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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新疆建筑基坑

土钉支护统一技术规定》的通知

新建标[2008J5 号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建设局，各地、州、市建设局(建委)，兵团建

设局、新疆建工集团、兵团建工师、各有关单位z

根据 <<2006 年自治区第一批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 (新建

标 [2006J15 号)，自治区建设标准服务中心组织有关单位编制了

《新疆建筑基坑士钉支护统一技术规定》。经审查，现批准为自治

区工程建设标准，编号为: X]J038-2008。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自治区建设厅负责管理，自治

区建设标准服务中心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及组织出版发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厅

二∞八年七月十六日



目。昌

为了在新疆地区建筑基坑土钉支护的设计与施工中做到技术

先进、经济合理、质量可靠、确保基坑边坡支护稳定和周边环境

安全，根据自治区建设厅《关于印发 2006 年自治区第二批工程建

设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由建设厅标准定额处、自治区

建设标准服务中心组织新疆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新疆域乡岩士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等单

位共同编制了本技术规定。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借鉴了国家

和兄弟省市的经验，认真研究分析了我区市建筑基坑士钉支护的

设计与施工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针对基坑士钉支护的设计与施工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讨论，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分为 6 章节。主要内容是z 总则、基本规定、工程调

查与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施工监测和检验、附录等。

此次《新疆建筑基坑士钉支护统一技术规定》的编制是根据

全区工程实践经验，在确保基坑边坡稳定条件下，结合新疆干早

半干旱地区特殊工程地质条件编制而成，提出了相关技术参数，

增加标准编制内容的灵活性及可操作性。实施本规定可在土钉支

护设计与施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达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因地

制宜、合理设计、精心施工、严格监控、确保质量的目的。本标

准在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地州、市设计和施工企业的意见，通

过组织多次讨论、审查，最后经建设厅批准发布，在全疆范围内

贯彻实施。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

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及时向自治区建设标准服务中心(乌鲁木



齐市光明路 121 号建设广场 B 座 22 楼，邮编 830002)，和新疆岩

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反馈(乌鲁木齐市西虹东路 258

号，邮政编码: 830003λ 

主编单位z 新疆岩士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z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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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为了在新疆地区建筑基坑士钉支护的设计与施工中做到技

术先进、经济合理、质量可靠、确保基坑边坡支护稳定和周边环

境安全，特制定本规定。

1. 0.2 基坑土钉支护的设计与施工，应根据本地区的工程经验，
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与周边环境的特点和要求，做到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合理设计、精心施工、严格监控。

1. O. 3 本规定适用于基坑陡坡开挖临时性士钉支护工程。基坑深
度不应超过 12m. 使用期限不应超过 12 个月。对使用期限超过 12

个月的基坑，应考虑影响基坑支护的各种不利因素，采取相应的

加强措施。

1. O. 4 基坑土钉支护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监测应统一由专业岩土
施工单位负责，以便于及时根据现场测试与监控结果进行信息化

设计与施工。

1. O. 5 基坑士钉支护工程的设计、施工与验收除本规定己作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及自治区现行有关标准、规程的规定。



2 基本规定

2.0.1 根据建筑基坑土钉支护工程破坏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工程的

复杂程度，基坑支护工程分为三个安全等级，设计时可根据工程

具体情况按下表 2.0.1 选定。

表 2.0.1 建筑基坑土钉支护工程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基统和环撞条件

1.开挖深度伽l~h~12圃，且在 1 倍开炮深

度范图内有重要建〈构筑)筑物，重要管

支护结构破坏或土体失稳或 线和道路等市攻设施.

一级 过大变形对基坑周边环域和 2. 开挖深度 611<h<9II.基坑降水幅度大于

地下结构施工影响很严重. 0.6 h; 基坑内中软土层厚度大于 0.6 h. 

且在 1 倍开挖深度范围内有重要建〈构}

筑物，重要管线或道路等市政设施.

支护结构破坏或土体失稳或

二级
过大变形对基坑周边环撩影

除一级、三级以外的基坑工程
响-般，但对地下结构施工影

响严重.

