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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1.0. 1 为了统一城市地下管线探查、测量和图件编绘的技术要求，提供城市规划、设计、施工以及建设

和管理部门所需的各种地下管线敷设现状的基础资料，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探查和侧绘埋设于城镇市区或市郊的各种不同用途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管道或电

缆，也适用于地下人防巷道的探查和测绘。

0.3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 一般规定

2. 0. 1 地下管线探测的对象应包括埋设于地下的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工业等各种管道以及电力和

电信电缆。

2.0.2地下管线探测应查明地下管线的平面位置、走向、埋深(或高程)、规格、性质、材质等，并编绘地

下管线图。 L
2,03 地下管线探测按探测任务可分为市政公用管线探测、厂区或住宅小区管线探测、施工场地管线

探测和专用管线探测四类。各类探测的要求和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2.0.3. 1 市政公用管线探测应根据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或公用设施建设部门的要求进行，其范围应包括

道路、广场及其他主干管线通过的区域。

2_ 0. 3. 2 厂区或住宅小区管线探测应根据工厂或住宅小区管线设计和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其探测范

围应包括厂区或住宅小区所辖区域。

2.0.3.3 施工场地管线探测应在某项工程施工开挖前进行，其范围应包括开挖、可能受开挖影响地下

管线安全以及为查明地下管线所必需的区域。

2.0.3.4 专用管线探测应根据某项管线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其探测范围应

包括管线工程敬设的区域。

2,0.4 地下管线探测基本地形图的比例尺可根据表2.0.4选择。

衷2.0.4地下管线探到基本地形图比例尺的选择

探 侧 类 别 选用比例尺

市政公用管线探测
市 区 1 , 500-1，2 000

市 郊 1，1 000-1:5 000

厂区或住宅4.卜区管线探测 1:500-1 } 1 000

施工场地管线探恻 1:200̂ -1 : 1 000

专 用 管 线 探 测 1‘500--1: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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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2.0.5.

表 2.0.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的精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隐蔽管线点的探查精度分为三个等级。各级精度探查的水平位置限差和埋深限差应符合

5.1的规宁，限差值擂二倍中误差计

表 2.0.5. 1 甩蔽管线点的探直粉度

精度等级 水平位置限差8� U.)

    士(5+0. 05h)

    士(5+0. 08h)

    士(5+0. 12h)

埋深限差S�, (cm)

  士(5+0. 07h)

  士(5+0. 12h)

  士(5+0. 18h)

︸月
‘

n
U

注:(1) h为地下管线的中心埋深，以cm计;

    ②当h(70 cm时，埋深限差Sm用h=70 cm代人计算;

      水平位置限差8�仍用实际埋深h值代人计算;

    ③ 如果对探查精度有特殊要求，可根据工程需要确定.

2.0.5.2 测量管线点的解析坐标中误差(指测点相对于邻近解析控制点)不得大于士5 cm;高程中误差

(指测点相对于邻近高程控制点)不得大于士2 cm,

2.0.5.3 探测管线点的解析坐标中误差(指实际管线点相对于邻近解析控制点)不得大于表2.0.5.3

中的规定。高程中误差(指实际管线点的高程相对于邻近高程控制点)不得大于0. 56m , See为表2.0. 5. 1

所规定的探查埋深限差。

                                  哀2.0.5.3 探测管线点解析坐标中误差

精度等级 坐 标 中 误 差m,(cm)

        士(5+0. 02h)

        士(5+0. 035h)

        士(5+0. 055h)

T
二

n
U

注:h为地下管线的中心埋深，以cm计。

2.0.5.4 地下管线图上测量点位中误差不得大于士0. 5 mm;地下管线图上探侧点位中误差不得大

于1 (0.5+0.255 ,} IM) mm，式中M为测图比例尺的分母。
2.0.6 市政公用管线探测和专用管线探测采用的坐标和高程系统必须与当地城市坐标和高程系统相

一致。厂区或住宅小区管线探测和施工场地管线探测可采用本地的建筑坐标系统，但应与当地城市坐

标系统建立换算关系式。

2.0.7 地下管线探测工作宜遵循下列基本程序:接受任务、搜集资料、现场踏勘、方法试验、编制技术设

计、实地调查、仪器探查、建立测量控制、管线点连测、地下管线图编绘、报告书编写和成果验收。探测单

一管种或工作量较小时，上述工作程序可以简化。

2.0.8 地下管线探测任务应由专业探测单位的上级部门以任务书的形式下达，或由用户单位以委托书

的形式委托。任务书或委托书应包括以下内容:工程名称、工区位置和范围、工作目的和精度等级要求、

工作期限和应提交的成果等。

2.0.9 地下管线现场探测前，必须全面搜集和整理测区范围内已有的地下管线资料和有关测绘资料，

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已有的各种地下管线图;

    2 各种管线的设计图、施工图、竣工图及技术说明资料;

    3 相应比例尺的地形图，

    4 测区及其邻近测量控制点的坐标和高程。

2.0.10 现场踏勘应在搜集、整理和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踏勘的任务是: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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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核查搜集的资料，评价资料的可信度和可利用程度;

    2 察看工区的地物、地貌、交通和地下管线分布出露情况、地球物理条件及各种可能的干扰因素;

    3 核查测区内测量控制点的位置。

2.0. 11 在搜集资料和踏勘的基础上，宜编制地下管线探测工作示意图。示意图可选用 1 0 5000

或1:10 000的地形图，也可采用地形草图。图上应标出探测范围以及范围内和邻近的地下管线分布。

2.0. 12 根据搜集的资料和踏勘的结果，应选定合理的地下管线探测方法和技术，并进行必要的方法试

验。方法试验应符合本规程3.3.4条的规定。

2.0. 13 地下管线探测工程应编写技术设计。技术设计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探测工作的目的、任务、范围和期限;

    2 工区的地形、地下管线的概况、交通条件及相关的地球物理特征;

    3 探测方法有效性的分析、工作方法及野外工作布置;

    4 工作量估算及工作进度;

    5 劳动组织、仪器、设备、材料计划;

    6 拟提交的成果资料;

    7 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注:探测任务较简单或工作盆较小时，技术设计可简化.

