序

号

性

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及器具

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地脚螺栓(锚杆)及钢筋

规格、数量
符合设计要求好 尺量、核对图纸

2 关键 水泥
符合《规范》第

2.0.6条
保管完好无结块

查阅合格证

及检验资料

3 关键 砂、石

符合《规范》第

2.0.4条第 2.0.5
条

未混入渣质
查阅试验报告

或抽检试验

4 关键 水
符合《规范》

2.0.7条
未见污物和油污 外观检查或化验

5 关键 岩石性能 符合设计 设计鉴定

6 关键 砼强度 ＞设计值 砼试块试验报告

7 重要 锚杆埋深 +100mm 尺量

8 重要 锚杆孔径 +20mm 尺量

9 重要 下口断面尺寸 -1% -0.8% 尺量

10 重要 基础埋深 +100mm、-50mm +100mm、-30mm 经纬仪或尺测量

11 重要 钢筋保护层厚度 -5mm 钢尺测量

12 重要 砼表面质量 符合《规范》第 5.2.13条 观察

13 重要 立柱断面尺寸 -1% -0.8% 尺量

14 重要

整基基

础中心

位移

顺线路 ±30mm ±24mm
经纬仪或尺测量

横线路 ±30mm ±24mm

15 重要
整基基

础扭转

一般塔 10′ 8′
经纬仪或尺测量

高塔 5′ 4′

16 一般 锚杆孔倾斜度 ＜1° ＜48′
孔中插棍用经纬仪

钢尺测倾斜率或用

简易测角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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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般

基础根

开及对

角线尺

寸

底脚螺栓式 ±2‰ ±1.6‰

尺量
主角钢插入

式
±1‰ ±0.8‰

高塔 ±0.7‰ ±0.6‰

18 一般
同组地脚中

心对立柱中心
10mm 8mm 尺量

19 一般 基础顶面间高差 5mm ＜5mm 经纬仪测量

自立塔组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及检查方法表

序

号

性

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及器具

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部件数量及规格 数量齐全，规格符合设计要求。 核对设计图纸

2 关键 节点间主材弯曲 1/750 1/800 弦线、尺量

3 关键
转角、终端塔向受力反

方向侧倾斜

大于 0，并符合

设计要求

60°以下转角塔

3‰。60°以上转

角塔、终端塔

5‰，架线后检查

经纬仪测量

4 重要
直线塔结

构倾斜‰

一般塔 3 2.4
经纬仪测量

高塔 1.5 1.2

5 重要
螺栓与构件面接触及

出扣情况

符合《规范》第

6.1.3条
紧密一致 观察

6 重要 螺栓防松
符合设计和《规

范》

无遗漏 观察

7 重要 螺栓防盗
符合设计和《规

范》

无遗漏 观察

8 一般 螺栓紧固
符合设计和《规

范》
齐全紧固

观察

9 一般 螺栓紧固
符合《规范》第 6.1.6条组塔后 95%；

架线后 97%
扭矩扳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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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般 螺栓穿向

符合《规范》第

6.1.4
一致美观 观察

11
外观 保护帽

符合设计和《规

范》
平整美观

观察

混凝土杆组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及检查方法表

序

号

性

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

及器具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部件数量及规格 符合设计要求。 核对图纸

2 关键 焊接质量
符合《规范》第

6.3.2条
焊缝工艺美观，

无补焊
观察

3 关键 混凝土杆纵向裂缝
不允许

专用放大镜检查

4 重要 横向裂缝 mm 普通杆≤0.1 专用放大镜检查

5 重要 结构倾斜‰ 3 2.4 经纬仪测量

6 重要 焊接弯曲‰L 2 1.6 经纬仪测量

7 重要 横担高差‰ 5 4 经纬仪测量

8 重要
螺栓与构件面接触及

出扣情况

符合《规范》第

6.1.3条
紧密一致 观察

9 重要
无拉线杆坑回填土 符合《规范》第

4.0.7-4.0.9条
无沉陷，防尘层

整齐
观察

10 重要
楔形、UT线夹连接的

拉线

符合《规范》第

6.4.1条
尾线回头一致美

观
观察

11
重要 拉线安装检查

符合《规范》第

6.4.6条
受力一致，可调

长度大于 1/2
观察

12
重要 螺栓防松

符合设计和《规

范》要求
无遗漏 观察

13 重要 螺栓防盗
符合设计和《规

范》要求
无遗漏 观察

14 一般 爬梯或脚钉 符合设计要求 牢固美观 观察

15 一般 根开 mm 30 24 钢尺检测

16 一般 迈步 mm 30 24 钢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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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般 横线路位移 mm 50 40 经纬仪测量

