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鼎盛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勘察质量控制管理办法

第一节 总 则

一、为明确工程勘察各专业人员的职责，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责任心，

提高工程勘察报告质量，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以及贵州省建筑

工程施工图文件设计深度总说明要求和施工图审查要点，结合我公司实际

情况，参照我公司 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制定本规定，作为

我公司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强制性规定。

二、凡是我公司施工的工程勘察项目，均应按本规定执行。

第二节 勘察纲要编制、修改与审批

一、勘察纲要的编制、修改与发放均由项目负责人负责完成，未经总

工程师批准的勘察纲要不得作为勘察施工依据。

二、勘察纲要报总工程师审批时，应提供以下资料：勘察合同书、任

务委托书（应有详细的拟建物特征参数和甲方盖章）、附有地面整平标高

和布设有勘察点的拟建物总平面图、地形图、邻近勘察资料和填写完整的

勘察纲要，由于业主的原因上述资料无法提供齐全的，，经总工程师批准

后，可在外业施工结束前补齐。

三、当场地确无邻近勘察资料无法编制勘察纲要时，经总工程师批准，

可先进场施工但对福州市区内的勘察项目，要求在施工完第一个钻孔后立

即编制勘察纲，勘察纲要经审批后，方可施工后续钻孔；对市区以外的勘

察项目应在施工完一个孔后，由现场技术采用电话向总工程师或总工办汇



报，并按电话记录要求进行施工，且应在外业结束后 1天内补全勘察纲要

内容并交回电话记录稿进行核对。

四、勘察施工过程中若发现地层变化大，勘察纲要要求需要较大变更

时，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向总工程师汇报，并按总工程师审批的变更意见对

勘察纲要进行适当修改。

五、总工程师批准的勘察纲要和电话记录稿，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发放

到现场技术员和钻探班报表记录员，并要求随身带到工地，以便核对外业

施工工程量和便于总工办检查。

六、特殊情况下，总工程师可以授权副总工程师或总工办处理纲要审

批及相关事宜。

第三节 勘探点放样、校核与验收

一、放样前，测量技术人员要认真研究地形图和钻孔平面布置图，对

图中不详之处或疑义的地方要及时指出，不得盲目放样。

二、放样时，测量技术人员应与项目负责人或现场技术员一起复核现

场征地范围并确认无误后方可放样。发现问题应及时与业主联系并修改确

认（业主要在修改后的图纸上签字或盖章）后再放样。

三、现场钻孔孔位不得随意移位，若因场地原因确需移位时，应经业

主和总工程师（总工办）批准后方可移位，并应将实际勘探孔位置及时标

注在平面图上，注明与原孔位的偏差距离、方位和地面高差。钻孔孔位现

场均应有标志桩并标注孔号，当标志桩被损，孔位难以恢复时，应重新放

样，现场技术员不得随意指定孔位。勘探点位允许误差：（1）初勘阶段

平面位置允许偏差±0.5m，高程允许偏差±5cm；（2）详勘阶段平面位置允

许偏差±0.25m，高程允许偏差±5cm。



四、测量放样坐标及高程起算点宜由业主提供。采用假设高程和坐标

时，应经业主同意，其起算点应假设在不受工程建设影响且相对较固定的

标志物上。该标志物须经项目负责人或现场技术员确认。所有孔位施测完

成后，测量技术人员应与项目负责人或现场技术员一起校核孔位，确保孔

与孔之间、孔与地物之间的距离无误，孔口标高与地形图上的标高相吻合。

对项目负责人或现场技术员交给的场地地形、地物、边坡等测量任务，测

量技术人员应做到先计算、后放样，放样后再计算复核，以保证放样的准

确性。

五、对海上钻探孔放样，应采用红外测距仪或全站仪进行放样，不得

采用测绳或皮尺放样。放样时，测量技术人员应做到先计算、后放样，放

样后再计算复核，以保证放样的准确性。

六、外业放样结束后 2天内，测量技术人员要将测量成果报告提交给

测量分院审核工程师进行审核。审核工作应在该工程外业施工结束前完

成。若发现问题应及时反馈给测量技术人员和项目负责人，以便及时修正。

七、测量成果验收采取双重验收制：项目负责人主要对坐标和高程起

算点、定向方位点设置的合理性和定位描述的正确性，以及测量图上的方

向线、周边建筑物和拟建物的轮廓线等内容的完整性进行验收；测量审核

工程师应对具体的坐标、高程的计算结果进行验收，并签字确认。未经验

收的测量报告不得投入使用。

第四节 钻探施工、编录与验收

