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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验收技术要求 

 

一、地质鉴别孔施工验收方法 

（一）孔深及校正孔深 

孔深要求：满足设计要求，钻至基岩地层，且岩石单轴抗压

强度满足基岩标成标要求。 

验收方法：看岩心、岩石单轴抗压强度测试报告，钻孔终孔

记录表。 

校正孔深：要求＜1‰。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钻孔终孔记

录表、监理记录。 

（二）孔径与岩心直径 

孔径与岩心直径要求：第四系及新近系地层孔径不小于

Φ130mm，岩心直径不小于 Φ80mm，以满足土工试验测试要求。

古近系以下地层孔径不小于 Φ100mm，岩心直径不小于 Φ60mm。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岩心直径、监理记录。 

（三）孔斜 

孔斜要求：每钻进 100m 钻孔顶角累计递增不大于 1°；终孔

深度不大于 3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2°；终孔深度 300m~5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3°；终孔深度 500m~1000m 时，终孔顶角

不得大于 4°；终孔深度大于 10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5°。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斜测量记录表、测井报告及监理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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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探测井施工验收方法 

要求：物探测井深度、测井项目、测井点密度、测井曲线与

解译内容满足设计要求。 

验收方法：现场对照岩心查看物探测井曲线图，检查物探测

井相关资料。 

（五）岩心采取率及地质编录 

岩心采取率要求：采用连续取心钻进，至满足成标技术要求

地层，应穿透风化基岩，进入新鲜基岩 5m~10ｍ。岩心采取率：

粘性土不低于 90%，砂性土不低于 70%，风化基岩不低于 70%，

完整基岩不低于 90%。岩心不得颠倒、混淆，应按次序整齐排放

在岩心箱内，每回次取心应详细填写岩心标签，放在本回次岩心

末端。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地质编录表、岩心实物、监理记录。 

（六）样品采集与测试 

样品采集与测试要求：按各市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项目设计、

合同。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地质编录表、各类样品测试资料（登

记表、送样单等）、岩心实物、监理记录。 

（七）钻探班报表及简易水文观测 

钻探班报表及简易水文观测要求：按设计及规范。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是否准确、真实、全面。 

（八）封孔（如有） 

封孔要求：按设计及规范。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地质封孔设计、封孔记录、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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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记录。 

二、基岩标验收方法 

（一）孔深、校正孔深及基岩标标底设置原则 

要求：每钻进 100m、换径及终孔时必须校正一次孔深，钻孔

的孔深允许误差范围为±1‰。基岩标标底应设置在地下水开采层

之下稳定基岩地层中，保护管进入基岩 2m，标杆底部一般应进入

完整基岩内 5m~10m，确保引测标杆不受干扰。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设计、钻孔

终孔记录表、监理记录。 

（二）孔径及孔身结构 

要求：进入满足成标要求基岩地层至少 2m 以上孔段，地层孔

径 Φ301mm~350mm，完整基岩段钻孔孔径≥Φ130mm。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监理记录。 

（三）孔斜 

要求：每钻进 50m，钻孔顶角累计递增不得大于 0.2°；终孔

深度不大于 3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1°；终孔深度 300m~5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1.5°；终孔深度 500m~1000m 时，终孔顶

角不得大于 2°；终孔深度大于 10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3°。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斜测量记录表、监理记录。 

（四）基岩标结构设计及成标技术要求 

要求：详见表 1。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保护管安装记录表、标杆安装记录

表（扶正器间距）、保护盖与主标点安装情况、管材质量证明书、

材料检测报告、各标附件出厂证明及图片、下管及标杆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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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记录等。 

表 1 基岩标结构参数表 

基岩标孔

深（H） 
H＜50m 50m≤H＜150m 150m≤H＜1000m H≥1000m 

标杆结构 “上、下同径” “双宝塔结构” “三宝塔结构” “三宝塔结构” 

