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温州市建设项目海绵设施质量验收技术导则

（试行）

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 0二一年十一月



目 录

前 言........................................................................................................................................1
1 总 则....................................................................................................................................2
2 术 语....................................................................................................................................3
3 基本规定..............................................................................................................................5

3.1 一般规定.....................................................................................................................5
3.2 施工质量验收..............................................................................................................5
3.3 预验收..........................................................................................................................7
3.4 竣工验收......................................................................................................................8

4 渗透设施................................................................................................................................9
4.1 下沉式绿地.................................................................................................................9
4.2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9
4.3 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12
4.4 透水砖路面................................................................................................................14
4.5 生物滞留设施............................................................................................................16
4.6 渗透塘.......................................................................................................................18

5 调蓄设施..............................................................................................................................20
5.1 绿色屋顶...................................................................................................................20
5.2 雨水湿地...................................................................................................................23
5.3 雨水罐/雨水桶.........................................................................................................25
5.4 雨水塘.......................................................................................................................26
5.5 湿塘...........................................................................................................................27
5.6 雨水调蓄池...............................................................................................................28
5.7 塑料蓄水模块...........................................................................................................31

6 转输设施..............................................................................................................................33
6.1 植草沟........................................................................................................................33
6.2 渗管/渗渠..................................................................................................................33

7 其他设施..............................................................................................................................35
7.1 雨水管断接................................................................................................................35
7.2 生态驳岸....................................................................................................................35
7.3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37
7.4 环保型雨水口...........................................................................................................35

附 录 A 常用海绵设施..........................................................................................................39
附 录 B 建设项目海绵设施工程划分...................................................................................40
附 录 C 验收用表................................................................................................................ 41



1

前 言

近年来，温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有序推进，在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城市绿地与广

场、城市水系和工业与仓储中广泛推行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海绵设施的灵活组合、海绵

设施的环保施工、海绵设施新材料新工艺运用等方面也得到了不断提升。为适应海绵建

设高起点、高标准、高成效目标，切实落实“花园大城市”、“海绵城市”等战略要求，

结合先进城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成功经验，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我市实践经验,

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针对我市现阶段需求编制本导则。

本导则共 7章和 3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渗透设

施、5 调蓄设施、6转输设施、7 其他设施,以及附录 A～附录 C。

本导则由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由温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项目前期研究

中心和温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总站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导则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地址:温州

市府东路 561 号住建大楼,邮编:325000)。

本导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编制单位: 温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项目前期研究中心

温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总站

审查单位：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嘉一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绿艺建设有限公司

主要编制人员：黄园园 宋晓军 赵 璋 叶振中 林 珏 汪海静 朱 辉 唐兆琪

王 强 王晓忠 邵 颂 陈出新 陈 静

主要审查人员：罗昊进 程 江 周一勤 汪 伟 左俊杰 汤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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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指导温州市海绵城市建设，落实《温州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规范

建设工程项目海绵设施质量验收工作，确保建设工程质量,有效发挥其设计功能和作用,

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特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温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所有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海绵设施的质量

验收。市内其他县（市）参照执行。

1.0.3 建设工程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应在不断总结科研和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做到

因地制宜、安全可靠、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并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新

设备。

1.0.4 建设工程海绵设施的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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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海绵城市

通过城市规划、建设的管控，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措施，

有效控制城市降雨径流，最大限度的减少城市开发建设行为对原有自然水文特征和水生

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使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抵御自然灾害等方

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有利于

达到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城市水资源、改善城市水环境、保障城市水安全、复兴城市

水文化的多重目标。

2.0.2 下沉式绿地

低于周边汇水地面或道路，且可用于渗透、滞蓄和净化雨水径流的绿地，又称下凹

式绿地或低势绿地。下沉式绿地（下凹式绿地）的下凹深度宜为 100 mm～200 mm，低

势绿地的下凹深度宜为 50 mm～100 mm。

2.0.3 透水铺装

可渗透、滞留和渗排雨水并满足一定要求的地面铺装结构。透水铺装按照面层材料

不同可分为透水砖铺装、透水水泥混凝土铺装和透水沥青混凝土铺装。

2.0.4 生物滞留设施

在地势较低的区域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滞留、净化雨水径流的设施，由植

物层、蓄水层、土壤层、过滤层构成，包括生态滤水带、雨水花园、雨水湿地等。生物

滞留设施是广义下凹式绿地中的一种。

2.0.5 渗透塘

雨水通过侧壁和池底进行入渗的滞蓄水塘。

2.0.6 湿塘

具有雨水调蓄和净化功能的景观水体，以雨水作为其主要的补水水源。

2.0.7 雨水湿地

雨水湿地（含三级处理塘）利用物理、水生植物及微生物等作用净化雨水，是一种

高效的径流污染控制设施，雨水湿地分为雨水表流湿地和雨水潜流湿地，一般设计成防

渗型以便维持雨水湿地植物所需要的水量，雨水湿地常与湿塘合建并设计一定的调蓄容

积。

2.0.8 雨水罐/雨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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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罐也称雨水桶，为地上或地下封闭式的简易雨水集蓄利用设施，可用塑料、玻

璃钢或金属等材料制成。

2.0.9 雨水塘

一般由进水口、调节区、出口设施、护坡及堤岸构成，也可通过合理设计使其具有

渗透功能，起到一定的补充地下水和净化雨水的作用。

2.0.10 绿色屋顶

在建筑物屋顶铺设种植土层并栽种植物，收集利用雨水、减少雨水径流的源头减排

设施，又称种植屋面或屋顶绿化。

2.0.11 雨水调蓄池

具有雨水储存功能和削减峰值流量作用的集蓄利用设施。

2.0.12 植草沟

可收集、输送、排放并净化径流雨水的植被型排水沟。

2.0.13 渗管/渗渠

具有渗透和转输功能的雨水管或渠。

2.0.14 生态驳岸

以生态为基础、安全为导向的自然型滨水驳岸。

2.0.15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初期雨水弃流指通过一定方法或装置将存在初期冲刷效应、污染物浓度较高的降雨

初期径流予以弃除，以降低雨水的后续处理难度。弃流雨水应进行处理，如排入市政污

水管网（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等。

2.0.16 环保型雨水口

用于排除雨水并可控制城市面源污染的一种雨水口。

2.0.17 雨水管断接

通过切断硬化面或建筑雨落管的径流路径，将径流合理链接到绿地等透水区域，通

过渗透、调蓄及净化等方式控制径流雨水的方法。

2.0.18 塑料蓄水模块

由塑料制作而成的腔体材料，具有一定的蓄水性能。多个塑料蓄水模块单体在施工

现场按照一定顺序组装成整体,包裹防渗材料,可形成地下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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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建设项目中海绵设施根据主要功能可划分为渗透设施、调蓄设施、转输设施及其