一、钻探施工应由熟练的钻探工人负责。进入施工现场前，项目负责

人应对机长进行技术交底和外业施工工作安排，并要求带齐所有的设备和

材料。机长应认真检查设备是否完好，取样器具、自动落锤和落距、标贯



器、探头、样罐等专用工具是否符合要求。进入现场后，项目负责人或现

场技术员应随时对上述专用工具进行检查，不合格的工具不得投入使用。

二、钻探施工可采用连续取芯或非连续取芯回转方式钻进，每回次进

尺均不得超过 2.0米且不得超管钻进。进入新场地后，每台钻机施工的第

一个钻孔均应采取连续取芯回转方式钻进，以系统了解岩土层分布情况。

对持力层及其软弱下卧层等重要层位，在所有钻孔中均应采用连续取芯钻

进，且连续取芯钻进时不能超管钻进。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层（碎石含量较

高的杂填土、碎卵石、强风化岩层除外）应进行干钻，以便观测土层的天

然湿度和地下水初见水位。连续取芯钻进过程中，软土和粘性土的岩芯采

取率应达 80%以上，砂土、碎石土、残积土、全风化岩、强风化岩及破碎

的中风化岩岩芯采取率应达 65%以上，完整基岩的岩芯采取率应达 80%以

上。对砂土、碎石土、残积土、全风化岩、强风化岩（砂土状）难以取芯

时，应采用双层岩芯管连续取芯；亦可采用动探试验（SPT、DPT）进行

控制，测试间距砂土层为 1.0-1.5m，其余岩土层为 1.0-2.0m。对残积土与

风化岩岩芯肉眼难以鉴别分层时，应采用标贯进行力学分层。当需确定岩

石质量指标 RQD时，应采用 75mm口径双层岩芯管和金刚石钻头钻进。

机台应负责将岩土芯按顺序自上而下排列整齐，以便项目负责人检查，单

孔验收合格后方可舍弃。

三、地下水位观测由现场技术人员负责。钻进中遇到地下水时，应停

钻量测初见水位和稳定水位。为测得单个含水层的静止稳定水位，对砂土

和碎石土停钻时间不少于 0.5小时；对粉土和粘性土不少于 8小时，并应

在全部钻孔结束后，同一天内量测各孔的静止水位。量测读数到厘米，精

度不得低于±2cm。钻探深度范围内有多个含水层时，要选择部分钻孔进行



分层测量地下水位。施工时，在钻穿第一含水层并进行静止水位观测之后

应采用套管隔水，抽干孔内存水，变径钻进，再对下一含水层进行水位观

测。采用泥浆护壁影响地下水位观测时，可在场地内另外布置若干专用的

地下水观测孔，这些孔应改用套管护壁。

四、取样与原位标贯、重型圆锥动力触探测试工作由机台负责按纲要

要求实施和记录。采取原状土样的钻孔，孔径应比使用的取土器外径大一

个径级。原状土样用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取土器采用静压法（软土层）或

锤击法（硬土层）采取，采样时，当钻进至离取样深度 15-20cm，应进行

取土前清孔工作，取样深度误差不超过 5cm。原状土样单个样品的规格为

Φ110mm，L=300mm，试验要求土样长度较大时，可采用 2-3个样罐分装。

对需要进行特殊项目试验的软土层原状土样均应采用薄壁取土器配合专

用样罐进行采取。扰动土样可采用标贯器或岩芯管采取，取样要有代表性

且具一定的重量（粉——粗砂重约 300g，砾砂重约 1000g，碎卵石重约

4000g）。原状土样采集后，项目负责人或现场技术员应及时检查试样的

质量是否符合规定，不符合的应重取，符合要求的应由机台负责将样品放

置在阴凉地方，并及时贴上标签（标签内容要完整）、粘上胶布和进行封

蜡保湿处理，且应及时送回到试验室进行分析试验。市区项目要求样品存

放时间不得超过 3天，市区外项目样品存放时间不得超过 7天。原位标贯、

重锤圆锥动力触探试验的器具应符合国家规范要求，试验深度及操作方法

应按勘察纲要和规范要求进行。当钻至需要试验的土层标高，试验前应先

清孔，保证孔壁完整，孔底无沉渣，贯入器到达预定试验深度后应量测记

录孔深和杆长。锤击过程应减少导向杆与孔壁间的摩阻力，避免锤击时的

偏心和侧向晃动，保持贯入器探杆、导向杆联接的垂直度。



五、钻探班报表记录员采取现场全程跟班制，负责钻探班报表的记录。

记录要求按回次逐项填写，严禁事后追记。在回次中发现变层时，应分行

填写，不得将若干回次，或若干层合并记录。现场记录不得誊录转抄，误

写之处可以划去，在旁边作更正，不得在原处涂抹修改。记录内容按本院

统一印制的钻探班报表格式中所规定的内容填写，特别强调要填写岩土芯

长度和初见水位、各含水层的静水位、混合静水位埋深，以及各岩土层的

分层界线和主要特征。钻探班报表记录员要对地层的分层界线、取样深度、

测试深度和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将严肃

处理。

六、现场技术员应随时对钻探班报表进行检查，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进行补充完善，对重要地层界线（如持力层的顶底板、软弱下卧层的顶底

