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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中石化[1998]建标字159号文的通知，由中国石化集团第四建设公司主编。 

    本规范共分八章和二个附录，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主要内容包括： 

    ——水池施工一般规定； 

    ——现浇钢筋混凝土水池； 

    ——预制装式混凝土水池； 

    ——水泥砂浆防水层； 

    ——水池防腐； 

    ——水池蓄水试验； 

    ——水池验收。 

    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中国石化集团施工规范管理站管理，由中国石化集团第四建设公司负责解释。 

    本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提供给我们，以便今后

修订时参考。 

    管理单位：中国石化集团施工规范管理站 

    通讯地址：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180号 

    邮政编码：300270 

    主编单位：中国石化集团第四建设公司 

    通讯地址：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180号 

    邮政编码：300270 

主要起草人：黄锦儒  姚治洪  汪庆华 

 
 

石油化工混凝土水池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SH/T 3535—2002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钢筋混凝土水池施工及质量检验、试验的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石油化工工程中现浇钢筋混凝土和预制装配式混凝土水池的施工及验收。非储液

池及地下式、半地下式泵房的施工及验收可参照执行。 

本规范不适用于预应力混凝土水池的施工及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范。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 50202—20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2—91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 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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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J 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JGJ 53 普通混凝土用碎石或卵石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JGJ 63 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 

    SH 3503—2001 石油化工工程建设交工技术文件规定 

    SH 3505 石油化工施工安全技术规程 

 

3 一般规定 

3.1 水池工程施工应做好下述准备工作： 

a)进行设计交底、会审图纸，编制施工技术文件； 

b)完成水池定位、高程的测量布点工作，并对各基准点采取保护措施，作出明显标记。 

3.2 水池工程应依据设计文件施工，使用的材料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还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复验。 

3.3 土方工程施工应符合GB 50202—2002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土方开挖不应影响邻近建筑物、构筑物的安全； 

b)地基不得扰动，不得超挖。当采用机械挖土时，应保留100mm～200 m m厚度的土层，由人工

进行清底； 

c)埋深不同且相邻的两水池同时施工或先施工浅池时，应对浅池基土加以保护，使其不受扰动

或破坏； 

d)土方开挖完成后，应按设计文件规定进行钎探，并做好钎探记录。 

3.4 土方开挖并钎探完毕应经设计、建设/监理单位验槽，验槽记录应有土质情况、基槽轴线位置、

几何尺寸、底标高等内容，并符合下列规定： 

    a)经验槽需进行地基处理时，应由设计提出处理方案； 

    b)地基验槽及地基处理两种记录应由设计、建设/监理、施工单位代表签字确认。 

3.5 水池底板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应验算施工阶段的抗浮稳定性，当不能满足时应采取抗浮措施。 

3.6 钢筋混凝土现浇水池的施工，宜采用商品混凝土，并应机械振捣。 

3.7  混凝土平衡层施工宜连续浇注，平衡层表面应平整清洁，平衡层伸缩缝与底板的伸缩缝应在同

一位置。 

3.8 水池永久沉降观测点应按设计文件设置，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按下述规定在池壁设置沉降

观测点： 

a) 对称布置不少于4点，圆形水池均布，矩形水池布置于长面两端，并高于地面200 mm以上； 

b) 有伸缩缝的水池，伸缩缝两侧应各增加一个观测点，且对称布置。 

3.9 水池沉降量观测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并做好观测记录： 

a) 水池底板浇注完毕后，观测一次； 

b) 水池壁板全部浇注完毕后，观测一次；     

c) 水池蓄水试验时按本规范6.4条要求观测。     

3.10水池工程施工的安全技术、劳动保护应按SH 3505的规定执行。 

 

4 现浇钢筋混凝土水池    

 

4.1  模板 

4.1.1  模板及其支架应根据水池的结构形式、施工工艺进行设计和安装，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先选用定型模板；     

   b) 进行强度、刚度及稳定性验算； 

   c) 满足构造要求，且便于施工，各连接点以及预埋件、止水带等的固定应牢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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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模板拼缝应严密不漏浆； 

  e) 隔离剂不应污染钢筋及混凝土接茬处，对妨碍后续工序施工和影响观感质量的隔离剂不

得使用。 

4.1.2  当池壁及池顶连续施工时，池壁模板支护架应与池顶板模板支撑架脱开，不得相互连接，池

顶模板支撑架的斜杆或横向连杆不得与池壁模板的杆件相连接。 

4.1.3 模板安装应保证各工序顺利进行，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分层安装模板每层高不宜超过1.5m； 

 b) 两侧一次安装模板到顶时，应分层留置混凝土浇注窗口，窗口层高、水平距离不宜超过

1.5m； 

  c) 分层模板或窗口模板应预先排板组合； 

  d) 安装分层模板或窗口模板及其检查所用时间，应满足本规范4.3.9条的要求； 
 e) 当有预留孔洞或预埋管时，模板宜在孔口或埋管外径1/4～1/3高度处分层或留置窗

