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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根据水利部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按照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和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对 SL 110-2014《切土环刀校验方

法》和 SL 370-2006《土工试验仪器 环刀》进行合并修订。

本标准共 7章和 3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有：切土环刀的技术要求、校验条件、校验项目和校验方

法、校验结果和校验周期等。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修改了引用文件；

——在“一般要求”中增加了切土环刀贮存的规定，细化了切土环刀的材质规定；

——修改了“校验器具”中专用量规公差等级的规定，增加了孔径千分尺和千分尺的规定；

——在“校验项目”中增加了出厂检验的规定；

——在“校验方法”中补充了切土环刀内径的校验方法，细化了切土环刀外径、高度及刃口角度的

校验方法，修改了同轴度数值的计算方法；

——在原有两个附录前增加了附录“切土环刀的包装、包装标志、运输及使用说明书”；

——修改了原附录 A、B 的部分格式。

本标准为全文推荐。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情况为：

——SL 110-2014，——SL 110-95

——SL 370-2006

本标准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本标准主持机构：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

本标准解释单位：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

本标准主编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本标准出版、发行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 芳 李小梅 张延亿 张 民 王 勇 李嫦玲 耿之周 沃玉报

本标准审查会议技术负责人：

本标准体例格式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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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土环刀校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的切土环刀的校验。

2 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 15406 岩土工程仪器基本参数及通用技术条件

上述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3 概述

切土环刀是一种具有规定直径、高度、厚度和刃口角度的用于制备试样的专用工具。切

土环刀按外形结构，可分为顶端带边式环刀和不带边式环刀两种，其结构剖面图见图 1、图

2。

说明：D1—带边环刀外径；D2—环刀外径；

d—环刀内径；h1—环刀高度；h2—环刀边

高；e—刃口宽；α—刃口角度

说明：D2—环刀外径；d—环刀内径；h1—

环刀高度； e—刃口宽；α—刃口角度

图 1 顶端带边式环刀结构剖面图 图 2 不带边式环刀结构剖面图

参照 GB/T 15406 中 5.1.1.2.2 的规定，切土环刀的基本参数见表 1。切土环刀的包装、

包装标志、运输及使用说明书等规定见附录 A。
表 1 切土环刀的基本参数

取样面积/cm2 外形
标称值

h1/mm D1/mm d/mm D2/mm h2/mm e/mm α/°

20 不带边 50 / 50.46 55 / 0.3 15

30

带边 20 70 61.8 65 2.5 0.3 10

带边 40 70 61.8 65 2.5 0.3 10

不带边 20 / 61.8 65 / 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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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不带边 50 / 71.36 75 / 0.3 15

50

带边 20 88 79.8 83 2.5 0.3 10

带边 40 88 79.8 83 2.5 0.3 10

不带边 20 / 79.8 83 / 0.3 10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切土环刀应为耐腐蚀、不易磨损、不易变形的不锈钢材质。

4.1.2 切土环刀表面应光滑无明显缺陷。刃口处不应有影响使用性能的碰伤、斑痕等质量

缺陷。

4.1.3 切土环刀贮存时不应接触酸性、碱性及其他腐蚀性物质。

4.2 校验性能要求

4.2.1 切土环刀内径、外径和高度的最大允许误差见表 2。

表 2 切土环刀内径、外径和高度的最大允许误差

序号 校验项目 最大允许误差

1 内径
+0.08%
-0.08%

2 外径
0

-0.1%

3 高度
+0.25%

0

4.2.2 切土环刀的刃口角度α最大允许误差为±1º。

4.2.3 切土环刀的同轴度小于 0.06mm。

4.2.4 切土环刀内表面的表面粗糙度不大于 Ra3.2μm。

5 校验条件

5.1 环境条件

5.1.1 校验环境应清洁，无腐蚀性介质，无明显振动干扰。

5.1.2 校验室温为（20±10）℃，校验时室温变化不大于 2℃/h。

5.1.3 相对湿度不大于 80%。

5.1.4 校验前，切土环刀和校验用器具等温平衡时间不少于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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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校验器具

5.2.1 校验器具应检定或校准合格。

5.2.2 校验器具具体要求如下：

a) 孔径千分尺：最大允许误差为±0.01mm；

b) 卡尺：最大允许误差为±0.02mm；

c) 专用量规：Φ50.46mm（公差等级 IT6）、Φ61.8mm（公差等级 IT7）、Φ71.36mm（公

差等级 IT7）、Φ79.8mm（公差等级 IT7）；

d) 千分尺：最大允许误差为±0.01mm；

e) 万能角度尺：0°～320°，最大允许误差为±2′；

f)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偏差范围为-17%～+12%。

6 校验项目和校验方法

6.1 校验项目

切土环刀的出厂检验、首次校验、后续校验的项目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 3 校验项目一览表

序

号
校验项目 主要校验设备

校验类别

出厂检验 首次校验 后续校验

1 外观 ------ + + +

2 切土环刀内径 孔径千分尺、卡尺或专用量规 + + +

3 切土环刀外径 千分尺或卡尺 + + –

4 切土环刀高度 卡尺 + + +

5 切土环刀的刃口角度 万能角度尺 + + –

6 切土环刀的同轴度 卡尺 + + –

7
切土环刀内表面

的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 + –

注 1：“+”为需校验的项目，“–”为不需校验的项目。

注 2：出厂检验为制造厂家质量检验部门在切土环刀出厂前逐件进行的检验。

注 3：试验室新购置的切土环刀按照首次校验的项目进行校验。

注 4：使用中的切土环刀按照后续校验的项目进行校验。

6.2 校验方法

6.2.1 校验前的检查

校验前对切土环刀进行检查，结果应符合 4.1的各项要求。

6.2.2 切土环刀内径

切土环刀内径校验可使用孔径千分尺、卡尺或专用量规。

切土环刀内径小于 75mm时，应选用孔径千分尺进行校验；切土环刀内径不小于 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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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用卡尺进行校验。校验时，取切土环刀内壁三个均匀分布的位置，分别测量切土环刀上

