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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0320200078

穗建规字〔2020〕30 号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规范建筑工程

地基基础检测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建筑工程地基基础质量验收检测，保证建筑工程质量，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 号）等有关规

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将建筑工程地基基础检测工作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凡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新建、改建和扩建房屋建筑工程，

进行地基基础工程质量验收检测（以下简称地基基础检测）的，应

当按本通知执行。

二、地基基础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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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地基基础检测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应取得相应资质证书，并纳

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信息监督平台的在线监管；其承担的检测项

目应通过计量认证；其检测人员应经广州市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培训合格，持有相应上岗证。

三、地基基础检测应当遵守国家和地方标准、规范以及《地基

基础工程质量检测技术指引》（详见附件）。

四、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地基基础工程采用两种或以上的方法进

行检测的，宜由两家或以上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五、单位工程的同一检测项目采用同一检测方法的，原则上只

能由同一家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完成检测工作；同一批抽检的结果应

出具在同一报告上，不得将不合格或异常的检测结果另行单独出具

检测报告；对检测结果有争议的，应报请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协调处

理。检测报告必须要有明确的合格与否，或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的结

论。

六、对地基基础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应进行验证检测；地基基

础检测结果不满足原设计要求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研究确定处理方

案或扩大抽检的方法及数量。

验证检测和扩大抽检发现异常或不符合设计要求后，应当研究

确定处理方案和进一步抽检的方案。

七、地基基础检测（含验证检测、扩大检测、不符合原设计要

求的处理）方案必须由建设单位会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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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定，在报送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后实施。地基基础检测方案的

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概况、工程地质状况、设计要求、地基基础类

型及数量、检测方法、检测数量等。工程规模较大，分区（段）施

工的工程，可采取分区（段）进行检测，应在方案中明确各区（段）

的检测方法和数量，同类地基的抽检位置宜均匀分布。

八、地基基础各分项、分部工程应按地基基础检测（或验证检

测、扩大检测）方案检测，检测结果不合格或经处理仍不满足设计

要求的，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九、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参照本通知执行。

十、本通知自 2020 年 03 月 06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广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规范建筑工程地基基础检测工作的通

知》（穗建质〔2016〕926 号）同时废止。

附件：地基基础工程质量检测技术指引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2 月 28 日

（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联系人：马庆辉，联系电话：

1392211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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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地基基础工程质量检测技术指引

为保证地基基础质量检测的规范性、准确性和公正性，根据

国家、行业、省的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指

引。

一、地基基础工程的检测项目、方法及数量

地基基础检测应符合地基基础工程质量检测的项目、方法和

数量表（详见附表）以及下列规定：

（一）地基基础工程质量检测抽检应按单位工程计算。

（二）同一单位工程采用不同地基基础类型时，应分别确定

检测方法和抽检数量；同一单位工程中采用不同桩型或不同地基

处理方法时，按相关规定分别确定检测方法和抽检数量。

（三）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且各单位工程的桩总数少

于 30 根或复合地基处理面积小于 300m2，可将地质条件相近，施

工工艺相同的若干个单位工程合并起来，确定抽检数量，但应对

每个单位工程进行承载力抽检。对每个单位工程的承载力抽检数

量为：当采用静载试验时不得少于 1 根、当采用高应变法时不得

少于 2 根、当采用平板载荷试验时不得少于 2 点。

（四）采用声波透射法、低应变法、高应变法、钻芯法等对

桩身质量进行检测，当检测结果不能对整桩桩身质量进行评定或

难于判定其整桩的质量类别时，应采用钻芯法等适当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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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检。

（五）桩身质量检测采用两种及以上方法的，抽测数量按实

际检测的桩的数量计算，不得重复计算。

（六）工程桩的检测宜先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后进行承载

力检测；当基础埋深较大时，桩身完整性检测宜在基坑开挖至基

底标高后进行。

二、验证检测

当对检测结果有异议时，应在原试验点附近重新选点进行试

验或在原受检桩上进行验证检测，验证检测的抽检数量宜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一）可采用平板载荷试验，结合标准贯入试验、静力触探

试验、圆锥动力触探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等方法，对地基基础

承载力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二）桩身浅部缺陷可采用开挖验证；

（三）桩身存在缺陷的预制桩可采用高应变法进行验证，必

要时还应进行水平荷载试验或竖向抗拔静载试验；

（四）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静载法、钻芯法、高应变法、开挖

等方法验证低应变法检测结果；

（五）对于声波透射法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重新用声波透

射法检测，或在同一根桩用钻芯法检测；

（六）可在同一根桩增加钻孔验证钻芯法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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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可采用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验证高应变法所测单桩

