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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1年第二批协会标

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1〕20号）的要求，编

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为 7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经纬仪法测量、倾斜仪法测量、吊垂线法测量、滑动测斜仪法测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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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管理，由中国科学院武汉

岩土力学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

建议，请反馈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地址：武汉市武昌

区八一路小洪山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邮编：430071）。

主 编 单 位：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参 编 单 位：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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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规范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垂直度测量检测的程序和方法，提

高测量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制定本规程。

1. 0. 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工程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基础施工过程中

及施工后对桩身垂直度的测量检测。

1. 0. 3 按本规程进行垂直度测量检测时，尚应符合国家和各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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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1 桩身垂直度 pile inclination
本规程所指的桩身垂直度，指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的外露桩头部

分外轮廓的总体倾斜率和倾斜方向，采用滑动测斜仪法时，指桩顶

到测斜管底深度范围的总体倾斜率和倾斜方向。

2. 0. 2 桩身倾斜方向 pile inclination orientation
桩身倾斜方向指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总体倾斜所指向的方位。

2. 0. 3 经纬仪法 theodolite measuring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对露出地面部分桩身外轮廓进行测量得到桩

身倾斜率的方法。

2. 0. 4 倾斜仪法 inclinometer measuring
用专门的倾斜仪靠在桩身外轮廓表面直接测出桩身倾斜率的方

法。

2. 0. 5 吊垂线法 plump line measuring
靠近桩身外轮廓设置吊垂线，测出桩身外表面不同高度点离垂

线水平距离，计算出桩身倾斜率的方法。

2. 0. 6 滑动测斜仪法 sliding inclinometer measuring
在管桩孔内放入带对中装置的测斜管，滑动测斜仪在测斜管中

测量倾斜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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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 1 一 般 要 求

3. 1. 1 桩身垂直度测量检测宜以露出地面桩头部分的桩身外圆轮

廓为检测对象，可采用经纬仪法、倾斜仪法或吊垂线法。当需要测

量管桩全长垂直度且管桩内孔贯通时，可采用滑动测斜仪结合装有

对中装置的测斜管在管桩内孔中进行。

3. 1. 2 采用经纬仪法或吊垂线法测量时，桩身露出地面部分高度不

应少于 500mm；采用倾斜仪法时，桩身露出地面高度不应少于

300mm。

3. 1. 3 桩身垂直度测量宜分别测出外露桩头在水平面上互相垂直

两个方向上的倾斜率分量，并根据倾斜率分量计算出总倾斜率及总

倾斜方位。

3. 1. 4 选择检测点时应尽量避开有表面缺陷、形状不规则以及端板

和套箍的位置。

3. 1. 5 桩身垂直度测量检测应记录被检测部位的标高及倾斜方向，

3. 1. 6 桩身垂直度测量检测数量及抽样方法应依据相关规范确定。

3. 2 测 量 方 式 及 精 度 要 求

3. 2. 1 进行管桩垂直度测量检测时，应分别测出管桩在相互垂直的

两个水平方向上的倾斜率，然后根据式（3.2.1）计算出总体倾斜率。

（3.2.1）

式中：I－管桩的总体倾斜率；

Ix－x方向上的倾斜率，规定上端偏向 x正方向时为正值；

Iy－y方向上的倾斜率，规定上端偏向 y正方向时为正值。

   2'2'
yx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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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管桩垂直度测量中总体倾斜率的测量精度应满足式

（3.2.2-1）的要求。

10/sm （3.2.2-1）

式中：ms－倾斜率测量误差；

Δ－管桩倾斜率的允许值。

3. 2. 3 单个方向倾斜率测量精度应满足式（3.2.2-2）的要求。

 210/2/  sx mm （3.2.2-2）

式中：mx－单方向倾斜率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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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纬仪法测量