他设施，温州常见的海绵设施具体分类详见附录 A。

3.1.2 建设项目中海绵设施宜作为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城市绿地与广场、城市水系

和工业与仓储及其附属类工程中的一个分部验收。项目开工前，施工单位应会同建设单

位、监理单位将各类建设项目中海绵设施划分为子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作为质量

检查、验收的基础，并在施工项目管理文件中明确，一般情况下可参照附录 B 划分。

3.1.3 建设项目中海绵设施的预验收、竣工验收不单独组织，应分别与建设项目的预验

收、竣工验收一并实施。

3.1.4 建设项目中海绵设施相关内容竣工备案资料应单独整理成册，与其余工程资料同

时报备。

3.2 施工质量验收

3.2.1 海绵设施的施工质量验收是保障其工程质量的关键环节，包括施工材料验收、检

验批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关键环节及重要部位验收、分项工程验收和分部（子分部）

工程验收。

3.2.2 建设项目中海绵设施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技术导则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标准的规定；

2 施工质量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3 施工质量的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并且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4 参加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资格；

5 工程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每个检查项目的检查数量， 除相

关规范、标准和本导则有关条款的明确规定外，应全数检查；

6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工程应按本技术导则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标准的

规定进行试验或检测，承担试验或检测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

7 选用的材料及关键工序或重要部分应拍摄照片或进行录像，作为实态记录及保存

资料的一部分；

8 所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过程、原始记录、试验检测及计算数据、汇总表格，必须

如实记录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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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及时对施工质量进行自检。监理单位应按规定进行检

查，当发现有质量问题时，应立即追加检查；

10 工程结束后，施工单位应编制海绵设施施工管理与质量检查报告。监理单位应

编制相应的监理报告。

3.2.3 施工质量验收不合格时，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1 经返工重做的工程，应重新进行验收。

2 经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工程，应予以验收。

3.2.4 施工质量验收的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材料进场时，施工单位应及时通知专业监理工程师进行验收，须见证取样的

应在抽样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2 检验批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施工员或专业工

长等进行验收。

3 隐蔽工程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负责验收。

4 分项工程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5 分部（子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勘察、设计、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等

进行验收。

3.2.5 海绵设施材料进场时，应提供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质量合格证、质量

保证书、检测报告、使用说明书、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认证及标识，能够反映该物资

品种、规格、型号、数量、性能和有关技术标准等质量证明文件。回填土如有采用外来

土壤，宜提供土壤质量检测报告。

3.2.6 海绵设施材料进场时，施工单位及时填报《海绵设施材料、设备、构配件进场报

验单》（表 C.1.1），并附《工程材料/设备/构配件报验清单及自检结果汇总表》（表

C.1.2）及质量证明文件，报监理单位确认。

3.2.7 海绵设施材料验收要点

1 材料进场时应对品种、规格、外观等进行验收。材料包装完整度，应有产品合格

证、中文说明书及相关性能的检测报告，进口产品应按规定进行商品检验。

2 进场后需要进行复检的材料种类及项目应符合规范规定。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品

种、同一类型的进场材料应至少抽取一组样品进行复验，当合同另有约定时应按合同执

行。

3 应保证主要工程材料的质量保证资料以及相关试验检测资料齐全、正确。



7

3.2.8 海绵设施所采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和设备应进行现场检验。凡海绵设施

涉及渗透功能、净化功能等主要功能的重要材料、产品，应按照施工规范、验收规范和

设计文件等规定进行复验。

3.2.9 检验批质量应经抽样检验合格，并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应抽样检验或全数检查 100 %合格。

2 一般项目应抽样检验合格，且不得存在严重缺陷。抽样检验的合格率应达到 80%，

且超差点的最大偏差值应在允许偏差值的 1.5 倍范围内。

3 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检查记录，施工单位及时填报《检验批质量验收

记录表》（表 C.2.1），并经监理单位检查确认。

3.2.10 隐蔽工程的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渗透设施、储存设施、调蓄设施、排水管渠等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

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应进行拍摄照片、视频记录，验收合格后应形成验收文件。

2 施工单位应及时填写《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表 C.2.2）、检测调试隐蔽工程

验收记录表（表 C.2.3）， 报监理（建设）单位确认。涉及分包的项目需先经总包单

位确认。

3.2.11 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应符合合格质量的规定， 施工单位及时填报《分项工程质

量验收记录表》（附表 C.2.4），每个海绵设施需填报一张表格，并对表格进行编号，

保证质量验收记录完整，并经监理（建设）单位确认。

3.2.12 分部（子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施工单位及时填报《分

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表 C.3.1、表 C.3.2），并经施工总包、勘察、

设计、监理（建设）单位分别确认。

3.2.13 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城市绿地与广场、城市水系和工业与仓储类建设项目

中海绵设施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验收文件应按《海绵设施质量验收记录一览表》（表

C.4.1）进行记录，所包含的分项工程（单个设施）质量控制资料核查应按《海绵设施

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表 C.4.2）进行记录，安全和功能检验资料核查及主要功能

抽查应按《海绵设施安全和功能检验资料核查及主要功能抽查记录》（表 C.4.3）进行

记录，单位工程观感质量检查应按《海绵设施观感质量检查记录》（表 C.4.4）进行记

录。

3.3 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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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施工单位完成设计文件中海绵专篇的全部内容，核对海绵设施施工情况，填

写《温州市建设项目海绵设施施工情况核对表》（表 C.4.5）。监理单位监督施工

单位进行自验，如有不合格项，需整改直至合格后方可进行预验收。

3.3.2 建设项目的预验收应包含海绵设施的内容，并将海绵设施验收情况写入建设

项目预验收结论，与海绵设施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应单独整理成册。

3.3.3 建设项目预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申请表》和《建

设项目竣工报告》、监理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工程质量评估报告》、设计单位提

交的《建设项目设计文件质量检查报告》、勘察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勘察文件质

量检查报告》、施工单位签署的《建设项目工程质量保修书》，均应包含海绵设施

相关内容。

3.4 竣工验收

3.4.1 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应包含海绵设施的内容，并将海绵设施验收情况写入建

设项目竣工验收结论。

3.4.2 建设项目中海绵设施竣工验收纳入建设项目的联合验收程序中，不进行专项

验收。

3.4.3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提出的竣工验收报告应包含海绵设施验

收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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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渗透设施

