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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水运工程桩基灌浆加固技术规程》是根据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下达的

《关于开展 2019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编制和转发专家主要评审意见的函》的通知，

项目由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二）起草单位

标准编写主要由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负责，协作单位有中交港湾

（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和中交上海三航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有：汪冬冬、吴锋、高健岳、张悦然、邱松、谷坤鹏、

俞立新、孙烜、钟扬、王大鹏、王其标、刘思楠、吴海兵、许卫士、吕东良、杜

炎丰、刘恒、张洁、杨正翔；起草人任务分工见下表。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项目职务 分工

汪冬冬 中交港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组长 负责总体

吴锋 中交上海三航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副总经理 副组长 负责总体协调

高健岳 中交上海三航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副总经理 副组长 负责总体框架设置

张悦然 中交港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牵头人 负责汇总、负责 2、

3、4 部分

邱松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高工 成员 负责 3、5 部分

谷坤鹏 中交上海三航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教授级高工 成员 负责 4、附录 A 部分

俞立新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高工 成员 负责 1、5 部分

孙烜 中交港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4部分

钟扬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5部分

王大鹏 中交港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6部分

王其标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5部分

刘思楠 中交上海三航科学研究院有限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7部分



公司

吴海兵 中交港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6部分

许卫士 中交港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6、附录 A 部分

吕东良 中交港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6部分

杜炎丰 中交港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7部分

刘恒 中交港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7部分

张洁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 5部分

杨正翔 中交港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负责附录 A部分

（四）主要工作过程

参编单位都是在水运工程桩基灌浆加固行业中，长期从事科研、设计、施工

业务的单位，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该标准属于新制订，其涉及内容及专业领域较多，为了保证本标准制订质量，

起草单位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多专业人员组成的标准编制

组，主要编制人员分别来自材料、设计、施工等专业，不但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

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对桩基灌浆加固十分了解。

《水运工程桩基灌浆加固技术规程》为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团体标准，涉

及众多专业和领域。钢套筒灌浆修补加大截面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加固方法，混

凝土和钢结构的加固设计应保证新增构件或部件与原结构连接可靠，因此在灌浆

修补前，应确定整套的加固计算方法由于施工区域部分在水下，需要材料有较好

的水下施工性能，因此对修补材料的要求较高。结构加固方案应综合考虑工况条

件、变形过大的原因、承载能力下降原因及程度、结构物重要性、荷载条件及应

力状态、环境条件、施工可行性、维护管理要求、加固后目标使用年限等因素，

因此应选择合理的灌浆修补施工工艺进行现场施工。灌浆修补质量会影响结构的

性能，应建立一套质量检验和验收标准对灌浆修补后的质量进行检查验收。因此

需要制定《水运工程灌浆加固技术规程》，建立材料的性能技术指标要求以及相

应的检测办法，提出灌浆前套筒或模板设计的计算方法，建立水运工程高桩码头

及其附属结构灌浆加固技术的施工、灌浆质量检验及验收办法，以使灌浆加固施

工的质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保证水运工程高桩码头及其附属结构的高耐久性设计

要求。标准编制组为此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调研，主要调研单位有：中交第三航



务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港珠澳大桥项目组等。在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各单位均

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实际可行的做法，形成了本标准的整体框架。

2019 年 12 月形成了修订第一稿，在中交上海三航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召开

了首次标准审查会；

2020 年 3 月，在第一稿的基础上，邀请行业专家对该标准进行审核，形成

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编制（修订）原则

（1）.一致性原则。以国家相关法规标准为依据，与国家相关标准的最新版

本和要求保持一致。

（2）.作为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团体标准，新制订版本能够满足本行业内

的生产和管理的需要，具有权威、科学、实用、全面的特点。

（3）.总结近年大量水运工程方面桩基灌浆加固的施工经验，如宁波大榭招

商国际码头灌浆加固项目，持续规范规范水运工程高桩码头及其附属结构中灌浆

修补加固技术的施工方法和要求。

标准的编写按 GB/T1.1-2009 的给出的规则起草的。

2、主要内容依据（按章节说明特别是一些参数的依据）

（1）主要制订内容：

本标准是新制订的标准，主要制订内容如下：

1）确定了桩基灌浆加固材料技术要求；

2）规定了灌浆加固设计基本内容；

3）细化了灌浆加固施工的工艺；

4）统一了质量检验标准；

5）增加了涉及到的表格。

（2）主要依据标准

GB50367-2013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T 50448-2015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50081-2002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50082-2009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和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TS311 港口水工建筑物修补加固技术规范