4. 1 一 般 规 定

4. 1. 1 经纬仪法适用于对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在施工过程中或验收

时对桩身露出地面部分外圆轮廓的倾斜率进行测量检测。

4. 1. 2 采用经纬仪法测量时，现场应具有良好的通视条件。

4. 1. 3 采用经纬仪法时，桩头露出地面高度不应少于 500mm。测

量之前应将桩头外圆表面清理干净，待测部位表面应光洁、无破损

或凸出部分。

4. 2 仪 器 设 备

4. 2. 1 采用经纬仪法测量时，可采用经纬仪或全站仪作为测量设

备。

4. 2. 2 仪器的标准状态、检定及保养应符合相关国家及行业规范的

要求，进行测量时，仪器应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4. 2. 3 仪器的精度应符合本规程第 3.2节的要求，经纬仪或全站仪

测角精度不低于 GB/T 27663规定的等级 II的要求。

4. 3 测 量 步 骤

4. 3. 1 采用经纬仪法检测时，选择在水平面上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

进行测量，如下图所示，在桩身外圆轮廓相应的四个测位进行标记，

每个测位标记上下两个测量照准点并记录其高度，上下照准点间距

不小于 500mm，其连线应在桩身轴截面上。各测位的上（下）照准

点高度宜位于同一桩身横截面。仪器测站应选在垂直于待测倾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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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桩身外圆切线上，测站与相应测位之间的水平距离宜在 5m至

10m之间。

图 4.3.1 经纬仪法测量垂直度平面示意图

图中：S1～S4——测站 1～测站 4；
C1～C4—测位 1～测位 4；
li——测站 Si至测点 Ci之间的水平距离。

4. 3. 2 仪器设站平整对中后，用全站仪、测距仪或卷尺测量测站至

测位的水平距离，测距精度不低于±5mm。垂直度测量以桩身外圆

轮廓上标记点为照准目标，必要时可以在桩身上安装辅助照准标志。

测量时先照准上测点，将仪器水平角置零，记录垂直角，然后再照

准下测点，记录垂直角和水平角。每个测站进行一回次的测量，按

附录 A记录测量数据，记录中宜注明每个测位观测到的倾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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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数 据 处 理

4. 4. 1 测站 i测得的桩身外轮廓倾斜率按以下步骤计算。

1 测站 i上下照准点之间的高差应按公式（4.4.1-1）计算：

)tan(tan ii 下上   ii Dh （4.4.1-1）

式中：hi——测站 i上下照准点之间的高差(mm)；
Di——测站 i至测点 i的水平距离（mm）；

β上 i——测站 i上照准点的垂直角；

β下 i——测站 i下照准点的垂直角。

2 测站 i 上下照准点之间在与视线垂直方向上的水平偏离

值应按公式（4.4.1-2）计算：

iii Dd   / （4.4.1-2）

式中：di——测站 i上下照准点偏离值(m)；
Di——测站 i至测点 i的水平距离（m）；

αi——测站 i上下照准点之间的水平夹角（″）；

ρ——常数，其值为 206265。

3 测站 i测得的与视线垂直方向上的桩身倾斜率应按公式

（4.4.1-3）计算：

iii hdI / （4.4.1-2）

式中：Ii——测站 i测得的与视线垂直方向的桩身外轮

廓倾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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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2 桩身外轮廓总体倾斜率用矢量相加的方法按公式（4.4.2）计

算：

（4.4.2）

式中：I－管桩外轮廓的总体倾斜率；

'
xI －x方向平均倾斜率（如图 4.3.1）

  2/42
' III x  ；

'
yI －y方向平均倾斜率（如图 4.3.1）；

  2/31
' III y 

。

4. 4. 3 桩身垂直度经纬仪法测量检测报告应包括工程名称、检测日

期、被测桩类型及桩号、仪器型号、上下照准点标高、x及 y方向

的实际方位、总体倾斜率及倾斜方位。

   2'2'
yx III 



11

5 倾斜仪法测量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倾斜仪法适用于对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在施工过程中或验收

