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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建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北京建工资源循环利

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上海市青浦区道路运输管理事务中心、宝武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啸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至真

市政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勤顺建设工程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兴盛路基

材料有限公司、国投维尔利马桥（上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上海华奔岩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圣戈班

（中国）管理有限公司、瑞泰环保装备有限公司、上海美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建工建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山南勘测设

计有限公司、青岛理工大学、上海百理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堡森（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阳、翁健、王淼、张德、张欣、吴申、陶丽萍、杨光、赵玉静、孙颖、张娟、

茅莉、张学峰、曹学领、戴瑶斐、左俊卿、逯光辉、冯可、周斐、贲红梅、魏喜迎、张少华、徐凯、朱

敏涛、解子军、侯永茂、戴生良、雷东移、庞敏、李烁、姜磊、杨一烽、张智力、周卫峰、章力、司志

铭、曹黎颖、曹鹏成、钟铮、张祎玮、黄海、张桂花、胡铁楼、张济涛、蔡永生、万敏、李忠诚、李莹、

韩云婷、钱耀丽、尤紫阳、董欢、李欢欢、樊建斌、李岩凌、许磊、戴治恒、翟之阳、张威、郝文清、

林巧、颜超、龙广昕、季京安、陈逸群、任翔、杨继弘、杨路、庞成凯、周鹣鸣、徐月梅、季昶、王琰、

司家宁、徐振嘉、严世聪、李彩莲、郭晶、周煜豪、李荣飞、邵维、陈永兴、马歆茹、邵业伟、徐魏、

董家晏、田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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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与工程泥浆再生自密实填筑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垃圾与工程泥浆再生自密实填筑的设计、施工和工程验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行政范围内在建筑与市政的基坑肥槽、建筑物内部剩余空间、管线沟槽、基坑顶

板、软土地基等回填或换填工程中应用的建筑垃圾与工程泥浆再生自密实填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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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1804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2049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 

GB/T 30810  水泥胶砂中可浸出重金属的测定方法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附条文说明） 

GB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附条文说明）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附条文说明） 

GB 50332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GB/T 51438  盾构隧道工程设计标准（附条文说明） 

CJ/T 526  软土固化剂 

JGJ 3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附条文说明） 

JGJ/T 70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附条文说明） 

JGJ/T 233  水泥土配合比设计规程（附条文说明） 

JTG/T 2321—2021  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附条文说明） 

JTG 3420—2020  公路工程水泥与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附条文说明） 

JTG D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JTG E4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附条文说明）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waste 

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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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其他固体废物。 

3.2 

工程泥浆  engineering slurry 

在建筑与市政工程建设过程中，钻孔桩基、地下连续墙、泥水盾构、泥水顶管和水平定向钻等施工

产生的废弃泥浆，或由弃土加水搅拌制备而成的泥浆。 

3.3 

建筑垃圾细粉料  construction waste powder 

建筑垃圾经过破碎、分选、筛分等工艺处理后，生产出的粒径为0 mm～9.5 mm 的含废砖、旧砂

浆、碎陶瓷、石屑、粉末、灰土及少量轻质杂物的混合物。 

3.4 

轻质杂物  lightweight impurities 

建筑垃圾中密度较小的杂物，包括塑料、木块、布片、纸屑等。 

3.5 

软土固化剂  stabilizer for soft soil 

采用水泥、掺合料、脱硫副产物、工业副产石膏等复合配制而成的，用于固化工程泥浆和弃土的一

种水硬性胶凝材料。 

3.6 

建筑垃圾与工程泥浆再生自密实填筑料  construction waste and engineering slurry recycled 

self-compacting backfill materials 

以建筑垃圾细粉料或工程泥浆作为主要原料，掺加适量的胶凝材料、外加剂和水，按一定比例搅拌

均匀，通过搅拌车或泵车卸料后，能够自动流入填筑部位且满足工程使用要求的一种填筑材料。 

注： 以建筑垃圾细粉料作为主要原料的称为“建筑垃圾自密实填筑料”，以符号WF表示；以工程泥浆作为主要原料

的称为“工程泥浆自密实填筑料”，以符号SF表示。 

3.7 

胶凝材料掺量  dosage of cementing material 

在工程泥浆自密实填筑料中，掺入的胶凝材料质量与其他所有原料的质量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8 

