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CECS×××－20××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标准

Data standard for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expressway infrastructure

（征求意见稿）

征
求
意
见
稿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标准

Data standard for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expressway infrastructure

T/CECS×××－20××

主编单位：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浙江小塔塔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征
求
意
见
稿



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发建标协字〔2020〕14号《关于印发 2020年第一批协

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由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浙江省交

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标准》的制定工作。

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等相关要求，推动交通

基础设施全要素、全周期数字化，更好地支撑高速公路营运管理的需求，规范和指导高速

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分类、数据构成、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数据挂接以及数据交

付工作，打造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全生命周期一体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全面总结公路工程基础数据元标准、高速公路设计/养护标准、BIM/GIS相关

标准的基础上，从高速公路运营、养护阶段的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需求出发，围绕高

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全生命周期“数据包含什么”、“模型如何分类”、“数据如何挂接”

以及“成果如何移交”四个方面，对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分类、数据构成、

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数据挂接以及数据交付等作出规定。

本标准包括 5 章和 2个附录等内容。其中，前 4 章，即：1总则、2术语和定义、缩

略语、3基本规定、4数据构成和挂接要求等，着重规定了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

数据的分类与构成、基础设施数字化项目分类方式和数据编码挂接原则；第 5章数据交付

提出了数据成果入库、更新和移交的原则和要求；附录 A给出了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

建设基于 BIM 的构件静态数据构成要求；附录 B给出了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

据基于 BIM 的构件动态数据构成要求参考；用词用语说明给出了执行严格程度用词和引用

标准用语的相关规定。

本标准由崔优凯负责起草第 1、2、3章，钱玉莲、王华斌、周义程负责起草 4.1节，

石胜华、洪盛负责起草 4.2节，陈朋亮、王安娜负责起草 4.3 节，黄瑶佳、阙飚、毛思捷

负责起草第 5章，赵剑锋、付后国负责起草附录 A，琚利平、顾作一、林宵佳负责起草附

录 B内容编写。

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函告本标准编制组，联系人：周

义程（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928号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邮编：

310030，电话：1826887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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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全要素、全周期数字化，规范和指导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

设中数据分类、数据构成、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数据挂接以及数据交付工作，制定本文件。

1.0.2 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的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

1.0.3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除应符合的本文件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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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2.1 术语和定义

2.1.1 数字化 digitization

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采集、处理和存储某一事物的特征和性能，使之成为能被计算机识

别和应用的电子数据的过程。

2.1.2 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

2.1.3 属性 attribute

指公路工程对象可以测量和检测的物理或理论上的特征。

2.1.4 系统 system

指同类物理对象按照一定关系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

2.1.5 构件 element

在工程中可以独立或结合其它部分使用，具有特定功能，满足工程某项功能的基本信息单元。

2.1.6 信息模型 information modeling

在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

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

2.1.7 静态数据 static data

基础设施在建设成形时自身固有的、唯一的属性数据。

条文说明

基础设施在建设成形时自身固有属性数据，并作为其形成的唯一标志，形成后数据不再更新，

但是能够被替换或叠加。仅当构件被替换或叠加时，相应构件的静态数据需同步替换或叠加。静态

数据应包含但不限以下内容：

a) 图元属性：指工程对象（一般指三维模型）内部和外部空间结构的几何表示，主要包括坐

标、尺寸、面积、体积、图层、颜色、线型、线宽、材质、填充花纹及二维符号等信息；

b) 工程属性：指工程对象（一般指三维模型）除图元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的集合，主要包括

编码、设备型号规格、材料属性、性能参数及其它专有属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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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动态数据 dynamic data

基础设施在建设、运营或养护过程中，因各种因素影响使设施内、外形态相关属性数据发生

变化而产生的变量数据。

条文说明

指随时间变化产生的动态变量信息。基础设施在建设或运营过程中因各种因素影响使设施内外

形态相关属性数据发生变化的动态变量，随数据来源的采样动态更新。动态数据应包含但不限以下

内容：

a) 养护检查包含初始检查、日常巡查、经常检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

b) 动态数据的初始数据应来自于初始检查结果；

c) 发现数据异常时，应及时更新并标识；

d) 开展定期检查后，应根据定期检查的结果及时更新。

2.1.9 工程分解结构 engineering breakdown structure

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将工程对象系统按照功能区间或者专业系统分解成相互独立、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的项目单元，作为项目管理的对象，满足设计、计划、控制和运营管理的需求。

2.1.10 工作分解结构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以项目的可交付结果为导向对项目任务进行分组，将项目整体任务分解成较小的、易于管理

和控制的若干子任务或工作单元。

2.1.11 项目管理单元 project management unit

能够反映设计、计划、控制和运营管理需求的工程分解结构最小单元。作为高速公路基础设

施数字化建设数据信息的最小载体。

2.2 缩略语

BIM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EBS 工程分解结构 (Engineering Breakdown Structure)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WBS 工作分解结构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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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宜以支撑高速公路运营阶段业务为核心，包含设

计、施工、养护等工程建设生命周期的其他业务或过程数据。

3.0.2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应综合考虑本单位的投资能力和实际需求。

3.0.3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宜以二维或三模型为载体，以信息模型的形式表

达。

3.0.4 信息模型宜在工程项目建设初期创建，随项目阶段的推进完善属性信息，并在工程

运营后维持数据更新。

条文说明

基于建设、管理、养护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理念，信息模型一般在工程项目建设初期（即设计初

期）创建，随着工程建设进度的推进，将设计、施工、运营、养护各阶段的数据与模型进行挂接。

向运营管理单位交付的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宜在施工图设计信息模型的基础上，叠加

施工阶段相关数据项内容。在运营管理及养护过程中，该信息模型上的数据仍应随着相关工作动态

更新。

3.0.5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过程中使用的软件版本和不同软件之间传输数据的接

口，应满足数据交换过程中数据准确性及完整性的要求。

3.0.6 数据交付过程应全程可追溯，数据成果交付中的移交策略和方案宜由建设单位及运

营单位共同组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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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构成和挂接要求

4.1 数据分类与数据构成

4.1.1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根据内容不同，分为时空基础数据、资源调查与

登记数据和工程建设项目数据。

4.1.2 时空基础数据由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和建筑信息模型（BIM）数据两大类组成。

4.1.3 资源调查与登记数据由地质调查数据和水资源调查数据两大类组成。

4.1.4 工程建设项目数据由规划、建设、施工、竣工许可几大类数据组成。

4.1.5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构成及表现形式如表 1所示：

表 1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构成及表现形式表

门类 大类 中类 表现形式

时空基础数据

GIS 数据

数字正射影像图数据

格栅

可量测实景影像数据

倾斜影像数据

激光点云数据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

BIM 数据

地形模型数据

信息模型

地质模型数据

路线模型数据

路基路面模型数据

涵洞模型数据

桥梁模型数据

隧道模型数据

交安模型数据

机电模型数据

服务设施模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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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构成及表现形式表

