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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9 年第二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

字［2019]22 号）的要求，由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承担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监管信息化标准》（以

下简称“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包括 10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符号及代号，3 基本规定，4 监管体

系，5 系统架构，6 监管内容，7 基础设施建设，8 监管功能要求，9 数据归集要求，10 平台运行要求，外

部系统融合，附录 A 和附录 B 。 

本标准是基于通用的工程建设理论及原则编制，适用于本规程提出的应用条件。对于某些特定专项应

用条件，使用本规程相关条文时，应对适用性及有效性进行验证。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负责归口管理，由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负责具体

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函告本规程日常管理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

路分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 号；邮编：100088；联系电话：010-62079839；传真：010-62079983；
电子邮箱：shc@rioh.cn），或福建省高速公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区林浦广场 2 号楼 5 层，邮

编 350001），电子邮箱：weijh@mgskj.com。以便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 
参 编 单 位： 

主        编： 

主要参编人员： 

主        审： 

参与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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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要求，为实现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监管信息化和

数据规范化，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汲取工程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技术标准。 

1.2.本标准的监管信息化主要指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高速公路土建工程建设质量、工

期、流程等监督与管理，通过建设监管信息化平台实现监管资源信息共享与应用，保障工

程建设有序有效管理，提升工程建设的安全事故预防预警、监管检查和应急处置能力，为

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监管规范化手段。 

1.3.本标准适用于改建、新建、改（扩）建的高速公路土建工程，监管适用对象为省

级行业监管部门、地市县级监管部门、建设项目（含 BT、BOT、PPP 等社会投资项目）的

业主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检测单位，其它情况可参考执行。 

1.4.本标准制定了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监管信息化技术应用的术语、符号、基本规定、

监管体系、监管方法、监管内容、平台功能及平台建设要求等内容。 

1.5.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监管信息化技术除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和行业

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如： 

1、《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 JGJ/T 434-2018 

2、《公路工程智慧工地建设技术规程》 T/CECS G：K80-01-2021 

2 术语、符号及代号 

2.1术语

工程建设监管指对高速公路建设工程进入实施阶段的建设监督与管理工作，以保证建

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且符合国家的建设工程安全质量和标准。 

监管信息化指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高速公路土建工程建设监管应用，着重于监管信息

化建设的技术标准。 

形象进度指按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用文字或实物工程量的百分数，简明扼要地表明

施工工程在一定时间点上 (通常是期末) 达到的形象部位和总进度。 

工程结构部位指工程建设中单位工程具体结构部位的层级概念性描述。 

混凝土拌和站指由搅拌主机、物料称量系统、物料输送系统、物料贮存系统、控制系

统五大组成系统和其他附属设施组成的建筑材料制造设备。 

沥青拌和站指用于批量生产沥青混凝土的成套设备，可生产沥青混合料、改性沥青混

合料、彩色沥青混合料。 

摊铺机指一种主要用于高速公路上基层和面层各种材料摊铺作业的施工设备。 

压路机指以机械本身的重力作用，可以碾压沙性、半粘性及粘性土壤、路基稳定土及

沥青混凝土路面层，使被碾压层产生永久变形而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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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张拉指在构件中提前加拉力，使得被施加预应力张拉构件承受压应力，进而使

得其产生一定的形变，来应对结构本身所受到的荷载，包括构件自身重量的荷载、风荷载、

雪荷载、地震荷载作用等。 

预应力管道压浆指用水泥净浆，掺入外添加剂，压浆前先用压力清水冲洗将要压浆的

孔道，再将水泥净浆从孔的一端压入，另一端排出浓浆后封闭。加大压力至 0.5-0.7 兆帕，

持续 3-5 分钟后结束。 

施工影像指对工程建设关键施工工序的影像资料留存。 

人员履约指根据合同要求和约定对人员考勤到位情况进行检查。 

危险源指可能导致人员伤害或疾病、物质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

根源或状态因素。 

2.2符号及代号 

5G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BIM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GIS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SOA     服务架构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JSON     JavaScript 对象简谱（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XML     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3基本规定 

3.1 监管目标 

监管目标需包括监管内容的及时性、真实性、有效性、可持续性、可追溯性及可分析性。 

3.2 监管方式 

监管方式需达到数字化、在线化、全过程、全要素和实时性等信息化特征。 

3.3 监管路径与方法 

1. 目标实现路径 

监管平台针对所有监管目标均应按照策划(Planning)、实施(Do)、检查(Check)、处置(Action)

或改进(Improvement)的实现路径进行可持续监管。 

2. 监管方法 

监管目标与要求均应有相应的监管制度，质量监管方法应参照 ISO9000 质量管理要求进行，

并依托监管信息化平台来实现，达成监管流程科学合理，确保工程质量、投资与工期满足建设需

要。为保证平台监管功能的正常运行，应配套信息化技术与管理人员，及时运维平台涉及的基础

设施与软硬件系统的正常运行。

4 监管体系 

4.1 监管组织

省级监管部门应对市县级监管部门或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进行监管；市县级监管部门应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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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进行监管；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应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检测

单位进行监管，宜由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和检测单位进行监管。分层的监管体系宜对造价、进度、

质监、安全、人员、环保和工地党建进行监管。监管组织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监管组织体系 

4.2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完成监管信息采集、传输与处理所需的软件、硬件及网络等设施。主要包括人员

管理设施、设备管理设施、安全管理设施、网络与环境管理设施等监管平台相关基础设施，其指

标要求见附录 A。 

4.3 监管保障

主管单位应建立配套的组织保障、考核评价、激励机制、奖惩措施以及信息化建设与运维经

费保障等监管制度保障体系。本标准不提供相关制度模板，标准使用者结合单位具体情况制定相

关监管保障制度。 

5系统架构 

5.1平台总体架构

应分为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应用支撑层、应用系统层、集成应用层和终端展示层。监

管信息化平台应预留基于 5G、北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实现的内容。平台

总体架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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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台总体架构图 

5.2基础设施层

用于实时感知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状态，采用传感器、监控摄像头、试验室终端、拌和站

检查设备等采集终端，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上传。 

5.3数据资源层

应建立在硬件和操作系统之上，主要用于存储监督业务相关基础数据，为整个应用提供数据

存储支持。 

5.4应用支撑层

利用各种通用性平台实现基础设施层与应用层之间的互通，为外部系统提供标准数据接口和

交互。 

5.5应用系统层

是基于应用门户，为用户提供多种途径的访问机制，用户可通过个人电脑、智能移动终端、

平板电脑等介质访问由统一门户支撑的各类应用系统。 

5.6集成应用层

为上层应用提供服务，主要的集成方式应有：单点登陆应用、综合监管应用、综合查询应用

和综合分析应用等。 

5.7集成展示层

终端展示层为面向最终用户的入口，是各类用户获取所需服务的主要入口和交互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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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监管内容 
6.0.1 监管内容分为一级监管项与二级监管项组成。 
6.0.2 一级监管的内容宜包括投资监管、进度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人员监管、物

料监管、设备监管、绿色监管、工地党建和内页监管等。 
6.0.3 二级监管项宜在一级监管内容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细化监管功能组成。 
6.0.4 监管分级及内容要求应符合表 5.1 的要求。 

 

表 6.1 监管分级及内容要求 

监管业务种类 监管内容 
监管要求

选项 
一级监管

项 
二级监管项 行业监管内容 项目监管内容 

投资监管 

项目概算 
批复概算表、定期统计概算执行

情况 

批复概算表、定期统计概算执行情

况 
基本要求 

合同管理 
合同份数、合同金额、合同分类

等统计信息 

合同分类管理、合同（意向）审批、

合同支付、合同结算及合同支付统

计台账等 

基本要求 

工程量清单 
标段工程量清单台账、标段分项

工程量清单台账 

标段工程量清单台账、标段分项工

程量清单台账 
基本要求 

计量支付 

标段计量期号、标段本期计量支

付金额、累计计量金额，以及标

段及项目计量统计台账等 

标段计量期号审批、支付证书审

批、支付清单报表等 
基本要求 

工程变更 

标段变更审批情况、本次变更增

减金额、标段累计变更金额，以

及变更统计台账等 

标段变更（意向）审批、变更性质

与分类、变更设计单位、变更增减

金额、变更清单等 

基本要求 

工程结算 标段与项目结算统计台账 标段工程结算审批与台账 基本要求 

进度监管 

投资进度 

总投资、年度投资计划、年度已

完成投资金额，已完成总投资金

额 

总投资、年度投资计划、年度已完

成投资金额，已完成总投资金额 
基本要求 

形象进度 
路基工程、桥梁工程、路面工程、

隧道工程完成百分比 

路基工程、桥梁工程、路面工程、

隧道工程完成百分比 
基本要求 

质量监管 

工序管理 
关键工序影像留存、界面验收、

拌和生产管理 

关键工序影像留存、界面验收、拌

和生产管理 
基本要求 

路基施工 

路基圬工结、构物管控、路基锚

固、结构管控、路基智能、压实

管控、路基沉降观测、路基边坡

监测、拌和生产管控、运输管控 

路基圬工结、构物管控、路基锚固、

结构管控、路基智能、压实管控、

路基沉降观测、路基边坡监测、拌

和生产管控、运输管控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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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 

拌和生产管控、运输管控、智能

预制场管控(钢筋、布料）、智能

压浆管控、智能张拉管控、智能

养护管控、桥梁身份管控（桥梁

二维码） 

拌和生产管控、运输管控、智能预

制场管控(钢筋、布料）、智能压浆

管控、智能张拉管控、智能养护管

控、桥梁身份管控（桥梁二维码） 

基本要求 

隧道工程 

开挖现场管理、出渣与运输管控、

施工自动化监测、超前地质、预

报管控 

开挖现场管理、出渣与运输管控、

施工自动化监测、超前地质、预报

管控 

基本要求 

路面工程 

拌和生产管控、运输管控、智能

预制场管控(钢筋、布料）、智能

压浆管控、智能张拉管控、智能

养护管控、桥梁身份管控（桥梁

二维码） 

拌和生产管控、运输管控、智能预

制场管控(钢筋、布料）、智能压浆

管控、智能张拉管控、智能养护管

控、桥梁身份管控（桥梁二维码） 

基本要求 

绿化工程 苗木规格管理、苗木存活率管理 苗木规格管理、苗木存活率管理 可选要求 

交安工程 
原材料质量管理、现场施工工艺

管理 

原材料质量管理、现场施工工艺管

理 
可选要求 

房建工程 原材料质量管理、实体质量管理 原材料质量管理、实体质量管理 可选要求 

机电工程 
设备材料质量管理、设备安装工

艺管理、调试质量管理 

设备材料质量管理、设备安装工艺

管理、调试质量管理 
可选要求 

试验检测 

钢筋力学试验、水泥基础试验、

水泥混凝土力学试验、沥青基础

试验（含红外光谱试验）、沥青

混合料试验、孔道压浆饱满度试

验 

钢筋力学试验、水泥基础试验、水

泥混凝土力学试验、沥青基础试验

（含红外光谱试验）、沥青混合料

试验、孔道压浆饱满度试验 

基本要求 

安全监管 

基础安全 

通过 GIS 地图巡查功能、日常巡

查功能、安全大检查、在线安全

考试检查、安全会议管理、安全

抓拍、安全评价等 

通过 GIS 地图巡查功能、日常巡查

功能、安全大检查、在线安全考试

检查、安全会议管理、安全抓拍、

安全评价等 

基本要求 

风险源 

风险源数据采集、动态风险源电

子记录自动上报、移动终端即时

采集和录入 

风险源数据采集、动态风险源电子

记录自动上报、移动终端即时采集

和录入 

基本要求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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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大工程管控 

