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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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编制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7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原材料、设计、

施工、质量检验与工程验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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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621324@qq.com），以供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诺地克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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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技术，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保障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圆管直径大于 DN800或净宽不小于 800mm、净高不小于 1000mm的

矩形或异形箱涵断面的钢筋混凝土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的设计、施工与验收。

1.0.3 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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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符号

2.1 术语

2.1.1 管片内衬法 splice segment lining

将片状型材在既有管道内拼装成内衬管，并对内衬管与既有管道之间的间隙进行注浆

填充的管道修复方法，又称管片拼装法。

2.1.2 管片 splice segment

由硬质聚氯乙烯（PVC-U）或同等性能及以上材料制成的厚度均匀，表面光滑的片状

型材。

2.1.3 内衬结构 lining structure

由管片与注浆层共同组成的结构。

2.1.4 复合结构 composite structure

由原管道、内衬结构形成的共同承受外部荷载的组合结构。

2.2 符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ckf  —— 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值；

���—— 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1—— 矩形管道顶板被压缩一侧的合力位置周边的应力；

��2—— 矩形管道侧壁被压缩一侧的合力位置周边的应力。

2.2.2 几何尺寸

�—— 水流有效断面面积；

��—— 矩形管道顶板或侧壁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b—— 矩形管道顶板或侧壁计算宽度；

�0—— 矩形管道计算宽度；

�—— 管道内径；



3

D—— 复合内衬结构的内径。

2.2.3 其他参数

B—— 管道修复前后过流能力比；

�—— 水力坡降；

�—— 管道的粗糙系数；

��—— 矩形管道能承受最大荷载；

�—— 管道流量；

�—— 水力半径；

S—— 管道坡度；

�—— 流速；

�—— 矩形管道顶板或侧壁受压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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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应依据管道检测评估报告进行设计和施工。

3.0.2 应用管片内衬法修复的排水管道，其设计使用年限不得低于 30年。

3.0.3 管片内衬法修复所用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以及内衬管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规定。

3.0.4 本规程规定以外的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艺时应进行试验验证，按规定程序经审批

后方可使用。

3.0.5 在修复之前应对管道进行预处理，管道预处理应满足管片内衬法的修复要求。

3.0.6 管片内衬法修复排水管道施工时，应按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

技术规程》CJJ 6的有关规定采取各项安全措施。

3.0.7 检查、清洗、修复管道需要封堵管道时，应按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

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的有关规定采取各项安全措施。

3.0.8 管道修复完成后，应对内衬结构端口和检查井接口处进行连接和密封处理。

3.0.9 修复工程应在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

3.0.10 遇到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应停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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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材料

4.1 一般规定

4.1.1 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所用主要原材料、各类管材及型材的规格、尺寸、性能等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规定和设计要求，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用的产品；同一生产厂家、

同一批次产品的出厂合格证明、性能检验报告齐全、准确。

4.1.2 凡涉及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重要材料、产品，应按各专业工程

施工规范、验收规范和设计文件等规定进行复验，并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

4.1.3 管片内衬法采用的原材料可包括管片、连接件、垫块和注浆材料，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管片、连接件、垫块、注浆材料应在使用前进行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2 垫块可采用塑料制成，宜间隔 1m设置；

3 管片应采用硬质聚氯乙烯（PVC-U）制成，型材表面应光滑，并应具有耐久性及抗

腐蚀性。

图 4.1.3 管片内衬法结构

1—垫块；2—注浆材料；3—既有管道；4—管片

4.1.4 在同一个修复管段内应使用相同型号、同一生产厂家的管材或型材，管材或型材不

得存在可见的裂缝、孔洞、划伤、夹杂物、气泡、变形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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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片

4.2.1 管片应由硬质聚氯乙烯（PVC-U）或同等性能及以上材料制成，生产硬质聚氯乙烯

（PVC-U）管片不得使用回收料。

4.2.2 根据原管道形状的不同，管片可分为圆形管道管片、矩形管道管片和调整用管片，

管片的分类见附录 A。纵向调整段管片可通过调整凸面和凹面部件之间的开口量，作为弯

曲部件使用，有抗震要求时，可添加橡胶圈。

4.2.3 管片材料的壁厚、大小尺寸应与设计文件保持一致，管片的材料性能应符合表 4.2.3

规定。

表 4.2.3 管片材料性能要求

项目 单位 性能（范围） 测试方法

密度 kg/m³ ≥1.36 /

纵向拉伸强度 MPa ≥40

现行国家标准《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第 2
部分，模塑和挤塑料

的试验条件》GB/T
1040.2

纵向拉伸伸长率 % ≥150
现行国家标准《热塑

性塑料管材 拉伸性

能测定》GB/T 8804.3

耐冲击性 kJ/m2 ≥2.9
现行国家标准《硬质

塑料简支梁冲击试验

方法》GB/T1043.1

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 ℃ ≥60

现行国家标准《热塑

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

（VST）的测定》GB/T
1633

4.2.4 片状管片型材的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片状管片材料厚度均匀，表面光滑；

2 表面无裂纹，无破损；

3 每片管片均应有清晰的尺寸标注；

4 片状管片型材应有一定的透明度，便于观察注浆过程中浆液的流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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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连接件

