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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工程概况

新建莱西至荣成铁路位于山东省境内，是青银高铁通道向山东半岛地区的延伸，是

胶东半岛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新建莱西至荣成铁路站前工程 LRTLSG-3 标 

线路全长 48.46km，线路起点从乳山市大孤山镇山东头村出发，向东跨银金大道后，从

西林家村南侧穿过，跨越 26 县道后横穿石硼杨家村，沿 S24 威青高速方向向东延伸，

途经东峒岭村南侧，向北沿 203 省道并行，跨越黄垒河后接入新建威海南海站，出站

后沿东北方向依次跨越金海路、老母猪河、畅海路、S16 荣潍高速、S305 省道、圣海

路后到本标段终点威海市文登区张家产镇林家床村。

新建莱西至荣成铁路站前工程 LRTLSG-3 标三分部位于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和

文登区之间，施工里程范围：DK146+750~DK164+601.79，线路长度 17.85 公里。正线

起点从新建威海南海站出发，出站后沿东北方向依次跨越金海路、老母猪河、畅海路、

S16 荣潍高速、S305 省道、圣海路后到本标段终点威海市文登区张家产镇林家床村。

1.2  地质情况

莱荣铁路自青岛市莱西北站起，终至威海市荣成站，走行于山东胶东半岛，三分部

施工范围威海市文登区位于胶东半岛东南缘，沿线地貌类型多为冲积平原、剥蚀平原间

冲积平原、局部间剥蚀丘陵，地形较平坦开阔，植被较发育，地表多辟为农作物、杂草

及果林，周围多分布有农田、村庄及水塘。地表水发育，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潜水

及基岩裂隙水，水量不丰富，受季节或降水影响。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g，基

本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 0.40s。

沿线既有公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乡道)路网发达；村镇、居民点密布，分布

广袤田地、种植区，灌溉河渠纵横交错。沿线地处北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年降水量 762.2 毫米，夏季较为集中，6~9 月份降水量约占全年 70%，春秋季降水

偏少，常发生干旱。冬季漫长，盛行从大陆北部吹来的干冷冬季风，气温偏低，为半岛

地区低温站点。夏季最短，盛行从海洋吹来的暖湿夏季风，春秋两季属于冬夏季风转换

期，春季大风天气较多。年平均气温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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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沉降观测内容

三分部施工范围内共 442 个桥梁墩台，其中墩身全高大于 14 米的共计 80 处，小于

14 米的共有 356 处，桥台 6 处。按图纸要求，墩身全高大于 14 米需设两个观测标，墩

身全高小于 14 米布置一个观测标，桥台布置两排共计 4 个观测标。三分部施工范围内

墩台沉降标共计 540 个。路基 3.191 公里为两处区间路基 L59、L60，一处威海南海站站

场路基。框构中桥 1 处(贯通)、框架箱涵 8 处(贯通)。根据图纸统计，区间路基 L59，路

基沉降监测断面总数 6 个，自动监测断面 4 个；区间路基 L60，路基沉降监测断面总数

39 个，自动监测断面 11 个，路堑高边坡监测断面总数 26 个；威海南海站站场路基，路

基沉降监测断面总数 23 个，自动监测断面 14 个，路堑高边坡监测断面总数 17 个。其

他未统计种类及数量依据设计图纸、规范、评估单位要求确定。

2  编制目的和依据

2.1  编制目的

变形观测的目的：由于高速铁路整条线的地质构造不均匀，大气温度变化大，土基

的塑性变形，地下水位季节性和周期性的变化，建筑物本身的荷重，建筑物的结构及动

荷载的作用，建筑物将发生沉降、位移、挠曲、倾斜及裂缝等现象，为了掌握第一手数

据，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同时无碴轨道要求构造物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

定性，满足耐久性要求，并强调与相邻构造物的变形与刚度协调、统一，满足高速列车

平稳、安全运营，以及旅客乘坐的舒适度要求，所以必须对承台和墩柱进行变形观测，

从多次观测的成果中，发现变形的规律和大小，进而分析变形的性质和原因，以便采取

措施。

2.2  编制依据

沉降观测方案编制技术依据见表 2.2。

表 2.2  沉降观测方案编制技术依据

序号 类  别 文件名称 编  号

1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2897-2006

2
国家行

业规范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289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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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  别 文件名称 编  号