4.1 下沉式绿地

4.1.1 主控项目

1 下沉式绿地构造形式应满足设计要求，使用的栽植土和渗滤材料不得污染水源，

不得导致周边次生灾害发生。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测，量测，检查出厂合格证和质量检验报告。

2 下沉式绿地面积、下凹深度和溢流口高程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1.1 的要求。

表 4.1.1 下沉式绿地主控项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面积 ±5 % 全数检查 用全站仪测量等

下凹深度 ±30 mm 全数检查 用钢尺量测、水准仪等

溢流口高程 ±20 mm 全数检查 用水准仪测量

注：下凹深度计算方式：每个单项设施上沿口及底部各取不小于 3 个测点，取平均高程，深度=上沿口

平均高程-底部散点平均高程。

4.1.2 一般项目

1 下沉式绿地栽植植物的品种、规格和单位面积栽植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2 下沉式植被覆盖率不小于设计要求，表面整洁，无杂物。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下沉式绿地周边安全围护结构及警示标志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2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

4.2.1 主控项目

1 水泥品种、级别、质量、包装及贮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频率：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品种、同一等级、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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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水泥不超过 200t 为一批，散装水泥不超过 500 t 为一批，每批抽样 1次。水泥出

厂时间超过三个月时，应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验报告。

2 混凝土中掺加外加剂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和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的规定。

检查频率：按进场批次和产品抽样检查方法确定，每批不少于 1次。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验报告。

3 透水混凝土骨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1）骨料应采用质地坚硬、耐久、洁净的碎石、砾石、破碎砾石，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查方法标准》JGJ 52 的规定。

2）可选用混凝土和石块为主的建筑垃圾原料等再生骨料，不得使用被污染或腐蚀

的建筑垃圾制备再生骨料，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的规定。

3）当采用透水水泥混凝土双色层组合设计时，透水上面层宜采用 2.4 mm～4.75 mm、

4.75 mm～9.5 mm 规格的单粒级骨料，透水下面层宜采用 4.75 mm～9.5 mm、9.6 mm～

3.2 mm 规格的单粒级骨料。

4）透水基层骨料宜采用最大粒径不超过 31.5 mm 的连续级配碎石。

检查频率：同产地、同品种、同规格且连续进场的集料，每 400 m
3
为一批，不足

400 m
3
按一批计，每批抽检 1次。

检查方法：检查出厂合格证和抽检报告。

4 路基、基层的压实度应符合《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的规

定。

检查频率：每 1000 m
2
,每压实层抽检 1组（3点）。

检查方法：查检验报告（环刀法、灌砂法或灌水法）。

5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1）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弯拉强度应符合设计规定，且不低于 2.5 MPa。

检查频率：每 lOOm
3
同配合比的透水水泥混凝土，取样 1次；不足 100 m

3
时按 1次

计。每次取样应至少留置 1组标准养护试件。同条件养护试件的留置组数应根据实际需

要确定，最少 1组。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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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规定，且不低于 20MPa。

检查频率：每 100 m
3
同配合比的透水水泥混凝土，取样 1次；不足 lOOm

2
时按 1次

计。每次取样应至少留置 1组标准养护试件。同条件养护试件的留置组数应根据实际需

要确定，最少 1组。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3）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连续孔隙率≥10 %，透水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每 500 m
2
抽测 1点。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4）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且不小于 30 mm，允许误差

±5 mm。

检查频率：每 500 m
2
抽测 1点。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复测。

6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顶面透水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每 1000 m
2
抽测 1点。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7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表面构造深度符合表 4.2.1 的要求。

表 4.2.1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的表面构造深度要求（mm）

道路等级 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

一般路段 0.70～1.10 0.50～0.90

特殊路段 0.80～1.20 0.60～1.00

注：1、对快速路和主干路特殊路段系指立交、平交或变速车道等处，对于次干路、支路

特殊路段系指急弯、陡坡、交叉口或集镇附近；

2、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及步行道可按本表执行。

4.2.2 一般项目

1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应表面平整，边角应整齐，不应有石子脱落现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量测。

2 路面伸缩缝应垂直，直线段应顺直，曲线段应弯顺，缝内不应有杂物。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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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观察。

3 彩色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颜色必须均匀一致。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4 露骨料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石子分布应均匀一致，不得有松动现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5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面层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2.2 的要求。

表 4.2.2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范围 检验

点数 检查方法
道路 广场 道路 广场

高程 ±15 ±10 20m 施工单元 1 用水准仪测量

中线偏位（mm） ≤20 — 100m — 1 用经纬仪测量

平整度
最大间隙

（mm） ≤5 20m 10m×10m 1
用钢尺和塞尺连续

量 2 处，取较大值

宽度（mm） 0～20 40m 40m 1 用钢尺量

模坡（%） ±0.3 且不反坡 20m 1 用钢尺量

井框与路面高差

（mm） ≤3 ≤5 每座井 1
十字法，用钢尺和塞

尺量，取最大值

相邻板高差

（mm） ≤3 20m 10m×10 m 1 用钢尺和塞尺量

纵缝直顺度

（mm） ≤10 100m 40 m×40 m
1 用 20m 线和钢尺量

横缝直顺度

（mm） ≤10 40m 40m×40 m

注：检查方法为随机取样，即基本施工单元在室内确定，子单元在现场确定，量取 3点取最大

值为检查频率中的 1 个点。

4.3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

4.3.1 主控项目

1 透水沥青混凝土原材料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透水沥青混凝土采用沥青的品种、标号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检查频率：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品种、同一标号、同一批号连续进场的沥青（石

油沥青每 100 t 为一批，改性沥青每 50 t 为一批）每批次抽检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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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查出厂合格证、检验报告并进场复试。

2）透水沥青混凝土品质应符合《透水沥青混凝土技术规程》CJJ/T190 有关规定。

检查频率：每日、每品种检查 1次。

检查方法：现场取样试验。

3） 透水沥青混凝土生产温度应符合《透水沥青混凝土技术规程》CJJ/T190 有关

规定。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测温记录，现场检测温度。

2 透水沥青混凝土面层压实度不应小于设计值。

检查频率：每 1000 m
2
测 1点。

检查方法：查试验记录（马歇尔击实试件透水沥青混凝土密度，试验室标准密度）。

3 透水沥青混凝土面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允许偏差为+10 mm～-5 mm。

检查频率：每 1000 m
2
测 1点。

检查方法：钻孔，量测。

4 路面各层弯沉值，不应大于设计规定。

检查频率：每车道、每 20m，测 1点。

检查方法：弯沉仪检测。

5 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顶面透水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每 1000 m
2
抽测 1点。