重点安全管制区域实时在线监

测、危大工程施工进度监测、监

测和记录数据信息统计查询分

析、现场流程化、协同化安全管

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整改通

知及回复、危大工程隐患实施上

报、视频联动和短信推送等 

重点安全管制区域实时在线监测、

危大工程施工进度监测、监测和记

录数据信息统计查询分析、现场流

程化、协同化安全管理、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整改通知及回复、危大

工程隐患实施上报、视频联动和短

信推送等 

基本要求 

人员监管 

视频管理 

项目部、三场、爆破品存放区、

重大或隐蔽性施工作业区、重要

交叉口影像监控 

项目部、三场、爆破品存放区、重

大或隐蔽性施工作业区、重要交叉

口影像监控 

基本要求 

通航安全预警 

桥梁施工作业区引航功能，包含

传输航道的水文信息、气象信息

采集 

桥梁施工作业区引航功能，包含传

输航道的水文信息、气象信息采集 
基本要求 

农民工人员监管 
农民工人员实名制信息及工资发

放及拖欠情况 

农民工人员实名制信息及工资发

放及拖欠情况 
基本要求 

人员履约监管 工地人民履约情况 工地人民履约情况 基本要求 

设备监管 设备监管 

设备二维码、设备定位、车辆门

禁、设备清单、设备异常预警、

统计分析 

设备二维码、设备定位、车辆门禁、

设备清单、设备异常预警、统计分

析 

基本要求 

物料监管 物料监管 
物料出入库管理、物料统计管理、

不合格物料统计 

物料出入库管理、物料统计管理、

不合格物料统计 
基本要求 

绿色监管 绿色监管 
扬尘监测、环境噪声监测、尾气

监测、水质监测 

扬尘监测、环境噪声监测、尾气监

测、水质监测 
可选要求 

工地党建 工地党建 
工地党组织、工地党员管理、党

建活动管理、党员民生台账等 

工地党组织、工地党员管理、党建

活动管理、党员民生台账等 
可选要求 

内业监管 

协同办公 

流程管理、表单管理、收文管理

发文管理、工程报审、报表报审、

个人工作台、通知公告、统计分

析 

流程管理、表单管理、收文管理发

文管理、工程报审、报表报审、个

人工作台、通知公告、统计分析 

可选要求 

文档管理 
图纸管理、电子文档管理、档案

录入、库房管理、借阅与统计 

图纸管理、电子文档管理、档案录

入、库房管理、借阅与统计 
基本要求 

内业资料 
工序设置、工序报验、质量检测、

中间检验、检验认可、质量评定 

工序设置、工序报验、质量检测、

中间检验、检验认可、质量评定 
可选要求 

7监管基础设施 

7.0.1 基础设施包括硬件设施及软件设施，其中，硬件设施包括信息采集设备、网络设施、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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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控制机房、信息应用终端等硬件设施建设；软件设施主要包括统一身份认证、协同管

理支撑、移动互联应用、物联网数据接入、数据开放 API 接口、GIS 应用、BIM 应用等基础软件

应用模块。 

7.0.2 基础设施建设应符合表 7.1 的要求 。 

表 7.1 基础设施建设要求 

基础

设施 

分类 

项目 项目要求 基

本项 

可

选

项 

 

 

 

 

 

硬件

基础

设施 

 

 

信息采集设

备 

应符合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 JGJ/T 434 的规定 

网络基础设

施 

具备有线/无线网络设施 

网络信号应覆盖所有信息采集设备装置点 

主要施工现场、办公区域网络应全部覆盖 

生活区及其他区域网络覆盖 

视频监控室 符合国家有关视频监控技术参数标准要求。 

控制机房 符合实际数据管理要求 

信息应用终

端 

固定终端设备，包括现场综合信息处理功能 

移动终端设备，包括现场识别、监测、管理，控制等信息处理功能 

语音广播设备，宜构建公共广播系统，信息广播功能 

宜设置固定电子屏并构建信息发布系统，包括信息检索、信息查查询、信

息推送等功能。 

 

 

 

 

 

 

软件

基础

设施 

统一身份认

证系统 

实现统一用户管理、统一身份认证，并提供统一身份认证相关接口。 

采用标准协议进行统一认证，各相关业务系统应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接口接入， 

实现单点登录及系统融合一体化应用 

 

 

 

 

 

 

 

 

 

 

 

建立主数据管理，实现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基础数据统一规范管理及数据共享应

用； 

主数据管理系统应包含主数据分类、主数据维护、主数据归集、主数据查询等

主要功能，并提供主数据访问接口； 

主数据定义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数据编码规范要求； 

建立主数据管理，实现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基础数据统一规范管理及数据共享应

用； 

主数据管理系统应包含主数据分类、主数据维护、主数据归集、主数据查询等

主要功能，并提供主数据访问接口； 

主数据定义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数据编码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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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数据管理

系统 

协同管理支

撑系统 

自定义表单、流程的审批功能 

跨组织即时在线会商功能 

工程建设参与方协同管理功能 

WEB 及移动

互联应用平

台 

人员信息集成、各管理体系业务模块的功能 

支持集成其他业务模块的功能 

支持接入其他系统、平台的功能 

物联网数据

接入平台 

具备施工现场各类物联网监测设备的接口支撑功能 

 

视频监控平

台 

具备工地现场视频实时联网播放及回放功能。 

具有特定应用场景的安全分析预警功能 

数据开放

API 接口 

支撑工程信息共享的 BTM，GIS 等交换接口 

GIS 应用系

统 

空间数据管理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图形管理、属性管理、拓扑管理、状态管理 

提供数据提取和转换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参数提取、坐标变换、格式转换 

具备三维数据管理、三维数据分析功能 

BIM 应用系

统 

BIM 模型的导入、导出功能 

BIM 模型浏览展示功能 

BIM 模型与技术资料关联展示功能 

BTM 模型与采集信息关联展示功能 

BIM 轻量化模型的多方在线协作功能 

BIM 模型与图纸联动展示功能 

 

可视化应用

系统 

建立监管可视化应用，以实现全局监管，宏观掌握各工程建设项目动态情况，

为工程建设管理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可视化应用应包含各监管项目概况、投资完成、工地实施视频、地图分布、实

验室、混凝土、沥青、梁片张拉的生产预警可视化功能，涵盖工程进度、质量、

安全、人员、环保等可视化监管。 

8 监管功能要求 

8.1 投资监管功能

8.1.1 投资监管功能主要包括项目投资概算、合同监管、工程量清单、计量支付、工程变更

管等内容， 

8.1.2 投资监管功能应符合表 8.1 的要求。 

表 8.1 投资监管功能要求 

项目 功能要求 

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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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算 对项目可研、项目工可、项目设计、项目清单、项目信息、概算跟踪等监管功能。 

合同监管 对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合同文本、合同履约、合同变更等要素监管。 

工程量清

单 

工程项目及其相应工程实体数量、拟建工程的基本内容、实体数量和质量要求等内

容的录入、核查、统计与分析。 

计量支付 
标段计量期号录入、标段本期计量支付金额核查、累计计量金额，以及标段及项目

计量统计台账生成等 

工程变更 
标段变更审批、本次变更增减金额录入、修改、审查等、标段累计变更金额录入、

修改、审查，以及变更统计台账生成等 

工程结算 标段与项目结算统计台账生成 

8.2 进度监管功能

8.2.1 进度监管功能主要包括投资进度、形象进度、变更管理等。 

8.2.2 进度监管功能应符合表 8.2 的要求。 

表 8.2 进度监管功能要求 

项目 功能要求 

投资进度 

在线填报投资进度计划及阶段投资节点目标等内容。 

投资概算项目设置与概算信息录入、修改、新增、删除、

查询，概算项目关联合同与合同清单设置 

基于合同、付款、变更与计量管理，动态执行归概统计与

超概分析及投资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偏离情况等。 

形象进度 

根据工程项目特点系统内设置形象进度分解等基础标准化

设置管理 

在线填报月度、季度进度计划，以及月度、季度的生产控

制指标 

变更管理 
进度变更意向发起、变更申报，变更意向审批 

进度变更令发布，变更令实时接收 

 

8.3 质量监管功能

8.3.1 质量监管功能包括工序管理、路基工程施工管控、桥梁工程施工管控、隧道工程施工

管控、路面施工管控、绿化工程施工管控、交安工程施工管控、房建工程施工管控、机电工程施

工管控、试验检测管控等。 

8.3.2 质量监管功能应符合表 8.3 的要求。 

表 8.3 质量管理功能要求 

项 目 功能要求 

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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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

管理 

影像留存管理 
工序清单为主线进行影像资料存储。 

影像资料叠加时间、地点信息，且不可更改。 

界面验收 工序报验，自动生成检验资料。 

路基

施工

管控 

路基圬工结构物

管控 

视频监控 

路基锚固结构管

控 

视频监控 

路基智能压实管

控 

压路机碾压遍数、碾压速度、碾压轨迹实时监测 

路基沉降观测 地表的垂直位移、路基内部水平位移 

路基边坡监测 裂缝发展速率监测、预警提示 

拌和生产管控 
混泥土生产级配数据、各物料计量数据、拌合时间监控 

运输管控 混合料运输时间监控、混合料运输车辆运行轨迹监控。 

桥梁

工程 

拌和生产管控 具有混泥土生产级配数据、各物料计量数据、拌合时间监控 

运输管控 混合料运输时间监控、混合料运输车辆运行轨迹监控 

智能预制场管控

(钢筋、布料） 
视频监控 

智能压浆管控 水胶比、压力、流量数据的实时监控 

智能张拉管控 张拉应力、伸长量、加载速率、停顿点、持荷时间实时监控。 

智能养护管控 
养生构件温度、干湿度监控，根据温度、干湿度自动调节养生用水喷

淋量 

桥梁身份管控

（桥梁二维码） 
构件设计、施工、检测、参建单位、参建人员信息二维码生成、 

隧道

工程 

开挖现场管理 

原始数据查询。 

输出超欠挖日报、周报或月报，绘制单点、多点数据趋势图 

侵线信息统计、提醒 

出渣与运输管控 
原始数据查询 

出渣与运输方量信息统计、提醒 

施工自动化监测 

裂缝发展速率监测、预警 

地表沉降监测、预警 

拱顶沉降监测、预警 

超前地质预报管

控 

预报方法、仪器、人员、单位信息及原始数据输入、输出、查询 

根据判释的地质风险级别，实现提醒或预警 

超前地质预报工作进度管理。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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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与揭示地质情况对比。 

