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家 铁 路 局 公 告

２０２４ 年 第 ３ 号

国家铁路局关于发布铁道行业标准的公告

(工程建设标准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批)

为适应铁路路基的建设需要ꎬ 强化路基工程施工质量关键环

节管控ꎬ 推动铁路路基建造技术进步ꎬ 国家铁路局组织对 «高速

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ＴＢ １０７５１－２０１８ 等 ３ 项铁路工

程建设标准相关内容进行局部修订ꎮ 现公布局部修订条文ꎬ 自公

布之日起实施ꎮ

一、 «高速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ＴＢ １０７５１－２０１８

(一) 修改第 ５ １４ ３ 条ꎮ

正文修改为: ＣＦＧ 桩、 螺杆 (纹) 桩等素混凝土桩桩底应

置于设计规定的地层中ꎬ 施工过程中应记录钻进及地层变化时的

机具设备反应ꎬ 核对设计地质资料ꎬ 终桩应符合设计桩长并满足

代表性工艺试验确定的电流值或其它反映钻进阻力的仪表读数要

—１—



求ꎮ 地质条件发生变化ꎬ 成桩施工达不到终桩要求时ꎬ 施工单位

或监理单位应向建设、 设计单位反馈ꎬ 勘察设计单位应及时进行

现场处理ꎮ

条文说明修改为: 素混凝土桩 ( ＣＦＧ 桩、 螺杆 (纹) 桩)

设备钻进过程中ꎬ 通过设备记录的钻进地层电流值 (或其它反映

钻进阻力的仪表读数) 和其对应地层高程ꎬ 进行设计地质资料的

现场核对ꎬ 确定桩端是否到达设计预定的地层ꎮ 施工设备采用自

动监控的信息化手段ꎬ 更便于及时获取施工桩长、 电流及垂直度

等参数ꎮ

不同地区的土性相差较大ꎬ 素混凝土桩的成孔效果及施工情

况可能存在差别ꎬ 根据国内工程经验ꎬ 螺杆 (纹) 桩需要加强

黏性土、 粉土、 砂土、 碎石土、 湿陷性黄土地层之外其他土层中

的成桩质量控制ꎬ ＣＦＧ 桩需要加强淤泥层、 泥炭土层、 淤泥质土

层、 含块石 (碎石、 卵石) 夹层的地层及 ３０ｍ 以上桩长的成桩

质量控制ꎮ

成孔深度和桩端到达设计持力层是素混凝土桩的重要质量控

制指标ꎬ 施工桩长达到设计桩长且施工电流满足代表性工艺试验

确定的电流值要求时ꎬ 才能终桩ꎻ 否则施工单位按相关程序向监

理单位、 建设单位报告ꎬ 勘察设计单位现场确认地质状况ꎬ 研究

确定相关处理措施ꎮ

(二) 修改第 ５ １４ ９ 条ꎮ

正文修改为: ＣＦＧ 桩、 螺杆 (纹) 桩等素混凝土桩的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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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设计要求ꎮ 截桩后桩顶高程应符合设计要求ꎬ 允许偏差为

±５０ｍｍꎮ

检验数量: 施工单位全部检验ꎬ 并按总桩数的 ２‰且不少于

３ 根进行桩长验证ꎮ 监理单位按施工单位检验数量的 ２０％ 见证检

验ꎬ 且见证检验桩长验证不少于 ３ 根ꎮ

检验方法: 测量钻杆或沉管长度ꎬ 施工中对照钻机上的深度

控制标线观察ꎻ 仪器测量桩顶高程ꎻ 检查施工记录ꎮ 成桩后采用

钻孔取芯法验证桩长ꎬ 有疑问时ꎬ 钻孔取芯法双倍抽检或采用旁

孔透射法验证ꎮ

(三) 修改第 １０ ３ ２ 条ꎮ

正文修改为: 锚杆 (索) 施工前ꎬ 应根据地质条件和设备

组合选择有代表性区域进行预应力锚杆 (索) 基本试验ꎬ 确定

施工工艺参数和锚固参数ꎮ 同一条件下的锚杆 (索) 基本试验

数量不应少于 ３ 根ꎬ 经监理、 设计单位确认后ꎬ 方可进行施工ꎻ

有特殊要求时可适当增加ꎮ 基本试验的方法应按照现行 «铁路路

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０２５ 的相关要求进行ꎮ

(四) 修改第 １０ ３ １４ 条ꎮ

正文修改为: 锚杆 (索) 拉拔力应满足设计要求ꎬ 并进行

验收试验ꎮ

检验数量: 施工单位按每分项工程的工作锚杆 (索) 总数

的 ５％ 且不少于 ５ 根进行抽样试验ꎻ 监理单位按施工单位检验数

量的 ２０％ 见证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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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 锚杆 (索) 拉拔力验收试验按照现行 «铁路路

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０２５ 附录 Ｊ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ꎮ

(五) 修改第 １０ ７ １ 条ꎮ

正文修改为: 锚索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锚索施工前ꎬ 应根据地质条件和设备组合选择有代表性区