4.3.1 固定连接型材的螺栓、螺帽应与设计文件要求一致。

4.3.2 连接件分类见附录 B。

4.3.3 管片轴向连接调整用部件时使用的锁销应与管片材质相同，并应由硬质氯乙烯

（PVC-U）制成。

4.4 注浆材料

4.4.1 管片内衬法所采用的注浆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注浆材料应具有高流动性，无收缩性；

2 注浆材料应具有抗离析、微膨胀、抗裂开等性能；

3 注浆材料性能应符合国家标准《水泥基注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的相

关规定。

4.4.2 注浆材料的初凝强度与初凝时间应符合工程作业时间与模具支撑时间要求。

4.4.3 注浆混合料由高炉水泥、最大粒径 1.2mm的石灰石、碎石砂以及添加剂（膨胀剂、

减水剂、减气剂、增稠剂）等组成。注浆材料的配合比应符合表 4.4.3规定。

表 4.4.3 注浆材料配比（每 m³）

水料比（%）
单位重量（kg）

备注
注浆混合料 水

21.2 1722 365 砂浆每袋 25kg

4.5 其他材料

4.5.1 当原管道出现台阶、错位和倾斜时，为保持规定的高度，可使用垫块调整间隙或坡

度。

4.5.2 密封材料可采用液态聚氨酯密封剂。

4.5.3 密封胶型号应与设计文件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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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设计前应详细调查既有管道的基本概况、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

条件、现场施工环境等。

5.1.2 采用管片内衬法进行排水管道修复时应满足表 5.1.2的规定。

表 5.1.2 管片内衬法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

可修复既有管

道界面形状

适应管道尺寸

（mm）
内衬结构材质 注浆需求

最大允许

转角
局部或整体修复

圆形 800~3500 硬质聚氯乙烯

（PVC-U）型

材、其他同等性

能及以上材质

需要 15° 整体修复
矩形

净宽不小于

800mm ，净高

不小于 1000mm

5.1.3 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修复后管道的流量应满足使用要求；

2 修复后管道的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变形和开裂要求；

3 既有管道地基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加固处理。

5.1.4 管片内衬结构设计可按照增大截面设计理论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法进行设计计算。

5.2 圆形结构设计

5.2.1 圆形管道管片内衬结构的设计可通过标准外压试验（图 5.2.1）确定，且修复后的复

合结构管道的承载能力不得低于既有管道的设计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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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梁；2—橡胶垫块；3—管片；4—位移计；5—应变片

图 5.2.1 外压试验概要图

5.2.2 圆形管片结构设计时，管片内衬法修复管道常用的管片尺寸应符合表 5.2.2的规定。

表 5.2.2 既有圆形管道适用管径和分割数及修复管内径

既有管径

（mm）

圆形管道内衬管片件

分割数
修复后直径

（mm）

管片厚度

（mm）

800 4 725 23.5

900 4 820 24

1000 4 915 29

1100 4 1005 30

1200 4 1105 30

1350 4 1240 32

1500 5 1370 36

1650 6 1510 39

1800 6 1650 43

2000 8 1840 48

2200 8 2030 53

2400 8 2200 58

2600 9 2405 60

注：管片材料的宽度为 200mm。

5.3 矩形结构设计

5.3.1 矩形管片结构设计时，管片内衬法修复管道常用的管片尺寸应符合表 5.3.1的规定。

表 5.3.1 既有矩形管道适用内尺寸和分割数及修复管内尺寸

矩形管内部尺寸

（mm）

矩形管道内衬管片材料

分割数
修复管内尺寸

（mm）

管片厚度

（mm）



10

1000×1000 12 895×895 40
1100×1100 12 986×986 40
1200×1200 8 1076×1076 40
1350×1350 12 1225×1225 40
1500×1500 12 1375×1375 40
1650×1650 16 1525×1525 40
1800×1800 16 1675×1675 40

注：管片材料的宽度为 200mm

5.3.2 矩形内衬结构的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实施矩形内衬结构设计时，可根据增大截面设计理论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法按图

5.3.2进行设计计算。

图 5.3.2-1 设计计算流程

各部材料断面的弯矩计算

・顶板 → Mu1

・侧壁 → Mu2

不考虑钢筋压缩的轴向力

开始

采用假定塑性铰的塑性分析法来计算

破坏荷载 Pu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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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2 矩形管道受力状态示意图

2 矩形各部材料断面的弯矩（图 5.3.2-2）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mkNxdAM su  6
yk 104.0f （5.3.2-1）

 mm
bf

fA
x

ck

ys





68.0

k
（5.3.2-2）

3 极限破坏荷载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B
MM2P

0
2u1u

u


 （5.3.1-3）

式中：

��—— 矩形管道能承受最大荷载设计值；

��1—— 矩形管道顶板被压缩一侧的合力位置周边的应力；

��2—— 矩形管道侧壁被压缩一侧的合力位置周边的应力；

�0—— 矩形管道计算宽度；

��—— 矩形管道顶板或侧壁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 钢筋强度标准值；

�—— 矩形管道顶板或侧壁受压区高度；

ckf  ——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

b—— 矩形管道顶板或侧壁计算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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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构造设计