路面

工程 

拌和生产管控 沥青生产级配数据、各物料计量数据、拌合时间监控 

运输管控 混合料运输时间监控、混合料运输车辆运行轨迹监控 

摊铺管控 
摊铺机定 

摊铺温度、速度、厚度数据监控 

碾压管控 
压路机定位 

碾压遍数、碾压温度、碾压速度、碾压轨迹实时监测。 

绿化

工程 

苗木规格管理 苗木规格数据记录、查询、统计 

苗木存活率管理 苗木存活率数据记录、查询、统计 

交安

工程 

原材料质量管理 原材料检测数据记录、查询、统计 

现场施工工艺管

理 

现场施工质量缺陷、不规范施工工艺等数据记录、查询、统计功能。 

房建

工程 

原材料质量管理 
材料检测数据记录、查询、统计 

实体质量管理 实体检测数据记录、查询、统计 

机电

工程 

设备材料质量管

理 
设备进场质量检查数据记录、查询、统计 

设备安装工艺管

理 

施工安装过程记录、查询、统计 

调试质量管理 设备调试监管 

主材

实验 

钢筋力学试验 

水泥基础试验 

水泥混凝土力学

试验 

沥青基础试验

（含红外光谱试

验） 

沥青混合料试验 

孔道压浆饱满度

试验 

万能试验机、压力试验机数据实时采集、传输，自动生成试验报告 

采用微机控制，包括等速试验力、等速应力、试验力保持等控制模式。

试验数据、试验曲线的屏幕显示、自动完成抗压强度试验，自动计算、

自动生成原始记录及报告 

力闭环控制，实现等载荷速率加载或等应力速率加载测试，采用微机

实现电子测量、自动完成抗压强度试验，自动计算、自动生成原始记

录及报告 

针入度、软化点、延度、SBS 含量试验数据实时采集、传输，自动生

成试验报告的功能 

马歇尔稳定度、流值试验数据实时采集、传输，自动生成试验报告 

孔道压浆缺陷位置、尺寸的检测及质量评分 

8.4安全监管功能

8.4.1 安全监管包括基础安全管理、风险源管理、危大工程管控、视频管理、通航安全预警等。 

8.4.2 安全监管功能应符合表 8.4 的要求。 

 

表 8.4 安全管理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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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功能要求 

基础安全管理 

通过 GIS 地图巡查功能，用户可查看巡查人员（安全管理人员）的日常

巡查轨迹 

日常巡查功能，用户可查看安全管理人员日常巡查记录，可打印巡查问

题的整改通知单和整改回复单 

安全大检查功能，包括：检查名称、检查单位、被检查单位、检查时间

等 

在线安全考试功能，支持试题批量导入（支持 Excel、Word 等格式），

随机生成试卷，并自动评分、排名 

安全会议管理功能，包括：时间、会议名称、会议地点、组织部门等，

会议过程现场签到、上传照片 

安全抓拍功能，对施工现场未系安全带和佩戴安全帽违规行为进行识别 

安全评价功能，系统对人员、设备、安全活动、日常巡查、内业资料五

个方面的数据按照“平安工地”考核指标进行评分。 

风险源管理 
工程风险源数据采集记录、查询、分析功能，建立静态风险源数据库 

动态风险源电子记录和自动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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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人员监管功能

8.5.1 人员监管包括人员信息管理、考勤管理、门禁管理、劳务管理（农民工工资管理）、

培训教育、人员履约管理、人员定位管理、人员资质管理及数据分析。 

8.5.2 人员监管功能应符合表 8.5 的要求。 

表8.5 人员监管功能要求 

项目 功能要求 

人员信息管理 人员档案分类，录入档案信息、按条件查询档案信息 

考勤管理 脸部、指纹、虹膜、RIFID 识别考勤，显示考勤结果、统计考勤人数 

门禁管理 人员身份证验证、实名制登记 

劳务管理（农民

工工资管理） 

数据分析汇总、自动生成月报，并对未上传报表或支付凭证的企业

进行预警提示 

培训教育 班组安全教育、指纹签到、图片上传、员工培训档案建立 

人员履约 人员履约录入、按条件查询、更改 

人员定位 
告知危险区域、预警提示 

反映施工人员所在位置、工种、进入施工区域时间和停留时长 

人员资质 人员资质录入、按条件查询、修改 

统计分析 

实时人数显示、各项信息统计分析，联动考勤信息与施工现场出入

通道闸机、人员超龄、未成年、身份证过期、资格证过期等人员异常预

警提示 

8.6设备监管功能

8.6.1 设备监管包括设备二维码、车辆门禁、进出场管理、设备清单管理、设备异常预警、

统计分析等。 

8.6.2 设备监管功能应符合表 8.6 的要求。 

移动终端即时采集和录入风险源数据 

危大工程管控 

重点安全管制区域实时在线监测 

危大工程施工进度监测 

监测和记录数据信息统计、查询、分析，隐患问题即时预警提示 

现场流程化、协同化安全管理，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检查（随机抽查）

记录、整改通知及回复等全过程电子记录 

危大工程隐患问题实施上报 

视频联动和短信推送功能，监控摄像头具有联动录像、抓拍，报警发送。 

视频管理 
项目部、三场、爆破品存放区、重大或隐蔽性施工作业区、重要交叉口

影像监控 

通航安全预警 桥梁施工作业区引航功能，宜包含传输航道的水文信息、气象信息采集 

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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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 设备监管功能要求 

项

目 
功能要求 

设备二

维码 

设备新增、查找、查看、编辑、删除、台账导出等基本功能，设备二维码信息详

情包括：基本信息、检验检测记录、维修保养记录、进出场记录 

系统根据编码规则自动对设备进行编码 

车辆门

禁管理 

车辆身份证验证、车辆信息登记的功能 

设定门禁权限 

进出场

管理 
设备进出场管理功能，并存储记录 

设备清

单管理 
根据设备分类，对设备进行展示的功能 

设备安

全管理 

支持不少于 2种远程预警方式 

特种设备的工作环境参数、形变、位移及位置信息查询功能 

运行轨迹回放功能，并以图形化方式展示，宜留接口用于信息交换 

设备异

常预警 
设备检定时间超期、形变、位移等预警提示 

统计分

析 
各项设备信息统计分析 

8.7物料监管功能

8.7.1 物料监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物料出入库管理、物料统计管理、不合格物料统计等。 

8.7.2 物料监管的功能应符合表 8.7 的要求。 

表 8.7 物料监管功能要求 

项目 功能要求 

物料种类管理 对各大宗物料进行统一分类 

物料出入库管理 
具有各生产物料出入库管理功能，并存储记录 

具有不合格物料处理记录查询 

物料统计管理 具备统计分析各生产物料出入库信息 

不合格物料统计 具备统计分析各生产不合格物料信息 

8.8绿色监管功能

8.8.1 绿色监管功能包括扬尘监测、噪声监测、水质监测、尾气监测、能耗等。 

8.8.2 绿色监管功能应符合表表 8.8 的要求。 

表 8.8 绿色监管功能要求 

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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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功能要求 

扬尘监

测 

实时检测、本地显示、在线传输以及离线传输 

扬尘数据统计、分析、查询；实现扬尘超标判断报警、设备故障报警；支持现场

声光报警与远程报警两种方式 

雾炮机、喷淋系统根据扬尘监测数据自动开启 

噪声监

测 

噪声实时检测、本地显示、在线传输、离线传输等 

噪声数据统计、分析、查询功能；实现噪声超标判断报警、设备故障报警现场声

光报警与远程报警两种方式 

水质监

测 

水中 PH、悬浮物、石油类参数因子的监控 

水质数据实时显示、自动记录、数据通讯、历史记录、数据查询、存储生态环境

参数因子等 

尾气监

测 

尾气实时检测、本地显示、在线传输、离线传输等 

尾气数据统计、分析、查询、污染物超标报警 

能耗管

理 
场站和设备能耗实时采集,统计分析 

8.9 工地党建功能

工地党建功能包括组织管理、学习管理、活动管理、路地共建、宣传管理等。 

工地党建功能应符合表 8.9 的要求。 

表8.9 工地党建功能要求 

项

目 
功能要求 

组织

管理 
党组织架构与党组成员信息登记、新增、修改、删除等 

学习

管理 

党政建设制度文件、学习文件、活动记录等文件编辑、上传，标准化目录结构与权

限管理，App 端查阅，归档文件自动生成 

活动

管理 

对党组织的各项活动的信息发布、过程记录、活动总结等内容统一管理，标准化审

批、App 端统一查阅、自动推送文件管理生成归档文件 

宣传

管理 

对党政建设管理的对外宣传事项统一管理，标准化审批、App 端统一查阅、自动推

送文件管理生成归档文件 

 

8.10 内业监管功能

8.10.1 内业监管内容包括质检资料、内业档案等监管。 

8.10.2 内页监管的功能应符合表 8.10 的要求 

表 8.10 内业监管功能要求 

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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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功能要求 