检查方法：查试验报告、复测。

4.3.2 一般项目

1 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表面应平整、坚实，接缝紧密，无枯焦；不应有明显轮迹、

推挤裂缝、脱落、烂边、油斑、掉渣等现象，不得污染其他构筑物。面层与路缘石、平

石及其他构筑物应连接平顺，不得有反坡积水现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2 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面层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3.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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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透水沥青混凝土面层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查方法范围 点数

纵断高程（mm） ±15 20m １ 用水准仪测量

中线偏位（mm） ≤20 100m 1 用经纬仪测量

平整度

（mm）

标准差

δ值

快速路、主干路

≤1.5 100m 路宽

（m）

＜9 1

用测平仪检测9～15 2

次干路、支路

≤2.4 ＞15 3

最大间

隙

次干路、支路

≤5 20m
路宽

（m）

＜9 1
用 3m 直尺和塞尺

连续量取两尺，取

最大值

9～15 2

＞15 3

宽度（mm）
不小于

设计 40m 1 用钢尺量

横坡
±0.3%且

不反坡 20m

路宽

（m）

＜9 1

用水准仪测量9～15 2

＞15 3

井框与路面高差

（mm） ≤5 每座 1
十字法，用直尺

和塞尺量最大值

抗滑

摩擦

系数
符合设计要求 200m

1 摆式仪

全线连续 横向力系数车

构造

深度
符合设计要求 200m 1

砂铺法

激光构造深度仪

4.4 透水砖路面

4.4.1 主控项目

1 各结构层所用原材料均应符合《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的规定。

2 路基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同时满足《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

范》CJJ 1 的规定。

检查频率：每 1000 m
2
、每压实层抽检 3点。

检查方法：环刀法、灌砂法或灌水法。

3 路床弯沉值不应大于设计规定。

检查频率：每车道、每 20 m 测 1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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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弯沉仪检测。

4 透水砖的透水性能、抗滑性、耐磨性、块形、颜色、厚度、抗压、抗折强

度、抗冻性、保水性及降噪性等应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透水砖以同一块形，同一颜色，同一强度且以 1000 m
2
为一验收批；

不足 1000 m
2
按一批计。每一批中应随机抽取 32 块试件。每验收批试件的主检项目

应符合《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GB/T 25993 的规定。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检查出厂合格证和质量检验报告、进场复试报告。

5 各结构层的透水性应逐层验收，其性能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每 1000 m
2
抽测 1点。

检查方法：采用透水系数检查方法检验，利用路面渗水仪进行测定。

6 透水砖的铺筑形式、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7 水泥、外加剂、集料及砂的品种、级别、质量、包装、储存等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4.2 一般项目

1 路基及基层允许偏差应符合《城镇道路丁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的规定。

2 路床应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皮等现象，路堤边坡应

密实、稳定、平顺。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3 基层应平整、坚实，无松散、明显轮迹、粗细集料集中推挤等现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4 透水砖铺砌应平整、稳固，外观色泽均匀一致，无蜂窝、脱皮等现象，不

应有污染、有翘动现象，空鼓、掉角及断裂等外观缺陷，不得缝宽一致，缝隙线型

美观，灌缝应饱满。透水铺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4.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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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 透水砖铺装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频率
检查方法

范围（m） 点 数

表面平整度（mm） ≤5 20 1
用 3 m 直尺和塞尺连续

量取两次取最大值

宽度
不小于设

计规定 40 1 用钢尺量

相邻块高差（mm） ≤2 20 1 用塞尺量取最大值

横坡（％） ±0.3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道路中线偏位 ≤20 100 1 用经纬仪测量

纵缝直顺度（mm） ≤10 40 1 拉 20 m 小线量 3 点取最大值

横缝直顺度（mm） ≤10 20 1
沿路宽拉小线量 3 点取最大

值

缝宽（mm） ±2 20 1 用钢尺量 3 点取最大值

井框与路面高差

（mm） ≤3 每座 1 用塞尺量最大值

高程（mm) ±20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各结构层厚度（mm) ±10 20 1 用钢尺量 3点取最大值

5 透水砖面层与路缘石及其他构筑物应顺接，不应有反坡积水现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4.5 生物滞留设施

4.5.1 主控项目

1 生物滞留设施种植土壤的渗透系数等设计参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看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及土壤检测报告。

2 生物滞留设施蓄排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重点核查设施设施进出水口竖向、调

蓄容积。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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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砾石的粒径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 应为 25 mm～40 mm，最大粒径

不应大于 50 mm；砾石层含泥量不应大于 10 %， 且不含草皮、树根等杂质。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查看检测报告。

4 人工填料层的渗透系数不小于 1×10
-2
mm/s。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看试验报告。

5 蓄水层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一般为 200 mm～300 mm， 最高

不超过 400 mm，并应设 100 mm 的超高。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4.5.2 一般项目

1 种植土层土壤有效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挖样洞，量测。

2 透水土工布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宜采用无纺土工布，单位面

积质量为 200 g/m
2
～300 g/m

2
，搭接宽度不应少于 150 mm，其他指标应按照《土工合

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 50290 要求进行验收。

检查频率:规格每批抽样检查,搭接宽度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出场合格证、量测。

3 隔离层采用砂层的厚度允许偏差应为-10 mm～10 mm。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或雷达检测。

4 穿孔 PVC 排水管钻孔率应不小于设计要求的 95%。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查看检查记录。

5 砾石层和填料层之间铺设透水土工布或厚度不小于 100 mm 的砂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6 植物具有净化功能，耐旱耐涝，搭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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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参照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规发（2017）1 号《浙江省海绵城市

规划设计导则（试行）》推荐植物应用名录。

7 生物滞留设施溢流装置（溢流口高程、溢流能力等）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

明确时，溢流口与周边路面的高差最小为 100 mm。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8 进水口和出水口无堵塞、阻碍，水流顺畅，无短流。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9 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表面砾石、碎石设置时宜固定，防止冲散或遗失。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10 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周边安全围护结构及警示标志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11 覆盖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4.6 渗透塘

4.6.1主控项目

1 渗透塘底部及周边的土壤渗透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不应小于

5×10
-3
mm/so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看试验报告。

2 渗透塘构造形式应满足设计要求，使用的种植土和渗滤材料不得污染地下水，

不得导致区域及周边次生灾害发生。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检查出厂合格证和质量检验报告。

3 渗透塘高度应低于周边地面，蓄水层深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每 100 m
2
检查 4点。