支护结构破坏或土体失稳或
1. 开挖深度 h~6m. 且在周罔 1 倍开挖深

三级 过大变形对基坑周边环攘及
度范围内无特殊要求保护的建(构〉筑物，

地下结构施工影响不严重.
管线和道路等市政设施.

2. 基坑深度内无地下水

注: 1.从一级开始，向二、三级推寇.以最先满足为准.

2. 重要管线系指其破坏后果严重或恨严重的管线，如煤气、压力水管线或影响丽大

的通讯电缆线等.

3. 中软土系指稍密的砾、粗、中砂，除松散外的细、粉砂. 200kPa~f..注 130kPa 的

粘性土和粉土.

2.0.2 本规定所述土钉为打入注浆式土钉，系指采用冲击设备将

特殊加工的钢管打入土层，然后注浆而成，也称锚管或管钉。采

用打入式的注浆士钉支护适用于下列土体z 卵石〈碎石〉、圆砾(角

砾〉、砂土、素填土等。对于厚度不大的可塑、硬塑粘性士，非饱
和粉土层亦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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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基坑工程的土方开挖方式，分无支护开挖和有支护开挖两

类。

1.场地开阔，且位移限制要求不严，经验算能保证士坡稳定

时，可采用无支护放坡开挖。根据边坡稳定性验算，选择合适的

放坡坡度，亦可根据场地工程地质条件，边坡高度结合当地经验，

按附录 B 确定。

2. 放坡开挖受限制时，应采用有支护的土方开挖方式。

2.0.4 新疆地区常用基坑支护结构类型有z

1.士钉支护或喷锚支护:

2. 排桩支护:

3. 排桩+士钉支护或排桩+预应力锚杆支护。

支护结构类型可根据基坑周边环境、开挖深度、工程地质与

水文地质、施工作业设备和施工季节等条件，按附录 C 选用。

当支护变形需要严格限制且基坑开挖范围内软弱土层厚度较

大亦可以采用《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120-99) 所推荐的

其他支护技术。

2.0.5 基坑士钉支护设计应考虑下列荷载:

1.士压力、水压力:

2. 一般地面荷载(包括材料堆放，车辆，超重运输造成的荷

载等人当地面荷载小于 20kNI旷时则按 20kN/旷取值:

3. 临近建筑物荷载:

4. 跨年度回填基坑的工程，应考虑季节性冻土对土钉墙产生

的冻胀力。

2.0.6 土钉支护的设计、施工应包括现场测试与监控以及反馈设

计的内容。支护结构的变形控制值应根据周边环境保护要求和坑

内永久性结构变形允许条件等因素确定:支护结构设计的最大水

平位移不宜超过附录 D 预警值。

2.0.7 在基础施工和土钉墙规定使用期限内，应保护支护结构的

完好性，不得破坏支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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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调查与岩土工程勘察

3.0.1 土钉支护设计前必须进行充分的工程调查，收集场地周围

已建工程及拟建工程的设计、施工文件和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并

应进行现场踏勘。

3.0.2 基坑周边环境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z

1.查明基坑影响范围内建(构〉筑物的结构类型，层数、基

础类型、埋深、基础荷载大小及上部结构现状:

2. 查明基坑周边的各类地下设施。包括上、下水，电缆、煤

气、雨水、热力管线、人防地道等的分布和性状:

3. 查明场地周边和临近地区地表水汇流排泻情况，地下管线

楼漏情况以及对基坑开挖的影响:

4. 查明基坑四周道路距基坑的距离及车辆载重情况。

3.0.3 基坑土钉支护的工程勘察应与拟建工程的岩士工程勘察同

步进行。勘察的范围应根据基坑开挖深度、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

和环境确定，可在基坑开挖线外按开挖深度的 0.5........ 1. 0 倍范围内

布置勘探点。

对于一级基坑工程，在进行支护设计前应进行专项勘察或工

程调查，应注重对水文地质条件的勘察。

3.0.4 基坑开挖深度内的各主要土层均应取样做土工试验，或进

行原位测试。

4 



4 设计

4. 1 一般规定

4. 1. 1 基坑土钉支护应按下列内容进行设计。

1.根据工程类比和工程经验，设计士钉墙结构各部分尺寸和

材料参数，包括z

1)土钉的直径、长度、间距、倾角及分层施工高度:

