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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0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

的通知》（建标协字〔2020〕14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8章和 1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程、调查与评

估、工程设计、施工保护、监测与信息管理、运营维护等。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

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管道结构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广州市市政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

有关资料和建议寄送解释单位（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号，邮政编码：510060；

电子邮箱：1007138145@qq.com），以供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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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证城镇地下排水设施安全，防止、减轻或消除各类工程作业对地下排水设施产

生不利影响，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环境，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1.0.1本标准规定了城镇地下排水设施保护的基本技术要求，提出为防止、减

轻或消除，建设工程施工、工程运维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对城镇地下排水设施的结构

安全和运行安全产生的影响，所需要开展的管理工作和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可为排水设施

保护的专项设计和施工提供技术依据。

在地下排水设施周边进行外部作业时，容易使排水设施结构发生严重变形、破裂等情

况，对城镇地下排水设施的结构安全和运行安全产生影响。例如较常发生的：在管道周边

进行开挖作业，造成管道支墩产生位移、管节发生脱管破裂；在排水设施周边施工(如盾构

掘进)期间，野蛮施工、不履行排水设施保护责任、不按保护方案施工，造成排水设施结构

（如大断面渠箱、泵站）变形、破坏，或擅自拆除、损毁、穿凿、堵塞市政雨水管网，导

致雨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大面积积水，引发城市城市内涝。

由于排水设施修建年代、结构状况、地理位置差异较大，对于老旧、特殊结构的管渠

和排水泵站主体、盖板渠沟等重大排水设施，以及其它超出本规程的特殊情况，应进行专

题论证。

1.0.2 本标准适用于已运营和已建成尚未投入运营的地下排水设施的保护。

1.0.3 对城镇地下排水设施的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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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排水设施 municipal drainage facilities

用于收集、输送、处理、再生和处置污水、雨水的管渠、设备、构筑物、建筑物等的

统称。

2.0.2 重要地下排水设施 important municipal drainage facilities

大型排水箱涵、排水干线管道和 DN800mm以上的其他排水管道、排水泵站、调蓄池、

污水厂等设施。

2.0.3 保护范围 protection range

为保护城镇地下排水设施的正常使用和安全，在其结构及周边特定范围内设置的控制

和保护区域。

2.0.4 外部施工作业 external operation

在排水设施周边进行的对其结构可能产生影响的作业。

2.0.5 施工降水 engineering dewatering

降低地层中滞水、潜水、承压水等地下水的水位，满足地下工程施工的深度和时间要

求的作业。

2.0.6 非开挖施工 trenchless technology

在管道沿线地面下钻挖形成的洞内敷设或浇筑管道或修建地下构筑物的施工方法。包

括夯管法、定向钻法、顶管法、浅埋暗挖法、盾构法等。

2.0.7 封闭工作面 closed working face

在钻挖工作面中采用支撑结构以维护工作空间安全的非开挖施工方式。如机械顶管和

盾构等。

2.0.8 安全评估 safety assessment

根据外部施工作业的设计方案、结构调查情况等，通过建模、计算、分析和测试等方

法，评估外部施工作业对排水设施结构及运营安全影响的工作。

2.0.9 设施迁改 relocation of facilities

为保证外部施工作业安全和排水设施安全，将受影响排水设施临时或永久迁移出施工

影响范围的拆除、重建、恢复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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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保护范围

3.1.1 城镇排水设施产权、运营单位应配合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划定和公布设施保护范围，

设置警示标识。保护范围应根据设施类型、运行与维护要求和周围岩土体地质条件等因素

综合确定。当管道设施运行使用环境发生改变时，可设定保护范围。排水设施保护范围界

限设定应满足表 3.1.1的要求。

表 3.1.1 排水设施保护范围界限

序

号
构筑物、设施名称 保护范围界限设定标准

1 排水管道

（含排放口）

距离管道边

缘（m）

管径（mm） 上方 下方 侧面

DN≥800 5 5 5

DN <800 3 3 3

2 排水渠箱 距离护坡（边缘）两侧（m） 3 3 3

3 深隧

DN3000（含）以上 7D 7D 5D

DN1500- DN3000 6D 6D 4D

DN1500（含）以下 5D 5D 3D

4 泵站、污水（泥）处理

厂（站）
界限

规划用地红线及

深度的 1.5倍

5 污水（泥）收集、储存、

调蓄及处理设施

规划用地红线、设施边

缘外 2m、围墙护栏**
注： 1各类排水设施包括污泥处理处置和污水再生利用设施。DN <800mm具体由

水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审批。

2 D为隧道或顶管直径。

【条文说明】3.1.1 保护范围的划定。

1. 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可能是动态的。例如处在有重载车辆通行的施工出入临时道路

下的排水设施，其运行使用环境发生改变，受到破坏的几率显著增加，应纳入保护范围。

2. 国内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南宁等多个城市在本地排水条例规定了保护范围或

安全防护区范围。例如：

《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规定，污水输送干线管道、直径八百毫米以上的排水

管道或者排水泵站（以下统称重要设施）的保护范围为设施外侧二十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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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设施外侧三米范围内，从事爆破、打桩、顶进、实施深度大于管顶高程的开挖

施工和井点法降低地下水位的施工等活动的，建设单位制定的设施保护方案应经专家论证

通过后，报市或者区水务部门备案。

《广州市排水管理条例》规定，城镇公共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保护范围为：

（一）直径一千毫米以上的排水管道边缘向外延伸五米；

（二）直径六百毫米以上，不足一千毫米的排水管道边缘向外延伸三米；

（三）直径不足六百毫米的排水管道边缘向外延伸二米；

（四）排水渠护坡两侧向外延伸三米；

（五）泵站、污水处理厂及其附属设施的规划用地红线范围。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与处理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等有规划用地红线的，以红线控制范围为

其保护范围；没有规划用地红线的，以设施及附属设施等边缘向外延伸二米或者以围墙、

护栏、警告牌、保护线等界限的区域为其保护范围。

《深圳经济特区排水条例》规定，排水设施安全防护区范围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直径超过四百毫米的污水管网或者直径超过六百毫米的雨水管网边缘外侧各五

米以内；

（二）直径四百毫米以下的污水管网或者直径六百毫米以下的雨水管网边缘外侧各一

点五米以内；

（三）调蓄池、泵站、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规划红线外十米以内。

为保障深层排水隧道设计、施工和安全运行，需考虑周边地下工程施工时互相的不利

影响。经深入调研确定深隧的保护范围应与隧道直径大小及相对位置有关。另外，保护范

围界限的确定还应综合考虑基坑开挖深度、地质地层条件等因素。当存在其他不利因素时，

应适当增大保护范围。

3.1.2 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地下工程施工作业的，应进行专项评估、设计和编制实施方案，