5.4.1 管片材料的嵌合部应能承受 0.3MPa的内、外水压，并应具备水密性；调整用管片

材料的嵌合部应能承受 0.1MPa内、外水压。

5.4.2 圆形管道和非圆形管道标准段的连接构造宜按照图 5.4.2-1和图 5.4.2-2执行。

1—连接盖；2—长螺母；3—长螺丝

图 5.4.2-1 圆形管道纵向连接示意图

1—连接盖；2—长螺母；3—长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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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2 矩形管道纵向连接示意图

5.4.3 注浆材料的注浆口应安装盖子，其材质应与管片相同。

5.4.4 注浆口安装操作应按照 5.4.4-1和图 5.4.4-2执行。

图 5.4.4-1 注入口盖的安装方法

图 5.4.4-2 注浆口示意图

5.4.5 应根据管道台阶、错位和倾斜部分的间隙使用调整垫片。

5.5 水力计算

5.5.1 修复后管道内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 = �� （5.5.1）

式中：

� −管道流量（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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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流有效断面面积（m2）；

� −管道内的平均流速（m/s）。

5.5.2 修复后恒定流条件下排水管渠的流速应按下式计算：

� =
1
�

∙ �
2
3 ∙ �

1
3 （5.5.2）

式中：

� −流速（m/s）；

� −管道的粗糙系数，可按表 5.5.4；

� −水力半径（m）；

� −水力坡降。

5.5.3 圆形排水管道内的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Q = 0.312
�

8
3 × �

1
2

�
5.5.3

式中：

B—— 管道的流量（�3/���）；

�—— 管道内径（m）

S—— 管道坡度；

n—— 管道粗糙系数。

5.5.4 修复后管道的过流能力与修复前管道的过流能力的比值应按下式计算：

B=�1/�2 （5.5.4-1）

对于圆形管道可采用下式：

� =
��

��
∙

��

��

8
3

× 100% （5.5.4 − 2）

式中：

B—— 管道修复前后过流能力比；

�1—— 修复后管道过流量（�3/���）；

�2—— 修复前管道过流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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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管道的粗糙系数，按表 5.5.4取值；

��——
复合内衬结构的粗糙系数，硬质聚氯乙烯（PVC-U）管的粗糙系

数一般取0.009；

��—— 复合内衬结构的内径（mm）。

表 5.5.4 排水渠箱粗糙系数

管道类别 粗糙系数 n

混凝土管、钢筋混凝土管、水泥砂浆抹面渠箱 0.013～0.014

U硬质聚氯乙烯（PVC-U）管、PE管、玻璃钢管 0.009～0.010

水泥砂浆内衬球墨铸铁管 0.011～0.012

石棉水泥管、钢管 0.012

干砌块石渠箱 0.020～0.025

浆砌块石渠箱 0.017

浆砌砖渠箱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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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施工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非

开挖修复工程技术规程》CJJ/T 210的规定。

6.1.2 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应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分别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

满足有限空间作业的要求。

6.1.3 施工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施工人员应持特种作业合格证明上岗作业。

6.1.4 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应提前办理各种施工许可手续，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严格按照批

复的内容施工，不得随意调整和改动。

6.1.5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施工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等管理体系，制定各项施工管理

规定，并贯彻执行。

6.1.6 施工单位应按照合同文件、设计文件和有关规范、标准要求，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

施工界域内地下管线等构（建）筑物资料、工程水文地质资料，组织有关施工技术管理人

员深入沿线调查，掌握现场实际情况，做好施工准备工作。

6.1.7 工程所用的管材、管道附件、构（配）件和主要原材料等产品进入施工现场时必须进

行进场验收并妥善保管。进场验收时应检查每批产品的订购合同、质量合格证、性能检测

报告、使用说明书、进口产品的商检报告及证件等，并按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进行复测，验

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6.1.8 当管道内需采取临时排水措施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

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的有关规定对原有管道进行封堵，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管堵采用充气管堵时，应随时检查管堵的气压，当管堵气压降低不满足要求时应

补气；

2 管径大于 1000mm的管道，宜采用固定式封堵；

3 当管堵使用时间大于 2d时，宜在上游增设固定式管堵；

4 应制定临时专项调排水方案，临时排水设施的排水能力应满足修复工艺的施工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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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要求；

5 污水应合规处置，不得随意排入自然水体。

6.1.9 当采用人工进入管道内进行施工时，管内水位不得超过管道垂直高度的 30%或

500mm。水位不超过 300mm时，流速应不超过 1.0m/s，水深超过 30cm时，流速应不超过

0.2m/s。

6.1.10 管片内衬法作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GB 12942-91

的规定，作业前及作业中应对作业管段进行强制通风。

6.1.11 管片内衬法施工应对管片安装连接、密封胶或胶黏剂注入量、内衬结构与既有管道

间隙注浆量等按附录 C进行检验和记录。

6.1.12 施工单位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

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气、废弃物以及噪声、振动等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有限空间

施工应采取有效职业伤害防护措施。

6.1.12 严禁在雨天等极端天气下实施管片内衬修复施工作业。

6.2 管道预处理

6.2.1 管片内衬修复工程施工前，应对既有管道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前宜进行电视检测

