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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养护技术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养护技术标准》为行业标

准，编号为 CJJ/T 289 - 2018 ，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d. gov. 

en）公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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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1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1] 17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

定； 4. 检查； 5. 隧道结构健康度评定； 6. 隧道结构监测； 7. 隧

道结构保养与维修； 8. 隧道附属结构保养与维修； 9. 养护管理。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同济大学负责具体

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同济大学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邮编： 2000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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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养护，提高养护管理水平，

保障结构安全，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的养护。

1. 0. 3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养护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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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 tunnel structures in urban 

rail transit 

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安全运营和结构体系稳定的主要受力

结构，包括明挖法、矿山法、盾构法和沉管法隧道及相关附属

结构。

2. o. 2 养护 maintenance 

对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及其附属结构进行的检查、健康度

评定、监测、保养与维修作业。

2.0.3 病害 defect/ disease 

影响隧道结构安全性和耐久性的现象，包括裂缝、剥落剥

离、渗漏水、冻害、锈蚀、材料劣化、变形等。

2.0.4 健康度 heal th index 

隧道结构状态的完好程度。

2. o. 5 健康度评定 health index evaluation 

依据检查结果，采用相应方法对隧道结构健康度实施的分

级、判定。

2.0.6 控制保护区 control and protection area 

为保护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正常使用和安全，在其结构及周

边的特定范围内设置的控制和保护区域。

2.0.7 初始检查 initial inspection 

为把握新建或更换后的隧道结构健康度而实施的全面检查。

2. 0.8 日常检查 daily inspection 

按照规定时间和频次对隧道结构表观状况进行目测为主的

检查。

2. o. 9 定期检查 periodic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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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握隧道健康度，按照规定时间和频次对隧道结构进行的

全面检查，包括常规定期检查和特别定期检查：常规定期检查是

为了排查隧道结构病害状况而实施的定期检查，特别定期检查是

为了提高隧道结构健康度评定精度而实施的定期检查。

2.0.10 特殊检查 special inspection 

隧道控制保护区内施工作业期间、极端或突发事件后对遭受

影响的隧道结构实施的详细检查。

2. 0.11 专项检查 detailed inspection 

依据初始检查、日常检查、定期检查和特殊检查的结果，对

于需要进一步查明病害详细情况的隧道结构而进行的检测、分析

等工作。

2. 0.12 处治后复查 reinspection after treatment 

隧道病害处治后，依据日常检查的要求对隧道结构进行的

检查。

2.0.13 单项指标法 single index method 

依据隧道检查结果，采用单一病害指标进行隧道结构健康度
评定，将最严重病害确定的健康度作为隧道结构健康度的方法。

2.0.14 限制使用 restriction 

为保证隧道结构运营安全，采取的限制隧道结构附加荷载、

减速慢行、暂停运营等措施。

2.0.15 常规监测 routine monitoring 

采用仪器量测、现场巡查或远程监控等方法，采集和收集反

映运营期隧道结构安全状态、变化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信息，并

进行分析、反馈的活动。

2. 0.16 特殊监测 special monitoring 

针对控制保护区工程活动或运营期隧道结构病害段开展的结

构或周边环境的监测。

2. 0.17 监测控制值 control value 

针对监测项目的监测数据变化量设定的受力或变形的设计允

许值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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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附属结构 ancillary structures 

隧道结构相关的其他土建结构，包括风井、排水沟、排水泵

房、疏散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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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应定期开展隧道结构的养护。

3. 0. 2 隧道结构检查应分为初始检查、日常检查、定期检查、

特殊检查、专项检查和处治后复查。

3. 0.3 隧道结构检查周期应符合表 3.0. 3 的规定。

表 3. 0.3 隧道结构检查周期

检查类型 实施周期或时间

初始检查 隧道试运营前或结构更换后的 3 个月内

日常检查 Cl～3）次／季度

定期 常规定期检查 Cl～2）次／年

检查 特别定期检查 Cl～2）次／10 年

特殊
控制保护区内施工作业期间 隧道结构出现异常时

检查
极端或突发事件：火灾、地震、

事件发生后
洪灾、脱轨、恐怖袭击

专项检查
初始、日常、定期和特殊检查的结果中

存在 4 级或 5 级隧道结构时

处治后复查
处治后不少于 Cl～3）次／月，

病害不再发展时停止处治后复查

3.0.4 隧道结构健康度评定宜采用单项指标法，健康度应按

表 3.0.4分为五级。

表 3.0.4 健康度分级

评定因素

健康度 病害对运营安全 病害对隧道
病害程度 病害发展趋势

的影响 结构安全的影响

1 级 无 无 无影响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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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0.4

评定因素

健康度 病害对运营安全 病害对隧道
病害程度 病害发展趋势

的影响 结构安全的影响

2 级 轻微 趋于稳定 目前尚无影响 目前尚无影响

3 级 中等 较慢 将来影响运营安全 将来影响隧道结构安全

4 级 较严重 较快 已经影响运营安全 已经影响隧道结构安全

5 级 严重 迅速 严重影响运营安全 严重影响隧道结构安全

3.0.5 当病害导致构造物侵入建筑限界时，应将隧道结构健康

度评定为 5 级。

3.0.6 养护措施应根据隧道结构健康度按表 3.0. 6 确定。

表 3. 0. 6 养护措施

健康度 养护措施

1 级 正常保养

2 级 正常保养，在下次检查中重点关注

3 级 按需要实施特殊监测，依据监测结果确定是否采取维修措施

4 级 按需要限制使用，尽快采取维修措施，实施特殊监测

5 级 立即限制使用，进行维修、更换，实施特殊监测

3. 0. 7 附属结构应保持完好，并应具有良好使用功能。

3. o. 8 养护应填写记录，检查记录表和病害展示图宜按本标准

附录 A 执行。

3.0.9 养护作业应保证安全，养护记录应采用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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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