2.0. 14 计算机地下管线成图系统和数据库应满足本规程的有关技术要求。

2.0. 15 地下管线探测野外作业必须遵守本规程附录A中的有关安全保护规定。

3 地下管线的探查

3.1 一般规定
3.1.1 地下管线探查应在现场查明各种地下管线的敷设状况及在地面上的投影位置和埋深，并在地面

上设置管线点标志。
3.1.2 管线点分为明显管线点和隐蔽管线点。在明显管线点上应对地下管线进行实地调查和量测。

在隐蔽管线点上应用仪器探查地下管线的地面投影位置及埋深。
3. 1.3 管线点宜设置在管线的特征点或其地面投影位里上。管线特征点包括交叉点、分支点、转折点、

起止点以及管线上的附属设施中心点等。

3. 1.4 在没有特征点的管线段上，探测各类管线的管线点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政公用管线探测和专用管线探测，管线点的间距宜按相应比例尺地形图上每15̂ 30 cm设一

个管线点;
    2 厂区或住宅小区管线探测，管线点的间距宜按相应比例尺地形图上每10̂-20 cm设一个管

线点;

    3 施工场地管线探测，宜在现场每5̂-10 m设一个管线点。

3. 1.5 地下管线探查必须在充分搜集和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查与仪器探查相结合的方

法进行。
3. 1.6 管线点的编号和标记，宜采用管线代号、管线编号和管线点顺序号三部分组成的符号表示。管

线代号宜按附录D用汉语拼音字母标记;管线编号和管线点顺序号宜用阿拉伯数字标记，两者之间加

符号“一”3. 1.7 地下管线探测的取舍标准应根据各城市的具体情况、管线的疏密程度和委托方的要求确定。市

政公用管线探测宜按表3.1.7取舍.
3. 1.8 地下管线探查应积极采用经方法试验证明行之有效并达到本规程2.0. 5. 1款所规定的精度要

求的新方法、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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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7 市政公用管线探测取舍标准

管线类别           一 管线类别 需探测的管线

给 水

排 水

#R气

管径)50 mm或)100 mm

管径要200 --或)300 mm

管径>50 --或)75 mm

工 业

热 力

电 力

电 信

全 测

全 测

全 测

全 测

3.2 实地调查

3.2. 1 对明显管线点上所出露的地下管线及其附属设施应作详细调查、记录和量测，查清每一条管线

的情况，并按附录B的格式填写管线点调查表。各种地下管线实地调查的项目可按表3.2. 1选择

3.2.2 实地调查时宜邀请熟知本地区地下管线的人员参加。

3.2.3 在实地调查时，应查明每一条管线的性质和类型。

3.2.3.1给水管道可按给水的用途分为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消防用水。

3.2.3.2 排水管道可按排水的性质分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雨水。

3.2.3.3 嫩气管道可按其所传输的燃气性质分为煤气、液化气和天然气;按燃气管道的压力大小分为

低压、中压和高压:

    低压 压力(5 kPa;

    中压 压力>5 kPa,镇0. 4 MPa;

    高压 压力>0.4 MPa,成1. 6 MPa,

3.2.3.4 工业管道可按其所传输的材料性质分为氢、氧、乙炔、石油、排渣等，按管内压力大小分为无压

(或自流)、低压、中压和高压:

    无压(或自流) 压力一0

    低压 压力>0,G1.6 MPa;
    中压 压力>1. 6 MPa,粗10 MPa;

    高压 压力>10 MPa,

农3.2.1 各种地下，线实地调资项目

管线类型
埋 深 断 面 电缆

根数
材质

构筑

  物

附属

  物

传输物体特征 级设

年月

产权

单位内底 外顶 管径巨、高 压力 流向 电压

给 水 △ △ △ △ △ △ △

排 水 △ △或△ △ △ △ △ △ △

嫩 气 △ △ △ △ △ △ △ △

工 业
自流 △ △ △ △ △ △ △ △

压力 △ △ △ △ △ △ △ △

热 力
有沟道 △ △ △ △ △ △ △ △

无沟道 △ △ △ △ △ △ △ △

电 力

管块 △ △ △ △ △ △ △ △

沟道 △ △ △ △ △ △ △ △ △

直埋 △ △ △ △ △ △ △ △

电 信

管块 △ △ △ △ △ △ △

沟道 △ △ △ △ △ △ △ △

直埋 △ △ △ △ △ △ △

注:△表示需实地调查的项 目。

‘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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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5 热力管道可按其所传输的材料分为热水和蒸汽。

3.2.3.6 电力电缆可按其功能分为供电(输电或配电)、路灯、电车等;按电压的高低可分为低压、高压

和超高压:

    低压 电压(1 kV;

    高压 电压>1 kV,(110 kV;

    超高压 电压>110 kV,
3,2.3.7 电信电缆可按其功能分为市内电话、长途电话、电报、有线广播、有线电视、光纤电缆和其他专

用电信电缆等。

3.2.4 在明显管线点上应实地量测地下管线的埋深，单位用米表示。误差不得超过士5 cm,

3.2.5 地下管线的埋深可分为内底埋深、外顶埋深和外底埋深。量测何种埋深应根据地下管线的性质

和委托方的要求确定。

3.2.5. 1 地下沟道或自流的地下管道应量测其内底埋深;有压的地下管道应量测其外顶埋深

3.2.5.2 直埋电缆和管块应量测其外顶埋深;管沟应量测其内底埋深。

3.2.5.3 地下隧道或顶管工程施工场地的地下管线探测应量测外底埋深。

3,2.6 在警井(包括检查井、闸门井、仪表井、人孔和手孔等)上设置明显管线点时，管线点的位置应设

在并盖的中心。当地下管线中心线的地面投影偏离管线点。其偏距大于。. 2 m时，应量测偏距及其方

位。偏距的单位用米表示。

3.2.7 地下管道及埋设电缆的管沟应量测其断面尺寸。圆形断面应量测其内径;矩形断面应量测其内

壁的宽和高，单位用mm表示.

3. 2. 8 地下管道应查明其材质(铸铁管、钢管、混凝土管、钢筋混凝土管、塑料管、石棉水泥管、陶土管、

陶瓷管、砖石沟等)。

3.2.9 埋设于地下管沟或管块中的电力电缆或电信电缆，应查明其电缆的根数和孔数.

3.2.10 在明显管线点上，应查明地下管线的各种建、构筑物和附属设施(见表3.2.10).

3.2. 11 人防巷道应量测其内底埋深及内壁的宽和高。

3.2. 12 工区内缺乏明显管线点或在已有明显管线点上尚不能查明实地调查中必须查明的项目时，应

开挖地下管线进行实地调查和量测。

衰3.2.10 专业，线上的建、构筑物和附肠设施

专 业 建、构 筑 物 附 属设 施

给 水 水源井、给水泵站、水塔、浦水池、净化池
阀门、水表、消火栓、排气阀、排泥阀、预留接

头、阀门井

排 水 排水泵站、沉淀池、化粪池、净化构筑物
检查井、跌水井、水封井、冲洗井、沉泥井、

进出水口

燃气、热力

及工业管道

抽水井、调压房、煤气站、锅炉房、动力站、

储气罐

涨缩器、排气(排水、排污)装里、凝水井、阀

门井

电 力 变电所(站)、配电室、电缆检修井、各种塔(杆) 杆上变压器、露天地面变压器

电 信
变换站、控制室、电缆检修并、各种塔(杆)、

增音站
交接箱、分线箱

3，3 地下管线探查的物探方法和技术
3.3.， 探查隐蔽地下管线的物探方法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被探查的地下管线与其周围介质之间有明显的物性差异;