口和下口的内径，结果均应符合 4.2.1的要求。

如使用专用量规进行校验，应选择与切土环刀内径相适应的专用量规，专用量规止端应

等于或接近切土环刀的最大实体尺寸，通端应等于或接近切土环刀的最小实体尺寸。校验时，

将专用量规放入切土环刀内侧，当专用量规止端不通过且通端通过时，切土环刀内径即符合

4.2.1的要求。

6.2.3 切土环刀外径

切土环刀外径校验可使用千分尺或卡尺。

切土环刀外径小于 60mm时，应选用千分尺进行校验；切土环刀外径外径不小于 60mm

时，可选用卡尺进行校验。校验时，取切土环刀外壁三个均匀分布的位置，分别测量切土环

刀的外径，结果均应符合 4.2.1的要求。

6.2.4 切土环刀高度

切土环刀高度校验可使用千分尺或卡尺。

当切土环刀高度小于 24mm时，应选用千分尺进行校验；当切土环刀高度不小于 24mm

时，可使用卡尺校验。校验时，取切土环刀三个均匀分布的位置，分别测量切土环刀的高度，

结果均应符合 4.2.1的要求。

6.2.5 切土环刀的刃口角度

用万能角度尺校验，取切土环刀刃口处三个均匀分布的位置，分别测量其刃口角度，结

果均应符合 4.2.2的要求。

6.2.6 切土环刀的同轴度

切土环刀的同轴度数值等于所测切土环刀壁厚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用卡尺校验，取切土环刀八个均匀分布的位置，测量壁厚，计算其同轴度数值，结果应

符合 4.2.3的要求。

6.2.7 切土环刀内表面的表面粗糙度

用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校验，以最接近的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值作为测量结果，结果应

符合 4.2.4的要求。

7 校验结果和校验周期

7.1 校验结果

7.1.1 经校验各校验项目均符合本标准技术要求的切土环刀，出具附校验记录的校验证书。

经校验不符合本标准技术要求的切土环刀，出具附校验记录的校验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

格项。

7.1.2 校验记录表格式见附录 B，校验证书和结果通知书格式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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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校验周期

7.2.1 切土环刀校验周期不宜超过 1年。

7.2.2 当使用频率较高时，应缩短校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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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切土环刀的包装、包装标志、运输及使用说明书

A.1 包装

A.1.1 切土环刀的包装可分为外包装和内包装。外包装用于储运装卸；内包装中放入产品

和产品文件，用于携带和使用防护；符合储运要求的内包装也可用于储运装卸。

A.1.2 包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a）包装箱应牢固可靠，不应发生因包装不善而导致产品损坏的现象；

b）包装箱应有措施保证产品在运输或携带使用过程中不发生窜动、碰撞和摩擦；

c）切土环刀的内包装应用纸盒或塑料盒，并应在盒盖上标明尺寸。

A.1.3 内包装中的产品文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装箱清单；

b）产品出厂合格证；

c）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A.2 包装标志

A.2.1切土环刀的包装箱适当位置，应标有显著、牢固的包装标志，内容应至少包括以下信

息：

a）产品名称及规格；

b）产品数量；

c）箱体尺寸（mm）；

d）净质量或总质量（kg）；

e）运输作业安全标志；

f）到站（港）及收货单位；

g）发站（港）及发货单位。

A.2.2 切土环刀的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的规定。

A.3 运输

包装后的切土环刀应能适应各种运输方式。

A.4 使用说明书

切土环刀的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T 9969《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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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切土环刀校验记录表

表 B 切土环刀校验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制造厂家 规格型号

校验环境温度/℃ 校验环境相对湿度/%

校验地点 校验依据

校验用标准器具名称、编号、

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

一
般
要
求

序号 检 查 项 目 检查结果

1 所用材质

2 表面及刃口

3 贮存环境

校
验
要
求

切土环刀的

校验项目
标称值

校验结果

1
相对误差

/%
2

相对误差

/%
3

相对误差

/%

内径

/mm

上口

下口

外径/mm

高度/mm

刃口角度/°
标称值

校验结果

1 误差 2 误差 3 误差

同轴度/mm

壁厚/mm 同轴度/mm

1 2 3 4 5 6 7 8

内径/mm
标称值 专用量规型号 止端 通端

□通过 □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表面粗糙度/μm
标称值

表面粗糙度

比较样块型号
比较结果

校验者 校核者 校验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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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切土环刀校验证书格式和结果通知书格式

表 C.1 切土环刀校验证书格式

×××××（校验单位名称）

校 验 证 书

编号：

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家

校验依据

仪器编号

根据校验结果，准予作

使用。

校验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校验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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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切土环刀校验结果通知书格式

×××××（校验单位名称）

校 验 结 果 通 知 书

编号：

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家

校验依据

仪器编号

根据校验结果 ， ， ，

项技术指标不符合要求。

校验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校验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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