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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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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交投养护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思昱交通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工程质量道桥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黑龙江省鼎捷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交投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林业设计研究院、

南通市中央创新区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中交路建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中交路

桥南方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李忠龙 李顺龙 王旭 王鑫 吴恩泽 胡开智 李玉生 滕书滨 高庆飞 许德龙 

白雪石王海泉 于微微 于立泽 王栋 李斌 关剑明 王保龙 吕宝伟 刘士远 张明君 史梁 吕佳 陈晓伟 

李孟奇 张伟 辛欣 谷禹辛 王琦 李彦奇 刘洋 谷雯玉 郭亚朋 陈剑 张绍逸 周正 徐伟量 葛思佳 张

旭 黄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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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定的术语和符号、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定方法、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定、

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加筋、重力式、扶壁式挡土墙的运营期技术状况评价和运行管理，其他类型挡土墙及

采用特殊结构、特殊材料或特殊施工工艺或具有特殊要求的挡土墙亦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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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007-2011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204-20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30-2013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843-2013  建筑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技术规范 

TB 10025-2019  铁路路基支挡结构物设计规范 

3 术语和符号 

术语 

3.1.1 挡土墙 

指支承路基填土或山坡土体、防止填土或土体变形失稳的构造物。 

3.1.2 倾覆破坏 

指结构本身没有破坏，在倾覆力矩的作用下发生倾斜，与其他构件的连接发生破坏。 

3.1.3 滑移破坏 

指由于地基不良或者持力层土体结构变化，导致挡墙基础产生较大的滑移，挡墙无法继续保证其实

用功能。 

3.1.4 评定标度 

指对检测项的状况进行评价并分类采用的指标。 

符号 

𝐽𝐶𝐷 ——挡土墙单项检测内容技术状况评分；  

𝐴𝑗 ——挡土墙技术状况权重值； 

𝐵𝑗 ——挡土墙技术状况单项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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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挡土墙总体技术状况评分； 

𝑃𝑖 ——挡土墙各项检测评分权重值。 

4 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定方法 

检测内容 

4.1.1 加筋土挡土墙检测内容除应满足表 1 规定外，还应符合 GB 50843 中关于边坡工程鉴定的程序

与工作内容。 

表1 加筋土挡土墙检测内容 

检测类别 检测内容 

外观检测 

墙体外观状态 混凝土、砖或石砌体出现剥落 

墙身裂缝 裂缝长度、宽度、深度 

沉降缝 沉降缝错动检测 

挡墙排水 墙面渗水 

挡墙基础 挡墙基础错台 

实体检测 

挡墙线形 挡墙线形变形程度 

挡墙变形 滑移、倾覆、沉降破坏 

内部质量检测 

挡墙内部填料 

挡墙筋带 

墙体空鼓面积 

墙身断面尺寸 
墙身及基础的底面和顶面高程的测量 

挡墙厚度测量 

墙身材料强度 材料抗压、抗拉、抗剪强度 

稳定性检测 
墙体稳定性 

抗滑移稳定 

抗倾覆稳定 

墙体强度 最不利偏心距验算 

4.1.2 重力式挡土墙检测内容除应满足表 2 规定外，还应符合 GB 50843 中关于边坡工程鉴定的程序

与工作内容。 

表2 重力式挡土墙检测内容 

检测类别 检测内容 

外观检测 

墙体外观状态 混凝土、砖或石砌体出现剥落 

墙身裂缝 裂缝长度、宽度、深度 

沉降缝 沉降缝错动检测 

挡墙排水 墙面渗水 

挡墙基础 挡墙基础错台 

实体检测 

挡墙线形 挡墙线形变形程度 

挡墙变形 滑移、倾覆、沉降破坏 

内部质量检测 
挡墙接缝料 

墙体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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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身断面尺寸 
墙身及基础的底面和顶面高程的测量及挡