    2 被探查的地下管线所产生的异常场有足够的强度，能从干扰背景中清楚地分辨出其异常;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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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探查精度达到本规程2.0.5.1款的规定

3.3.2 探查地下管线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从已知到未知;

    2 从简单到复杂;

    3 方法有效、快速、轻便;

    4 复杂条件下宜采用综合方法。

3.3.3 地下管线探查的物探方法应根据任务要求、探查对象和地球物理条件，按附录c选用。

3.3.4 地下管线探查前，应在探查区或邻近的已知管线上进行方法试验，确定该种方法技术和仪器设

备的有效性、精度和有关参数。不同类型的地下管线、不同地球物理条件的地区，应分别进行方法试验

3.3.5 探查金属管道和电缆应根据管线的类型、材质、管径、埋深、出露情况、接地条件及干扰等因素选

择探查方法:

    1 金属管道宜采用电磁感应法。当存在相邻管线干扰，并有出露点时，宜采用直接法;

    2 接头为高阻体的金属管道，宜采用频率较高的电磁感应法或夹钳法。当探查区内铁磁性干扰小

时，可采用磁场强度法或磁梯度法;

    3 管径(相对埋深)较大的金属管道，宜采用电磁感应法，也可采用磁法、电磁波法或地震波法;

    4 埋深(相对管径)较大的金属管道，宜采用功率(或磁矩)大、频率低的电磁感应法;

    5 电力电缆宜先采用被动源工频法，辅以主动源法。当电缆有出露端时，宜采用夹钳法，

    6 电信电缆和照明电缆宜采用主动源电磁法，有条件时可施加断续发射信号。

3.3.6 非金属管道的探查方法。可按下列原则进行选择:

    1 有出人口的非金属管道宜采用示踪电磁法;

    2 钢筋混凝土管道可采用磁偶极感应法，但需加大发射功率(或磁矩)、缩短收发距离;

    3 管径较大的非金属管道，并具备接地条件时，可采用直流电阻率法;
    4 热力管道或高温输油管道宜采用主动源电磁法和红外辐射法。

3.3.7 在盲区用磁偶极感应法搜索地下管线时，宜先用发射机一接收机平行搜索法发现异常，再在异

常点上用圆形搜索法确定管线走向，然后沿走向进行追踪。

3.3.8 电磁感应类专用地下管线仪定位宜采用垂直线圈测定水平分量的极大值法确定地下管线的大

致位置，再用水平线圈测垂直分量的极小值法精确定位.两种方法定位结果担差悬殊时，应查明原因。
3.3.9 电磁感应类专用地下管线仪定深应根据方法试验结果选用直读法,46。法或特征点法。定深点

的位置宜选择在管线点或其邻近被测管线前后各3-4倍管线中心埋深范围内是单一的直管线，中间无
分支或弯曲，且相邻管线之间距离较大的地方。

3.3.9. 1 不论用何种方法定深，都应首先在实地精确定出定深点的水平位置。

3.3.9.2 直读法定深时，应保持接收机天线垂直，直读结果应根据方法试验确定的定深修正系数进行

深度校正。

3.3.9.3 采用45。法或特征点法定深时，量距误差不得超过士1 cm,

3.3. 10 区分两条或两条以上平行管道或电缆时，宜采用直接法或夹钳法，通过分别直接对各条管线施

加信号来加以区分;在采用电磁感应法时，宜通过改变发射装置的位置和状态以及发射的频率和磁矩，

分析信号异常的强度和宽度等变化特征加以区分。

3.3. 11采用直接法或充电法探查地下管线时，应把信号施加点上的绝缘层刮干净，保持良好的电性接

触;接地电极应布设合理，接地点上应有良好的接地条件。

3.3. 12 电磁感应法探查钢筋混凝土地坪下的管线时，接收机应离地坪一定的高度，克服钢筋网的

干扰

3.3. 13 探查地下人防巷道宜采用电磁波法，也可采用浅层地展勘探法、面波法或电阻率法。当操作员

能进人巷道时，宜采用示踪电磁法。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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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探查仪器的技术要求

3.4. 1 选用何种地下管线探查仪器应与所采用的方法技术相适应。探查金属地下管线宜选用电磁感

应类专用地下管线仪。

3.4.2 专用地下管线仪应具备以下性能:

    1 对被探测的地下管线，能获得明显的异常信号;

    2 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能区分管线产生的信号或干扰信号;

    3 满足本规程2.0.5. 1款所规定的精度要求，并对相邻管线有较强的分辨能力;

    4 有足够大的发射电源(或磁矩)，能满足探查深度的要求;

    5 性能稳定，重复性好;

    6 结构坚固，密封良好，能在一10℃到+45℃的气温条件下和潮湿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7 仪器轻便，有良好的显示功能，操作简便。

3.4.3 非电磁感应类专用地下管线探查仪(如地质雷达、浅层地震仪、磁力仪、红外热辐射仪等)，应符

合相应物探技术标准的要求。

3.4.4 新的地下管线仪经过大修或长期停用后的仪器在投人正式探查前必须按说明书的要求对仪器

作全面检查和校正。每天开工前和收工时应检查仪器的电池电压，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更换

3.4.5 仪器使用、运输和保管过程中，应注意防水、防潮、防曝晒、防剧烈展动;

3.5 地面管线点标志的设置

3.5. 1 管线点均应设置地面标志。选择何种地面标志(预制水泥桩、刻石、铁钉、木桩、油漆等)应根据

标志需保留的时间长短和地面的实际情况确定。

3.5.2 标志面宜与地面取平，当高于或低于地面时，应量测其高出或低于地面的数值，并在探查记录表

中注记。

3.5.3 标志埋置后应在点位附近用颜色漆注出编号，标注位置宜选择在明显且能较长时间保留的

地方。

3.5.4 当管线点的实地位置不易寻找时，应在探查记录表中注记其与附近固定地物之间的距离和方

位，实地栓点，并绘制位置示意图。

3.6 探查工作的质量检验

3.6.飞 每一个工区应在隐蔽管线点和明显管线点中分别随机抽取不少于各自总点数的5%进行重复

探查。重复探查应在不同时间，由不同操作员进行。隐蔽管线点应复查地下管线的水平位置和埋深。

明显管线点应复查地下管线的埋深。根据重复探查结果，按公式(3.6.1-1), (3.6.1-2)和((3. 6. 1-3)分

别计算隐蔽管线点的探查定位中误差二:和定深中误差m*及明显管线点的探查埋深中误差M'6. m,，和

m*不得超过本规程2.0.5. 1款所规定的限差的0.5倍。，已不得超过士2. 5 cm,

mt，二士 (3.6. 1一1)

很、二士

m.}‘士

(3.6.1一2)

(3.6. 1一3)

式中:As,. , Ah,— 分别为隐蔽管线点的水平距离偏差和埋深偏差(cm) ;

刀1、刀2

— 明显管线点的埋深偏差(cm) ;