保护管 

DZ40 级
Φ127×4.5m

m 

DZ40 级
Φ127×4.5mm 

DZ40 级
Φ168×7.0mm 

J55 级
Φ177.8×8.05mm

石油套管 

标杆 

DZ40 级
Φ42×6.5mm

标杆 

DZ40 级
Φ42×6.5mm 占
标杆 4/9、DZ40

级 Φ73×4.5mm

占标杆 5/9 

DZ40 级
Φ89×4.5mm 占标
杆 5/9，DZ40 级
Φ73×4.5mm 占余
长 5/9，余下为
DZ40 级
Φ42×6.5mm 

DZ40 级
Φ89×6.5mm 占
标杆 5/9，DZ40

级 Φ73×5.5mm

占余长 5/9，余
下为 DZ40 级
Φ42×6.5mm 

扶正器 

（1）扶正器结构应与标杆、保护管的结构及规格匹配，滚轮外缘与
保护管内壁间应留有 5mm-6mm 间隙。 

（2）扶正器材质应选用 45#钢或铸钢件，滚轮采用材质规格不低于
1Cr18Ni9Ti 型号的不锈钢，滚轮内镶滑动轴。中心孔铜套可选用铜
合金材质制作。 

（3）基岩标下部标杆的扶正器间距可稍短，上部间距可适当放长，
一般应为 6m-9m，最大间距不得超过 10m。基岩段钻孔内的标杆，
可不安装扶正器。 

主标头 

（1）应采用不锈钢材质制作，通常选用的材质为 1Cr18Ni9Ti。 

（2）长度宜为 400mm-500mm，应高出保护盖顶端 100mm 左右，
顶端成半球弧形。 

（3）外径必须比与其相连接的顶部标杆直径大 2mm-3mm，与保护
管顶盖内孔的间隙宜为 0.5mm-1.0mm。 

副标点 

（1）副标点必须固定在保护管的保护盖上。 

（2）副标头应采用防锈、防腐蚀的不锈钢制成，常用的材质为
1Cr18Ni9Ti，直径应为 Φ12mm，顶部制成半球弧形。 

保护盖 

（1）保护盖应采用与保护管同径的地质专用无缝钢管制成，并应采
取防锈措施。 

（2）保护盖应采用地质套管专用梯形丝扣与保护管连接。 

（3）保护盖板应开中心孔，镶有铜套，其内径应大于主标头外径 

1.5mm-2.0mm，铜套的材质与扶正器相同。 

固井水泥
浆 

保护管外与钻孔孔壁之间灌注标号为 P.O32.5、水灰比为 0.5 的水泥
浆，起固井及止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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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护管固井加固及标底固定 

要求：保护管外与钻孔孔壁之间灌注标号为 P.O32.5、水灰比

为 0.5 的水泥浆，起固井及止水作用。标杆就位后须注入定量水泥

（水灰比为 0.5），灌注高度为标底与保护管底深度差的 60~80%，

使标杆与基岩固为一体。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固井情况记录表、固井及固定标底

影像资料、监理记录（标底清孔）等。 

（六）探班报表及简易水文观测 

要求：按设计及规范。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是否准确、真实、全面。 

三、分层标孔施工验收方法 

（一）孔深、校正孔深及分层标标底设置 

要求：每钻进 100m、换径及终孔时必须校正一次孔深，钻孔

的孔深允许误差范围为±1‰。分层标标底位置须位于粘性土层顶

板或底板位置，标底入粘性土层厚度不小于 2m。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钻孔最后 2

米取心鉴定资料、钻孔终孔记录表、设计、监理记录。 

（二）孔径及孔身结构 

要求：一径到底，孔径 Φ301mm~350mm。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监理记录。 

（三）孔斜 

要求：每钻进 50m，钻孔顶角累计递增不得大于 0.2°；终孔

深度不大于 3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1°；终孔深度 300m~5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1.5°；终孔深度 500m~1000m 时，终孔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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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不得大于 2°。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斜测量记录表、监理记录。 