时对桩身露出地面部分外圆轮廓的倾斜率进行测量检测。

5. 1. 2 采用倾斜仪法测量时，桩头露出地面高度不应少于 300mm。

测量之前应将桩头外圆轮廓表面清理干净，待测部位表面应光洁、

无破损或凸出部分。

5. 2 仪 器 设 备

5. 2. 1 采用数字式倾斜仪作为检测设备，测斜仪应有适用于圆柱面

的定位槽，定位槽长度不应小于 300mm，槽宽不宜小于 50mm。

5. 2. 2 倾斜仪的倾斜率测量精度不低于 1‰（在垂直方向±10°范

围内），仪器应具备角度和倾斜率数字显示功能，倾斜率显示分辨

率应高于 0.5‰，仪器宜配置水平气泡并具备自动置零功能。

5. 2. 3 仪器的标准状态、检定及保养应符合相关国家及行业规范

的要求，进行测量时，仪器应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5. 3 测 量 步 骤

5. 3. 1 采用倾斜仪法测量检测时，选择在水平面上相互垂直的两个

方向进行测量，如图 5.3.1所示，在桩身外圆轮廓相应的四个测位进

行标记，各测位标高宜位于同一桩身横截面，测位露出地面部分应

能保证倾斜仪稳定贴合在外圆轮廓表面。

5. 3. 2 测量前对倾斜仪进行置零，待仪器稳定后方可进行测量。

5. 3. 3 将倾斜仪定位槽贴合在标记的测位表面，仪器应保持稳定不

能晃动。数据稳定之后进行读数，每个测位进行三次读数，按附录

B记录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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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倾斜仪法测量垂直度示意图

图中：C1～C4——测位 1～测位 4。

5. 4 数 据 处 理

5. 4. 1 读数为倾斜率时，测位 i的倾斜率取三次读数的平均值，读

数为测试面与垂直方向的夹角时，倾斜率按公式（5.4.1）计算。

)tan( iiI  （5.4.1）

式中，Ii－测位 i测得的相应方向上的外轮廓倾斜率；

i －测位 i处的外轮廓面与垂直面的夹角读数

平均值。

5. 4. 2 总体倾斜率用矢量相加的方法，按本规程第 4.4.2的规定进

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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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桩身垂直度倾斜仪法测量检测报告应包括工程名称、检测日

期、被测桩类型及桩号、仪器型号、测位上端标高、x及 y方向的

实际方位、总体倾斜率及倾斜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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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吊垂线法测量

6. 1 一 般 规 定

6. 1. 1 吊垂线法适用于对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在施工过程中或验收

时对桩身露出地面部分外圆轮廓倾斜率进行测量检测。

6. 1. 2 采用吊垂线法测量时，桩头露出地面高度不应少于 500mm。

测量之前应将桩顶及桩头外圆轮廓表面清理干净，待测部表面位应

光洁、无破损或凸出部分，桩顶应平整，能稳定放置吊线装置。

6. 2 仪 器 设 备

6. 2. 1 吊垂线法测量管桩垂直度采用设备包括吊线装置、钢直尺、

钢卷尺和游标深度尺。

6. 2. 2 吊线装置应能稳固放置在待测桩上，吊线直径不大于

0.5mm，宜配有防风罩等稳定装置。钢直尺、钢卷尺精度不低于 1mm，

游标深度尺应有数字显示功能，宜配置水准气泡，测量精度不低于

0.01mm。

6. 2. 3 钢直尺、钢卷尺和游标深度尺的标准状态、检定及保养应符

合相关国家及行业规范的要求，进行测量时，仪器应在检定或校准

有效期内。

6. 3 测 量 步 骤

6. 3. 1 采用吊垂线法检测时，选择在水平面上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

进行测量，如下图所示，在桩身外圆轮廓相应的测位表面进行标记，

每个测位标记出上下测量点，测量点应在吊垂线所在的桩身轴截面

上，用钢卷尺或直尺测量上下测点间距按附录 C记录，测量点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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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小于 500mm。各测位的上（下）测量点标高宜位于同一桩身横