— 分别为隐蔽管线点和明显管线点重复探查的点数。

3.6.2 每一个工区应在隐蔽管线点中均匀分布随机抽取不少于隐蔽管线点总数的1写且不少于3个

进行开挖验证。当开挖管线与探查管线点之间的水平位置偏差和埋深偏差超过本规程2.0. 5. 1款规定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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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差的点数小于或等于开挖总点数的10%时，该工区的探查工作质量合格。当超差点数大于开挖总

点数的10%，但少于或等于20%时，应再抽取不少于隐蔽管线点总数的1%开挖验证。两次抽取开挖验

证点中超差点数小于或等于总点数的10%时，探查工作质量合格，否则不合格。当超差点数大于总点

数的20%,且开挖点数大于10个时，该工区探查工作质量不合格。当超差点数大于总点数的20%，但

开挖点数少于10个时，应增加开挖验证点数到10个以上，按上述原则再进行质量验证。

4 地下管线测f

4.1 一般规定
4.1.1 地下管线测量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测区已有控制成果和地形图的收集、检测和修测;地下管线

点的连测;测量成果的整理。

4. 1.2 地下管线的平面位置宜采用解析法测量;高程宜采用直接水准测量。

4. 1.3 缺少已有控制和地形图的测区，基本控制的建立和地形图的施测，以及对已有控制和地形图的

检测和修测，均应按现行《城市测量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4.2 地下管线的控制测量

4.2. 1地下管线平面位置应直接利用解析图根点及其以上等级控制作为测量地下管线的依据。

4.2.2 图根导线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2.2的规定。

4.2.3 测量地下管线导线的主要技术要求宜采用表4.2.3的规定。

4.2.4 图根导线的水平角观测采用DJ。级经纬仪，以方向法观测一测回，多于三个方向时应归零。导

线边长丈量应采用检定过的钢尺，按双次丈量法进行。当尺常数大于1/10 000,温度大于100C，坡度大

于1. 5%时应进行改正。新购人的或经检修后的测距仪在使用前应进行全面的检验与校正。当使用钢

卷尺量距时，新尺使用前、每隔一定时间或遭受折损后均应进行校尺。

4.2.5 测距仪测距时可单方向测边，两次差值在1 cm内取中，须加测距仪的常数改正，并用垂直角进

行斜距改平。导线边量距使用钢卷尺时，应保持齐、紧、直、平。零尺段应用错尺量。

衷4.2.2 圈根导线的主耍技术获求

比例尺
附合导线长度

      <m)

平均边长

  (m)

边长测量

相对中误差
测回数
  D16

方向角

闭合差

导线相对

闭合差

导线绝对

  闭合差

(图上mm)

1:500

1:1000

1:2000

750

1500

2000

75

110

180

1/3000

1/3000

1/3000

1

1

1

士40",F.

士40',f.-

士6 0",}.

1/2000

1/2000

1/2000

0. 5

0. 5

0. 5

注:① n为测站数;

    ② 当导线长度短于上表规定的1/3时，其绝对闭合差不应大于图上的。. 3 mm.

表4.2.3 地下管线粤线的主哭技术硬求

比例尺

附合导线

  长度

    (m)

平均边长

  (m)

测角中

  误差

测回数

  DJs

方向角

闭合差

导线全长 侧距中误差

    (mm)

导线全长绝对

  闭合差

    (cm)
相 刘 团 百 至是

1:500

1:1000

1:2000

1200

1800

3600

120

180

300

士20"

士2。”

士2。”

1

1

1

士40'}

士40"}

士40",rn

1/3000

1/3000

1/3000

士15

土15

士15

40

60

120

注:① n为测站数;

    ②钢尺量距相对误差1/4000;
    ③ 在特殊困难地区，导线超长时，应相应提高测角量边精度，导线全长绝对闭合差不得大于本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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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支导线不多于四条边，边长用测距仪测距时，总长不应超过表4. 2. 3规定数的1/2,用钢卷尺

量边时，总长不应超过表4.2.3规定数的1/3。水平角观测必须左右角各测一测回。测站圆周角闭合

差不应大于士40"。用钢卷尺量边时，应往返量测。

4.2.7 导线计算可采用简易平差法，边长和坐标值取至毫米，角值取至秒。

4.2.8 地下管线导线点的高程测量宜沿地下管线布设附合水准路线，不应超过二次附合。使用精度不

低于DSO"型水准仪及普通水准尺单程观测，估读至毫米。水准路线闭合差不应超过土10 mm石 (，为

测站数)。水准路线计算可采用简易平差法，高程计算至毫米。

4. 3 已有地下管线测量
4.3. 1 已有地下管线测量应包括下列内容:对管线点的地面标志进行平面位置和高程连测;计算管线

点的坐标和高程;编制成果表。
4. 3.2 管线点的平面位置连测应采用导线串连或极坐标法。导线串连的主要技术要求应按表4. 2.3

的规定执行 采用极坐标法时水平角宜观测一测回;采用电磁波测距仪测距时，不宜超过150 m。采用

钢卷尺量距时，不宜超过50 m,

4.3.3 管线点的高程应采用直接水准连测，读至mm，计算至。m,

4.3.4 地下管线的纵、横断面测量和带状地形测量，应根据市政工程和地下管线改扩建需要进行

4.3.4. 1 地下管线纵断面测量应沿中心线进行，中线里程桩间距直线部分为20̂ 50 m，变化处加桩。

里程桩间距量距和转折角观测应按图根导线测量要求进行;里程桩高程测量应起闭于直接水准测量的

高程控制点上，按图根水准测量要求沿中线桩逐桩进行，相邻高程控制点高差与纵断面检测高差的较差

不应大于士2 cm,
43.4.2 横断面应在中线里程桩上垂直中心线布置。规划道路必须测至两侧沿路建筑物或红线外，非

规划道路可根据需要确定。在横断面上应测出道路的特征点、地面高程变化点以及遇到的各种设施，其

量距的检测较差不应大于1/300,高程的检测较差不应大于士3 cm,横断面端点按需要设置标志或进

行栓点。

4_3.4.3 带状地形图应利用中线点进行施测，技术要求与测绘相应比例尺地形图相同。

4.4 地下管线定线测量与竣工测量

4. 4. 1 地下管线定线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4.4.1.1 新建地下管线定线MIR应按经批准的线路设计施工图进行，并遵循下列程序:

    1 复核施工图上给出的定线条件。

    2制定定线方案，计算定线数据;

    3 实地定线;

    4 填写定线记录单;

    5 编制定线图;

    6 向委托单位现场交点，并提交定线资料。

4.4. 1.2管线定线可利用已有的测图控制、施工控制或专门布置定线导线和水准路线进行。
4.4. 1. 3 定线应采用中线法或极坐标法。放里点位与设计点位之差不得超过士5 cm，当超过时应作