工序报

验 

移动端工序现场数据填报、现场监理验收影像上传、在线审批、数字签名、自动

归档 

关联图纸、开工报告、首件工程、试验检测等质量管控数据，联动查询。 

自动向进度管理推送实际工序生产进度数据及现场影像资料 

质量检

测 

标准化质量检验表单管理、分类型表单配置、报表设计、数据关联配置。 

质量检验量测在线填报、无纸化在线审批、CA 认证数字签名 

中间检

验 

中间检验报审填报、关联质量检验报表或附件上传、在线审批、数字签名、自动

归档 

自动向计量支付推送审批通过的质检资料 

检验认

可 

检验认可在线填报、关联中间检验单报表及相关附件、附件上传、无纸化在线审

批、CA 认证数字签名、自动归档 

质量评

定 

关联质量检验单元设置 

分类型表单配置、报表设计、数据关联配置 

质量评定在线填报、关联中间检验检验认可、中间检验及相关附件、附件上传、

无纸化在线审批、数字签名、自动归档 

图纸管

理 

图纸自动分册、上传、变更、修改、删除、查阅、手机端访问 

图纸变更、版本上传、历史版本查阅。 

电子文

档 

管理 

自定义目录层级结构、目录访问权限设置、文件上传、删除、查阅 

目录与业务功能文件对接，按功能分类自动归集电子文件 

电子文档目录与档案系统目录接口集成，自动推送文件归档 

档案录

入 

自定义目录层级结构、信息列表、审批流程，电子签章业务 

电子文档目录、文件数据可通过数据接口集成 

档案编号、目录页、背脊、二维码自动生成、打印 

库房管

理 

根据实际库房可虚拟库房、档案柜及档案盒参数 

支持在线档案上架，新增、修改、删除及打印 

借阅与

统计 

借阅、归还、在线审批、借阅统计和检索统计 

模糊查询、OCR 搜索、高级搜索、及全文检索 

9 数据归集要求 

9.1投资监管数据

9.1.1 主要包括项目可研、项目工可、项目设计、项目信息、概算数据、概算过程数据、

合同信息、合同条款相关、合同工程量清单等数据归集。 

9.1.2 数据归集应符合见表 9.1 的要求 

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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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投资监管数据归集要求 

归集数

据 
数据归集要素 

项目可

研 
项目名称、投资单位、项目建议书审批、立项等 

项目工

可 
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建设规模、可行性报告等 

项目设

计 
工程量计算、施工进度排定、资源需求、供应计划、施工进度排定、工程施工平面图

等 
项目信

息 
项目名称、项目类型、建设规模、概算总投资、建设标准等； 

概算数

据 
概算总投资、各单项工程综合概算、工程建设其他它费用、建设期贷款利息、预备费

等 
概算跟

踪数据 
预算金额、概算金额、概算预算差额百分比等 

合同信

息 
合同分类、合同编号、合同名称、合同金额、合同文本等 

合同变

更 

项目、标段、公司、变更合同名称、合同变更编号、原合同编号、变更类型、变更后

金额、变更日期、登记日期、登记人、变更后生效日期、变更后截止日期、变更描述 
备注、相关附件、是否删除 

合同条

款相关 
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及管辖地，生效条款、有效

期等 
合同工

程量清

单 

项目编码、标段编码、清单编码、系统的真实编码、父编码、清单名称、清单类型(三
种)、单位、合同单价、合同数量、合同金额 

中 间 支

付证书 

结束日期、计算时间、锁定状态、锁定时间、锁定用户、编号、本期支付金额、支付

周期、期数、岗位、标段、开始日期、计算方式。 

中 间 支

付数据 

变更金额、本期支付、本期包干累计完成、项目编号、项目内容、上期末累计支付、

排序号、合同原金额、支付证书、变更后金额、本期累计支付。 

中 间 计

量 

计算依据、凭证编号、结束桩号、计算式、计算草图、草图描述、凭证编号、中间交

工号、图号、支付周期、部位、工程位置说明、标段、起始桩号。 

中 间 计

量清单 

本期完成计价变更量、是否审批修改、补差价计量 ID、是否修整计量、本期完成变

更量、本期实际完成量、工程清单、计量、金额、是否超计、本期完成计价量。 

9.2 进度监管数据

9.2.1主要包括计划投资进度、实际投资进度、进度偏离情况、投资进度反馈、形象进度分

项、计划形象进度、实际形象进度、进度偏离情况、形象进度反馈、中间支付证书、中间支付

数据、中间计量、中间计量清单等数据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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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数据归集应符合表 9.2 的要求 

表 9.2 进度监管数据归集要求 

归集数

据 
数据归集要素 

进度前

期 

任务名称，工期，前置工作，计划开始，计划完成，实际开始，实际完成等 

计划投

资进度 
标段名称、年份、月份、计划完成建安投资、计划完成建设投资等。 

实际投

资进度 
标段名称、年份、月份、实际完成建安投资、实际完成建设投资等。 

进度偏

离情况 
实际投资进度偏离计划投资进度按月、季、年计算百分比，累计百分比等。 

投资进

度反馈 
反馈时间、反馈人员、反馈方式、反馈内容等 

形象进

度分项 
建设项目编号、标段编号、分项编号、分项名称、合同量、计划起始时间、计划完成

时间 
计划形

象进度 
标段名称、年份、月份、形象进度分项、计划形象进度。 

实际形

象进度 
标段名称、年份、月份、形象进度分项、实际形象进度。 

进度偏

离情况 
形象进度实际与计划分项月、季、年度偏离百分比，累计百分比等。 

形象进

度反馈 
反馈时间、反馈人员、反馈方式、反馈内容等 

9.3 质量监管数据

9.3.1主要包括工地实验室、混凝土拌和、沥青拌合、沥青施工、预应力张拉压浆、构建二

维码形象等数据要素归集。 

9.3.2数据归集应符合表 9.3.1-9.3.9 的要求。 

表 9.3.1 工地实验室监管数据归集要求 

数据 要素 
曲线上

传标准

库 
项目编号、曲线名称、最大力名称等； 

检测业

务委托 
委托编号、检测性质、委托单位、委托日期、见证人、见证人证号 

检测样

品信息 
样品标识码、机构编号、样品代码、委托编号、样品组号 

检测报

告信息 

报告标识码、机构编号、报告编号、报告名称、委托编号、组号、龄期、报告结论、

检测日期、报告日期、检测人身份证号、检测人姓名、副检人身份证号、副检人姓名、

校核人身份证号、校核人姓名、校核日期、审核人身份证号、审核人姓名、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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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人身份证号、签发人姓名、签发日期、是否为阶段性报告 
检测报

告和样

品对应

关系 

报告标识码、样品序号、样品标识码、报告结论、合格状态(合格、不合格) 

检测报

告数据 
报告标识码、样品序号、属性名称、属性值、 

检测报

告文件 
报告标识码、文件路径、文件格式 

自动采

集试验 
曲线标识码、样品标识码、试验编码、试件序号、 

自动采

集数据 
样品标识码、试件序号、曲线标识码、属性名称、数据值 

自动采

集曲线 
曲线标识码、曲线名称、曲线最大值、曲线数据 

 

表 9.3.2 混凝土拌和监管系统数据归集要求 

数据 要素 

生产类 
设备名称、工程名称、施工部位、出料时间、采集时间、保存时间、

出料温度、水泥温度、每锅产量、油石比、水泥、0-4.75 骨料、4.75-9.5
骨料、9.5-19 骨料、19-31.5 骨料粉煤灰、矿粉、添加剂等 

误差类 
每次出料的实际配比、理论配比、偏差百分比（油石比、水泥、0-4.75
骨料、4.75-9.5 骨料、9.5-19 骨料、19-31.5 骨料、粉煤灰粉料 1、矿

粉、添加剂） 

超标类 
每次出料的超标值实际配比、理论配比、偏差百分比（油石比、水泥、

0-4.75 骨料、4.75-9.5 骨料、9.5-19 骨料、19-31.5 骨料、粉煤灰、矿

粉、添加剂） 

告警类 
设备名称、标段名称、工程名称、骨料、骨料告警等级、粉料、粉料

告警等级、添加剂、添加剂告警等级、油石比、油石比告警等级、水

泥、水泥告警等级等 
反馈类 反馈时间、反馈人员、反馈方式、反馈内容等 

 

表 9.3.4 沥青监管数据归集要求 

归集数

据 
归集要素 

生产类 
设备名称、工程名称、施工部位、出料时间、采集时间、保存时间、出

料温度、沥青温度、每锅产量、油石比、沥青、0-4.75 骨料、4.75-9.5
骨料、9.5-19 骨料、19-31.5 骨料、粉煤灰、矿粉、添加剂等 

误差类 
每次出料的实际配比、理论配比、偏差百分比（油石比、沥青、0-4.75
骨料、4.75-9.5 骨料、9.5-19 骨料、19-31.5 骨料、粉煤灰、矿粉、添加

剂） 
超标类 每次出料的超标值实际配比、理论配比、偏差百分比（油石比、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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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5 骨料、4.75-9.5 骨料、9.5-19 骨料、19-31.5 骨料、粉煤灰、矿粉、

添加剂） 

告警类 
设备名称、标段名称、工程名称、骨料、骨料告警等级、粉料、粉料告

警等级、添加剂、添加剂告警等级、油石比、油石比告警等级、沥青、

沥青告警等级等 
反馈类 反馈时间、反馈人员、反馈方式、反馈内容等 

 

表 9.3.5 沥青运输监管系统数据归集要求 

类型 具体内容 
运输

类 
运输车牌、运输开始时间、运输结束时间、运输时长、运输路径等 

误差

类 
每次运输的实际时长、理论时长、偏差百分比；每次运输的实际路径、理论路径、路径

偏差等 
告警

类 
运输车牌、运输开始时间、运输结束时间、运输时长、运输时长告警等级、运输路径、

运输路径告警等级等 
反馈

类 
反馈时间、反馈人员、反馈方式、反馈内容等 

 

表 9.3.6 沥青摊铺监管数据归集要求 

类型 具体内容 
摊铺

类 
摊铺时间、摊铺速度、摊铺温度、摊铺桩号等 

误差

类 
每次摊铺的实际时长、速度、温度，理论时长、速度、温度，偏差百分比等 

告警

类 
摊铺桩号、摊铺开始时间、摊铺结束时间、摊铺时长、摊铺时长告警等级、摊铺温度、

摊铺温度告警等级等 
反馈

类 
反馈时间、反馈人员、反馈方式、反馈内容等 

 

表 9.3.7 沥青碾压监管数据归集要求 

类型 具体内容 
碾压

类 
碾压路段、碾压时间、碾压速度、碾压温度、碾压桩号、碾压遍数等 

误差

类 
每次碾压的实际时长、速度、温度、遍数，理论时长、速度、温度、遍数，偏差百分比

等 
告警

类 
碾压路段、碾压遍数、碾压开始时间、碾压结束时间、碾压时长、摊铺时长告警等级、

碾压温度、碾压温度告警等级、碾压速度、碾压速度告警等级等 
反馈

类 
反馈时间、反馈人员、反馈方式、反馈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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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8 预应力张拉压浆监管数据归集要求 

数据 要素 
梁片

类 
梁号、梁型、张拉断面编号、张拉力、油表读数、伸长量等 

误差

类 
伸长率误差、锁定张拉力、控制张拉力等 

告警

类 
梁号、梁型、张拉断面编号、锁定张拉力、控制张拉力、伸长率误差、伸长率误差告警

等级等 
反馈

类 
反馈时间、反馈人员、反馈方式、反馈内容等 

 