截面。

图 6.3.1 吊垂线法测量垂直度示意图

图中：C1～C4——测位 1～测位 4。
6. 3. 2 待吊线锤稳定后，用游标深度尺端部抵住测量点，尺身保持

水平，游标底部接触吊线，测出吊线至测点的水平距离，读数精确

到 0.01mm，每测点各测三次按附录 C进行记录。

C1

C2

C3

C4

吊线锤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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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数 据 处 理

6. 4. 1 测位 i的倾斜率 Ii按公式（6.4.1）计算。

  iiii hddI /- 上下 i=1,2 时

  iiii hddI /- 下上
ii

i=3,4 时 （6.4.1）

式中，di下－测位 i下测点距离垂线距离测量平均值（mm）；

di上－测位 i上测点距离垂线距离测量平均值（mm）；

hi－测位 i上下测点距离平均值（m）；

6. 4. 2 总体倾斜率用矢量相加的方法，按本规程第 4.4.2的规定进

行计算。

6. 4. 3 桩身垂直度吊垂线法测量检测报告应包括工程名称、检测日

期、被测桩类型及桩号、仪器型号、测位上测点标高、上下测点间

距、x及 y方向的实际方位、总体倾斜率及倾斜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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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滑动测斜仪法测量

7. 1 一 般 规 定

7. 1. 1 滑动测斜仪法可以在施工完成后测量单节或多节预应力混

凝土管桩全长的垂直度。

7. 1. 2 采用滑动测斜仪法时，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内孔需要全长贯通

并能放入带对中装置的测斜管。

7. 1. 3 当管桩内孔不能全长贯通时，只能测量部分长度的垂直度

时，需要在检测结果中予以注明。

7. 1. 4 采用滑动测斜仪法测量垂直度时宜对所测管桩批次进行抽

样并测量壁厚变化，评估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7. 2 仪 器 设 备

7. 2. 1 滑动测斜仪法测量管桩垂直度的设备包括滑动测斜仪和带

有对中装置的测斜管。

7. 2. 2 滑动测斜仪的系统精度不宜低于 0.25mm/m，分辨率不宜低

于 0.02mm/500mm。

7. 2. 3 测斜管应有足够的抗扭转刚度，对中装置与测斜管应连接牢

固并保持测斜管稳定对中，其张开后的最大尺寸应与待测管桩内孔

直径相匹配，并能在孔中顺畅地上下滑动。进行测量时，测斜管的

上端及下端应至少各安装一个对中装置，中段可根据需要安装一定

数量的对中装置以保持测斜管的对中及稳定。

7. 2. 4 滑动测斜仪的标准状态、检定及保养应符合相关国家及行业

规范的要求，进行测量时，仪器应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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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测 量 步 骤

7. 3. 1 对待测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内孔进行贯通和清洗处理，以保证

带对中装置的测斜管能放入孔中并上下滑动。

7. 3. 2 在测斜管上安装好对中装置并记录其位置，放入管桩内孔。

7. 3. 3 在测斜管放置稳定后记录其长度以及十字滑槽对应的方位。

7. 3. 4 如下图所示，将滑动测斜仪放入管底，待探头与周边温度一

致后方可开始测量。测斜仪按不大于 500mm 的间距逐段测量，每个

方位均应进行正、反两次测量。

图 7.3.1 滑动测斜仪法测量示意图

图中：1—滑动测斜仪；2—管桩；3—测斜管；4—对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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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数 据 处 理