检查方法：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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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渗透塘边坡坡度不应大于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4.6.2 一般项目

1 渗透塘内栽植的植物品种、规格和单位面积栽植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2 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应采用生物和物理防治方法，严禁药物污染水源。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施工方案及现场灭虫防虫措施、施工日志。

3 种植土及地形工程、植物材料工程、栽植工程验收项目应符合《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82 相关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渗透塘外围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与警示牌。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渗透塘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6.2 的要求。

表 4.6.2 渗透塘设施允许偏差

项目 规定值或偏差 检查频率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前置塘面积 ±3 % 每个 用全站仪测量等

主塘面积 ±3 % 每个 用全站仪测量等

前置塘、主塘标高 ±50 mm 每个 2 用水准仪测量

进水口、溢流口高程 ±30 mm 每个 2 用水准仪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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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蓄设施

5.1 绿色屋顶

5.1.1主控项目

1 保温隔热层所用材料的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按批次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和进场检验报告。

2 防水层

1） 防水层不应有渗漏或积水现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雨后观察或淋水、蓄水试验。

2） 耐根穿刺防水材料及其配套材料的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按批次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耐根穿刺检验报告和进场检验报

告。

3） 耐根穿刺防水层施工方式应与耐根穿刺检验报告一致。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防水层在檐沟、檐口、天沟、水落口、泛水、变形缝和伸出屋面管道等部

位的细部防水构造，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排（蓄）水层和过滤层

1） 排水层应与排水系统连通。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2） 排（蓄）水层和过滤层材料的质量、密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按批次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和进场检验报告。

3） 排（蓄）水层和过滤层材料的厚度、搭接宽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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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4） 排水口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排水口不得堵塞，排水口周边设置过滤构

造。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5） 排水管道、水落口应畅通。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通球试验、闭水试验、观察检查。

4 种植土层

种植土的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地形整理应符合竖向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5 植被层

1） 植物的品种、配置、定位、种植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乔灌木应固定牢固。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2） 非本地植物应提供病虫害检疫报告。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检疫报告。

3） 植物栽植前修剪必须严格控制高度、疏密度，保证屋顶绿化的安全性。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 绿色屋顶设施允许偏差见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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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绿色屋顶设施允许偏差

分项 规定值或偏差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绝热层 保温板厚度 -4 mm 100 m
2

3 钢针插入、尺量检查

喷涂硬泡聚氨酯 无负偏差 100 m
2

3

普通

防水层

防水构造 符合设计要求 100 m2 3 观察检查

涂膜防水层

不小于设计厚度

不小于设计厚度 80 % 100 m
2

3 针测法或取样检测

耐根穿刺

防水层

聚脲防水层

最小厚度

不小于设计厚度 80 % 100 m
2

3 超声波或取样检测

种植土层

种植土质量 符合设计要求 全部 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

进场检验报告

厚度 ±5 %,不大于 30 mm 100 m
2

3 尺量检查

密度 符合设计要求 100 m2 3 环刀和称重检查

5.1.2 一般项目

1 保温隔热层

1） 保温板铺设应紧贴基层、固定牢固、拼缝严密。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2） 保温板平整度的允许偏差应为 5 mm。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 2 m 靠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3） 保温板接缝高差的允许偏差应为 2 mm。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直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2 防水层

1） 卷材的搭接缝应粘结或焊接牢固，收头与基层粘结应牢固不翘边。接缝及

收头应密封严密。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2） 卷材防水层的铺贴方向应正确，卷材搭接宽度应符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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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排（蓄）水层和过滤层

1） 陶粒应铺设平整、均匀，宽度、厚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2） 排水板应铺设平整、无皱折，接缝方法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3） 过滤层应铺设平整、接缝严密，其搭接宽度不小于 150 mm。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4 种植土层

种植土应铺设平整、均匀，其厚度的允许偏差为±5%，且不得大于 30 mm。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5 被层

1） 植物成活率应达到 95 %以上，无病残枝。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统计。

2） 地被植物种植区域应无杂物，均匀满覆盖。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草坪表面整洁，施工草坪的区域内草坪覆盖率应达到 100 %。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统计。

5.2 雨水湿地

5.2.1 主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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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雨水湿地结构形式及蓄水量、排空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现场进行蓄水量、排空能力试验。

2 进水口、前置塘、主塘、溢流出水口高程应满足设计要求，允许误差±20 mmo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3 雨水湿地所用的原材料、预制构件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

求。

检查频率：按批次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

4 砌筑水泥砂浆强度、混凝土结构强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每 100m
3
砌体或每 100m

3
混凝土或每浇筑 1 个台班一组试块。

检查方法：检查水泥砂浆强度、混凝土强度报告。

5.2.2 一般项目

1 前置塘、主塘、沼泽区塘底的结构类型、尺寸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塘底结

构应完整、平顺。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2 前置塘、主塘驳岸边坡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前置塘边坡坡度

（垂直:水平）应为 1:2～1:8，主塘不宜大于 1:6。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3 砌筑结构应灰浆饱满、无通缝；混凝土结构物不得有质量缺陷，井室无渗水现

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蓄水检查或雨天观察。

4 雨水湿地中植物的选取应符合《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 的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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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雨水湿地应设置护栏、安全警示牌等安全防护与警示标志。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 前置塘、主塘面积应满足设计要求，允许偏差±3%o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5.3 雨水罐/雨水桶

5.3.1主控项目

1 雨水罐/雨水桶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

2 雨水罐/雨水桶容积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量测法检查。

3 雨水罐/雨水桶周边防护装置及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

5.3.2一般项目

1 进、出水管接口应严密，无渗漏。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蓄水观察。

2 雨水罐/雨水桶的基础底座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施工隐蔽验收记录。

3 雨水罐/雨水桶设施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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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2 雨水罐安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查频率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轴线偏位（mm） 10 每座 2
用经纬仪和钢尺测

量，纵、横各 1 次

底高程（mm） ±10 每座 1 用水准仪量测

垂直度

（mm）

H≤5 m 5 每座 1
用垂线配合钢尺量测

H＞5 m 8 每座 1

5.4 雨水塘

5.4.1 主控项目

1 雨水塘的前置塘、调节区的面积、深度及进水口与溢流设施高程应满足设计要

求，允许偏差应满足表 5.4.1 的要求。

表 5.4.1 雨水塘主控项目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检查数量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1 前置塘面积 全数检查 ±3 % 用全站仪测量等