并对设施保护方案组织专家论证。

3.2保护要求

3.2.1 建设工程不得建设占压排水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建设工程与地下

排水设施净距应满足保护要求，地下管线、轨道交通等建设工程在上方穿越排水管渠，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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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向的偏转角度不宜超过 15°，并不得将动载直接传递到排水管渠。

3.2.2 排水设施的保护范围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不得堆放施工渣土和建筑材料，不宜

长时间停放各种车辆和重载机械设备。

3.2.3 严禁直接向城镇排水设施倾倒餐厨垃圾、施工泥浆等废弃物和腐蚀性、易凝聚、有

毒有害、易燃易爆、散发恶臭等可能危害城镇排水设施安全或公共安全的物质，不得扫入

树叶、杂草等地面垃圾。

3.2.4 建设工程排放施工污水和施工降水，建设单位应取得排水许可、排水设施运营单位

的临时接入手续，按要求进行沉砂、消能等预处理后方可排放。

3.2.5 根据施工条件、重要性和编制难度，设施保护方案应在开工前 1个月提交城镇排水

主管部门和运行管理单位审核，满足方案审核审批、施工准备、排水系统调度等的需求。

3.2.6 建设工程完工后，其建设工程范围内和毗邻区域内予以保留的排水设施，结构性缺

陷和功能性缺陷的数量和等级不应大于建设工程开工前的状况。

3.2.7 对于因工程建设需废除的排水设施，应按照国家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

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等规范标准的要求进行拆除、填实处理。

3.2.8 排水设施的变形控制值，应根据设施类别，控制的级别、安全运行要求和外部施工

作业特点等综合确定。排水管渠的变形应不大于管道直径或渠高度的 5%，地下构筑物变

形控制值应不大于表 3.2.8的规定。

表 3.2.8地下构筑物变形控制值

设施类别 安全控制指标 预警值 控制值

地下构筑物

竖向位移 12mm 20mm

水平位移 12mm 20mm

混凝土主体结构裂

缝宽度
0.18mm 0.2mm

振动速度 1.5cm/s 2.5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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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影响地下排水设施安全的外部施工作业可按表 3.2.9划分类型，并应按现行国家和行

业标准规定实施。

表 3.2.9 可能影响地下排水设施安全的外部施工作业类型表

序号 外部施工作业类型 亚类

1 地基处理 注浆、强夯、预压

2 堆载 吊装、临时性、永久性

3 桩基 钢筋混凝土桩钢板桩、钢管桩

4 基坑（槽）开挖 顺作法、逆作法

5 矿山法

6 盾构法

7 顶管法 包括矩形顶管

8 定向钻

9 地下水

10 爆破（振动）

11 水下作业 疏浚、抛填、开挖等

12 围堰作业

13 沉井作业

14 其他外部施工作业

【条文说明】地基处理和堆载应执行《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16）、《建筑

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2-2018)；桩基应执行《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94-2018；基坑（槽）开挖应执行《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2012 和《建筑深

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GJ 311-2013；矿山法应执行《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60-2020，盾构法应执行《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46-2017；顶管法应执行

《给水排水工程顶管技术规程》（CECS246：2008）和《顶管施工技术及验收规范（试行）》

中国非开挖技术协会行业标准和《矩形顶管工程技术规程》T/CECS 716-2020；定向钻法

应执行《水平定向钻法管道穿越工程技术规程标准》CECS382:2014；爆破应执行《爆破安

全规程》(GB 6722—2014)；围堰作业应执行《 钢围堰工程技术标准》GB/T 51295-2018，

沉井作业应执行《沉井与气压沉箱施工规范》GBT 51130-2016

3.2.10 外部施工作业对排水设施安全的影响程度，应根据排水设施所处的施工影响分区进

行划分。施工影响分区应根据建设工程的设计文件、施工工艺和岩土体地质条件等计算确

定。缺乏足够的计算参数时，外部作业的施工影响分区应按附录 A划分。

https://www.so.com/link?m=bHzZfZFAyuzaH2n%2FCQXVuix5CCz%2FaNTYwtvSmzmI3VONX4%2FtUHgMd0b3%2FazfRi%2Fe%2BGB%2Ffe9VyEjZhZ7arCUXms2IoQC6PNJSPwu%2FH4uRd3utFcij4i49x3XSYiQpuNC4N%2FBTlDRHBe7flnFGzl0S8PU6jJ3zKbyYxSqC52mVbFEZsFWOeNEDn5kH8uxpz%2FSWvlbIxJegk%2BZ61z9Ix6rYEL3gC8gepiC01WSZY8R3qoSwhfpVM
https://www.so.com/link?m=bKQzOC%2BTC9nJ85z9wlYCoKnEy2M6UeFThhXOKjBjIyXfo6QfcxcBwl8yTFg4TrzH9xODifLBhGpPh4syZm6FylK2lNcWpq%2BWtFgFhUcgdQ9H%2FNx8%2FKL%2FH7hwQFm7naVqHAzYv6O2kx2e9qz%2BUBhSWWqO8HGCOLSlSPcu6EA%3D%3D
https://www.so.com/link?m=btJlno%2FHjkKeJb6bwvNeFAVB26b0QDohTkhukZRctI2vb52DRx7ZH%2FPx7Tez9PRa1tcg9q3SImFrKs1urvVH8MPXo9XifVgEGUsClRqjREt64MZw3BSYs6pXO3w0hOWWI%2BQ%2BNFbzgKU4Mh3mNPpsUEvEx%2B8fFMnU38UrJpvFAv9VuzRZv6kr%2Byd3oBis%3D
https://www.so.com/link?m=btJlno%2FHjkKeJb6bwvNeFAVB26b0QDohTkhukZRctI2vb52DRx7ZH%2FPx7Tez9PRa1tcg9q3SImFrKs1urvVH8MPXo9XifVgEGUsClRqjREt64MZw3BSYs6pXO3w0hOWWI%2BQ%2BNFbzgKU4Mh3mNPpsUEvEx%2B8fFMnU38UrJpvFAv9VuzRZv6kr%2Byd3oBis%3D
https://www.so.com/link?m=bWBmA%2FzEXPgYysMr4WJHwQRkTL68v6SnQG8dLbH2%2BvdeWDO%2FeSile7n3iX1fwnvrgQRAQDYB%2BK16BXgPPD2YZI922M0uhdoQRGwTNjttgojgbO3LiL2Rl0fqkB52%2BzKhjCG8tl%2FQjcOM3CM7wGDwi%2FpYpuiDYIWrDp3Jnrc7XAfyGbcpPG9x1zrQjqxc2lNS6eB8Ay50TAD%2Bx9yRft1VqalrALhxo6020tGwYRPhPSHv5dpNHcY5W73SHYlEP8c1OT7P7uw%3D%3D
https://www.so.com/link?m=b8BwuBiTR03VgNr4aG3USWflxlkRE19M%2FvLV6B%2B37qHn8O%2BEV%2BHuFLFUS9XVZ7tZsd1t3IwcSBYQ0IBmuDvEjob1%2Fa0IZO7bKFUJP60We%2BBRYy6zj7DuhChnk8lGlF2p0S83ACl%2FnLzmajJxqVAzaMC46tD8Z0DzQH5H6inX4Ijd7pMb7PI%2F57q0%2B%2BYBGII7atHZv1STzmUb%2BcU1r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231/12/39200287_717875075.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231/12/39200287_717875075.shtml
https://www.so.com/link?m=b1OB6MOfFSdIW%2BbdO%2FvUuChAgnbm97A3dNEsyN4TFkjE8i4nXNl8C7eqXMLKGG61l8OvMqPWrsSV%2FRqy4py%2BcP3TVkEsQnnIK0TpDPYa56H651ijBVWA2HYhGFSf7kRdXjH%2BAl26lI7NXoIqUUc5ZHdlDcn71D2z6a%2BCEPjvn3p0EAmIwJITXNwdtljyf6rU2Cb%2Fvju6EKssxr3xZ
https://www.so.com/link?m=bkTJrU4nRhvqropcwcIkUd7C81K1okmZQGfgfzmm%2FMuMbXm49lVCMEA8okIo8B9v87rE%2Bm343tekrfRcty3rK50IeYvOM0%2FOu7PdGDJsckxOu8d3LM1f7dNb0%2BBS9Bohqq6RWRu897QXTnSIIgFS0v4WJrzto5nv0waAjaXw%2F%2BRvLeqTHzaZrd62eW0yEjs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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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重大影响外部施工作业主要包括：