4.1 一般规定

4.1.1 检查范围应包括隧道结构和道床。

4.1. 2 检查人员应携带常规检查和记录工具，应配备防护器材

和通信器材。

4.2 初始检查

4. 2.1 明挖法隧道初始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应符合表

4.2. 1 的规定。

表 4. 2.1 明挖法隧道初始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裂缝、压愤等破损的位置、范围、类型、长

度、宽度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的位置、范围

和程度

剥落剥离的位置、范围和深度
全检

主体结构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量、浑浊和

冻结状况

钢筋锈蚀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断面轮廓检查 不少于 1 个断面／lOOm

错台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明显错台位置

施工缝、 压攒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变形缝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量、浑浊和 全检

冻结状况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的位置、

全检
范围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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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矿山法隧道初始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应符合表

4. 2.2 的规定。

表 4.2.2 矿山法隧道初始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边（仰）坡滑坡、危石的崩塌征兆和发展

趋势
洞口 全检

边坡、碎落台、护坡、护坡道、挡土墙、排

水沟的破损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墙身裂缝的位置、范围、类型、长度、宽度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量、浑浊和

冻结状况
洞门 全检

结构倾斜、沉陷和断裂的范围、变位量、发

展趋势

墙背填料流失的范围和程度

裂缝、压溃等破损的位置、范围、类型、长

度、宽度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的位置、范围

和程度
全检

衬砌 剥落剥离的位置、范围和深度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量、浑浊和

冻结状况

钢筋锈蚀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断面轮廓检查 不少于 1 个断面／lOOm

错台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明显错台位置

施工缝、 压溃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变形缝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量、浑浊和 全检

冻结状况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的位置、

全检
范围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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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3 盾构法隧道初始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表 4.2.3 盾构法隧道初始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裂缝、压溃等破损的位置、范围、类型、长

度、宽度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的位置、范围

和程度

剥落剥离的位置、范围和深度 全检
管片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量、浑浊和

冻结状况

钢筋、螺栓和钢管片锈蚀的位置、范围和

程度

断面轮廓检查 不少于 1 个断面／50m

错台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明显错台位置

管片接
压溃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缝、变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量、浑浊和
形缝 冻结状况

全检

接缝止水条的脱落位置和范围

填塞物脱落的位置
螺栓孔、

全检
注浆孔

渗漏水的位置、状态、水量、浑浊和冻结

状况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的位置、

全检
范围和程度

4. 2.4 沉管法隧道初始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应符合表

4.2.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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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沉管法隧道初始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裂缝、压愤等破损的位置、范围、类型、长

度、宽度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的位置、范围

和程度

剥落剥离的位置、范围和深度
全检

管节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量、浑浊和

冻结状况

钢筋锈蚀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断面轮廓检查 不少于 1 个断面／lOOm

剪力键变形、破损的位置、市围和程度

OMEGA 止水带破损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管节接头 压条锈蚀程度 全检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量、浑浊和

冻结状况

错台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明显错台位置

压憬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施工缝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量、浑浊和 全检

冻结状况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的位置、

全检
范围和程度

4.2.5 初始检查宜采用隧道检测设备，同时应采用锤击方法进

行检查。

4.2.6 初始检查与竣工验收相同的检查内容宜采用竣工验收

结果。

4. 2. 7 初始检查应填写初始检查记录表，并应对隧道结构健康

度进行评定，初始检查记录表应作为隧道运营期养护管理的原始

资料。

4. 2.8 初始检查完成后，应形成初始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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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下列内容：

1 初始检查记录表、隧道病害展示图和检查记录资料；

2 统计分析病害类型、分布位置、严重程度，评定健康度；

3 需要实施专项检查的建议；

4 需要采取保养维修措施的建议。

4.3 日常检查

4.3.1 在雨季或冰冻季节，日常检查应增加检查频次。

4.3.2 明挖法隧道日常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应符合表

4. 3.2 的规定。

表 4.3.2 明挖法隧道日常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裂缝、压溃等破损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

主体结构 剥落剥离 全检

渗漏水

钢筋锈蚀

错台 存在病害的施工缝、变形缝
施工缝、

压溃
变形缝 全检

渗漏水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 全检

4.3.3 矿山法隧道日常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应符合表

4. 3.3 的规定。

表 4.3.3 矿山法隧道日常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边（仰）坡滑坡、危石

洞口 边沟、护坡、挡土墙、排水沟等构造物 全检

的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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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3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墙身裂缝

渗漏水
洞门 全检

结构倾斜、沉陷和断裂

墙背填料流失

裂缝、压溃等破损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

衬砌 剥落剥离 全检

渗漏水

钢筋锈蚀

k下垃日 L口~ 存在病害的施工缝、变形缝
施工缝、

压溃
变形缝 全检

渗漏水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 全检

4.3.4 盾构法隧道日常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应符合表

4. 3.4 的规定。

表 4. 3. 4 盾构法隧道日常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裂缝、压愤等破损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