板等）的孔深和终孔深度应及时进行丈量核实，并在班报表中签字确认，

同时对其准确性负责。对取样和原位测试的间距、数量及样品质量要按勘

察纲要的要求进行把关，现场技术员应在野外完成钻孔柱状图编制工作，

其中的描述内容要准确详细，描述格式按本院统一规定执行。现场技术员

应随时监督检查各机台施工的质量，以于不按勘察纲要施工的机台应及时

给予制止，并提出纠正和整改措施，在钻孔终孔验收时，必须有现场技术

员或项目负责人在场验收签字，杜绝现场无技术员的现象。

七、抽水试验工作应按总工程师（总工办）审批的技术方案进行施工

和试验。成井施工由机台负责完成，现场技术员要在现场进行专项监督、

检查和验收。试验观测由现场技术员和钻探班报表记录员共同负责。试验

结果经项目负责人确认签字后方可结束试验工作。

八、钻探单孔验收采用二级验收制，即现场技术员对单孔施工质量进



行检查验收（一级验收），项目负责人（合同有要求时，会同业主代表）

对单孔施工质量进行检查验收（二级验收）。验收合格的，有关人员应签

字确认，验收不合格的要马上采取补救措施，纠正后再签字确认。现场技

术员的验收工作应在现场单孔施工结束时马上进行验收，不得事后验收。

项目负责人的单孔验收工作原则上也应在现场及时验收，确实无法马上验

收的，应在外业施工全部结束前进行验收。未经一级验收合格的，钻机不

得移孔，否则后果自负。

第五节 原位测试施工、检查与验收

一、静力触探、十字板剪切、剪切波速、地脉动试验等原位测试工作

应由本院测试组完成，其技术工作应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专业技术人员

不在现场时，其他人员均不得进行测试。

二、进入施工现场前，项目负责人应向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测试的孔位、

孔数、测试深度、终孔层位、测试间距及相关地质资料和图件，提出具体

的测试要求，必要时提出书面任务书。原位测试专业技术人员应对仪器、

设备进行检查和校正，以保证测试成果的准确性。

三、原位测试的操作方法及试验技术要求应严格按国家有关规范及勘

察纲要要求执行，严禁弄虚作假。

四、静力触探、十字板剪切试验单孔结束后，原位测试专业技术人员

应及时提供有关的曲线、数据供项目负责人进行现场验收，并签字确认后，

方可进行下一孔施工，否则不得移孔施工。项目负责人无法到现场进行验

收时，应委托现场技术员或在设备撤离现场前全部验收，不得在室内进行

验收。

五、剪切波速和地脉动测试的现场采集工作，原则上应有 2名专业技



术人员负责。采取多次试验、反复对比和同一仪器、不同人操作的方法进

行采集波型，以保证所采集的波型符合实际情况。外业结束后 2天内应提

交测试成果初步报告供项目负责人审核，并按项目负责人的审核意见修改

后再提出正式测试成果报告。未经验收签字的测试成果报告不得作为正式

报告的资料。

第六节 地形测绘与变形测量

一、地形测绘与变形测量工作则测量分院负责组织实施，其技术工作

应由专业技术人负责完成。

二、施测前，测量员应审核测量起始依据的正确性及检查测量仪器具

的准确性，并应编制切实可行的测量技术方案报测量分院审核工程师进行

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施测。测量技术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一）测区概况、自然地理条件、作业环境等；