3 《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2007

4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GB 50497-2023

5 《铁路工程测量规范》 TB 10101-2018

6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规范》 TB 10601-2009

7 《高速铁路桥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752-2018

8 《高速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754-2018

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4356-2009

10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JGJ 8-2016

11 企业规

范
《铁路工程沉降变形观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Q/CR 9230-2016

12 新建莱西至荣成铁路建设工程设计图纸文件

13
设计文

件 《新建莱西至荣成铁路站前工程线下工程沉降

变形观测及评估实施细则》

3  人员与仪器配置

3.1  人员配置

沉降观测工作管理小组，由分部总工程师任组长，工程部长、主管测量工程师任副

组长，组员包括所有测量工程师。

表 3.1  沉降观测小组人员配置及工作职责

序号 姓名 岗位
小组担任

职务
主要职责

1 项目总工 组长 全面负责沉降观测工作

2 工程部长 副组长 沉降观测技术指导

3 测量部长 副组长 负责沉降观测具体实施工作

4 测量工程师 组员 负责沉降观测内业资料整理

5 测量工程师 组员 负责并实施一工区沉降观测外业工作

6 测量工程师 组员 负责并实施二工区沉降观测外业工作

7 测量工程师 组员 负责并实施三工区沉降观测外业工作

8 测量工程师 组员 负责并实施四工区沉降观测外业工作

9 测量工程师 组员 按指导要求完成内外业工作

10 测量工程师 组员 按指导要求完成内外业工作

莱荣铁路线下工程沉降变形观测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沉降观测工作小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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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职其责、密切配合，确保观测数据结果的真实、可靠。

1  沉降观测工作管理小组组长职责如下：

(1)  负责本分部线下工程沉降变形观测的领导和协调工作，对沉降变形观测过程进

行监督检查；

(2)  审批分部沉降变形观测实施方案；

(3)  参与建设单位或评估单位组织的沉降变形观测评估工作。

2  沉降观测工作管理小组副组长职责如下：

(1)  具体负责沉降变形观测的全面管理工作，检查各分部沉降变形观测管理工作；

(2)  全面核查沉降变形监测网的建立及其保护、各种监测设备、仪器、管线的购置

与埋设，确保观测准备工作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

(3)  参与分部沉降变形观测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

(4)  参加项目部组织的沉降观测培训。

3  沉降观测工作管理小组组员及沉降观测小组职责如下：

(1)  观测小组是沉降变形观测的实施责任主体，必须严格按有关规范、设计文件及

总指要求做好各项工程施工过程的沉降变形观测；

(2)  负责沉降变形监测网的建立及其保护工作；

(3)  负责各种监测设备及其配件的配备，以及日常使用过程中的维护工作；

(4)  按规定监测项目和频率进行全过程观测和记录，并按规定格式和内容提交观测

数据，确保其真实性、可靠性和全面性。

3.2  仪器设备配置

项目部主要测量仪器配置全站仪配置 3 台、电子水准仪配置 2 台。后续依据工作需

求进场配置。

表 3.2  测量仪器设备配置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精度指标 数量（台/套) 状态

1 全站仪
徕卡

TS09-1R500 1 秒 1 套
检定

合格

2 全站仪
徕卡

TZ08-1R500 1 秒 2 套
检定

合格

3 电子水准 徕卡 LS10 0.3 毫米 2 套 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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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精度指标 数量（台/套) 状态

仪 合格

3.3  沉降观测队伍管理

1  根据现场观测任务及时通知沉降观测队伍人员进场，保障沉降观测人员满足现

场需求；

2  每周给沉降观测队伍下发工作任务，并进行考核；

3  复核沉降观测数据真实性、可靠性，制定现场沉降观测工作计划；

4  对沉降观测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交底，保证沉降观测安全有序进行；        

5  沉降观测数据及时上传铁路信息化平台，预警信息及时处置。

4  工作内容与工作流程

4.1  沉降观测工作内容

1  编制线下工程沉降观测作业指导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人员、设备情况。

(2)  观测组织机构，按单位工程落实到负责人。

(3)  明确线下工程观测技术要求与实施方法。

(4)  明确资料整理与提交文件的技术要求。

(4)  特殊工点与特殊情况需单独制定沉降变形观测方案。

2  建立变形观测网

(1)  观测网平面布置示意图，应明确基准点、工作基点与线下工程结构物物相对位

置，明确路基、桥梁过渡段等结构物观测点的里程。

(2)  填写观测断面及观测点位置与工程属性信息。

3  埋设观测设备

(1)  按施工图纸要求埋设观测设备。

(2)  观测点标志要醒目，并由测量小组专门负责测点的保护与调整。

4  实施观测

(1)  原始观测资料必须随观测进度整理，严格执行签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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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须确保观测质量和观测时效。每个测段的资料测完后，必须及时进行数据处

