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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DL/T 709-1999《压力钢管安全检测技术规程》，与 DL/T 709-1999 相比，除

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腐蚀程度评定的内容（见 7 腐蚀检测）； 

——补充了衍射时差法（TOFD）检测的内容，修改了焊缝检测长度比例（见 8.4、8.6）； 

——补充完善了应力检测的内容（见 9 应力检测，DL/T 709-1999 的 8 应力检测）； 

——补充完善了振动检测的内容（见 10 振动检测，DL/T 709-1999 的 9 振动检测）； 

——删除了水质与底质检测的内容（见 DL/T 709-1999 的 10 水质与底质检测）； 

——增加了复核计算的内容（见 11 复核计算）。 

    本标准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管理，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提出并负责日常管理，由能源

行业金属结构及启闭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

建议，请寄送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 2号，邮编：100120）。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海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圣义、夏仕锋、卜现港、秦战生、叶华顺、刘卫东、张成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为： 

——DL/T 70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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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钢管安全检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役水电工程压力钢管安全检测的内容和检测技术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电工程在役压力钢管安全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72  黑色金属硬度及强度换算值 

GB/T 3323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相 

GB/T 11345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GB/T 29712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验收等级 

GB 50766   水电水利工程压力钢管制作安装及验收规范 

NB/T 35056  水电站压力钢管设计规范 

NB/T 47013.4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4 部分： 磁粉检测  

NB/T 47013.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 渗透检测 

NB/T 47013.10  承压设备检测 第 10 部分：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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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检测机构、人员及设备 

3.1.1  检测机构应具有国家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证书授权的检测产品或类别、检测项目或参数、检测范围应

满足压力钢管安全检测要求。 

3.1.2  无损检测人员应持有无损检测学会或水电行业颁发的与其工作

相对应的资格证书。无损检测结果应由持有 2 级或 2 级以上资格证书

的无损检测人员评定。 

3.1.3  检测人员应全面了解压力钢管设计、制作、安装和运行情况，

熟悉相关业务知识，熟练掌握检测方法。 

3.1.4  检测使用的仪器设备的精度应满足要求并经地（市）级及以上

计量检定机构检定或校准合格。 

3.2  检测内容及项目 

3.2.1  压力钢管安全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现场检测； 

b)  复核计算； 

c)  安全评价。 

3.2.2  现场检测应包括下列项目： 

a)  巡视检查； 

b)  外观检测； 

c)  材料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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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腐蚀检测； 

e)  无损检测； 

f)  应力检测； 

g)  振动检测。 

3.3  检测周期 

3.3.1  压力钢管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测。检测周期可根据压力钢管的运

行时间及运行状况确定，宜分为首次检测、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 

3.3.2  压力钢管投入运行后 5 年内应进行首次检测。首次检测的项目

应符合 3.2.2 的规定。 

3.3.3  首次检测后，每隔 5 年～10 年，压力钢管应进行一次定期检测。

定期检测的项目可根据压力钢管实际运行状况选择确定。 

3.3.4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进行特殊检测： 

a)  压力钢管在运行期间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超设计工

况运行、出现质量安全事故等特殊情况； 

b)  在运行期间发现并确认压力钢管存在影响安全的危害性缺

陷； 

c)  压力钢管运行状况出现明显异常，可能影响工程安全运行。 

3.3.5  特殊检测应先进行巡视检查和外观检测，需要时再检测其他项

目。 

3.3.6  机组扩容前应对压力钢管进行全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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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技术资料 

3.4.1  压力钢管运行管理单位应向检测机构提供安全检测需要的相关

技术资料。 

3.4.2  安全检测前应收集下列资料：  

a)  竣工图及相关资料； 

b)  主要材料质量证明书和复验报告； 

c)  制作和安装的检查记录、试验记录及有关资料； 

d)  焊缝无损检测报告； 

e)  防腐蚀检测报告； 

f)  重大缺陷处理记录和有关会议纪要； 

g)  制作和安装质量验收报告； 

h)  设计修改通知单及相关设计资料； 

i)  运行管理、维护与检查报告（记录）； 

j)  监测资料及分析报告； 

k)  历次安全检测与评价报告。 

4  巡视检查 

4.1  检测机构应根据运行管理单位提供的压力钢管巡视检查记录等

运行管理资料，现场进行巡视检查。现场巡视检查记录表见附录 A。 

4.2  明管巡视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管体变形、变位检查；  

b)  伸缩节运行状况和渗水状况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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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进人孔及其他开孔和接管的封闭性能检查； 