（CCTV）或管内目测，并制定合理的预处理方案。

6.2.2 既有管道预处理包括清淤和清洗。清淤可采用人工清淤、通沟机清淤、特种设备清

淤及高压水清淤等；清洗可采取高压水射流、喷砂、机械清洗等方式进行。清淤和清洗可

采用一种或几种组合技术进行作业，但不应使原管道损坏。

6.2.3 既有管道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处理后既有管道内应无沉积物、垃圾及其他障碍物，不应有影响施工的积水和渗

水现象；

2 管道内表面应洁净，应无影响管片拼装的附着物、尖锐毛刺、突起现象；

3 管道有沉降、变形、破损和接头错位的部位，应先进行复位和修复处理；

4 既有管道地下水位较高，内部存在可能影响修复施工的渗漏时，应对漏水点通过注

浆等措施进行止水或隔水处理。

6.2.4 采用机械清洗进行管道预处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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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清洗可采用敲除、刮除和磨除等工艺类型，根据不同的管道材质、不同的结垢

情况，可合理选择单一或多种清洗工艺；

2 当使用敲除管壁锈垢工艺时，机械设备不得损坏既有管道；

3 清洗产生的污水和污物不得随意排放。

6.2.5 管道采用高压水射流进行清洗时，高压水射流设备应由专业人员操作，并合理控制

清洗操作压力和流量，水流压力不得对管壁造成损伤。清洗产生的污水和污物应从检查井

内抽出，污物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

中的有关规定处理，污物排放应符合地方行政排放文件规定。

6.2.6 当采用喷砂清洗进行管道预处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由专业人员操作喷砂设备；

2 选用无毒、干净的金刚砂作为磨料；

3 在管道末端安装抽吸装置，完全吸除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可见粉尘。

6.2.7 管道内存在裂缝、接口错位和漏水、孔洞、变形、管壁材料脱落、锈蚀等局部缺陷

时，可采用注浆、机械打磨、点位加固、人工修补等管内修补的方法进行预处理。

6.2.8 严重缺陷无法修补且影响修复质量时，应采取加固或开挖更换缺陷管段的方法进行

处理。当支管、变径管、阀门等影响内衬施工时，应通过开挖或其他手段进行预处理，内

衬施工应连续进行。

6.2.9 在进行内衬施工前，应对预处理后的管道进行 CCTV检查，人工可进入的管道可采

取管内目测进行检查，确保管道清洁无障碍物，检查结果作为记录保存。

6.2.10 既有管道预处理作业应按附录 C做好详细的施工记录。

6.2.11 既有管道预处理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施工。

6.3 管片拼装

6.3.1 管片内衬法适用于按下列条件及组装方法进行圆管以及能够进行非圆形管的施工。

1 台阶、偏移（坡度调整）为已设管的直径 2%以下的接头部；

2 间隙 150mm以下的接头部；

3 弯曲角 3°以下的接头部；

4 污水供用下（水深 30cm以下，但圆形管直径 800～1350mm为水深 15c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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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割组装（底部及上部）；

6 上下游同时组装（双口施工）；

7 曲线半径 R=3.2m以上的曲线部组件。

6.3.2 管片置入检查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合适管片施工作业的施工井和接收井。现场条件满足时可直接利用现状检查

井，否则需根据现场施工作业条件改造检查井或制作新的施工井和接收井；

2 当管片进入检查井及既有管道时不得对管片造成损伤；

3 将管片通过检查井运入管内。管片下井和管内运输过程中，管内人员不得站在运输

物下方，以确保安全。

6.3.3 管片拼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片材料拼装可采用人工、设备或两者结合的方法，拼装流程如图 6.3.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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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3-1 管片拼装标准施工流程

2 管片拼装时应按图 6.3.3-2和图 6.3.3-3准确对槽；

预 处 理

结 合 部 件 拼 装

管 道 开 孔

设 置 支 撑

管 口 收 尾

注 浆

撤 除 支 撑

收 工

管 道 内 部 清 洗

内 部 检 查

模 块 拼 装

模 块 运 送

检 查 井 底 部 改 造

准 备

拼 装 增 强 部 件

临时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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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底部组装；（b）上部组装

1—既有管道；2—拼装完成管片；3—底部管片；4—上部管片；5—长螺栓

图 6.3.3-2 管片拼装

1—原有管道；2—管片；3—安装方向

图 6.3.3-3 上下游同时拼装

3 管片之间可采用连接件或螺栓连接，连接件应拧紧且受力均匀，应确认拧紧工具的

紧固力矩符合表 6.3.3规定；

表 6.3.3 管片拼装法专用紧固扳手参数表

设备名称 紧固力矩（N·m）

长螺栓用专用扳手 5~20
短螺栓用专用扳手 12~30

4 管片之间连接部位应均匀地涂刷与管片材料相匹配的密封胶或胶黏剂。

6.3.4 当原管道出现台阶、错位和缺口时，可使用垫块调整管片高度（图 6.3.4-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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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3）。

1—垫片或型钢；2—下沉的管道

图 6.3.4-1 有台阶的接头部施工

1—垫片或型钢；2—管片

图 6.3.4-2 错位接头部位施工

图 6.3.4-3 脱口安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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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当原管道纵向存在弯曲段时，管片接头部安装可按图 6.3.5-1、图 6.3.5-2实施。