（二）任务来源、测区已有的测量资料、施测目的和基本精度要求；

（三）施测技术依据、计划使用的仪器类型及观测方法等。

三、施测过程中应坚持测量、计算工作步步有校核，时时有自检、互

检，以保证原始记录数据的准确性。

四、测量记录要求做到：原始真实、数据正确、内容完整、字体工整。

测量记录应在现场填写清楚，不得转抄誊清。

五、外业记录、草图、点之记图等应当场勾绘方向，有关数据和地名

等应标注清楚

六、采用电子记录手薄或全站仪自动记录的，应按《测量外业电子记

录基本规定》和《水准测量电子记录规定》执行，有条件的应当场在微机

中成图校核以便发现有无数据输入错误等明显错误。



七、测绘成果执行二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即测绘成果经 100%自检、

互检确认无误后，由上一级质量部门按 20%抽取样本验收。凡抽样验收不

合格的，全部退回自查与重测，二次验收将提高抽查比例。

第七节 外业施工质量检查、验证与竣工验收

一、外业施工质量检查与竣工验收工作由总工办负责执行。检查采取

巡检方式进行，福州市区一类项目巡检 2次以上，二、三类项目巡检 1次

以上；福州市区外项目与竣工验收一并进行。

二、外业施工验证工作由总工办、生产经营部和项目负责人共同执行，

主要是针对岩土芯采取率较低、地质资料与其他邻近资料相差较大的钻孔

或静探孔进行验证。总工办和项目负责人根据检查验收情况提出申请，经

总工程师批准后，由生产经营部安排实施。验证手段主要采用静探或钻探。

三、外业施工竣工验收由总工办负责，验收标准为总工程师批准的勘

察纲要。验收工作要求在现场进行，无法到现场验收的，采取室内或电话

验收方式进行。每个项目施工剩 2-3个钻探孔时，项目负责人应汇总所有

资料和施工工作量，向总工办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准备初

步验收：福州市区项目应提供总工程师批准的勘察纲要、标有取样和测试

位置及测试数据的剖面草图、竣工钻孔的班报表或野外钻孔柱状图（有要

求的）、竣工的原位测试（静探、十字板、剪切波速测试等）资料、野外

竣工质量验收记录表初稿、钻探现场作业过程验收记录表和持力层坡度值

等；市区外项目应填写好电话或传真验收记录稿，并按纲要要求进行自检

后向总工办申请验收。项目负责人应对各专业的施工结果进行全面验收

后，方可向总工办提出验收申请，否则总工办不予验收。

四、外业施工验收不合格的，项目负责人应组织进行返工或修改。未



经总工办验收合格并签字确认的，不得结束外业工作。

第八节 室内土工试验

一、野外采集的各级岩、土、水样由机台负责按规定的时限送达试验

室。送样前，现场技术员应根据该工程的土工试验项目要求填写好送样单、

核对送样单与样品标签，检查样品包装情况。检查合格并经项目负责人签

字后方可送出。送样过程中机台要做好样品防晒、防水、防震、防损工作，

轻拿轻放，以保证样品不受扰动或损坏。

二、样品送达试验室后，试验室应指定专门人员及时进行清点、核对

验收的重点是：试验项目是否明确、样品是否有损坏、样品标签内容（样

品、取样深度、土名、试验项目）是否与送样单的相符、样品规格是否符

合试验要求等。验收合格后，验收人应签字确认。对样品规格、长度不符

合要求或损坏较严重的样品，应单独存放，并报总工办负责处理。对夜间

送回的样品，试验室应于第 2天对样品进行清点验收，发现问题应及时反

馈给项目负责人。验收合格后的样品，试验室应做好分类、保湿和及时开

样工作。

三、外业施工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应根据施工进度和提交报告的日期，

在第一批样品送样单上注明外业施工预计完工日期；在最后一批样品送样

单上注明合同规定的提交正式报告的日期和要求提交土工试验报告的日

期。试验室应根据工程实施情况合理安排开样顺序，保证按期提交土工试

验报告。若样品多、确实难以按时完成的，应及时向总经理汇报，经批准

后由机台负责外送。

四、土工试验具体操作方法、资料整理均应严格按照国标《土工试验

方法标准》（GB/T50123-1999）要求进行。制备试样前应对土的重要性状



做肉眼鉴定及简单描述，主要内容有：土样的颜色、臭味、夹杂物、土类

及其均匀性，对粘性土的含砂量应进行预估。对软土应描述其层理发育情