（四）分层标结构设计及成标技术要求 

要求：详见表 2。 

表 2  分层标结构参数表 

分层标 ≤50m ＞50—150m ＞150—650m 

标杆结构 上、下同径的标杆 双宝塔结构 三宝塔结构 

保护管 

DZ40 级、
Φ127mm×4.5mm

保护管 

DZ40 级、
Φ127mm×4.5mm 保

护管 

DZ40 级、
Φ168mm×7.0mm 保护

管 

标杆 
标杆 DZ40 级 

Φ42mm×6.5mm 

DZ40 级 

Φ42mm×6.5mm 占标
杆总长 4/9、

Φ73mm×4.5mm 占标
杆总长 5/9 

Φ89mm×4.5mm 占标杆
总长 5/9，

Φ73mm×4.5mm 占标杆
余长 5/9，余下为 DZ40

级 

Φ42mm×6.5mm 

液压滑筒 

（1）液压滑筒由外筒、液压腔、注油螺栓、液压油、上密封盖、
铜套、油封、中心轴孔、锥形密封底盖等组成密封滑动系统。 

（2）外壳：应采用同规格的保护管制成，下与液压滑筒、上与保
护管连接。 

（3）导正滑道：应由固定在外壳内壁上的两根呈 180°方向的方钢
与安装于滑杆上端的二块导正凹槽组成，导正凹槽沿着方钢上下
滑动，使标杆与保护管的滑动更加稳定。 

（4）滑杆应安装在滑筒的中心，借助液压密封系统使滑筒与滑杆
上下滑动（滑杆保持不动），完成保护管与标杆之间的垂向位移。 

（5）滑筒底部的密封底盖应安装倒锥形的导向体，以减少保护管
下沉时对下部地层及标底的影响。 

扶正器 

（1）扶正器结构应与标杆、保护管的结构及规格匹配，滚轮外缘
与保护管内壁间应留有 5mm-6mm 间隙。 

（2）扶正器材质应选用 45#钢或铸钢件，滚轮采用材质规格不低
于 1Cr18Ni9Ti 型号的不锈钢，滚轮内镶滑动轴以减少滚动摩阻。
为提高与标杆间的滑动性能，中心孔铜套可选用铜合金材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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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标头 

（1）应采用不锈钢材质制作，通常选用的材质为 1Cr18Ni9Ti。 

（2）长度宜为 400mm-500mm，应高出保护盖顶端 100mm 左右，
顶端车制成半球弧形。 

（3）外径必须比与其相连接的顶部标杆直径大 2mm-3mm，与保
护管顶盖内孔的间隙宜为 0.5mm-1.0mm。 

副标点 

（1）副标点必须固定在保护管的保护盖上。 

（2）副标头应采用防锈、防腐蚀的不锈钢制成，常用的材质为
1Cr18Ni9Ti，直径应为 Φ12mm，顶部制成半球弧形。 

保护盖 

（1）保护盖应采用与保护管同径的地质专用无缝钢管材质制成，
并应采取防锈措施。 

（2）保护盖应采用地质套管专用梯形丝扣与保护管连接。 

（3）保护盖板应开中心孔，镶有铜套，其内径应大于主标头外径
1.5mm-2.0mm，铜套的材质与扶正器相同。 

压标、上提
保护管 

标底到孔底后，压标（压保护管或压标底中滑杆），将标底插钎
压入地层不小于 200mm。上提保护管（标底不动），保持标底与
滑筒活动间距 1m。 

回填 
压标、上提保护管后，钻孔下部 20 米用优质黏土球进行回填，上
部用粘土回填至地表。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标底及保护管安装记录表（含压标、

上提）、回填情况记录表、标杆安装记录表（扶正器间距）、保

护盖与主标点安装情况、管材质量证明书、材料检测报告、各标

附件出厂证明及图片、下管及标杆影像资料、监理记录等。 

（五）保护管回填加固 

要求：压标、上提保护管后，钻孔下部 20 米用优质黏土球进

行回填，上部用粘土回填至地表。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回填情况记录表、回填及压标底影