18 一般 螺栓紧固
符合《规范》第 6.1.6条组塔后 95%；

架线后 97%
扭矩扳手检查

19 一般
拉线杆坑回填土 符合《规范》第

4.0.7-4.0.9条
无沉陷，防尘层

整齐
观察

20 一般 电杆焊口防腐
符合《规范》第

6.3.3条
整齐美观 观察

导、地线展放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及检查方法表

序

号

性

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及器具

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预制件规格及数量 符合设计规定 核对设计图纸

2 关键
损伤处理

(可不补修者)

符合《规范》第

7.1.7条，第7.1.4

条，第7.1.14条规

定

放线段内无损伤

档＞80%

核对图纸

实物检查

3 关键 损伤补修处理

符合《规范》第

7.1.7条，第7.1.5

条，第7.1.14条规

定

放线段内无损伤

补修档＞80%
检查纪录现场检查

4 重要 损伤压接处理

符合《规范》第

7.1.7条，第7.1.6

条，第7.1.14条规

定

放线段内无损伤

补修档＞80%
检查纪录现场检查

5 重要
同一档内连接管

与补修管数量

符合《规范》第

7.2.9条规定

一个档内只

允许各有一个
检查纪录现场检查

6 重要
各连接管与线夹间隔棒间

距及断面尺寸下

符合《规范》第

7.2.9条规定

各连接管与线夹

间距及间隔棒间

距比规范大连接

管断面尺寸

-0.8%

检查纪录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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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要
因放线损伤而

增加的缠绕处数（档）
220kV及以下＜3 220kV及以下平均＜1 检查纪录现场检查

8 重要
因放线损伤而增加的

补修管数(档)

220kV及以下＜3 220kV及以下＜2
检查纪录现场检查

9 一般
因放线损伤而增加的压

接管数（档）
＜1

220kV及以下平均＜

0.3

330kV及以上平均＜

0.2

检查纪录现场检查

10 一般 导地线外包装质量 符合规定
无任何损伤导线之

处
检查纪录现场检查

导、地线连接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及检查方法表

序

号

性

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及器具

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连接管规格、型号 符合设计要求规范标准。 核查图纸

2 关键
耐张、直线连接管试验

强度
95% 96% 拉力试验

3 关键 压接后尺寸 符合规范要求或推荐值 游标卡尺量

4 关键 爆压后铝管表面烧伤 符合规范规定 无烧伤 观察

5 一般 压接后变曲 ＜2% ＜1.5% 钢尺量

6 一般 压接管外观质量 无起皱、无毛刺 整齐光洁、外观美观 观察

序

号
性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及器具

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相位排列 符合设计要求 标志正确明显 核查设计图纸及现

场标志

2
关键 对交叉跨越物及对地

距离

符合设计规定 对安全无不良影

响

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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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线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及检查方法表

深埋式接地装置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及检查方法表

序

号

性

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及器具

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接地体规格数量 符合设计要求 符合设计要求 核对图纸

2 关键 接地电阻值 符合设计要求 比设计值小 5% 接地电阻表测量

3 一般 接地体连接
符合（规范）第

8.0.5条
连接可靠、美观 尺量、观察

4 一般 接地体防腐 符合设计要求 观察

5 一般 接地体敷设
符合（规范）第

8.0.3条
平整不易冲刷 观察

6 一般 接地体埋深 符合设计要求 大于设计要求 尺量

7 一般 回填土 符合设计要求 工艺美观 观察

8 一般 接地引下线安装 符合（规范）第 无下沉或防沉层 观察

3 关键 连接金具规格数量 符合设计要求 核查设计图纸

4 一般 导地线弧度、允许偏差

110kV+5% ，

-2.5%

220kV(±2.5)，大

跨越：±1%，最

大不超过 1m。

110kV+4%，-2%

220kV(±2.0%)，

大跨越：±0.8%，

最 大 不 超 过

0.8m。

经纬仪或弛度板

5 一般 导地线相间弧垂偏差

110kV220mm ，

220kV 及 以 上

300mm，大跨越

500mm。

110kV176mm ，

220kV 及 以 上

240mm，大跨越

400mm。

弛度板

6 一般 相子导线间弧垂偏差

110kV100mm（无间隔

棒）220kV80mm，

330kV及以上50mm。

110kV80mm ，

220kV64mm，330kV

及以上400mm

弛度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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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0 条符合设

