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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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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质量检验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内河航道3D打印护岸和公路3D打印声屏障的质量检验，其他3D打印构件的质量检测

可以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JTS202    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 

JTS131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 

JTS257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JTG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HJ/T90    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 

DG/TJ08-2086    道路声屏障结构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3D打印  3D/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3D打印是一种快速成型技术，它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技术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或其他等可

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 

3.2   

3D打印混凝土  3D/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concrete 

以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粒化高炉矿渣粉等工业固废为掺合料，玻璃纤维为主要增强材料，通过添

加工业垃圾、矿山尾矿及城市建筑垃圾固废破碎后的骨料及其他外加剂制成的3D打印混凝土。 

4  总则 

4.1  为提高 3D打印构件质量检验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制定本文件。 

4.2  3D打印构件质量检验工作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及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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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规定 

5.1  施工单位应对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构配件等进行现场验收，并经监理工程师认可；对涉及结构

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施工单位应按规定进行抽样检验，监理单位应按规定进行见证抽样检验或平行检验。 

5.2  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合同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6  3D打印护岸工程质量检验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标准 3D打印护岸按《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中表 9.1.0.1-2划分，作为岸壁分

部工程中的分项工程。 

6.1.2  与 3D打印护岸相关的其它分项工程，由于《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对其质量检验

内容已有规定，工程中作为单独分项工程进行检验即可。 

6.1.3  3D打印护岸的检验批宜按结构段或施工段进行划分，长度不宜大于 200m。 

6.1.4  检验批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主要检验项目的质量经检验应全部合格。 

b）一般检验项目的质量经检验应全部合格。其中允许偏差的抽查合格率应达到 80%及其以上，且

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值对于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不得大于允许偏差值的 1.5倍。 

6.1.5  分项工程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均应符合质量合格的规定。 

b）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质量检验记录应完整。 

c）当分项工程不划分为检验批时，分项工程质量合格标准应符合第 6.1.4条的规定。 

6.2  主要检验项目 

6.2.1  3D打印护岸混凝土所用的水泥等原材料的质量必须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

规范》（JTS202）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原材料种类及批次进行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抽样并按规定平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复检报告。 

6.2.2  3D打印护岸混凝土的配合比需经过验证，并符合设计的各项指标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配合比设计报告。 

6.2.3  3D打印护岸混凝土的强度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验收批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和统计评定表。 

6.2.4  3D打印护岸混凝土中的总氯离子含量和碱含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

范》（JTS202）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或评估报告。 

6.2.5  3D打印护岸混凝土有抗冻和抗渗等级要求时，其抗冻和抗渗等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

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JTS202）等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验收批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6.2.6  3D打印护岸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性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

凝土施工规范》（JTS202）等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验收批全数检查。 



T/JSCTS ×××—×××× 

3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6.2.7  3D打印护岸构件表面不应有严重缺陷。3D打印护岸构件表面缺陷程度分级应符合表 1的规

定。 

表 1  3D 打印护岸构件表面缺陷的程度分级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表面裂缝 
由表面延伸至构件内部

的缝隙 

长度大于 100mm，宽度大于 1.0mm/每

块，板的横向、纵向、厚度方向贯通裂

缝 

长度小于 100mm，宽度小于

1.0mm/每块，每块≤2 处 

外露筋纤 
钢筋网未被混凝土包裹

而外露 
受力钢筋有露筋 

其他钢筋局部少量露筋每块≤1

处 

缺棱掉角 构件边角被缺少或破损 
每 6m

2
大于等于 3 处，或单个破损面积

超过 30mm×30mm 

每 6m
2
小于等于 2 处，或单个破

损面积 10mm×25～30mm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检查处理记录。 

6.2.8  构件安装前应对搁置面进行检查，搁置面应平整。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测量检查并记录。 

6.3  一般检验项目 

6.3.1  3D打印护岸构件应标明生产单位、生产日期和质量检验标志。 

检验数量：施工、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3.2  构件表面不宜有一般缺陷。对影响耐久性的一般缺陷，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凝土施

工规范》（JTJ 268）的规定处理。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检查处理记录。 

6.3.3  构件上的预埋件、预留孔洞和外伸筋的数量、规格和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允许偏差应符合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表 2.1.6.5的规定。 

6.3.4  3D打印护岸构件实测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检查方法应符合表 2给出的特征值。 

表 2  3D打印护岸构件制作的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长度 ±10 

逐件检查 

2 钢卷尺测量 

2 宽度（顶宽、底宽） ±10 2 钢卷尺测量 

3 底板厚度 ±10 2 钢卷尺测量 

4 高度 ±10 2 钢卷尺测量 

5 外侧面平整度 10 4 
用 2m 靠尺和塞尺

测量 

6 端头倾斜 ≤10 2 
用直尺或 

吊线测量 

7 壁 厚 -2，+5 4 钢卷尺测量 

6.3.5  3D打印护岸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 3给出的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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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D 打印护岸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墙顶轴线位置 20 