胶砂比  cement-sand ratio 

在建筑垃圾自密实填筑料中，胶凝材料质量与建筑垃圾细粉料的干质量之比。 

3.9 

水固比  water-solid ratio 

在建筑垃圾自密实填筑料中，水的质量与所有原料的干质量之比。 

4 设计 

基本要求 

4.1.1 在 WF 的干质量中，建筑垃圾细粉料的掺加比例不应低于 85%；在 SF 的总质量中，工程泥浆的

掺加比例不应低于 70%。 

4.1.2 自密实填筑料的流动度可分为三个等级： 

a) 高流动度：适用于断面宽度不大于 1.0 m 的狭窄空间或存在碾压死角的填筑工程，以符号 H表

示； 

b) 中流动度：适用于断面宽度大于 1.0 m 的填筑工程，以符号 M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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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低流动度：适用于大面积换填、在斜坡面上坐浆的填筑工程，以符号 L表示。 

4.1.3 自密实填筑料的强度可分为三个等级： 

a) 低强型：适用于无早强要求，或后期需要二次开挖或拆除的填筑工程，以符号 LS表示； 

b) 普通型：适用于一般性填筑工程，以符号 NS表示； 

c) 早强型：适用于工期紧、早期强度要求高的填筑工程，以符号 ES表示。 

4.1.4 在强度、流动度等技术指标满足本文件第 4 章和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

用建筑垃圾自密实填筑料或工程泥浆自密实填筑料。 

4.1.5 以河道泥浆、市政泥浆为主要原料制备自密实填筑材料，应参照工程泥浆自密实填筑料的技术

要求执行。 

配合比设计 

4.2.1 原材料要求 

4.2.1.1 建筑垃圾细粉料 

按JTG E42测试，通过4.75 mm筛孔的质量百分率应为80%～100%，通过0.075 mm筛孔的质量百分率

不应大于20%。按JTG/T 2321—2021附录A测试，轻质杂物含量不应大于1.0%。 

4.2.1.2 工程泥浆 

按照GB/T 50123进行试验，有机质不应超过5%。 

4.2.1.3 水泥 

应符合GB 175的要求。 

4.2.1.4 软土固化剂 

应符合CJ/T 526的要求。 

4.2.1.5 掺合料 

粉煤灰应符合GB/T 1596的要求，钢渣粉应符合GB/T 20491的要求，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

GB/T 18046的要求。 

4.2.1.6 外加剂 

应符合GB 8076的要求。 

4.2.1.7 水 

应符合JGJ 63的要求。 

4.2.2 自密实填筑料要求 

4.2.2.1 新拌性能 

自密实填筑料的新拌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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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密实填筑料的新拌性能 

项目 分类 指标 试验方法 

流动度 

坍落扩展度/mm H ＞700 

GB/T 50080 坍落扩展度/mm M 500～700 

坍落度/mm L 150～220 

充盈度 
H  合格 

JTG 3420—2020 之 T0519 
M 合格 

凝结时间/h 

ES ≤15 

JGJ/T 70 NS ≤24 

LS ≤96 

泌水率/% 
WF ≤8 JTG 3420—2020 之 T0589 

SF ≤8 JTG 3420—2020 之 T0518
a
 

表观密度/(kg/m
3
) 

WF ≥1600 
JGJ/T 70 

SF ≥1350 

a 
以 2d 泌水率为准，泌水率应按式（1）进行计算： 

 𝐵 = × 100% ································································ (1) 

式中： 

𝐵 ——i 小时自由泌水率； 

𝑎 ——自密实填筑料试样初始高度，单位为毫米（mm）； 

𝑎 ——i 小时泌水上液面高度，单位为毫米（mm）； 

𝑎 ——i 小时泌水下液面高度，单位为毫米（mm）。 

 

4.2.2.2 抗压强度 

自密实填筑料的抗压强度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自密实填筑料的抗压强度 

                                                                                             单位：兆帕 

强度等级 
龄期 

试验方法 
1 d 7 d 28 d 

LS — — ≥0.3 

JGJ/T 70
 a
 NS — ≥0.5 ≥1.0 

ES ≥1.0 ≥3.5 ≥5.0 

a 抗压强度计算公式中换算系数 K 取 1.0，加荷速度 100 N/s。 

 