桩位调整。
4A. 1.4 中线法中线直线段应设置百米桩，变化处加桩，并定出起止点、转折点、交叉点。桩号均用百

米里程表示。超过千米线路应设置控制桩。与已知控制点进行连测。方向放置应使用DJs级经纬仪，

用给定角度正倒镜分中法。直线段为1800。放置角度与给定角度差不得大于士40"。距离放置宜使用

具有定距装置的侧距仪或钢卷尺沿放置方向放置，与给定距离之差不得大干1/3000,

4.4.1.5 采用极坐标法用钢卷尺放置点位时，距离不得超过 50 m;使用测距仪时，距离不得

超过150 m.
4.4.2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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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1 新建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应在覆土前进行。当不能在覆土前施测时，应在覆土前按本规

程3. 1. 3和3.1.4条规定的管线点设置位置准确引到地面上。

4.4.2.2

4.4.2.3

竣工测量可利用原定线的控制点进行，亦可在属同一控制系统的其他控制点上进行。

新建管线点坐标与高程连测的技术要求，应按本规程4.3节有关规定执行

4.4.2.4 新建管线应按本规程3. 2节实地调查内容的有关规定和附录B中表B. 0. 1和B.0.2，对照

实地逐项填写。

4.5 地下人防巷道测量

4,5. 1 地下人防巷道的测量应包括以下内容:通道、出人口、竖井及附属设施的平面位置、底板高程和

室内净空高，并绘制在相应的地形图或管线图上，比例尺宜选用1:500或1:1000，同时绘出代表性的

横断面。

4.5.2 地下人防巷道测量应采用与地面上同一的测量控制系统。

4.5. 3 地下人防巷道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4.5.3. 1 地上导线按图根导线的精度要求，地下导线(包括地上部分与联系三角形)用切。级仪器测角

一测回，方位角闭合差士90"'In (n为测站数);量距相对较差不应超过1/1000,附合导线长度不应超

过300 m(1 : 1000成图区不应超过600 m);坐标绝对闭合差不应超过0.3m(1: 1000成图区不

应超过0.6 m).

4.5.3.2 无条件布设附合导线时，可采用支导线。支导线必须左、右角各一测回，测站圆周角闭合差不

应大于士60",距离应往返丈量;支导线长度不宜超过附合导线规定长度的1/2.

4.5.3.3 当要求较低时，可采用平板仪导线测量

4.5.4 当采用解析法施测人防巷道时，应施测出巷道的出人口、转折点、交叉点和竖井中心的坐标。施

测方法应采用导线串连或极坐标法。精度要求按本规程4. 5. 3. 1款的规定执行。

4.5.5 人防巷道的折点、交点、变坡点、竖井底和井台及不同高度的地坪均应测高，高程注记点间距不

大于图上3 cm.水准路线闭合差应按士12 mm石 (n为测站数)的精度要求。

4.5.6 地下人防巷道测图可采用小平板或测记法，并应注记结构、衬砌材料、断面尺寸及各种设施的

名称。

4. 6 测量成果质量的检验

4.6, 1 每一个工区应随机抽查管线点总数的5%进行测量成果质量的检查，复测管线点的平面位置和

高程。根据复测结果按公式((4.6. 1-1)和((4,6. 1-2)分别计算测贵点位中误差二。和高程中误差}ch

二士 (4. 6.1一1)

=十

丫L AZ2n,
丫2n} (4. 6. 1一2)

入

7nch
式中:As,, . ah,,— 分别为重复测量的点位较差和高程较差;

            ，— 重复测量的点数。

4.6.2 测量点位中误差、 和高程中误差。<F不得超过本规程2.0.5.2款的规定。当重复测量结果超

过上述规定时，应增加管线点总数的5%进行重复测量，再计算m。和，*。若仍达不到规定要求时，整

个工区的测量工作应返工重测。

5 地下管线图的编绘

5. 1 一般规定

5.1.1 地下管线图的编绘应在已有新测或经修测合格的地形图和地下管线探测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编绘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图幅尺寸的选定、地形图复制、管线展绘、文字数字的注记、成果表编绘、文字
                                                                                                                                                                    6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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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图廓整饰、原图上墨等。

5. 1.2 地下管线图可分为专业管线图，综合管线图，管线纵、横断面图和放大示意图等。

5.1.3 地下管线图上除表示测区管线及地形外，应包括管线点成果、文字说明、图例、指北针及图签等。

5. 1.4 地下管线图的图幅宜采用原城市图的图幅尺寸及编号。对于厂区、住宅小区和施工场地，也可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制图标准》规定的尺寸

5. 1.5 编绘用的基本地形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比例尺不应小于所绘管线图的比例尺;

    2 坐标、高程系统应与管线测量一致;

    3 图上地物、地貌基本反映测区现状;

    4 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大比例尺测图的技术标准。

5. 1.6 地形图在使用前应进行质量检查，当不符合本规程5.1.5条要求时，应按现行《城市测量规范》

或《工程测量规范》进行实测或修测。

5. 1.7 除实测管线成果外，对编绘用的各种管线资料应进行下列各项检查:

5.1.7.1 对管线在地面的露头及各种害井应与地形图上的同一地物符号核对，当有遗漏或平面位置误

差大于图上1 mm时，应进行实地检查和修正。

5. 1.7.2 对坐标、高程、尺寸等成果数据应进行质量分析，必要时进行实测检查，精度应满足本规程

2. 0.5条的要求。

5. 1.8 底图材料宜用厚为0. 07--0. 10 mm、变形率小于。.2编的经热处理的毛面聚醋薄膜。

5. 1.9 测区范围内的地形图复制到底图上去时，可采用复制二底图的办法或手工透描，复制前原图内

容宜适当取舍。

5. 1. 10 展绘限差不应超过表5.1.10中的规定。

表5.1.10 展绘限整

项 目 图上限差(mm)

方格网图上长度与名义长度差

控制点间图上长度与边长差

控制点和管线点的展点误差

5.1.11 图上文字、数字注记应符合下列规定:

5.1.11.1 文字注记的字体宜用等线体或仿宋体，大小为2.5 mm X 2. 5 mm-4 mm X 4 mm.

5. 1. 11.2 数字注记字体的大小:坐标格网为3. 0 mm X 1. 5 mm;细部点坐标、高程为2. 1 mm X

1. 1 mm-3. 0 mmX1.5 mm.