逐件检查 

2 
用全站仪和钢尺测量 

纵横两方向 

2 标高 

顶面 ±30 2 用水准仪测量两端 

基承面 ±20 4 用水准仪测量 

3 
迎水面竖

向倾斜 

后倾 H/200 1 
用全站仪或吊线 

钢尺测量 

前倾 0 1 
用全站仪或吊线 

钢尺测量 

4 相邻段接缝宽度 20 1 用钢尺测量 

5 相邻段邻水面错台 20 1 拉线用钢尺等测量 

6 相邻段顶面错台 20 1 用钢尺测量 

7 顶面平整度 20 2 用 2m 靠尺和塞尺测量 

注：①H 为 3D 打印构件高度，单位 mm； 

②接缝宽度是指与设计平均缝宽的偏差值； 

③油墨混凝土构件安装的偏差检验，柔性搁置面应经过 24h后进行测量，安装合格后应及时进行墙后回填。 

6.4  质量控制 

6.4.1  3D打印护岸各工序施工应按施工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检查。 

6.4.2  3D打印护岸各工序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并形成记录。专业工序之间的交接应经监理工程师认

可。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6.5  检验验收 

6.5.1  工程质量的检验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验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6.5.2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 

6.5.3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现场检验项目，施工单位应按规定进行检验，监理单位应按规定

进行见证抽样检验或平行检验。 

6.5.4  分项工程及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要检验项目和一般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6.5.5  承担见证抽样检验及有关结构安全检验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等级。 

6.5.6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7  3D打印声屏障工程质量检验 

7.1  一般规定 

7.1.1  本标准 3D打印声屏障按《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F80/1）中附录 A表 A-1划分，作

为声屏障分部工程中的分项工程。 

7.1.2  与 3D打印声屏障相关的其它分项工程，由于《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F80/1）对其

质量检验内容已有规定，工程中作为单独分项工程进行检验即可。 

7.1.3  3D打印声屏障的检验批宜按结构段或施工段进行划分，长度不宜大于 200m。 

7.1.4  检验批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主要检验项目的质量经检验应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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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般检验项目的质量经检验应全部合格。其中允许偏差的抽查合格率应达到 80%及其以上，且

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值对于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不得大于允许偏差值的 1.5倍。 

7.1.5  分项工程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均应符合质量合格的规定。 

b）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质量检验记录应完整。 

c）当分项工程不划分为检验批时，分项工程质量合格标准应符合第 7.1.4条的规定。 

7.2  主要检验项目 

7.2.1  3D打印声屏障混凝土所用的水泥等原材料的质量必须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质量检验

评定标准》（JTGF80/1）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原材料种类及批次进行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抽样并按规定平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复检报告。 

7.2.2  3D打印声屏障混凝土的配合比需经过验证，并符合设计的各项指标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配合比设计报告。 

7.2.3  3D打印声屏障混凝土的强度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验收批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和统计评定表。 

7.2.4  3D打印声屏障构件表面应无破损、裂纹、划伤等缺陷。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检查处理记录。 

7.2.5  立柱、连接件和屏体在安装前，应无构件变形或防腐处理层损坏。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检查处理记录。 

7.2.6  屏体与立柱及屏体与基础的接缝应密实。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检查处理记录。 

7.2.7  3D打印声屏障屏体声学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HJ/T 

90）、《道路声屏障结构技术规范》（DG/TJ 08-2086）的规定。 

7.3  一般检验项目 

7.3.1  3D打印声屏障构件应标明生产单位、生产日期和质量检验标志。 

检验数量：施工、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3.2  3D打印声屏障构件实测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检查方法应符合表 4和表 5给出的特征值。 

表 4  3D打印声屏障构件制作的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长度 ±10 

逐件检查 

2 钢卷尺测量 

2 厚度 ±5 2 钢卷尺测量 

3 高度 ±10 2 钢卷尺测量 

4 壁 厚 -2，+5 4 钢尺测量 

5 外侧面曲面平滑度 ±5 4 用塞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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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造柱尺寸 ≤10 2 钢卷尺测量 

