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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的背景、意义和必要性

护岸结构作为航道整治工程的重要设施之一，是各种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和新结构在航道整治工程中的主要应用领域。近年来，

随着工厂化、装配化设计概念的提出，新型的护岸型式凭借其生态、

美观、变形能力强、抗震性能好等特点，很好的适应了现阶段国家水

运发展的理念，被广泛推广应用。

但新型结构型式在建设应用过程中，缺少相应的技术标准作为参

考及技术指导。《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中有相

关的条目，但对于新型结构型式不完全适用。为了适应新型护岸的发

展趋势，适应航道建设规范质量检验要求，有效控制护岸工程质量，

规范相关企业行为，提高工程质量水平，故在工程应用的基础上，总

结经验，针对内河航道工程空心方桩护岸结构型式特制定适用于空心

方桩护岸的质量检验标准，以作为对《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JTS257-2008）相应内容的补充完善。

2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1 年 10 月，经过扬州市通扬线高邮段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管

理办公室、宜兴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科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的申请，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根据《标准化法》、《江苏省标准

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组织有关领域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立项论证，

并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下发了关于《内河航道工程整体箱式装配

护岸质量检验标准》等 2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苏交学办[2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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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同意《内河航道工程空心方桩护岸质量检验标准》团体标准的

立项。

（2）主要起草单位（人）

本标准起草单位：扬州市通扬线高邮段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管理办

公室、宜兴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科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编制人：刘曙明、曹定维、张者领、付长生、彭缪云、王

鹏、黄国潜、徐敬松、郭玮、李良杰、史剑波。

（3）编制组主要工作

2018年10月-2019年6月，根据现场施工及工程实践，提出空心方

桩护岸技术应用于内河航道工程的技术要点，总结归纳施工工艺。

2019年6月-2019年7月，编写组成员完成各自分工，形成《内河

航道护岸工程空心方桩护岸施工质量检验标准》。2019年7月8日，扬

州市通扬线高邮段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在南京组织召开了

《内河航道护岸工程空心方桩护岸施工质量检验标准》评审会，邀请

了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宜兴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科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等相关主管单位及专家学者对内部标准

进行了评审。评审组充分肯定了编制工作的重要性，并认为该标准可

以作为本工程空心方桩护岸质量检验的依据。

2021年8月-2021年10月，收集已采用空心方桩护岸技术的应用成

果及科研资料等，对空心方桩护岸的质量控制标准等技术指标进行梳

理。2021年10月11日，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在南京组织召开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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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航道护岸工程空心方桩护岸质量检验标准》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

会议认为为进一步推动空心方桩护岸在航道工程中的推广应用，保障

内河航道工程施工质量，制订《内河航道护岸工程空心方桩护岸质量

检验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并建议项目名称改为《内河航道工程空心

方桩护岸质量检验标准》。经专家评审，一致通过立项申请。

2021年10月11日，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港航标准分委在南京

组织召开了《内河航道工程空心方桩护岸质量检验标准》团体标准编

制工作大纲评审会，会议认为《工作大纲》内容基本全面，计划进度

安排和人员分工基本合理，基本满足工作大纲评审要求,修改完善后

可作为下阶段编制工作的依据。

2021年10月-11月，编制形成《内河航道工程空心方桩护岸质量

检验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3标准编制原则、与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1）标准编制原则

①科学性原则：标准内容必须以科学成果和先进经验为基础，并

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

②准确性原则：标准内容的措辞应准确、清楚、符合逻辑，避免

模棱两可。

③简明性原则：标准内容应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④统一性原则：标准内容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与现行

的有关标准规范相协调。

（2）与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本标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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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条款。

目前已发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均无全面的空心方桩护岸质量

检验要求。

本标准可作为《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等航

道工程质量检验标准的补充。

（3）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本标准不涉及国际

标准或国外标准。

4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主要技术内容

①空心方桩护岸质量检验

对空心方桩护岸的轴线位置、顶面标高、桩间距、垂直度、桩间

错口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检查方法、安装要求等提出规范要求。

（2）主要工作依据

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工作组严格遵循以下标准化法律、法规、规

范的规定，作为本标准起草的重要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

施条例》、《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规

程》等法律、法规及制度；

②《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标准文本的结构、格式主要依据本标准）；

③《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



5

5标准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可靠性

《内河航道工程空心方桩护岸质量检验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采用

通扬线高邮段航道整治工程空心方桩护岸的质量检验（验证）的方法。

空心方桩护岸使用的机械设备相对较少，并大大降低混凝土材料的消

耗，节省施工成本，并降低混凝土施工对环境的影响；空心方桩工厂

预制，运至现场直接施打，大大缩短工期；水上施工，基本无需占用

土地，大大降低了土地使用成本。根据相关工程实践证明，空心方桩

护岸应用于航道护岸，相比较传统混凝土重力式墙身护岸施工技术，

根据使用的空心方桩长度不同（7m或9m长），工程造价可节约

32.2%/24.4%，工期缩短30%，土地占用面降低90%。因此，空心方桩

护岸在航道工程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标准在工程经验和相关企业内控标准的基础上，对航道工程空

心方桩护岸的施工质量检验等内容予以规范，可以为空心方桩护岸的

质量控制提供依据，为业主及行业监管部门的交竣工验收工作提供指

导，为空心方桩护岸在航道工程领域的推广应用提供助力。

6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内河航道工程空心方桩护岸质量检验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暂未

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7标准推广应用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加强标准在江苏省交通系统实施的应用，推进标准实施

建议各级交通主管部门、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及从事空心方桩护岸

相关业务的企业，在空心方桩护岸建设过程中，积极采用本标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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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第一次制定，并作为现行标准的补充，符合从事空心方桩护岸

相关业务的企业发展和需要，建议颁布后一个月内实施。

（1）加大标准宣贯力度，扩大宣贯范围

标准的宣贯工作不仅包括标准文本本身，还应包括标准的编制说

明，使得标准使用者不仅了解标准文本中规定的内容，还了解本标准

编制说明中对于标准制定背景、制定依据等内容，以利于标准的贯彻

执行。

（2）做好信息反馈和适用性评价，提高标准实施效果

在本标准宣贯后，要时刻跟踪本标准关于空心方桩护岸建设过程

中的实施情况，记录标准在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效果，对于实用性不强、

适用性差的条款要及时反馈到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以便采取相应的措

施。

8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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