4.2.2.3 28 d 硬化性能 

经28 d标准养护，自密实填筑料的硬化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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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自密实填筑料的 28 d 硬化性能 

项目 强度等级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抗冻性
a
 

强度损失率/% —— ≤25 
JGJ/T 70 

质量损失率/% —— ≤5 

收缩率/% —— ≤0.50 

JGJ/T 70 
弹性模量/MPa 

NS ≥80 

ES ≥150 

渗透系数/(m/s) —— 应符合设计要求
b
 JGJ/T 233 

a 
有抗冻要求时，应进行 5 次冻融循环试验。 

b 
有抗渗要求时，渗透系数应不大于 1.0×10

-8 
m/s。 

 

4.2.2.4 可浸出重金属含量 

自密实填筑料的可浸出重金属含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自密实填筑料的可浸出重金属含量限值 

项目 限值/（mg/L） 试验方法 

铬（以总 Cr 计） 0.1 

GB/T 30810 

铜（以总 Cu 计） 1.0 

锌（以总 Zn 计） 1.0 

铅（以总 Pb 计） 0.05 

镉（以总 Cd 计） 0.01 

砷（以总 As 计） 0.05 

汞（以总 Hg 计） 0.001 

 

4.2.3 配合比设计步骤 

4.2.3.1 应根据设计和施工要求，确定自密实填筑料的设计强度与流动度。 

4.2.3.2 自密实填筑料用胶凝材料应按照表 5选用。 

表5 自密实填筑料的胶凝材料选用 

主要原料 强度等级 胶凝材料 

建筑垃圾细粉料 
LS、NS 水泥+掺合料、软土固化剂 

ES 水泥 

工程泥浆 LS、NS、ES 水泥+掺合料、软土固化剂 

 

4.2.3.3 配合比计算时，建筑垃圾自密实填筑料拌合物的假定表观密度宜取 1600 kg/m
3
～1800 kg/m

3
，

工程泥浆自密实填筑料拌合物的假定表观密度宜取 1350 kg/m
3
～1550 kg/m

3
。 

4.2.3.4 建筑垃圾自密实填筑料的胶砂比宜取 0.15～0.20。当设计强度较高时，宜取上限，反之宜取

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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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5 建筑垃圾自密实填筑料的水固比宜取 0.30～0.40。当流动度较高时，宜取上限，反之宜取下

限。 

4.2.3.6 工程泥浆自密实填筑料的胶凝材料掺量宜取 5%～25%，特殊性能需求应根据试验结果具体调

整。宜根据设计强度和流动度，按照间隔 2%～3%的胶凝材料掺量，进行不少于 3 组自密实填筑料的试

配。 

4.2.3.7 工程泥浆自密实填筑料配合比设计时，宜采用调配的方法，或掺入建筑垃圾细粉料或弃土，

将工程泥浆的表观密度、含水量等性能调整至所需。 

4.2.3.8 宜根据流动度要求与自密实填筑料的主要原料，确定外加剂的品种和掺量。 

4.2.3.9 对计算配合比应进行试拌，检验自密实填筑料的流动度和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施工要求。 

4.2.3.10 当自密实填筑料的流动度和强度不能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时，应进行配合比调整。对于建筑

