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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更新改造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考证评价、设计、安装埋设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大、中型水库大坝及坝高超过15m的小（1）型水库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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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 530  大坝安全监测仪器检验测试规程 

SL 531 大坝安全监测仪器安装标准 

SL 551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601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766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鉴定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更新改造  transformation and renovation 

对已建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进行增补、维修、更换。 

3.2  

考证评价  textu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通过现状调查与现场测试，对现有大坝监测设施完备性、可靠性进行查证和评定。 

3.3  

渗流压力  seepage pressure 

水渗入坝体和坝基而产生的压力。 

3.4  

水平位移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垂直于铅直方向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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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垂直位移  vertical displacement 

垂直于水平面的位移。 

3.6  

位移监测点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points 

在大坝上用于测量水平位移、垂直位移的点。 

3.7  

水平位移工作基点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work basis points 

用于水平位移观测的基准点。 

3.8  

垂直位移工作基点  vertical displacement work basis points 

用于垂直位移观测的起测点。 

4 考证评价 

4.1 一般规定 

4.1.1 监测设施在更新改造前应进行考证评价。 

4.1.2 考证评价应分为现状调查、现场测试、技术评价三个阶段。 

注：（1）现状调查指通过查阅文件资料、现场查看、人员访谈的方式，了解大坝及其监测设施的基本情况。（2）

现场测试指对监测设施进行功能性检测。（3）技术评价指综合现状调查、现场测试和监测资料分析成果，对

大坝现有监测设施进行评定。 

4.1.3 现状调查和现场测试时应准确填写表格，现状调查、测试表格见附录 A，现场测试方法按 SL 766

的规定执行。 

4.1.4 监测设施考评评价完成应提交技术评价报告。 

4.2 现状调查 

4.2.1 应覆盖水库大坝所有的监测设施，包括： 

a) 大坝坝体、坝基、坝肩的结构状况，现状存在的安全风险点； 

b) 变形、渗流、环境量等监测设施的数量、分布及内外观等监测仪器。 

4.2.2 调查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收集必要的基础资料，包括设计图纸、施工记录、运行管理记录、监测数据及技术分析报告等； 

b) 现场全面检查各建筑物和监测设施状况； 

c) 做好调查记录。 

4.3 现场测试 

4.3.1 位移监测点、工作基点应复核点位坐标、高程。 

4.3.2 测压管应复核管口高程、管底高程，检测其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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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量水堰应检测堰板垂直度、堰口角度和水尺精度。 

4.3.4 自动化监测系统应测试数据采集能力，按 SL 530、SL 766 的规定执行。 

4.4 技术评价 

4.4.1 应包括监测设施的完备性评价、可靠性评价、监测资料分析和综合评价。 

4.4.2 完备性评价结论分为完备、基本完备、不完备，评价标准为： 

a) 监测项目齐全，监测设施布置合理和数量满足大坝安全运行管理需要，为完备； 

b) 监测项目齐全，监测设施布置较合理，数量略少但不影响大坝安全的监测，为基本完备； 

c) 监测项目有缺失，或重要部位、安全风险点未布置监测设施，或监测设施数量偏少且影响大坝

安全的监测，为不完备。 

4.4.3 可靠性评价结论分为可靠、基本可靠、不可靠，评价标准为： 

a) 监测设施现场检查及测试结果评价合格率 90%及以上，监测资料分析成果正常，为可靠； 

b) 监测设施现场检查及测试结果评价合格率 60%～89%，监测资料分析成果基本正常，为基本可

靠； 

c) 监测设施现场检查及测试结果评价合格率低于 60%，监测资料分析成果不正常，为不可靠。 

4.4.4 监测资料分析按 SL 551、SL 601 的规定执行。 

4.4.5 综合评价结论分为正常、基本正常和不正常，评价标准为： 

a) 监测设施评价为完备、可靠，为正常； 

b) 监测设施评价为完备、基本可靠，或基本完备、可靠，或基本完备、基本可靠，为基本正常； 

c) 监测设施评价为不完备或不可靠，为不正常。 

4.4.6 技术评价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概况； 

b) 监测设施调查情况； 

c) 监测设施现场测试情况； 

d) 监测资料分析情况； 

e) 结论和建议； 

f) 相关图表。 

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更新改造设计应以考证评价结论为依据。对评价为基本正常的，应根据实际情况补充相关的监