管片 剥落剥离 全检

渗漏水

钢筋、螺栓和钢管片的锈蚀

错台 存在病害的接缝、变形缝
管片接

压溃
缝、变

形缝
渗漏水 全检

接缝止水条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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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4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螺栓孔、 填塞物脱落

注浆孔
全检

渗漏水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 全检

4.3.S 沉管法隧道日常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应符合表

4. 3.5 的规定。

表 4. 3. 5 沉管法隧道日常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裂缝、压渍等破损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

管节 剥落剥离 全检

渗漏水

钢筋锈蚀

剪力键变形、破损

管节接头 OMEGA止水带完整性 全检

渗漏水

错台 存在病害的施工缝

施工缝 压溃
全检

渗漏水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 全检

4.3.6 日常检查宜采用目测和常规检查工具进行。

4.3.7 日常检查应填写日常检查记录表，并应对隧道结构健康

度进行评定。

4.4 定期检查

4.4.1 常规定期检查宜在春季或秋季进行。

4.4.2 常规定期检查的项目、内容、密度和方法应符合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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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2 节中初始检查的规定，首次常规定期检查应在初始检查 1

年后开展。

4.4.3 常规定期检查应填写常规定期检查记录表，并应对隧道

结构健康度进行评定。

4.4. 4 常规定期检查完成后，应形成常规定期检查报告，检查

报告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第 4. 2.8 条的规定。

4.4.5 特别定期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应符合表 4.4. 5 的规定。
表 4.4.5 特别定期检查的项目、内容和密度

类型
检查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项目

裂缝、压溃等破损位置、范围、类

型、长度、宽度、深度A 和发展

趋势A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的位

置、范围和程度
全检

剥落剥离的位置、范围和深度

主体 渗漏水的位置、湿渍面积、 pH

结构 值＊、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钢筋锈蚀位置、范围和程度

明挖
结构厚度A 全检， 3 条测线

法 混凝土强度A 不少于 3 处／区间

？昆凝土碳化深度A 不少于 3 处／区间

钢筋保护层厚度A 全检， 3 条测线

断面轮廓检查 不少于 1 个断面／lOOm

错台位置、范围和程度 存在病害的施工缝、变形缝

施工缝、 压愤位置、范围和程度 全检

变形缝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 pH 值＊、

状态、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全检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

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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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 5 

类型
检查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项目

边（仰）坡滑坡、危石崩塌征兆和

发展趋势

洞口 边坡、碎落台、护坡、护坡道、挡

土墙、排水沟的破损的位置、范围和

程度

墙身裂缝的位置、范围、类型、长

度、宽度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状态、水

洞门 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结构倾斜、沉陷和断裂的范围、变

位量、发展趋势 全检

墙背填料流失范围和程度

矿山 裂缝、压溃等破损位置、范围、类

法 型、长度、宽度、深度A 和发展

趋势A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的位

置、范围和程度

剥落剥离的位置、范围和深度

渗漏水的位置、湿渍面积、 pH

衬砌 值＼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钢筋锈蚀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衬砌厚度和背后空洞A 全检， 3 条测线

混凝土强度A 不少于 3 处／区间

混凝土碳化深度A 不少于 3 处／区间

钢筋保护层厚度A 全检， 3 条测线

断面轮廓检查 不少于 1 个断面／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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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5

类型
检查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项目

错台位置、范围和程度 存在病害的施工缝、变形缝

施工缝、 压溃位置、范围和程度 全检

矿山 变形缝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 pH 值菁、

法 状态、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
全检

道床
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裂缝、压横等管片破损位置、范

围、类型、长度、宽度、深度A和发

展趋势A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的位

置、范围和程度

剥落剥离的位置、范围和深度
全检

管片
渗漏水的位置、湿渍面积、 pH

值＼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钢筋、螺栓和钢管片锈蚀的位置、

范围和程度

管片强度A 不少于 3 处／区间

盾构 背后空洞A 全检， 3 条测线

法 混凝土碳化深度A 不少于 3 处／区间

断面轮廓检查 不少于 1 个断面／50m

错台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存在病害的接缝、变形缝

管片接 压惯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缝、变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 pH 值＊、

形缝 状态、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接缝止水条脱落位置和范围

填塞物脱落的位置 全检
螺栓孔、

渗漏水的位置、 pH 值＼状态、
注浆孔

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

位置、范围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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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 5 

类型
检查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项目

裂缝、压溃等破损的位置、范围、

类型、长度、宽度、深度A 和发展

情况A

起毛、酥松、起鼓等材料劣化的位

置、范围和程度
全检

剥落剥离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管节
渗漏水的位置、湿渍面积、 pH

值＼水量、浑浊与冻结状况

钢筋锈蚀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混凝土强度A 不少于 3 处／区间

混凝土碳化深度A 不少于 3 处／区间

沉管
断面轮廓检查 不少于 1 个断面／lOOm

法 剪力键变形、破损的位置、范围和

程度

管节 OMEGA止水带破损的位置、范围
全检

接头 和程度；压条锈蚀程度
/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 pH 值＊、

状态、水量、浑浊与冻结状况

错台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存在病害的施工缝

压溃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施工缝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 pH 值＊、

状态、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全检

道床
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水

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注：带“＊”的内容为选测内容；带“A”的内容为特别定期检查相对常规定期检