1 安全风险等级为一级的外部施工作业；

2 地下排水设施位于强烈影响区（A）、主要影响区（B）的外部施工作业（附录 A）；

3 地下排水设施存在性能劣化状态时安全保护范围内的外部施工作业。

3.3工作程序

3.2.12 工程建设时，应按图 3.3.1的程序实施设施保护工作。经调查评估，属于重要地下

排水设施的，或在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有关单位应制定设施保护专项设计方案，

按程序开展系列保护工作；对于一般地下排水设施或其他建设工程，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可

通过备案等形式加强设施保护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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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地下排水设施保护的实施程序

3.2.13 建设、设计、施工和监测等单位应按各自职责开展设施保护工作。

【条文说明】3.3.2 排水设施保护专项设计和施工方案应报请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审核，方

案经审核同意后方可组织实施。实施设施保护工作程序时各单位的职责：

1 建设单位按要求做好排水设施调查和评估工作。建设单位是制定排水设施保护设计

和施工方案的责任主体，建设单位应协调施工单位、设计单位、排水设施运行维护单位共

同制定设施保护设计和施工方案，必要时应邀请专家进行论证。建设单位应根据审核通过

的排水设施保护施工方案开展排水设施保护工作，组织开展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2 设计单位根据排水设施调查和评估情况和项目，结合施工特点，做好排水设施保护

设计施工方案。

3 施工单位应配合建设单位做好排水设施保护设计和施工方案；严格按照排水设施保

护施工方案全过程实施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不得影响排水设施安全。作业过程中做好

施工范围内排水设施巡查和状态监测，同时做好排水设施应急抢险、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准

备工作。

4 监测单位监测单位应根据排水设施保护设计方案编制施工监测方案，对建设工程本

体以及毗邻排水设施实施监测。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监测成果，应保证监测数据的真实性。

监测单位按照设计单位设定的报警值及时报警。发现异常时，及时向建设、设计、施工单

位报告。

3.2.14 地下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开展设施保护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经核查确认设施破坏的情况后，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根据情节、后果和社会影

响程度，判断后果严重程度。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造成后果严重的情形，应立

即向排水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报告。

2 应做好排水设施的日常维护运营和巡查，向有关单位提供必要的设施信息和资料，

做好现场交底等工作，加强排水设施巡查和旁站。可通过签订设施保护协议等形式加强保

护工作。

3 应制定排水设施破坏应急预案，做好应对突发事件、应急抢修等的准备工作。设施

破坏后，运行管理单位应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等级、危害程度等，启动应急预案。

3.2.15 对于既有排水设施工程保护工作，运行管理单位应按照图 3.3.4所示的流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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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设施破坏事件。

图 3.3.4 既有排水设施保护工作流程图

【条文说明】3.3.4 根据既有排水设施保护工作流程，在发现并经核查确认设施破坏的情

况后，运行管理单位应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根据情节、后果和社会影响程度，判

断后果严重程度。造成后果严重的，应及时向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报告，并配合行政、

司法机关开展有关调查工作，移交相关证据材料，提出设施保护和经济赔偿要求。对所造

成的经济损失，运行管理单位可通过司法途径要求责任单位予以赔偿。

3.4保护职责

3.4.1 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建设前期阶段，应查明和掌握工程建设影响范围内的地下排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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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相关情况，收集相关资料（管径、流向、材质、埋深、位置、设备等），开展现场核

实，并根据需要进行排水设施安全影响评估工作。

3.4.2 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进行设施保护设计，在开工前组织施工单位根据设计及现

场情况制定设施保护方案并组织实施。

3.4.3 建设单位发现工程建设范围内及与本工程建设有关的排水设施受到破坏或其运行

安全受到影响时，应及时报告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和运行管理单位，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

应急抢险，防止损害后果加重和次生灾害发生。

3.4.4 勘察单位在勘察作业时，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采取措施保护排水设施的安全。

3.4.5 设计单位应防止因设计不合理导致排水设施排水能力降低或破坏。针对施工过程或

建设工程本体可能对排水设施产生重大影响的，应进行专项设计。

3.4.6 设计单位应明确与建设工程影响范围内的排水设施的监测要求和控制限值。

3.4.7 施工单位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专项施工方案等文件时，应明确对有关排水设施