1——弯曲部分；2——安装方向；3——标准段

图 6.3.5-1 有弯曲的接头部施工

1—管片

图 6.3.5-2 曲线段排列图

6.4 端口处理

6.4.1 为了防止浆液从管口处流出，注浆施工前，应采用堵漏材料将上下游的端口进行封

堵（图 6.4.1），上游管口的最上方应设置溢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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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口封堵；2—溢流管；3—既有管道；4—注浆层；5—管片

图 6.4.1端口处理示意图

6.5 注浆

6.5.1 注浆前，应对注浆口及管口进行处理。应在保持原管长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管口处

理，管口应平滑完整。

6.5.2 管片内衬法修复管道施工宜在 5℃到 30℃的环境下进行。

6.5.3 管渠和管径大于 DN1200的既有管道，在注浆前要采取支撑杆等支护措施。

6.5.4 管片拼装完后应对内衬结构与既有管道的环状间隙进行注浆填充，且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注浆压力应随时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节，注浆压力不应大于 0.02MPa；

2 注浆填充宜采用分段注浆方式，从管段上游向下游方向注浆，且每次注浆需制作试

块并进行试验；

3 应采用可调节流量的连续注浆设备（最大 50L/min），流量不应大于 15L/min；

4 当从排气口流出的注浆液连续，且密度与原注浆液相同时，填充完成，应结束注浆；

5 注浆时，应两侧对称注入，防止侧向压力过大，造成管道偏移；

6 注浆完成后应密封内衬结构上的注浆孔，且应对管道端口进行处理，使其平整；

7 当有支管存在时，注浆前应打通内衬结构连接并采取保护措施，注浆时浆液不得进

入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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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浆孔或通气孔宜设置在两端密封处或支管处，也可在内衬结构上开孔；

9 每间隔 5米设置一组注浆孔，每组注浆孔数量可根据管径大小在环向进行设置。

10 注浆时，透过拼装管片可观察到注浆液面平稳缓慢上升，浆液无气泡、无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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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检验与工程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排水管道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相关规定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7.1.2 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的分项、分部工程划分应符合表 7.1.2的规定。

表 7.1.2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的分项、分部划分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分项工程验收批

两井之间

工作井（维护结构、开挖、井内布置） 每座

既有管道预处理

两井之间管道接口连接

管片内衬法修复管道

注：当工程规模较小时，如仅 1个井段，则该分部工程可视同单位工程。

7.1.3 分部工程、分项工程以及分项工程验收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

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有关规定。

7.1.4 对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施工过程中需检查验收的资料进行核实，符合设计、

施工要求的管道方可进行管道功能性试验。

7.1.5 修复后的管道内应无明显湿渍、渗水，严禁滴漏、线漏等现象。

7.1.6 修复管道内衬结构表面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衬结构表面应光洁、平整，无局部划伤、裂纹、磨损、孔洞等影响管道结构、使

用功能的损伤和缺陷；

2 内衬结构与原管道空隙应注浆密实，管内应无明显突起、凹陷、错台、空鼓等现象；

内衬应完整、搭接平顺、牢固；

7.1.7 工程完工后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的有关

规定对修复管道进行检测。

7.1.8 工程验收合格后，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

规程》CJJ68有关规定并网运行。

7.2 管道预处理验收

Ⅰ 主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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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既有管道经检查，其破坏程度、修复施工方案应满足设计要求，不得出现滴漏。

检查方法：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的有关规定

进行检查；对照设计文件检查施工方案；检查既有管道检测与评估报告、与设计的洽商记

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

7.2.2 既有管道经预处理后，应无影响修复施工工艺的缺陷，管道内表面应符合本规程第

6.2.3条的规定。

检查方法：电视检测（CCTV）辅助检查；检查预处理施工记录、相关技术处理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

Ⅱ 一般项目

7.2.3 既有管道的预处理施工过程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检查管道预处理记录，检查施工材料质量保证资

料和施工检验记录或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

7.2.4 既有管道范围内的检查井、工作井经处理应满足施工要求；应按要求已进行管道试

通，并应满足修复施工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试穿管段试通记录、相关技术处理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

7.2.5 应按要求已进行管道内表面基面处理、周边土体加固处理，且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

案的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施工记录、技术处理方案和施工检验记录或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

7.2.6 应按要求已完成拼合管制作，现场拼合管工况条件应符合样品管的制备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施工材料质量保证资料、施工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

7.3 管片拼装验收

Ⅰ 主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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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应分别对不同生产批次的管片进行抽样检测。样品应由国家权威认证机构进行检测，

并提供检测结果报告。

检查方法：按本规程 4.2.3执行。

检查数量：管片材料性能试验取样应符合《土工合成材料 取样和试样准备》GB/T

13760的规定，宜按交货批号的统一品种、同一规格的产品作为检验批，每批随机取样应

为 0.5m～1m，应不少于 2段。

Ⅱ 一般项目

7.3.2 管片拼装内衬结构内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表面无鼓胀、凹陷、孔洞，接缝处应密合；

2 内衬结构端部应密封，封口无渗水。

检查方法：观察。

检查数量：全数。

7.3.3 同一施工段应采用相同管片材质的部件，部件不得存在裂缝、漏洞、外来夹杂物、

变形或其他损伤缺陷。

检查方法：观察。

检查数量：全数。

7.4 注浆验收

Ⅰ主控项目

7.4.1 现场应对填充砂浆取样进行流动度测试，同时取样做试块后再做抗压强度测试。注

浆材料的测试应符合本规程第 4.4.1的规定。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注浆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