资源调查与登记

数据

地质调查数据

基础地质数据

矢量

地质环境数据

地质灾害数据

水资源调查数据

水系水文数据

防汛抗旱数据

水资源调查数据

工程建设项目数

据

规划、建设、施工、

竣工许可数据

项目红线数据 矢量

用地规划信息数据 结构化数据

证照信息数据 结构化数据

批文、证件扫描件数据 电子文档

报建与审批信息数据 结构化数据

竣工验收备案信息数据 结构化数据

验收资料扫描件数据 电子文档

4.1.6 GIS数据构成、数据内容、逻辑关系、数据组织、数据存储以及数据库等宜符合行

业现行标准《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库规范》（CH/T 9017）的规定。

4.1.7 BIM数据根据属性变化成都不同分为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具体数据构成、数据内

容和表达形式和深度宜符合以下规定：

1 路线、路基、路面、桥梁、涵洞、隧道、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和地形地质静态数据构成、

数据内容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JTG/T 2421-2021）附

录相关专业信息深度表中 L3.0 的要求；

2 静态数据宜符合本文件附录 A构件静态数据构成要求的规定；

3 动态数据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B构件动态数据构成要求的规定。

4.1.4 地质调查数据构成宜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城市地质调查规范》（DZ/T 0306）的有关

规定，水资源数据构成宜符合行业现行标准《水利空间要素数据字典》（SL729-2016）的有关规定。

4.1.5 工程建设项目数据构成宜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18894）和行业现行标准《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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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根据数据的重要程度，宜将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划分为 A、B、C、D 4

个级别，具体如表 2数据级别表所示。

表 2 数据级别表

级别代号 级别名称 数据内容重要程度要求

A 必要数据 影响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完整性的数据，正常情况下应保留

B 推荐数据 条件许可时推荐保留的属性数据

C 可选数据 根据项目自身特点及具体需求，选择是否保留

D 临时数据 针对执行特定任务和没有长期使用价值、具有临时特性的数据，不需保留

4.1.7 GIS 数据、资源调查与登记数据、工程建设项目数据的数据级别划分宜以门类为颗

粒度，数据级别宜为 B级，推荐数据。

4.1.8 BIM数据的数据级别划分宜以数据项为颗粒度，各阶段数据级别宜符合以下规定：

1 设计阶段静态数据的数据级别宜与行业现行标准《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JTG/T 2421-2021）附录表对应关系如下：

1) A级：必要数据宜与行业现行标准《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JTG/T

2421-2021）附录表中“▲”类型“应包括的信息”相对应；

2) B级：推荐数据宜与行业现行标准《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JTG/T

2421-2021）附录表中“△”类型“宜包括的信息” 相对应；

3) C级：可选数据宜与行业现行标准《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JTG/T

2421-2021）附录表中“○”类型“可包括的信息” 相对应。

2 施工阶段静态数据的数据级别宜按照本文件附录 A构件静态数据构成要求进行确定；

3 运营和养护阶段动态数据的数据级别宜按照本文件附录 B构件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进行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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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础设施数字化项目分类方式

4.2.1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项目根据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特点，具有工程分解结构

（EBS）和工作分解结构（WBS）两种分类方式。

4.2.2 设计和运营阶段数据一般按照 EBS方式进行分类，施工阶段数据一般按照WBS方

式进行分类，如图 1所示。

图1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项目分类

4.2.3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项目各专业、系统 EBS分类宜按照表 3中构件名称和内容

进行，在项目运营阶段以表 3中构件作为项目管理单元。

表 3 EBS 分类方式架构表

类名称 系统名称 构件名称和内容

路线、路基、路面

路线 平面线、纵断面曲线、断链、宽度、超高

基本结构 路基、路面（沥青、水泥）等

排水系统 沟、槽、井、池、跌水、拦水带等

边坡
坡面、截排水设施、素喷/锚喷、柔性防护网、挡土墙/护面墙、锚杆（索）

框格、监测设备、附属设施等

桥梁

上部结构（梁式桥、拱

式桥、斜拉桥、悬索桥）

主梁、桥面板、横梁、横隔板、牛腿、预应力体系性、拱圈、拱座、

纵梁、横撑、立柱、吊杆、系杆、锚固装置、塔柱、系梁（塔）、斜

拉索、主缆、索夹、鞍座等

下部结构 支座、支座垫石、桥台、桥墩、牛腿、基础、锚碇等

附属结构
排水管、泄水管、排水沟（渠）、支座、伸缩缝、防落网、防撞装置、

防撞护栏、防落装置、阻尼器、桥面铺装、搭板等

涵洞 涵洞

洞口、洞身、箱节、管节、盖板、帽石、涵身、支撑梁、拱圈、拱座、

仰拱、护拱、侧墙、截水墙、铺砌围领、铺砌、挡块、三角台、止水

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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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EBS 分类方式架构表

类名称 系统名称 构件名称和内容

隧道

主体结构
洞口、洞门、衬砌结构、路面、检修道、吊顶及各种预埋件、内装饰

等

隧道机电系统

风机、能见度检测器、CO检测器、NO2检测器、风速风向检测器、灯

具、亮度检测器、车辆检测器、视频事件检测器、摄像机、可变信息

标志、可变限速标志、交通信号灯、车道指示器、交通区域控制单元、

紧急电话、隧道广播、火灾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火灾声光警报器、

计算机设备、显示设备、控制台、供配电设施、接地与防雷设施、线

缆及相关设施等

隧道消防系统 消火栓、灭火器、水泵、防火门

路线交叉 路线交叉
互通式立体交叉、分离式立体交叉、通道、天桥、轨道线交叉、管线

交叉等

交通工

程及沿

线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构件
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护栏和栏杆、视线诱导设施、隔离栅、防落网、

防眩设施等

通用管理设施 服务区、停车区
摄像机、交通信号灯、可变信息标志、设备机柜、服务器、计算机、

显示器、空调、大屏幕

管理设施

监控系统 车辆检测器、气象检测器、摄像机、可变情报板、可变限速标志等

收费系统

车道控制器、车牌照自动识别系统设备（车辆自动识别器、摄像机）、

ETC天线、车道 LED指示屏、入口称重检测系统设备（称重传感器、

称重控制器、称台、车辆分离器、栏杆、线圈等）、ETC门架系统设

备（龙门架、ETC天线、车道控制器、车牌识别系统、站级服务器等）、

闭路电视系统设备（摄像机、交换机、服务器等）

通信系统 光传输设备、交换机、通信管道、光缆等

供配电系统 变压器、配电箱、电缆、高压柜、低压柜、柴油发电机等

照明系统 高中(杆)灯、路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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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项目 WBS 分类宜按照表 4中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