2 调节区面积 全数检查 ±3 % 用全站仪测量等

3 前置塘、调节区底标高 全数检查 ±50 mm 用水准仪测量

4 进水口、溢流设施标高 全数检查 ±30 mm 用水准仪测量

注：前置塘、调节区面积及底标高、溢流通道标高计算：以散点高程方式，均匀布设。面积50 m2

以内不宜小于 3 个点，每增10 m2增加 1 个高程点。塘上沿高程做适当加密。最终计算

塘底平均高程及塘上沿平均高程。

2 前置塘塘底应满足设计要求，一般设置局部硬化区，周边应设置清淤通道。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3 排空时间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灌水试验或实际降雨观察计时。

5.4.2 一般项目：

1 调节塘边坡形式及坡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与尺量检查。



27

2 溢流通道埋设深度、轴线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施工记录、测量记录。

5.5湿塘

5.5.1 主控项目

1 湿塘结构形式及蓄水量、排空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现场进行蓄水量、排空能力试验。

2 进水口、前置塘、主塘、溢流出水口高程应满足设计要求，允许误差±20 mmo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3 湿塘所用的原材料、预制构件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按批次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

4 砌筑水泥砂浆强度、混凝土结构强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 100 m
3
砌体或每 100 m

3
混凝土或每浇筑 1个台班一组试块。

检查方法：检查水泥砂浆强度、混凝土强度报告。

5.5.2一般项目

1 前置塘、主塘、沼泽区塘底的结构类型、尺寸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塘底结

构应完整、平顺。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2 前置塘、主塘面积应满足设计要求，允许偏差±3 %o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3 前置塘、主塘驳岸边坡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前置塘边坡坡度

（垂直:水平）应为 1:2～1:8，主塘不宜大于 1:6。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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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量测。

4 砌筑结构应灰浆饱满、无通缝；混凝土结构物不得有质量缺陷，井室无渗水现

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蓄水检查或雨天观察。

5 湿塘中植物的选取应符合《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 的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 湿塘应设置护栏、安全警示牌等安全防护与警示标志。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6 雨水调蓄池

5.6.1主控项目

1 所用的钢筋、水泥、集料、砌块、管材等原材料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

定和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按批次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进场复检报告。

2 钢筋的规格、数量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按批次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测量报告及施工记录文件。

3 砌筑水泥砂浆强度、结构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 50m
3
砌体或每 100m

3
混凝土或每浇筑 1 个台班一组试块。

检查方法：检查水泥砂浆强度、混凝土强度报告。

4 雨水调蓄池的纳水量不小于设计纳水量。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5 预埋管（件）的尺寸、位置、高程的偏差，不得影响结构物的性能和水力

条件。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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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6 混凝土结构无严重质量缺陷；结构表面无渗水、水珠。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7 砌筑应垂直稳固、位置正确；灰缝必须饱满、密实、完整，无透缝、通缝、开

裂等现象；抹面时，砂浆与基层应粘结紧密牢固，不得有空鼓和裂缝等现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8 雨水调蓄池的进出水管及排泥管应符合设计条件。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及查看材料送检记录。

9 雨水调蓄池的预处理设施、调节设施应符合设计条件。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看施工记录、量测。

5.6.2一般项目

1 混凝土凝土结构表面应光洁、平整，无明显质量缺陷，结构表面无明显湿渍现

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2 砌筑砂浆应灰缝均匀一致，横平竖直；抹面接茬应平整，阴阳角清晰顺直； 勾

缝应密实，线形平整、深度一致。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混凝土雨水调蓄池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6.2-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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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2-1 混凝土雨水调蓄池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范围 点

数

水平轴线

（mm）
池壁、柱、梁 8

每池壁、

柱、梁
2 用经纬仪、钢尺量

高程（mm）

池壁顶

±10

每 10 m 1

用水准仪测量
底板顶 每 25 m

2
1

顶板 每 25 m
2

1

柱、梁 每柱、梁

平面尺寸（池体

长、宽或直径）

（mm）

L≤20 m ±20
长、宽各 2；

直径各 4
用钢尺量20 m＜L≤50 m ±L/1 00

L＞50 m ±50

截面尺寸

（mm）

池壁

-5～+10

每 10 m 1
用钢尺量底板 每 10 m 1

柱、梁 每柱、梁 1

孔、洞、槽内净空 ±10
每孔、

洞、槽
1 用钢尺量

表面平整度 8 每 25 m
2

1 用 2 m 直尺配合塞尺测量

墙面垂直度（H≤5 m）（mm） 8 每 10 m 1 用垂线检查

中心线位置偏

移（mm）

预埋管、件 5 每件 1
用钢尺量

预留洞 10 每洞 1

水槽 ±5 每 10 m 2
用经纬仪测量，纵、横轴

线各 1 点

坡度（%） 0.15 % 每 10 m 1 用水准仪测量

4 砌体雨水调蓄池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6.2-2 的规定。

表5.6.2-2 砌体雨水调蓄池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

偏差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水平轴线（mm） 池壁、柱、隔墙 10
每池壁、

柱、隔墙
1 用经纬仪、钢尺量

高程（mm）
池壁、隔墙、

柱的顶面
±15 每 5 m 1 用水准仪测量

平面尺寸（池体长、

宽或直径）

（mm）

L≤20 m ±20 每池 4 用钢尺量

表面平整度 8 每 5 m 1 用 2m 直尺配合塞尺测量

墙面垂直度（H≤5 m）（mm） 8 每 5 m 1 用垂线检查

中心线位置偏移

（mm）

预埋管、件 5 每件 1
用钢尺量

预留洞 10 每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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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塑料蓄水模块

5.7.1 主控项目

1 基坑地基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300 m
2
不应少于1点。

检查方法:检查地基承载力报告。

2 调蓄池满水试验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个。

检查方法:检查满水试验施工记录。

5.7.2 一般项目

1 塑料蓄水模块采用聚丙烯、聚乙烯材料的性能指标应满足《建筑排水用聚丙烯

（PP）管材和管件》（CJ/T278）的要求。

2 塑料蓄水模块单体的性能指标应满足表5.7.2-1的要求。

表 5.7.2-1 蓄水模块单体的性能指标

项目 测试条件 性能指标

坠落试验 23 ℃±2 ℃，1 m 高处跌落，边角落地 无开裂、破损或

永久变形

抗压强度试验

顶部加载 0.5 m≤覆土≤4 m 200 kN/m2

无开裂、破损或

永久变形
侧面加载

0.5 m≤埋深≤4 m 100 kN/m2

4 m＜埋深≤7.5 m 185 kN/m2

烘箱试验 150 ℃，3 0min 无气泡、分层和破裂

抗冲击性能 23 ℃±2 ℃，4 kg 砝码，高 2 m，

试样上覆盖 35 cm 厚沙床

无开裂、破损或

永久变形

长期蠕变性能

23 ℃±2 ℃，≥1008 h 50 年外推垂直变形

顶部加载 0.5 m≤覆土≤4 m 110 kN/m
2

≤4 %，水池的竖向变

形并不得超过：100 mm/

水池高度（mm）×100%

3 塑料蓄水模块的功能指标应满足表5.7.2-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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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2-2 蓄水模块的功能指标