Ⅱ 一般项目

7.4.2 对管片内衬结构与原管道之间的环状间隙进行充填的修复工程，充填固结体应密实、

牢固。

检查方法：观察。

检查数量：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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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填充砂浆应充满，固结后目视无气泡，或采用木槌敲击，若存在空鼓应钻孔补注浆

处理。

检查方法：观察。

检查数量：全数。

7.4.4 注浆验收后，应检查端口，端口应平滑、密实。

检查方法：观察。

检查数量：全数。

7.5 管道功能性试验

7.5.1 管片法内衬结构安装完成后，应进行管道功能性试验。试验必须在注浆液凝固后进

行。管道功能性试验可采用闭水试验或闭气试验。

7.5.2 管片内衬法修复后的闭气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直径不大于 1000mm的管道宜采用闭气试验，应按照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

化协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CECS 717相关规定进行；

2 对于直径大于 1000mm的管道，不宜采用闭气试验，而应通过对管道内部的观察

来判断其渗漏性。管道内部不得有可见的渗漏现象。

7.5.3 管道修复后的闭水试验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无压管道闭水试验的相关规定进行。实测渗水量不应大于下式计算的允许渗水量：

Qe = 0.0046DL （7.5.3）

式中：Qe——允许渗水量（m³/24h·km）；

DL——试验管道内径（mm）。

7.6 工程验收

7.6.1 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按本规程要求进行工程实体联合验收。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

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有关规

定。

7.6.2 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竣工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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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及其分项工程验收批的质量验收应全部合格；

2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 工程有关安全及使用功能的检测资料应完整；

4 外观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7.6.3 施工单位在修复工程完工后，应先对修复管道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并应包括下列内

容：

1 管道位置、线形及渗漏水情况；

2 管道附属构筑物位置、外形、尺寸及渗漏水情况；

3 检查井管口处理及渗漏水情况；

5 相关排水管道的接入、流出及临时排水施工后处理等情况；

6 沿线地面、周边环境情况。

7.6.4 工程实体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内容、要求应与设计文件相符；

2 外观质量验收应包括修复前管材的几何尺寸等检测资料验收；

3 管道强度试验、严密性试验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7.6.5 竣工验收时应提供下列资料：

1 内衬结构内壁的外观检查记录；

2 管片、浆液成分的质量合格证及性能检测记录；

3 施工前、后排水管道影像检测记录：

4 管片法内衬结构直径实测检查记录：

5 注浆试块性能测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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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圆形管道和矩形管道管片分类

原管道 管片内衬 图示

圆形管道
标准段 图 A.0.1

纵向弯曲调整段 图 A.0.2

矩形管道

直线部件 图 A.0.3

角隅部件 图 A.0.4

纵向弯曲调整段 图 A.0.5

图 A.0.1 圆形管道标准段管片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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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圆形管道纵向弯曲调整用管片构造示意图

（b）调整用部件剖面示意图

（c）有抗震要求的调整用部件剖面示意图

1—代丁基橡胶的板状橡胶环；3—橡胶和凹部件

图 A.0.2 圆形管道纵向弯曲调整段管片构造示意图

图 A.0.3 非圆形（矩形）管道直线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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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4 非圆形（矩形）管道角隅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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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连接件分类

连接件包括长螺栓、连接螺帽、M8 短螺栓和M8螺帽。长螺栓和连接螺帽用于进行

管片纵向连接，M8短螺栓和M8螺帽用于进行管片环向连接。长螺栓的材质 20号低碳碳

素钢，其他连接件的材质为冷镦钢，外表面品质应蓝青镀锌。连接件尺寸要求如图 B.0.1、

图 B.0.2、图 B.0.3和图 B.0.4所示。

图 B.0.1 长螺栓尺寸

图 B.0.2 连接螺帽

图 B.0.3 M8短螺栓

图 B.0.4 M8螺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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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管片内衬法修复施工记录表

市政施·通-5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单位工程名

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原管信息
管段编号 管长（m） 管径（mm） 管道状况

记录项目 施工情况记录

内衬设计厚度（mm）

进场材料检查

管片安装长度

螺栓使用数量

密封胶使用数量

砂浆配合比

注浆压力（Mpa）

注浆量（kg）

注浆时长

安装后管径

外观质量检查

备注

施工员 质量员
项目技术负

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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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管道预处理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单位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分包单位

分部（子分部）工程

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区段 检验批容量

施工及验收依据 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技术规程 T/CECS XXX-202X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或

规范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主

控

项

目

1
既有管道经检查，其破坏程度、修复施工

方案应满足设计要求，不得出现滴漏。

本规程第

7.2.1 条
全 / 全

2
既有管道经预处理后，应无影响修复施工

工艺的缺陷。

本规程第

6.2.3 条
全 / 全

一

般

项

目

1
既有管道的预处理施工过程应符合设计和

施工方案的要求。

本规程第

7.2.3 条
全 / 全

2

既有管道范围内的检查井、工作井经处理

应满足施工要求；应按要求已进行管道试

通，并应满足修复施工要求。

本规程第

7.2.4 条
全 / 全

3

应按要求已进行管道内表面基面处理、周

边土体加固处理，且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

案的要求。

本规程第

7.2.5 条
全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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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按要求已完成拼合管制作，现场拼合管