况及含砂量等。

五、每项工程的土工试验工作结束后，试验室技术负责人（审核工程

师）应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整理时对试验资料中明显不合理的数

据，应通过研究，分析原因，或在有条件时进行一定的补充试验，再决定

对可疑数据进行取舍或改正。每项工程的土工试验报告均应附文字说明，

特别是指标离散性较大的样品，应做出详细说明，供项目负责人统计计算

时参考。土工试验原始记录应在正式报告送出后 5天内提交，以便施工图

审查使用。确有困难无法按时提交的，应向项目负责人说明原因，并顺延

到 10天内全部提交。

六、对外送样品的土工试验成果报告，试验室审核工程师应进行审核

和确认，发现问题应提出并要求修改。未经审核确认的资料不得投入使用。

七、土工试验成果报告采取三级验收制：试验室审核工程师对土工试验的

原始记录及成果报告进行检查验收（一级），不合格的要返工重做，再验

收确认。项目负责人对土工试验的原始记录、描述内容、试验项目、原始

曲线和土层的定名及指标等内容的完整性和合理性进行验收（二级），验

收发现不足或土工试验报告有明显错误的，试验室应进行补充、修改，然

后由项目负责人再进行验收确认。总工办要对土工试验报告相关数据的合

理性进行验收（三级），对明显不合理的数据，试验室应进行重新复核。

第九节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及校审

一、编制勘察报告前，项目负责人应对所有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分

析研究和装订成册，并编制剖面示意图。一类项目或地层复杂的项目的剖



面示意图应经总工程师审核，其他项目由审核工程师审核后方可投入制图

工作。未经外业竣工验收的资料不得作为编制勘察报告的依据，未经校核

的测量报告不得作为 CAD制图的依据。

二、CAD制作图前，项目负责人应填写好相关的制图表格和提出具体

的任务要求，在核对无误后方可交复制室进行 CAD 制图，同时应提供测

量成果报告和剖面示意图，供 CAD制图时参考。

三、复制室在进行 CAD制图时，应认真做好数据的录入工作，平面

图制成后须经项目负责人确认，然后再投入制作剖面图。制图过程中发现

问题应及时与项目负责人进行沟通，以免返工。

四、项目负责人应按规范要求和本院的规定，组织报告编写人员进行

数理统计和文字编制工作。对基础方案等重要问题，可先与总工程师或审

核工程师沟通后再进行编制。文字报告力求详细真实地反映场地工程地质

条件，提出合理可行的基础方案和岩土技术参数。文字报告编制完成后，

项目负责人应进行认真的核对并签字，然后再交给总工办进行校对、审核

和审定。

五、提交给总工办校对和审核的报告，资料要齐全，内容要完整，字

迹要清晰可辨，并应按原始资料归档要求的顺序归类装订成册，否则总工

办给予退回。

六、校对工作由总工办校对员负责完成。校对员要对所有图件、表格、

计算书进行认真细致的校对检查，并将发现的问题记录在相关表单上。项

目负责人应按校对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改，修改后的资料须经校对员核对

并签字确认。对提出的问题有不同看法的由审核工程师或总工程师仲裁后

再修改。



七、经过修改确认的资料才能送给审核工程师进行报告审核。审核工

程师应认真严格按有关规范和纲要要求，特别是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的规

定进行审核。对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应逐一提出并记录在相关表单上，对难

以决定的问题，应及时记录下来报总工程师解决。对审核工程师提出的问

题，项目负责人应认真和全面的进行修改，经审核工程师签字后，方可报

送总工程师或副总工程师进行审定和定稿。对审核和审定意见持不同看

法，可以在记录稿中表明，但最终勘察报告应按审定意见进行修改，经总

工程师定稿的勘察报告内容不得随意修改，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第十节 勘察报告复制与交付