计要求

整齐牢固工艺美

观

附件安装质量等级评定标准检查方法

序

号
性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及 器具

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金具及间隔棒规格．型

号
符合设计规范标准 核对设计图纸

2 关键
跳线及带电导体对杆

塔电气间隙
符合设计规范标准 钢尺测量

3 关键
跳线过接板及并沟夹

连接
无间隙涂导电脂 应平整、光洁 检查螺丝紧固

4 关键
开口销及弹簧规格．数

量
符合设计要求 弹性良好 核对设计图纸

5 关键 绝缘子质量 符合规范要求 平净．无损伤
用 5000兆表

在安装前测试

6 重要 跳线制作 符合规范要求
曲线平滑美观无

歪曲
观察

7 重要 悬垂绝缘子串倾斜
偏移＜50，最大

偏移值 200mm

偏移＜40，最大

偏移值 150mm

经纬仪观测及钢尺

测量

8 重要
防振锤及阻尼线安装

距离
偏差±30mm 偏差±20mm 尺量

9 重要 铝包带缠绕
符合《规范》第

7.4.8条规定
统一．美观 观察

10 重要 绝缘避雷线放电间隙 ±2mm ±1．5mm 观察

11 重要 间隔棒安装位置偏差
第一应＜1.5％次档距，

中间应＜3.0％次档距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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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观
屏蔽．均压环与绝缘间

隙误差
±10mm ±8mm 尺量

13
瓷瓶大口．哨子．螺栓

及弹簧穿入方向

符合《规范》第

7.4.6条规定

穿向一致，整齐

美观
望远镜

表面式接地装置等级评定标准及检查方法

序

号

性

质
检查(检验)项目

评 级 标 准

检查方法及器具

合 格 优 良

1 关键 接地体规格数量 符合设计要求 核对图纸

2 关键 接地电阻值 符合设计要求 比设计值小 5% 接地电阻表测量

3 一般 接地体连接
符合《规范》第

8.0.5条
连接可靠．美观 尺量．观察

4 一般 接地体防腐 符合设计要求 观察

5 一般 接地体敷设
符合《规范》第

8.0.3条
平整不易冲刷 观察

6 一般 接地体埋深 符合设计要求 大于设计要求 尺量

7 一般 回填土
符合《规范》第

4.0.10条

无下沉或防沉层

整齐
观察

8 一般 接地引下线安装 符合设计要求 牢固工艺美观 观察

表 4.1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验时间

1 线路复测分坑 依照图纸、规范进行复核

2 土石方开挖
测量坑深及各部尺寸，坑深超差处理检验，模板质量及支模

方法

3
底、拉盘、沙石

料运输

合格证、化验报告，对疑虑材料抽样复试报告（必须对取样、

送样见证），保证原材料与抽取试样的质量相同（砂、石留试

样做对比）测量底、拉盘尺寸合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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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凝土施工

钢筋规格、数量、保护层厚度、水灰比、配合比、搅拌、振

捣、支模后内口及高度尺寸、同组地脚螺栓间距、地脚螺栓

露出基础顶面高度、试块制作、混凝土养生、基础外观质量、

各基础顶面高差、基础根开及对角线、基础扭转，复合根开

尺寸及复测记录，按规定测塌落度控制水灰比，桩顶无混凝

土薄弱层。

5
监理基础分部工

程验收

全面检查基础质量、基础外型各部尺寸、根开、对角线、基

础顶面或操平印记高差、同组地脚螺栓间距，整基基础中心

偏移、试块强度试验报告、基础外观质量、基础施工技术评

级记录及置信度检查、基础扭转、基坑回填等。

6 杆塔运输 运输装卸贮存时合理支垫和吊挂，防止杆塔变形

7 排杆、焊杆

普通钢筋混凝土电杆不得有纵向裂缝、横向裂缝宽度≦

0.1mm；预应力混凝土电杆不得有纵、横向裂缝；杆顶应封堵。

凡段与段连接的钢管杆或带钢圈的混凝土杆，其焊口质量要

求是：不允许存在焊缝不足或表面裂缝的情况、母材咬边深

度≦0.5mm;接头处应进行防腐处理;焊口不正造成的弯曲度

≦2‰。

8 杆塔组装

直线塔塔身倾斜、转角塔预偏、主材弯曲、结点鼓肚、斜材、

水平材变形、螺栓紧固、塔身及横担扭转、交叉斜材节点有

无缝隙 、螺栓及脚钉是否齐全、螺栓带帽后是否露出丝扣

9 杆塔组立

塔脚板与基础顶面接触是否紧密、地脚螺栓上的垫片、螺帽

是否齐全，有无缺塔材和节点联板等，防盗螺栓安装高度是

否符合设计要求。

10
监理杆塔分部工

程验收

全面检查铁塔的组立质量、塔身倾斜、螺栓紧固、塔材变形

缺料、铁塔组立施工技术评级记录及置信度检查等。接地电

阻是否小于设计值的 95%，护坡、排水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11 张力架线准备 监理预控并监督实施