口，当孔径或管径小于200mm时，可不受此限制； 
 f) 池壁最下一层模板应留清扫口，并在浇注混凝土前进行清扫，检查确认后再进行封堵。 

4.1.4 采用对拉螺栓固定池壁模板时，宜选用可拆卸的工具式对拉螺栓，螺杆直径、间距由计
算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a) 留在混凝土内的螺杆中部应加止水板； 
 b) 止水板规格以60mm×60 mm～100mm×100mm或Ф60mm～Ф100mm、厚度3mm～6mm为宜； 

  c) 止水板焊缝应双面满焊。     
4.1.5 模板拆卸后，在池内、外壁上由于工县式对接螺栓拆除留下的圆锥形凹槽，宜用微膨胀
水泥砂浆堵塞密实。   
4.1.6 止水带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止水带的形状、尺寸应准确，不得有油污； 
   b) 金属止水带应平整，表面无锈蚀、砂眼、分层等缺陷； 
   c) 塑料或橡胶止水带不得有裂纹。 

4.1.7 止水带安装应牢固，位置正确并与伸缩缝垂直，且符合下列规定： 
  a) 金属止水带接头应按其厚度分别采用搭接或咬接，搭接长度当设计无规定时不得小

于20 mm，咬接或搭接均应双面满焊；  
   b) 金属止水带在伸缩中的部分应按设钟文件要求涂防腐涂料。 
   c) 塑料或橡胶止水带应采用热接，接头应平整牢固，不得有裂口、气泡等缺陷； 
   d) 止水带与钢筋间应有空隙。 
   e) 不得在止水带上穿孔或用铁钉固定就位。 

4.1.8 固定在模板上的预埋件应安装牢固、位置准确，并符合下列规定： 
  a) 预埋件与模板宜采用螺栓固定； 
  b) 不得有未焊止水环的杆件贯通混凝土。 

4.1.9 整体现浇混凝土水池模板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l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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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整体现浇混凝土模板安装允许偏差                  单位：mm 
项目 允许偏差值 检验方法 

底板 10 钢尺检查 
轴线位置 

池壁、柱、梁 5 钢尺检查 

标    高 ±5 水准仪或拉线、钢尺检查 

L≤20000 ±10 钢尺检查 

20 000＜L≤50 000 ±L/2000 钢尺检查 
平面尺寸(底板、池体的

长、宽或直径) 
L＞50000 ±25 钢尺检查 

池壁、柱、梁、顶板

截面 
±3 钢尺检查 

混凝土结构截面尺寸 
洞、槽、沟净空，伸

缩缝宽度 
±5 钢尺检查 

H≤5 000 5 经纬仪或吊线、钢尺检查 
垂直度(池壁、柱) 

H＞5 000 H/1000，且≤8 经纬仪或吊线、钢尺检查 

表面平整度 5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预埋件、预埋管 3 钢尺检查 

预留洞 5 钢尺检查 中心位置 

预埋螺栓 2 钢尺检查 

预埋管尺寸 
+10 

0 
钢尺检查 

相邻两模板表面高低差 2 钢尺检查 

止水带位移 5 钢尺检查 

止水带埋深 ±8 钢尺检查 

注 1：L—混凝土底板、池体的长、宽或直径。 

注 2：H—池壁、柱的高度。 

4.1.10  当水池梁、顶板跨度大于4 m时，底模宜起拱。当设计无要求时，起拱高度宜为跨度的O.1%～

0.3%。 

4.1.11  现浇混凝土水池的模板及其支架的拆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池壁模板不得少于7d，且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强度等级的50%； 

b) 底模板应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表2的规定后方可拆除； 

表2  整体现浇混凝土底模板拆除时所需混凝土强度 

结构类型 结构跨度 m 达到设计强度等级的百分率% 

≤2 50 
顶板 

≤8 75 

≤8 75 
梁 

＞8 100 

悬臂构件 — 100 

c)冬期施工时，池壁模板拆除宜在混凝土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差较小时进行，且温差不宜超

过15℃，并在模板拆除后覆盖保温。 

4.1.12  模板分项工程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施工质量尚应符合GB 5020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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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钢筋 

4.2.1  钢筋代换时应符合下列规定，并取得设计批准的变更文件： 

a) 不同种类钢筋的代换，应按钢筋受拉承载力设计值相等的原则进行； 

b) 同种类钢筋的代换应按钢筋总截面面积相等的原则进行，且直径变更范围不超过2mm； 

c) 在钢筋代换时，应满足混凝土设计规范中所规定的钢筋间距、最小直径和根数等要求。 

4.2.2 钢筋的连接应符合GB 50204的规定。 

4.2.3 预埋螺栓、预埋件上的锚固筋等埋入混凝土内长度不得超过混凝土厚度3/4，否则应弯折。 

4.2.4 混凝土水池钢筋位置应正确，钢筋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规定。 

                        表3  钢筋位置的允许偏差                      单位：mm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值 检验方法 