理分析，如发现测量精度未达到设计要求，应马上织进行重测。

(3)  及时对沉降结果进行分析，当发现测点观测数据异常时(如墩台隆起或沉降突

然加大等)，应采取措施对观测结果进行核查，排除人为因素后应及时将情况进行报告。

(4)  按要求定期对沉降检测网的工作基点进行复测。

5  测量成果整理

(1)  构筑物变形测量的相关资料应在竣工交验时一并移交接受单位。

(2)  每一项目的工程变形测量任务完成以后，应提交下列综合成果资料。

①  施测方案与技术设计书。

②  控制点与观测点平面布置图。

③  标石、标志规格及埋设图。

④  仪器检验与校正资料。

⑤  观测记录手簿。

⑥  平差计算、成果质量评定资料及测量成果表。

⑦  变形过程和变形分布图表。

⑧  变形分析成果资料

⑨  变形测量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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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沉降观测工作流程

编制沉降观测实施方案

建立变形观测控制网

埋设观测设备

观测

完成沉降变形观测报告

否

提交评估申请

是否存在问
题

是

开始

图 4.2  沉降观测工作流程

5  工作基点埋设及观测

5.1  工作基点埋设

5.1.1  基准点埋设位置

基准点是监测工作的基准，应布设在远离施工影响区的稳固位置，基准点的分布应

满足准确、方便测定观测点的需要并保证必要的检核条件。在相对稳定和方便使用的位

置埋设工作基点作为沉降监测项目的控制基准，工作基点埋设视现场情况而定。

5.1.2  基准点埋设类型

工作基点采用人工开挖或钻具成孔的方式进行埋设，本线土层最深冻结深度为 0.52

米，本次沉降变形监测的工作基点埋深不小于 1.1 米。在钻孔中心置入长度不小于 50cm

的钢筋标志，灌注混凝土。钢筋顶部应露出混凝土面约 1～2cm，并在钢筋顶部刻画明

显十字丝标志。上部加装保护装置。为确保点位稳定应养护 15 天以上再进行观测，工

作基点现场开挖埋设的过程由监理现场监督检查，工作基点的埋设规格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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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基准点埋设类型

5.2  工作基点观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5.2.1  高程观测方法

采用施工高程系统，外业使用标称精度±0.3 mm/km 的 LS10 电子水准仪及配套铟

钢条码水准尺进行观测，按《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 10101-2018)中二等水准要求施测。

沉降变形观测为水准测量时，观测路线应布置成附合路线，附合长度不大于 1km。

5.2.2  沉降变形观测控制网建立

沉降变形控制网点分为基准点和工作基点。基准点选择应优先考虑利用 CPI、CPII

和水准基点。当基准点不满足现场沉降观测要求时，可进行加密，形成工作基点，工作

基点除使用普通水准点外，按照国家二等水准测量的技术要求进一步加密水准基点或设

置工作基点至满足工点垂直位移监测需要。

5.2.3  注意事项

1  对使用的电子水准仪、条码水准尺应在观测开始前和结束后进行检验，项目进

行中也应定期进行检验。当观测数据出现异常，经分析与仪器有关时，应及时对仪器进

行检验与校正；

2  观测应做到人员、仪器、测站、观测路线、观测方法相对固定；

3  观测前应正确设定记录文件的存贮位置、方式，对电子水准仪的各项控制限差



9

项目专项施工方案 

参数进行检查设定，确保符合观测要求；

4  应在标尺分划线成像清晰稳定的条件下进行观测；

5  仪器温度与外界温度大约一致时进行观测；

6  数字水准仪应避免望远镜直对太阳，避免视线被遮挡，仪器应在生产厂家规定

的范围内工作，震动源造成的震动消失后，才能启动测量键，当地面震动较大时，应随

时增加重复测量次数；

7  每测段往测和返测的测站数均应为偶数，否则应加入标尺零点差改正；

8  由往测转向返测时，两标尺应互换位置，并应重新整置仪器；

9  完成闭合或附合路线时，应注意电子记录的闭合或附合精度情况，确认合格后

方可完成测量工作，否则应查找原因直至返工重测合格。

5.2.4  工作基点观测技术要求

表 5.2.4-1  二等水准技术要求

等级 水准尺类型
水准仪

等级
视距（m) 前后视距（m) 测段的前后视距

累积差（m) 视线高度（m)