墙厚度测量 

墙身材料强度 材料抗压、抗拉、抗剪强度 

稳定性检测 
墙体稳定性 

抗滑移稳定 

抗倾覆稳定 

墙体强度 最不利偏心距验算 

4.1.3 薄壁式挡土墙检测内容除应满足表 3 规定外，还应符合 GB 50843 中关于边坡工程鉴定的程序

与工作内容。 

表3 薄壁式挡土墙检测内容 

检测类别 检测内容 

外观检测 

墙体外观状态 混凝土、砖或石砌体出现剥落 

墙身裂缝 裂缝长度、宽度、深度 

沉降缝 沉降缝错动检测 

挡墙排水 墙面渗水 

挡墙基础 挡墙基础错台 

实体检测 

挡墙线形 挡墙线形变形程度 

挡墙变形 滑移、倾覆、沉降破坏 

内部质量检测 
肋板变形 

土体空洞 

墙身材料强度 材料抗压、抗拉、抗剪强度 

稳定性检测 
墙体稳定性 

抗滑移稳定 

抗倾覆稳定 

墙体强度 最不利偏心距验算 

挡土墙状况评定工作流程 

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定应采用分层加权法综合评定与4类挡土墙技术状况单项控制指标相结合的方法。

在确定挡土墙类型并准备病害检查表（表A.1）之后，制定相应的挡土墙检查评定计划，先结合实体检

测对挡土墙外观进行检测，并对挡土墙稳定性进行检验，分析其各构件所处状况，对挡土墙总体进行评

定记录（表A.2），最后进行数据归档。评估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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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挡土墙评定流程图 

5 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定 

评分单元划分 

评分单元划分原则是以挡土墙每两道沉降缝或伸缩缝之间为一个单元。挡土墙的评分是先单元后

整体。整段挡土墙评分为各单元得分的平均值，但是如果某单元评分结果评定为 4 类，则该段挡土墙最

终评定为 4 类。 

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定计算 

5.2.1 挡土墙的各项检测类别技术状况评分，按式(1)计算： 

𝐽𝐶𝐷 = ∑𝐴𝑗𝐵𝑗                                                                                  (1) 

式中：𝐽𝐶𝐷——挡土墙单项检测内容技术状况评分； 

         𝑗——各检测类别下的第𝑗项检测指标； 

        𝐴𝑗——挡土墙状况单项权重值； 

        𝐵𝑗——挡土墙技术状况单项评分，根据检测结果，按表4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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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挡土墙技术状况单项评分 

5.2.2 挡土墙的技术状况评分，按式(2)计算： 

𝐷 = ∑𝐽𝐶𝐷𝑖𝑃𝑖                                                                                  (2) 

式中：𝐷——挡土墙总体技术状况评分； 

       ⅈ——检测类别，包括外观、实体、稳定性检测； 

      𝑃𝑖——挡土墙各项检测类别评分权重值。 

5.2.3 挡土墙技术状况分界宜按表 5 规定执行。 

表5 挡土墙技术状况分界表 

总体技术状

况评定等级 
挡土墙技术状况描述 

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分

（𝐷） 

1 类 全新状态或轻微缺损，功能完好，正常养护 [90,100] 

2 类 
有中等缺损，挡土墙尚能维持正常使用功能，进行小

修处理 
[75,90) 

3 类 
主要构件有较大缺损，严重影响挡土墙使用功能，需

要进行中等加固维修 
[50,75) 

4 类 
主要构件存在严重缺损，危及挡土墙安全，挡土墙处

于危险状态，需要专项加固，紧急处理 
[50,0] 