工况条件应符合样品管的制备要求。

本规程第

7.2.6 条
全 / 全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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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管片内衬法修复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第 页，共 页

工程名称

单位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分包单位

分部（子分部）工程

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区段 检验批容量

施工及验收依据 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技术规程 T/CECS XXX-202X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或

规范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主

控

项

目

1

应分别对不同生产批次的管片进行抽样检

测。样品应由国家权威认证机构进行检测，

并提供检测结果报告。

本规程第

7.3.1 条
全 / 全

2
现场应对填充砂浆取样进行流动度测试，

同时取样做试块后再做抗压强度测试。

本规程第

4.4.1 条
全 / 全

一

般

项

目

1

管片拼装内衬结构内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表面无鼓胀、凹陷、孔洞，接缝处应密

合；2 内衬结构端部应密封，封口无渗水

本规程第

7.3.2 条
全 / 全

2

同一施工段应采用相同管片材质的部件，

部件不得存在裂缝、漏洞、外来夹杂物、

变形或其他损伤缺陷

本规程第

7.3.3 条
全 / 全

3

对管片内衬结构与原管道之间的环状间隙

进行充填的修复工程，充填固结体应密实、

牢固

本规程第

7.4.2 条
全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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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充砂浆应充满，固结后目视无气泡，或

采用木槌敲击，若存在空鼓应钻孔补注浆

处理

本规程第

7.4.3 条
全 / 全

5
注浆验收后，应检查端口，端口应平滑、

密实

本规程第

7.4.4 条
全 / 全

6

管片法内衬结构安装完成后，应进行管道

功能性试验。试验必须在注浆液凝固后进

行。管道功能性试验可采用闭水试验或闭

气试验，并满足本规程要求

本规程第

7.5 节
全 / 全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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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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水泥比重测定方法》GB 208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第 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GB/T 1040.2

《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VST）的测定》GB/T 1633

《热塑性塑料管材拉伸性能测定》GB/T 8804.3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 8958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GB/T9341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

《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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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技术规程

T/CECS XXX-202X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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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针对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技术进行广泛深入

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国内外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本规程，

提出了城镇排水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的标准，对城镇排水管道管

片内衬法修复技术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城镇排水

管道管片内衬法修复工程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

对条款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

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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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当采用平常的制管工法及翻转施工方法修复中大口径管时，由于使用大型机械设备，

需要较大的作业面，会对交通产生阻碍和作业效率降低。通过使用透明轻量的塑料管片，

可以提高空间的作业效率及掌握目视的填充状况，在进一步确保新管质量的同时，还可以

通过上下分割施工以及从施工区间的中间地点向上下游侧同时施工来缩短工期。管片内衬

法在大口径管道非开挖修复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但该工法专业性较强，为有效指导管片

内衬法修复工程实践，保证工程质量，促进非开挖工程技术在管道修复工程中的推广应用，

保障既有道路和管线的安全、健康运行，编制组经广泛调研，参考有关国内外标准，并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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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材料

4.4 注浆材料

4.4.1 注浆材料性能应符合表 1规定。

表 1 注浆材料性能

项目 单位 性能 测试方法

注浆材料

密度 kg/m³ ≥2.0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比重测定方

法》GB 208

流动性 mm 300±30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注浆材料

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抗压强度（28d） MPa ＞35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

应用技术规范》GB/T50448

4.5 其他材料

4.5.1 垫块调整如图 1所示。

图 1 调整垫块示意

4.5.2 该密封剂是一种易于使用、耐腐蚀、湿气固化的液态聚氨酯密封剂，它被涂在拱板

的凹槽中，以确保配合区的密封性。密封材料涂布部详细图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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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封胶应用部分（圆周连接）密封胶应用部分（延伸方向连接）；2—密封胶应用部分

（调整件配合部分）；3—调节凹槽的材料；4—用于调整的凸面构件

图 2 密封剂应用区域的详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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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2 管片内衬法修复排水管道采用透明轻量的塑料管片体，可以提高省空间的作业效率

及目视掌握的填充状况，在进一步确保修复管质量的同时，通过污水供用下施工、大口径

的分割施工（底部及上部）、上下游同时施工（双口施工）来缩短工期。

5.1.3 管片内衬法适用于按下列条件及组装方法进行圆管以及能够进行非圆形管的施工。

1 台阶、偏移（坡度调整）为已设管的直径 2%以下的接头部；

2 间隙 150mm以下的接头部；

3 弯曲角 3°以下的接头部；

4 污水供用下（水深 30cm以下，但圆形管直径 800～1350mm为水深 15cm以下）；

5 分割组装（底部及上部）；

6 上下游同时组装（双口施工）；

7 曲线半径 R=3.2m以上的曲线部组件。

5.1.4 根据日本排水管道协会《管更新指南（方案）》所述的外压试验结果，修复后的排

水管道确认了既有管和修复管片是一体化复合管，复合管端面上，既有管与修复管片的界

面可确认产生的应变行为是连续的。既有管与修复管片附着力试验的结果如表 2所示，试

验后的情况如图 3所示。

表 2 附着力试验结果

试样编号 粘接强度（N/mm2） 断裂位置

1 1.4 构件破坏

2 1.6 构件破坏

3 2.2 构件破坏

4 1.8 构件破坏

5 1.7 构件破坏

平均水平 1.7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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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矩形管外压试验状况