测设施；对评价为不正常的，应进行监测设施更新改造设计。 

5.1.2 大坝主要安全监测项目应包括表面变形、渗流压力、渗流量、环境量。 

5.1.3 设计方案宜考虑人工和自动化监测方式相结合，自动化监测点布置宜与人工监测点布置相一致。 

5.1.4 设计方案宜选用精度高、耐久性好的监测设施。 

5.2 表面变形 

5.2.1 监测内容 

5.2.1.1 表面变形分为垂直位移和水平位移。 

5.2.1.2 监测设施包括混凝土观测墩、钢管标、基岩标等。 

5.2.1.3 垂直位移监测点及水平位移监测点宜共用带有强制对中底盘的混凝土观测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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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位移监测点 

5.2.2.1 土石坝（含面板堆石坝）监测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监测横断面宜选在最大坝高、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坝体与穿坝建筑物接触等部位，断面数量不

少于 2个，坝轴线长度大于 150m 时不少于 3个，断面间距 50m～100m； 

b) 每个监测横断面的监测点不少于 3个，坝高超过 50m 时不少于 4 个，其中： 

1) 上游坝坡正常蓄水位以上应布置 1个； 

2) 下游坝坡 1/2 坝高以上宜布置 1～2个； 

3) 设有防渗心墙的，心墙上、下游侧 3 m～5 m 各布置 1个，应与 1）和 2）测点布置相结

合； 

4) 下游坝坡 1/2 坝高至坝脚排水体之间宜布置 1个。 

c) 相近高程的监测点应形成监测纵断面。 

5.2.2.2 混凝土坝（含砌石坝）监测点宜选在最大坝高、地形地质条件复杂等部位，数量不少于 3个，

其中：  

a) 坝中部设溢洪道的，左、右非溢流坝段和中部溢流坝段应至少各布置 1个； 

b) 坝中部无溢洪道的，最大坝高断面应布置 1个。 

5.2.2.3 大坝存在异常变形和安全风险较高的部位，应加密布置测点，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存在较严重纵向或横向裂缝，且附近 10m 范围内无监测点的，宜在裂缝 10m范围内布置 1个测

点； 

b) 存在滑坡、隆起、塌陷、混凝土大面积脱落等异常变形部位，且附近 10m 范围内无监测点的，

宜在异常变形部位 10m 范围内布置 1个测点； 

c) 存在渗漏、管涌、散浸等严重渗漏部位，且附近 10m 范围内无监测点的，宜在渗漏部位 10m

范围内布置 1个测点。 

5.2.2.4 观测墩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观测墩宜采用立柱型，立柱宜高出坝面 0.5m～1.2m； 

b) 观测墩布置在土层上时，立柱底部应设置底座，底座尺寸不小于 1000mm×1000mm×500mm（长×
宽×高）； 

c) 立柱顶部应设强制对中底盘及水准标心，材质应为 304 不锈钢； 

d) 强制对中底盘直径不小于 180mm。 

5.2.3 工作基点和校核基点应布置在相对稳定区域；校核基点应设置在视准线两侧的延长线上，数量

及分布应满足监测点对监测控制的需要，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埋深大于 2m 的土基，宜采用钢管标，钢管采用镀锌钢管，钢芯管底应插入新鲜基岩不小于 1m。

埋深小于 2m 的土基或岩基面，宜采用基岩标，直接凿（挖）坑就地浇注钢筋混凝土柱墩，具

体尺寸应按 SL 551、SL 601 的规定执行； 

b) 观测视线高出地面或距障碍物应在 1.5m 以上，并具备通视条件； 

c) 采用视准线法观测时，视准线与对中基座中心偏差不超过 20mm； 

d) 柱墩或钢芯管顶部设标心，标心材质应为 304 不锈钢。 

5.3 渗流压力 

5.3.1 监测内容 

5.3.1.1 渗流压力分为坝体渗流压力、坝基渗流压力、绕坝渗流压力等，监测项目的选择应按 SL 551、

SL 601 的规定执行，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土石坝（含面板堆石坝）应监测坝体渗流压力； 

b) 坝后存在明显坝基渗漏现象，应监测坝基渗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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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坝两侧山体存在明显渗漏，地形条件允许时，应监测绕坝渗流压力。 

5.3.1.2 监测设施包括测压管、渗压计等。 

5.3.2 监测布置 

5.3.2.1 土石坝（含面板堆石坝）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监测横断面宜选在最大坝高、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坝体与穿坝建筑物接触等部位，断面数量不