程名称进行。

表 4 WBS 分类方式架构表

单位工程

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一

般

工

程

路基工程

路基土石方工程 土方路基，石方路基，软土地基，土工合成材料处治层等

排水工程 土沟，浆砌排水沟，盲沟，跌水，急流槽，水簸箕，排水泵站等

小桥及符合小桥标准的

通道，人行天桥，渡槽
基础及下部构造，上部构造预制、安装或浇筑，桥面，栏杆，人行道等

涵洞、通道 基础及下部构造，主要构件预制、安装或浇筑，填土，总体等

砌筑防护工程 挡土墙，墙背填土，抗滑桩，锚喷防护，锥、护坡，导流工程，石笼防护等

大型挡土墙，组合式挡

土墙
基础，墙身，墙背填土，构件预制，构件安装，筋带，锚杆、拉杆，总体等

路面工程 路面工程
底基层，基层，面层，垫层，联结层，路缘石，人行道，路肩，路面边缘排

水系统等

桥梁工程

基础及下部构造

扩大基础，桩基，地下连续墙，承台，沉井，桩的制作，钢筋加工及安装，

墩台身（砌体）浇筑，墩台身安装，墩台帽，组合桥台，台背填土，支座垫

石和挡块等

上部构造预制及安装

主要构件预制，其他构件预制，钢筋加工及安装，预应力筋的加工和张拉，

梁板安装，悬臂拼装，顶推施工梁，拱圈节段预制，拱的安装，转体施工拱，

劲性骨架拱肋安装，钢管拱肋制作，钢管拱肋安装，吊杆制作和安装，钢梁

制作，钢梁安装，钢梁防护，斜拉桥桥塔浇筑，斜拉索制作安装，钢筋制造

安装，主缆制造，安装索鞍，吊杆，锚具，风障等

上部构造现场浇筑
钢筋加工及安装，预应力筋的加工和张拉，主要构件浇筑，其他构件浇筑，

悬臂浇筑，劲性骨架混凝土拱，钢管混凝土拱等

总体、桥面系和附属工

程

桥梁总体，钢筋加工及安装，桥面防水层施工，桥面铺装，钢桥面铺装，支

座安装，搭板，伸缩缝安装，大型伸缩缝安装，栏杆安装，混凝土护栏，人

行道铺设，灯柱安装等

防护工程 护坡，护岸，导流工程，石笼防护，砌石工程等

引道工程 路基，路面，挡土墙，小桥，涵洞，护栏等

隧道工程

明洞工程 明洞开挖与防护，明洞衬砌，明洞防排水，明洞回填等

洞口工程
洞口开挖，洞口边仰坡防护，洞门和景观，截水沟，排水沟，遮光棚或光过

渡结构等

洞身开挖
拱部开挖，边墙开挖，隧底开挖，仰拱开挖，左导坑开挖，右导坑开挖，中

部开挖，上、下台阶开挖，右导坑上、下台阶开挖

洞身支护 初期支护（喷砼、钢架、系统锚杆），二次衬砌（拱部、边墙，仰拱等）

辅助通道 人行横通道、车行横通道、平行通道、竖井、斜井、互补风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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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挂接关系和数据编码

4.3.1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中，时空基础数据中的 GIS数据、资源调查与登记数

据和工程建设项目数据宜以项目为对象进行挂接；时空基础数据中的 BIM 数据宜以项目管理单元

为对象进行挂接，数据挂接关系如图 2所示。

图 2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数据挂接关系图

条文说明

GIS 数据、资源调查与登记数据、工程建设项目数据以“项目”为对象挂接，每个项目对应一

份数据。BIM 数据以“项目管理单元”为对象挂接，每个项目管理单元（即构件）对应一份数据。

4.3.2 项目管理单元应包含其自身的 BIM 数据及继承自项目的 GIS 数据、资源调查与登记

数据和工程建设项目数据。

条文说明

通过项目管理单元应能够查询到其自身所对应的 BIM 数据和其所属项目所对应的 GIS 数据、资

源调查与登记数据和工程建设项目数据内容。

4.3.3 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与信息模型挂接。

4.3.4 以项目为对象进行挂接的 GIS 数据、地质调查数据、水资源数据和工程建设项目数

据的编码规则宜分别符合行业现行标准《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库规范》（CH/T 9017）、《矿产资源

规划数据库标准》（DZ/T 0226）、《水利空间要素数据字典》（SL 729）和《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的有关规定。

4.3.5 以项目管理单元为对象进行挂接的数据编码规则应符合表 3中 EBS 分类架构的规

定。BIM 数据编码规则应符合《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JTG/T 2420-2021“5 分类编码”

征
求
意
见
稿



12

的规定。

4.3.6 BIM数据编码规则如下：

1 编码应由 2位表代码、2位一级类代码、2位二级类代码、2位三级类代码和 2 位四级类

代码组成，表代码和一级类代码之间使用英文半角字符“-”连接，相邻层级代码之间使用英文半

角字符“.”隔开，编码基本组成结构如图 3所示。

图 3 编码结构

4.3.6 项目管理单元所承载的 BIM 数据内容应包含项目通用数据、类数据、构件静态数据、

构件动态数据、单位工程通用数据、分部工程通用数据和分项工程通用数据，如图 4所示。

图 4 项目管理单元所承载的 BIM 数据内容

4.3.7 项目通用数据与项目管理单元的“表代码”进行挂接，内容和深度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JTG/T 2421-2021附录 B表 B.0.1的有关规定。

4.3.8 类数据与项目管理单元的“一级类代码”进行挂接，精细度和信息深度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JTG/T 2421-2021附录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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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构件静态数据、构件动态数据、单位工程通用数据、分部工程通用数据和分项工程

通用数据与项目管理单元的“二/三/四级类代码”进行挂接。构件静态数据精细度和信息深度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JTG/T 2421-2021附录的有关规定。构件动态

数据构成要求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B的规定。单位工程通用数据、分部工程通用数据和分项工程通用

数据构成要求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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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交付

5.1 数据入库与更新

5.1.1 数据入库应包括数据预处理、数据检查、数据入库和入库后处理等步骤。

5.1.2 数据库更新可采用要素更新、专题更新、局部更新和整体更新等方式。

5.1.3 更新数据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应与原有数据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相同，精度应

不低于原有数据精度。

5.2 数据移交

5.2.1 数据移交流程应包含制定移交策略、确定移交需求和实施移交方案。

5.2.2 移交策略应符合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运营管理的工作目标、方针和策略，宜包

含以下内容：

1 数据移交的定义和总体目标；

2 数据移交的范围和内容；

3 数据移交参与各方的目标、原则、范围和责任；

4 数据移交的组织机构；

5 数据移交计划，数据移交质量和进度的控制方法及验收标准；

6 相关规定、要求及标准，包括合同及采购要求和法律法规要求等。

5.2.3 建设单位应与运营单位明确移交需求，确定需要移交的数据范围、数据属性及数据

格式等。

5.2.4 建设单位应根据移交策略和移交需求，形成具体移交要求并制定移交方案，移交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移交内容宜包含移交数据的范围、内容和深度；