挡土墙的评分权重 

5.3.1 加筋土挡土墙各项检测类别评分权重值表 6 的规定取值；重力式挡土墙各项检测类别评分权重

值表 7 的规定取值；薄壁式挡土墙各项检测类别评分权重值表 8 的规定取值。 

表6 加筋土挡土墙各项检测类别评分权重值 

检测类型 权重（P） 

外观检测 0.25 

实体检测 0.45 

稳定性检测 0.30 

表7 重力式挡土墙各项检测类别评分权重值 

检测类型 权重（P） 

外观检测 0.35 

实体检测 0.35 

稳定性检测 0.30 

单项技术状况评

定等级 
1 类 2 类 3 类 4 类 

挡土墙技术状况

单项评分（𝐵） 
100 75 6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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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薄壁式挡土墙各项检测类别评分权重值 

检测类型 权重（P） 

外观检测 0.20 

实体检测 0.40 

稳定性检测 0.40 

注： 其余类型挡土墙按相应重要程度总体权重可参照以上三类权重进行分配，外观检测不得低于0.2，实体检测不

低于0.3，稳定性检测不低于0.3。 

5.3.2 加筋土挡土墙的评分权重划分 

5.3.2.1 加筋土挡土墙外观检测评分权重值宜按照表 9 的规定取值。 

表9 加筋土挡土墙外观检测评分权重 

病害类型 权重（A） 

墙体外观状态 0.15 

墙身裂缝 0.45 

沉降缝 0.15 

挡墙排水 0.15 

排水设施 0.05 

疏水设施 0.05 

墙面渗水 0.05 

挡墙基础 0.10 

5.3.2.2 加筋土挡土墙实体检测评分权重值宜按照表 10 的规定取值。 

表10 加筋土挡土墙实体检测评分权重 

病害类型 权重（A） 

挡墙线形 0.10 

挡墙变形 0.40 

内部质量检测 0.22 

挡墙内部填料 0.07 

挡墙筋带 0.07 

墙体空鼓 0.08 

墙身断面尺寸 0.18 

墙身及基础的底面和

顶面高程的测量 
0.08 

挡墙厚度测量 0..10 

墙身材料强度 0.10 

5.3.2.3 加筋土挡土墙稳定性检测评分权重值宜按照表 11 的规定取值。 

表11 加筋土挡土墙稳性检测评分权重 

病害类型 权重（A） 

墙体稳定性 0.70 
抗滑移稳定 0.35 

抗倾覆稳定 0.35 

墙体强度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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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重力式挡土墙的评分权重划分 

5.3.3.1 重力式挡土墙外观检测评分权重值宜按照表 12 的规定取值。 

表12 重力式挡土墙外观检测评分权重 

病害类型 权重（A） 

墙体外观状态 0.15 

墙身裂缝 0.15 

沉降缝 0.15 

挡墙排水 0.35 

排水设施 0.10 

疏水设施 0.10 

墙面渗水 0.15 

挡墙基础 0.20 

5.3.3.2 重力式挡土墙实体检测评分权重值宜按照表 13 的规定取值。 

表13 重力式挡土墙实体检测评分权重 

病害类型 权重（A） 

挡墙线形 0.10 

挡墙变形 0.40 

内部质量检测 0.20 
挡墙接缝料 0.05 

墙体空鼓 0.15 

墙身断面尺寸 0.10 

墙身材料强度 0.20 

5.3.3.3 重力式挡土墙稳定性检测评分权重值宜按照表 14 的规定取值。 

表14 重力式挡土墙稳性检测评分权重 

病害类型 权重（A） 

墙体稳定性 0.70 
抗滑移稳定 0.35 

抗倾覆稳定 0.35 

墙体强度 0.30 

5.3.4 薄壁式挡土墙的评分权重 

5.3.4.1 薄壁式挡土墙外观检测评分权重值宜按照表 15 的规定取值。 

表15 薄壁式挡土墙外观检测评分权重 

病害类型 权重（A） 

墙体外观状态 0.20 

墙身裂缝 0.25 

挡墙排水 0.35 

排水设施 0.10 

疏水设施 0.10 

墙面渗水 0.15 

挡墙基础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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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2 薄壁式挡土墙实体检测评分权重值宜按照表 16 的规定取值。 