5. 1. 11.3 细部点坐标、高程注到0.01 m;管径、壁厚以mm计。

5. 1. 11.4 管线、道路、河流等线形地物的名字和数字，字的一边应平行或垂直于符号线条，其余文字、

数字的字头应朝向图的上方。字的顺序应按光线法则等距排列。

5. 1. 11.5 跨图幅的文字应分别注记在两幅图内。

5. 1. 11.6 管线坐标、高程的注记可直接注在测点旁，或用扯旗方式注记，也可在测点旁注记编号，在图

内或在图廓左右两侧另列成果表。

5. 1. 11.7 各种文字、数字注记不应压盖管线及其附属设施的符号。

5.1.12 图例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5.1.12.1 地物、地貌符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1，500,1，1000,1，2000地形图图式》。

5. 1. 12.2 管线及其附属设施的符号宜按本规程附录E规定的图例执行，也可采用本地区规划、设计

单位的现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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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3 探测范围较小的工程，宜在图上注记管线与附近建、构筑物的距离及埋深，以表示管线位置，并

绘出道路中心线。

5.2 专业管线图的编绘

5.2.1 专业管线图宜一种专业一张图，也可按相近专业组合一张图。

5.2.2 编绘工作开始前，应熟悉测区内管线的敷设状况及尚存在的问题。

5.2.3 编绘前应取得以下资料:

    1 测区的基本地形图;

    2 测区已有的管线资料;

    3 探测工作示意图及附属设施草图;

    4 管线点调查表和成果表;

    5 结点放大示意图、管沟断面图。

5.2.4 展绘工作宜采用以下程序:

    1 选定图幅尺寸，配置坐标格网的方向以及成果表、图例、指北针、说明等的位置;

    2 展绘坐标格网、复制地形图;

    3 从干线到支线、从起点到终点，展绘管线及其附属设施，并注记管线的各项数据或编号;

    4 绘制放大示意图、管沟断面图;

    5 绘制成果表、接图表、图例、指北针，写说明书;

    6 两幅及两幅图以上时进行接图。

5.2.5 专业管线图上应绘出与管线有关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

5.2.6 平行管线图上线条隙距小于0. 2 mm时，应按支线让干线、有压管道让无压管道、电信电缆让有

压管道、电力电缆让电信电缆的原则，将避让管线偏移。对于同专业同规格的管线宜各向两侧作等距偏

移，使线条隙距为。. 2 mm。位于同一垂直面内的管线，也可用一条线上分别注记各管线代号的方法

表示。

5.2.7 同专业管线不连接相交时，宜绘出上面的管线，下面的管线两侧各断开0. 2 mm;不同专业管线

相交时不应断开。

5.2.8 管沟宽度大于图例符号时，宜按实际宽度比例绘制。在管线种类和位置有变化处宜绘管沟断

面图。

5.2.9 图上注记应符合下列要求:

5.2.9. 1 给水管道应注记管道中线的起点、分支点、转折点及终点的坐标或编号，管顶高程、地面高程

及每段管径。

5.2.9.2 排水管道应注记管道中线的起点、分支点、转折点及终点的窖井中心坐标，容井井台、井底、地

面、井内各管底高程及每段管径.

5.2.9.3 管沟应注记中心线的起点、分支点、转折点、终点的坐标，沟底、地面高程。绘管沟断面图时应

加注管沟内壁尺寸，管道位置尺寸及管径。

5.2.9.4 直埋管道应注记管道中心线的起点、分支点、转折点、终点的坐标，管顶、地面高程。

5.2.9.5 电缆应注记线路的起点、分支点、转折点、终点及人孔中心的坐标、埋深。电力电缆应加注电

压、导线根数及型号。电信电缆应加注型号，当管块埋设时应加注孔数。

5.2. 10 结点放大示意图可用任意比例尺，需要时用透视图绘制，也可用实际拍摄的照片代替。示意图

应编号.并绘在所在管线图的适当位置上。

5.3 综合管线图的编绘

5. 3. 1 综合管线图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各专业管线。管线密集地区可只绘出各专业管线的干线，干线的确定可以根据具体工程情况及

用途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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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管线上的建、构筑物;

    3 地面建、构筑物;

    4 铁路、道路、河流、桥梁;

    5 主要地形特征

5.3.2 各专业管线在综合管线图上应按附录D的代号和色别及附录E的图例，用不同符号或着色符

号表示。

5,3.3 管线上下重叠或相距较近且不能按比例尺展绘时，宜按本规程5.2.6条的规定执行。

5.3.4 已有专业管线图的工程，在综合管线图上可不注记坐标、高程、管径、规格、型号。

5.3.5 不编制专业管线图的工程，综合管线图上的注记方法可根据图的负荷量直接注记，或另编成

果表。

5.4 管线断面图的编绘

5.4. 1 管线纵、横断面图应依据断面测量的成果资料编绘。

5.4.2 管线断面图的比例尺宜按表5.4.2的规定选用，纵断面的水平比例尺应与管线图一致;横断面

的水平比例尺宜与高程比例尺一致;同一工程各纵、横断面的比例尺也应一致。

表5.4.2 断面田的比例尺

项 目 纵 断 面 图 横 断 面 图

水平比例尺 1:500 1 1 1000 1:50 1:100

垂直比例尺 1:50 1: 100 1:50 1:100

5.4.3各种管线、管沟、容井应按比例尺展绘，展绘后的管线小于图上1 mm时用。. 6 mm-0. 8 mm,

地面线用。. 2 mm-0. 3 mm、建、构筑物轮廓线用。3 mm-0. 4 mm、各种尺寸线及表格线用0. 1 mm-

。2 mm的实线绘制;文字和数字注记字体的大小按本规程5. 1. 11条的规定执行。

5.4.4 纵断面图应绘出:地面线、管线、窖井与断面相交的管线及地上地下建、构筑物;标出各测点的里

程桩号、地面高、管顶或管底高、管线点间距、转折点的交角等。

5.4.5 横断面图的编号宜用A-A', I-I', I-I'等表示;测绘纵断面图的工程，横断面编号应用里程

桩号表示。

5.4.6 横断面图应绘出:地面线、管线与断面相交的地上地下建、构筑物;标出测点间水平距离、地面

高、管顶或管底高、管沟断面尺寸、管径等。

5.4.7 专业管线图、综合管线图、纵横断面图间相同要素应协调一致。

6 报告书编写和成果验收

6. 1 一般规定

6.1. 1工程结束后应编写报告书。

6. 1. 2 技术成果验收前，应进行全面资料整理，保证最终成果的质量，并归档提交。

6. 1,3 报告书的编写和技术成果的整理，应区别工程类型、规模大小、繁简程度、专业特点、实施方法和

条件等情况进行。

6.2 报告书编写

6.2. 1 报告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工程的依据、目的和要求;地理位置;地球物理和地形条件;开竣工日期;实际完成的

工作量等;

    2 探测技术措施:作业的标准依据;坐标和高程的起算依据;探测仪器与方法技术;图纸的编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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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管线综述及应说明的问题;

    4 质量评定;

    5 结论与建议;

    6 附图与附表。
    注 小型工程的报告书可以从简 或采用例稿填空或采用填写表格.