DL/T 5315 水工混凝土建筑物修补加固技术规程

（3）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主要章节有：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原材料技术要求、灌浆加固设

计、灌浆加固施工、质量检验等七章。主要章节内容说明如下：

1总则

本规范将主要对水运工程桩基灌浆加固设计与施工作出规定，包括灌浆加固

材料技术要求、灌浆加固结构设计、灌浆施工工艺要求以及灌浆加固质量检验与

验收等作出具体规定。

2术语

包含灌浆加固、钢套筒、卡箍、高强灌浆料、灌浆封堵、灌浆工艺和涂装等。

3基本规定

规定水运工程灌浆加固的适用范围、基本要求、灌浆加固方案编制要求、资

料准备等方面内容。

4 原材料技术要求

4.1 灌浆材料

规定灌浆材料的技术指标要求和具体指标的试验方法以及执行标准。规定满

足桩基灌浆加固的灌浆材料的基本指标要求。规定灌浆材料的原料检验以及验收

程序和标准。

4.2 钢套筒

规定用于桩基灌浆加固的钢套筒的原材料验收指标试验方法和验收程序，规

定用于桩基灌浆加固的钢套筒材质、厚度以及涂装等通用技术要求。

4.3 灌浆封堵材料

规定用于钢套筒底部灌浆封堵的相关技术要求。

5 灌浆加固设计

5.1 一般规定

规定桩基灌浆加固设计基本原则、资料准备、计算依据以及设计原则。

5.2 构造要求



规定桩基灌浆加固的结构的构造要求，具体包括钢套筒的最小壁厚、钢套筒

与桩基之间灌浆最小灌浆厚度、灌浆钢套筒内部剪力键设计原则等。

6 灌浆加固施工

6.1 一般规定

规定桩基灌浆加固方案和一般的规定要求。

6.2 钢套筒施工

规定钢套筒施工的一般工艺流程、施工前注意要点、保护措施和检测要点等。

6.3 灌浆施工

对灌浆设备、灌浆管线以及灌浆工艺等细节进行规定。

7 质量检验 7

7.1 一般规定

对灌浆料、钢套筒材料验收和钢套筒安装质量和灌浆施工质量检验和验收要

求等作出规定。

7.2 质量验收技术要求

规定了灌浆材料的原料送检、钢套筒安装精度和表面涂装保护验收等要求。

7.3 质量检验合格标准

规定了质量检验方面的相关标准和资料要求。

附录 A 灌浆加固记录表格

附录 B 灌浆料浆体现场测试记录表格

用于指导和规范现场灌浆施工。

三、技术经济论证和预期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近年来，随着现有码头桩基的使用年限的增加和使用要求的提高，对桩基进

行加固的需求越来越高，而灌浆加固作为一种施工效率高、施工效果好的一种加

固方式，急需一定的技术规程给予支撑。

作为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重要的团体标准，本标准对规范桩基灌浆加固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会不仅可以指导水运工程桩基灌浆加

固施工，保证工程质量，同时可以全面提高行业内各单位对水运工程桩基灌浆加

固技术的认识水平，对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未采用。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本次制订，首先遵循了 GB/T20001.1~4、GB/T20001.10 国家标准编写规

则。其次结合了行业或国家相关标准。同时，对所引用的国家、行业标准修订情

况进行复核，如有修订则引用其最新版本内容。因此，本标准与现行有关法律、

法规和标准符合一致性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修订过程中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性质建议

本标准涉及水运工程桩基灌浆加固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要求，为团体性标准。

八、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涉及水运工程桩基灌浆加固设计与施工的，应尽早颁布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