少于 2个，坝轴线长度大于 150m 时不少于 3个，断面间距 50m～100m； 

b) 每个监测横断面的监测点不少于 3个，坝高超过 50m 时不少于 4 个，其中： 

1) 上游坝坡正常蓄水位以上应布置 1个； 

2) 下游坝坡 1/2 坝高以上宜布置 1～2个； 

3) 下游坝坡 1/2 坝高至坝脚排水体之间布置 1～2个； 

4) 设有防渗心墙的，应在心墙上、下游侧 3m范围内各布置 1个，可与 1）和 2）布置相结合； 

5) 设有排水棱体的，应在棱体前缘 5m范围内布置 1个，可与 3）布置相结合。 

c) 相近高程的监测点应形成监测纵断面； 

d) 存在集中渗水、管涌、散浸等严重渗漏部位，且附近 10m 内无监测点，应在渗漏部位上部 10m

范围内布置 1个测点。 

5.3.2.2 混凝土坝（含砌石坝）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监测横断面宜选在最大坝高、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帷幕或防渗墙下游侧等部位，断面数量不少

于 3个，其中： 

1) 坝中部设溢洪道的，左、右非溢流坝段至少各布置 1个； 

2) 坝中部无溢洪道的，最大坝高断面应设布置 1个。 

b) 每个监测横断面的监测点不少于 2个。 

c) 设有帷幕或防渗墙的，应在帷幕或防渗墙下游侧布设观测纵断面。 

d) 设有廊道的，应根据坝体、坝基排水孔情况布设观测纵断面。 

5.3.3 监测设施 

5.3.3.1 测压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测压管应选用镀锌钢管或双面热镀锌无缝钢管，内径应为 50mm～80mm，壁厚不小于 3.5mm，管

口高程不宜低于坝面高程； 

b) 透水段长度应根据监测项目确定，其中： 

1) 监测土石坝（含面板堆石坝）坝体渗流压力，长度宜 1m～2m； 

2) 监测土石坝（含面板堆石坝）坝基渗流压力，长度宜小于 1m； 

3) 监测混凝土坝（含砌石坝）坝基渗流压力，长度宜 0.5m；  

4) 监测绕坝渗流压力时，长度应与渗水层厚度相关。 

c) 透水段进水孔呈梅花状分布，排列均匀，内壁无毛刺，孔径 Φ4mm～Φ6mm，沿轴向孔间距为

50mm～120mm，面积开孔率宜 10%～20%； 

d) 过滤层宜采用厚度 2mm～3mm 的无纺土工布或空隙小于 100μm 的涤纶过滤布，纵向紧密包裹不

少于 2层，长度应比进水孔两端各长 100mm 以上，用Ф1mm 的铜丝（或不锈钢丝绳，或高性能

聚乙烯线），沿布表缠绕，节距 10mm～20mm，扎结牢固。 

5.3.3.2 渗压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渗压计宜安装在测压管内； 

b) 量程应与测点实际可能承受的压力相适应，连接渗压计的线缆芯线应为镀锡铜丝。连接渗压计

的线缆接头在承受水压力 1MPa 时，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50MΩ。 

5.4 渗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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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监测内容 

5.4.1.1 渗流量监测应符合以下条件： 

a) 土石坝（含面板堆石坝）坝脚存在渗漏现象的，应设渗流量监测项目； 

b) 混凝土坝（含砌石坝）设有廊道的，应监测坝体和坝基渗流量。 

5.4.1.2 监测设施宜采用直角三角形量水堰，渗流量大的宜采用梯形量水堰。 

5.4.1.3 渗流量观测的集渗沟（排水沟）和量水设施均应避免客水干扰。 

5.4.2 监测布置 

5.4.2.1 土石坝（含面板堆石坝）应选择坝后地形相对偏低、适合收集并排出渗漏水的位置设置集渗

沟。 

5.4.2.2 混凝土坝（含砌石坝）坝内设有廊道的，应分别在河床坝段和两坝肩段的集水井（排水沟）

处设渗流量监测点。 

5.4.3 量水堰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堰槽段应设在集渗沟（排水沟）的直线段；应采用矩形断面，长度应大于堰上最大水头 7倍，

且总长不小于 2m，其中堰板上游长度不小于 1.5m，下游长度不小于 0.5m； 

b) 堰板应铅直，同时与堰槽段侧墙垂直；堰板宜采用不锈钢板制作，大小与所测的渗流量相适应，

板面光滑、平整、无扭曲； 

c) 堰后排水沟底板高程宜低于堰前集渗沟底板高程。 

5.5 环境量 

5.5.1 监测项目 

5.5.1.1 应包括上（下）游水位、降水量、温度等。 

5.5.1.2 监测设施有水尺、水位计、雨量计、温度计等。 

5.5.2 设施布置 

5.5.2.1 上（下）游水位监测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设置在坚固、不易变形的岸坡或永久建筑物上； 