d)  通气孔或空气阀工作状况检查； 

e)  排水设施运行状况检查； 

f)  支墩、镇墩位移及沉降检查； 

g)  支座活动及润滑状况检查； 

h)  主阀与钢管连接处的密封检查。 

4.3  地下埋管巡视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埋管沿线渗漏检查； 

b)  地下水排水设施运行状况检查； 

c)  进人孔及其他开孔和接管的封闭性能检查； 

d)  相关监测仪器运行状况或损坏状况检查。 

4.4  坝内埋管巡视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下游坝面裂缝检查； 

b)  下游坝面渗水检查； 

c)  下游坝面位移和变形检查。 

4.5  钢衬钢筋混凝土管巡视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上弯段环向裂缝检查； 

b)  斜直段环向裂缝检查； 

c)  斜直段轴向裂缝检查； 

d)  伸缩节渗水和伸缩行程检查； 

e)  进人孔及其他开孔和接管的封闭性能检查； 

f)  相关监测仪器运行状况或损坏状况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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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观检测 

5.1  外观检测前，应了解压力钢管制作、安装、验收情况，重大缺陷

处理情况，运行、维修、保养情况及运行中曾出现的各种异常情况。 

5.2  外观检测过程中，应重点检测压力钢管制作安装时返修和运行时

曾经出现异常的部位。 

5.3  外观检测的结果应及时记录，外观检测记录表见附录 B。必要时

可采用摄像、拍照等辅助方法进行记录和描述。 

5.4  外观检测宜采用水准仪、直尺、卡尺、卷尺、塞尺和焊缝检验尺

及其他必要的量测工具和仪器设备。 

5.5  外观检测部位应主要包括管体、支承环及支座、伸缩节、连接部

位。 

5.6  管体外观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管壁凹陷、鼓包等变形； 

b)  管壁的腐蚀状况； 

c)  主要受力焊缝的表面缺陷； 

d)  加劲环的损伤和变形； 

e)  灌浆孔及周边状况； 

f)  人孔盖板的损伤和变形。 

5.7  支承环及支座外观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支承环及支座的变形和损伤； 

b)  支座的运行状况、接触状况等； 

c)  支承环及支座的腐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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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伸缩节外观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变形和损伤； 

b)  运行状况； 

c)  腐蚀状况。 

5.9  连接部位外观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压力钢管与镇墩、坝体、墙体等混凝土结构连接部位的外观

状况； 

b)  压力钢管与加劲环、支承环、伸缩节的连接状况； 

c)  压力钢管与主阀的连接状况； 

d)  压力钢管外周混凝土的脱空状况。 

6  材料检测 

6.1  材料质量证明书和制作安装验收文件等资料，能够证明材料符合

设计文件要求时，可不进行材料检测。 

6.2  材料牌号不清或对材料牌号有疑议时，应进行材料检测并确定材

料牌号和性能。 

6.3  当现场条件允许时，应取样进行力学性能试验和化学成分分析，

确定材料牌号和性能。取样点应位于受力较小、便于修复的部位，并

应事先确定修复措施，试样割取部位不得有锐角，周边应呈圆弧过渡，

圆弧半径应不小于 3 倍板厚且应不小于 30mm。 

6.4  当现场条件不允许取样时，可采用光谱分析仪或在受力较小的部

位钻取屑样分析材料的化学成分，同时应测定材料硬度，按 GB/T 1172

进行强度换算，经综合分析确定材料牌号和性能。 

6.5  当发现压力钢管存在影响安全运行的质量问题时，应在钢管上直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NB/T 10349—2019 