像资料、监理记录等。 

（六）钻探班报表及简易水文观测 

要求：按设计及规范。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是否准确、真实、全面。 

四、地下水监测井施工验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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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井深、校正井深 

要求：每钻进约 100m 进行一次井深校正，校正采用钢卷尺丈

量钻具。终孔井深偏差不得超过设计井深的±1‰。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钻孔终孔记

录表、设计、监理记录。 

（二）孔径及孔身结构 

要求：一径到底，井径≥Φ350mm。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钻孔终孔记

录表、监理记录。 

（三）孔斜 

要求：要求每 50m 及终孔测斜，孔斜每百米不应大于 1°，井

段的顶角和方位角不得有突变。终孔深度不大于 300m 时，终孔顶

角不得大于 3°；终孔深度大于 3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5°。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斜测量记录表、监理记录。 

（四）地下水监测井结构设计及成井质量 

要求：监测井设计采用 Φ168mm 井管，150m 及以浅监测井井

管采用 Φ168mm×6.0mm 井管，井深大于 150m 监测井采用

168mm×7.0mm 井管，滤水管采用与井管同材质骨架缠丝过滤管，

沉淀管长 3~5m，沉淀管要封底。井身应圆正、垂直，保证 Φ168mm

井管能顺利下入到预设位置。采用与地层砂相适应的天然石英砂

填砾，使用直径 20~30mm 优质黏土球和粘土止水。 

井管安装前，根据地质鉴别孔资料和设计，核定监测井结构

设计中井壁管、过滤管、沉淀管的长度和下置位置；检查井管质

量；疏孔、换浆工作完成后，应立即进行井管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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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管的连接应做到对正接直、封闭严密，接头处的强度应满

足下管安全和成井质量的要求。滤水管安装位置的上下偏差不得

超过 300mm，且上下安装扶正器。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井管安装记录表、填砾情况记录表、