表 9.3.9 构建二维码监管系统数据归集要素 

归集

数据 

要素 

预制

梁片 

梁片编码、桥梁编码、梁片设计跨度(m)、梁片设计重量(t)、混凝土设计强度(MPa)、混

凝土实测强度（Mpa）、混凝土张拉弹性模量（Mpa）、混凝土实测弹性模量(MPa)、 
钢绞线规格及每束根数、钢绞线总束数、张拉力(kN)、预应力筋编号示意图、跨中实测

起拱度(mm)、预应力钢绞线厂家、锚具型号、锚具厂家、浇筑时间、张拉时间、架设时

间、体系转换时间、钢筋绑扎班组长、钢筋绑扎班组长身份证号、混凝土浇筑班组长、

混凝土浇筑班组长身份证号、预应力张拉班组长、预应力张拉班组长身份证号、桥梁专

业监理工程师、桥梁专业监理工程师身份证号、试块检测人员试块检测人员身份证号、

设计图纸链接、备注、最后修改人 

支座 支座编码、桥梁编码、支座类型、支座尺寸、竖向容许荷载、纵向容许荷载、侧向容许

荷载、横桥向容许最大位移、纵桥向容许最大位移、安装日期、安装温度、生产厂家、

安装班组长、安装班组长身份证号、桥梁专业监理工程师、桥梁专业监理工程师身份证

号、支座检测人员、支座检测人员身份证号、支座相关图纸链接、备注、最后修改人 

伸缩

缝 

伸缩缝编码、桥梁编码、伸缩缝类型、缝宽、主要技术指标、安装日期、安装温度、生

产厂家安装班组长、安装班组长身份证号、桥梁专业监理工程师、桥梁专业监理工程师

身份证号、伸缩缝检测人员、伸缩缝检测人员身份证号、伸缩缝相关图纸链接、备注、

最后修改人 

墩柱 墩柱编码、桥梁编码、桩径（m）、桩长（m）、主筋（cm）、箍筋（cm）、泥浆三项

指标、浇筑日期砼强度、检桩类别、直径（m）、墩高（m）、墩柱主筋（cm）、墩柱

箍筋（cm）、墩柱浇筑日期、墩柱砼强度、竖直度、净保护层、钢筋绑扎班组长、砼浇

筑班组长、质检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试块检测人员、钢筋绑扎班组长身份证号、

砼浇筑班组长身份证号、质检工程师身份证号、专业监理工程师身份证号、试块检测人

员身份证号、墩柱相关图纸链接、备注最后修改人 

隧 道

二衬 

隧道编码、主筋（cm）/根数、箍筋（cm）/间距、两层钢筋间距、受拉（受压）钢筋绑

扎搭接长度、衬砌厚度、墙面平整度、浇筑时间砼强度、钢筋绑扎班组长、砼浇筑班组

长、质检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试块检测人员、钢筋绑扎班组长身份证号、砼浇筑

班组长身份证号、质检工程师身份证号、专业监理工程师身份证号、试块检测人员身份

证号、二衬相关图纸链接、备注、最后修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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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

高边

坡锚

固 

标段编码、里程桩号、锚孔深度、锚杆（索）间距、锚杆拔力（锚索张拉应力）、张拉

时间、张拉伸长率砂浆强度、浇筑时间、砼强度、砼浇筑班组长、张拉班组长、质检工

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试块检测人员、砼浇筑班组长身份证号、张拉班组长身份证号、

质检工程师身份证号、专业监理工程师身份证号、试块检测人员身份证号、二衬相关图

纸链接、备注、最后修改人 

 

9.4 人员监管数据

9.4.1 主要包括人员信息管理、考勤管理、门禁管理、农民工工资管理、培训教育、人员履

约、人员定位、人员资质、统计分析等数据归集。 

9.4.2 数据归集要求应符合表 9.5 的要求。 

表 9.5 人员监管数据要素归集要求 

项目 要素 
人员信息管

理 
人员档案分类，档案信息 

考勤管理 脸部、指纹、虹膜、RIFID 识别 
门禁管理 人员身份证 
农民工工资

管理 
人员工资数据、支付凭证数据 

培训教育 班组、指纹、图片、员工培训档案数据 
人员履约 人员履约数据 

人员定位 
告知危险区域数据、告警数据、反映施工人员所在位置、工种、进入施工区

域时间和停留时长数据 
人员资质 人员资质数据 
统计分析 实时人数，联动考勤信息与施工现场出入通道闸机数据 

9.5 安全监管数据

9.5.1 主要包括基础安全、风险源、危大工程、视频、通航安全预警、工地安全检查、安全

事故统计、安全责任监管等数据归集。 

9.5.2 数据归集要求应符合表 9.4 的要求。 

     表 9.4 安全监管数据要素归集要求 

项目 要素 

基础安全 
巡查人员数据、巡查记录、安全考试试卷、安全会议数据、安全抓拍数据、安

全评价数据 
风险源  风险源数据、动态风险源电子记录、移动终端即时采集数据 

危大工程 
重点安全管制区域视频、施工现场视频、危大工程施工进度 
 

视频 
项目部、三场、爆破品存放区、重大或隐蔽性施工作业区、重要交叉口影像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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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安全

预警 
传输航道的水文信息、气象信息 

工地安全

检查 
安全检查时间、检查地点、问题类型、严重等级、责任人、问题状态登记 

安全事故

统计 
安全检查情况，事故名称、事故等级、发生时间、发生地点、相关负责人 

安全责任

监管 
安全责任人，开工申请批复单编号、分部分项工程名称、桩号位置、安全责任

人姓名、安全责任人身份证等 

9.6 设备监管数据

9.6.1 主要包括设备二维码、车辆门禁管理、进出场管理、设备清单管理、设备安全管理、

设备异常预警等数据归集。 

9.6.2 数据归集要求应符合表 9.6 的要求。 

表 9.6 设备监管数据要素归集要求 

项目 要素 
设备二维码 设备基本信息、检验检测记录、维修保养记录、进出场记录 

车辆门禁管理 车辆身份证验证、车辆信息数据 

进出场管理 设备进出场存储记录 
设备清单管理 设备分类数据 

设备安全管理 
特种设备的工作环境参数、形变、位移及位置信息 
运行轨迹数据 

设备异常预警 设备检定时间等数据 

9.7 物料监管数据

9.7.1 主要包括物料出入库信息、物料库存信息、不合格物料信息等数据归集。 

9.7.2 数据归集应符合表 9.7 的要求。 

表 9.7 物料监管数据归集要素 

项目 要素 

物料出入库管理 

具有各生产物料出入库

信息 

不合格物料处理记录 

物料统计管理 生产物料出入库信息 

不合格物料统计 
分析各生产不合格物料

信息 

 

9.8 绿色监管数据

9.8.1 主要包括扬尘监测、噪声监测、水质监测、尾气监测、能耗管理等数据归集。 

9.8.2 数据归集应符合表 8.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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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 绿色监管要素归集要求 

项目 要素 

扬尘监测 实时检测扬尘数据 

噪声监测 噪声实时数据 

水质监测 
水中 PH、悬浮物、石油类参数因子的监控

数据 
水质数据 

尾气监测 尾气实时数据 

能耗管理 场站和设备能耗实时采集数据 

 

9.9 工地党建数据

9.9.1主要包括组织管理、学习管理、活动管理、宣传管理等数据归集。 

9.9.2工地党建数据要素归集应符合表9.9的要求。 

 

表9.9 工地党建数据归集要求 

项目 要素 
组织管理 党组织架构与党组成员信息数据 

学习管理 
党政建设制度文件、学习文件、活动记录等文件

数据 
活动管理 对党组织的各项活动的信息 
宣传管理 对党政建设管理的对外宣传事项,归档文件 

 

9.10 内业监管数据

9.10.1 主要包括工序报验、质量检测、中间检验、检验认可、质量评定、图纸管理、电子文

档管理、档案录入、库房管理等数据归集。 

9.10.2 数据要素归集应符合表 9.10 的要求。 

表 9.10 内业监管数据归集要求 

项

目 
要素 

工序报

验 

移动端工序现场数据、现场监理验收影像数据 

关联图纸、开工报告、首件工程、试验检测等质量管控数据 

质量检

测 

标准化质量检验表单数据 

质量检验量测在线填报、无纸化在线审批、CA 认证数字签名数据 

中间检

验 

中间检验报审填报、关联质量检验报表或附件上传、在线审批、数字签名、自动

归档数据 

自动向计量支付推送审批通过的质检资料数据 

检验认 检验认可在线填报、关联中间检验单报表及相关附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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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质量评

定 

关联质量检验单元设置数据 

分类型表单配置、报表设计、数据关联配置数据 

质量评定在线填报、关联中间检验检验认可、中间检验及相关附件、附件上传、

无纸化在线审批、数字签名、自动归档数据 

图纸管

理 

图纸 

图纸变更、版本上传、历史版本数据 

 

 

目录与业务功能文件 

电子文档目录与档案系统目录 

档案录

入 

自定义目录层级结构、信息列表、审批流程，电子签章业务 

档案信息 

电子文档目录、文件数据 

档案编号、目录页、背脊、二维码自动生成、打印 

库房管

理 

根据实际库房可虚拟库房、档案柜及档案盒参数 

支持在线档案 

借阅与

统计 

借阅、归还、在线审批、借阅统计和检索统计 

模糊查询、OCR 搜索、高级搜索、及全文检索 

10监管平台运行要求 
10.1 数据存储

10.1.1工程质量监控视频数据应永久保存，安保监控视频数据本地存储宜不少于 15 天，异

常事件预警视频数据由建设单位自行规定存储时间。 

10.1.2质量监管数据应保存至工程建设结束、根据建设单位要求移交至指定管理部门。 

10.2 数据备份

10.2.1应具有数据自动化备份功能，数据自动分类保存到存储介质中，对各应用系统及其他

信息数据进行集中的备份，在任意一台工作站上管理、监控、配置备份系统，实现分布处理、

集中管理。 

10.2.2备份系统应考虑网络带宽对备份性能的影响、选择及安全性、容量的适度冗余、良好

的扩展性等因素。 

10.3数据接口

10.3.1应包含所有功能系统及物联网设备的接口，数据内容应包含数据唯一标识、项目唯一

编码、采集设备唯一编码、数据采集时间等。 

10.3.2数据格式应支持包括 JSON、XML、文本等数据交换格式。 

10.3.3传输方式应支持从工地施工现场采集，支持从其他业务管理系统共享同步，支持由具

有权限的后台管理人员录入，支持有线和无线两种数据传输方式，采用 HTTP 等互联网通信

协议进行网络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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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传输频率应采集数据应按设置频率周期进行数据传输，传输频率应支持可配置，支持