域进行预应力锚索基本试验ꎬ 确定施工工艺参数和锚固参数ꎮ 同

一条件下的锚索基本试验数量不应少于 ３ 根ꎬ 经监理、 设计单位

确认后ꎬ 方可进行施工ꎻ 有特殊要求时可适当增加ꎮ 基本试验的

方法应按照现行 «铁路路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０２５ 的相

关要求进行ꎮ

２ 锚索施工完成后应按本标准第 １０ ３ １４ 条的规定进行验收

试验ꎮ

３ 蠕变试验应根据设计要求开展ꎬ 开展时试验数量不应少于

３ 根ꎬ 试验应按照现行 «铁路路基支档结构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０２５

的相关要求进行ꎮ

二、 «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ＴＢ １０４１４－２０１８

(一) 修改第 ５ １４ ２ 条ꎮ

正文修改为: ＣＦＧ 桩、 螺杆 (纹) 桩等素混凝土桩桩底应

置于设计规定的地层中ꎬ 施工过程中应记录钻进及地层变化时的

机具设备反应ꎬ 核对设计地质资料ꎬ 终桩应符合设计桩长并满足

代表性工艺试验确定的电流值或其它反映钻进阻力的仪表读数要

求ꎮ 地质条件发生变化ꎬ 成桩施工达不到终桩要求时ꎬ 施工单位

—４—



或监理单位应向建设、 设计单位反馈ꎬ 勘察设计单位应及时进行

现场处理ꎮ

(二) 修改第 ５ １４ ７ 条ꎮ

正文修改为: ＣＦＧ 桩、 螺杆 (纹) 桩等素混凝土桩的桩长

应满足设计要求ꎮ 截桩后桩顶高程应符合设计要求ꎬ 允许偏差为

±５０ｍｍꎮ

检验数量: 施工单位全部检验ꎬ 并按总桩数的 ２‰且不少于

３ 根进行桩长验证ꎮ 监理单位按施工单位检验数量的 ２０％ 见证检

验ꎬ 且见证检验桩长验证不少于 ３ 根ꎮ

检验方法: 测量钻杆或沉管长度ꎬ 施工中对照钻机上的深度

控制标线观察ꎻ 仪器测量桩顶高程ꎻ 检查施工记录ꎮ 成桩后采用

钻孔取芯法验证桩长ꎬ 有疑问时ꎬ 钻孔取芯法双倍抽检或采用旁

孔透射法验证ꎮ

(三) 修改第 １０ ４ １ 条ꎮ

正文修改为: 锚杆 (索) 施工前ꎬ 应根据地质条件和设备

组合选择有代表性区域进行锚杆 (索) 基本试验ꎬ 确定施工工

艺参数和锚固参数ꎮ 同一条件下的锚杆 (索) 基本试验数量不

应少于 ３ 根ꎬ 经监理、 设计单位确认后ꎬ 方可进行施工ꎻ 有特殊

要求时可适当增加ꎮ 基本试验的方法应按照现行 «铁路路基支挡

结构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０２５ 的相关要求进行ꎮ

(四) 修改第 １０ ４ １１ 条ꎮ

正文修改为: 锚杆 (索) 拉拔力应满足设计要求ꎬ 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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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试验ꎮ

检验数量: 施工单位按每分项工程工作锚杆 (索) 总数的

５％ 且不少于 ５ 根进行抽样试验ꎻ 监理单位按施工单位检验数量

的 ２０％ 见证检验ꎮ

检验方法: 锚杆 (索) 拉拔力验收试验按照现行 «铁路路

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０２５ 附录 Ｊ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ꎮ

(五) 修改第 １０ ８ １ 条ꎮ

正文修改为: 锚索施工前ꎬ 应根据地质条件和设备组合选择

有代表性区域进行预应力锚索基本试验ꎬ 确定施工工艺参数和锚

固参数ꎮ 同一条件下的锚索基本试验数量不应少于 ３ 根ꎬ 经监

理、 设计单位确认后ꎬ 方可进行施工ꎻ 有特殊要求时可适当增

加ꎮ 基本试验的方法应按照现行 «铁路路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０２５ 的相关要求进行ꎮ

三、 «铁路路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０２５－２０１９

(一) 修改第 １２ ３ １３ 条第 １ 款ꎮ

正文修改为: 在锚固工程施工初期ꎬ 应进行预应力锚索基本

试验ꎮ 同一条件下的预应力锚索ꎬ 基本试验数量不应少于 ３ 根ꎬ

当有特殊要求时可适当增加ꎮ

(二) 修改附录 Ｊ ２ ９ 条ꎮ

正文修改为: 当锚杆试验数量为 ３ 根ꎬ 各根极限承载力值的

最大差值小于 ３０％ 时ꎬ 取最小值作为锚杆的极限承载力标准值ꎻ

若最大差值大于 ３０％ ꎬ 应增加试验数量ꎬ 并应根据极差过大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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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ꎬ 按实际情况重新进行统计后确定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标

准值ꎮ

国家铁路局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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