的专项防护措施。

3.4.8 工程监理单位应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有关排水设施保护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

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3.4.9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破坏排水设施或影响排水设施安全运行

隐患时，应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

门报告。

3.4.10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手续，采取措施防止施工作

业、排水等行为影响排水设施安全运行。

3.4.11 工程建设单位等查询建设范围内及毗邻区域的排水设施信息时，运行管理单位应及

时提供相关资料。

3.4.12 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排水设施保护工作制度，明确工作职责、流程和工作要求。

3.4.13 对于涉及重要地下排水设施的建设项目，运行管理单位应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并形成

会议纪要。

3.4.14 发生排水设施破坏或安全事故后，运行管理单位应启动应急预案，配合有关部门开

展抢险救援工作，配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工作，收集、保存有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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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 其他单位和个人在保护范围内从事爆破、钻探、打桩、顶进、挖掘、取土等可能影

响排水设施安全作业的，应与运行管理单位等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

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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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查与评估

4.1 一般规定

4.1.1 城镇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作业，应先开展调查、检测与评估等工作。

4.1.2 城镇地下排水设施保护调查应包括作业前调查、过程调查及作业后调查，调查应形

成正式记录或报告。

4.1.3 从事城镇地下排水设施检测和评估的单位应具备相应的资质，检测人员应具备相应

的资格。

4.1.4 作业前调查应在安全评估之前开展，按照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和有关规定，对城镇地

下排水设施的安全状态进行调查，为安全评估提供基础资料。

4.2 现状调查

4.2.1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查明工程建设范围内地下排水设施的相关情况，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4.2.2 应调查排水设施位置、形式、运行状态等情况，并收集排水设施竣工、检测、监测、

养护维修等历史资料。

4.3 检测与评估

4.3.1 在排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外部施工作业前，应对地下排水设施进行检测或鉴

定及安全评估，并制定安全保护专项方案。

4.3.2 作业前、作业期间及作业后应对排水设施进行检测，确认排水设施的完好状态。

4.3.3 排水管（渠）设施检测与评估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

程》CJJ 181、《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的有关规定执行。

4.3.4 排水设施结构检测宜采用无损检测方法，检测过程中应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4.3.5 排水设施混凝土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并判定其缺陷。

4.3.6 在施工作业过程中损坏排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立即通知维护运营单位采取应急措

施，并立即组织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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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外部施工作业的排水设施安全保护专项方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排水设施现状调查；

2 专项设计方案；

3 专项施工方案；

4 监测方案；

5 安全评估；

6 应急预案。

4.3.8 外部施工作业应进行安全评估，包括作业前评估、过程评估、作业后评估。

4.3.9 对重要地下排水设施或性能状态劣化容易发生破坏的排水设施，外部施工作业前评

估宜采用理论分析、模型试验、数值模拟等方法，预测外部施工作业影响下排水设施的抗

变形能力和承载能力，确定相应的安全控制指标值，评估外部施工作业设计、施工、监测

方案和排水设施保护方案的可行性。

4.3.10 评估时计算分析宜考虑排水设施与土体的相互作用，采用合适的本构关系和边界条

件，按现行国家标准进行验算。

4.3.11 外部施工作业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开展过程评估工作：

1 监测数据达到或超过结构安全控制预警值；

2 地下排水设施原有病害出现较快发展或出现新增病害。

4.3.12 建设工程完工以及受影响排水设施变形稳定之后，地下工程建设单位应委托有相应

资质的单位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相关规定进

行作业后评估。

4.3.13 作业后评估应基于作业后地下排水设施的检测结果和作业过程中的监测数据开展。

4.3.14 作业后的检测结果应与作业前的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定量描述建设工程对城镇

排水设施安全的影响程度。

4.3.15 作业后评估应评估受影响排水设施后期运行的安全性，并提出继续监测和修复处理

等建议。

4.3.16 安全评估应形成专项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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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设计

5.0.1 地下工程的设计方案应保证周边城镇地下排水设施的运行安全。工程选址确定后，

建设单位应向城镇地下排水设施主管部门了解建设场地范围内地下排水设施的分布情况及

埋深，确定地下排水设施的保护范围。

【条文说明】当建设工程位于城镇地下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时，建设单位应在工程开工前

组织完成地下排水设施保护方案设计，并联合地下排水设施运营单位组织设施保护方案的

专家评审；经专家评审并通过的设施保护设计方案应报送城镇地下排水设施主管部门备案。

当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施工方案有重大变更时，地下排水设施保护方案应重新进行设计、

评审和备案。

5.0.2 排水设施保护方案应根据建设工程的设计文件、施工工艺和排水设施的安全风险等级

等进行设计，包括设施安全防护方案、设施变形监测方案、设施异常应急预案等内容，并

提出保障设施运行配合条件。

5.0.3 排水设施与工程管线的最小净距应满足现行《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

的规定。管线交叉点应尽量避开排水管道接口处。

5.0.4 城镇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应根据周边排水设施的位置、走向、埋深、类

别、运行荷载、状态等级、安全风险等级和变形控制要求等设计保护方案。

5.0.5 排水设施的状态等级应根据计算评估确定。缺乏计算参数时，可按现行《城镇排水管

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 评估的管段修复指数 RI确定，按表 5.0.5划分。检测时

间超过 1年时，工程建设单位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重新进行检测与评估。

表 5.0.5 排水设施的状态等级

排水设施的状态等级 修复指数 RI 状态类型

Ⅰ级 RI≤1 结构条件基本完好

Ⅱ级 1<RI≤4 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破坏现象

Ⅲ级 4<RI≤7 结构在短期内可能会发生破坏

Ⅳ级 RI>7 结构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破坏

5.0.6排水设施的安全风险等级，应根据建设工程施工作业对排水设施的影响分区（附录A）、

排水设施自身的状态等级和相关环境因素按表 5.0.6 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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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6 排水设施的安全风险等级

排水设施状态

等级

受影响的排水设施的安全风险等级

强烈影响区（A） 主要影响区（B） 一般影响区（C） 较小影响区（D）
Ⅰ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Ⅱ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Ⅲ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Ⅳ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条文说明】排水设施的安全风险等级主要由自身结构状态和不同施工工法影响范围确定。

5.0.7 排水设施安全防护方案的设施安全防护措施及其专项施工组织设计等内容应满足下

列要求：

1 排水设施安全防护措施应按表 5.0.7 单独或组合选用作业前预先防护和作业过程中

防护。

2 排水设施安全防护方案包括作业过程防护措施时，其专项施工组织设计应完整纳入

建设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表 5.0.7 排水设施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风险