1 受力钢筋间距、受力钢筋在长度方向净尺寸 ±10 

2 受力钢筋的排距 ±5 

钢尺量两端、中间各一点，取最

大值 

3 钢筋弯起点位置 20 钢尺检查 

绑扎骨架 ±20 
4 箍筋、横向钢筋间距 

焊接骨架 ±10 
钢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值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5 预埋件 
水平高差 

+3 

0 
钢尺检查 

底板 ±10 钢尺检查 

柱、梁 ±5 钢尺检查 6 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 

顶板、池壁 ±3 钢尺检查 

4.3混凝土 

4.3.1  水池现浇混凝土施工技术文件应包括下述主要技术内容： 

a) 混凝土配合比及外加剂的选用； 

b) 确定混凝土搅拌、运输能力和混凝土浇注的布置、顺序、速度及振捣方式； 

c) 防止碱集料反应及防止渗漏的措施； 

d) 施工缝的留设位置及预防混凝土施工裂缝的措施； 

e) 季节性施工措施； 

f) 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4.3.2  水池主体结构部位的混凝土应使用同牌号、同厂家、同品种、同强度等级的水泥拌制。 

4.3.3  当设计无要求时，现浇混凝土所用水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或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b) 当有抗冻要求时应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不得采用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c) 掺外加剂时优先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也可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或硅酸盐水泥； 

 d) 每立方米混凝土中水泥的含量不应少于300kg，水泥中的含碱量不大于O.6%。 

4.3.4  混凝土所用骨料除符合JGJ 52和JGJ 53的质量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混凝土用的粗骨料应采用坚硬质密的石料，其最大颗粒粒径不得大于结构截面最小尺寸的

1/4，不得大于钢筋最小净距的1/2，且不得大于40mm，针片状颗粒含量不应大于15%，含泥

量不大于l%，石料吸水率不大于1.5%，不应有泥块、泥包石块； 

b)混凝土用细骨料宜采用中砂，最大粒径应小于5mm，其含泥量不得大于3%，不应有泥块。当

采用海砂时，其氯盐含量应小于0.6%。 

4.3.5  拌制混凝土宜采用饮用水，当采用其他水时，应符合JGJ 63的规定。 

4.3.6  当配制混凝土掺外加剂时，其品种和质量应符合GB 8076和GBJ 119的规定，并经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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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混凝土中不得使用氯盐及含氯盐的防冻剂、复合早强剂及早强减水剂等。 

4.3.7 混凝土配合比应保证结构设计的强度、抗渗、抗冻等级及施工的和易性要求，并通过计算与

试配确定。 

4.3.8 振捣混凝土时，预留孔、洞和预埋件、管与止水带等周边混凝土应振实，预留管下部还应辅

助人工捣固，且不得碰撞止水带。 

4.3.9 混凝土连续浇注时间及坍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间歇时间不应超过前层混凝土初凝时间； 

 b)混凝土从搅拌机卸出到浇注完毕的延续时间不应大于表4的规定； 

                 表4  混凝土从搅拌机卸出到浇注完毕延续时间         单位：mm 

延续时间 

采用搅拌车 采用其他运输设备 

混凝土强度等级 

气温 

℃ 

≤C30 ＞C30 ≤C30 ＞C30 

≤25 120 90 90 75 

＞25 90 60 60 45 

c) 掺有外加剂时，其延续时间应经试验确定； 

d) 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应在浇注地点测定，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坍落度允许偏差                          单位：mm 

坍落度 允许偏差值 

≤50 ±10 

50～100 ±20 

≥100 +30 

4.3.10 现浇混凝土水池的壁板宜连续浇注，当池壁需要留置施工缝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位置应在底板上而或腋角上面不小于300mm处； 

 b) 形式做成凸凹式、阶梯式或埋设止水带。 

4.3.11  在施工缝处继续浇注混凝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已浇注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值不小于2.5MPa； 

b) 将已硬化的混凝土表面凿毛，清除钢筋与止水带上的浮浆，冲洗干净并保持湿润状态，但

不积水； 

 c) 浇注混凝土时，施工缝处先铺一层厚为20mm～30mm、配比1：1的水泥砂浆； 

 d) 接缝处混凝土应仔细捣实。 

4.3.12 浇注水池底板混凝土时，应连续浇注，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分条或分块浇注时，混凝土接茬时间应符合本规范4.3.9条的规定； 

 b) 适时进行二次振捣、压面； 

 c) 覆盖并进行、洒水养护。 

4.3.13  浇注大体积混凝土应进行热工计算，混凝土中心温度与表面温度差不得大于25℃，合理布

置测温点，定时记录温度，并在下述环境中进行和养护： 

 a) 混凝土浇注时，环境温度不宜超过30℃，当气温高于30℃时，应采取措施，测温监视； 

 b) 日平均温度低于5℃时，应采取冬期施工养护措施； 

 c )混凝土浇注完毕，应及时覆盖洒水养护或涂刷养护剂保水养护，养护期不应小于14 d。 

4.3.14 混凝土水池在未交付使用前不得空池，按设计水位充水，需越冬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4.3.15 评定混凝土质量的试件应在浇注地点制作，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强度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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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标养试件每一工作班不少一组，每100m3混凝土不少于一组，每组三块，且池底、池壁、