7. 4. 1 根据滑动测斜仪的测量数据计算出桩顶相对测斜管底部深

度在不同方位的水平偏移量，按公式 7.4.1计算管桩在对应方位的倾

斜率。

（7.4.1）

式中：dx，dy分别为 x，y方向的水平偏移量（mm）；

H为桩顶到测斜管底的距离（m）。

7. 4. 2 总体倾斜率用矢量相加的方法，按本规程第 4.4.2的规定进

行计算。

7. 4. 3 桩身垂直度滑动测斜仪法测量检测报告应包括工程名称、检

测日期、被测桩类型及桩号、仪器型号、测斜管放入深度、x及 y
方向的实际方位、总体倾斜率及倾斜方位。

7. 4. 4 在管桩内孔明显不规则的情况下，可以按照附录 D进行测

量结果不确定性评估。

HdI
HdI

yy

x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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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经纬仪法测量记录表

检测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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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倾斜仪法测量记录表

检测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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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吊垂线法测量记录表

检测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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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滑动测斜仪法测量不确定度评估

10. 0. 1 采用滑动测斜仪法测量管桩垂直度时，若管桩内孔明显不

规则、与外圆不同心时，可以按本规定对因内外圆不同心引起的测

量不确定度进行评估。

10. 0. 2 在待测管桩端面对其壁厚进行测量，测出壁厚最大及最小

值。

10. 0. 3 按公式 10.0.3计算因管桩内外圆不同心引起的 B类测量不

确定度。

（10.0.3）

式中：ub－管桩内外圆不同心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

tmax－最大壁厚（mm）；

tmax－最小壁厚（mm）；

H－桩顶到测斜管底部距离（m）。

  Httub /min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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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款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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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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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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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规程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

本适用本规程；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程。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GB 13476
《全站仪》 GB/T 27663
《岩土工程仪器 测斜仪》GB/T 38204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技术标准》JGJ/T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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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垂直度测量
技术规程

T/xxx xxx-2022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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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在软土地基施工中，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容易受到邻近机械设

备施工、土体开挖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倾斜，《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2-2018、《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及多个省市的地方规范都规定了在桩基施工中（桩身垂直度不超过

0.5%）及完成后需要对预应力管桩的桩身垂直度进行测量（垂直度

不超过 1%），并对垂直度超出规范要求的桩进行处理。上述现行规

范中对管桩（预制桩）垂直度的测量方法仅仅只提出采用经纬仪法，

但对于具体操作及精度要求缺乏明确规定，在工程实践中缺乏统一

标准。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经纬仪法测量通视条件易受施工环境干

扰，工作效率低，而且不适合在成桩完成后桩头露出地面较少情况

下的检测。实际工程试验研究表明，倾斜仪法与其他方法相比，具

有测量适应性好，工作效率高，对桩头处理要求简单的优点。本规

程规定了经纬仪法、倾斜仪法、吊垂线法以及滑动测斜仪法的仪器

设备精度要求和测量操作步骤及数据处理方法。通常情况下，建议

优先采用倾斜仪法进行测量。

1. 0. 2 除了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外，其他类似的预制混凝土桩和预制

钢桩的垂直度测量检测，也可参考本规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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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 1 一 般 要 求

3. 1. 1~2 预制桩往往是在基坑开挖后才露出桩头，桩身可能会由于

基坑开挖施工受到土体水平方向挤压倾斜，桩身会有一定程度的弯

曲，通常桩顶部分的倾斜率会大于下部桩身，因此本规程规定在一

般情况下以露出地面桩身作为测量对象。在需要测量多节桩或全桩

长倾斜率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在桩孔中放入带对中装置的测斜管，

用滑动测斜仪测量。

根据工程现场实际比对试验的结果，在保证规定的最小测量

长度条件下，经纬仪法、倾斜仪法和吊垂线法的测量结果基本一致。。

3. 2 测 量 方 式 及 精 度 要 求

3. 2. 1~3 根据《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 等相关规范的要求，测

量中误差应取变形允许值的 1/10 至 1/20，根据现场试验比对的结

果，本规程规定测试中误差不应大于管桩垂直度允许偏差的 1/10。

桩基施工后的垂直度允许偏差一般为 1%，故总体垂直度测量误差应

在 1‰以内。实际测量中无法一次测出最大倾斜率，需要分两次在

两个相互正交的水平方向上测出单向倾斜率，再计算其合矢量作为

总体倾斜率，单向倾斜率的测量误差应在 0.7‰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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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纬仪法测量