根据试验结果，填充材料的所有状况都发生了部件破坏，界面上没有发生附着断裂。

由此可以确认，与基板砂浆的附着强度得到了充分的保持。另外，在复合管的附着力试验

中确认了复合管的破坏现象不是既有管与修复管片的界面剥离，而是修复管片自身被破坏。

5.2 圆形结构设计

5.2.2 根据上述管片推荐分割数及管片厚度，结合日本外压试验结果，修复后破坏载荷超

出了修复前（新管）破坏载荷，确认了具有与新管同等以上的强度。

表 3 圆形管外压力试验结果平均值

修复前直

径（mm）

管长

（mm）

修复后内

径（mm）

修复

前条

件

①修复

前破坏

荷载

②修复

后破坏

荷载

③JIS规格

值（kN/m）
①/③ ②/③ ②/①

800 2430 730 破坏 100.2 143.1 53.0 1.8 2.7 1.4

1000 2430 922 破坏 105.7 157.9 61.9 1.6 2.5 1.4

1500 2360 1378 破坏 137.7 192.8 91.3 1.5 2.1 1.4

1500 2360 1378
壁厚

减薄
— 199.7 91.3 — 2.2 —

2600 2360 2414 破坏 221.7 341.5 136.0 1.6 2.5 1.5

2600 2360 2414
壁厚

减薄
— 309.2 136.0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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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矩形结构设计

5.3.1 根据上述管片推荐分割数及管片厚度，结合日本外压试验结果，修复后破坏载荷超

出了修复前（新管）破坏载荷，确认了具有与新管同等以上的强度。

表 4 矩形管外压力试验结果平均值

修复前

内部尺

寸

（mm）

管长

（mm）

修复后

内部尺

寸

（mm）

修复前

条件

①修复

前破坏

荷载

②修复

后破坏

荷载

③修复

管的设

计值

（kN/m）

④新管的

设计值

（kN/m）

②/① ②/③ ②/④

1000×

1000
2000

900×90

0
破坏 416.0 681.5 191.0 153.0 1.6 3.6 4.5

1000×

1000
200

900×90

0

壁厚减

薄
— 610.8 191.0 153.0 — 3.2 4.0

1800×

1800
2000

1680×1

680
破坏 346.3 461.7 214.0 178.0 1.3 2.2 2.6

1800×

1800
2000

1680×1

680

壁厚减

薄
— 462.5 214.0 178.0 — 2.2 2.6

5.3.3 设计计算实例：

一、1000mm×1000mm方形箱涵

（1）新管破坏荷载的计算

１）断面的形状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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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设计条件

设计的基准强度如下表所示。

材料 设计基准强度

混凝土 ckf  ＝35 N/mm2

钢筋（SD295A） ��� ＝300 N/mm2

３）各个材料构件断面的临界耐力的计算

①顶板

项目 单位 数值

ckf  N/mm² 35

��� N/mm² 300

b cm 100

h cm 13.0

d cm 9.5

As cm² 10.136

钢筋直径 D13

根数

（间隔）
根 8@125

x cm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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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N･m 27.3

②侧壁

项目 单位 数值

ckf  N/mm2 35

��� N/mm2 300

b cm 100

h cm 13.0

d cm 9.5

As cm2 5.706

钢筋直径 D10

根数

（间隔）
根 8@125

x cm 0.719

��2 kN･m 15.8

４）材料破坏荷载的计算

  m/kN
/.

)..(
B

MMP uu
u 153

2131
8153272

2
2

0

21 







（2）内衬修复后管道的破坏荷载的计算

１）断面的形状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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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设计条件

设计的基准强度如下表所示。

材料 设计基准强度

混凝土 f'ck ＝ 35 N/mm2

钢筋（SD295A） fsy ＝ 300 N/mm2

３）各个材料构件断面的临界耐力的计算

①顶板

项目 单位 数值

ckf  N/mm2 35

��� N/mm2 300

B cm 100

H cm 19.0

D cm 9.5

As cm2 10.136

钢筋直径 D13

根数（间隔） 根 8@125

X cm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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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1 kN･m 27.3

②侧壁

项目 单位 数值

ckf  N/mm2 35

��� N/mm2 300

B cm 100

H cm 18.0

D cm 14.5

As cm2 5.706

钢筋直径 D10

根数

（间隔）
根 8@125

X cm 0.719

Mu2 kN･m 24.3

４）破坏载荷的计算

  m/kN
/.

)..(
B

MMP uu
u 191

2081
3243272

2
2

0

21 







４．破坏实验和设计值的比较

方形箱涵 1000mm×1000mm的破坏实验结果和设计值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表 1 1000mm×1000mm方形箱涵的破坏强度和设计值的比较

设计值

（kN/m）

实验值（平均）

（kN/m）

新管 153 416

修复后管道①

（破坏后修复的管道）
191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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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管道②

（壁厚变薄修复后的管道）
191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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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工

6.5 注浆

6.5.4 注浆孔布置如图 4所示。

1—原管道；2—管片；3—注浆孔

图 4 注浆孔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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