按天、小时、分钟、秒设置。报警数据应在产生时实时传输。 

10.3.5信息化平台应采用标准的 SOA 规范，基于 HTTP 协议的 Web Service 服务实现 JSON 业

务数据接入。数据交换应支持多种数据格式的传递，包括数据对象、XML、文件。 

10.3.6应支持跨语言、操作系统调用。 

10.3.7数据接口应公开发布，实现各系统间数据共享。 

10.4通信互联

10.4.1 通信方式符合国际通用的接口、协议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不同数据库信息

应能共享。通信方式应可扩展、升级。 

10.5 信息安全

10.4.2信息安全内容及要求应符合GB/T 22239与GB/T 25070相关的规定，网络安全等级应不

低于二级等保要求。 

11 外部系统融合 

11.1.1应利用各种通用性平台实现基础设施层与应用层之间的互通，为外部系统提供标准数

据接口和交互。 

11.1.2与项目业主方系统融合应实现统一用户管理、统一身份认证及单点登录，应与业主方

建立 OA 系统、财务管理及合同管理。 

11.1.3与运营期系统融合系统应预留与运营期养护管理、路网管理、资产管理等系统融合应

用，各类业主方系统信息数据表和系统融合工作改进措施须按照相关要求定期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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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设备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 

A.1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见表A.1。 

表 A.1  人员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 

硬

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考勤机 用于参建单位人员考勤。 满足连接公共网络、数据上传要求。 

1.220V供

电； 

2.有线、

无线互联网接

入。 

门

禁闸机 

所有进场人员进行身份证验

证，录入实名制登记。 

1.结构坚固耐用、使用简单； 

2.具有断电落杆，通电手动上杆、

自动恢复加锁状态功能； 

3.可与各种读写设备相挂接，便

于系统集成，并可通过管理计算机实

现远程控制与管理； 

4.支持 RFID 门禁卡、安全帽门

禁、人脸识别以及虹膜识别等； 

5.电源电压：AC220V±30V，50Hz，

工作环境温度：-15℃~ 75℃，湿度：

小于 95%RH。 

1.管理区

域需封闭建

设、地面硬化。 

2.220V供

电； 

3.有线、

无线互联网接

入。 

人

员定位 

对施工人员进行定位，记录现

场施工人员的分布状况和运动轨

迹。 

1.采集运动轨迹定位精度≤5m，

采样数≤3 次/s； 

2.硬件设备和服务器的时钟同步

误差≤1s；  

3.将采集到的实时监测数据发送

给服务器时长≤3s。 

移动信号覆

盖。 

远

距离读

卡器 

确定进出隧道施工人员方向，

用于测量人员经过位置。 

1.数据稳定读取距离在 0m~5m 范

围内； 

2.平均无故障时间≥70000h； 

3.工作寿命≥5 年。 

220V 供电。 

RF

ID 

识别标签设置在现场人员的安

全帽上，无障碍通过门禁闸机，配

合远距离读卡器对隧道内部人员进

行定位。 

1.写卡距离在 0m~15m 范围内； 

2.识别响应时间≥0.2s； 

3.防护等级≥IP34。 

隧道布设局域

网络。 

A.2 设备管理 

征
求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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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见表A.2。 

表 A.2  设备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 

硬

件

名

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

试 

设

备

定

位 

对施工机械进行定位，记录现场施工机械的分布状况

和运动轨迹。 

1.要求采集运动轨

迹定位精度≤5m，采样

数≥5 次/min； 

2.要求硬件设备和

服务器的时钟同步误差

≤1s； 

3.采集发送时长

≤3s； 

4.支持断点续传时

间 24h。 

- 

车

辆

门

禁 

识别车辆信息，自动化控制出入。 

1.≥200 万像素高

清车牌识别摄像头，识

别率白天≥99.8%、夜间

≥99.6%； 

2.内置补光灯，可

根据环境亮度调节补光

亮度； 

3.车牌识别种类：

普通蓝牌、黑牌、黄牌、

双层黄牌、警车车牌、

新能源车牌； 

4.具备脱机使用功

能； 

5.数据传输功能，

实现车辆出入场时间、

车辆号牌参数上传。 

6.工作温度：

-40℃-65℃； 

7.IP66 防水等级，

超强防水机身； 

地感、超声波或红

外监测适应不同施工使

用要求。 

1.

管理区

域需封

闭建设、

地面硬

化； 

2.

220V 供

电； 

3.

有线、无

线互联

网接入。 

特

种

机

械

所用到的硬件有：起重量限制器、起重力矩限制器、

起升高度限位器/下降深度限位器、运行行程限位器、幅

度限位器（幅度指示器）、偏斜限位器、联锁保护安全装

置、水平传感器、抗风防滑装置、风速仪装置、回转限制

所有硬件指标需满足

《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

系统》GB/T28264 的相关要

求。 

- 

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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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件

名

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

试 

安

全

管

控 

器、同一或不同一轨道运行机构防碰撞装置、垂直传感器、

超速保护装置、供电电缆卷简安全限位、起升机构制动器、

过孔、防后倾装置。 

A.3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见表A.3。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 

硬件

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试

验

检

测

管

控 

力学

试验 

对压力试验机、万

能试验机、抗压抗折一

体机的试验数据实时

采集、传输。 

1.电脑最低配置要求。主板：Intel 工业

级主板可在恶劣环境下长时间高负荷运转；

CPU：Intel 酷睿 I5 处理器四核 2.0GHz；内

存:4GDDR3；硬盘 128G；接口支持 USB、网口、

VGA、HDMI、WIFI、PCIE 等多种接口；网卡：

内置 10/100M 网卡；支持电容屏触摸，触摸次

数≥4500 万次；具有 7×24 小时全天候持续运

行能力； 

2.工作温度-25℃~+75℃； 

3.工作湿度 10%~90%无冷凝； 

4.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 

1.提供可

解析的试验数

据文件，如不能

提供试验数据

文件，需具备数

据输出串口、网

口，并提供数据

传输协议； 

2.支持数

据互联网传输； 

3.有线、无

线网络覆盖。 

沥青

试验 

对沥青的针入度、

延度、软化点的试验数

据实时采集、传输。 

沥青

混合

料试

验 

对沥青混合料的

稳定度、流值的试验数

据实时采集、传输。 

红外

光 

谱仪 

快速鉴别沥青的

品牌、型号、批次及产

地，判断沥青添加剂的

种类。 

1.波数范围不小于：（500~4000）cm
-1
； 

2.分辨率≤1cm
-1
； 

3.信噪比≥30000:1； 

4.应配有 ATR 附件。 

本地能够存储

试样和母样图谱，数

据可解析，并提供解

析协议。 

预应

力孔

道压

浆无

损检

测 

预应力孔道压浆

无损检测硬件具有信

号采集、滤波、放大、

显示、储存、信号处理、

分析、成像、GPS 定位、

位置信息记录以及网

络上传登记功能，可对

信号采集及处理仪要求： 

1.数据采集装置的模/数（A/D）转换位数

不得低于 16 位； 

2.双通道最小采样间隔不得低于 4μs，采

样点不少于 2048 点。 

传感器要求： 

1.选用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 

- 

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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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质量缺陷定位、定性判

定。 

2.选用电荷式（电荷输出）而不宜选用放

大器内置式（电压输出）； 

3.传感器的频响曲线的有效范围应覆盖

测试信号的频带范围。频响曲线有效范围控制

在 0kHz~20kHz。传感器的自振（谐振）频率在

30kHz~50kHz。 

放大器要求： 

1.电荷放大器，最大增益宜大于 60dB；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

装

调

试 

路

基施

工管

控 

预

应力孔

道压浆

无损检

测 

预应力孔道压浆无损检测硬件具有信号采

集、滤波、放大、显示、储存、信号处理、分析、

成像、GPS 定位、位置信息记录以及网络上传登记

功能，可对质量缺陷定位、定性判定。 

2.放大器应具有滤波机能； 

3.放大器的频响范围应宽于传感

器的频响范围。 

-

碾 压 定

位 

采集压路机的碾压速度、碾压遍数、碾压轨

迹。 

1.防护等级要求达到IP66的要求； 

2.压路机的定位精度≤5cm； 

3.压路机速度检测精度

≤0.01m/min； 

4.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

≥100000h； 

5.具有状态显示功能，对电源状

态、运行状态、异常状态具有相

应指示； 

6.具有过压、欠压、短路保护功能

（自恢复）； 

7.要求采集碾压过程的位置差分

定位精度≤5cm，速度精度偏差

≤0.01km/h； 

8.实时导航显示的当前运行轨迹

要求和真实运行轨迹的时间误差

≤0.5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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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

装

调

试 

9.将采集到的实时监测数据发送

给服务器时长≤3s，无网时发送

到服务器上的时长≤24h； 

10.具有局域网信号覆盖半径

≥600m。 

振 频 振

幅 采 集

器 

采集振动压路机的振频振幅 

1.灵敏度 100mv/g； 

2.频率范围 0.5Hz~5000Hz 

3.谐振频率 50kHz； 

4.量程 0g~50g； 

5.抗冲击 500g； 

-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路基

施工管控 

振 频 振

幅 采 集

器 

采集振动压路机

的振频振幅 

6.通道带宽 0kHz~100kHz； 

7.通道内波动±0.2dB； 

8.采样方式连续或静态； 

9.最高采样率连续采样方式

200kHz/8CH，静态采集方式

1MHz/CH； 

- 

路 基 沉

降 观 测

监 管 硬

件 

采集路基内部的

沉降和位移 

1. 柔性位移计、垂向土应变计水、

平向土应变计，量程≥30mm、灵

敏度≤0.01mm； 

2. 软基深层垂直应力盒、深层水平

应力盒，量程≥0.3MPa、灵敏度

≤0.0001Mpa； 

3. 单点沉降计，量程≥100mm、灵

敏度≤0.01mm。 

- 

水 泥 搅

拌 桩 检

采集水泥流量、

搅拌钻头垂直移动

1.对每根桩分数段处理，最小分段

0.1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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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水