等级

作业前预先防护 作业过程防护

设施隔离 设施迁改 设施加固 控制挖掘 变形监测 填充空洞

一级 ○ ○ ○ ○ ○ ○

二级 ○ △ ○ ○ ○ ○

三级 △ ○ ○ ○ ○

四级 △ △ △ ○

注：○ 为应选项目，△ 为宜选项目。

5.0.8 排水设施的安全防护，应按安全防护方案的专项施工组织设计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

行。

5.0.9 隔离措施可采用旋喷桩、水泥土搅拌桩、引孔钢板桩等，隔断施工作业对排水设施的

扰动。隔离措施可设置在距施工作业区 2m的范围内，桩长宜为施工作业区深度加 2倍的

隔离措施与施工作业区的水平距离。隔离桩的选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1 旋喷桩适用于淤泥、淤泥质土、黏性土、粉土、砂土、碎石土、人工填土等土质；

当土中含较多的大粒径块石、硬塑黏性土、中密中（粗）砂、大量植物根茎、地下障碍物

或有过多的有机质时，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有动水压力和已涌水的工程不宜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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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泥土搅拌桩适用于正常固结的淤泥与淤泥质土、素填土、软塑或可塑的黏性土、

稍密或中密的粉土、松散至稍密状态的砂土等土质；不适用于含孤石、障碍物较多且不易

清除的杂填土、欠固结的软土、硬塑及坚硬的黏性土、密实的砂类土，以及地下水渗流影

响成桩质量的土层。

3 钢板桩引孔适用于硬塑及坚硬的黏性土、全风化至微风化泥质岩层等土质，引孔机

械可根据现场情况采用长螺旋钻机等。

5.0.10 设施预先加固可采用结构内衬补强、注浆加固等措施，提高设施结构的整体稳定性

和抗变形能力。

【条文说明】5.0.10 采用内衬补强措施时，可选用钢筋混凝土内衬、钢筋网水泥砂浆内衬

等，配筋率满足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要求，内衬需综合考虑原有设施

的排水能力。注浆加固适用于砂土、粉土、黏性土、淤泥质土、素填土、杂填土以及风化

岩等土（岩）质；/注浆加固材料可选用水泥浆液、硅化浆液和碱液等固化剂；注浆孔宜采

用矩形或梅花形布孔形式，注浆孔间距和排距视浆液有效扩散距离、注浆相互重叠宽度而

定，可取 1.0m~2.0m，多排布孔时排距宜小于或等于孔间距；注浆压力应根据土质特性及

其埋深确定，在砂土中宜为 0.2MPa~1.5MPa，在黏性土中宜为 0.3MPa~0.6MPa，在淤泥质

土中宜为 0.1MPa~0.4MPa；注浆加固应满足现行《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的相关

要求。

5.0.11 设施迁改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采用永久迁改或临时迁改。永久迁改应报设施主

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实行；临时迁改的排水设施不得降低原管渠的排水能力，施工作业

完成后按原状恢复。

5.0.12 排水管道迁改宜以检查井段为基本单位。

5.0.13 临近排水建构筑物时，可采取人工分段开挖、保持土体平衡等控制挖掘措施，降低

挖掘作业对周围土体的扰动。人工分段开挖每段长度宜不超过 4m，必要时可采用跳挖法

进行挖掘。

5.0.14 填充空洞可根据实际需要选用满足要求的中粗砂、石屑等无粘性土。基坑、隧洞与

工程结构之间的空隙和降水井、隔离桩拆除或拔除后的孔洞等应及时填充，并振捣密实，

提高周围土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塌陷区、土洞、溶洞等，可采用混凝土、砂浆等进行填

充，防止塌陷进一步扩大。



19

5.0.15 排水设施周边范围内，不应进行强夯、爆破作业。

5.0.16 当采用真空预压地基加固时，地基加固区边线与相邻建筑物、地下管线等的距离不

宜小于 20m。并考虑预压施工对相邻建筑物、地下管线等产生附加沉降的影响。

5.0.17 地面堆载应放置在距离管道轴线大于 10倍管道外径处。

【条文说明】5.0.17 临时性堆载对管道破坏的主要影响是由于土体固结引起管道沉降，管

道的相关保护部门需要及时对管道上方进行排查，及时清理临时堆载，避免堆载物长期堆

放导致管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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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保护

6.1 一般规定

6.1.1 作业前应根据本规程第 3.1.1条和附录A及其他相关规定确定施工作业的影响范围以

及现状排水设施的保护范围。

【条文说明】本章主要针对在现状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作业作出

规定，避免工程作业对现状排水设施造成破坏。主要包括外部施工作业下保护措施要求和

为保护设施开展的施工作业要求。

6.1.2作业前应确定施工影响范围内排水设施的准确位置，采用坑探时应人工开挖。

6.1.3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在开工前或施工过程中组织设计、施工、

监测等相关单位实施排水设施保护方案；排水设施运营单位未到现场核实确认之前，不得

开工或继续施工。

6.1.4排水设施的保护宜优先采用原地保护的方法。

6.1.5实施排水设施保护方案需要进入设施内部进行作业时，应按国家或地方有关有限空间

作业的现行标准执行。

【条文说明】6.1.5 为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提高有限空间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

安全技能，遏制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事故多发频发势头，2020年 10月 29日应急管理部组织

编制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和 4个专题系列折页,并要求贯彻执行。

6.1.6排水设施安全保护方案实施期间，宜对受影响排水设施采取临时导流措施，临时导流

不得降低原排水能力。

6.1.7施工单位应按照安全保护专项设计方案制定专项施工方案，按建设管理要求开展方案

审批后，应严格按照排水设施安全保护方案、安全评估报告和有关技术要求组织施工。

6.1.8 工程施工的机械、机具、原材料、土方以及临时或永久性建（构）筑物等不得占压排

水检查井和雨水口等地面排水设施。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10/W0202011023327254289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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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原地保护

6.2.1 在地下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基坑（槽）开挖施工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采用锚喷护壁、撑板支撑、钢板桩支撑等支护措施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规范

和规程的要求；

2 在基坑与排水设施之间设置钢板桩、搅拌桩等隔离措施，隔离桩拔除时应及时充填

空隙并振捣密实；

3 与排水设施并行开槽距离较长时，宜采用分段间隔施工法。

4 土方开挖不得破坏地下排水设施。地下排水设施周边 0.5m范围内的土方应采用人

工开挖。

6.2.2对揭露出的地下排水设施进行悬吊保护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吊结构必须坐落在坚实稳定可靠的支墩上。