查增加内容。

4.·4.6 特别定期检查应按初始检查、日常检查和常规定期检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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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抽检，抽检隧道区间数量不应少于隧道区间总数量的50% 。

4.4.7 特别定期检查应填写特别定期检查记录表，并应对隧道

结构健康度进行评定。

4.4.8 特别定期检查完成后，应形成特别定期检查报告，检查

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隧道以往资料分析和周边环境状况描述；

2 检查的组织实施过程、时间节点和工作内容；

3 检查中采用的检查设备、方法、依据；

4 特别定期检查记录表、隧道病害展示图和检查记录资料；

5 统计分析病害类型、分布位置、严重程度，评定健康度；

6 需要采取保养维修措施的建议。

4.5 特殊检查

4.5.1 特殊检查在不同检查情况下的项目、内容和密度宜符合

表 4. 5. 1 的规定。

表 4. 5.1 特殊检查在不同检查情况下的项目、内容和密度

检查’情 检查

况分类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资料 火灾温度

调查 火灾持续时间

裂缝、龟裂、爆裂、掉块的位置、范

围和程度
火灾影响范围：全检

1昆凝土碳化深度＊和损伤厚度
火灾影响范围：不少

于 1 处／5m

火灾 火灾影响范围：不少
洞内 断面轮廓变形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于 1 个断面／5m
检查

衬砌背后空洞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火灾影响范围：不少

于 5 条测线

螺栓脱帽松动

OMEGA止水带破损程度 火灾影响范围：全检

钢筋劣化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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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1 

检查’情 检查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况分类 项目

滑坡、垮塌等不良地质
资料

节理、断层等地层构造
调查

烈度、震源、震级等地震信息

边（仰）坡滑塌破坏

裂缝、压溃、错台、掉块等破损的位

置、范围和程度 全检

地震
渗漏水的位置、湿渍面积、 pH 值＊、

洞内、
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外检 存在病害的区段，不

查
断面轮廓变形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少于 1 个断面／lOm

衬砌背后空洞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全检，不少于 3 条测线

道床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

水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全检

螺栓脱帽松动

资料 降水量

调查 受灾历史

裂缝的位置、范围、类型、长度和

洪灾
宽度

洪灾影响范围：全检
洞内 渗漏水的位置、湿渍面积、 pH 值＊、

检查 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断面轮廓变形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洪灾影响范围：不少

于 1 个断面／5m

擦痕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脱轨影响范围：全检

掉块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脱轨
洞内

脱轨影响范围：不少
检查 断面轮廓变形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于 1 个断面／5m

螺栓脱帽松动 脱轨影响范围：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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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5. 1 

检查情 检查
检查内容 检查密度

况分类 项目

裂缝的位置、范围、类型、长度和

其他异
宽度

常情况 洞内 压溃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异常情况影响范围：

（恐怖 检查 剥落剥离的位置、范围和深度 全检

袭击）
渗漏水的位置、湿渍面积、 pH 值＊、

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历史病害资料

资料 运营期监测数据

调查 控制保护区内施工及与隧道之间的相

互关系

裂缝的位置、范围、类型、长度和

控制保
宽度

护区内 压溃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施工期 剥落剥离的位置、范围和深度

间
施工影响区段：全检

洞内 渗漏水的位置、湿渍面积、 pH 值＊、

检查 水量、浑浊和冻结状况

道床裂缝、脱空、下沉、隆起、渗漏

水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断面轮廓变形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施工影响区段：不少

于 1 个断面／Sm

注：带“束”的内容为选测内容。

4. 5. 2 特殊检查应填写特殊检查记录表，并应对隧道结构健康

度进行评定。

4. 5. 3 特殊检查完成后，应形成特殊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应包

括下列内容：

1 资料调研情况和现场记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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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部位结构受损原因和影响程度的分析，评定健康度；

3 需要采取维修措施的建议。

4.6 专项检查

4. 6.1 专项检查范围应包括病害所在区段及前后不少于 30m 范

围内的隧道结构。

4. 6. 2 专项检查前应进行资料调查，资料调查宜符合表 4.6. 2 

的规定。

表 4.6.2 资料调查

分类 调查项目 依据资料

线路名，里程桩号

建设年份

隧道信息 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隧道长度

纵坡，平纵曲率半径 设计资料

断面形状、尺寸
竣工资料

结构厚度
监测资料

检查记录
隧道结构 结构强度 灾害记录

配筋（螺栓） 养护记录

结构形式

使用历史

隧道历史 灾害历史

维修、加固历史

气象条件

隧道环境 水文、工程地质条件
地质勘察资料＊

巡查报告
隧道周边作业活动

注：带“＊”的资料为可选资料。

4. 6. 3 专项检查的项目、内容、密度和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4.4 节中特别定期检查的规定，其中断面轮廓检查密度不应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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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断面／lOm。

4.6.4 专项检查应填写专项检查记录表，并应对隧道结构健康

度进行评定。

4.6.5 专项检查完成后，应形成专项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应符

合本标准第 4.4.8 条的规定。

4.7 处治后复查

4.7.1 当隧道采取维修、更换措施后，应进行处治后复查。

4. 7. 2 处治后复查的项目、内容、密度和方法宜符合本标准第

4. 3 节日常检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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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隧道结构健康度评定