b) 设置在水面平稳、受风浪和泄流影响较小、便于安装设备的地方； 

c) 直立式水尺应设在上游坝坡台阶或永久性建筑物混凝土侧壁上，便于监测的地点； 

d) 水位计及水尺至少各布置 1个。 

5.5.2.2 降水量监测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设置在比较开阔和风力较弱的地点； 

b) 障碍物与监测仪器的距离不少于障碍物与仪器口高差的 2倍； 

c) 雨量计至少布置 1个。 

6 施工 

6.1 表面变形 

6.1.1 观测墩安装埋设 

6.1.1.1 观测墩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立柱与底座一体浇筑，强度等级不低于 C20。浇筑前，基岩

上应进行凿毛和清洗；土基上应清除浮土并垫一层厚 150mm 的细砂。 

6.1.1.2 强制对中底盘应与立柱牢固结合。 

6.1.1.3 施工时不应对现有观测设施造成损坏等不利影响。 

6.1.2 钢管标安装埋设 

6.1.2.1 钻孔伸入基岩面以下不小于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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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 保护管及钢管芯应垂直，倾斜度不应超过 1°。保护管与孔壁之间、钢管芯与保护底板应用

水泥砂浆回填密实。 

6.1.2.3 钢管芯顶部与强制对中底盘应焊接固定，底盘对中误差不大于 2″。 

6.1.3 观测墩修复 

6.1.3.1 新浇混凝土与原混凝土面应结合紧密。新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小于老混凝土强度等级。 

6.1.3.2 修复后混凝土表面应平整、光滑、无麻面。 

6.1.4 已有设施拆除 

6.1.4.1 混凝土墩及垫层等结构应全部拆除，并对拆除后的建基面进行平整处理。 

6.1.4.2 强制对中底盘或水准标心拆除时，应将基座及相应混凝土部分同时拆除，拆除面应尽量保持

水平面。 

6.1.4.3 保护盖拆除时应不损伤强制对中底盘或水准标心。 

6.1.5 其他 

6.1.5.1 标点及基点外部应设保护盖。 

6.1.5.2 除金属表面外，其余裸露表面应涂抹油漆或乳胶漆，颜色与工程环境相适应。 

6.1.6 测点安装埋设或修复后，应及时检测，填写考证表，考证表见附录 B。 

6.2 渗流压力 

6.2.1 测压管安装埋设 

6.2.1.1 宜在水库低水位时钻孔埋设测压管，施工时不应对现有观测设施造成损坏、污损等不利影响。 

6.2.1.2 土石坝钻孔应采用锤击干钻方式，禁止泥浆护壁。混凝土坝钻孔后应清除孔内岩粉。 

6.2.1.3 土石坝钻孔深度超过 50m，倾斜度应不大于 3°。混凝土坝钻孔倾斜度应不大于 1/100。 

6.2.1.4 埋设于砂壤土中的测压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孔底应铺设厚 200mm 的反滤料； 

b) 测压管与孔壁间应回填反滤料，反滤料宜用细砂或细砂、粗砂混合料，反滤料填至透水段上部

200mm； 

c) 反滤料上部应回填干燥的膨胀土，回填应密实。 

6.2.1.5 埋设于岩体或混凝土中的测压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孔底应铺设厚 200mm 的反滤料； 

b) 测压管与孔壁间应回填反滤料，反滤料宜用粗砂或细粒料，反滤料填至透水段上部 200mm； 

c) 反滤料上部应回填厚 200mm 的过渡料，过渡料宜用细砂； 

d) 过渡料上部应回填水泥砂浆。 

6.2.2 测压管灵敏度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测压管封孔回填完成后，应在水位较为稳定时进行灵敏度试验； 

b) 试验方法按 SL 766 的规定执行。 

6.2.3 测压管内安装渗压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渗压计在安装前应饱水 24h； 

b) 渗压计悬吊高程允许偏差±50mm； 

c) 渗压计安装完毕后，应及时进行人工比测。 

6.2.4 测压管安装埋设后应做好孔口保护装置。 

6.2.5 现有不正常使用的测压管不宜拔除，应采用水泥砂浆回填封堵。 

6.2.6 测压管与渗压计应及时填写考证表，考证表见附录 B。 

6.3 渗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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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量水堰板安装埋设 