池顶均应留置； 

     2) 同条件养护试件组数应符合施工技术文件的规定； 

    b) 抗渗试件： 

    1) 施工部位按池底板、池壁板留置； 

    2) 每一部位不少于一组，每组六块； 

c) 抗冻试件应根据设计文件要求的抗冻等级留置： 

    1) 冻融循环50次及以下不少于三组，每组三块： 

    2) 冻融循环100次及以上不少于五组，每组三块； 

d) 冬期施工应增加与水池同条件养护试件： 

   1) 强度试件二组，一组用于检验混凝土受冻前强度，另一组用于检验解冻后转入标养28d

的强度； 

   2) 抗渗试件一组，用于检验解冻后转入标养28 d的抗渗标号。 

4.3.16 混凝土应进行抗压强度、抗渗、抗冻试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检验结果应符合GBJl07的规定； 

b) 抗渗试件的抗渗等级不得低于设计文件规定； 

c) 抗冻试件按设计文件规定的循环次数进行冻融后，其抗压极限强度与检验用的相当龄期 

的试块抗压极限强度比值不得超过25%，其重量损失不得超过5%。 

4.3.17 现浇混凝士水池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现浇混凝土水池施工允许偏差               单位：mm 

序

号 
项    目 允许偏差值 检验方法 

底板 15 钢尺检查 
l 轴线位置 

池壁、柱、梁 8 钢尺检查 

2 标高   垫层、底板、池壁、柱、梁 ±10 水准仪或拉线、钢尺检查 

    L≤20000 ±20 钢尺检查 

20 000＜L≤50000 ±L/1000，且不大于 40 钢尺检查 3 
平面尺寸(底板、池

体的长、宽或直径) 
L＞50000 ±50 钢尺检查 

池壁、柱、梁、顶板 
+10 

-5 
钢尺检查 

4 截面尺寸 

洞、槽、沟净空，伸缩缝宽度 ±10 钢尺检查 

   H≤5000 8 
5 垂直度 

    H＞5000 1.5H/1000，且≤30 
经纬仪或吊线、钢尺检查 

6 表面平整度 10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预埋管、预埋件 5 

    预留洞 10 7 中心位置 

    预埋螺栓 4 

钢尺检查 

    注 1：L—底板和池体的长、宽或直径。 

    注 2：H一池壁、柱的高度。 

4.3.1 8  水池混凝土后浇带施工，应执行设计文件规定，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后浇带两侧混凝土应设置止水带，并符合本规范4.1.7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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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后浇带处钢筋不得切断，并清除浮锈和浮浆； 

  c) 后浇带接缝处两侧混凝土应凿毛，并清洗干净； 

  d) 后浇带混凝土应在两侧混凝土浇注、养护42d后再施工； 

  e) 后浇带混凝土应采用微膨胀混凝土，强度提高一级； 

  f) 后浇带混凝土应振捣密实，养护时间不少于28d。 

4.3.19  水池混凝土的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 

 

5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水池 

 

5.1  一般规定 

5.1.1 构件质量应按GB 50204的规定检查验收，并有构件出厂质量证明文件。 

5.1.2 构件运输及吊装强度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不应低于构件设计强度等

级的75%。 

5.1.3 构件现场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a)存放构件的场地应平整、不沉陷，并有排水措施； 

 b)按构件的安装部位就近有序存放； 

 c)构件存放应按其受力状态支垫，并保持稳定，其中曲梁应采用三点支承。 

5.1.4 逐件核对构件规格型号，检查外观质量，合格后方可使用。 

5.1.5 构件应按设计或经计算的吊点起吊。 

5.1.6 构件安装前，应按表7的规定对环槽、杯口的施工质量进行检查。 

5.2  底板与环槽 

5.2.1  底板与环槽之间不得有施工缝。 

5.2.2  底板与环槽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3章的有关规定。 

5.2.3  环槽、杯口的施工质量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环槽、杯口施工允许偏差              单位：mm 

项    目 允许偏差值 检验方法 

轴线位置 8 钢尺检查 

底面标高 ±5 水准仪或拉线、钢尺检查 

底、顶宽度 +10 钢尺检查 

直    径 ±15 钢尺检查 

对角线之差(绝对值) 20 钢尺检查 

壁    厚 ±10 钢尺检查 

5.2.4 在环槽、杯口上标出中心线位置。 

5.3  构件安装 

5.3.1  柱、梁、壁板安装前应绘制安装位置排板图，并在构件表面、环槽顶面对应放线定位，并标

出编号。 

5.3.2  柱与杯口、壁板与环槽、壁板与壁板连接部位均应在安装前凿毛，并将残留的隔离剂、浮渣、

松动混凝土等清除后冲洗干净。 

5.3.3  构件吊装就位后，应对轴线位置、标高等进行检查，校正后采取临时支撑固定措施，并及时

浇注连接混凝土。 

5.3.4  柱、梁、壁板及顶板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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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   柱、梁、壁板、顶板安装允许偏差            单位：mm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值 检验方法 