表16 薄壁式挡土墙实体检测评分权重 

病害类型 权重（A） 

挡墙线形 0.10 

挡墙变形 0.40 

内部质量检测 0.40 
肋板变形 0.10 

土体空洞 0.30 

墙身材料强度 0.10 

5.3.4.3 薄壁式挡土墙稳定性检测评分权重值宜按照表 17 的规定取值。 

表17 薄壁式挡土墙稳定性检测评分权重 

病害类型 权重（A） 

墙体稳定性 0.70 
抗滑移稳定 0.35 

抗倾覆稳定 0.35 

墙体强度 0.30 

4类挡土墙技术状况单项控制指标 

在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定中，存在以下情况之一时，该挡土墙应评为 4 类挡土墙： 

a)  墙身倾斜：重力式挡土墙、加筋土挡墙墙身倾斜度在原有设计基础上出现超过20°差值情况。 

b)  裂缝：墙身（墙面板）网状裂缝面积＞20%或单处裂缝面积大于3m2或开裂长度占全截面长度

的2/3且宽度大于10mm；墙身出现竖向通长裂缝，且裂缝宽度＞20mm； 

c)  冲刷侵蚀：冲刷脱空面积大于设计值，空洞、脱空面积大于 20%。 

6 评定指标及分级评定标准 

挡土墙外观状况评定指标及分级评定标准： 

6.1.1 墙体外观状态评定标准见表 18。 

6.1.2 墙身裂缝评定标准见表 19。 

6.1.3 沉降缝评定标准见表 20。 

6.1.4 排水设施评定标准见表 21。 

6.1.5 疏水设施评定标准见表 22。 

6.1.6 墙面渗水评定标准见表 23。 

6.1.7 挡墙基础评定标准见表 24。 

表18 墙体外观状态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定性描述 定量描述 

墙体外观状

态 

1 完好，无破损 — 

2 出现轻微破损，局部混凝土剥落 
累计面积≤墙面面积的 3%，单处面

积≤0.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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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现较严重破损，部分混凝土剥

落 

累计面积＞墙面面积的 3%且≤墙面

面积的 5%，单处面积≤1m2 

4 
出现严重破损，大部分混凝土剥

落 

累计面积＞墙面面积的 5%，单处面

积＞1m2 

表19 墙身裂缝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定性描述 定量描述 

挡土墙裂缝 

1 完好，无裂缝 — 

2 出现轻微裂缝，缝宽未超限 
网状裂缝累计面积≤墙面面积的

10% 

3 出现大面积横向裂缝或纵向裂缝 单条裂缝长＞截面尺寸的 3/2 

4 
出现大量结构性裂缝，裂缝大多

贯通，且缝宽超限 
裂缝缝宽＞1.0mm 

表20 沉降缝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定性描述 定量描述 

沉降缝 

1 
沉降缝两侧面板无错缝，无不均

匀沉降 
— 

2 
沉降缝两侧面板有较小错缝，无

明显不均匀沉降 
沉降缝两侧板面错缝≤10mm 

3 
沉降缝两侧面板错缝，存在不均

匀沉降 

10mm＜沉降缝两侧板面错缝≤

30mm 

4 
沉降缝两侧面板严重错缝，存在

不均匀沉降 
沉降缝两侧板面错缝＞30mm 

表21 排水设施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排水设施 

1 排水设施完善，排水功能正常 

2 排水设施存在但规模数量不足 

3 无排水设施 

4 无排水设施，墙顶以上区域有地表水汇聚 

表22 疏水设施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疏水设施 

1 疏水设施完善，疏水功能正常，无漏水现象 

2 有可能产生漏水的疏水设备，但未发现漏水现象 

3 有可能产生漏水的疏水设备，且发现漏水现象 

4 应有排水设施但未设置或全部失效 

表23 墙面渗水评定标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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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墙面渗水 