9 
 

接取样进行力学性能试验、化学成分分析和金相分析，确定材料牌号

和性能。 

6.6  当压力钢管发生破坏事故后，应在破坏管段上取样进行力学性能

试验、化学成分分析和金相分析，确定材料牌号和性能。 

7  腐蚀检测 

7.1  腐蚀检测应包括腐蚀状况检测和腐蚀量检测。 

7.2  腐蚀状况检测宜采用卷尺、直尺等量测工具，腐蚀量检测宜采用

测厚仪、测深仪、深度游标卡尺等量测仪器和量测工具。 

7.3  腐蚀检测宜按上平段、斜管段、下平段等部位分段或按钢管环缝

分管节进行。 

7.4  腐蚀量检测前应对被检部位表面进行清理，去除钢管表面附着

物、污泥、锈皮等。 

7.5  腐蚀量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不同管段上，选择腐蚀相对较重且不少于 30%的管节作为

检测对象； 

b)  在选定的管节上，每管节应至少选择 3 个断面进行测量，每

个断面根据纵向焊缝情况分区，每个检测片区的测点不应少

于 3 个； 

c)  对于腐蚀比较严重的管段或管节，宜适当增加检测断面和测

点数量； 

d)  检测时宜除去管壁表面涂层，当带涂层测量时，应扣除相应

的涂层厚度。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NB/T 10349—2019 

10 
 

7.6  腐蚀程度应根据腐蚀状况检测和腐蚀量检测结果进行评定，分为

A 级、B 级、C 级、D 级。其评定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A 级为轻微腐蚀。钢管表面涂层应基本完好，只有少量浅而

分散的蚀坑，在 300mm×300mm 范围内的蚀坑数量不大于 3

个。 

b)  B 级为一般腐蚀。钢管表面涂层出现局部脱落；有少量蚀坑，

蚀坑数量在 300mm×300mm 范围内不大于 30 个；蚀坑平均深

度小于管壁厚度的 5%，且不大于 1.0mm；蚀坑最大深度小于

管壁厚度的 10%，且不大于 2.0mm。 

c)  C 级为较重腐蚀。钢管表面涂层出现大片脱落，脱落面积大

于 100mm×100mm；有密集成片的蚀坑，成片蚀坑的面积应

小于管节表面积的 10%；蚀坑数量在 300mm×300mm 范围内

大于 30 个；蚀坑平均深度小于管壁厚度的 10%，且不大于

2.0mm；最大深度小于管壁厚度的 15%，且不大于 3.0mm。 

d)  D 级为严重腐蚀。钢管表面蚀坑较深且密集成片，局部有很

深的蚀坑；成片蚀坑的面积应小于管节表面积的 10%；蚀坑

平均深度大于管壁厚度的 10%或大于 2.0mm，最大深度超过

管壁厚度的 15%或大于 3.0mm。 

7.7  腐蚀检测成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各管段或管节的腐蚀特征、腐蚀部位、腐蚀分布范围和腐蚀

面积，腐蚀面积占管段或管节面积的百分比。 

b)  各管段或管节的腐蚀量及其频数分布，各管段或管节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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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量、最大腐蚀量、平均腐蚀速率、最大腐蚀速率。 

c)  各管段或管节腐蚀程度为 D 级的局部区域的平均腐蚀量、最

大腐蚀量、平均腐蚀速率、最大腐蚀速率。 

8  无损检测 

8.1  一类焊缝、二类焊缝应进行无损检测。焊缝分类应符合 GB/T 

50766 的规定。 

8.2  无损检测之前应清除焊缝表面及其附近区域的附着物、污泥、腐

蚀物等，必要时宜对焊缝两侧表面进行修整打磨处理。 

8.3  焊缝表面质量检测可选用磁粉检测(MT)或渗透检测(PT)。磁粉检

测应符合 NB/T 47013.4 的规定；渗透检测应符合 NB/T 47013.5 的规

定。磁粉检测和渗透检测验收等级均应为Ⅰ级。 

8.4  焊缝内部质量检测可选用超声波检测或射线检测，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a)  超声波检测可采用脉冲反射法（UT）和衍射时差法（TOFD）。