项目 测试方法 性能指标

流通直径 通球试验 ≥50 mm(树池、收集池)；

≥150 mm(排水渠、调蓄池)

孔隙率 满水试验 ≥90 %

清掏通道 钢尺测量 最小通道尺寸≥3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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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输设施

6.1植草沟

6.1.1主控项目

1植草沟过水断面形式及尺寸应不小于设计要求，应准确设置进水口拦污设施。

检查频率：每 20 m 抽测 1处。

检查方法：量测。

2植草沟应线形美观、平顺，沟内无杂物,坡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每 20 m 抽测 1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6.1.2一般项目

1植草沟植被成活率、植被高度应不小于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2植草沟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允许偏差应满足表 6.1.2 的要求。

6.1.2 植草沟设施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轴线（mm） ≤50 每 100 m 5
用经纬仪、尺量检查

沟底高程（mm） +0，-30 每 100 m 5 用水准仪测量

断面尺寸 mm
不小于设计

要求
每 100 m 5 尺量检查

边坡坡度
不陡于设计

要求
每 100 m 5 尺量检查

6.2渗管/渗渠

6.2.1主控项目

1 所用水泥、集料、管材、砾（碎）石、透水土工布等原材料的质量应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进场复检报告。

2所用透水水泥混凝土的强度和渗透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每 100 m
3
混凝土或每浇筑 1个台班一组试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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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检查透水水泥混凝土强度报告和渗透试块试验报告。

3无砂混凝土渗管、渠的孔隙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4渗渠中的砂层渗透系数不小于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不应小于1.0×10
-1
mm/s。

检查方法：灌水观察检查、秒表时间量测。

6.2.2一般项目

1渗管、滤料（材）组成的渗透体应平顺、饱满。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2渗渠表面应平整、密实，无反坡，渠内无泥土等杂物。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3土工布搭接宽度不应少于 200 mmo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4渗管/渗渠的安装允许偏差值应符合表 6.2.2。

6.2.2 渗渠的坐标、位置、渠底标高允许偏差值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频率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轴线 ≤15 每节管或每 10 m 1 用经纬仪测量

高程 ±10 每节管或每 10 m 1 用水准仪测量

渠断面尺寸 不低于设计要求 每 10 m 1 用钢尺量

盖板断面尺寸 不低于设计要求 每 10 m 1 用钢尺量

墙高 ±10 每 10 m 1 用钢尺量

渠底中线每侧宽度 ±10 每 10 m 2 用钢尺量

墙面垂直度 10 每 10 m 2 吊线、钢尺量

墙面平整度 10 每 10 m 2 用 2 m 靠尺量

墙厚 +10，0 每 10 m 2 用钢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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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设施

7.1 雨水管断接

7.1.1 主控项目

1 雨水管断接处与地面高差不宜大于150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2 雨水管断接处采用的消能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雨水管断接处外墙防渗和保温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7.1.2 一般项目

1 溢流雨水口位置及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2 排放口工程质量应满足《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给水

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的规定。监测设备施工电气部分质量应符合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规定。

7.2生态驳岸

7.2.1主控项目

1 所用材料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

2 大于土壤的自然安息角时的护坡、固土及防冲刷的措施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植被品种的根系发达稳固堤岸、枝叶柔韧顺应水流、增加抗洪护堤、恢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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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功能的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4植被品种和密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量测。

7.2.2一般项目

1驳岸砌体外观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2生态驳岸允许偏差应满足表 7.2.2。

7.2.2 生态驳岸设施允许偏差

一般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长度（mm） 不小于设计宽度 20 m 1 尺量检查

高度（mm） 不小于设计高度 20 m 1 尺量检查

坡度（%） ±0.3 % ，且不反坡 20 m 1 用水准仪量测

种植土层 厚度 ±5 %,不大于 30 mm 100 m
2

3 尺量检查

密度 符合设计要求 100 m
2

3 环刀和称重检查

植被层 成活率 95 %以上，无病残枝 全部 观察统计

7.3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7.3.1主控项目

1 进水口拦污设施应正确设置，降低后续清理工作量。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2 弃流装置进水管、排水管的管径、标高和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3 初期雨水弃流控制装置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弃流装置应按厂家使

用说明书进行现场试验。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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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现场试验、观察检查。

7.3.2一般项目

1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的底坡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不小于 10 %。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2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3.2 的要求。

表 7.3.2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测频率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位置、标高 符合设计要求 每座 2 用水准仪、钢尺测量

接入排污管标高、坡度 符合设计要求 每条 2 用水准仪测量

7.4 环保型雨水口

7.4.1 主控项目

1 箱体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看出厂检验报告。

2截污挂篮过流面积应不小于雨水篦子过流面积。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3截污挂篮及过滤装置与井壁间缝隙宜小于 5mm。

检查频率：每座 2点。

检查方法：量测。

4 溢流口过流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量测。

5 过滤料包厚度、过滤速率、 SS 去除率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 100 套抽样一套。

检查方法：量测、检查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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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一般项目

1 防四害装置在没有雨水流入时完全盖住溢流口。

检查频率：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2 防四害装置在雨水流入时打开角度大于 60 度。

检查数量：每 100 套抽样一套。

检查方法：现场过水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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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常用海绵设施

表 A.0.1 常用海绵设施分类表

表 A.0.1 常用海绵设施分类表

序号
设施类型

（按主要功能）
设施名称

1 渗透设施 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

2 调蓄设施

湿塘、雨水湿地、雨水罐/雨水桶、雨水塘

绿色屋顶、雨水调蓄池、塑料蓄水模块

3 转输设施 植草沟、渗管/渗渠

4 其他设施 生态驳岸、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环保型雨水口、雨水管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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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建设项目海绵设施工程划分

B.0.1 建设项目中海绵设施子分部、分项工程、检验批的划分原则如下，详见表

B.0.1：

1 子分部工程可按海绵设施主要功能划分。

2 分项工程可按海绵设施类型进行划分。

3 检验批可根据施工、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的需要，按部位、工程量、施工段

进行划分。

表B.0.1 建设项目中海绵设施工程划分对照表

海绵设施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渗透设施 渗透设施
透水砖路面、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透水沥青混