承载力检测结果。

三、扩大抽检

当检测结果不满足原设计要求时，应进行扩大抽检。扩大抽

检应采用原来的检测方法或准确度更高的检测方法。当因未埋设

声测管而不能采用声波透射法扩大抽检时，应采用钻芯法。扩大

抽检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平板载荷试验、锚杆、单桩承载力检测或钻芯法检

测结果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按不满足设计要求的数量加倍扩大

抽检。

（二）当采用低应变法抽检桩身质量所发现的Ⅲ、Ⅳ类桩之

和大于抽检桩数的 20%时，应按原抽检比例扩大抽检，当两次抽检

的Ⅲ、Ⅳ类桩之和仍大于抽检桩数的 20%时，该批桩应全数检测。

当Ⅲ、Ⅳ类桩之和不大于抽检桩数的 20%时，应研究确定处理方案、

扩大抽检的方法和数量，扩大抽检的数量不宜少于该次抽检发现

的Ⅲ、Ⅳ类桩总数的 2 倍。

（三）当采用高应变法抽检桩身质量所发现的Ⅲ、Ⅳ类桩之

和大于抽检桩数的 20%时，应按原抽检比例扩大抽检。当Ⅲ、Ⅳ类

桩之和不大于抽检桩数的 20%时，应研究确定处理方案或扩大抽检

的方法和数量，扩大抽检的数量不宜少于该次抽检发现的Ⅲ、Ⅳ

类桩总数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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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采用声波透射法抽检桩身质量发现有Ⅲ、Ⅳ类桩时，

应研究确定处理方案或扩大抽检的方法和数量，扩大抽检的数量

不宜少于该次抽检发现的Ⅲ、Ⅳ类桩总数的 2 倍。

（五）当标准贯入试验、静力触探试验、圆锥动力触探试验、

十字板剪切试验等方法抽检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按不满足设计

要求的孔数的 2 倍扩大抽检，并进行适当数量的平板载荷试验。

（六）加固处理后的桩宜全部进行检测，对补桩应进行抽检。

检测方法应优先选用钻芯法、静载试验或高应变法。

附表：地基基础工程质量检测的项目、方法和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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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地基基础工程质量检测的项目、方法和数量表

基础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数量

桩身质量
低应变法或高应

变法
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桩数的 20%，且每个柱下承台不得少于 1 根。

预制桩

承载力
静载试验或

高应变法

1、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采用静载荷试验：（1）地基设计等级为甲级；（2）地质条件复杂、

桩施工质量可靠性低；（3）属于本地区采用的新桩型或新工艺；（4）挤土群桩施工产生挤土

效应；抽检数量不少于单位工程桩总数的 1%，且不少于 3 根；当单位工程桩总数在 50 根以

内时，不少于 2 根。

2、除 1 所列情形之外，当采用高应变法抽检时，抽检数量不低于 8%且不少于 10 根。

小 直 径 混

凝 土 灌 注

桩

桩身质量
低应变法或高应

变法

对于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或地质条件复杂、成桩质量可靠性较低的灌注桩，抽检数量不

少于桩总数的 30%，且不得少于 20 根；其它桩基工程，抽检桩数不少于总桩数的 20%，且不

得少于 10 根。除上述规定外，每个柱下承台还不得少于 1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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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
静载试验或

高应变法

1、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采用静载荷试验：（1）地基设计等级为甲级；（2）地质条件复杂、

桩施工质量可靠性低；（3）属于本地区采用的新桩型或新工艺；（4）挤土群桩施工产生挤土

效应；抽检数量不少于单位工程桩总数的 1%，且不少于 3 根；当单位工程桩总数在 50 根以

内时，不少于 2 根。

2、除 1 所列情形之外，当采用高应变法抽检时，抽检数量不少于单位工程桩总数的 5%且不

少于 5 根。

大直径(桩

径 ≥

800mm) 混

凝 土 灌 注

桩

桩身质量

低应变法、高应

变法、声波透射

或钻芯法

1、对于桩径≥1500mm 的柱下桩，每个承台下的桩应采用钻芯法或声波透射法抽检，抽检数

量不少于该承台下桩总数的 30%且不少于 1 根；其中，钻芯法抽检的数量不少于桩总数的 5%

（复杂岩溶区域宜适当增加）；

2、对于桩径＜1500mm 的柱下桩、非柱下桩，应采用钻芯法或声波透射法抽检，抽检数量不

少于相应桩总数的 30%且不少于 20 根；其中，钻芯法抽检的数量不少于桩总数的 5%；

3、对未抽检到的其余桩，宜采用低应变法或高应变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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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
静载试验、高应

变法或钻芯法

1、采用静载试验或高应变法，按本表小直径混凝土灌注承载力检测数量桩执行。

2、当确因试验设备或现场条件等限制，难以采用静载试验、高应变法抽测时，对端承型嵌

岩桩（含嵌岩型摩擦端承桩、端承桩），可采用钻芯法对不同直径桩的成桩质量、桩底沉渣、

桩端持力层进行鉴别，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桩数的 10%且不少于 10 根。钻芯法抽检的数量可计