6. 2.2 报告书应突出重点、文理通顺、表达清楚、结论明确。报告书必须打印。

6.3 成果验收
6.3. 1成果验收应根据本规程规定的技术要求，由下达任务的主管部门或任务委托单位按任务书或合

同书以及经批准的技术设计书进行。

6. 3.2 技术成果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 工程的依据文件:任务书(或合同书)、施工许可证(工程执照)等。

    2 工程凭证资料:利用已有的成果图表资料、坐标和高程起算数据文件、仪器的检验文件、技术设

计书等。

    3 探侧原始资料:管线点调查表、探查记录表、控制点的观测记录和计算资料、管线点的连测记录

和计算资料、各种检查和开挖验证的记录等。
    4探测图表、成果表:控制点成果表、管线点成果表、各种专业管线图、综合管线图、管线断面图等。

    5 报告书。

6. 3. 3 成果验收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6.3.3. 1 探测的技术措施应符合技术设计书的要求，重要技术方案变动应经批准;

6.3.3.2 工程的凭证资料应有来源单位的出证和经质量确认单位或责任人的签证;

6.3.3.3 各项探测的原始记录、计算资料和起算数据的引用应履行过规定的检查审核程序和手续，并

符合质量要求;

6. 33.4 各种管线点调查表和测量成果表的填写和转录应有填写人和校核人的签名;

6,3.3.5 各项仪器检查、开挖验证的记录齐全，发现的问题已作出处理和改正;

6.3.3.6 各种专业管线图、综合管线图、断面图应由作业人员与专业人员一起进行室内图画检查、实地

对照检查和仪器检查以及开挖验证，并符合质量要求;

63.3.7 技术报告书应内容齐全，能反映工程的全貌，结论正确和建议合理可行;

6.3.3.8 组卷装订应符合有关归档的要求;

6.3.3.9 验收合格后应写出质量检验报告.

64 成果提交
6.4. 1成果提交分为向用户提交和归档提交。向用户提交应按任务书或合同书的规定提交成果。归

档提交应包括本规程6.32条的全部内容。

6.4.2 资料移交应列出清单或目录，逐项清点，并办理交接手续。

          附 录 A

地下管线探侧安全保护规定

A 0. 1

k 0.2

规则。

A。0.3

厂规。

从事地下管线探测的作业人员，必须熟悉本工作岗位的安全保护规定，做到安全生产

在市区或道路上进行地下管线探测的作业人员，必须着桔黄色号服和号帽，遵守城市交通

进人企业厂区进行地下管线探测的作业人员，必须熟悉该厂安全保护规定，遵守该企业工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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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4 对规模较大的排污管道，在下井调查或施放探头、电极、导线时，严禁明火，并进行有害、有毒及

可燃气体的浓度测定。超标的管道要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后才能作业。

A.0.5 严禁在氧、煤气、乙炔等易燃、易爆管道上作充电点，进行直接法或充电法作业。

A. 0. 6 夜间作业时，应用足够的照明，打开窖井盖时，井口应有安全照明标志。

A. 0. 7 使用大功率仪器设备时，作业人员应具备安全用电和触电急救的基础知识 工作电压超

过36 V时，供电作业人员应使用绝缘防护用品。接地电极附近应设置明显警告标志，并委派专人看管。

雷电天气严禁使用大功率仪器设备施工。井下作业的所有电气设备外壳必须接地。

A. 0. 8 打开容井盖作实地调查时，井口必须有专人看管，或用设有明显标志的栅栏圈围起来。调查完

毕必须立即盖好害井盖。打开害井盖后严禁作业人员离开现场。

A. 0. 9 发生人身事故时，除立即将受害者送到附近医院急救外，还必须保护现场，及时报告上级主管

部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明确事故责任。

                  附 录 B

管线点调查衰、探查记录表及管线点成果表

表 B. 0.1 明显管线点调资衰 (地下管道)

工区 : 图幅

管线点

编号

管道

英型

埋深 (m)

Avg(m)
(mm)

断面尺寸(宽X高)

      (mm')
材质

传输体特征
构筑物 管件

建设

年代

产权

单位
备注

外顶 内底 压力 流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调查人 校核人 调查日期

衰 B. 0.2 明且管线点调查衰(地卞电锐)

工 区: 图幅

w缈
编号

电缆

类型

埋深 (m)

(m)

管沟内径或

断面尺寸

    (mm)

电缆

根数

管块

孔数

电压

(V)

构筑

物

附属

设施

建设

年代

产权

单位
备 注

管沟或管块 电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调查人 校核人 调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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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0. 3 地下管线掇生记录段

工区 : 图幅

地点 仪器型号

  及编号

接收机 仪器

状态

接收机

发射机日期 发射机

管线点

编号

定 位 定 深

备 注
官 线

类 型 方法
管线点地面

标志类型
栓点记录 方法

管线点标志面与

地面的高差(m)
中心埋深(m)

1 2 3 4 5 6 8 9

操作员 记录员 校核人

哀氏0.4 ，线点成泉农

工 区 图幅:

管线点

编号

管线

类型

坐 标 管径或宽X高

    ( mmh}

中心埋深

  〔m)

高程 (m) 电缆根数或

管块孔教
探测方法 备注

地面 外顶 内底X Y

1 2 3 4 s s 7 8 9 10 11 12

I

填表人 校核人 工程负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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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探查地下管线物探方法的种类

方 法名 称 基本 原 理 特 点 适 用 范 围

电

磁

法

被

动

源

法

工频法

  利用动力电缆本身的，或

邻近电缆或工亚游散电流在

金属管线中感应的电流所产

生的电磁场

  方法简便，成本低，工作效

率高，但分辨率不高，精度

较低

  用于探查动力电缆和搜索

金属借线，是一种简便‘快速

的初查方法

甚低顺法

  利用甚低频无线电发射台

的电磁场在金属管线中感应

的电流所产生的电磁场

  方法简便，成本低，工作效

率高 但精度低、干扰大，其

信号强度与无线电台与管线

的相对方位有关

  在一定条件下，可用来搜

索电缆或金属管埃

主

动

源

法

直接法

  发射机一端接到被查金属

管线上，另一端接地或接到

金属管线的另一端，利用直

接加到被查金周管线上的

信号

  信号强，定位、定深精度

高，易分辨邻近管线 但金属

食线必须有出璐点

  金属管线有出礴点时，用

干定位、定深或追踪各种金

属管线

夹柑法

  利用专用地下管线仪配备

的夹钳，夹套在金瓜管线上，

通过夹钳上的感应线圈把信

号直接加刻金属管线上

  信号强，定位、定深精度

高。易分辨邻近管线 方法传

便但必须有管线出肠点且被

查管线的直径受夹钳大小限

制，信号传送距离不远

  用于管线直径较小且有出

耳点的金屁管线 作定位、定

深或追踪

电偶极

感应法

  科用发射机两端接地产生

的电磁场在金属管线中感应

产生的信号

  信号强，不需管线出俄点，

但必须有良好的接地条件

  在具备接地条件的地区

可用来搜素和迫踪金月管线

磁俱极

移应法

  利用发射线圈产生的电磁

场在金属管线中感应电流所

产生的电徽场异常

  发射、接收均不需接地，操

作灵活、方便，效率高，效

果好

  用于搜索金属管线。也可

用于定位、定深和追踪

示踪电磁法

  将能发射电磁信号的示踪

探头或电缆送人非金属管道

内，在地面上用仪器追殊该

信号

  能用探查金属管道的仪器

探查非金属管道，但必须有

故贬示昧器的出人口

  用于探查有出人口的非金

属管道

电磁波法

又或地质

雷达法)