1 挡墙状态正常 

2 墙面存在部分湿影 

3 墙面湿影面积较大，有明显潮湿现象 

4 墙面产生渗水现象 

表24 挡墙基础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挡墙基础 

1 挡墙基础处无明显变形 

2 挡墙基础处有较小变形 

3 挡墙基础处变形明显 

4 挡墙基础处明显变形，且有侧移现象出现 

挡土墙实体状况评定指标及分级评定标准： 

6.2.1 挡墙线形状态评定标准见表 25。 

6.2.2 挡墙变形评定标准见表 26。 

6.2.3 挡墙内部填料评定标准见表 27。 

6.2.4 挡墙筋带评定标准见表 28。 

6.2.5 墙体空鼓评定标准见表 29。 

6.2.6 肋板变形评定标准见表 30。 

6.2.7 土体空洞评定标准见表 31。 

6.2.8 挡墙高程评定标准见表 32。 

6.2.9 挡墙厚度测量评定标准见表 33。 

6.2.10 墙体材料强度评定标准见表 34。 

表25 挡墙线形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定性描述 定量描述 

挡墙线形 

1 挡墙顶面和侧面线形无变化 — 

2 
挡墙顶面和侧面线形局部存在较

小变形 

墙体局部线形变化在原有设计基础

上超过 10° 

3 
挡墙顶面和侧面线形存在较大变

化 

墙体大部分线形变化在原有设计基

础上超过 10° 

4 
挡墙顶面和侧面线形存在明显变

形，墙体存在失稳现象 

墙体存在线形变化在原有设计基础

上超过 15° 

表26 挡墙变形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挡墙变形 

1 完好，无滑移、倾覆和沉降 

2 墙体部分构件松动 

3 墙体有横移或外倾或沉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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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墙体构件有严重的横向或纵向位移，墙体存在失稳现象，结构震动或摇

晃显著 

表27 挡墙内部填料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定性描述 定量描述 

挡墙内部填

料 

1 完好，无内部缺陷 — 

2 内部出现裂缝和亏空 
内部裂缝和亏空出现位置深度 h≤

0.1m，总面积 S＜0.5m² 

3 内部存在较多裂缝或亏空 
内部裂缝深度和亏空出现位置深度

0.1m＜h＜0.4m，总面积 S≥0.5m² 

4 
内部存在明显裂缝或亏空，严重

危害挡土墙稳定性 

裂缝深度和亏空出现位置深度 h≥

0.4m，总面积 S≥30% 

表28 挡墙筋带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挡墙筋带 

1 筋带顺直、筋带层数与设计相符 

2 筋带不顺直，局部变形大，筋带层数与设计相符 

3 筋带弯曲、多处有突变，筋带层数与设计不符 

4 筋带弯曲、多处有突变且突变严重，筋带层数与设计不符 

表29 墙体空鼓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定性描述 定量描述 

墙体空鼓 

1 完好，无空鼓 — 

2 出现局部空鼓 
累计面积≤墙面面积的 3 %，单处面

积≤0.5 m2 

3 出现较大范围空鼓 

累计面积＞墙面面积的 3 %且≤墙面

面积的 15 %，单处面积≤1 m2 或深度

≤20 mm 

4 出现大范围空鼓 
累计面积＞墙面面积的 15 %，单处

面积＞1 m2 

表30 肋板变形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定性描述 定量描述 

肋板变形 

1 肋板无变形 — 

2 肋板局部存在较小变形 肋板变形在原有设计基础上超过 3° 

3 肋板存在较大变形 肋板变形在原有设计基础上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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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肋板存在明显变形 
肋板变形在原有设计基础上超过