脉冲反射法超声检测应符合 GB/T 11345 的规定，检测等级

应为 B 级；评定应符合 GB/T 29712 的规定，验收等级应为 2

级。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应符合 NB/T 47013.10 的规定，验

收等级应为Ⅱ级； 

b)  射线检测应符合 GB/T 3323 的规定，一类焊缝Ⅱ级合格，二

类焊缝 III 级合格。 

8.5  当采用一种检测方法对所发现的缺陷不能定性和定量时，应采用

其他无损检测方法进行复查。同一焊接部位或同一焊接缺陷，当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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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无损检测方法检测时，焊缝质量等级应分别按各自的标准进行

评定，满足相应要求。 

8.6  各类焊缝检测长度占该类焊缝总长度的百分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一类焊缝：脉冲反射法超声检测长度比例应不小于 10%，或

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检测长度比例应不小于 5%，或射线检

测检测长度比例应不小于 2%； 

b)  二类焊缝：脉冲反射法超声检测长度比例应不小于 5%，或衍

射时差法超声检测检测长度比例应不小于 3%，或射线检测

检测长度比例应不小于 1%； 

c)  当某条焊缝存在裂纹等连续性超标缺陷时，应对整条焊缝进

行检测； 

d)  当焊缝多处存在缺陷时，应增加检测比例。 

8.7  焊缝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一类焊缝应不小于该类焊缝总条数的 20%。 

b)  二类焊缝应不小于该类焊缝总条数的 10%。 

8.8  前次检测发现超标缺陷的部位或经返修过的部位，应在下次检测

时按照原检测方法进行 100%的复检。 

8.9  对于无损检测发现的裂纹或其他超标缺陷，应分析其产生原因，

判断发展趋势，对缺陷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并提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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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力检测 

9.1  检测要求 

9.1.1  压力钢管明管段宜进行应力检测，埋管不做应力检测。 

9.1.2  应力检测宜采用应变电测法。 

9.1.3  检测中应记录与检测有关的上下游水位、检测工况、运行时间

等信息。 

9.2  测点布置 

9.2.1  应力检测前，宜按照 NB/T 35056 的规定对钢管结构进行应力计

算分析，确定测点位置和数量。 

9.2.2  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点应具有代表性，高应力区域、复杂应力区域、腐蚀严

重区域应重点布置测点； 

b)  对称结构可在一侧布置测点，但在对称侧应布置适当数量

的比照测点； 

c)  为保证检测数据的可靠性，应布置适量的校核测点。 

9.2.3  压力钢管跨中管壁、支承环附近管壁、加劲环附近管壁、钢管

与伸缩节连接处附近管壁、钢管与镇墩、支墩、坝体、墙体等混凝土

结构连接处附近管壁等均应布置测点。 

9.2.4  传感元件应粘贴牢固并做好绝缘防潮处理；当传感元件处于水

下时，应做好防水处理；信号传输导线应妥善固定，电阻值应确保稳

定；当信号传输导线的电阻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时，应对测量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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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正。 

9.3  静应力检测 

9.3.1  静应力检测宜在符合或接近设计工况下进行。 

9.3.2  静应力检测宜重复进行2次~3次。 

9.3.3  各次检测数据相差超过10%时，应分析原因并重新检测。 

9.3.4  检测结果应与检测工况计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必要时可根据

检测工况应力值推算设计工况和校核工况应力值。 

9.4  动应力检测 

9.4.1  动应力检测宜结合机组甩负荷试验进行。 

9.4.2  动应力检测工况宜分为甩 25%额定负荷、甩 50%额定负荷、甩

75%额定负荷、甩 100%额定负荷等 4 种工况。 

9.4.3  动应力检测数据应连续采集，以得到完整的应力应变过程线。 

10  振动检测 

10.1  检测要求 

10.1.1  当压力钢管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振动并可能影响运行安全时，应

进行振动检测。 

10.1.2  振动检测应包括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振动响应检测和固有频

率、阻尼比、振型等动力特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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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检测仪器 