止水情况记录表、设计、监理记录。 

（五）地下水监测井洗井抽水试验及成井质量 

洗井要求：根据各地区含水层岩性特征、监测井结构和井管

管材的实际情况洗井。洗井应符合下列规定：成井后必须及时洗

井；应采用不同的洗井工具交错使用或联合使用；洗井出水的含

砂量的体积比小于 1/20000，洗井效果达到水清砂净；井深小于 50m

的监测井井底沉淀物厚度不大于 0.25m，井深大于 50m 的监测井

井底沉淀物厚度应小于井深的 5‰。 

抽水试验要求：抽水试验宜按三个落程来进行，具体操作可

按 DZ/T0270-2014 的有关规定执行，尚应符合下列要求：静止水

位观测中水位稳定时间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稳定时间不小于 4h）；

进行最大降深稳定流抽水试验，动水位稳定延续时间不应少于 8h，

另两个落程进行稳定流抽水试验时，动水位稳定延续时间不应少

于 8h；停机后观测恢复水位，水位恢复至抽水前的静水位后，宜

继续观测 4h左右；根据相关规范，记录抽水试验过程中的出水量、

地下水位、水温等数据。 

水样采集与测试要求：抽水试验结束前，为掌握监测井水质

背景值，完成水样采集，并进行水质分析。水样采集完成按照规

范要求后进行密封，并送往具有水质化验资质单位进行测试，测

试完成后出具水质检验报告。 



 - 18 -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抽水试验观测记录表、水质分析送

样单、水质报告、监测井洗井清淤记录表、设计、监理记录。 

现场用测绳测量各井静止水位和井深，检查井内沉碴是否超

标，超标需重新清淤。 

每个标组需抽检一井（按 10~15%比例抽查），进行抽水试验，

同时检测上下相邻井静止水位变化。检查洗井质量（水清砂净、

含砂量）、出水量、降深，与抽水试验观测记录表对比，确定地

下水监测井质量。若抽查井质量不合格，需增加抽查比例。抽水

试验采用空压机或深井泵。 

（六）钻探班报表及简易水文观测 

要求：按设计及规范。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是否准确、真实、全面。 

五、孔隙水压力观测孔野外现场施工验收方法 

（一）孔深、校正孔深 

要求：每钻进 100m 进行一次井深校正，校正采用钢卷尺丈量

钻具。终孔井深偏差不得超过设计井深的±1‰。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钻孔终孔记

录表、设计、监理记录。 

现场用测绳测量各孔孔深，检查孔内沉碴是否超标，超标需

重新清淤。 

（二）孔径及孔身结构 

要求：一径到底，井径 Φ311mm。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钻孔终孔记

录表、监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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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斜 

要求：每 100m 及终孔后应测孔斜，孔斜不超过 l°。终孔深度

不大于 3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3°。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斜测量记录表、监理记录。 

（四）孔隙水压力观测孔结构设计及成井质量 

要求：孔隙水压力观测孔主要包括测头、Φ73mm×4.5mm 测

管（无缝钢管），测头是保护井下监测仪器，测管与测头连接至

地表，测头埋设在粘土层中，周围回填天然石英砂，测头上回填

直径 20m~30mm 优质黏土球和粘土止水。 

清孔、换浆：孔隙水压力观测孔在钻孔完成之后，用大泵量

清孔，清出孔内沉渣并调稀泥浆比重在 1.05g/cm3~1.08g/cm3。下

好测头与测管后，用清水清孔，投砂围填测头后，及时投黏土球

回填止水，上部回填土。 

测管的连接应做到对正接直、封闭严密，接头处的强度应满

足下管安全和成井质量的要求。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测管及孔隙水压力计安装记录表、

回填情况记录表、止水情况记录表、设计、监理记录。 

（五）钻探班报表及简易水文观测 

要求：按设计及规范。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是否准确、真实、全面。 

六、光纤孔野外现场施工验收方法 

（一）孔深、校正孔深 

要求：每钻进 100m 进行一次井深校正，校正采用钢卷尺丈量

钻具。终孔井深偏差不得超过设计井深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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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钻孔终孔记

录表、设计、监理记录。 

（二）孔径及孔身结构 

要求：一径到底，井径≥Φ150mm。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深误差校正记录表、钻孔终孔记

录表、监理记录。 

（三）孔斜 

要求：每 100m 及终孔后应测孔斜，孔斜每百米不超过 l°。终

孔深度不大于 3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3°；终孔深度大于 300m

时，终孔顶角不得大于 5°。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孔斜测量记录表、监理记录。 

（四）光纤孔结构设计及成井质量 

要求：钻孔内全孔深布设 5m 间距锚固型定点密集分布式应变

传感光缆，与高强光纤引线在底部串联形成 U 型回路。通过配重

导头植入钻孔内部，然后采用专用回填材料回填钻孔，线路集成

至监测站，建立自动化监测系统。 

光缆开始下放前，需要进行一次清孔，用大泵量清孔，清出

孔内沉渣并调稀泥浆比重在 1.05g/cm3～1.08g/cm3，进行洗孔。光

缆下放，钻杆顶放导头放时，只能让钢丝绳受力，拉紧定点应变

感测光缆，每隔 1m 绑一个扎带。待光缆下放到底部后，立刻固定

钢丝绳，拉紧光缆并固定，固定后使用仪器对光缆进行检测，完

成后，立即回填钻孔，回填材料为直径 10mm 黏土球和石英砂，

含水层投砂、隔水层回填黏土球，分层回填。采用少量多次的方

法回填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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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地面沉降光纤监测孔施工记录表、