2 信息模型精细度，宜包含各阶段移交数据的不同信息精细度；

3 数据级别，宜按数据重要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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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移交方式，宜按照项目实际情况选择接收移交数据的系统；

5 移交责任，宜明确各方在数据移交中的责任；

6 移交时间，宜按照需求确定移交时间；

7 质量管理，宜明确数据移交质量管理方案。

5.2.5 移交要求应包含信息模型精细度、数据级别、移交方式、移交责任、移交时间和质

量管理。

1 移交数据的信息模型精细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移交数据的信息模型精细度宜按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运营维护的需求确定；

2) 参与移交的各方宜使用统一的资产层次、分类和编码；

3) 宜在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前期，明确各阶段移交数据的信息模型精细度要

求；

4) 应综合考虑信息模型精细度的需求和数字化软件产生数据的交换需求，避免采用过

细的信息模型精细度。

2 移交数据级别宜符合以下规定：

1) A级的必要数据应完整移交；

2) B级的推荐数据宜完整移交；

3) C级的可选数据宜根据业主的差异化需求进行选择移交；

4) D级的临时数据可不移交；

5) 各阶段数据移交至下一阶段前应冻结，避免数据与实际情况的不一致在后续阶段逐

级放大。

3 移交方式宜符合以下规定：

1) 营运高速公路已有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单位宜直接向该系统移交数据；

2) 暂无既定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宜确认一个承载移交数据的系统，并将完整系统及数

据一同移交；

3) 数据传输方式宜采用电子传输，或使用存储介质进行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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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宜按照下列各项内容，确定各参建方的移交责任：

1) 数据创建；

2) 数据质量；

3) 数据安全；

4) 采集第三方数据（如设备资料）；

5) 将数据转换为确定的格式；

6) 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的数据管理；

7) 运行维护信息系统的实施，包括数据准备等。

5 按移交时间可将数据交付分为渐进移交、竣工移交两类：

1) 渐进移交宜在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各阶段建设任务完成后 10 日内移交本阶

段数据成果；

2) 竣工移交宜在高速公路数字化建设竣工后 30 日内移交数据成果。

6 质量管理应综合考虑质量管理目标及成本，规范数据移交过程的管理要求。质量管理

目标及成本内容如表 5所示。

表 5 质量管理目标及成本

质量管理目标 内容说明

实用性 业务环境下数据的用途，数据保存的必要性，数据支持的业务活动范围。

清晰度 创建交付数据时，参与各方使用的定义、代码、术语等一致、明确的程度。

可用性 数据可用的场合、方法、使用的人员，以及获得数据的便利性。

兼容性 不同来源相同类型的数据之间的相容性。

一致性 不同来源同一对象的数据在名称、数值、关系等方面的一致程度。

完整性 交付所要求数据的完备程度，以及全部强制性数据的提供情况。

时间性 数据在需要时的可用以及更新情况。

准确性 交付数据与实际情况的接近程度。

成本 从资产全生命周期维护费用最小化的角度去考虑，采集、处理数据并使其可用时花费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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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构件静态数据构成要求

A.1 单位工程通用数据构成要求表

表 A.1 列出了高速公路项目施工阶段的单位工程通用数据构成要求。

表 A.1 单位工程通用数据构成要求表

对象类型 属性类型 数据项
数据表达

形式
数据级别 取值/备注

单位工程

基本属性

单位工程名称 文本 A

单位工程编码 文本 A

单位工程类型 枚举型 A

项目名称 文本 A

工区编号 文本 A

责任单位 枚举型 A

项目负责人 枚举型 A

项目技术负责人 枚举型 A

项目质量负责人 枚举型 A

开工日期 时间 A

竣工日期 时间 A

监理单位 枚举型 A

总监理工程师 枚举型 A

设计单位 枚举型 A

设计负责人 枚举型 A

建设单位 枚举型 A

建设单位负责人 枚举型 A

起点桩号 文本 A

终点桩号 文本 A

分部工程 枚举型 A

分部工程数量 数值 A

验收属性

质量控制材料 枚举型 A

实体质量和主要功能核查情况 枚举型 A 如 xx 项合格、不合格

观感质量验收 枚举型 A 如 xx 项合格、不合格

综合验收结论 文本 A 合格、不合格

单位工程验收附件 枚举型 A

单位工程验收录入人 枚举型 A

单位工程验收录入日期 时间 A

征
求
意
见
稿



18

A.2 分部工程通用数据构成要求表

表 A.2 列出了高速公路项目施工阶段的分部工程通用数据构成要求。

表 A.2 分部工程通用数据构成要求表

对象类型 属性类型 数据项 数据表达形式 数据级别 取值/备注

分部工程

基本属性

分部工程名称 文本 A

分部工程编码 文本 A

分部工程类型 枚举型 A

所属单位工程 文本 A

工区编号 文本 A

责任单位 枚举型 A

项目负责人 枚举型 A

项目技术负责人 枚举型 A

分包单位 枚举型 A

分包技术负责人 枚举型 A

工区编号 文本 A

起点桩号 文本 A

终点桩号 文本 A

分项工程 枚举型 A

验收属性

分项工程名称 枚举型 A

检验批数 数值 A

施工单位自检 文本 A 如合格、不合格

质量控制资料 文本 A 如合格、不合格

安全和功能检测报告 文本 A 如合格、不合格

观感质量验收 文本 A 如合格、不合格

监理单位验收意见 文本 A 如合格、不合格

验收结论 文本 A 如合格、不合格

分部工程验收附件 枚举型 A

分部工程验收录入人 枚举型 A

分部工程验收录入日期 时间 A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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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分项工程通用数据构成要求表

表 A.3 列出了高速公路项目施工阶段的分项工程通用数据构成要求。

表 A.3 分项工程通用数据构成要求表

对象类型 属性类型 数据项 数据表达形式 数据级别 取值/备注

分项工程

基本属性

分项工程名称 文本 A

分项工程编码 文本 A

构件编码 文本 A 所属构件编码

工程名称 文本 A
主线/匝道/支线/改路

/应急通道

工程类型 枚举型 A 路基工程

特征类型 枚举型 A

进度统计单位 文本 A

起讫桩号 文本 A
桩号，例：

K0+100-K0+200

位置 文本 A 左、右幅

面积 数值 A 如有

体积 数值 A 如有

材料类型 枚举型 A

混凝土强度等级 枚举型 A 如有

文档类别 枚举型 B

文档编码 文本 B

验收属性

质量检验项名称 枚举型 A 根据所属分部分项，参

照《公路工程质量检验

评定标准》的要求

质量检验项的设计值与规范

值
数值 A

质量检验项的实际值 数值 A

工序检验信息 文本 A

工序选择 枚举型 A

施工班组 枚举型 A

质检员 枚举型 A

质检负责人 枚举型 A

质检时间 枚举型 A

质检结论/说明 文本 A

工序报验信息 文本 A

质检内容 文本 A

质量巡查信息 文本 A

竣工验收信息 文本 A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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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构件动态数据构成要求