DS1 ≤50
二等 铟瓦

DS05 ≤60
≤1.0 ≤3.0 下丝读数≥

0.3

表 5.2.4-2  二等水准技术标准

观 测 次 数

等级

每千米

高差全

中误差

（mm)

路线

长度

（km)

水准

仪

等级

水准

尺 与已知

点联测

附合或环

线

往返较

差

或闭合

差（mm)

二等 2 ≤400 DS1 铟瓦 往返 往返 4 L

5.2.4  基准点观测数据处理

外业观测形成原始电子观测文件，通过数据传输软件传输至计算机，检查各观测指

标合格后使用专业严密平差软件进行处理，得出各基准点高程值。

平差计算要求如下：

1  应使用稳定的基准点为起算，并检核独立闭合差及与 2 个以上的基准点相互附

合差满足精度要求，确保起算数据的准确；

2  使用专业严密平差软件，平差前应检核观测数据，观测数据准确可靠，检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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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后按严密平差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3  平差后高程数据取位应精确到 0.01mm。

5.3  工作基点检测

观测期间，每 1 个月时间对工作基点的成果数据进行一次检查，以确定工作基点的

稳定性。在检查结果在相关规范允许范围之内后，方可作为后续监测工作的基准数据。

6  路基工程沉降观测

6.1  观测断面及观测点的设置原则

1  路基工程沉降变形观测以路基面沉降观测和地基沉降观测为主，应根据不同的

结构部位、填方高度、地基条件、堆载预压等具体情况来设置沉降变形观测断面。同时

应根据施工过程中掌握的地形、地质变化情况调整或增设观测断面。

2  观测断面一般按以下原则设置，同时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

(1)  沿线路方向的间距一般不大于 50m；对地势平坦且地基条件均匀良好的路堑、

填方高度小于 5m 且地基条件均匀良好的路堤可放宽到 100m。

(2)  对地形、地质条件变化较大地段应加密断面，一般间距不大于 25m，在变化点

附近应设观测断面，以确保能够反映真实差异沉降。 一个沉降观测单元（连续路基沉

降观测区段为一单元）应不少于 2 个观测断面。

(3)  改良土地段≤200m 时设置 1 个沉降观测断面，根据改良土的工点、土质等具

体情况设置，当改良土路堤填高大于 5m 适当增设。

(4)  对地形横向坡度大于 1：5 或地层横向厚度变化的地段应布设不少于 1 个横向

观测断面。

3  观测点严格按设计文件要求埋设。设计无具体要求的一般按以下原则设置。

(1)  为有利于测点看护，集中观测，统一观测频率，各观测项目数据的综合分析，

各部位观测点须设在同一横断面上，每个观测断面均设置 3 个沉降观测桩，布置于双线

路基中心及左右两侧路肩处。

(2)  一般路堤地段每 5 个观测断面应设置 1 个沉降板，布置于双线路基中心。每段

路堤宜设置 1 个沉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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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土、松软土路堤地段每 2 个观测断面应设置 1 个沉降板，布置于双线路基中

心。当设置剖面沉降仪时设置于基底；必要时在两侧坡角外 2m、8m 处设置位移观测边

桩。

图 6.1-1  松软土地段观测断面布置图

(4)  路堑地段观测断面分别于路基中心及左右两侧路肩处各设 1 个沉降观测桩，观

测路基面的沉降。

图 6.1-2  路堑观测断面布置图

(5)  地面横坡或压缩层底横坡大于 1：5 时，横断面布置 2 个沉降板，一处位于路

基中心，另一处根据具体地形地质情况布置。

(6)  堆载预压地段，预压期因基床表层尚未施工，路基顶面沉降观测应在预压土方

底部（基床底层顶面）布置沉降元件进行，即在基床底层顶面临时布置沉降板，位移观

测以及基底沉降观测布置与无预压段完全一致，预压土方卸除时临时沉降板随之拆除，

基床表层施工后，于路基面上设置正式沉降观测桩。

(7)  站场路基段落应根据股道数量、轨道结构类型等适当增加观测点数量。

6.2  观测元件与埋设技术要求

6.2.1  沉降观测桩

测点顶部应磨圆、防锈，可采用Φ20mm 圆头不锈钢棒。待基床表层级配碎石施工

完成后，在观测断面通过测量埋置在设计位置，埋置深度不小于 0.3m，桩周 0.15m 现

浇 M10 水泥砂浆固定，完成埋设后测量桩顶标高作为初始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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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路基面沉降观测桩埋设布置图