填砾情况记录表、止水情况记录表、设计、监理记录。 

（五）钻探班报表及简易水文观测 

要求：按设计及规范。 

验收方法：检查班报表是否准确、真实、全面。 

七、材料质量验收内容 

要求：检查地面沉降监测标组使用各类材料质量是否满足设

计要求。 

验收方法：检查材料合格证、安装记录表、第三方监测报告

及监理单位旁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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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标组竣工报告参考提纲 

 

第一章  项目概况 

第一节 项目来源 

第二节 项目建设目标任务 

第三节 项目建设内容及优化情况 

第四节 工作量完成情况 

第二章  场地地质概况 

第三章  项目建设技术要求 

第四章  项目建设施工工艺 

第一节  地质鉴别孔施工工艺 

第二节  基岩标施工工艺 

第三节  分层标施工工艺 

第四节  地下水监测井施工工艺 

第五节  孔隙水压力观测孔施工工艺 

第六节  光纤观测孔施工工艺 

第五章  项目质量评述 

第一节  项目建设质量控制 

第二节  地质地质鉴别孔施工质量评述 

第三节  基岩标施工质量评述 

第四节  分层标施工质量评述 

第五节  地下水监测井施工质量评述 

第六节  孔隙水压力观测孔施工质量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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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光纤观测孔施工质量评述 

第六章  项目建设安全生产措施 

第七章  项目建设绿色勘查措施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附图目录 

序号 图号 图名 

1 1-1 标组平面位置图 

2 2-1 地质鉴别孔钻孔柱状图 

3 3-1 物探测井成果图 

4 4-1 基岩标成标结构图 

5 4-2 分层标成标结构图 

6 4-3 孔隙水压力观测孔结构图 

7 4-4 光纤监测孔结构图 

8 4-5 地下水监测井水文地质综合成果图 

附件目录 

附件：1.项目设计及审查意见 

2.项目优化设计方案及审查意见 

      3.实验测试资料 

      4.物探测井报告 

      5.单孔质量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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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标段竣工报告参考提纲 

 

第一章  项目概况 

第二章  工作区地质背景 

第三章  项目施工组织实施 

第四章  项目质量评述 

第五章  项目建设安全生产措施 

第六章  项目建设绿色勘查措施 

第七章  项目成果提交 

第八章  存在问题与建议 

附件目录 

附件：1.中标通知书  

2.项目合同 

3.标组质量验收意见 

附图目录 

序号 图号 图名 

1 1-1 标段分布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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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鉴别孔钻孔质量验收意见 

 

项目名称：                                        

 

孔 编 号                  设计孔深               m 

 

钻孔性质                  终孔深度               m 

 

钻机类型                                           

 

孔口坐标 X             Y             H            

 

 

开孔日期：      年      月      日 

 

终孔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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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 

孔 

结 

构 

孔径 

（mm） 
         

起深度

（m） 
         

止深度

（m） 
         

岩 

心 

采 

取 

率 

（%） 

岩性 
岩心长

度（m） 
进尺（m） 采取率（%） 设计要求 完成情况 

粘性土       

砂性土      

风化岩石      

完整基岩      

取样完成情况 

样品 

类型 
工程地质 古地磁 

微体古生

物 
粒度分析 光释光 热物性 

设计 

数量 
      

取样 

数量 
      

完成

率（%） 
      

孔 

斜 

测 

量 

次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孔深 

（m） 
          

倾角           

次序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孔深 

（m） 
          

倾角           

次序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孔深 

（m） 
          

倾角           

使用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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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深 

校 

正 

次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检查前孔

深（m） 
          

检查后孔

深（m） 
          

误差 
-           

+           

处理与否           

次序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检查前孔

深（m） 
          

检查后孔

深（m） 
          

误差 
-           

+           

处理与否           

次序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检查前孔

深（m） 
          

检查后孔

深（m） 
          

误

差 

-           

+           

处理与否           

原始记录质量： 

 

质量总评述： 

 

 

建设单位（签字）： 

 

 

 

日期： 

设计单位（签字）： 

 

 

 

日期： 

施工单位（签字）： 

 

 

 

日期： 

监理单位（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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