12 线材运输 跟踪检查，施工单位上报运输措施，监理予以检查

13 牵张机进场 合理布置，检查现场

14
张力放线（含光

缆）

在张力场检查导、地线外观质量，是否有松股、背股现象、液压耐张线夹、

接续管强度、握力试验报告、导、地线合格证、液压连接操作人员上岗证，

液压连接施工现场见证，各档压接管、补修管数量，补修条件确认，补修管

位置，不许有接头档是否有接头等。高压电缆敷设、安装技术指标

达应满足设计要求，符合制造厂家的产品技术指标或有关合

同规定电缆试验结果和防火阻燃符合设计、合同要求。电缆

终端和中间接头制作质量符合设计、合同要求

15 平衡断线

16 附件安装

防震锤、阻尼线是否垂直地面，安装距离与设计值偏差，跳

线对横担、塔身的最小距离，引流连接板接触面是否光洁平

整、接触紧密，引流应呈悬链状自然下垂，不得歪扭，用扭

力搬手检查螺栓紧固、检查间隔棒安装距离和歪斜情况。弹

簧销、开口销、穿钉、螺栓是否齐全、穿向是否符合规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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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线统一一致、开口销是否张开 60º，是否按规定装弹簧垫圈

等。

17 接地工程
接地开挖深度复合设计要求，双面施焊，焊接长度达到规范

要求，接地电阻不够时应增加敷设长度或敷设降组剂。

18 监理竣工预验收 监理组织前期预验收检查重点工程施工质量

19 竣工验收
对整体工程施工质量进行全面检查（现场检测和施工技术评

级记录检查）、

质量检查记录

1. 质量体系及实施检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1.1
质量保证体系、质量目标规划的建立

和实施。

1.2
建设、监理和施工单位质量机构设置

及人员配备。

1.3 质量管理制度及实施

1.3.1 质量责任制

1.3.2 验评标准的实施和验评范围的划分

1.3.3
施工质量检查验收制、旁站监理制，

隐蔽工程验收签证制度

1.3.4 质量事故报告及处理制度

1.3.5 治理质量通病措施

1.3.6 质量超标处理及质量活动记录

1.3.7 外包工或民工管理制度

1.4 技术管理制度及实施

1.4.1 技术责任制

1.4.2 施工组织设计

1.4.3
施工技术措施、施工作业指导书、特

殊工艺技术措施的编制和实施。

1.4.4 施工图会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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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技术交底制度

1.4.6 设计变更及材料代用管理制度

1.4.7 技术检验制度

1.4.8 档案管理制度

1.5 物资管理制度及实施

1.5.1
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器材采购、

发放管理制度。

1.5.2 钢材跟踪管理

1.6 计量管理

1.6.1 测量仪器和工具的管理和校验

1.6.2 砼搅拌称量装置的管理和校验

1.6.3 施工机具、工具的管理和标定

1.7 资质证书和人员上岗证核查

1.7.1 工程试验室资质等级证书

1.7.2 监理人员资质证书

1.7.3 压接工、焊工上岗证书

1.7.4 质检员资质证书

综
合
意
见

检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2、技术资料检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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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程概况：开竣工报告；竣工验收签

证书；单位工程质量评定汇总表

2.2 设计文件

2.2.1 工程竣工图（施工图）

2.2.2 设计变更通知单及往来文件

2.3 材质证明及试验报告、产品合格证

2.3.1 砂、石分析检验报告和砼、砂浆配合

比试配报告

2.3.2 地脚螺栓、钢筋出厂合格证

2.3.3
水泥出厂品质报告和 28 天强度报告

及复试报告

2.3.4
钢材出厂质量证明书和复试报告，焊

接试验

2.3.5 砼、砂浆试验报告

2.3.6 杆塔出厂合格证（包括焊接检验）

2.3.7 预制构件出厂合格证

2.3.8 导地线出厂产品质量证明书

2.3.9 导地线材质试验报告

2.3.10 导地线联接试验报告

2.3.11 绝缘子产品质量证明书及试验报告

2.3.12 金具产品质量证明书及试验报告

2.4 施工检查及验收评级记录

2.4.1 已签证的送电线路施工技术记录

2.4.2 基础施工检查及验收评级记录

2.4.3 铁塔施工检查及验收评级记录

2.4.4 架线施工检查及验收评级记录

2.4.5 接地施工检查及验收评级记录



28

2.4.6 隐蔽工程检查签证记录

2.4.7 自检、互检、专检记录

2.4.8 未按设计施工明细单及附图

2.4.9 施工缺陷明细单及附图

2.4.10 工程遗留问题记录

2.5 工程管理文件

2.5.1 线路复测记录

2.5.2 质量、安全活动记录

2.5.3 工程监理报告

2.5.4 工程总结

综
合
意
见

检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