凝土路面、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

调蓄设施 调蓄设施
湿塘、雨水湿地、雨水罐/雨水桶、雨水塘、绿

色屋顶、雨水调蓄池、塑料蓄水模块

转输设施 转输设施 植草沟、渗管/渗渠

其他设施 其他设施

生态驳岸、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环保型雨水口、

雨水管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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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验收用表

C.1 施工材料验收用表

表C.1.1 海绵设施材料、设备、构配件进场报验单

工程名称： 编号:

致 （项目监理机构）：

我方于 年 月 日进场用于工程 部位 的 ,经我

方检验合格。现将相关资料（见附件）报上，请予以审查。

附件：1.工程材料/设备/构配件报验清单及自检结果汇总表（表 C.1.2）

2.质量证明文件

施工单位项目部（盖章）

项目经理（签字）

年 月 日

审查意见：

结论:

经检查上述工程□ 材料/ □构配件 / □ 设备, □ 符合 /□ 不符合设计文件和规范的要求, □ 准许 /

 不准许过场, □同意/□不同意使用于拟定部位。

项目监理机构（盖章）

专业监理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项目监理机构、施工单位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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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2 工程材料/设备/构配件报验清单及自检结果汇总表

施工单位项目部（盖章）: 项目技术负责人（签字）: 材料员（签字）:

工程名称 施工部位

序号 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 进场数量 生产厂家
复试单/检验单

记录编号

1 透水水泥混凝土

2 透水沥青混凝土

3 透水土工布

4 种植土层

5 排水管

6 蓄水模块

7 透水砖

…… ……

结论 经检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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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检验批、隐蔽工程、关键环节、分项工程验收用表

表C.2.1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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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

一般

项目

1

2

3

……

施工单位

自检结果

项目部质检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意见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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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2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

编号：

单位（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分项

隐蔽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隐蔽工程部位 质量要求 施工单位自检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意见

备注/相关示图、照片:

监理（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

技术负责人（签名）

技术负责人

（签名）

质检员

（签名）

专业工长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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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3 检测调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

编号：

单位（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分项

隐蔽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施工依据文件名称及编号
质量验收依据文件名

称及编号

相关施工图名称及图号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简介隐蔽工程范围（内容）/隐蔽方式/施工方法/隐蔽前已进行的检测调试项目及其结果（根

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可附相关的示图、照片和附页、附表等作说明）:

施工单位

检查评定

综合结果

质检员（签名）
检测调试负责人

（签名）

项目技术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建

设单位检

查评定

综合结果

验收结论： 同意隐蔽 不同意隐蔽

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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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4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分项 分项工程量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检验批
检验批

容量

检验批所在的

施工部位

施工单位

自评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意见

施工单位

检查评定结果

（填写自评结论）

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填写验收结论）

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全部合格、质量保证资料完整，该分项工程质量判定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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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分部（子分部）验收用表

表C.3.1 子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技术负

责人

项目负责

人

分包单位
项目技术负

责人

项目负责

人

序号 分项工程
检验

批数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

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1

2

3

4

5

……

验收结论及备

注（由监理/建

设单位填写）

分包单位 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总监理工程师/建

设 单 位 项 目 负

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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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2 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工

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技术负

责人

项目负责

人

分包单位
项目技术负

责人

项目负责

人

序号
隶属的子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数
施工单位自评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验收结论及备注（由监

理/建设单位填写）

分包单位 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总监理工程师/建

设 单 位 项 目 负

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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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施工质量验收成果用表

表C.4.1 海绵设施质量验收记录一览表
编号：

工程名称 设施类型 设施规

模

施工单位 技术负责人 开工日

期

项目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完工日

期

序号 项目 验收记

录

验收结论

1 子分部工程 共 项，经审查符合标准及设计要求 子分部。

2
质量控制

资料核查

共 项，经审查符合要求

项，经核定复核规范要求

项。

3

安全和使用功

能核查及抽查

结果

共 核 查 项 ， 符 合 要 求

项；共抽查 项，符合要求

项； 经返修处理符合要求的

项。

4
观感

质量验收
共抽查 项，达到“好”和“一般”的

项；经返修处理符合要求的

项。

验收结论及备注

（由监理/建设

单位填写）

参

加

验

收

单

位

建设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勘察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单位（项目）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项目）负

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项目）负

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项目）负责

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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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2 海绵设施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编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海绵设施种类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核查意见 核查人 核查意见 核查人

1
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通知单、

工程洽商记录

2
材料/设备/构配件合格证及检验、

试验报告

3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4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

5 关键环节及重要部位验收记录表

6
系统清洗、灌水、通水、通球试验

记录

7 施工记录

8
分项、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

收记录

9 新技术论证、备案及施工记录

10 ……

11

12

结论：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设施种类分为渗透设施、调蓄设施、转输设施、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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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3 海绵设施安全和功能检验资料核查及主要功能抽查记录

编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海绵设施种类

序号 安全和功能检查项目 份数 核查意见 抽查结果 核查（抽查）人

1 设施的规模

2 竖向

3 进水设施

4 溢流排放口

5 防渗

6 水土保持

7 绿化种植

8 景观

9 安全

10

结论：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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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4 海绵设施观感质量检查记录
编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海绵设施种类

序号 项目 抽查质量状况 质量评价

1 植被全覆盖度 共检查 点，好 点，一般 点，差 点

2 树皮覆盖层 共检查 点，好 点，一般 点，差 点

3 消能措施 共检查 点，好 点，一般 点，差 点

4 设施外观无裂缝、孔洞等 共检查 点，好 点，一般 点，差 点

5 透水铺装的平整度 共检查 点，好 点，一般 点，差 点

6 透水铺装结构间隙美观合理 共检查 点，好 点，一般 点，差 点

7 ……

观感质量综合评价

结论：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设施种类分为渗透设施、调蓄设施、转输设施、其他设施；

2 对质量评价为差的项目应进行返修；

3 观感质量现场检查原始记录应作为本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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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5 温州市建设项目海绵设施施工情况核对表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用地面积（m2）

项目类型 □建筑与小区 □城市道路 □城市绿地与广场
□城市水

系

□工业仓

储

海绵设施施工情况

序号 海绵设施类型
面积

（m2）

有效深度

（m）

调蓄容积

（m3）
施工情况

1

2

3

……

核对

结论

核对人（签名）：

施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核对人（签名）：

监理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建设项目海绵设施类型及规模应根据温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专篇文本中

《温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自评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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