  利用脉冲雷达系统，连续

向地下发射脉冲宽度为几奄

微秒的视频脉冲 接收反射

回来的电破波脉冲信号

  既可探查金月管线，又可

探查非金属管线 但对直径

小的管线效果较差.且议器

价格昂贵

  在常规方法无法择查且地

表干扰物少的情况下.可用

来探查各种金属非金屁管线

和人防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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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 法 名 称 基 本 原 理 特 点 适 用 范 围

直

流

电

法

电阻率法

  利用视电阻率法勘探的原

理，采用相应的装置在金属

管线或非金风管道上产生的

异常

  可利用常规电阻率法勘探

仪器探测地下管线，但供电

和侧量均需接地

  在接地条件好的场地探查

直径较大的金属非金属管线

和大防巷道

充电法

  直流电源的一端接被查金

属管线，另一端接地，利用金

属管线充电后在其周围产生

的电场

  追踪地下金属管线精度

高，探查深度大，但供电时金

属管线必须有出雌点，侧量

时必须接地

  用于迫踪具备接地条件和

出露点的金属管线

磁

扶

磁场强度法

  利用金属管线与周围介质

之间的磁性差异，测量磁场

强度

  可利用常规磁法勘探仪器

探查铁磁性管道，探查深度

大，但受磁性体的干扰

  在磁性干扰小的地区探查

铁磁性管道

磁梯度法
  侧盆地磁场强度林度的

变化

  对铁磁性管道或井盖的灵

敏度高，但受磁性体干扰大

  用于探查掩埋的铁磁性管

道或害井盖

地

震

波

法

浅层地成勘探法

  利用地下管道与其周围介

质之间的波阻抗差异，用反

射波法作浅层地展时间剖面

  金属与非金属管道均能探

查，探查深度大，时间剖面反

映管道位里直观、但探查成

本高

  在其他方法探测无效时，

用于探查直径较大的金属非

金屁管道和人防巷道

面波法

  利用地下管道与其周围介

质之间的面波波速差异。侧

量不同顾率激展所引起的面

波波速

  探查设备和方法比浅层地

展勘探法简便.可探查金属与

非金属管道，但目前处于研究

阶段，方法技术不够成熟

  用于探查直径较大的非金

属管道和人防巷道

红外辐射法
  利用管道或其坟充物与周

围土层之间的热特性的差异

  探查方法简便，但必须具

备相应的地球物理前提

  用于探查暖气管道、高温

翰油管道或水管漏水点

      附 录 D

地下管级的代号和色别

管 线 名 称 色 别 代 号

给水(JI SHUT) 蓝 JS

  排 水

(PAT SHUT)

污水(WU SHUT)
揭 PS

W S

雨水(YU SHUT) YS

  燃 气

(RAN QI)

煤气(MET QI)

粉红 RQ

MQ

液化气(YE HUA QD YH

TR天然气(TIAN RAN QI)

热 力

(RE LI)

蒸汽(ZHENG QI)
播黄 RL

ZQ

热水(RE SHUT)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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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管 线 名 称 色 别 代 号

  工 业

(GONG YE)

氢(QING

黑 GY

Q

Y氧(YANG)

YQ乙炔(YI QUE)

SY石油(SHI YOU)

  电 力

(DIAN LD

供电(GONG DIAN)

大红 DL

GD

LD路灯(LU DENG)

DC电车〔DIAN CHE)

    电信

(DIAN XIN)

市话(SHI HUM

绿 DX

SH

CH长话(CHANG HUM

GB广摇(GUANG BO)

DS电视(DIAN SHI)

综合管沟(ZONG HE GUAN GOU) 黑 ZH

人防(REN FANG) 黑 RF

  附 录 E

地下甘钱圈图例

符号名称 图 例 简 要 说 明

管 线 点 JS乳2 用直径为1.5 mm的小团圈表示

地下管线

一 1S

        或

一 ，

ws____r-门盯

1.管道(或管沟)的直径或宽度按比例尺在图上小于2 --

  时，用单直线表示;大于2 mm时，宜按实宽比例用双直

  线表示，线划粗0.2̂-0.3 mm,

2.不同类型的管线用代号标记在管线上，或再加颜色区别

容

井

        一

给 水 O     1用直径为Z mm的小圆圈表示，不同类型的害井用圆圈

      中的不同符号表示，

    2.害井直径按比例尺在图上大于2 mm时，按实际形状比

      例绘制

污水(或排水) e

雨 水 .

姗 气 O

工 业 色

石 油 O

热 力 e

电 力 0

电信人孔 O

石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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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符号名称 图 例 简 要 说 明

电信手孔 囚 小方块的边长为2 mm

预留口 今一
阀 门 己

水源井 .

O

口

  建、构筑物的尺寸按比例在图上大于2 mm时，按实际大小

比例绘制
水 塔

水 池

泵 站 口 长方块的边长为3 mmX2 mm

消火栓 石

进出水口 可

沉淀池 目

化粪池 曰

水封井 O

跌水井 O

渗水井 O

冲洗井 e

调压站 口

煤气柜 e

变电站 曰

电缆余线 目一 L-----

上杆(出土) 侧 -

人防出人口 一门 .三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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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表

点 号 (XCm) (Y(m)
管外顶高

  (m)

管内底高

  (m)

(m) (m)
W S1-6 594.51 859.80 45.12 50. 20

WS1-7 595.02 935.61 45.90 50. 92

W Sl-8 593.12 912.54 46. 70 46. 70 50. 62

W S1-9 598. 41 912.01 46. 87 50.60

JS3-2 592. 04 879. 60 48. 81 50. 40

JS3-3 590.87 921.81 49.24 50.61

JS3-4 811. 72 921. 62 94. 54 51.20

RL2-1 578. 65 895.45 48.63 51.02

RL2-2 558. 21 893. 75 40.72 51.03

RI-2-3 618.54 897.81 49. 10 51. 29

RI.2-4 615. 51 896.05 49. 15 51.29

DI.1-0 606. 45 888.04 49.60 51. 26

DLI-I 609.61 894.01 49.62 51.27

DXI-3 605. 04 890.87 49.60 51. 26

DXI-4 616. 51 925. 40 50.10 50. 94

DX1-5 598.02 924.50 49.05 50.24

DX 1-6 575.60 918.04 49. 75 51.05

DX1-7 600.75 864. 50 49.56 50. 24

MQ2-1 581.80 888.52 48.40 51.05

MQ2-2 582.01 930. 12 50.01 51.10

MQ2-3 573. 22 923. 54 49.98 51.08

MQ2-4 884.21 915.64 49.81 50.88

MQ2-5 891.44 918. 12 49. 70 50.89

‘74



CI.I 61一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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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 0. 3 地下管线纵断面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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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 0. 4 地下管线横断面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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