1 构件中心线对轴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H≤5000 5 
2 垂直度  (柱、壁板) 

H＞5000 10 
经纬仪或吊线、钢尺检查 

3 柱、壁板标高 ±5 水准仪或拉线、钢尺检查 

4 两壁板间隙 ±10 钢尺检查 

  注：H—柱或壁板的高度。 

5.4 壁板接缝 

5.4.1  壁板与环槽的接缝在壁板宽度范围内进行二次灌浆，不得将浆料灌入两壁板之间接缝宽度范

围内。 

5.4.2 壁板接缝的一侧模板宜一次安装到顶，另一侧模板可分段随支随浇注混凝土，且分段支模高

度不宜超过1.5m。 

5.4.3 混凝土浇注前壁板侧面应洒水湿润，但槽内不应积水。 

5.4.4 接缝用混凝土宜采用微膨胀混凝土，接缝混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当设计文件

无规定时，应比壁板混凝土强度提高一级。 

5.4.5 混凝土应分层浇注，每次浇注高度不宜超过400 mm，分段浇注接茬时间符合本规范4.3.9条的

规定。 

5.4.6 接缝处混凝土应加强养护和保护，养护期不少于14 d。 

5.4.7 模板拆除应符合本规范4.1.1l条的规定。 

 

6 蓄水试验 

 

6.1 水池施上完毕，按本规范9.5条规定检验合格，池内清理干净，完成蓄水试验准备后，应及时进

行蓄水试验。水池蓄水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混凝土已达到设计强度等级； 

b) 本规范4.3.15条留置的试件试验合格； 

c) 不得进行回填土施工； 

d) 试验用水温度与环境温度差宜为20℃，并应采用清洁水。 

6.2 水池蓄水试验应按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进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平衡层位于底板上面时，应先进行蓄水试验合格后施工平衡层； 

b) 设计有防水层或防腐层的水池，应先进行蓄水试验，合格质施工防水层或防腐层； 

c) 多格水池蓄水试验顺序应按设计文件规定进行。 

6.3  水池蓄水试验应进行渗漏检查，。渗漏水量按附录。A中式A.1计算，不得超过设计文件规定的

防水等级渗漏标准(见附录B)。 

6.4 水池蓄水试验时，应测定其沉隆量，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水池缓慢充水，每2m高度或每次充水观测一次，发生不均匀沉降时应停止充水，并增加观

测次数，直至稳定后再继续充水； 

b) 水池蓄水达到设计高度后，观测一次，24h后观测一次，连续观测3d，以后每15d观测一次，

直至沉降稳定； 

c) 放水前后再各观测一次； 

d) 地基沉降速率控制在连续2d内为5mm/d。 

6.5 水池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有伸缩缝的水池，缝二侧沉降差不得大于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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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的最大沉降值不宜大于300mm。 

 

7 水泥砂浆防水层 

 

7.1 水泥砂浆防水层施工应在水池蓄水试验合格后进行。 

7.2 防水层基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混凝土表面应平整清洁、无隔离剂和油污，并凿毛处理： 

b) 混凝土表而应湿润但无积水； 

c) 抹灰前应均匀涂刮一薄层(约0.5mm)水泥浆，并随即抹灰。 

7.3 防水砂浆采用雨量比，配合比应南试验确定，稠度宜为7cm～9cm，机械搅拌，随搅拌随使用， 

使用中不得加水。 

7.4 防水砂浆用水泥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砂应符合JGJ 52的规定。 

7.5 防水砂浆用水，应符合本规范4.3.5条的规定， 

7.6 防水砂浆在环境温度高于30℃和低于5℃时不宜施工。 

7.7 防水层与基层结合应牢固，无裂缝、无空鼓、无气泡、不脱层、不滑坠。 

7.8 防水砂浆终凝并保持湿润养护 14d 后，按本规范4.3.14条的规定充水至设计水位。 

 

8  水池防腐 

 

8.1  一般规定 

8.1.1  防腐层所用原材料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并有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应复验，设计无要

求时，按GB 50212—9l第三章、第七章有关规定验收。 

8.1.2  防腐层施工完毕应进行成品保护，不得受到掼坏，并按本规范4.3.14条的规定充水至设计水

位。 

8.1.3  施工所采用胶泥配合比应由设计文件给出，并经试验确定。 

8.2 基层处理   

8.2.1 混凝土水池防腐基层处理和要求应符合GB 50212—91的第二章有关规定，并经验收合格。 

8.2.2 基层底面坡度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阴阳角应做成斜面或圆角，表面平整度不应大于5 mm。 