垃圾自密实填筑料，宜优先调整胶砂比，其次调整水固比，最后调整外加剂的掺量；对于工程泥浆自密

实填筑料，宜优先调整工程泥浆的表观密度和含水量，其次调整胶凝材料掺量，最后调整外加剂的掺量。 

4.2.3.11 当自密实填筑料的流动度和强度符合设计和施工要求时，应根据自密实填筑料拌合物的假

定表观密度和实测表观密度，进行配合比校正，计算出施工配合比。 

4.2.3.12 当原材料来源或性质发生显著变化时，应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 

填筑工程设计 

4.3.1 设计指标 

4.3.1.1 应根据填筑工程的截面尺寸、浇筑点间距和强度要求，提出自密实填筑料的流动度和抗压强

度。 

4.3.1.2 宜根据工程上的要求，提出自密实填筑料的抗冻性、渗透系数、表观密度、弹性模量、收缩

率、可浸出重金属含量等技术指标。 

4.3.2 专项设计 

4.3.2.1 基坑肥槽与建筑物内部剩余空间填筑 

基坑肥槽填筑的设计应符合JGJ 3的规定，建筑物内部剩余空间填筑的设计应符合GB 50007的规定。 

应根据基坑肥槽与建筑物内部剩余空间填筑工程的要求，选用性能适宜的自密实填筑料，如表6所

示。 

表6 基坑肥槽与建筑物内部剩余空间填筑用自密实填筑料要求 

填筑工程要求 自密实填筑料要求 

填筑空间最小截面尺寸 相邻浇筑点间距 早强要求 流动度等级 强度等级 

≤1.0 m ≤20 m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H NS 

无早强要求 H LS 

＞1.0 m ≤15 m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M NS 

无早强要求 M LS 

—— ≤10 m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L NS 

无早强要求 L LS  

 

4.3.2.2 市政管线沟槽填筑 

市政管线沟槽填筑的设计应符合GB 5033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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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市政管线沟槽填筑工程的要求，选用性能适宜的自密实填筑料，如表7所示。 

表7 市政管线沟槽填筑用自密实填筑料要求 

填筑工程要求 自密实填筑料要求 

填筑空间最小截面尺寸 相邻浇筑点间距 早强要求 流动度等级 强度等级 

≤1.0 m ≤20 m 

浇筑后 1 d 进行路基施工 H ES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H NS 

无早强要求 H LS 

＞1.0 m ≤15 m 

浇筑后 1 d 进行路基施工 M ES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M NS 

无早强要求 M LS 

 

4.3.2.3 地基处理与路基换填 

地基处理与路基换填的设计应符合JTG D30的规定。 

孔洞填充应选用高流动度的自密实填筑料，桥涵台背墙背、道路中央分隔带的填筑应选用中流动度

的自密实填筑料，大面积换填宜选用低流动度的自密实填筑料。 

应根据地基处理与路基换填工程的要求，选用性能适宜的自密实填筑料，如表8所示。 

表8 地基处理与路基换填用自密实填筑料要求 

填筑工程要求 自密实填筑料要求 

填筑空间最小截面尺寸 相邻浇筑点间距 早强要求 流动度等级 强度等级 

≤1.0 m ≤20 m 
浇筑后 1 d 进行路基施工 H ES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H NS 

＞1.0 m ≤15 m 
浇筑后 1 d 进行路基施工 M ES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M NS 

—— ≤10 m 
浇筑后 1 d 进行路基施工 L ES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L NS 

 

4.3.2.4 基坑顶板填筑 

基坑顶板填筑的设计应符合GB/T 51438的规定。 

应根据基坑顶板填筑工程的要求，选用性能适宜的自密实填筑料，如表9所示。 

表9 基坑顶板填筑用自密实填筑料要求 

填筑工程要求 自密实填筑料要求 

填筑空间最小截面尺寸 相邻浇筑点间距 早强要求 流动度等级 强度等级 

≤1.0 m ≤20 m 
浇筑后 1 d 进行路基施工 H ES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H NS 

＞1.0 m ≤15 m 
浇筑后 1 d 进行路基施工 M ES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M NS 

—— ≤10 m 
浇筑后 1 d 进行路基施工 L ES 

浇筑后 1 d 可上人作业 L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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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制备与运输 

5.1.1 自密实填筑料宜在预拌混凝土搅拌站集中拌合。在环保和场地条件许可时，可在建筑垃圾、工

程泥浆处置场所集中拌合。 

5.1.2 在施工现场拌制自密实填筑料应符合环保要求。现场拌合应根据施工条件和工期，选择匹配的

制备场地和设备。以建筑垃圾细粉料作为主要原料时，应存放于专用的堆场；以工程泥浆作为主要原料

时，应配备泥浆储存周转箱。 

5.1.3 原材料累计计量允许偏差为：胶凝材料±1%，建筑垃圾细粉料±2%，工程泥浆±2%，水、外加

剂±1%，各成分均以质量计。 

5.1.4 首次使用的自密实填筑料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定。拌合物流动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同一配合