4. 1 一 般 规 定

4. 2. 1 经纬仪法测量对于设站位置和通视条件有一定要求，进行现

场测量要对工程现场条件进行确认。

4. 2 仪 器 设 备

4. 2. 3 桩头外露部分长度不小于 500mm时，经纬仪或全站仪的测

角精度高于 2″可以满足垂直度测量的精度要求。

4. 3 测 量 步 骤

4. 3. 1 采测站至测点的水平距离需要考虑精度要求和仪器照准操

作的方便，根据现场实验经验，视线距离在 5m至 10m范围内比较

适宜。

4. 4 数 据 处 理

4. 4. 1 测站至照准点的水平距离可以用全站仪配合棱镜测出，也可

以用钢卷尺或者是激光测距仪测出，在标出了上下照准点之后，上

下测点之间的距离也可以采用钢尺测量，精度应高于 1mm。

4. 4. 2 单方向的倾斜率值采用同一方向上对称两个测位倾斜率的平

均值，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管桩外圆形状不规则引起的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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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倾斜仪法测量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实际工程对比试验表明倾斜仪法在桩身垂直度测量中适应

性较好，对场地和桩头外露长度的要求低于其他方法，同时测量精

度也可以满足要求。

5. 2 仪 器 设 备

5. 2. 1 倾斜仪每次都只测量单个方向的倾斜率，其定位槽应能与桩

身外圆轮廓稳定贴合，仪器配置水平气泡可以帮助更好地放置仪器。

5. 2. 2 倾斜仪的传感器受环境影响可能会产生零点偏移，每次测量

前应根据设备使用地相关说明进行自动调零。调零方法一般为在一

个垂直基准的正反两面各测量一次，由仪器自动调零消除零点漂移

误差，测量时，放置仪器应保持上下方向一致。

5. 3 测 量 步 骤

5. 3. 1 整个测量过程中放置仪器应保持同相同的一端朝上。

5. 4 数 据 处 理

5. 4. 2 单向倾斜率取同一方上相对向两个测位的平均值，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消除仪器零点漂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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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吊垂线法测量

6. 1 一 般 规 定

6. 1. 2 采用吊垂线法测量现场试验表明，在上下测点间距过小时，

计算得到的垂直度误差较大，因此必须保证上下测点间距足够大。

6. 2 仪 器 设 备

6. 2. 2 吊线锤的稳定对测量精度有明显影响，需采用防风罩等措施

防止吊线锤摆动，用深度尺读数时尺身须保持水平，宜在尺身上安

装水平气泡。

6. 3 测 量 步 骤

6. 3. 2 在桩身上标记测点时，可以用吊线锤贴近桩身表面作为参考

线进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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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滑动测斜仪法测量

7. 1 一 般 规 定

7. 1. 1~4 管桩施工过程中，可能会有泥土进入孔内，用滑动测斜仪

法测量桩身垂直度时，需采取措施清除孔内阻塞，保证桩内孔贯通

并能放入测斜管。

7. 2 仪 器 设 备

7. 2. 3 测斜管的对中装置应能保证测斜管位于桩孔中心，宜具备自

动张开与收缩的功能，以方便测斜管上下移动。

7. 4 数 据 处 理

7. 4. 5 在管桩内孔无法全部贯通的情况下，可只测部分长度垂直

度。

7. 4. 4 滑动测斜仪法测量是以管桩内孔为基准进行测量，而桩身

垂直度是以外圆轮廓进行评价的。管桩在制造过程中可能因各种原

因造成内孔不规则或者内外圆不同心，造成测斜管与桩身外圆不同

心，因此在内孔有明显不规则现象时需要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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