8.2.3 施工前基层应干燥，在20 mm深度内的含水率不应大于7%，.表面不应有浮灰、油污。 

8.3 块材防腐面层    

8.3.1 块材使用前应挑选、洗净并干燥。    

8.3.2 块材铺砌前先试排并标记，铺砌顺序由低向高，阴角处立面块材应压住平面块材，阳角处平

面块材应压住立面块材。    

8.3.3 块材铺砌应交错进行，不应有直缝和十字缝多层铺砌时，层闻不应重缝。 

8.3.4 块材铺砌应采用揉挤法，立面块材连续铺砌高度与胶泥硬化时间相适应。 

8.3.5 块材的结合层及灰缝应饱满、密实、粘结牢固，不得有疏松和裂纹等现象，灰缝表面应平整。 

8.3.6 块材铺砌质量应符合表9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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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9  块材铺砌质量                      单位：mm 

堆材面层 平整度允许偏差 相邻高低差 检验方法 

耐酸(碱)瓷板 

缸砖、耐酸(碱)陶板 
4 1.5 

沥青浸渍砖 6 2 

花岗石及条石 8 3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8.3.7 表面坡度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其允许偏差为坡长的±O.2%，且最大偏差不应大于30mm，泼

水试验应能顺利排水。 

8.3.8 做勾缝的块材面层铺砌时，应随时刮除灰缝内多余的胶泥，当设计文件无要求时应做原浆勾

缝。 

8.3.9 块材结合层厚度、灰缝宽度和沟缝或灌缝的尺寸应符合表10的规定，且块材勾缝应符合下列

要求： 

 a) 灰缝应清理干净，不得沾染污垢； 

 b) 勾缝应填满压实，表面应平整光滑，不得有空隙气泡。 

                   表10   结合层厚度、灰缝宽度和勾缝或灌缝的尺寸    单位：mm 

铺砌 勾缝或灌缝 
块材种类 

结合层厚度 灰缝宽度 缝宽 缝深 

标形耐酸砖、缸砖 4～6 2～4 6～8 15～20 

平板形耐酸砖、耐酸陶板 4～6 2～3 6～8 10～12 

铸石板 4～6 3～5 6～8 10～12 

花岗石及其他条石块材 4～12 4～12 8～15 20～30 

8.3.10  胶泥养护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8.4 树脂类防腐面层 

8.4.1 树指类材料的配制应执行GB 50212—91的第七章有关要求。 

8.4.2 树脂胶泥(包括环氧胶泥、酚醛胶泥、环氧酚醛胶泥等)与玻璃钢(包括环氧玻璃钢、酚醛玻璃

钢、环氧酚醛玻璃钢、环氧煤焦油玻璃钢等)防腐工程的施工环境温度以15℃～25℃为宜，相对湿度

不宜大于80%，否则应采取相应措施。 

8.4.3 树脂胶泥和玻璃钢防腐工程在施工和养护期间不得有明火，并应防水、防日晒。 

8.4.4 树脂、固化剂、稀释剂等材料均应密封贮存在阴凉干燥处，并应防火。 

8.4.5 配制的环氧树脂胶泥，自加入固化剂起应在40 min内用完。 

8.4.7 玻璃钢宜采用间断法或连续法施工。 

8.4.7 玻璃钢间断法施工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a) 将打底料均匀涂刷于基层表面，进行第一次打底，自然固化宜不少于12h，打底应薄而均

匀，不得有漏涂、流坠等现象； 

 b) 基层不平处应用腻子修补，并进行第二次打底，自然固化不少于24h； 

 c) 在基层上均匀涂刷一层衬布料，随即衬上一层玻璃布，贴实后再均匀刷一层衬布料，并应

浸透玻璃布，自然固化24h后再按上述程序铺布，如此反复间断铺到设计文件规定层数或厚

度； 

 d) 每次间断时，均应仔细检查衬布层质量，如有毛刺、突起或气泡应清除修补； 

e) 布与布搭接应相互错开，搭接宽度不应小于50mm，阴阳角处应增加1～2层玻璃布； 

 f) 面层用毛刷蘸上面层料均匀涂刷，自然固化24h后再涂刷第二层面层料。 

8.4.8 连续法施工除衬布连续进行施工外，打底刮腻子和面层施工均与间断法施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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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 树指胶泥和玻璃钢养护期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的规定。 

8.4.10 玻璃钢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面层应与基层结合牢固，平整光滑、色泽均匀，且无起鼓、脱层、固化不完全、不均匀等

现象； 

 b) 面层平整度用2m靠尺检查允许偏差5mm； 

  c) 表面坡度应符合本规范8.3.7条的要求。 

 

9  水池工程验收 

 

9.1 混凝土水池施工、水泥砂浆防水层施工及防腐层施工过程中，被以后工序所覆盖的部位应进行

隐蔽工程验收。 

9.2 水池施工完毕，蓄水试验前应进行中间验收。 

9.3 水池工程按合同规定的内容全部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及时向建设/监理单位办理交工验收手续。 