泥

稳

定

碎

石

基

层

施

工

管

拌和站监

控模块 

实时采集拌和楼各

集料、水泥、水的

料仓数据。 

9.支持数据中心动态域名和 IP 地址访问； 

10. 支持 DNS 动态获取； 

11. 支持双数据中心备份； 

12. 支持多数据中心同时接收数据； 

13. 支持断网数据续传功能； 

14. 防护等级 IP65 以上； 

15.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25℃~85℃； 

16. 工作环境湿度范围：5%~95%RH； 

17. 具有运行、联网、数据收发和电源异常

支持控制软

件及硬件改造，使

控制系统可在规

定的间隔自动采

集生产数据。 

测硬件 量、移动速度的施工

参数 

2.制浆能力≥12m
3
/h； 

3.支持北斗：B1，B3；支持 GPS：L1，

L2； 

4.数据上传时长≤3s； 

5.支持数据中心动态域名和 IP 地址

访问； 

6.支持断网数据续传功能； 

7.防护等级达到 IP65 以上； 

8.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 

水泥

稳定碎石

基层施工

管控 

拌 和 站

监 控 模

块 

实时采集拌和楼

各集料、水泥、水的

料仓数据。 

1.准确度：传输丢包≤1/10000 条； 

2.读写精度：99%； 

3.采样频率≥5 次/min，采集间隔可

实时授权传输； 

4.冷启动时间≤5s； 

5.数据上传时长≤3s； 

6.通信模块支持 3G/4G/5G 全网通； 

7.网络支持 TCP/UDP 透明数据传输； 

8.支持虚拟数据专用网（APN/VPDN）； 

支持控制软件及硬件

改造，使控制系统可在规

定的间隔自动采集生产数

据。  

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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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控 状态告警指示； 

18. 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短路保

护等功能； 

19.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 

20. 接收灵敏度≤-105dBm，发射功率 23dBm； 

21. 具体防静电、防浪涌等 EMC 安全隔离保

护等功能，适合在复杂的工控环境下使

用。 

运输车辆

识别模块 

对运输车的装料时

间、出场时间和卸

料时间、运输轨迹

进行采集。 

1. 读写准确度：误差范围≤1/1000 次； 

2.读写精度：99%； 

3.灵敏度：冷启动时间≤10s； 

4.采集间隔≤1s； 

5.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100000h； 

6.防护等级要求达到 IP65 以上； 

7.作环境湿度范围：5%RH~95%RH； 

8.具有运行状态、电源异常状态告警指示； 

9.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短路保护

功能； 

10.工作频 902MHz~928MHz/865MHz~868MHz； 

-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

装

调

试 

水泥

稳定碎石

基层施工

管控 

运输车

辆识别

模块 

对运输车的装料时

间、出场时间和卸料时

间、运输轨迹进行采集。 

11.天线增益 8dBi 圆极化，天线功率 1W； 

12.支持协议 ISO18000-6C 或 ISO18000-6B； 

13.通信接口 Wiegand26\34\42、RS485、RS232 数据接

口； 

14.支持北斗、GPS 定位。 

- 

摊铺模 实时采集轨迹、速 1.实时动态定位精度（水平）：≤1.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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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

装

调

试 

块 度，识别运输车辆。 2.支持 SMS 短消息、GPRS、TCP/IP； 

3.支持北斗：B1，B3；支持 GPS：L1，L2； 

4.冷启动时间≤10s； 

5.数据上传时长≤3s； 

6.支持数据中心动态域名和 IP 地址访问； 

7.支持断网数据续传功能； 

8.防护等级达到 IP65 以上； 

9.工作环境温度范围：-25℃~85℃； 

10.工作环境湿度范围：5%RH~95%RH； 

11.具有运行状态、电源异常状态告警指示； 

12.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短路保护等功能； 

13.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 

14.支持历史数据存储、报警事件存储、系统日志存储、

实时数据存储、终端参数存储、补报报文存储功能； 

15.支持实时检测设备状态是否正常，检测项包括供电

状态、供电电压、信号强度、箱门开关状态等，当发

生异常发出报警信息； 

16.满足车载宽压 9V~36V 输入，数据采集接口采用电气

隔离设计； 

17.数据采集采用定时轮询、告警主动上报模式，具有

传感器级故障告警。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

装调

试 

水泥稳定

碎石基层施工

管控 

碾 压

模块 

采集压路机的碾压速

度、碾压遍数、碾压轨迹。 

1.实时动态定位精度（水平）：≤2.0cm； 

2.速度采集精度：±0.5km/h； 

3.支持北斗：B1，B3；GPS：L1，L2； 

4.支持基站差分或 CORS 网络差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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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

装调

试 

5.车载平板电脑支持多点触控，尺寸不小于 8

寸； 

6.冷启动时间≤10s； 

7.数据上传时长≤3s； 

8.支持数据中心动态域名和 IP 地址访问； 

9.支持断网数据续传功能； 

10.防护等级要求达到 IP65 以上； 

11.工作环境温度范围：-25℃~85℃； 

12.工作环境湿度范围：5%RH~95%RH； 

13.具有运行状态、电源异常状态告警指示； 

14.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短路保护等

功能； 

15.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 

16.外置高增益测量型天线，支持北斗 B1，B2、

GPSL1，L2，L5； 

17.户外高亮 LED 显示屏显示当前温度、速度； 

18.支持 3G/4G/5G 数据传输； 

19.RS232 数据端口、RS485 数据总线、LAN 等

数据接口，采用电气隔离设计； 

20.电源输入满足 9V~48V，采用电气隔离设计； 

21.高速网络数据传输通道，可连接视频监控设

备实现实时视频、语音传输； 

22.支持 HTTP、NTRIP、TCP/IP 传输协议。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

装

调

试 

沥 拌 和 对沥青混合料拌和生产过程中温度（料仓 拌和站数据采集设备 -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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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

装

调

试 

青面

层施

工管

控 

站 监

控 模

块 

温度、沥青温度、拌和温度、出料温度）、材

料质量（矿料质量、沥青质量、矿粉质量）及

拌和时间实时采集 

1.准确度：传输丢包≤1/10000 条； 

2.读写精度：99%； 

3.采样频率≥5 次/min，采集间隔可

实时授权传输； 

4.冷启动时间≤5s； 

5.数据上传时长≤3s； 

6.通信模块支持 3G/4G/5G； 

7.网络支持 TCP/UDP 透明数据传输； 

8.支持虚拟数据专用网（APN/VPDN）； 

9.支持数据中心动态域名和 IP 地址

访问； 

10.支持 DNS 动态获取； 

11.支持双数据中心备份； 

12.支持多数据中心同时接受数据； 

13.支持断网数据续传功能； 

14.防护等级要求达到 IP65 以上； 

15.工作环境温度范围：-25℃~85℃； 

16.工作环境湿度范围：5%RH~95%RH； 

17.具有运行、联网、数据收发和电

源异常状态告警等指示； 

18. 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

短路保护等功能； 

19.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

小时； 

20. 接收灵敏度≤-105dBm，发射功

率 23dBm； 

21. 具有防静电、防浪涌等 EMC 安全

隔离保护等功能，适合在复杂的

工控环境下使用。 

出料口温度监测设备 

1. 温度采集范围：-20℃~300℃；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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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

装

调

试 

沥

青面

层施

工管

控 

拌 和

站 监

控 模

块 

对沥青混合料拌和生产过程中温度

（料仓温度、沥青温度、拌和温度、出料

温度）、材料质量（矿料质量、沥青质量、

矿粉质量）及拌和时间实时采集 

2.温度采集精度：±1℃； 

3.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50000h； 

4.防护等级要求达到 IP65 以上； 

5.工作环境温度范围：-25℃~85℃； 

6.工作环境湿度范围：5%RH~95%RH； 

7.具有运行状态、电源异常状态告警指

示； 

8.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短路

保护等功能。 

 

运 输

车 辆

识 别

模块 

对运输车的装料时间、出场时间和卸

料时间、运输轨迹进行采集。 

1.读写准确度：误差范围≤1/1000 次； 

2.读写精度：99%； 

3.灵敏度：冷启动时间≤10s； 

4.采集间隔≤1s； 

5.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100000h； 

6.防护等级要求达到 IP65 以上； 

7.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25℃~85℃； 

8.工作环境湿度范围：

5%RH~95%RH； 

9.具有运行状态、电源异常状态

告警指示； 

10.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

源短路保护等功能； 

11.工作频率

902MHz~928MHz/865~868MHz； 

12.支持协议 ISO18000-6C 或

ISO18000-6B； 

-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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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

装

调

试 

13.通信接口 Wiegand26\34\42、

RS485、RS232 数据接口； 

14.支持北斗、GPS 定位。 

摊 铺

模块 

实时采集轨迹、温度、速度，识别运

输车辆。 

1.温度采集范围：-20℃~300℃； 

2.温度采集精度：±1℃； 

3.实时动态定位精度（水平）：

≤1.0m； 

4.速度采集精度：≤0.5m/min； 

-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沥

青

面

层

施

工

管

控 

摊铺模块 

实时采集轨迹、温

度、速度，识别运

输车辆。 

5.支持北斗：B1，B3；GPS：L1，L2； 

6.冷启动时间≤10s； 

7.数据上传时长≤3s； 

8.支持数据中心动态域名和IP地址

访问； 

9.支持断网数据续传功能； 

10.防护等级要求达到 IP65 以上； 

11.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25℃~85℃； 

12.工作环境湿度范围：

5%RH~95%RH； 

13.具有运行状态、电源异常状态告

警指示； 

-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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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14.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

短路保护等功能； 

15.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 

16.支持历史数据存储、报警事件存

储、系统日志存储、实时数据存储、终

端参数存储、补报报文存储功能； 

17.支持实时检测设备状态是否正

常，检测项包括供电状态、供电电压、

信号强度、箱门开关状态等，当发生异

常发出报警信息； 

18.满足车载宽压 9V~48V 输入，数

据采集接口采用电气隔离设计； 

19.数据采集采用定时轮询、告警主

动上报模式，具有传感器级故障告警； 

20.支持 SMS 短消息、GPRS、TCPIP。 

碾压模块 

采集压路机的碾压

速度、碾压遍数、

碾压轨迹、碾压温

度。 

1.温度采集范围：-20℃~300℃； 

2.温度采集精度：±1℃； 

3.实时动态定位精度（水平）：

≤2.0cm； 

4.速度采集精度：±0.5km/h； 

5.支持北斗：B1，B3；GPS：L1，L2； 

6.支持基站差分或 CORS 网络差分； 

-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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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沥