B.1 路基、路面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表 B.1 列出了高速公路路基、路面养护阶段产生的构件动态数据构成要求。

表 B.1 路基、路面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别 取值/备注

基本结构

路基

路肩损坏 枚举型 B 轻度/重度

沥青路面路肩

损坏及水泥混

凝土路面路肩

损坏

边坡坍塌 枚举型 A 轻度/中度/重度

水毁冲沟 枚举型 B 轻度/中度/重度

路基构造物损

坏
枚举型 B 轻度/中度/重度

路缘石缺损

（m）
数值 C

路基沉降 枚举型 A 轻度/中度/重度

排水不畅 枚举型 B 轻度/中度/重度

沥青路面

龟裂 枚举型 B 轻度/中度/重度

块状裂缝 枚举型 B 轻度/重度

纵向裂缝 枚举型 B 轻度/重度

横向裂缝 枚举型 B 轻度/重度

沉陷 枚举型 A 轻度/重度

车辙 枚举型 A 轻度/重度

波浪拥包 枚举型 A 轻度/重度

坑槽 枚举型 A 轻度/重度

松散 枚举型 A 轻度/重度

泛油 数值（㎡） B

修补 数值（㎡） B

水泥混凝土路

面

破碎板 枚举型 A 轻度/重度

裂缝 枚举型 B 轻度/中度/重度

板角断裂 枚举型 A 轻度/中度/重度

错台 枚举型 A 轻度/重度

拱起 数值（㎡） A

边角剥落 枚举型 A 轻度/中度/重度

接缝料损坏 枚举型 A 轻度/重度

坑洞 数值（㎡） A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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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路基、路面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别 取值/备注

基本结构
水泥混凝土路

面

唧泥 数值（㎡） B

露骨 数值（㎡） B

修补 数值（㎡） A

排水系统

沟

淤堵、渗漏 枚举型 B 正常、淤堵、渗漏

基础脱空或下

沉、断裂
枚举型 B 正常、基础脱空、下沉、断裂

冲毁、移位 枚举型 B 正常、冲毁、移位

管

淤堵、渗漏 枚举型 B 正常、淤堵、渗漏

基础脱空或下

沉、破裂
枚举型 B 正常、基础脱空、下沉、破裂

槽

淤堵、渗漏 枚举型 B 正常、淤堵、渗漏

基础脱空或下

沉、破裂
枚举型 B 正常、基础脱空、下沉、断裂

井

淤堵、渗漏 枚举型 B 正常、淤堵、渗漏

基础脱空或下

沉、破裂
枚举型 B 正常、基础脱空、下沉、断裂

池

淤堵、渗漏 枚举型 B 正常、淤堵、渗漏

基础脱空或下

沉、破裂
枚举型 B 正常、基础脱空、下沉、断裂

边坡

坡面

落石 文本 B

Ⅰ/Ⅱ-A/Ⅱ-B/Ⅲ

开裂 文本 B

冲刷 文本 B

沉陷 文本 B

坍塌 文本 B

水涌 文本 B

截排水设施

淤堵 文本 B

Ⅰ/Ⅱ-A/Ⅱ-B/Ⅲ

渗漏 文本 B

断裂 文本 B

冲刷 文本 B

冲毁 文本 B

移位 文本 B

素喷/锚喷

表面风化剥落 文本 B

Ⅰ/Ⅱ-A/Ⅱ-B/Ⅲ

露筋 文本 B

空鼓脱落 文本 B

变形开裂 文本 B

泄水孔堵塞 文本 B

续表 B.1 路基、路面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征
求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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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别 取值/备注

边坡

素喷/锚喷
渗水 文本 B

涌水 文本 B

柔性防护网

网下架空 文本 B

Ⅰ/Ⅱ-A/Ⅱ-B/Ⅲ

缝合绳脱落 文本 B

网材锈蚀 文本 B

锚杆松动 文本 B

基座变形 文本 B

网材破损撕裂 文本 B

积碴外鼓 文本 B

挡土墙/护面

墙

勾缝脱落 文本 C

Ⅰ/Ⅱ-A/Ⅱ-B/Ⅲ

松动掉块 文本 B

沉降错台 文本 B

墙身裂缝 文本 B

泄水孔堵塞 文本 B

渗流涌水 文本 A

锚杆（索）框

格

锚头渗水或锈

蚀
文本 B

Ⅰ/Ⅱ-A/Ⅱ-B/Ⅲ
锚头或框格开

裂
文本 B

框格脱空 文本 B

框格积水 文本 B

坡面植被

植被枯萎 文本 C

Ⅰ/Ⅱ-A/Ⅱ-B/Ⅲ网材锈蚀 文本 B

冲刷流失 文本 B

附属设施

检修踏步缺损 文本 C Ⅰ/Ⅱ-A/Ⅱ-B/Ⅲ

检修道栏杆锈

蚀或松动
文本 B

隔离栅破损 文本 C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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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桥梁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表 B.2 列出了高速公路桥梁养护阶段产生的构件动态数据构成要求。

表 B.2 桥梁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

别
取值/备注

上部结

构

梁式桥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混凝土梁式桥上部

承重构件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枚举型 B 1-4

钢筋锈蚀 枚举型 B 1-5

混凝土碳化 枚举型 B 1-4

混凝土强度 枚举型 B 1-5

跨中挠度 枚举型 A 1-5

结构变位 枚举型 A 1-5

预应力构件损伤 枚举型 A 1-5

简支梁(板)桥、刚架桥裂缝 枚举型 A 1-5

涂层劣化 枚举型 B 1-4

钢梁桥上部结构构

件

锈蚀 枚举型 B 1-4

焊缝开裂 枚举型 B 1-5

铆钉（螺栓）损失 枚举型 B 1-5

构件裂缝 枚举型 A 1-5

跨中挠度 枚举型 A 1-5

构件变形 枚举型 A 1-5

结构变位 枚举型 A 1-5

板式支座老化变质、开裂 枚举型 B 1-5

支座

板式支座缺陷 枚举型 B 1-4

板式支座位置串动、脱空或剪

切超限
枚举型 B 1-5

盆式支座组件损坏 枚举型 B 1-5

聚四氟乙烯滑板磨损 枚举型 B 1-4

盆式支座位移、转角超限 枚举型 B 1-4

拱式桥

主拱圈变形 枚举型 A 1-5

圬工拱桥主拱圈

主拱圈裂缝 枚举型 A 1-5

灰缝松散脱落 枚举型 C 1-3

渗水 枚举型 A 1-3

砌块断裂、脱落 枚举型 A 1-5

风化 枚举型 C 1-3

拱脚位移 枚举型 A 1-5

实腹拱的侧墙与主拱圈脱裂 枚举型 A 1-5 圬工拱桥拱上结构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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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2 桥梁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