6.2.2  沉降板

一般情况如下：由底板、金属测杆（φ40 镀锌铁管）及保护套管（φ49 PVC 管）

组成，测杆及连接部位均要做防锈处理。钢底板尺寸为 40cm×40cm。

图 6.2.2 路基沉降板埋设布置图

1  沉降板埋设位置处可垫 10cm 砂垫层找平，埋设时确保底板的水平与垂直度，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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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测杆与地面垂直。

2  放好沉降板后，回填一定厚度的垫层，再套上保护套管，保护套管略低于沉降

板测杆，上口加盖封住管口，并在其周围填筑相应填料稳定套管，完成沉降板的埋设工

作。

3  测量埋设就位的沉降板测杆杆顶标高读数作为初始读数，随着路基填筑施工逐

渐接高沉降板测杆和保护套管，每次接长高度以 0.5m 为宜，接长前后测量杆顶标高变

化量确定接高量。金属测杆用内接头连接，保护套管用 PVC 管外接头连接。

4  接长套管时应确保垂直，避免机械施工等因素导致套管倾斜。

6.2.3  位移观测桩

采用 C15 钢筋混凝土预制，断面采用 15cm×15cm 正方形，长度不小于 1.5m。并

在桩顶预埋Φ20mm 钢筋，顶部磨圆并刻画十字线。

1  边桩埋置深度在地表以下不小于 1.0m，桩顶露出地面不应大于 10cm。

2  埋置方法采用洛阳铲或开挖埋设，桩周以 C15 混凝土浇筑固定，确保边桩埋置

稳定。完成埋设后采用全站仪测量边桩标高及距基桩的距离作为初始读数。

6.2.4  剖面沉降管

横向结构物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以后，结构物顶部填土厚 0.6m 并碾压密实后开槽

埋设，开槽宽度 20～30cm，开槽深度至横向结构物顶面，槽底回填 0.2m 厚的中粗砂，

在槽内敷设沉降管（沉降管内穿入用于拉动测头的镀锌钢丝绳），其上夯填中粗砂至与

碾压面平齐。沉降管埋设位置挡土墙处应预留孔洞。沉降管敷设完成后，在两头设置 0.5m

×0.5 m×0.95m 的 C15 素混凝土保护墩。两头应砌筑观测坑，并加设盖板，以方便观测

及对孔口进行长期保护，并做好坑内及其周围的排水。并于一侧管口处设置测钎，测钎

采用 C15 素混凝土灌注，断面采用 0.5 m×0.5 m×1.6m，并在桩顶预埋半圆形不锈钢耐

磨测头。待上部一层填料压实稳定后，连续监测数日，取稳定读数作为初始读数。

6.2.5  无砟轨道铺设时路基测点的转移技术要求

堆载预压段落堆载完成后应及时将临时沉降板观测转移至基床表层，转移的观测标

必须设置在原断面里程上，采用相同编号，不另行编号，并继续观测至铺设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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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沉降观测标点位标识

沉降板接管过程路基填筑期间，在焊接钢筋笼上喷印断面信息；路基本体填筑完成

后，沉降板应低于路基表面，有利于沉降板的保护。

图 6.3  沉降板标识

6.4  观测技术要求

1  路基水准路线观测按二等水准测量精度要求形成附合水准路线，沉降观测点位

布设及水准路线观测示意图如图 6.4 所示：

图 6.4  沉降观测水准线路示意

2  路堤地段从路基填土开始进行沉降观测；路堑地段从级配碎石顶面施工完成开

始观测。路基填筑完成或施加预压荷载后应有不少于 6 个月的观测和调整期。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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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评估或工后沉降评估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延长观测时间或采取必要的加速或