10.2.1  检测仪器应适应压力钢管检测现场的温度、湿度和噪声等环境

条件。 

10.2.2  检测仪器的频率范围应覆盖被测信号的有用频率范围，动态范

围应适应信号的变化范围。检测仪器的采样频率应不小于信号最高频

率的5.12倍，且采样前应考虑抗混滤波。检测仪器的整体分辨率对于

振动位移应达到10µm。 

10.2.3  传感器的频率范围应符合振动测试频率要求。振动检测前，可

预估被测对象的振动频率范围，并据此选择不同类型的测量传感器。 

10.2.4  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振动量宜分别采用专用传感器测量。无

专用传感器时，可采用对传感器输出进行积分或微分的方法得到所需

振动参数，但应排除可能引起的误差。 

10.2.5  传感器的灵敏度应使最小被测信号电平大于测量系统的动态

范围下限电平10dB。传感器的灵敏度不宜过大，以避免最大信号电平

使测量系统过载。 

10.2.6  传感器应在关注频率范围内提供平缓响应，在最低被测频率到

最高被测频率的频率范围内，传感器的频率-幅值响应非线性允许偏差

宜为±3dB。 

10.2.7  传感器应与结构连接牢固，振动过程中不能松动，电缆及信号

线应固定牢靠。使用专门工装安装传感器时，应保证该工装有足够的

刚度，使传感器安装后工装的固有频率远大于最高被测频率。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NB/T 10349—2019 

16 
 

10.3  测点布置 

10.3.1  振动响应检测的测点应布置在振动响应较大的位置。动力特性

检测的测点布置应根据结构形式确定。 

10.3.2  振动响应和动力特性检测时，传感器应沿钢管截面径向布置在

振动较大处，取3个～4个测点，每个测点沿振动方向布置1个或2个～3

个互成90°的单向测振传感器。当布置1个传感器时，测振方向应与结

构振动方向一致。 

10.3.3  振型检测时，传感器应沿钢管轴线方向布置，测点应完整反映

振型信息。 

10.4  振动响应检测 

10.4.1  振动响应检测时，应分别检测机组正常运行时的振动响应和机

组甩负荷时的振动响应。 

10.4.2  检测中应记录与检测有关的上下游水位、检测工况、运行时间

等信息。 

10.4.3  振动响应检测数据应包括主要频率的振动幅值、相频关系、响

应幅值。 

10.5  动力特性检测 

10.5.1  动力特性检测的激励方式可采用激振器激励、脉冲激励、环境

激励。通过传感器测量振动位移、速度、加速度和频率响应。 

10.5.2  动力特性检测结果应包括压力钢管的五阶固有频率、阻尼比和

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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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复核计算 

11.1  复核计算方法应符合 NB/T 35056 的规定。 

11.2  复核计算工况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测工况下压力钢管强度、稳定复核计算； 

b)  设计工况或校核工况下压力钢管强度、稳定复核计算。 

11.3  复核计算的荷载组合应符合原设计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当压力钢

管的运行工况发生变化时，应结合工程实际重新确定荷载组合。 

11.4  当压力钢管材料明确无误时，应按设计文件标明的材料进行复核

计算；当材料与设计文件不符时，应按检测确认后的材料牌号进行复

核计算。 

11.5  复核计算时，钢管壁厚和主要受力构件的截面尺寸应采用实测尺

寸。 

11.6  抗力限值除应符合 NB/T 35056 的规定外，尚应考虑运行时间的

影响。时间影响系数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运行时间小于 10 年的压力钢管，时间影响系数应为 1.00； 

b)  运行时间 10 年~30 年的压力钢管，时间影响系数应为 0.95； 

c)  运行时间 30 年以上的压力钢管，时间影响系数应为 0.90。 

12  安全评价 

12.1  压力钢管安全等级可分为安全、基本安全和不安全。 

12.2  符合下列条件的压力钢管应评定为安全： 

a)  巡视检查的各项内容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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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外观检测的各项内容均符合要求； 

c)  腐蚀程度不低于 B 级； 

d)  材料符合设计要求； 

e)  一类焊缝、二类焊缝质量符合规范要求； 

f)  在设计工况下的强度、抗外压稳定性均符合规范要求。在机

组甩负荷工况下的强度符合规范要求； 

g)  在运行过程中无明显振动。 

12.3  符合下列条件的压力钢管应评定为基本安全： 

a)  巡视检查的各项内容均符合要求； 

b)  外观检测的各项内容均符合要求； 

c)  腐蚀程度不低于 C 级； 

d)  材料符合设计要求； 

e)  一类焊缝、二类焊缝质量符合规范要求； 

f)  在设计工况下的强度、抗外压稳定性均基本符合规范要求。

在机组甩负荷工况下的强度基本符合规范要求。最大值均

应不大于抗力限值 105%； 

g)  在运行过程中有明显振动，但经检测分析不影响压力钢管

安全运行。 

12.4  不符合基本安全条件（见 12.3）中任意一条的压力钢管应评定

为不安全。 

13  检测报告 

13.1  检测机构应向委托单位提供压力钢管检测报告。报告封面应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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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检测机构 CMA 标志。 