6.3.1.1 堰板应与堰槽段两侧侧墙及来水流向垂直，与堰槽侧墙垂直度不大于 2°，与来水流向垂直

度不大于 1°。 

6.3.1.2 堰板顶应保持水平，两侧水平高差不大于 1mm。 

6.3.1.3 堰口高程不应高于坝脚排水沟底高程。 

6.3.2 堰上水尺安装 

6.3.2.1 堰上水尺应设在堰口上游 3～5倍堰上水头处，并保持铅直方向。 

6.3.2.2 堰上水尺零点高程与堰口高程之差不应大于 1mm。 

6.3.3 堰槽段施工 

6.3.3.1 底板和两侧侧墙应采用混凝土加以砌护，不允许渗水。 

6.3.3.2 底板纵向坡度不大于 1%。 

6.3.3.3 侧墙应铅直，铅直度不大于 1°。 

6.3.3.4 侧墙面与堰槽底面的垂直度不大于 2°。 

6.3.3.5 进口与坝脚排水沟宜采用垂直连接。 

6.3.4 坝脚集渗沟（排水沟）施工 

6.3.4.1 沟上游侧和底板应采用干砌块石等透水材料。 

6.3.4.2 沟下游侧采用混凝土砌护，伸入相对不透水层以下 0.5m。 

6.3.4.3 坝脚集渗沟（排水沟）应与坝面排水沟分开。 

6.3.5 量水堰应及时填写考证表，考证表见附录 B。 

6.4 环境量 

6.4.1 水位尺安装埋设 

6.4.1.1 应采用小型机械或人工作业。 

6.4.1.2 水位尺与靠桩或建筑物连接应紧密牢靠。靠桩或建筑物表面应平整，无裂缝等变形现象。 

6.4.1.3 直立式水位尺或靠桩倾斜度小于 2°。斜坡式水尺应与坝坡坡比一致。 

6.4.1.4 水尺安装准确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10mm。 

6.4.2 水雨情监测设施 

6.4.2.1 水位计的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选择在受风浪、泄水或回水影响较小的地方完成测井设置； 

b) 安装支架应竖直、牢固，悬杆长度及高度应满足测量要求； 

c) 水位计的安装准确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10mm。 

6.4.2.2 雨量计的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混凝土基座安置牢固； 

b) 翻斗式雨量计安装允许偏差不大于 4%；虹吸式雨量计的安装准确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1°。 

6.4.2.3 水位计及雨量计的安装应按 SL 531 的规定执行。 

6.4.3 现有水雨情监测设施拆除 

6.4.3.1 所有悬杆或立杆及监测设施应全部拆除。 

6.4.3.2 不应损伤建筑物结构稳定。 

6.4.3.3 原埋设土体或混凝土中的线缆、接地等可保留，但应不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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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监测设施检查测试方法 

表A.1 大坝现状调查表 

坝型  最大坝高（m）  
坝轴线长度

（m） 
 

结构特征 

坝顶高程 

（m） 
 坝顶宽度（m）  排水体型式  

原设计  
有效厚度

（cm） 

坝体防渗型式 

最近加固  
有效厚度

（cm） 

 

坝体 

坝体分层特性 

（分层数及渗透性能） 
 

原设计  
有效厚度

（cm） 
 

坝基防渗型式

（是否存在强

透水层） 
最近加固  

有效厚度

（cm） 
 坝基 

坝基岩土特征 

（是否存在强透水层） 
 

坝肩山体及接合部位特性  

坝体变形、渗流等情况 

（部位、高程、范围、分布、走向、

量值等） 

 

坝脚排水沟渗水情况 

（散流、集中分布、量值等） 
 现场检查 

坝肩及接合部位渗流情况（坝体与坝

基（肩）、涵洞、新老材料等可能存

在的隐患部位） 

 

调查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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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变形监测设施现状调查表 

位置 点位坐标 

项目 编号 

桩号 
坝轴距

(m) 
X Y H 

观测墩基础 埋设日期 
与原设计图纸差

异情况 

         

         

         

         

         

基准点 

         

         

         

         

         

         

         

         

监测点

（垂直与

水平位移

观测不共

用分别填

写） 

         

水准点（位置）  

观测方法（视准线法、前方交会法、水准

测量、三角高程测量等） 
 

运行 

维护 

（维护采取措施、维护时间、部位、范围等） 

评价 

结果 
□完备        □基本完备        □不完备 

注：基准点、水准点数量及分布满足监测点对监测控制的需要，监测点数量满足规范要求、仪器选型合理、方法正确、

经常维护，评价为完备。基准点、水准点数量及分布满足监测点对监测控制的需要，监测点数量不低于规范要求的 60%、

维护不足，评价为基本完备，否则评价为不完备。 

调查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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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测压管现状调查 