别
取值/备注

上部结

构
拱式桥

实腹拱的侧墙变形、位移 枚举型 A 1-5

圬工拱桥拱上结构

实腹拱的拱上填料沉陷或开

裂
枚举型 A 1-4

实腹拱的腹拱或横向联结系

变形、错位
枚举型 A 1-5

立墙或立柱倾斜、开裂或脱

落
枚举型 A 1-5

拱上结构裂缝 枚举型 B 1-4

拱上填料排水不畅 枚举型 B 1-4

主拱圈变形 枚举型 A 1-5

板拱桥、肋拱桥和箱拱桥主

拱圈

主拱圈裂缝 枚举型 A 1-5

渗水 枚举型 A 1-4

拱铰功能受损 枚举型 A 1-5

拱脚位移 枚举型 A 1-5

蜂窝、麻面 枚举型 B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B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枚举型 B 1-4

钢筋锈蚀 枚举型 B 1-5

混凝土碳化 枚举型 B 1-4

混凝土强度 枚举型 B 1-5

实腹拱的侧墙与主拱圈间脱

裂
枚举型 A 1-5

双曲拱桥、板拱桥、肋拱桥

和箱拱桥拱上结构

侧墙变形 枚举型 A 1-5

拱上填料沉陷或开裂 枚举型 A 1-4

空腹拱的腹拱、横向联结系

变形、错位
枚举型 A 1-5

拱式桥 枚举型 A 1-5

表面缺陷 枚举型 C 1-4

拱上结构裂缝 枚举型 B 1-4

拱上填料排水不畅 枚举型 B 1-4

主拱圈、横向联结系变形 枚举型 A 1-5

双曲拱桥主拱圈

渗水 枚举型 A 1-4

主拱圈裂缝 枚举型 A 1-5

拱脚位移 枚举型 A 1-5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征
求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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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2 桥梁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

别
取值/备注

上部结

构
拱式桥

跨中挠度 枚举型 A 1-5

刚架拱桥的钢价拱片以及微

弯板

横系梁与拱片联动松动、开

裂
枚举型 A 1-5

微弯板穿孔、塌陷、露筋 枚举型 A 1-5

裂缝 枚举型 A 1-5

拱脚位移 枚举型 A 1-5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混凝土压碎 枚举型 A 1-5

刚架拱桥横向联结系

连接部钢板锈蚀、断裂 枚举型 A 1-5

裂缝 枚举型 B 1-4

变形 枚举型 B 1-5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构件变形 枚举型 A 1-5

桁架拱桥的桁架拱片及微弯

板

拱片连接处混凝土断裂 枚举型 A 1-5

上弦杆缺陷 枚举型 A 1-5

裂缝 枚举型 A 1-5

微弯板穿孔、坍塌、露筋 枚举型 A 1-5

拱脚位移 枚举型 A 1-5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变形 枚举型 B 1-5

桁架拱桥的横向联结系

裂缝 枚举型 B 1-4

混凝土压碎 枚举型 B 1-5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涂层缺陷 枚举型 B 1-4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拱肋、横

向联结系

焊缝开裂 枚举型 B 1-4

混凝土裂缝 枚举型 B 1-4

构件扭曲变形、局部损伤 枚举型 A 1-5

构件腐蚀、生锈 枚举型 B 1-4

管内混凝土填充不密实或脱

空
枚举型 B 1-4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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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2 桥梁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

别
取值/备注

上部结

构
拱式桥

主拱圈挠度 枚举型 A 1-5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拱肋、横

向联结系

主拱圈挠度 枚举型 A 1-5

拱肋位移 枚举型 A 1-5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枚举型 B 1-4

钢筋锈蚀 枚举型 A 1-5

混凝土碳化 枚举型 B 1-4

混凝土裂缝 枚举型 A 1-4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立柱

涂层缺陷 枚举型 B 1-4

焊缝开裂 枚举型 B 1-4

构件扭曲变形、局部损伤 枚举型 A 1-5

构件腐蚀、生锈 枚举型 B 1-4

管内混凝土填充不密实或脱

空
枚举型 B 1-4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钢筋锈蚀 枚举型 A 1-5

渗水（吊杆两端的锚固部位、

锚头、横梁锚固构造、吊杆

套管、减振器等）

枚举型 B 1-4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吊杆

锈蚀（锚头、螺栓、钢管护

套等）
枚举型 B 1-5

锚头损坏 枚举型 B 1-4

橡胶老化变质（吊杆端部及

减振器）
枚举型 B 1-4

防护套损坏（吊杆端部出口

处钢管护套以及钢管护套与

PE护套连接处）

枚举型 B 1-4

吊杆的防护层破坏 枚举型 B 1-4

断丝评定 枚举型 A 1-5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锈蚀（锚头、防护罩、钢箱） 枚举型 B 1-4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系杆及

防护板
系杆外部涂层脱落 枚举型 B 1-4

系杆连接松动 枚举型 B 1-4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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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2 桥梁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

别
取值/备注

上部结

构

拱式桥

锚头、防护套损坏 枚举型 B 1-4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系杆及

防护板

断丝 枚举型 A 1-5

混凝土裂缝（混凝土防护板、

系杆锚固区）
枚举型 A 1-4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涂层劣化 枚举型 B 1-4

钢拱桥

锈蚀 枚举型 A 1-4

焊缝开裂 枚举型 B 1-5

铆钉（螺栓）损失 枚举型 B 1-5

构件裂缝 枚举型 A 1-5

跨中挠度 枚举型 A 1-5

构件变形 枚举型 A 1-5

结构变位 枚举型 A 1-5

拱脚位移 枚举型 A 1-5

斜拉桥

拉索锈蚀、断丝 枚举型 A 1-5

斜拉索

滑移变位 枚举型 A 1-5

涂层损坏 枚举型 B 1-4

护套内的材料老化变质 枚举型 A 1-4

锚固区损坏 枚举型 A 1-5

拉索线形异常 枚举型 A 1-5

漆膜损坏 枚举型 B 1-4

斜拉索护套

护套裂缝 枚举型 B 1-4

护套锈蚀 枚举型 B 1-4

防护层破损 枚举型 B 1-4

护套上端浆液离析 枚举型 B 1-4

渗水 枚举型 A 1-4

剥落、露筋 枚举型 A 1-4

斜拉桥预应力混凝土主梁及

悬索桥预应力混凝土加劲梁

跨中挠度 枚举型 A 1-5

构件变形 枚举型 A 1-5

混凝土裂缝 枚举型 A 1-5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掉角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枚举型 B 1-4