表 5  3D 打印声屏障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屏体轴线位置 20 

逐件检查 

2 
用全站仪和钢尺测量 

纵横两方向 

2 标高 

顶面 ±30 2 用水准仪测量两端 

基承面 ±20 4 用水准仪测量 

3 
屏体中心

垂直度 
倾斜 H/200 1 

用全站仪或吊线 

钢尺测量 

4 相邻段接缝宽度 20 1 用钢尺测量 

5 相邻段竖直错台 20 1 拉线用钢尺等测量 

6 相邻段水平错台 20 1 用钢尺测量 

7.4  质量控制 

7.4.1  3D打印声屏障各工序施工应按施工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检

查。 

7.4.2  3D打印声屏障各工序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并形成记录。专业工序之间的交接应经监理工程师

认可。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7.5  检验验收 

7.5.1  工程质量的检验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验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7.5.2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 

7.5.3  分项工程及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要检验项目和一般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7.5.4  承担见证抽样检验及有关结构安全检验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等级。 

7.5.5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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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工程质量检验记录 

A.1  检验批质量检验记录应由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填写，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等进行

检验与确认，并按表A.1的规定记录。 

表 A.1  （          ）检验批质量检验记录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质量检验标准名称及编号  

质量标准规定 施工单位检验记录 监理单位检验记录 

主要检

验项目 

1    

2    

3    

    

 

一般检

验项目 

1    

2    

3    

    

允许偏差项目 
允许偏差值 

（mm） 

实测偏差值（mm） 
抽查实测值（mm）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允许偏差项目共检测 点，合格 点，合格率 % 

施工单位检验

结果 

 

 

 

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 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检验

结论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注： ①对于不划分检验批的分项工程，可直接采用本表； 

②对于实测数据较多的项目，可附施工综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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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记录应由施工单位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填写，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分项工

程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检查员等进行检验与确认，并按表B.2的规定记录。 

表 A.2  （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记录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检验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序号 检验批部位 施工单位检验结果 监理单位验收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说明： 

施工单位 

检验结论 
 
 

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检验结论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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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现场检查记录用表 

B.1  主要现场检查记录用表应采用本附录所规定的表格格式，对于本附录未包含和根据工程需要增加

的，可参考本附录的规定制定和分类。 

B.2  现场检查记录用表应用碳素墨水填写或打印，表格填写内容和有关人员的签字应齐全，需要公章

的应加盖公章。 

B.3  工程测量控制点验收应采用表 B.1，施工测量基线和水准点验收应采用表 B.2。 

B.4  混凝土强度评定应采用表 B.3，混凝土强度统计应采用表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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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工程测量控制点验收记录 

施工单位：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验收内容  

放样资料及依据  

放样说明  

放样值（cm） 

点号 x y h 

    

    

    

测复值（cm） 

点号 x y h 

    

    

    

误差值（cm） 

点号 △x △y △h 

    

    

    

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代表 监理工程师 

施  工  单  位 

项目技术负责人 质量检查员 测量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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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施工测量基线和水准点验收记录 

施工单位：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仪器名称和编号  司仪  

精 度  记录  

施测方法简述  

验 收 记 

录 

 

测 站 

点 

 

水 准 

点 

基线方位角 基线长度 水准高程 

 

理论值 实测值 误差 理论值 实测值 误差 理论值 实测值 误差 

           

           

           

           

           

           

           

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代表 监理工程师 

施  工  单  位 

技术负责人 质量检查员 测量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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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混凝土强度评定表 

验收批时段：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或构件名称  

设计要求  混凝土数量（m
3
）  

统计值 
验收批试件 n = 组， 平均强度  mfcu    = MPa 

标准差 Sfcu = MPa 强度最小值 fcu,min = MPa 

评定标准 

 

n≥5 mfcu-Sfcu≥fcu,k fcu,min≥fcu,k－Cσ 

0  
n＝2～4 mfcu≥fcu,k+D fcu,min≥fcu,k－0.5D 

强 度 评 定 

计 算 
 

评定结论  

验收系数 

C 

试块组数 n 

验收常数 

 

D(MPa) 

强度等级 

5～9 10～19 ≥20 ＜C20 C20～C40 ＞C40 

0.7 0.9 1.0 3.5 4.5 5.5 

备注  

施工单位（盖章） ：        审核：         统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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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混凝土强度统计表 

统计时段：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或构件名称  

设计要求  混凝土数量（m3）  

序 号 
试件编

号 

施工日

期 

强度 

(MPa) 
序 号 

试件编

号 

施工日

期 

强度 

(MPa) 
序 号 试件编号 施工日期 

强度 

(MPa) 

            

            

            

            

            

            

            

            

            

            

            

            

            

            

            

            

            

            

            

            

平均强度 

(MPa) 
 

强度最小值 

(MPa) 
 

标准差 

(MPa) 
 

标准差平均水平 

(MPa) 

 

备注 
 

施工单位（盖章） ：        审核：         统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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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用语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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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许时可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或“应按……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