控制沉降的措施；

3  沉降观测设备的埋设是在施工过程中进行的，施工单位的填筑施工要与设备的

埋设做好协调，做到互不干扰、影响。观测设施的埋设及沉降观测工作应按要求进行，

不能影响路基填筑质量；

4  路基填筑过程中应及时整理路堤中心沉降观测点的沉降与边桩的位移量，当中

心地基处沉降观测点沉降量大于 10mm/天或边桩水平位移大于 5mm/天、竖向位移大于

10mm/天时，应及时通知项目部，并要求停止填筑施工，待沉降稳定后再恢复填土，必

要时采用卸载措施；

5  观测精度要求：路基沉降观测水准测量的精度为±1.0mm(满足国家二等水准测

量精度要求)，读数取位至 0. 1mm；剖面沉降观测的精度应不低于 8mm/30m 横剖面沉降

测试仪最小读数不得大于 0.1mm。位移观测测距误差±3mm；方向观测水平角误差为±

2.5″；

6  观测频次要求：观测频次要求：路基沉降观测的频次不低于下表的规定。

表 6.4  路基沉降变形观测频次表

观测阶段 观测频次

一般 1 次/d

沉降量突变 2～3 次/d填筑或堆载

两次填筑间隔时间较长 1 次/3d

第 1 个月 1 次/周

第 2、3 个月 1 次/2 周
堆载预压或

路基施工完毕

3 个月以后 1 次/月

架桥机（运梁车）通

过
全程

前 2 次通过前后各 1 次，其后每 1 次

/d，连续 2 次；其后 1 次/3d，连续 3
次；以后 1 次/周

第 1 个月 1 次/2 周

第 2、3 个月 1 次/月无砟轨道铺设后

3～12 个月 1 次/3 月

实际工作进行时，观测时间的间隔还要看地基的沉降值和沉降速率。当两次连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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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沉降差值大于 4mm 时应加密观测频次；当出现沉降突变、地下水变化及降雨等外

部环境变化时应增加观测频次。观测应持续到工程验收交由运营管理部门继续观测。

6.5  元件保护要求

1  各工程项目部应成立专门测量小组，进行元器件的埋设、测量和保护工作，小

组人员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2  元件埋设时应根据现场情况进行编号，有导线的元件应将导线引出至路基坡脚

监测箱内； 

3  凡沉降板附近一米范围内土方应采用人工摊平及小型机具碾压，不得采用大型

机械推土及碾压，并配备专人负责指导，以确保元器件不受损坏。

7  桥梁工程沉降观测

7.1  观测原则

1  观测点埋设依据规范及场地条件综合确定，观测点埋设与观测应统一进行编号，

并设明显测量标志，必要时安装保护装置；

2  观测点观测，确认各观测数据精度指标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后利用专业软件进行

数据处分别独立观测 3 次，以 3 次稳定的测量成果的平均值作为监测项目的初始值；

3  观测数据须及时整理，观测成果应及时录入到相关监测日报表中，进行数据分

析。

7.2  桥梁观测点标识 

标识统一采用印模喷涂的方法，不得采用手写等其他形式，保证标识统一、规范、

美观，喷印在测点正上方 20cm 处，标识喷涂方法：先用白色水性外墙漆(建议采用质

量好的品牌，如立邦、三棵树等)作为涂料，借助标识框在规定位置涂刷白色底漆，涂

刷前应确认混凝土表面是否平整、洁净、干燥，建议至少涂刷两遍；待油漆完全干后，

正确安放标识牌字模，用红色快干汽车喷漆小心喷涂标识，直至所有的字符都喷涂完整。

喷涂时，喷嘴应离开喷涂表面 10～20cm，小心、快速地往复喷涂，不能对准一处喷涂，

以免油漆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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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桥梁观测点标识

7.3  测点埋设

1  墩身观测标

墩全高小于等于 14 米时，墩身观测标每墩不应少于 1 个；墩全高大于 14 米时，墩

身观测标每墩 2 个。埋设位置高于原地面 0.5 米；

图 7.3-1  墩身观测标埋设布置

2  桥台观测标

应设置在台顶(台帽及背墙顶)，测点数量不少于 4 处，分别设在台帽两侧及背墙两

侧(横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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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专项施工方案 

图 7.3-2  桥台观测标埋设位置示意

3  梁体徐变观测标

连续梁上的观测标，根据不同跨度，分别在支点、跨中、边跨 1/4 跨位置设置；

图 7.3-3  连续梁测点纵向布置

图 7.3-4  连续梁测点平面布置

4  基坑位移监测观测标

基坑工程监测点的布置应能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状态及其变化趋势，监测点应布置

在内力及变形关键特征点上，并应满足监控要求，监测标志应稳固、明显、结构合理，

监测点位置应避开障 碍物，便于观测。水平和竖向位移监测点应沿基坑冠梁周边布置，

周边中部、阳角处应布置监测点。监测点水平间距不宜大于 20m，每边监测点数目不宜

少于 3 个。水平和竖向位移监测点易为共用点；

边跨 中跨 边跨

边跨边跨 中跨

武汉 十堰

1/4跨 1/4跨

①武汉端边跨测点编号

②连续梁中跨测点编号

③十堰端边跨测点编号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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