13.2  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概况及压力钢管运行、维修、养护情况； 

b)  压力钢管现场检测成果； 

c)  压力钢管复核计算成果； 

d)  压力钢管安全评价； 

e)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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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 

巡视检查记录表 

 
A.1  明管巡视检查记录表见表 A.1。  

表 A.1  明管巡视检查记录表 

电站名称：        钢管编号：  

日    期：  年月日 气温：    ℃ 天    气：  

巡检内容 巡  视  情  况  记  录 

管体变形、变位  

伸缩节渗水  

伸缩节行程  

进人孔及其他

开孔封闭性能 
 

接管 

封闭性能 
 

通气孔或空气

阀工作状况 
 

排水设施 

运行状况 
 

支墩位移  

镇墩位移  

支墩沉降  

镇墩沉降  

支座活动 

及润滑状况 
 

主阀与钢管 

连接处的密封 
 

其他  

巡检记录人：  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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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地下埋管巡视检查记录表见表 A.2。 

表 A.2  地下埋管巡视检查记录表 

电站名称：        钢管编号：  

日    期：  年月日 气温：    ℃ 天    气：  

巡检内容 巡  检  情  况  记  录 

埋管沿线渗漏  

地下水排水 

设施运行状况 
 

进人孔及其他

开孔封闭性能 

 

接管 

封闭性能 

 

监测仪器 

运行状况 
 

监测仪器 

损坏状况 
 

 … 

  

其他  

巡检记录人：  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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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坝内埋管巡视检查记录表见表 A.3。 

表 A.3  坝内埋管巡视检查记录表 

电站名称：        钢管编号：  坝段编号：  

日    期：  年   月   日 气温：         ℃ 天    气：  

巡检内容 巡  检  情  况  记  录 

下游坝面裂缝  

下游坝面渗水  

下游坝面位移  

下游坝面变形  

 

… 

 

 

其他  

巡检记录人：  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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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钢衬钢筋混凝土管巡视检查记录表见表 A.4。 

表 A.4  钢衬钢筋混凝土管巡视检查记录表 

电站名称：        钢管编号：  坝段编号：  

日    期：  年月日 气温：    ℃ 天    气：  

巡检内容 巡  检  情  况  记  录 

上弯段 

环向裂缝 
 

斜直段 

环向裂缝 
 

斜直段 

轴向裂缝 
 

伸缩节渗水  

伸缩行程  

进人孔及其他开

孔封闭性能 
 

接管 

封闭性能 
 

相关监测仪器运

行状况 
 

相关监测仪器损

坏状况 
 

…  

其他  

巡检记录人：  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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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资料性附录） 

外观检查记录表 
 

表 B.1  外观检测记录表 

 

 

 

电站名称：        钢管编号： 

检测内容 检  测  情  况  记  录 

管体外观 

管壁凹陷、 

鼓包等变形 
 

管壁的腐蚀状况  

主要受力焊缝 

表面缺陷 
 

加劲环 

损伤和变形 
 

灌浆孔及周边状况  

人孔盖板 

损伤和变形 
 

支承环、 

支座外观 

变形和损伤 

支座的运行状况、

接触状况 
 

腐蚀状况 

伸缩节 

外观 

变形和损伤 

运行状况 

腐蚀状况 

连接部位

外观 

压力钢管与镇墩、

坝体、墙体等混凝

土结构连接部位 

 

压力钢管与加劲

环、支承环、伸缩

节的连接状况 

 

压力钢管与主阀的

连接状况 
 

压力钢管外周混凝

土的脱空状况 
 

检测人员：   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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