一、勘察报告定稿后，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将定稿报告送交复制室进行

复制。报告打印稿由项目负责人或报告编写人负责校对。报告文字正稿复

印前应交总工办审核工程师或质检员进行再次核对，报告附表正稿由校对

员负责核对，核对无误后，方可投入复制和包装。

二、勘察报告按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分二个阶段出版，各阶段的

出版格式及内容按有关规定执行。出版第一版报告时，项目负责人应同时

编制岩土工程勘察施工图文件报审资料送收件清单（1份）、送审工程基

本情况表（2份）、施工图文件总目录（1份）等资料，供施工图审查报

审时使用。第二版报告由项目负责人按施工图审查意见书进行修改，并报

总工办审核工程师审核、总工程师审定后正式出版。

三、勘察报告装订结束后，复制室和项目负责人均对勘察报告包装质

量应进行检查，合格后签字确认，不合格应退回重做直至合格，然后送给

审核工程师和总工程师进行检查、签字，未经审核工程师、总工程师签字

和总经理盖章的报告，不得加盖本院公章和出图。



四、勘察报告完成后，复制室应及时将勘察报告的所有资料（包括图

件、表格、文字、土工试验成果等内容）压缩后按工程顺序存入光盘中保

存，年底集中后统一存入档案室。

五、勘察报告的交付工作由业务承接人或项目负责人（以院名义承接

的项目）负责交付。总工办应做好勘察报告交付情况登记工作。

六、勘察报告交付后，项目负责人应配合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核机构

做好勘察报告的施工图审查工作。

第十一节 勘察报告原始资料归档与保存

一、勘察报告原始资料归档工作由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完成，因特殊

原因未能及时归档的，应向生产经营部主任说明情况，由生产经营部主任

安排时间或安排人员负责完成。勘察原始资料报告归档工作应在勘察报告

交付后 10天内完成，最长不得超过 15天。确因基础资料不全，未能按时

归档的，经总工程师批准后方可适当延长时间，但应先装订施工图审查所

需的原始资料，且应在基础资料完善后 2天内归档完毕。

二、勘察原始资料归档前，项目负责人应对所有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

不足的资料应及时补齐、完善，保证原始资料做到完整、清晰和整洁。

三、勘察原始资料装订工作由复制室负责完成。装订的规格和顺序应

严格按《工程勘察资料汇交清单》的要求进行。装订工作结束后，项目负

责人应进行检查验收，并签字确认，不合格的要返工直至合格。

四、对装订成册的原始资料，项目负责人应认真填写封面规定的相关

内容，并与正式勘察报告复制本和《工程勘察资料汇交清单》送总工办质

量检查员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并签字后，由项目负责人将所有资料移交档

案室存档。



五、档案室凭汇交清单，如实核对档案，确认无误后方可签字接收。

档案室管理员按有关规定进行分类、登记、编目、填写索引卡，并按类别、

档案号上架入库。

第十二节 施工图审查意见整改、基础验槽与工程竣工验收

一、施工图审查意见上由项目负责人负责整改，整改完毕后应填写“建

筑工程施工图文件审查整改完成报验单”报总工办审核、总工程师审定，

并签字确认后由项目负责人或业务承接人送达施工图审查单位。对反馈意

见的处理情况，总工办负责登记造册，并按 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要求分析原因。

二、基础施工验槽、试桩、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由项目负责人负责完成，