位置 测压管 

编号 
桩号 

（m） 

坝轴距 

（m） 
材质 

管径 

（mm） 

管口高程 

（m） 

管底高程 

（m） 

花管长度 

(m) 

埋设时间 

         

         

         

         

         

         

         

         

         

观测方法  

评价结果 □完备        □基本完备        □不完备 

注：观测点数量满足规范要求、仪器选型合理、方法正确、经常维护，评价为完备。测点数不低于 60%、维护不足，评

价为基本完备，否则评价为不完备。 

调查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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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渗压计现状调查表 

位置 主要技术参数 

仪器编号 监测部位 
桩号 

（m） 

坝轴距 

（m） 

高程 

(m) 
传感器类型 测量频次 

埋设时间 

        

        

        

        

        

        

        

        

        

        

评价结果 □完备        □基本完备        □不完备 

说明：1、部位填写坝体渗流压力或坝基渗流压力。 

2、传感器类型填写钢弦式或差阻式等。 

3、评价结果：监测点数量满足规范要求、仪器选型合理、方法正确、经常维护，评价为完备。测点数不低于 60%、

维护不足，评价为基本完备，否则评价为不完备。 

调查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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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渗流量现状调查表 

堰板位置 集渗沟位置 

编号 
监测 

方法 

监测 

部位 

桩号 
坝轴距

（m） 

高程 

(m) 

起始 

桩号 

终止 

桩号 
材料 

埋设日

期 

          

          

          

          

          

          

          

评价结果 □完备        □基本完备        □不完备 

注：1、监测方法指容积法、量水堰法、流速法。 

2、监测部位指坝体渗流量、坝基渗流量、坝肩渗流量。 

3、评价结果：测量范围、选型合理、方法正确、经常维护，评价为完备。测量范围、维护不足评价为基本完备，

否则评价为不完备。 

调查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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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表面变形测点、基点现场检查测试评价表 

测点编号   安装部位  

检测仪器   检测时库水位（m）  

检查标准 检查/测试结果 评价结果 

具备正常观测的交通条件   

观测墩牢固完整、基础稳固   

强制对中底盘完好牢固   

水准标芯完好   

测点间通视条件良好，且测线周围

1.5m 无障碍物 
  

现场检查 

测点及基点有可靠的保护措施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位置（与原数据误差不大于 500mm，

为合格） 
  

现场测试 

复核点位坐标（与原数据误差不大

于 2mm，为合格） 
  

□合格    □不合格 

资料分析 资料成果基本正常   □可靠 □基本可靠 □不可靠 

综合评价 □可靠        □基本可靠        □不可靠 

评价结果说明： 

全部合格、可靠，评价为可靠；有任 3 款项不合格、不可靠，评价为不可靠。 

检测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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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 表面变形监测控制网现场检查测试评价表 

测点编号   安装部位  

检测仪器   检测时库水位（m）  

检查标准 检查/测试结果 单项结果 

基准点、测点观测墩完整稳固   

强制对中底盘完好牢固   

具备观测的交通条件   

基准点不少于 2 个；视准线法工作基点布置在视准

线两端延长线上 
  

测点间通视条件良好，且测线周围 1m 无障碍物   

现场检查 

测点及基点有可靠的保护措施   

□合格 □不合格 

与相邻基准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大于±2mm 

  

三角形网的可靠性因子（平均多余观测分

量）不小于 0.2   

水

平

位

移 

视准线观测墩对中基座中心与视准线的距

离偏差不超过觇标量程；当偏差超过觇标量

程时可采用小角法观测，其对中基座中心和

工作基点连线与视准线构成的夹角不宜大

于 30″   

现场测试 

垂

直

位

移 

精度满足 GB 12897 的技术要求 

  

□合格 □不合格 

综合评价 □可靠        □基本可靠        □不可靠 

评价结果说明： 

全部合格，评价为可靠；现场检查中有任 2 款项不合格、现场测试为合格，评价为基本可靠；否则评价为不可靠。 

检测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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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8 测压管灵敏度试验记录表 

测压管编号   试验日期   

测量管深（m）   管口高程（m）   

管口直径（mm）   管底高程（m）   

注水（L）   测点部位（坝基、坝体或山体）   

时间 

注水阶段 

时：分 持续时间（分） 

管内水面 

距管口距离（m） 
管内水位（m） 

注水前         

注水后         

          

          

          

          

          

          

          

          

检测结论 □合格            □不合格 

备注： 

1、试验应在水位稳定时进行，试验前先测定管中水位，然后向管内注入清水，若测压管进水段周围为壤土料，注

水量相当于每米测压管容积的 3～5 倍；若为砂砾料，则为 5～10 倍； 

2、注水后立即用电测水位计测量水位下降过程并记录，直至恢复到或接近注水前的水位。 

检测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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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9 量水堰现场检查评价表 