比的拌合物检查不应少于 1次。 

5.1.5 采用混凝土罐车运输时，应符合 GB 50164 的规定。采用槽罐车等其它类型车辆运输时，应进行

开盘鉴定。 

施工准备 

5.2.1 在施工前应掌握下列信息： 

a) 填筑工程进度计划； 

b) 现场施工条件； 

c) 自密实填筑料的来源和性能，运输车辆、主要施工设备的规格和数量； 

d) 交通运输、环境条件及环保要求。 

5.2.2 施工方应根据确认的填筑工程信息和设计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应包括自密实填

筑料的供应保障方案、施工平面布置、施工作业面处置、施工工艺和质量管理等，还应考虑不同的施工

工艺对填筑基础及临近建（构）筑物的影响。 

5.2.3 应按施工组织设计，组织施工设备进场，并应做好安装、调试及标定工作。 

5.2.4 应清除填筑区的基底杂物，尤其应排除基底积水；当填筑区位于地下水位时，应有降低水位措

施；天气干燥时，应先润湿基层，基层不应有积水。 

5.2.5 施工前应验算模板和支撑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并检验接缝的密封情况和预埋件的位置。 

5.2.6 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填筑工程施工。 

浇筑 

5.3.1 浇筑前应根据施工现场条件和自密实填筑料的流动度确定浇筑方式，可采用泵送或溜槽浇筑。

浇筑时，不应使自密实填筑料直接冲击基础或建筑物外墙和支护结构，并做好对防水系统的防护。 

5.3.2 自密实填筑料从制备至浇筑时间不宜超过 6 h。如果超过 6 h，可通过加入适量的外加剂或同配

比的胶凝材料浆体进行调整。 

5.3.3 浇筑过程中不应加水。当流动度不满足要求时，可通过加入适量的外加剂或同配比的胶凝材料

浆体进行调整。 

5.3.4 自密实填筑料应分层浇筑，每层浇筑的厚度应通过核算，不宜大于 2 m，首次浇筑厚度不宜超

过 0.5 m，相邻片区浇筑高差不宜大于 1 m，两次浇筑的时间间隔应根据经验或试验确定，且不应小于

自密实填筑料的凝结时间。 

5.3.5 应采取分层对称浇筑，控制浇筑速度和浇筑高差。当基槽底部标高不一致时，浇筑时宜自较低

的一端开始，向较高的一端推进。 



DB 31/T 1483—2024 

9 

5.3.6 市政管线沟槽填筑施工时，当管道所受浮力大于管道自重，可以采用管道内填充和设置初浇层

的方式，应按式（2）进行抗浮稳定验算： 

 𝐺填 + 𝐺管 ≥ 𝐾 max (𝐹浮 ，𝐹浮 ， ) ···················································· (2) 

式中： 

𝐺填——管道内填充物重量，单位为牛顿（N）； 

𝐺管——管道自重，单位为牛顿（N）； 

𝐹浮 ——施工初浇层施工时管道所受最大浮力标准值，单位为牛顿（N）； 

𝐹浮 ， ——施工初浇层凝固后继续填筑时管道所受最大浮力标准值，单位为牛顿（N）； 

𝐾 ——管道抗浮安全系数。 

管道抗浮安全系数在施工期间不应小于1.05。如果小于1.05，则计算出初浇层高度，在自密实填筑

料凝结之后，再继续浇筑至标高。 

5.3.7 浇筑过程中发现冒浆、漏浆、位移等现象时，应立即停止浇筑，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5.3.8 大面积路基换填施工时，应分段对称进行，相接处应做成阶梯状，上下层的错缝距离不应小于

1 m。 

5.3.9 雨季施工时，应注意气候变化，中等以上雨量时应停止施工，已经浇筑且未凝结硬化的自密实

填筑料应采取必要的防水措施。 

5.3.10 冬季施工时，自密实填筑料的入模温度不应低于 5 ℃，并做好保温措施。 

5.3.11 应做好自密实填筑料的施工记录，施工表格应包括填筑申请表、填筑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质量验收记录。记录表格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A至附录 D的要求。 