5.1 一般规定

5.1.1 隧道结构健康度应根据检查结果进行评定。

5.1. 2 隧道结构健康度应以隧道单个区间为基本单位评定。

5.2 初始检查健康度评定

5. 2.1 明挖法隧道初始检查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按表 5. 2. 1 

执行。

表 5. 2.1 明挖法隧道初始检查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表层存在轻 局部存在纵 裂缝发育密

微开裂，以干 裂缝以环向 向裂缝或斜裂 集，出现多处

破损 无
缩、温缩裂缝 裂缝为主，存 缝，因裂缝或 纵向裂缝或斜

为主或有少量 在少量纵向裂 压溃混凝土存 裂缝，因裂缝

轻微的环向 缝或斜裂缝 在掉块的可 或压溃已出现

裂缝 能性 掉块

王 材料劣化导
材料劣化导

材料劣化导

体 材料
材料劣化引

致1昆凝土表层
致混凝土酥

致混凝土起
无 起少量轻微的 松、起鼓，存

’中中士, 劣化
起毛、酥松

多处出现起
在掉块的可

鼓，并出现

构 毛、酥松
能性

掉块

表层多处出

表层出现剥 表层出现大 现大面积的剥

剥落
无

表层出现少 离，敲击有空 面积剥离，混 离，并多处剥

剥离 量轻微的剥离 响，尚未出现 凝土存在剥落 落，混凝土掉

剥落掉块 掉块的可能性 块侵人建筑

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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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2. 1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渗漏点较稀 渗漏水类型 渗漏点密

疏，渗漏水量 以滴漏为主， 集，以线漏、

渗漏
轻微渗漏 较小，以湿渍 局部存在线 涌流为主，伴

元 水，表现为 和浸渗为主； 漏、涌流；洞 有漏泥沙；洞
水

温渍 洞内积水较 内已出现积 内积水严重；

主
少；顶板以外 水；顶板出现 顶板出现明显

体
位置出现挂冰 少量挂冰 的挂冰

中’于士4 

构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构造筋存在
沿主筋出现严

主筋严重锈

钢筋 混凝土表层 局部锈蚀或因
重的纵向裂

蚀，混凝土表
无 缝，保护层起

锈蚀 出现轻微锈迹 保护层过薄而
鼓，敲击有空

层已因锈蚀出

出现外露
响，主筋出现

现掉块并出现

锈蚀
钢筋外露

接缝存在严

压溃、错台
多处接缝存 重的压溃、错

在压溃、错 台，多处出现

个别接缝位
分布稀疏，持

台，局部己出 混凝土掉块，
续发展可能出

施工缝、
置存在轻微的

现掉块；渗漏
现混凝土掉 已影响建筑限

变形缝
无 压渍、错台、

水水量较小，
块、明显错 界；渗漏水严

温渍，对结构
水质清澈，以

台；局部存在 重，以线漏、

无影响
浸渗、滴漏

线漏、涌流或 涌流为主，伴

为主
漏泥、沙；顶板 有漏泥沙；顶

出现少量挂冰 板出现明显的

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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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2. 1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整体道床出

道床多处存
现严重破损、

道床局部存 在破损、变
变形，出现环

道床两侧边 在破损、变 形，道床和主
向裂缝，道床

缘出现轻微的 形，道床和主 体结构之间多
和主体结构间

道床 无
裂缝、变形和 体结构之间局 处出现脱空，

产生严重脱

湿渍 部出现破损、 存在涌流，影
空，涌流并伴

脱空和浸渗 响轨道的稳
有漏泥沙，已

定性
导致轨道无法

满足正常运营

要求

病害
无 趋于稳定 较慢发展 较快发展 迅速发展

发展性

5.2.2 矿山法隧道初始检查洞口、洞门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

按表 5. 2.2 执行，主体结构（衬砌）、施工缝、变形缝、道床结

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按本标准第 5.2. 1 条执行。

表 5.2.2 矿山法隧道初始检查洞口、洞门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l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边（仰）坡
边（仰）坡

边（仰） 裂缝发育，存
严重开裂；挡

坡、挡土 在滑坡、崩塌
土墙、护坡产 边（仰）坡

墙、护坡等 的初步迹象；
生严重开裂、 有明显而严重

洞口 无
有轻微裂缝 挡土墙、护坡

明显的永久变 的滑动、崩塌

产生；边 等产生开裂、
形，墙角或坡 现象；挡土

沟、排水沟 变形，土石零
面有土石堆积； 墙、护坡断

存在轻微 星掉落；边沟、
边沟、排水沟 裂、外倾失

破坏 排水沟存在一
完全堵塞、破 稳、部分倒塌

定裂损、阻塞
坏，排水功能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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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2

洞门结构

表层开裂、
洞门 无

起层；墙身

存在湿渍

流失

5. 2. 3 盾构法隧道初始检查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按表 5. 2.3 

执行，道床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按本标准第 5. 2. 1 条执行。

表 5.2.3 盾构法隧道初始检查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
「一－

评定标准 -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局部存在纵
裂缝发育密表层存在

裂缝以环向 向裂缝或斜裂
集，出现多处纵轻微开裂，

裂缝为主，存 缝，因裂缝或
向裂缝或斜裂破损 元 存在少量轻

在少量纵向裂 压溃混凝土存
缝，因裂缝或压微的环向

缝或斜裂缝 在掉块的可
愤已出现掉块

管
裂缝

能性

片

材料劣化 材料劣化导 材料劣化导
材料劣化导致

引起少量轻 致混凝土表层 致混凝土酥
混凝土起鼓，并

材料
元

微的起毛、 多处出现起 松、起鼓，存在
出现掉块

劣化

毛、酥松 掉块的可能性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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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漏点密集，