测点编号   安装部位   

检测仪器   检测时库水位（m）   

内容与要求 检查结果 单项评价 

槽底和侧墙应不漏水，除降雨影响外，不受

其他客水干扰 
  

量水堰槽段位于排水沟直线希，采用矩形断

面，两侧墙应平行和铅直 
  

堰槽内无淤积，无杂物   

堰

槽 

堰槽段长度应大于上最水头 7倍，且其总长

不小于 2m，其中堰板上游长度不小于 1.5m,

下游长度不小于 0.5m 

  

□合格  □不合格 

堰板型式、堰板材料（与所测的渗流量大小

相适应） 
  

堰板应平正和水平，与槽两侧水流向垂直   
堰

板 

堰板过流口倒角为 45°，堰口高的一面为上

游侧，堰口水流形态为自由式 
  

□合格  □不合格 

堰上水尺刻度清晰准确，与来水流向垂直   
水

尺 
堰上水尺设在口游 3 倍～5 倍堰上水头处   

□合格  □不合格 

进堰槽底高程（m）    

断面形式   

截断下游渗水   

现场检查测

试 

集

渗

沟 

坝面排水体系不影响，集渗内无淤积，无杂

物 
  

□合格  □不合格 

评价结果 □可靠        □基本可靠        □不可靠 

评价结果说明： 

1、各检查内容全部合格或仅有一项不合格，则单项评价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2、各单项评价结果全部合格，则评价为可靠；椻槽、椻板评价合格，水尺为不合格，则评价为基本可靠；其它，评价

为不可靠。 

检测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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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0 差阻式渗压计现场检查测试表 

检测仪器   安装部位   

检测仪器   检测时库水位（m）   

内容与要求 检查/测试结果 单项评价 

渗压计标识清晰、外观无损伤、电缆连

接完好、滤头未堵塞 
  现场检查 

渗压计量程与测点实际承受的压力相

适应 
  

□合格  □不合格 

电阻比 1  

电阻比 2  

电阻比 3  

电阻比 
电阻比（0.01%）测值极差

不大于 3×10
-4
 

极差  

正测电阻比    

反测电阻比    
正反测电

阻比 
|Zt-N|不大于 5 

计算结果    

1   

2   

3   

电阻 
电阻值测值极差不大于 

0.05Ω 

极差   

绝缘 

电阻 

芯线对大地绝缘电阻值不

小于 0.1MΩ 
绝缘电阻（MΩ）   

计算水位（m）   

测读水位（m）   

现场测试 

测值 

准确性 

渗压计测读计算水位与测

压管测读水位差值的绝对

值小于渗压计量程 0.5％

FS |差值|/（m）   

□合格  □不合格 

评价 

结果 
□可靠        □基本可靠        □不可靠 

备注 评价结果按 SL 766 执行 

   检测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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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1 自动监测系统现场检查评价表 

测点编号   安装部位   

检测仪器  检测时库水位（m）  

内容与要求 检查结果 单项结果 

监测站（房）、MCU 内干净、整洁线路清晰，

不杂乱无章，元器件正常 
 

外部线缆无老化、破损，保护措施无损坏，防

雷设施正常 
 

监测中心站温度 15℃～35℃，相对湿度小于等

于 85% 
 

外观检查 

电压 220V 或 36V，偏差为±10%，频率为 50Hz，

偏差为±2% 
 

□合格  □不合格 

具备在线监测、人工输入、信息查询、图表制

作、离线分析和异常报警等主要功能 
 

系统检测 

各功能均能正常使用  

□合格  □不合格 

评价结果 □可靠        □基本可靠        □不可靠 

评价结果说明： 

1、各检查内容全部合格或仅有一项不合格，则单项评价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2、各单项评价结果全部合格，则评价为可靠。外观检查不合格中，系统检测合格，则评价为基本可靠。其它，评价为不可靠。 

检测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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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2 浮子式水位计现场检查评价表 

测点编号  安装部位  

检测仪器  检测时库水位（m）  

内容与要求 检查结果 单项结果 

安装牢固，安装区域水面平稳，不受泄

水或抽水影响 
 

水位轮转动灵活  

现场检查 

钢丝绳长度满足测量最高和最低水位的

要求 
 

□合格  □不合格 

现场测试 

水位计钢丝绳上标识相当于库水位最大

变幅的长度，以 20～40cm/min 的速率带

动水位轮旋转，水位计起止读数差值与

标识长度之间的差值在±2.0cm 内 

 □合格  □不合格 

评价结果 □可靠        □基本可靠        □不可靠 

评价结果说明： 

1、各检查内容全部合格或仅有一项不合格，则单项评价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2、现场检查及现场测试均为合格，评价为可靠。现场测试为合格，现场检查为不合格，评价为基本可靠。其它为不可靠。 