养护 

5.4.1 在基坑肥槽和建筑物内部剩余空间、管线沟槽等截面尺寸不大于 1 m 的填筑工程中，自密实填

筑料可不采取养护措施。 

5.4.2 在地基处理与路基换填、基坑顶板填筑等截面尺寸大于 1 m 的填筑工程，自密实填筑料采取下

列养护措施： 

a) 每一层填筑完成或顶层浇筑完成后，应在自由水消失或抹面后及时覆盖塑料薄膜或土工布养

护，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7 d； 

b) 当无法进行覆盖养护时，应在自密实填筑料硬化后及时喷雾养护，不应在表面形成积水； 

c) 冬季施工时，应采用草帘、棉被、不小于 5 cm 厚度的泡沫苯乙烯板等保温蓄热材料对填筑体

进行覆盖养护。 

6 工程验收 

主控项目 

6.1.1 应具备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自密实填筑料配合比单。原材料应符合本文件 4.2.1 的要求。 

6.1.2 自密实填筑料的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检验数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验数量：按每 200 m
3
取样一次，不足 200 m

3
亦取样一次； 

b) 检验方法：JGJ/T 70。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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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自密实填筑料的流动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检验数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查数量：按每 200 m
3
取样一次，不足 200 m

3
亦取样一次； 

b) 检验方法：GB/T 50080。 

6.2.2 自密实填筑料养护完成后，标高应符合设计与施工方案的要求，浇筑体暴露面的外观质量不应

出现影响后续施工工艺或施工质量的缺陷，检验数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b) 检验方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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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自密实填筑申请表 

自密实填筑申请表样式如表A.1所示。 

表A.1 自密实填筑申请表 

自密实填筑申请书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申请填筑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填筑部位  申请方量/m
3
  

技术要求
a
  强度等级  

搅拌方式（搅拌站名称）  申请人  

依据： 施工图纸（施工图纸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设计变更/工程例

会纪要（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有关规范、规程。 

施工准备检查 专业工长（质量员）签字 备注 

1. 隐蔽工程检查情况：□已检      □未完成隐检   

2. 模板检验批：□已检      □未完成验收   

3. 水电预埋情况：□已检      □未完成并未检查   

4. 施工组织情况：□已检      □未完备   

5. 机械设备准备情况：□已检      □未准备   

6. 保温及有关准备：□已检      □未准备   

   

   

审批意见：□同意填筑      □整改后自行填筑      □不同意，整改后重新申请 

审批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监理（建设）单位）  专业监理工程师  

a “技术要求”栏应依据自密实填筑料合同的具体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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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自密实填筑施工记录 

自密实填筑施工记录表样式如表B.1所示。 

表B.1 自密实填筑施工记录 

自密实填筑记录 资料编号  

工程部位  

施工单位  

填筑部位  设计强度  

填筑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填筑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时 

天气情况  
室外气温 

/℃ 
 

自密实填筑料完

成数量/m
3
 

 

自密实

填筑料

来源 

自密实

填筑料 

生产厂家  供料强度/MPa  

运输单编号  

自拌自密实填筑料开盘

鉴定编号 
 

实测坍落扩展度

或坍落度 

/mm 

 
出盘温度 

/℃ 
 

入模温度 

/℃ 
 

试块留置种类、数量、编号  

 

 

自密实填筑施工出现的

问题及处理情况 

 

 

 

施工负责人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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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样式如表C.1所示。 

表C.1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隐检项目  隐检日期 年      月      日 

隐检部位 
 

依据：施工图纸（施工图纸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设计变更/工程例

会纪要（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有关规范、规程。 

隐蔽工程检查内容： 

 

影像资料的部位、数量： 

 

 

                                                                                                                         

申报人： 

检查意见： 

 

检查结论：□同意隐蔽      □不同意，整改后进行复查 

复查结论： 

 

复查人：                                                          复查日期：         年      月     

日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

责人 
专业质检员 专业工长 

   

监理（建设）单位） 
 

专业监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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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自密实填筑质量验收记录 

自密实填筑质量验收表样式如表D.1所示。 

表D.1 自密实填筑质量验收记录 

自密实填筑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资料编号  

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经理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及

编号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 

记录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记录 

主 

控 

项 

目 

1 
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

复验报告 

   

2 自密实填筑料强度 
   

一 

般 

项 

目 

1 
自密实填筑料坍落扩展

度或坍落度 

   

2 
自密实填筑料 

外观质量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施工员） 
 施工组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

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