2 在施工作业期间保证支撑、悬吊的材料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结构设计合理，确

保管线在悬吊期间的变形与位移值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3 对跨越基坑较长或接口有断裂危险的管线，应先采取加固措施在进行悬吊。

4 工程施工中，不得碰撞支吊系统或利用其作起重架脚手架或模板支撑。

5 对支吊的地下排水设施，应根据其类型分别设立安全保护区，严禁施工机械靠近。

6 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应对支吊的刚性管线进行监测。

7 在工程完工后管线下方应回填密实，并有密实检测记录。

6.2.3 在地下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非开挖施工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设计要求、工程特点及有关规定，对管(隧)道沿线影响范围地下排水设施设

置观测点，进行监控测量。监控测量的信息应及时反馈，以指导施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 在采取顶管、牵引管等封闭工作面的非开挖施工作业时，应采取防止或减少地面沉

降或隆起的措施。

3 在采取矿山法、新奥法等非封闭工作面的非开挖施工作业时，应采取土体注浆等措

施对排水设施下方土体进行超前加固。

4浅埋暗挖法的土方开挖，当土层变化较大时，应及时控制开挖长度；在稳定性较差

的地层中，应采用保留核心土的开挖方法，核心土的长度不宜小于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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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贯通后或在掘进过程中及时注浆充填洞壁（内）间隙，并进行检测。

6.2.4 在地下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堆载预压、真空预压等对地下排水设施产生竖向荷载

的工艺施工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考虑施工产生的竖向荷载对地下排水设施产生的附加沉降影响，设定堆载方量限

制；

2 预压加固区边线与相邻建筑物、地下管线等的距离不宜小于 20m，当距离较近时，

应对相邻地下排水设施采取保护措施。

6.2.5 在地下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预制管桩等对排水设施产生挤土影响的工艺施工作

业时，应对地下排水设施采取注浆加固、板桩隔离等保护措施。

6.2.6 在地下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基坑抽排、井点降水等对地下水有影响的施工作业

时，应根据工程规模、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周围环境等要求制定施工降（排）水方案并

取得业主、监理认可，

【条文说明】6.2.6 制定施工降（排）水方案要求主要避免对地下排水设施造成破坏。设计

降水深度在基坑(槽)范围内不应小于基坑(槽)底面以下 0.5m。

6.2.7 盾构法作业时，应对工作井洞口土体进行加固并应对经加固的洞口土体进行检查。出

始发工作井拆除封闭门前应将盾构靠近洞口，拆除后应将盾构迅速推入土层内，缩短正面

土层的暴露时间；洞圈与管片外壁之间应安装洞口止水密封装置。

6.2.10 沉井采用触变泥浆助沉时，应做好沉井周围空隙触变泥浆的灌入、补浆和置换，并

应利用监控指导施工，避免盲目施工，防止土体坍塌。

6.2.11 在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的施工作业应进行全过程施工监测及排水设施变形监测。工

程施工作业过程中，施工单位应根据施工监测和排水设施变形监测的反馈结果及其变化趋

势，及时优化调整施工方案，满足排水设施保护方案提出的监测控制值。

6.3 设施迁改

6.3.1 原地保护措施难以实现或不能保证排水设施安全，且排水设施拆除后具备恢复条件

时，可采用临时迁改。临时迁改的排水设施应完全重新建设，不得降低原排水能力，工程

完工后必须按原方案恢复排水设施。

6.3.2 原地保护措施难以实现或不能保证排水设施安全，且排水设施拆除后不能恢复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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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永久迁改，永久迁改应按规划方案实施。

6.3.3排水设施的迁改与恢复，应按现行标准、规范和规程进行施工和验收；旧设施必须在

新设施投入使用后才可拆除；

6.3.4雨水设施的迁改或恢复，不宜在汛期进行。

6.4 抢险作业

6.4.1在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施工作业，施工单位应编写排水设施应急预案，并报

排水设施运行维护单位备案。

6.4.2施工现场应备有堵漏、排水等应急物资与设备，应急通讯应保持畅通。

6.4.3施工单位发现排水设施异常或接到变形监测预警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现场

抢险，及时通知并配合排水设施运营单位进行设施抢修。

6.4.4排水设施运营单位应在设施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组织抢险抢修，并及时向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24

7 监测与信息管理

7.1 一般规定

7.1.1 外部施工作业时，应加强对排水设施的观察和巡视，并应对安全风险等级为一级、

二级以及存在性能劣化状态的排水设施进行监测。

7.1.2 排水设施影响范围内的工程施工应进行变形监测。

7.1.3 排水设施安全控制指标值宜符合表 3.2.8的规定。

7.1.4 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当监测数据达到或超过预警值、出现新增病害或原有病害出现

较快发展时应暂停施工作业，调查病害发展变化情况，分析病害原因。

7.1.5 作业后调查应在外部施工作业完成且监测数据稳定之后开展。

7.1.6 外部施工作业对排水设施产生影响时，其作业应满足城镇地下排水设施的安全控制

要求。

7.2 监测要求

7.2.1 监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

规范》GB50982和《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等的有关规定。

7.2.2 应依据结构特征、技术状态、设计要求、外部施工作业施工方案等技术资料编制城

镇地下排水设施的监测方案。

7.2.3 监测方案中的监测布点和频率，应根据排水设施安全风险等级及安全评估结果确

定，结合排水设施变形动态调整。

7.2.4 监测位置宜布置在监测对象变形和内力的关键特征点上，监测点的布置要求应符合

表 7.2.4的规定。地下结构曲线段监测断面的间距应加密布置。

表 7.2.4 地下构筑物监测点布置要求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位置 测点布置位置

1 竖向位移 按 3m~20m一个断面 重要排水结构顶板、底板和侧墙

2 水平位移 按 3m~20m一个断面 重要排水结构顶板、底板和侧墙

3 结构裂缝 结构裂缝位置 裂缝两侧均匀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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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7.2.4 排水管道的结构监测不容易实施时，可通过地面打孔接触管道监测，对