若无法亲自完成时则由总工办安排其他技术员负责进行。在基础验槽、试

桩、工程竣工验收工作过程中，实施人员宜顺便对建设单位进行工程回访，

并结合验槽、试桩、竣工验收情况填写 “顾客意见征询表”和“施工验槽、

工程回访鉴定卡”。回访资料由总工办进行登记和统计。对有重大质量问

题的项目，由总工办审核工程师或总工程师负责解决。

三、对委托其他技术员进行基础验槽、试桩的，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应与其进行必要的技术交底，实施人员也要借阅该工程勘察报告，熟悉场

地地层，做到心中有数。

四、所有工程勘察报告的补充资料和工程竣工验收质量检验报告等资

料，由项目负责人或生产经营部负责编制，经总工办审核、总工程师审定

并登记备案后，方可盖章送出。

五、工程验槽记录表、桩基验收和工程总体竣工验收表盖章时，应尽

量要求建设单位提供桩基静载试验和动测报告，并交总工办保存，作为竣



工验收的依据。验收表中的内容由项目负责人或生产经营部填写完善，并

填写好盖章申请表后，一并送总工办登记备案，总工办确认后在盖章申请

单上签署意见，最后经总经理同意方可盖上公章送出。

六、总工办负责对工程建成情况进行跟综验证。项目负责人应予以积

极配合。

第十三节 质量责任追究、处理与奖励

一、勘察各环节的质量将按第 12款规定的职责落实到相关人员。对

出现质量问题的项目，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给予处理。对质量优秀

的勘察项目及相关人员，将给予奖励。做到奖惩分明，共同提高工作责任

心和勘察质量。

二、违规行为责任追究与处理办法

（一）总工程师批准执行的勘察纲要，若满足不了规范要求，造成的

返工和经济损失，将承担损失的 50%。经总工程师审定批准送出的报告，

若报告内容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总工程师负主要责任，审核工程师和项目

负责人负次要责任。

（二）总工办主任不严格按照总工程师批准的勘察纲要进行外业施工

竣工验收，造成的返工和经济损失，将承担损失的 50%。

（三）审核工程师未能发现报告文、图、表不一致，对地下水腐蚀性

评价、场地土类型、建筑场地类别、设计特征周期等一般性问题判断错误

的，造成勘察报告退回返工的，审核工程师负主要责任，将承担损失的

50%，总工程师和项目负责人负连带责任。

（四）校对员未能认真校对，造成外业分层界线与剖面图界线不吻合、

测试位置和数据不吻合、统计计算明显错误的，校对员应负主要责任，将



承担损失的 50%。

（五）项目负责人对报告复印稿、成品报告装订质量、原始资料归档

质量校核不严格审查的，造成返工的要负全部责任，承担报告返工等所造

成的经济损失。

（六）项目负责人未能及时编制、修改、发放纲要，造成停工、误工

或返工的应负全部责任并承担所有损失。对外业钻探单孔资料、原位测试

资料、测量放样资料等未能及时认真验收，将处以 200元的罚款。未经总

工办竣工验收，项目负责人擅自结束外业施工的，将处以 300元罚款，同

时承担返工所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项目负责人未能按时归档原始资料，

又未经批准而延长归档时间的，每拖延 1天将处以 100元的罚款，直至归

档为止。生产经营部主任负领导责任，将承担上述罚款的 10%。

（七）现场技术员在现场未带勘察纲要，擅自离开现场，未能按勘察

纲要要求及时对钻探班报表进行验收的每人每次处以 100元的罚款，并承

担返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八）钻探施工质量差，钻探资料经项目负责人验收不合格的，钻探