2) 土钉材料、注浆材料等:

3) 土钉墙坡角:

2. 士钉抗拔承载力验算:

3. 整体稳定性分析:

4. 喷射砂浆面层设计与坡顶防护设计:

5. 土钉与面层连接的构造设计:

6. 监测设计并根据施工过程中的反馈信息验证设计。

4.1.2 土钉支护的整体稳定性计算和土钉的设计计算采用总安全

系数法，亦可采用概率分析法或其他经过验证的计算方法。

4.1.3 土压力、水压力强度的计算和其计算指标的取值应符合以

下要求:

1.碎石类士的抗剪强度指标，一级基坑工程可通过现场大型

直剪试验确定，二、三级基坑工程无试验条件时可根据地区经验

确定，亦可按附录 A选用。

2. 地下水位以上的土体，应采用天然重度，总应力强度指标

计算。

3. 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和碎石士，宜采用士压力、水压力分

算。

4.1.4 土钉与土体界面的极限摩阻力取标准值，极限摩阻力的标

准值可取现场实测平均值的 0.8 倍，以上参数应按不同土层分别
确定，进行初步设计时，极限摩阻力的标准值可参照附录 E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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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支护体构造参数

4.2.1 主要承受士体自重作用的打入式注浆锚管，其构造做法可

按以下要求选用。
喷射砂浆护西 肪本地面

喷射砂蒙面层

固 4.2.1 土钉支护构造圄

1.对于一级基坑工程，放坡系数不应大于 1:0.30; 对于二

级和三级基坑工程，放坡系数不应大于 1:0.20 。

2. 锚管可采用普通铜管，外径不小于48mm; 壁厚 3.0"-'3.5 mm. 
3. 锚管内端头宜制成锥形。

4. 锚管连接宜采用对焊，接头处应拼焊不少于 3 根φ14 如

强筋。

5. 锚管管壁应设置出浆孔，间距宜为 300"-'500mm，孔径宜

为 7"-'10mm，靠近锚管外端头1. O~2. Om 距离内不应设出浆孔。

6. 注浆材料宜采用水呢净浆或水泥砂浆，其强度等级不宜低

于 MI0。

7. 土钉长度 L 与基坑深度 h之比对非饱和粘性士、粉士、砂

土宜取 O. 8---- 1. 2，对碎石类士宜取 O. 5---- 1. 0 。

为了减少支护变形，控制地面开裂，顶部士钉的长度宜适当

增加，而底部士钉长度可适当减少。第一排士钉应避让基坑周边

地下管线、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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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士钉的水平和坚向间距品和五宜在1. 0~2. 5m 的范围内，

在粘性士中或松散碎石土中可取小值，在密实碎石类士中可取大

值，每层施工高度与士钉的坚向间距相对应。

9. 喷射砂浆面层的厚度在 80~120mm 之间，砂浆强度等级不

应低于 M10。喷射砂浆面层内应设置钢筋网，钢筋网的钢筋直径

6........8mm，网格尺寸 200..........300mm.

对于二级和三级基坑支护工程，当有足够地区经验时，面层

内也可设置冷拔丝网片或铜板网。冷拔丝网片的直径 2.0 ........ 
3.0mm; 网格尺寸 150........200mm; 铜板网厚度 2.4..........3.0mm; 网格尺

寸 40..........60mm.