9.4 土方工程施工质量按GB 50202—2002的第6章有关规定验收。 

9.5 水池混凝土抗压强度、抗渗等级、抗冻等级及结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4.3.16、4.3.17

条规定，外观质量应符合GB 50204的有关规定。 

9.6 水池防腐面层质量应符合本规范8.3.6、8.3.7、8.3.9、8.4.10条的规定。 

9.7 水池渗漏水量、沉降值应符合本规范6.3、6.5条的规定。 

9.8 施工单位与建设/监理单位应对下列资料共同检查确认： 

a) 主要原材料和制品的质量证明文件及检验试验报告； 

b) 设计变更文件； 

c) 钢筋焊接试验报告； 

d) 合格焊工登记表； 

e) 混凝土配合比报告、试件报告； 

f) 地基验槽和钎探记录； 

g) 隐蔽工程记录； 

h) 施工测量及沉降观测记录； 

i) 蓄水试验记录； 

j) 重大质量事故记录； 

k) 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1) 竣工图。 

9.9 水池工程交工技术文件除另有规定外，应符合SH 3503—2001的要求。若建筑工程表格不能满足

时，可采用通用表格J128根据需要制表填写。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水池蓄水试验 

 

A.1  水池蓄水试验渗漏水量测定应符合下述规定： 

 a)渗漏水量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第一天测定的渗漏水量符合标准，应再测定一天； 

b)若第一天测定的渗漏水量超过设计文件规定值，而以后渗漏水量逐渐减少时，可继续延长观

测时问；     

 c)连续观测的时间依实际情况确定，渗漏水量仍超过设计文件规定值时，应进行处理后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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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d)雨天不进行渗漏水量测定。 

A.2  当设计文件无要求时，水池充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向水池充水宜分三次进行，即第一次充水至设计水位的1/3，第二次充水至设计水位的2/3，

第三次充水至设计水位； 

 b) 对大、中型水池可先充水至池壁底部的施工缝以上，检查底板及底板与池壁交接的施工缝

处的抗渗漏质量，当无明显渗漏时，再继续充水至第一次水位； 

 c) 充水时的水位上升速度不宜超过2m/d，相邻两次充水间隔时间不应少于24 h； 

 d) 每次充水宜测读24 h的水位下降值，并按式A.1计算渗漏水量； 

 e) 在充水过程中应对水池作外观检查，并做记录和标记，当发现渗漏水量过大时，应停止充

水，经分析原因做出处理后，方可继续充水。 

A.3 水位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充水时的水位可用水位标尺测定；     

 b) 进行渗漏水量测定时，应采用水位测针测定水位； 

 c) 水位测针的读数精度达到1/10mm； 

 d) 充水至设计水位后，至开始进行渗漏水量测定的延续时间不应少于24h； 

 e) 测改水位的初读数与末读数之间的间隔时问应为24h，连续观测时，式A.1中前次的E2与e2

即为后次的E1与e1； 

A.4 蒸发量测定应按下述规定进行： 

 a) 现场测定蒸发量的设备可采用直径为50cm、高30cm的敞口钢板圆形水箱，并设有测定水位

的测针，水箱不得渗水； 

 b) 水箱应固定在水池中，水箱中充水深度为20 cm： 

 c) 测定水池中水位的同时测定水箱中水位。 

A.5 水池的渗漏水量按下式计算： 

( ) ( )[ ]2121
2

1 eeEE
A
A

q −−−=    ⋯⋯⋯⋯⋯⋯⋯⋯⋯⋯⋯⋯⋯  (式A.1) 

式中： 

A1—水池的水面面积，m2； 

A2—水池的浸湿总面积，m2； 

El—水池中水位测针的初读数，mm； 

E2—测读El后24 h水池中水位测针的读数即末读数，mm； 

el—测读El时水箱中水位测针的读数，mm； 

e2—测读E2时水箱中水位测针的读数，mm； 

q—渗漏水量，L/m-2.d-1。   

A.6 混凝土水池蓄水试验记录采用SH 3503—2001规定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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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石油化工混凝土水池防水等级渗漏标准 

 