以线漏、涌流为

主，伴有漏泥

沙；洞内积水严

重；封顶块出现

明显的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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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2. 3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孔位填塞物均

填塞物存
局部孔位填

多处孔位填 存在连续的脱落、

螺栓孔、 在轻微的脱 塞物存在脱落、 涌流或伴有漏泥

注浆孔
无

落、孔位附
塞物存在脱落、

滴漏、线漏；出 沙；封顶块或邻

近存在湿渍
浸渗、滴漏

现少量挂冰 接块孔位出现明

显的挂冰

病害
元 趋于稳定 较慢发展 较快发展 迅速发展

发展性

5.2.4 沉管法隧道初始检查管节接头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按

表 5. 2.4 执行，主体结构（管节）、施工缝、道床结构健康度评

定标准应按本标准第 5. 2. 1 条执行。

表 5.2.4 沉管法隧道初始检查管节接头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剪力键局部
剪力键有破损

剪力键轻 变形、破损， 剪力键存在严

微变形、破 结构物功能可
现象，结构物功

重的错位或破损；
管节

无 损； OMEGA 能受到损害；
能受到一定损害；

OMEGA 止水带
接头

止水带出现 。如1EGA 止水
Ol\1EGA止水带

破损或严重变形，

轻微变形 带局部出现变
出现多处变形、

出现线漏、涌流

形或1显渍
浸渗、滴漏

5.3 日常检查健康度评定

5.3.1 日常检查隧道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按表 5.3. 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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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1 日常检查隧道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 健康度 2 级或 3 级 健康度 4 级或 5 级

岩土体存在开裂，
边（仰）坡存在塌落、落

洞口 无
构造物轻微破损

石，构造物结构破损严重，

丧失使用功能

裂缝、湿渍、浸
倾斜、沉陷、错台，背后

洞门 元
渗、滴漏、剥落剥离

填料流失，墙身存在线漏、

涌流、挂冰、掉块

破损 无
轻微开裂，裂缝以 纵向或斜向裂缝，结构因

环向裂缝为主 开裂、压溃出现剥落掉块

材料劣化 无 起毛、酥松、起鼓 剥落掉块

剥落剥离 无
轻微剥离、敲击有

剥落掉块隧
空响

道

中’非士, 
渗漏水 湿渍、浸渗、滴漏

线漏、涌流、漏泥沙、

构
元

挂冰

钢筋（螺栓）锈蚀有效截

锈蚀 无
表层锈迹、浅层 面减少，表层混凝土胀裂，

锈蚀 螺栓帽锈蚀脱落；钢管片表

层普遍存在点蚀

严重错台、压愤，出现破

施工缝（管片
无

轻微错台、压溃、 损、剥落，变形导致止水带

接缝）、变形缝 湿渍、浸渗、滴漏 脱落、防水失效，出现线漏、

涌流、漏泥沙、挂冰

局部脱落、湿渍、
孔位填塞物多处存在脱落

螺栓孔、注浆孔 元
浸渗、滴漏

并伴有线漏、涌流、漏泥沙、

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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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1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 健康度 2 级或 3 级 健康度 4级或 5 级

剪力键存在严重的错台或

管节接头 无
局部变形、破损、 破损； OMEGA 止水带严重

湿渍 变形或破损，并存在浸渗、

滴漏、线漏、涌流

破损、脱空、湿
严重脱空、破损、涌流、

道床 无
渍、浸渗

漏泥沙，并导致轨道出现异

常变形和损坏

病害发展性 无 缓慢发展 较快或迅速发展

5.3.2 当日常检查评定结果为健康度 2 级或 3 级时，应在后续

日常检查中重点检查；评定结果为健康度 4 级或 5 级时，应进行

专项检查。

5.4 定期检查健康度评定

5. 4.1 常规定期检查隧道结构健康度评定应按本标准第 5. 2 节

初始检查的健康度评定标准执行。

5. 4. 2 明挖法和矿山法隧道特别定期检查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

应按表 5. 4. 2-1～表 5. 4. 2-11 执行，矿山法隧道特别定期检查洞

口、洞门结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按本标准第 5.2. 2 条执行。

表 s. 4. 2-1 基于裂缝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裂缝宽度 b (mm) 裂缝长度 l Cm) 
健康度

b>3 b三三3 l>S t< 5

当裂缝 v v 4 级或 5 级

发展时 、J v 3 级或 4 级

v v 3 级

>/ >/ 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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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4. 2 1 

裂缝宽度 b (mm) 裂缝长度 l (m) 

5二三b>3 b< 3 10二三Z>5 J< 5
健康度

b>5 Z>lO 

、／ v 4 级或 5 级
当无法确 v 、J 3 级或 4 级
定裂缝是

v v 3 级或 4 级
否存在发

展时
、J v 4 级

v v 3 级或 4 级

v v 3 级

> 、＼／ 、／ v 2 级或 3 级

表 5. 4. 2-2 基于压溃、剥落剥离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压愤范围大于
压溃范围小