10° 

表31 土体空洞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定性描述 定量描述 

土体空洞 

1 完好，无空洞 — 

2 出现局部空洞 累计空洞体积≤土体体积的 2 % 

3 出现较大范围空洞 
累计面积＞墙面面积的 2 %且≤墙面

面积的 5 %，单处体积≤1 m3 

4 出现大范围空洞 
累计空洞体积＞土体提及的 15 %，

单处体积＞1 m3 

表32 挡墙高程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挡墙高程 

1 挡墙高程无变形 

2 挡墙高程存在较小变形 

3 挡墙高程变形较大 

4 挡墙高程存在明显变形，墙体存在失稳现象 

表33 挡墙厚度测量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定性描述 定量描述 

挡墙厚度 

1 完好，无厚度变化 — 

2 挡墙厚度有轻微减少 挡墙厚度减少≤20 cm 

3 挡墙厚度有明显减少 挡墙厚度减少＞20cm，且≤50 cm 

4 挡墙厚度有严重减少 挡墙厚度减少＞50 cm 

表34 墙体材料强度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墙体材料强

度 

1 墙身材料强度不低于设计要求的 100 % 

2 墙身材料强度不低于设计要求的 95 % 

3 墙身材料强度不低于设计要求的 90 % 

4 墙身材料强度低于设计要求的 90 % 

挡土墙稳定性状况评定 

6.3.1 挡土墙稳定性分析应在充分查明工程地质条件的基础上进行。 

6.3.2 挡土墙的作用的调查和检测，宜按 GB 50843 中规定进行检测。 

6.3.3 挡土墙的抗滑移稳定与抗倾覆稳定计算应符合 GB 50330 和 GB 50007 的有关规定。 

6.3.4 挡土墙的最不利偏心距计算应符合 TB 10025 的有关规定。 

6.3.5 挡土墙稳定性状况评定指标及分级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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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1 抗滑移稳定评定标准见表 35。 

6.3.5.2 抗倾覆稳定评定标准见表 36。 

6.3.5.3 最不利偏心距评定标准见表 37。 

表35 抗滑移稳定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抗滑移稳定 

1 F≥Fst 

2 1.05≤F＜Fst 

3 1.0≤F＜1.05 

4 F＜1.0 

表36 抗倾覆稳定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抗倾覆稳定 

1 F≥Fst 

2 1.05≤F＜Fst 

3 1.0≤F＜1..05 

4 F＜1.0 

表37 最不利偏心距评定标度说明 

病害形式 评定标度 评定标准 

最不利偏心

距验算 

1 e≤[e] 

2 [e]＜e≤1.20[e] 

3 1.20[e]＜e≤1.50[e] 

4 e＞1.50[e] 

注： Fst为边坡稳定安全系数，[e]为受力最不利截面轴向力的偏心距规范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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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挡土墙检查记录表 

表A.1 挡土墙评定指标检查评定表 

缺损

位置 
缺损类型 

缺损情况 
评定类别

（1-4） 
照片或图片 

缺损数量 
病害描述 

（性质、范围、程度） 

      

      

      

      

      

      

      

      

说明：（简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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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挡土墙技术状况评定记录表 

 

挡土墙编号  
挡土墙类

型 
 

建成日期  

挡土墙名称  上次检查日

期 
 

路线名称  

管养单位  

上次大中修

日期 
 

挡土墙桩号  本次检查日

期 
 

序号 

挡土墙检查内容及评级 

序号 

挡土墙检查内容及评级 

检测内容 检查内容 
评定等级

（1-4） 
检测内容 检查内容 

评定等级

（1-4） 

1 

外观检测 

外观状态  11 

实体检测 

挡墙线形  

2 裂缝  12 挡墙变形  

3 沉降缝  13 内部填料  

4 排水设施  14 接缝料  

5 疏水设施  15 
挡墙筋带 

（肋板变形） 
 

6 墙面渗水  16 墙体空鼓  

7 基础错台  17 土体空洞  

8 

稳定性检

测 

抗滑移稳定  18 墙身高程  

9 抗倾覆稳定  19 挡墙厚度  

10 偏心距验算  20 墙身材料强度  

总体技术状况等级： 

养护建议: 

记录

人 
 负责人  下次检查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