钢筋锈蚀 枚举型 A 1-5

混凝土碳化 枚举型 B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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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2 桥梁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

别
取值/备注

上部结

构

斜拉桥

构件变形 枚举型 A 1-5

斜拉桥钢桁架主梁及悬索桥

钢桁架加劲梁

锈蚀 枚举型 A 1-4

跨中挠度 枚举型 A 1-5

裂缝 枚举型 A 1-5

涂层劣化 枚举型 B 1-4

焊缝开裂 枚举型 B 1-5

铆钉（螺栓）损失 枚举型 B 1-5

结构变位 枚举型 A 1-5

构件变形 枚举型 A 1-5

斜拉桥钢箱梁主梁及悬索桥

钢箱梁加劲梁

锈蚀 枚举型 A 1-4

跨中挠度 枚举型 A 1-5

裂缝 枚举型 A 1-5

涂层劣化 枚举型 B 1-4

焊缝开裂 枚举型 B 1-5

铆钉（螺栓）损失 枚举型 B 1-5

结构变位 枚举型 A 1-5

倾斜变形 枚举型 A 1-5

索塔

裂缝 枚举型 B 1-4

沉降 枚举型 B 1-5

锚固区渗水 枚举型 B 1-4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露筋 枚举型 B 1-4

钢筋锈蚀 枚举型 A 1-4

基础冲刷 枚举型 B 1-5

锚杯积水 枚举型 B 1-3

锚具
锚具内潮湿 枚举型 B 1-4

防锈油结块 枚举型 B 1-3

锚具锈蚀 枚举型 B 1-4

减震装置损坏 枚举型 B 1-3 减震装置

主缆防护损坏 枚举型 A 1-4

主缆线形 枚举型 A 1-5

扶手绳及栏杆绳损坏 枚举型 B 1-4

主缆
主缆腐蚀或索股损坏（脱皮、

锈蚀、伤痕）
枚举型 B 1-5

涂膜劣化 枚举型 B 1-4

错位、滑移 枚举型 B 1-4

索夹画漆起皮 枚举型 A 1-4

索夹密封填料损坏 枚举型 B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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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2 桥梁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

别
取值/备注

上部结

构
悬索桥

裂纹和锈蚀 枚举型 B 1-4 索夹

渗水（吊索两端的锚固部位、

冷铸锚头、横梁锚固构造、

吊索套管、减振器等）

枚举型 B 1-4

吊索

锈蚀、腐蚀（钢丝、锚头、

螺栓、钢管护套等）
枚举型 B 1-4

锚头损坏（松动、裂缝或破

损）
枚举型 B 1-4

橡胶老化变质（吊索端部及

减振器）
枚举型 B 1-4

掉漆、起皮 枚举型 A 1-4

防护套破坏 枚举型 B 1-4

吊索的防护层破坏（裂纹、

破损、老化和积水）
枚举型 B 1-4

钢丝断丝 枚举型 A 1-5

倾斜变形 枚举型 A 1-5

索塔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露筋 枚举型 B 1-4

钢筋锈蚀 枚举型 A 1-4

混凝土裂缝 枚举型 B 1-4

沉降 枚举型 B 1-5

基础冲刷 枚举型 B 1-5

上座板与下座板的相对位移 枚举型 A 1-4

索鞍鞍座螺杆、锚栓状况 枚举型 B 1-4

锈蚀 枚举型 A 1-4

锚坑漏水 枚举型 B 1-4

锚碇

顶板、侧墙损坏 枚举型 B 1-4

锚碇均匀沉降 枚举型 B 1-5

表现病害 枚举型 B 1-4

水平位移 枚举型 B 1-5

掉皮 枚举型 A 1-4

锚杆锈蚀 枚举型 A 1-4

裂纹 枚举型 A 1-4

下部结

构
桥墩墩身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露筋 枚举型 B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钢筋锈蚀 枚举型 A 1-5

混凝土碳化、腐蚀 枚举型 A 1-4

磨损 枚举型 C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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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2 桥梁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

别
取值/备注

下部结

构

桥墩墩身

圬工砌体缺陷 枚举型 A 1-4

位移 枚举型 A 1-5

裂缝 枚举型 B 1-5

桥墩盖梁和

系梁

蜂窝、麻面 枚举型 C 1-3

剥落、露筋 枚举型 B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钢筋锈蚀 枚举型 A 1-5

混凝土碳化、腐蚀 枚举型 B 1-4

裂缝 枚举型 B 1-4

下部结

构

桥台台身

剥落 枚举型 C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磨损 枚举型 C 1-3

混凝土碳化、腐蚀 枚举型 B 1-3

圬工砌体缺陷 枚举型 A 1-4

桥头跳车 枚举型 B 1-4

台背排水状况 枚举型 B 1-4

位移 枚举型 B 1-5

裂缝 枚举型 B 1-5

桥台台帽

破损 枚举型 B 1-4

混凝土碳化、腐蚀 枚举型 B 1-3

裂缝 枚举型 B 1-4

空洞、孔洞 枚举型 C 1-4

基础（包括

水下基础）

冲刷、淘空 枚举型 A 1-5

剥落、露筋 枚举型 B 1-5

冲蚀 枚举型 B 1-4

河底铺砌损坏 枚举型 B 1-4

沉降 枚举型 B 1-5

滑移和倾斜 枚举型 A 1-5

裂缝 枚举型 B 1-5

翼墙、耳墙

破损 枚举型 C 1-4

位移 枚举型 B 1-4

鼓肚、砌体松 枚举型 A 1-4

裂缝 枚举型 B 1-4

锥坡、护坡
缺陷 枚举型 A 1-4

冲刷 枚举型 A 1-4

河床

堵塞 枚举型 C 1-4

冲刷 枚举型 C 1-4

河床变迁 枚举型 C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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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2 桥梁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

别
取值/备注

下部结

构
调治构造物

损坏 枚举型 B 1-4

冲刷、变形 枚举型 C 1-4

附属结

构

水泥混凝土

桥面铺装

变形（车辙、拥包、高低不

平等）
枚举型 C 1-4

泛油 枚举型 A 1-4

破损 枚举型 B 1-4

裂缝（龟裂、块裂、纵向裂

缝、横向裂缝等）
枚举型 B 1-4

磨光、脱皮、露骨 枚举型 C 1-4

错台 枚举型 B 1-4

坑洞 枚举型 B 1-4

剥落 枚举型 B 1-4

拱起 枚举型 B 1-4

接缝料损坏 枚举型 B 1-4

裂缝（板角断裂、破碎板） 枚举型 B 1-4

伸缩缝装置

凹凸不平 枚举型 B 1-4

锚固区缺陷 枚举型 A 1-4

破损 枚举型 A 1-4

失效 枚举型 B 1-4

破损 枚举型 C 1-4

缺失 枚举型 C 1-4

防排水系统
排水不畅 枚举型 B 1-4

泄水管、引水槽缺陷 枚举型 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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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涵洞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表 B.3 列出了高速公路涵洞养护阶段产生的构件动态数据构成要求。