重要地下排水设施（管道）应实时监测。

7.2.5 排水设施的监测频率，应能系统反映监测对象所测项目的重要变化过程及其变化时

刻。当监测数据接近排水设施安全控制指标的预警值时，应提高监测频率；当发现排水设

施有异常情况或外部施工作业有危险事故征兆时，应采用不间断实时监测。

7.2.6 排水设施的监测周期，应从测定监测项目初始值开始，至外部施工作业完成且监测

数据趋于稳定后结束。

7.2.7 监测项目的初始值应在外部施工作业实施前测定，应取至少连续测量 3次的稳定值

的平均数作为初始值。

7.2.8 排水设施的监测方法，应采用仪器监测与人工巡视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外部施工作

业时宜进行自动化监测。

7.2.9 排水设施监测新技术、新方法应用前，应与传统方法进行验证。监测精度可按现行

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911的相关规定执行。

7.2.10 监测记录应及时检查整理。监测数据偏离预测状态时，应根据实测或修正参数重新

评估、预测排水设施沉降、位移或变形的发展趋势，必要时应改进施工方案。

7.2.11 排水设施变形监测应持续至地下工程完工且设施变形达到稳定，或地下工程完工一

年。设施变形稳定的标准宜为最后 100d的平均变形速率不大于 0.01mm/d。

7.2.12 监测项目应能及时反映外部施工作业对排水设施安全影响的重要变化，排水设施的

监测项目可根据表 7.2.12进行选择。

表 7.2.12 排水设施监测项目

序号 监测项目
排水设施安全风险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 竖向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宜测

2 水平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宜测

6 结构裂缝 应测 应测 宜测 可测

7.2.13 监测预警等级划分及应对管理措施应符合表 7.2.13的规定。

表 7.2.13 监测预警等级划分及应对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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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等级 监测比值 G 应对管理措施

A G<0.6 可正常进行外部施工作业

B 0.6≤G<0.8
检测报警，并采取加密监测点或提高监测频率等措施

加强对排水设施的监测

C 0.8≤G<1.0
应暂停外部施工作业，进行论证工作，各方共同制定

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并经组织审查后，开展后续工

作

D G≥1.0 启动安全应急预案

注：监测比值 G为监测项目实测值与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值的比值。

【条文说明】7.2.13 排水设施变形监测应根据设施保护专项设计及设施运营管理要求，综

合专家评审意见确定监测项目、监测预警值。

7.2.14 排水设施原有病害出现较快发展或出现新增病害时应预警。

7.2.15 外部施工作业过程中，对排水设施的监测应能准确及时反映结构的实际状态及外部

施工作业对结构安全的动态影响。

7.2.16 当监测指标达到监测控制值时，应立即停止外部施工作业，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并告知排水设施运行维护单位。

7.2.17 城镇地下排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有多项外部施工作业交叉作业时，应考虑对排水

设施产生的叠加效应。

7.3 信息管理

7.3.1 城镇排水设施管理单位宜配备信息管理系统。有条件的地区宜建立排水设施地理信

息系统，对排水设施档案及排水监测信息实施动态化、智能化管理。

7.3.2 排水设施外部施工作业单位应将外部施工作业信息、监测方案、监测数据、监测报

告等资料、图片传输至信息管理系统。

7.3.3 外部施工作业实施前应由施工作业单位建立现场视频监控系统，确保作业实施全过

程的视频信息传输至信息平台。

7.3.4 现场视频应能够实现监视、录像、回放、备份、报警及网络浏览等功能，存储设备

能够满足对所有摄像机 24h不间断录像，录像保存时间应至外部结构施工完毕且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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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数据稳定六个月后为止。

【条文说明】7.3.4排水设施相关材料、档案应由档案管理部门负责保管备查，积累资料，

为日后管理、维修和防汛抢险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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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营维护

8.0.1 排水设施应保持良好的水力功能和结构状况，排水设施的运营维护、纳管管理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及其他有关规

定。

8.0.2 排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加强排水设施的日常巡视监管，防止未经排水许可，随意私接

乱接管道进入排水设施，破坏排水设施。

8.0.3 各地应制定适应本地区的排水管理条例，排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加强宣传、监管、处

置，防止因地下排水设被损坏造成安全隐患发生突发事件，建立排水监管档案。

8.0.4 排水设施管养单位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

术规程》CJJ 68及其他有关规定对排水设施运行、巡视进行管理，按标准进行检测、养护、

维修；排水设施养护维修责任单位应成立相应的应急救援组织，配备救援器材设备，并定

期组织演练。

8.0.5 排水设施管养单位负责城镇排水设施的安全运行，应履行下列维护职责：

1 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规程；

2 设置安全防范设施，定期进行地下管线运行状态评估；

3 进行地下管线日常巡查和定期维护，并且做好记录，发现地下管线以及辅助装置破

损、老化、缺失的，应及时修复、更换；

4 定期排查地下管线存在的安全隐患，制定隐患整改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5 工程施工作业可能对地下管线造成影响的，在接到建设单位通知后，指定专人做好

施工现场地下管线设施的监护工作。

8.0.6 排水管理单位应建立排水设施的运行、巡视、养护、维修以及突发事件的记录档案，

并应进行统计和分析。

【条文说明】8.0.6 要求排水设施管养单位建立起相关台账，记录日常中的巡视、运行、

维修、养护信息，一方面便于辖区内排水设施的资料积累，另一方面对现有管道情况的统

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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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已经实行雨水、污水分流排放的区域，不得将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相互混接。已经

实行雨水、污水分流排放的区域，不得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

8.0.8 任何单位和个人致使含腐蚀性、放射性、易燃易爆等有毒、有害物品的污水排入公

共排水设施，应立即采取必要的应急补救措施，同时报告排水行政主管部门。

8.0.9 施工作业有可能影响排水设施安全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提出排水设施保护方

案，并与排水设施养护维修责任单位协商后，报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8.0.10 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以及自建排水设施的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将污水排入排水

设施，不得直接排放。

8.0.11 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排水户向城市

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向排水设施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按污

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

8.0.12 排入城市排水设施的污水，应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含有固体、有毒有害、易燃易爆

等物质的污水，排放单位应按要求采取处理措施，符合排放标准方可排放。排水设施管理

部门对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排水用户核发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8.0.13 城市排水设施发生故障或遇到险情需要断水抢修时，排水用户接到排水设施管理部

门的通知后，应采取措施，配合抢修。因使用不当造成排水、防洪设施堵塞或损坏的，由

责任人承担维修费用。

8.0.14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1 堵塞排水管道，妨碍他人排水的；

2 擅自占压、拆卸、填埋或者穿凿排水设施的；

3 向排水设施倾倒垃圾、废渣、施工泥浆水、污水处理后的污泥等废弃物的；

4 向排水设施倾倒、排放腐蚀性、放射性、易燃易爆等有毒有害物品的；

5 损坏或者盗窃井盖、雨水篦子等排水设施的；

6 擅自启动闸门的；

7 向排水管道加压排水的；

8 其他损害排水设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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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5 排水设施管理单位在巡查中发现损害设施的行为问题，应制止并上报相关部门及时