检测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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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3 超声波水位计现场检查评价表 

检测仪器   安装部位   

检测仪器  检测时库水位（m）  

内容与要求 检查结果 评价结果 

超声波水位计安装在水面平稳、受风浪、泄水或抽

水影响较小的区域，且安装牢固 
  

现场检查 

固定超声波传感器的悬杆应水平且稳定。悬杆的长

度 L 满足超声波传感器的开角的要求。传感器下方

开角范围内无障碍物。悬杆应高于最高水位 1.5m～

2.0m。 

  

□合格  □不合格 

现场测试 

关机 1h 后开机，开机 2h 后测量并记录数据，共进

行 2 次。水位计的测量范围为 0.80～5.00m 时，测

量值与库水位差值应在±2.0cm 以内。水位计的测量

范围为 0.80～10.00m 时，测量值与库水位差值在

±3.0cm 以内。 

 □合格  □不合格 

评价 □可靠        □基本可靠        □不可靠 

评价结果说明： 

1、各检查内容全部合格，则现场检查评价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2、现场检查及现场测试均为合格，评价结果为可靠。现场测试为合格，现场检查为不合格，评价结果为基本可靠。其它为不可靠。 

检测人员（签名）：                校核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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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监测设施安装埋设考证表 

表B.1 表面垂直位移监测点埋设考证表 

引据垂直位移工作基点（型式）           编号                  高程（m）                   

工程名称                               位置                  接测高程（m）              

测点位置 
测点编号 型式 埋设日期 

桩号（m） 坝轴距（m） 
基础情况 测定日期 高程（m） 备注 

                  

                  

                  

埋设示意图及说明 

    

  

  

主管   埋设者   填表者   

有关责任人 
校核者   监测者   

填表 

日期 
  

   

表B.2 表面水平位移监测点埋设考证表 

工程名称                               位置                  使用仪器（m）              

点位坐标 视准线测量 
测点编号 测点位置 型式 埋设日期 

X(m) Y(m) H(m) 监测日期 始测读数(mm) 
备注 

                    

                    

                    

                    

埋设示意图及说明   

主管   埋设者   填表者   
有关责任人 

校核者   监测者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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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测压管安装埋设考证表 

工程部位  测管编号  

桩号（m）  坝轴距（m）  埋设区域  

钻孔直径（m）  测压管材质  

钻孔深度（mm）  管内径（mm）  

孔口高程（m）  管外径（mm）  

孔底高程（m）  管长度（m）  

钻入基岩或界

层深度（m） 
 进水段长度（m）  

回填透水材料  埋设方法  

透水材料底、顶

高程（m） 
～ 管口高程（m）  

回填封堵材料  管底高程（m）  

埋设前水位（m）  

钻孔参数 

封孔材料底、顶

高程（m） 
～ 

测压管参数 

埋设后水位（m）  

上游水位(m)  
下游水位 

(m) 
 天气  

埋设示意图及

说明 
[埋设示意图含有钻孔岩（土）层柱状及测压管结构示意图] 

埋设时段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主管  埋设者  填表者  

有关责任人 

校核者  监测者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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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量水堰安装埋设考证表 

工程部位   测点编号   

测点座标 桩号(m)   坝轴距(m)   高程(m)   

堰型   
水尺（传感器）型

式 
  

堰板材料   水尺（测针）位置   

堰口宽度（mm）   零点高程（mm）   

仪器出厂编号   
堰口至堰槽底距离

（mm） 
  

量程(mm)   

仪器系数 

[mm/（f
2
×10

-3
）] 

  

堰体参数 

堰槽尺寸 

（mm×mm×mm） 

（长×宽×深） 

  

水尺（传感

器） 

温度系数 

（mm/°C） 
  

零位读数（f
2
×10

-3
）     温度(°C）   

仪器测值 
安装后读数（f

2
×

10+） 
    温度(°C）   

上游水位(m)   下游水位(m)   天气   

埋设示意图及说

明 
（埋设示意图包括堰槽、堰口及水尺安装等） 

埋设时段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主管   埋设者   填表者   

有关责任人 

校核者   监测者   填表日期   

注：此表为振弦式仪器安装埋设考评表格式，对于其他类型仪器安装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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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