压在去范围为 3m2或衬砌掉块
压溃范围很 于 lm2 ，剥落

lm2～ 3m2 、剥落 最大厚度大于衬压惯、
小，剥落剥离 块体厚度小于

剥离区域直径 砌厚度的1/4，剥剥落 无
区域直径小于 3cm，剥落剥

75mm~ 150mm, 落剥离区域直径剥离
50mm 离区域直径

或有可能掉块 大于 150mm，危
50mm~ 75mm 

及行车安全

表 5. 4. 2-3 基于材料劣化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起层和剥落的可能性 劣化程度（有效厚度／设计厚度）
部位 健康度

有 元 <1/2 1/2~ 2/3 >2/3 

、／ 5 级

v 2 级

拱部 、J 4 级

、、J 3 级

v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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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4. 2-3 

起层和剥落的可能性 劣化程度（有效厚度／设计厚度）
部位 健康度

有 无 <1/2 1/2~ 2/3 >Z/3 

v 4级

\/ 2 级

侧墙 v 4 级

v 3 级

\/ 2 级

表 5. 4. 2-4 基于渗漏水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渗漏水使得
隧底涌流、

拱部滴漏，严 水（沙）突然
道床状态恶

隧道湿渍、 寒地区边墙涌 涌入隧道，淹没

渗漏
化，钢轨腐

渗水及排水不 流、漏泥沙， 钢轨，危及行车

Jj( 
无 蚀，养护周期

良引起洞内局 道床下沉，不 安全；拱部线
缩短，继续发

部道床积水 能保持轨道几 漏、涌流或直接
展将会升至

何尺寸，影响 传至接触网
3 级

正常运行

①冰溜、冰

柱、冰锥等不断

①冻害致使 发展，侵入限

洞内排水设施 界，危及行车

破坏； 冰模和围岩 安全；

冻融使线路
②冻融使道 冻胀的反复作 ②接触网及电

冻害 无 的养护周期
床漏泥、轨道 用使衬砌变 力、通信上挂

缩短
几何状态恶化； 形、开裂并构 冰，危及行车安

③冻害造成 成纵横交错的 全和洞内作业人

衬砌变形、开 裂缝 员安全；

裂，但未形成 ③道床结冰

纵横交错裂缝 （丘状冰锥），覆

盖轨面，严重影

响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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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2-5 基于钢筋锈蚀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 健康度 2 级 健康度 3 级 健康度 4 级 健康度 5 级

钢筋截面
0%< r<3% 3%《γ＜10%

10%运r 25%< r
r二三40%

损失率 r <25% <40% 

钢筋部分

断面因锈蚀
钢筋全断

钢筋表层 钢筋部分 导致截面减
面存在锈钢筋锈蚀 无锈蚀 存在轻微 表层存在浅 少或者大部
蚀，断面截

锈蚀 层锈蚀 分钢筋表层
面明显减少

存在浅层

锈蚀

表 5. 4. 2-6 基于背后空洞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 健康度 2 级 健康度 3 级 健康度 4 级 健康度 5 级

背后空洞

(k：连续长度，
元

走三三3 或 3＜是《5 或 S< k《10 或 是＞lo 或

m; s ：面积， 5< 1 l<s< 3 3<s::'Oζ5 s>S 
m2) 

表 5. 4. 2-7 基于厚度不足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 健康度 2 级 健康度 3 级 健康度 4级 健康度 5 级

①衬砌
①衬砌

厚度 0. 60 
厚度不足 ①衬砌 三三 h;/h < 

厚度 h;/h

( h； ：有效 厚度 0. 75ζ o. 75，且长
<O. 60 ，且

衬砌厚度 长度 l<S; 衬砌厚度厚度； h:
0. 90 < h;/h

h;/h<O. 90, 度 l<S;
②衬砌 h;/h < 0. 60, 

设计厚度； 且长度 l<S; ②衬砌
厚度 0. 60 且长度 1二三5<l.00 

厚度 0. 75 J：缺陷长 ②衬砌 三三 h;/h < 
度， m) 有剥蚀 三二 h;/h < 

0. 75，且长
o. 90，且长

度 J二三5
度 l二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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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2-8 基于强度不足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 健康度 2 级 健康度 3 级 健康度 4 级 健康度 5 级

①衬砌
①衬砌

混凝土强度

强度不足 0. 65 < q;/q
混凝土强度

衬砌混凝 q;/q<O. 65, 
( q； ：实际

衬砌混凝 土强度 0. 75 
<O. 75 ，且

且长度 l<5;
衬砌棍凝

强度； q;
土强度 0. 85 三三 q;/q < 

长度 l<5;
②衬砌

土强度 q;/q<

设计强度；
ζq;/q<l 0. 85，且长

②衬砌
混凝土强度

0. 65 ，且长度

l：缺陷长 混凝土强度 t注5

度， m)
度 l<5

0. 75 < q;/q
0. 65 < q;/q

<O. 85 ，且
<O. 75 ，且

长度 t二三5
长度 l二三5

表 5. 4. 2-9 基于结构变形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水平位
围岩滑动

变形或移动 使衬砌移动、
移、竖向位

有变形， 速率 10二三u二三3, 变形或移 变形、下沉
移的变形速 无

但速率 v<3 且有新的变形 动速率v>IO 发展迅速，
率 v (mm/ 

年）
出现 危及行车安

全

表 5. 4. 2-10 基于施工缝、变形缝错台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 健康度 2 级 健康度 3 级 健康度 4 级 健康度 5 级

lO<cζ 20<cζ 30<c < c>40，施
明挖法隧 c 三三 10, 

20，施工 30，施工 40，施工 工缝、变形
道施工缝、 施工缝、变

缝、变形缝 缝、变形缝 缝、变形缝 缝位置涌流
变形缝错台 形缝位置无

位置出现 位置出现浸 位置出现 或伴有漏
量 c (mm) 渗漏水

湿渍 渗、滴漏 线漏 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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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4. 2-10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 健康度 2 级 健康度 3 级 健康度 4 级 健康度 5 级