采取措施。

8.0.16 城市污水处理单位不得擅自停运污水处理设施，不得利用城市排水管网蓄滞污水。

8.0.17 与城市排水管渠相通的湖、库、河道的水位管理，应兼顾城市排水、防洪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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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划分宜根据外部施工作业的施工方法确定，特殊情况按工程

实际制定专项方案。

A.0.1 注浆施工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 A.0.1确定。

表 A.0.1 注浆施工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注浆孔周边 1m范围内

主要影响区（B） 注浆孔周边 1m～2m范围

一般影响区（C） 注浆孔周边 2m～3m范围

较小影响区（D） 注浆孔周边 3m范围以外

注：1 表中影响范围使用于注浆压力不大于 1.0MPa的情况，注浆压力大于 1.0MPa

时需单独论证。

A.0.2 基坑开挖、沉井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 A.0.2和图 A.0.2确定。

表 A.0.2 基坑开挖、沉井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基坑或沉井周边 0.7h1范围内

主要影响区（B） 基坑或沉井周边 0.7～1.0h1范围

一般影响区（C） 基坑或沉井周边 1.0～2.0h1范围

较小影响区（D） 基坑或沉井周边 2.0h1范围以外

注：1 h1为基坑开挖的结构底板深度或沉井法的刃脚底深度。

2 当外部施工作业需施工锚杆、锚索、土钉时，作业边界以锚杆、锚索、土钉末

端的水平投影位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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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2 基坑开挖、沉井法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A.0.3 桩基施工分为挤土桩和非挤土桩，宜按下述情况分区。

1 挤土桩施工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 A.0.3-1和图 A.0.3-1确定。

表 A.0.3-1 挤土桩施工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桩孔周边 1.0d范围内

主要影响区（B） 桩孔周边 1.0d～3.0d范围

一般影响区（C） 桩孔周边 3.0d～5.0d范围

较小影响区（D） 桩孔周边 5.0d范围以外

注：1 d为桩孔设计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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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3-1 挤土桩施工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2 非挤土桩施工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 A.0.3-2和图 A.0.3-2确定。

表 A.0.3-2 非挤土桩施工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桩孔周边 1.0d范围内

主要影响区（B） 桩孔周边 1.0d～2.0d范围

一般影响区（C） 桩孔周边 2.0d～3.0d范围

较小影响区（D） 桩孔周边 3.0d范围以外

注：1 d为桩孔设计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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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3-2 非挤土桩施工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A.0.4 矿山法施工分为深埋矿山法和浅埋矿山法，宜按下述情况分区。

1 深埋矿山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 A.0.4-1和图 A.0.4-1确定。

表 A.0.4-1 深埋矿山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隧道正上方及外侧 1.0b范围内

主要影响区（B） 隧道外侧 1.0b～2.0b范围

一般影响区（C） 隧道外侧 2.0b～3.0b范围

较小影响区（D） 隧道外侧 3.0b范围以外

注：1 b为矿山法隧道的毛洞跨度。

2 当外部施工作业需施工锚杆、锚索、土钉时，作业边界以锚杆、锚索、土钉末

端的水平投影位置为准。

3 本表适用于矿山法外部施工作业的深埋隧道，深埋隧道指隧道顶埋深大于 3b

（b为隧道毛洞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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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4-1 深埋矿山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2 浅埋矿山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 A.0.4-2和图 A.0.4-2确定。

表 A.0.4-2 浅埋矿山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隧道正上方及外侧 0.7h2范围内

主要影响区（B） 隧道外侧 0.7～1.0h2范围

一般影响区（C） 隧道外侧 1.0～2.0h2范围

较小影响区（D） 隧道外侧 2.0h2范围以外

注：1 h2为矿山法外部施工作业隧道底板的深度。

2 当外部施工作业需施工锚杆、锚索、土钉时，作业边界以锚杆、锚索、土钉末

端的水平投影位置为准。

3 本表适用于矿山法外部施工作业的浅埋隧道，浅埋隧道指隧道顶埋深小于 3b

（b为隧道毛洞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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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4-2 浅埋矿山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A.0.5 盾构施工分为深埋盾构法和浅埋盾构法，宜按下述情况分区。

1 深埋盾构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 A.0.5-1和图 A.0.5-1确定。

表 A.0.5-1 深埋盾构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隧道正上方及外侧 1.0D范围内

主要影响区（B） 隧道外侧 1.0D～2.0D范围

一般影响区（C） 隧道外侧 2.0D～3.0D范围

较小影响区（D） 隧道外侧 3.0D范围以外

注：1 D为盾构法隧道的外径。

2 当外部施工作业需施工锚杆、锚索、土钉时，作业边界以锚杆、锚索、土钉末

端的水平投影位置为准。

3 本表适用于盾构法外部施工作业的深埋隧道，深埋隧道指隧道顶埋深大于 3D

（D为隧道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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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5-1 深埋盾构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2 浅埋盾构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 A.0.5-2和图 A.0.5-2确定。

表 A.0.5-2 浅埋盾构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隧道正上方及外侧 0.7h3范围内

主要影响区（B） 隧道外侧 0.7～1.0h3范围

一般影响区（C） 隧道外侧 1.0～2.0h3范围

较小影响区（D） 隧道外侧 2.0h3范围以外

注：1 h3为盾构法外部施工作业隧道底板的深度。

2 当外部施工作业需施工锚杆、锚索、土钉时，作业边界以锚杆、锚索、土钉末

端的水平投影位置为准。

3 本表适用于盾构法外部施工作业的浅埋隧道，浅埋隧道指隧道顶埋深小于 3D

（D为隧道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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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5-2 浅埋盾构法的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A.0.6 顶管法、水平定向钻法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 A.0.6和图 A.0.6确定。

表 A.0.6 顶管法、水平定向钻法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A） 管道正上方及外侧 1.0D范围内

主要影响区（B） 管道外侧 1.0D～2.0D范围

一般影响区（C） 管道外侧 2.0D～3.0D范围

较小影响区（D） 管道外侧 3.0D范围以外

注：1 D为管道设计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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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6 顶管法、水平定向钻法外部施工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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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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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3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

4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

5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911

6 《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7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

8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

9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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