表 B.3 涵洞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

别
取值/备注

涵洞

洞身 是否完整，连接是否平整顺适 枚举型 A 是、否

洞口
是否完整，洞口连接是否平整顺适 枚举型 A 是、否

附近填土是否渗水、冲刷、空洞，填土是否稳定 枚举型 A 是、否

箱节

箱节是否错裂 枚举型 A 是、否

箱节接缝是否漏水 枚举型 A 是、否

分部分项码 文本 A

管节
管节是否错裂 枚举型 A 是、否

管节接缝是否漏水 枚举型 A 是、否

盖板
盖板是否开裂、漏水 枚举型 A 是、否

盖板是否变形下挠 枚举型 A 是、否

帽石 帽石是否完整 枚举型 A 是、否

涵身
涵身结构是否稳定 枚举型 A 是、否

涵身是否开裂、漏水 枚举型 A 是、否

支撑梁 支撑梁结构是否稳定 枚举型 A 是、否

拱圈 拱圈是否开裂、漏水 枚举型 A 是、否

拱座 拱座是否完整 枚举型 A 是、否

仰拱 仰拱结构是否稳定 枚举型 A 是、否

护拱 护拱是否完整 枚举型 A 是、否

侧墙

是否渗水、开裂、变形或倾斜 枚举型 A 是、否

墙身砌体砂浆是否脱落 枚举型 A 是、否

石块是否松动 枚举型 A 是、否

基础是否冲刷淘空 枚举型 A 是、否

截水墙 截水墙是否开裂、变形或倾斜 枚举型 A 是、否

围领 围领是否完整 枚举型 A 是、否

铺砌
墙身砌体砂浆是否脱落 枚举型 A 是、否

石块是否松动 枚举型 A 是、否

挡块 挡块是否完整 枚举型 A 是、否

三角台 三角台是否完整 枚举型 A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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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隧道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表 B.4 列出了高速公路隧道养护阶段产生的构件动态数据构成要求。

表 B.4 隧道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别 取值/备注

主体结构

进口洞口/

边（仰）坡有无危石 枚举型 A 0-4

积水、积雪 枚举型 A 0-4

洞口有无挂冰 枚举型 A 0-4

边沟有无淤塞 枚举型 B 0-4

构造物有无开裂 枚举型 A 0-4

倾斜、沉陷 枚举型 A 0-4

出口洞口

边（仰）坡有无危石 枚举型 A 0-4

积水、积雪 枚举型 A 0-4

洞口有无挂冰 枚举型 A 0-4

边沟有无淤塞 枚举型 B 0-4

构造物有无开裂 枚举型 A 0-4

倾斜、沉陷 枚举型 A 0-4

洞门

结构开裂 枚举型 A 0-4

倾斜、沉降 枚举型 A 0-4

错台 枚举型 A 0-4

起层、剥落 枚举型 A 0-4

渗漏水（挂冰） 枚举型 B 0-4

衬砌结构

结构裂缝、错台 枚举型 A 0-4

起层、剥落 枚举型 A 0-4

渗漏水 枚举型 A 0-4

挂冰、冰柱 枚举型 A 0-4

辅助通道

结构裂缝、错台 枚举型 A 0-4

起层、剥落 枚举型 A 0-4

渗漏水 枚举型 A 0-4

挂冰、冰柱 枚举型 A 0-4

检修道

破损桩号 文本 A 如 K5+200

结构破损 枚举型 A 0-3

盖板缺损 枚举型 A 0-3

栏杆变形、损坏 枚举型 B 0-3

防排水设施

缺损 枚举型 A 0-4

堵塞 枚举型 B 0-4

积水、结冰 枚举型 B 0-4

吊顶及各种预埋件

变形 枚举型 A 0-4

缺损 枚举型 B 0-4

漏水（挂冰） 枚举型 B 0-4

内装饰
脏污 枚举型 A 0-3

变形 枚举型 A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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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4 隧道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别 取值/备注

主体结构 内装饰 缺损 枚举型 A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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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表 B.5 列出了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养护阶段产生的构件动态数据构成要求。

表 B.5 交通安全及沿线设施动态数据构成要求表

系统 构件 数据项 数据类型 数据级别 取值/备注

交通安全

设施构件

标志板
版面内容是否完整、准确 枚举型 A 是、否

设置位置是否合理，有无遮挡 枚举型 B 是、否

突起路标
突起路标是否缺失，是否损坏 枚举型 B 是、否

安装角度是否正确，有无倾斜，反光效果是否视认清晰 枚举型 B 是、否

路面标线

标线是否连续，有无缺失 枚举型 A 是、否

标线是否明显扭曲变形 枚举型 B 是、否

标线有无明显褪色、污秽，有无旧线泛出，是否磨损严重影

响视认
枚举型 B 是、否

标线厚度、逆反射亮度系数、抗滑值 枚举型 B 是、否

安装角度是否正确，有无倾斜，反光效果是否视认清晰 枚举型 B 是、否

防撞护栏

是否完好，有无缺损 文本 B 是、否

有无明显变曲、变形和晃动 文本 B 是、否

表面无锈蚀、镀（涂）层完好、无剥落 文本 B 是、否

交通分隔

栏

是否完好，有无缺损 文本 B 是、否

有无明显变曲、变形和晃动 文本 B 是、否

表面无锈蚀、镀（涂）层完好、无剥落 文本 B 是、否

视线诱导

设施

是否缺失，是否损坏 枚举型 A 是、否

发光像素是否均匀，是否失效 枚举型 B 是、否

反光膜是否粘贴平整完好，有无明显褪色、污秽、起泡、起

皱、裂纹、剥落
枚举型 B 是、否

安装角度是否正确，有无倾斜，反光效果是否视认清晰 枚举型 B 是、否

隔离栅

是否完好，有无缺损 枚举型 A 是、否

有无明显变曲、变形和晃动 枚举型 B 是、否

表面无锈蚀、镀（涂）层完好、无剥落 枚举型 B 是、否

防落网

是否完好，有无缺损 枚举型 B 是、否

有无明显变曲、变形和晃动 枚举型 B 是、否

表面无锈蚀、镀（涂）层完好、无剥落 枚举型 B 是、否

防眩设施

是否完好，有无缺损 枚举型 B 是、否

有无明显变曲、变形和晃动 枚举型 B 是、否

表面无锈蚀、镀（涂）层完好、无剥落 枚举型 B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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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用词说明

对执行文件条文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得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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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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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DA/T 22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

DZ/T 0306 城市地质调查规范

JTG/T 2421-2021 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SL 729-2016 水利空间要素数据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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