矿山法隧 c < 20,
20<cζ 30<c < 40<cζ c>50，施

30，施工 40，施工 50，施工 工缝、变形
道施工缝、 施工缝、变

缝、变形缝 缝、变形缝 缝、变形缝 缝位置涌流
变形缝错台 形缝位置无

位置出现温 位置出现浸 位置出现线 或伴有漏泥
量 c (mm) 渗漏水

渍 渗、滴漏 漏 沙

表 5. 4. 2-11 基于道床病害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 评定标准
T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道床多处存在
道床出现严

破损、变形，道
重破损、变形，

道床两侧边
道床存在破 床和主体结构之

出现环向裂缝，

道床 缘出现轻微的
损、下沉、隆 间多处出现脱

道床出现脱空，

无
病害 破损、变形、

起，道床和主 空，脱空量已超
脱空量已超过

湿渍、浸渗
体结构之间出 过 3mm，局部

5mm 或涌流、

现脱空 涌流、漏泥沙，
漏泥沙，已导

影响轨道的稳定
致轨道无法满

’性
足正常运营要

求

5. 4. 3 盾构法隧道结构特别定期检查基于管片裂缝、材料劣化、

锈蚀、变形和接缝错台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分别按表 5. 4. 3 1~ 

表 5. 4. 3 5 执行，基于压溃、剥落剥离、渗漏水、背后空洞、强

度不足和道床病害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分别按本标准表 5. 4. 2-2 、

表 5. 4. 2-4、表 5.4. 2一6、表 5. 4. 2-8、表 5. 4. 2-11 执行，基于变

形缝、螺栓孔和注浆孔病害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按本标准表

5. 2. 3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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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裂缝宽度 b

(mm) 

表 5. 4. 3-1 基于管片裂缝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健康度 1 级｜健康度 2 级｜健康度 3 级｜健康度 4级｜健康度 5 级

0< b<O. 2 I 0. 2< b<O. 5 I 0. 5< b<l. 0I1. 0< b<2.0 b二三2.0

表 5. 4. 3-2 基于管片材料劣化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健康度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材料劣化，稍
材料劣化严

材料
混凝土有轻 混凝土表层 有外力或震动，

重，经常发生

劣化
无 微的起毛、酥 多处出现起 即会崩塌或剥

剥落，危及行
松 毛、酥松 落，对行车安全

车安全
产生重大影响

表 5. 4. 3-3 基于钢筋、螺栓、钢管片锈蚀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 健康度 2 级 健康度 3 级 健康度 4 级 健康度 5 级

钢筋、螺栓截
0%< r<3% 3%ζr<IO% 

10%< r 25%ζr 
r二三40%

面损失率 r <25% <40% 

部分断面

部分表层
因锈蚀导致 全断面存

钢筋、螺栓、
无锈蚀

表层存在
存在浅层锈

截面减少或 在锈蚀，断

钢管片锈蚀 轻微锈蚀
蚀

者大部分钢 面截面明显

筋表层存在 减少

浅层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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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3-4 基于管片变形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 健康度 2 级 健康度 3 级 健康度 4 级 健康度 5 级

通缝管片

收敛（直径
。三三c<5 5运c<8 8< c<l2 12< c<l6 c二三16

变化量 c,

%om 

错缝管片

收敛（直径
oζc<4 4ζc<6 6王三c<9 9< c<l2 c二三12

变化量 c,

%。D)

注： D 为盾构隧道直径。

表 5. 4. 3-5 基于管片接缝错台的健康度评定标准

评定标准
项目

健康度 1 级健康度 2级健康度 3级健康度 4 级｜健康度 5 级

接缝错台量
0<!<4 I 4运J<s I s运J<IO I 10< 1<12 I f注12

f (mm) 

5. 4. 4 沉管法隧道结构特别定期检查基于裂缝、压溃、剥落剥

离、材料劣化、渗漏水、钢筋锈蚀、强度不足、结构变形、道床

病害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分别按本标准表 5. 4. 2-1～表 5. 4. 2-5 、

表 5. 4. 2-8、表 5. 4. 2-9、表 5. 4. 2-11 执行，基于管节接头病害

的健康度评定标准应按本标准表 5.2.4 执行，基于施工缝病害的

健康度评定标准应按本标准表 5. 2. 1 执行。

5.5 特殊检查、专项检查和处治后复查健康度评定

5. 5.1 特殊检查隧道结构健康度评定应按本标准第 5. 4. 2 条～

第 5.4.4 条中特别定期检查的健康度评定标准执行。

5.5.2 专项检查应基于现场检查结果对隧道结构状态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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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隧道结构健康度评定应按本标准第5.4.2条～第 5.4.4 条

中特别定期检查的健康度评定标准执行。

5.5.3 处治后复查隧道结构健康度评定应按本标准表 5. 3. 1 中

日常检查的健康度评定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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