表B.1 给出了石油化工混凝土水池防水等级渗漏标准。当水池增设附加防水层时，可降低一级

防水标准，但不低于四级。 

表B.1  石油化工混凝土水池防水等级渗漏标准 

  防水等级     渗漏标准 水池名称 

一级 不允许渗水，围护结构无湿渍 无 

二级 

不允许漏水，围护结构有少量偶见

湿渍，湿渍总面积不应大于维护结

构总面积的 0.6% 

地下式或半地下式泵房 

三级 

有少量漏水点，任意 100 m 2防水面

积上的漏水点数不超过 7 处，不得

有线流和漏泥砂，整个水池平均漏

水量小于 0.5 L/m-2.d-1 

架空式水池，大型设备井池、有侵蚀作用的污水池

类，如事故池、调节池、中和池等 

四级 

有漏水点，不得有线流和漏泥砂，

整个水池平均漏水量小于 

2 L/m-2.d-1 

贮焦池、沉淀池、沥青池、隔油池、撇沫池、浮选

池、曝气池、沉砂池、反应池、澄清池、气浮池、

过滤池、清水池、雨水池、冷却水池、消防水池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化工行业标准 

石油化工混凝土水池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SH/T 3535— 2002 

条  文  说  明 
 

3 一般规定 

3.1  水池施工前应对施工现场进行调查做好施工前准备工作。建设单位主持设计交底，说明设计意

图、质量要求、使用条件等。施工技术人员了解现场环境，包括邻近建筑物、水文、地质、气候等，

以利编制施工技术文件。施工技术文件包括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施工措施和作业指导书等，

施工单位可根据本单位的质量管理要求选择。 

3.4 经钎探、验槽须进行地基处理时，由设计提出处理方案，包括与施工、监理等单位共同商讨的

处理意见。 

 

4 现浇钢筋混凝土水池 

4.1  模板 

4.1.1  本条对模板及其支架提出了要求，从质量和经济二方面考虑易优先选用定型模板，有条件应

选大模板以保证水池几何尺寸符合本规范规定，模板组合应保证其强度、刚度、稳定性要求，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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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窗口”予埋管等处模板的设计应保证顺利浇注混凝土。模板拼缝应严密不漏浆的规定是定性要

求，未给出定量允许值，考虑目前水池模板大都采用定型大模板拼缝较少，且接缝只要不漏浆就能

保证质量。 

4.1.4 采用两端能拆卸的工具式对拉螺栓加固池壁模板，并在留置混凝土内的螺杆中间加止水板是

较先进的施上方法，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节约加固材料，应积极推广。 

4.1.6 根据调查建议止水带优先选用橡胶止水带，若选用金属止水带应有足够宽度，使渗径不致太

短。 

4.1.7 止水带的安装质量是保证水池在应力作用下不渗漏的关键，本条对止水带的安装提出了要求，

并做为强制性条文执行。 

4.1.11  混凝土在膨胀应力消失后才有强度，失去约束时强度降低，为确保安全生产，确保水池质

量，本条对池壁模板、底模板的拆除时间作了规定，并做为强制性条文执行。 

4.2 钢筋 

4.2.1  对于结构的配筋，在满足结构构造配筋的前提下，宜选用较小直径、较密置的配筋方法，有

利于降低混凝土收缩产生裂缝。 

4.2.3  预埋螺栓、插筋等埋入混凝土内长度不得超过砼厚度3/4，否则应弯折，此规定是为防止沿

螺杆或钢筋渗水。 

4.3  混凝土 

4.3.1  为保证水池施工科学有序进行，施工技术文件编制与实施除满足本条规定外，还应结合具体

施工条件充实有效内容。 

4.3.3～4.3.5 水池所用水泥、骨料、水除应符合要求外，尚应对其碱含量加以控制，防止碱集料反

应发生。 

4.3.11  提出了施工缝处理、砂浆配比、接缝表面及浇注振捣均应保证不使整体混凝土强度降低的

要求。 

4.3.1 2～4.3.1 3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前应进行热工计算，采取措施防止混凝土内外温差大而产生结

构裂缝，应进行测温点布置，绘制实测混凝土内外温度变化曲线，以利技术人员掌握温度情况或采

取措施。 

当环境温度高于30℃时，应根据施工条件采取搭设凉棚防晒、石料洒水降温、利用早晚气温较

低时浇注混凝土、适当增大混凝土坍落度、渗入缓凝剂、混凝土浇注完毕及时覆盖养护和增加浇水

次数、保护混凝土表面湿润等措施。防止接茬不良，防止高温加速混凝土凝结和冷却时变化大而导

致出现裂缝。 

混凝土养护是防止裂缝出现的关键环节之一，应设专人负责。优先采用涂刷性能可靠的养护剂

方法养护，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水池完工后进行充水养护也是防止裂纹出现的可靠的养护措施。 

混凝土拌合物试验，尚应对拌合物含碱量、含气量、容重等的试验，控制总含碱量，目前发现

有些水池裂缝不排除是由碱集料反应引起的。 

4.3.18 混凝土后浇带施工目前专业规范标准尚不多见，有后浇带施工时望积累资料与施工经验以充

实本规范。 

 

5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水池 

 

5.2 底板与环槽 

5.2.3 环槽底与预制壁板高差的处理，应使环槽底标高用1：2水泥砂浆找平至设计标高，而壁板质

量只要符合GB 50204，上述之差即满足了本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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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蓄水试验 

6.1 完成蓄水试验的准备包括以下内容： 

a) 临时封堵预留孔洞、预留管口； 

b) 充水、放水系统； 

c) 设置水位观测标尺、标定水位测针； 

d) 测定蒸发量的设备； 

e) 充足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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