4.2.2 为提高锚管在粘性士、粉土、砂土层中的注浆效果，提高

其抗拔能力，可在钢管前端部加焊锥尖，亦可在锚管前段注浆孔

前加焊短钢筋 (φ14..........φ16) 或角钢。

与
A鸟

...,,_ 

l 1000 • 
主阜寸仁主斗

图 4.2.2 锚曹细部构造图

1一焊接锤尖 2→到刺短钢筋或角钢 3一接头管绑焊

4.2.3 土钉向下倾角宜在 50..........200，当遇有局部障碍物时，允许调

整士钉的怯度和方向。

4.2.4 锚管与喷射砂浆面层的连接采用图 4.2.4 所示的方法。锚

管端部与加强筋之间采用 "L" 型短钢筋进行焊接，焊缝长度应大

于 5 倍的钢筋直径 d 且不小于 100ml曰:锚管接长应采用 3 根短钢

筋进行绑条焊接，焊缝长度应注5d 且不小于 100mmo

4.2.5 坡面上下钢筋网(或冷拔丝网片、钢板网片〉搭接长度应

大于等于 200mm。加强筋应采用 φ14..........φ16 钢筋，坚横向均应设

置二根，其间距与土钉间距相同，加强钢筋应采用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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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锚管与面层连接细部

4.2.6 土钉墙顶应做砂浆护面，墙顶和墙脚直采取排水措施，在

面层上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泄水孔。

4.3 支护体整体稳定分析

4.3.1 土钉墙的整体稳定性分析应考虑土钉墙施工期间不同开挖

深度完工后不同高度的多种工况。

4.3.2 士钉墙设计首先应进行坡体的整体稳定性分析，分析时可

采用简化圆弧滑裂面条分法(图 4.3.2) ，其整体稳定性验算方法

详见《基坑士钉支护技术规程)) CCECS96: 97)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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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土钉支护的外部整体稳定性分析与重力式挡土墙的稳定分

析相同，可将士钉加固的整个土体视为重力式挡士墙，分别验算2

1.整个支护士墙沿底面水平滑动:

2. 整个支护士墙绕底角倾覆，并演算此时支护士墙底面的

地基承载力。以上验算可参照《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GB50007 -2002) 中的计算方法。对三级基坑工程或有放坡条件
的部分二级基坑工程，当有足够当地经验时，土钉墙的整体稳定

性分析可只作外部稳定性验算。
q 

:z: 

\:7E 
I B 

图 4.3.3 支护体抗滑移及抗倾覆计算简图

4.4 土钉抗拨力验算

4.4.1 在整体稳定分析的基础上，应对有代表的土钉进行抗拔力

验算，单根主钉抗拔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Tt/ωιrj L 1 (4. 4. 1) 
句 =7亏了→ LKdJ

句 XJ 习

kdj一第 j 根土钉抗拔安全系数:

a一第 j 个土钉位置主动土压力强度:

岛，5.广第 j 个士钉与相邻土钉平均水平垂直间距:

aj一第 j 根土钉与平面的倾角:

T..j一第 j 个土钉破裂面外士体提供的有效抗拔承载力:

[品]一土钉抗拔承载力安全系数:一级支护工程取1. 5;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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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护工程取1. 3; 三级支护工程取1. 2。

4.4.2 一级基坑支护工程，土钉抗拔承载力设计值应按现场试验

确定。

10 

二、三级基坑支护工程，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Ttj = trd哼 L qsik/i 

d，.j一第 j 根土钉锚国直径:

d nj =do +2a 

d一锚管直径

(4.4.2) 

r一注浆影响半径:对于碎石类土， a取 4----6cm;

对于其它类土层， a取 1---3cm 。

qsik一士钉穿越第 j 层土体与锚固体摩阻力，可参照附

录 E 取值:

lj一第 j 根士钉在直线破裂面外穿越第 i 稳定士体内

的长度，破裂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互土丘。

q。

2 

(自 +φ.)/2

图 4.4.2 土钉支护抗拔承载力计算简固

l一啧射砂浆土面层 去-土钉



5 施工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基坑土钉支护工程施工前，业主、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

会同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

5. 1. 2 施工单位编制的士钉支护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应包

括z 工程概况、施工组织管理、施工准备、施工部署、施工方案、

施工进度、质量保证体系、安全保证措施、施工监测安排，应急

抢险措施等。

5.1.3 士钉支护施工机具和施工工艺应按下列要求选用:

1.打入式注浆钢管土钉可采用气锤式土钉机锤击成孔:

2. 注浆泵的规格、压力和输浆量应满足施工要求:

3. 砂浆喷射机的输送距离应满足施工要求: 供水设施应保

证喷头处有足够的水量和水压(不少于 O.2MPa);

4. 空压机应满足喷射机及气锤式土钉机工作风压和风量要

求:可选用风量 g.......12m3jmin 以上，压力大于 0.5 MPa 的空压机。

5.1.4 土钉支护的施工流程宜符合下列规定:

1.按设计要求开挖工作面，人工修整边坡:

2. 喷射第一层砂浆: 一般厚度为 30.......40mm;

3. 打入锚管:

4. 绑扎钢筋网(或冷拔丝网片，钢板网片)，焊接纵横向加

强钢筋。

5. 喷射第二层砂浆面层:

6. 锚管内压力注浆、补浆。

根据不同的土性特点，放坡条件和支护构造方法，上述顺序

可以变化。当土坡坡面较平整，放坡较缓，土体自稳能力较强时，

可采用一次性喷射砂浆面层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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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坑土方开挖与地下水控制

5.2.1 基坑开挖应根据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的特点采取合理的开

挖方式。

基坑分段分层深度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开挖，按作业顺序施工。

在完成上层作业面的士钉与喷射砂浆以前，不得进行下一层

开挖。

5.2.2 对于自稳能力差的士体为防止基坑边坡的裸露土体发生明

陷，可采取以下措施:

1.对修整后的边坡立即喷射砂浆面层:等凝结后再打入锚管:

2. 在作业面上亦可先构筑钢筋网(或钢板网、冷拔丝网〉喷

砂浆面层，而后再打入锚管:

3. 在水平方向上分小段间隔开挖。

5.2.3 基坑工程施工中，机具设备、堆放材料等，至坑边的距离

应根据设备重量，振动情况，土质情况等综合确定。一般情况下，

在距基坑上部边缘铀的范围内，严禁承受大于 20kPa 的荷载。塔

吊的位置应根据塔吊荷重，塔吊基础埋深和基坑土质情况综合确

定，应尽量使基坑边坡上设置的塔吊基础埋深与基坑同深度。当

塔基埋深小于基坑深度时，应保证塔基与基坑底部的水平距离大

于塔基埋深与基坑深度的差值。

5.2.4 基坑开挖应及时降水，

实施有效的地表排水，支护内

部排水，以及基坑排水措施。

5.2.5 基坑四周地面应进行防

水、排水处理，防止雨水、生活

用水等地面水浸入周边士层。

5.2.6 在支护面层背部应插入

长度 400""'600mm，直径不小于

40mm 的排水管，其外端伸出支

护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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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为了排除积聚在基坑内的渗水和雨水，应在坑底设置排水

沟及集水坑。排水沟离开边壁不小于 O.3m，坑中积水应及时抽出。

5.3 打入土钉与啧砂浆面层

5.3.1 对分段分层开挖完毕的基坑边坡，应按设计要求定出孔位

并作出标记和编号。打入士钉过程中遇到障碍物需调整孔位时，

不得影响支护安全。

5.3.2 搭设士钉机操作平台所需的铜管支架应有足够的刚度和稳

定性，并应设置一定数量的斜撑和剪刀撑。

5.3.3 锚管应按设计长度进行锤击打入，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

可进行避让调整并应根据现场土质情况和周边环境进行相应的设

计变更:

1.当锚管端部遇到相邻建筑基础、地下管沟、地下障碍物时1

2. 当第一排锚管前端出露地面时:

3. 当锚管遇密实碎石土侧摩阻力增大，连续施打其贯入速率

低于 10cm/20min 时。

5.3.4 喷射砂浆配合比应通过试验确定:粗骨料最大粒径不宜太

于 8mm，水灰比不宜大于 0.45; 并应通过外加剂来调节所需早强

时间。

5.3.5 喷射砂浆的喷射F即芋应自上而下:喷头与受喷面距离宜控制在

0.8........ 1. 5m 范围内，射流方向垂直指向喷射面，但在钢筋部位，应先

喷填钢筋后方:然后再喷填钢筋前方，防止在钢筋背面出现空醋。

5.3.6 为保证施工时的喷射砂浆厚度达到规定值，可在边壁面上

垂直打入短的钢筋段作为标志。当面层厚度超过 80mm 时或坡面较

陡:一次喷射吵浆厚度难于保证时，可采用二次喷射，每次喷射

砂浆厚度宜为 40........50mm 。

5.3.7 喷射砂浆终凝后 2h; 应根据当地条件，采取连续洒水养护

3........Sdo 

5.3.8 喷射砂浆强度可周边长 7.5cm 立方试块进行测定，制作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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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时应将试模底面紧贴边壁，从侧向喷入砂浆:每 200m2 或每一
工作日取 2 组(每组 6 块〉试件。

5.4 土钉注浆

5.4.1 锚管端部通过与面层内的加强筋及钢筋网连接时(图

4.2.4)，其相互之间应可靠焊牢。

5.4.2 注浆采用水泥净浆的水灰比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宜加入适

量的速凝剂等外加剂以促进早凝和控制路水。严禁加大用水量。

浆体应拌搅均匀并立即使用，开始注浆前，中途停顿或作业完毕

后须用水冲洗管路。

5.4.3 锚管采用压力注浆，对每一土钉应逐一进行压力注浆，仔细

记录每一士钉的注浆量，注浆时间，避免漏孔:一般采用二次注浆

工艺。第一次注浆时可采用低压注浆 (0.4'"""'0.6MPa)，第二次注浆

时可采用高压注浆 (O.8'"""'2MPa)。注满后保持压力 3'"""'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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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监测和检验

6. 0.1 土钉支护的施工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支护体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的量测:

2. 地表开裂状态(位置、裂宽〉的观察:

3. 附近建筑物丰u重要管线等设施的变形测量和裂缝观察:

4. 基坑渗、漏水和基坑内外的地下水变化:

5. 在支护施工阶段，每天监测不少于 2 次，在完成基坑开挖，

变形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可适当减少监测次数:

6. 施工监测应自基坑开挖前持续至整个基坑回填结束。

6.0.2 测点位置应选在变形最大或局部地质条件最不利的地段，

测点总数不应少于 3 个，测点间距不宜大于 30m，所采用的测量

仪器应符合国家有关规范的精度要求。

6.0.3 应特别加强对基坑开挖过程、雨天、雨后和季节性融雪期

间的监测，以及对各种可能危及支护安全的水害来源(场地周围

生产、生活用水、上下水道、贮水池罐;因开挖后士体变形造成

管道漏水等)进行仔细观察。

6.0.4 在施工开挖支护过程中，基坑顶部的侧向位移与当时的开

挖深度之比如超过附录 D 的最大水平位移预警值时，应密切加强

观察、分析原因，必要时对支护结构采取加固措施。

6. O. 5 土钉支护施工所用原材料的质量及各种材料性能的检验，

均应以现行的国家技术标准为依据。

6.0.6 一级基坑支护工程，土钉工程质量验收应，做抗拔试验，试

验数量应为土钉总数 1%，且不应少于 3 根，检验的土钉位置应具

有代表性。

士钉验收合格标准为:士钉抗拔力平均值应大于设计抗拔力，

抗拔力最小值应大于设计抗拔力的 0.9 倍。

墙面喷射砂浆厚度应采用钻孔检测，由孔数宜每 200 ffi'墙面

积一组，每组不应少于 3 点。

二级基坑支护工程可视工程特点进行检测，三级基坑支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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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不作检测。

6.0.7 支护工程竣工后，应由工程发包单位、监理、支护设计和

施工单位共同按设计要求进行工程质量验收。工程验收时，支护

单位应提供以下竣工资料z

1.原·材料检验和试验报告:

2. 施工记录和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

3. 喷射砂浆强度、厚度，土钉抗拔力等检查和试验报告:

4. 设计变更报告和工程重大问题处理文件:

5. 支护位移、沉降及周围地表、地下管线(沟)等各项监测

内容和测量记录与观察报告:

6. 竣工图纸。

6.0.8 在支护竣工后的规定使用期限内，支护施工单位应继续对

支护结构的变形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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