班报表记录员将承担全部经济损失的 70%，现场技术员将承担 30%。野外

施工弄虚作假的（如虚报孔深、SPT、DPT造假等）人员（含项目负责人、

现场技术员、机长、钻探班报表记录员）， 一经发现每人将处以 1000元

罚款，并视情节严重情况和影响程度，进行行政处罚。

（九）钻探班报表记录员未能按要求进行取芯描述和分层记录，并及

时做好钻探班报表记录的，造成验收不合格，返工的全部损失将由机台负

责。未经验收擅自移孔或收队的，将处以钻机 1000元罚款。钻机未能及

时送样，被责令停机的，应补贴现场技术员每人每天 100元的误工费。



（十）对施工验证发现钻探班报表记录严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机台

除负责重新施工所发生的费用外，尚应承担施工验证所发生费用的 70%，

现场技术员将承担 20%，项目负责人负连带责任，将承担 10%。

（十一）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和原位测试专业技术人员施工的资料，未

经项目负责人或现场技术员签字验收同意，私自收队或移位施工的，先处

以 300元罚款，承担返工造成的所有损失。测量、测试等外业施工成果经

项目负责人验收不合格的，测量、测试等专业技术人员应承担返工所发生

的所有经济损失。测量、测试等报告经专业校核员校核后交付使用，若使

用中发现问题造成返工的，校核员将承担全部损失的 50%，施测人员承担

全部损失的 50%。

（十二）土工试验报告发出后，在二、三级验收中若发现问题造成返

工的，审核工程师应负主要责任，将承担损失的 60%，主任负连带责任，

将承担损失的 40%。试验人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返工，将承担所有的经济损

失。总工程师要求复核的土工试验报告，试验室应及时复核，无故拒绝复

核的，投入使用后若出现质量事故的，试验室审核工程师负主要责任，将

承担损失的 80%，试验室主任负领导责任，将承担损失的 20%。土工试验

原始资料在正式报告发出后 10天内仍未能提交，也未说明原因的，每拖

延 1天，将罚款 100元，直至提交为止。

（十三）复制室操作人员在制图、打字、装订过程操作失误造成的经

济损失，全部由操作人员承担。由于项目负责人或报告编制人原因造成图

件、报告复印稿不合格，造成返工所发生的费用，项目负责人将承担 60%，

报告编制人将承担 40%。报告复制质量不合格，被业主退回的，项目负责

人应负主要责任，将承担损失的 60%，复制室负连带责任，承担损失的



40%。总工程师要求对明显错误的图件进行修改，而复制室拒不执行的，

处以复制室 500元罚款，再承担所有损失的 80%，生产经营部主任负领导

责任，将承担损失的 20%。

三、为奖励勘察施工质量优秀的机台、工作认真负责的技术员和优秀

的勘察报告，院将设立“施工质量优秀奖”、“优秀技术员”和“优秀勘察报告”

三个奖项，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每奖项设置 1-3名，也可空缺。具体

评选条件和奖励办法按各年度的通知文件执行。

第十四节 附则

一、本规定的奖罚办法适用于工程勘察施工和基础施工过程所发生的

一般性勘察质量问题。对于基础施工中发生的重大质量问题（如持力层埋

深不准、业主要求索赔等）和工程竣工后发生的重大质量问题以及报告抽

检过程发生的质量问题，其处罚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或本院的相关规定执

行。

二、勘察施工过程中，确因客观原因未能按本规定执行的，应事先征

得总经理或总工程师的批准，否则仍按本规定执行。

三、对违反本规定而受到处理的责任人均有权向总经理提出申诉，并

以总经理批准决定的结果作为最终执行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