入桩身质量抽检数量。

桩身质量

低应变法、高应

变法、声波透射

法或钻芯法

根据桩型，分别按本表预制桩、小直径混凝土灌注桩、大直径混凝土灌注桩桩身质量检测数

量执行。

承受竖向抗

拔力或水平

力的桩
承载力 静载试验

不宜少于有竖向抗拔或水平承载力设计要求的桩总数的 1%，且不少于 3 根；当总桩数少于

50 根时，检测数量不应少于 2 根。当确因试验设备或现场条件等限制，难以进行单桩竖向抗

拔、水平承载力检测时，应由设计单位根据勘察、施工、其他检测等情况进行抗拔或水平承

载力的复核验算；验算合格的，可以不进行静载试验。

抗浮锚杆 承载力 静载试验 抽检数量不少于锚杆总桩数的 5%，且不少于 6 根。



- 11 -

地 基 土 性

状

标准贯入试验、

圆锥动力触探试

验等

抽检数量为每 200m
2
不少于 1 个孔，且总数不得少于 10 孔，每个独立柱基下不得少于 1 孔，

基槽每 20 延米不得少于 1 孔。

天然土（含

全风化岩、

强风化岩）

地基 承载力 平板载荷试验
抽检数量为每 500m

2
不少于 1 个点，且总数不得少于 3 点；对于各类岩土均应进行抽检；对

于复杂场地或重要建筑地基还应增加抽检数量。

岩石地基

岩 土 性 状

或 地 基 承

载力

钻芯法或岩基载

荷试验

1、应采用钻芯法，抽检数量不得少于 6 孔，钻孔深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每孔截取一组三个

芯样试件；对于各类岩石均应进行抽检；地质条件复杂的工程还应增加抽样孔数。

2、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或岩石芯样无法制作成芯样试件的，还应进行岩基载荷

试验；对于各类岩基均应进行抽检，抽检点数不得少于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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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地基

灰 土 、 砂

和 砂 石 地

基 、 土 工

合 成 材

料 、 粉 煤

灰 、 强 夯

处 理 地

基 、 不 加

填 料 振 冲

加 密 处 理

地 基 质

量 ； 换 填

土 地 基 质

量

标准贯入试验、

圆锥动力触探试

验、静力触探试

验等

抽检数量为每 200m
2
不少于 1 个孔，且总数不得少于 10 孔，每个独立柱基下不得少于 1 孔，

基槽每 20 延米不得少于 1 孔；对于换填地基还必须分层进行压实系数检测，可选择《土工

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 中的环刀法、灌砂法或其他方法进行检测，抽检数量：对大基坑

每 50～100m
2
不少于 1 点，对基槽每 10～20m 不少于 1 点，每个独立柱基下不得少于 1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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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压 地 基

质量

十字板剪切试验

和室内土工试验

注 浆 地 基

质量

标准贯入试验、

钻芯法

承载力 载荷试验
抽检数量为每 500m

2
不少于 1 个点，且总数不得少于 3 点；对于各类地基均应进行抽检，对

于复杂场地或重要建筑地基还应增加抽检数量。

水 泥 土 搅

拌桩质量

高 压 喷 射

桩质量

单桩竖向抗压载

荷试验和钻芯法

振 冲 桩 桩

体质量

复合地基

砂 石 桩 桩

体质量

圆锥动力触探试

验或单桩载荷试

验

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桩（墩）数的 0.5%，且不得少于 3 根。其中，水泥土搅拌桩和高压喷射桩

的钻芯法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桩（墩）数的 0.25%，且不得少于 3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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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夯 置 换

地基质量

圆锥动力触探试

验等

水 泥 粉 煤

灰 碎 石 桩

质量

低应变法或钻芯

法
采用低应变法的，抽检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10%。

承载力 平板载荷试验

抽检数量不应少于总桩（墩）数的 0.5%，且不得少于 3 点；可选择多桩（墩）复合地基平板

载荷试验或单桩（墩）复合地基平板载荷试验，也可一部分试验点选择多桩（墩）复合地基

平板载荷试验而另一部分试验点选择单桩（墩）复合地基平板载荷试验，但试验点的总数不

得低于总桩（墩）数的 0.5%，且不得少于 3 点；对不同布桩形式或有不同承载力设计要求的

各处地基均应进行抽检。

注：本表规定的检测数量均是按单位工程作出要求。“基桩自平衡法静载荷试验”不具随机性，其结果不作为该批工程桩承载力

验收的依据。结构实体质量监督抽测的方法和数量可计算在内。





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3 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