青

面

层

施

工

管

控 

碾压模块 

采集压路机的碾压

速度、碾压遍数、

碾压轨迹、碾压温

度。 

7.车载平板电脑支持多点触控； 

8.冷启动时间≤10s； 

9.数据上传时长≤3s； 

10.支持数据中心动态域名和 IP 地

址访问； 

11.支持断网数据续传功能； 

12.防护等级要求达到 IP65 以上； 

13.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25℃~85℃； 

14.工作环境湿度范围：

5%RH~95%RH； 

15.具有运行状态、电源异常状态告

警指示； 

16.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

短路保护等功能； 

17.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 

18.外置高增益测量型天线，支持北

斗：B1/B2，GPS：L1/L2/L5； 

19.户外 LED 显示屏显示当前温度、

速度； 

20.支持 3G/4G/5G 数据传输； 

21.RS232 数据端口、RS485 数据总

线、LAN 等数据接口，均采用电气隔离设

计； 

-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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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22.源输入满足 9V~48V，采用电气隔

离设计； 

23.高速网络数据传输通道，可连接

视频监控设备实现实时视频、语音传输； 

24.支持 HTTP、NTRIP、TCP/IP 传输

协议。 

桥

涵

结

构

物

施

工

管

控 

拌和站监

控模块 

实时采集水泥混凝

土拌和楼各集料、

水泥、水的料仓数

据。 

1.准确度：传输丢包≤1/10000 条； 

2.读写精度：99%； 

3.采样频率≥5 次/min，采集间隔可

实时授权传输； 

4.冷启动时间≤5s； 

5.数据上传时长≤3s； 

 

-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桥

涵

结

构

物

施

工

管

拌和站监

控模块 

实时采集水泥混凝

土拌和楼各集料、

水泥、水的料仓数

据。 

6.通信模块支持 3G/4G/5G； 

7.网络支持TCP/UDP透明数据传输； 

8.支持虚拟数据专用网

（APN/VPDN）； 

9.支持数据中心动态域名和IP地址

访问； 

10.支持 DNS 动态获取； 

-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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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控 11.支持双数据中心备份； 

12.支持多数据中心同时接受数据； 

13.支持断网数据续传功能； 

14.防护等级 IP65 以上； 

15.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25℃~85℃； 

16.工作环境湿度范围：

5%RH~95%RH； 

17.具有运行、联网、数据收发和电

源异常状态告警等指示； 

18.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

短路保护等功能； 

19.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 

20.接收灵敏度≤-105dBm，发射功

率 23dBm； 

21.具体防静电、防浪涌等 EMC 安全

隔离保护等功能，可在复杂的工控环境

下使用。 

运输车辆

识别模块 

对水泥混凝土运输

车的装料时间、出

场时间和卸料时

间、运输轨迹进行

采集。 

1.读写准确度：误差范围≤1/1000

次； 

2.读写精度：99%； 

3.灵敏度：冷启动时间≤10s； 

4.采集间隔≤1s； 

-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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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5.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100000h； 

6.防护等级要求达到 IP65 以上； 

7.作环境湿度范围：5%RH~95%RH； 

8.具有运行状态、电源异常状态告

警指示； 

9.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

短路保护等功能；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桥

涵

结

构

物

施

工

管

控 

运输车辆

识别模块 

对水泥混凝土运输

车的装料时间、出

场时间和卸料时

间、运输轨迹进行

采集。 

10.工作频率 902MHz~928MHz/865 

MHz ~868MHz； 

11.天线增益 8dBi 圆极化，天线功

率 1W； 

12.支持协议 ISO18000-6C 或

ISO18000-6B； 

13.通信接口 Wiegand26\34\42、

RS485、RS232 数据接口； 

14.支持北斗、GPS 定位。 

-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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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智能张拉 

采集张拉应

力、加载速率、停

顿点、持荷时间的

数据。 

1.准确度：传输丢包≤1/10000 条； 

2.读写精度：99%； 

3.采样频率≥5 次/min，采集间隔可

实时授权传输； 

4.冷启动时间≤5s； 

5.数据上传时长≤3s； 

6.通信模块支持 3G/4G/5G； 

7.网络支持TCP/UDP透明数据传输； 

8.支持虚拟数据专用网

（APN/VPDN）； 

9.支持数据中心动态域名和IP地址

访问； 

10.支持 DNS 动态获取； 

11.支持断网数据续传功能； 

12.防护等级 IP65 以上； 

13.具有运行、联网、数据收发和电

源异常状态告警等指示； 

14.具有电源欠压、电源过压及电源

短路保护等功能； 

15.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 

1.提供

可解析的试

验数据文件，

如不能提供

试验数据文

件，需具备数

据输出串口、

网口，并提供

数据传输协

议； 

2.支持

数据互联网

传输。 

智能压浆 

采集水胶比、压力、

流量数据。 

智能养生

机器人 

采集养生构件的温

度、干湿度数据，

根据温度、干湿度

养护喷淋自动控制系统 

1.通信模块支持 3G/4G/5G； 

2.养生构件温度、湿度数据可采集。 

1.符合

养生条件的

水源；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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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自动调节养生用水

喷淋量。 

 2.220v

供电。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桥

涵

结

构

物

施

工

管

控 

智能养生

机器人 

采集养生构件的温

度、干湿度数据，

根据温度、干湿度

自动调节养生用水

喷淋量。 

智能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1.通信模块支持 3G/4G/5G； 

2.精度测量误差≤0.5%。 

安全供电系统 

1.24V 蓄电池及充放电管理单元； 

2.防漏电、触电保护器。 

自动增压系统 

1.具备自吸增压单元； 

2.具备高压电磁阀流量控制单元； 

智能轨道车系统 

1.养生轨道长度可任意拼接； 

2.轨道表面具有防锈功能。 

1.符合

养生条件的

水源； 

2.220v

供电。 

隧道施工管控 

采集隧道裂缝发展

速率、地表沉降、

拱顶沉降的数据。 

裂缝计： 

1.分辨率不应小于 0.02mm； 

2.正常工作温度范围-20℃~80℃； 

3.防护等级：不小于 IP68。 

流速计： 

1.隧道

布设局域网

络； 

2.220V

供电。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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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1.测量范围：流速测量

0.000m/s~10.000m/s； 

2.测量精度：±1.0%； 

3.通讯方式：RS-232、RS-485，GSM

无线数据远传。 

应变计： 

1.测量精度不低于 0.1%。 

2.正常工作温度范围：

-40℃~150℃； 

3.绝缘电阻≥50MΩ。 

激光变形监测传感器： 

1.测量量程为 0.5m~20m，测量精度

±1.5mm 

 

表 A.3  质量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续）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隧道施工管控 

采集隧道裂缝发展

速率、地表沉降、

拱顶沉降的数据。 

2.角度测量范围：0°~90°，分辨

率为 0.1°； 

3.正常工作温度范围：-15℃~50℃； 

4.数据传输频率可进行远程设置。 

无线中继设备： 

1.无线中继宜采用 2.4GHz 或

433MHz 通讯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1.隧道

布设局域网

络； 

2.220V

供电。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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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2.正常温度范围：-15℃~50℃。 

A.4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见表A.4。 

表 A.4  安全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 

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视频抓拍

设备 

对施工现场未佩

戴安全帽、安全

绳、救生衣的事件

进行抓拍。 

1. 支持图片、H264/H265格式的rtsp视频流，拍

摄角度采取平视或者一定角度的俯视，不能完

全俯视； 

2. 识别准确率≥95%，图片分辨率≥200万像素； 

3. 服务器最低配置要求：CPU i7处理器，内存（双

4G）；硬盘（SATA，500G，7200转）。 

- 

视频监控 

设备 

实时采集施工现

场的影像资料。 

1. 摄像机采用网络球形摄像机，图像采集分辨率

不应低于1920×1080（1080P），光学变焦倍

数不小于20倍，数字变焦倍数不小于10倍，具

备红外探测功能； 

2. 录像存储时间：不少于30天； 

3. 监控中心采用不间断电源供电； 

4. 监控点防雷与接地。 

1. 监控点具备

供电设施； 

2. 监控点传输

要求摄像机

至现场采用

有线光缆或

大于50Mbps

无线传输。 

通航安全

预警 

对驶入桥梁施工

区域的船舶预警。 

甚高频： 

1. 发射音频谐波失真≤10%； 

2. 交流噪声≤-40dB； 

3. 频偏最大±5kHz； 

4. 寄生辐射≤0.25μw。 

热成像云台摄像机： 

1. 测温范围-20℃~350℃，可以扩展到2000℃，

测温精度小于2℃； 

2. 成像范围0.3m~∞； 

3. 可根据气象参数自动计算并校正温度； 

4. 测温模式实时显示光标点温度、全局高低温追

踪、全局平均温度、点、线、矩形、圆、椭圆、

多边形等； 

5. 支持宽动态、日夜转换、数字降噪、3D降噪、

自动/半自动/手动聚焦、光学透雾； 

6. 云台参数：水平范围0°~360°；水平键控速

度：（0.01°~160°）/s，垂直范围：

-45°~+45°，垂直键控速度：（0.01°~40°）

1. 220V供电； 

2. 有线、无线互

联网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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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名称 硬件功能 硬件指标 安装调试 

/s。 

A.5 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见表A.5。 

表 A.5  环境管理硬件指标、安装调试要求 

硬件 功能 指标 安装调试 

扬尘

监测 

采集PM2.5、PM10、

PM100、环境温度、空气

湿度、风速、风向、噪声

数据。 

1. 具有实时监测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环境风速风

向、环境噪音、环境温度湿度并能实时显示在

LED屏幕的功能； 

2. 具有自动控制除尘雾炮设备功能，监测到可吸

入颗粒物浓度超标时自动开启除尘雾炮； 

3. 电源电压：AC 220V±30V，50Hz； 

4. 工作环境温度：-15℃~75℃； 

5. 湿度：小于95%RH，不凝露。 

1. 220V供电； 

2. 有线、无线互

联网接入。 

 

噪声

监测 
采集噪声等数据。 

1. 噪声：30dB~130dB； 

2. 电源电压：AC 220V±30V，50Hz； 

3. 工作环境温度：-15℃~75℃； 

4. 湿度：小于95%RH，不凝露。 

1. 220V供电； 

2. 有线、无线互

联网接入。 

 

水质

监测 

采集施工水域PH、悬浮

物、石油类污染数据。 

1. 测量精度误差≤±5%； 

2. 重复性误差≤±5%； 

3. 监测频次：不少于1次/2月； 

4. 监测时间：连续2天，1次/天。 

1. 220V供电； 

2. 有线、无线互

联网接入。 

 

尾气

监测 

采集施工区域工程机械

尾气浓度等数据。 

1.  测量范围： 

HC  0～2000×10-6 

CO  0～10.00% 

CO2  0～18.0% 

O2   0～25.00% 

NO  0～5000×10-636 

2.  点漂移：≤±2%F.S./d； 

3.  量程漂移：≤±2%F.S./d； 

4.  输出接口：RS-232； 

5.  采样流量：2.0L/min±0.2L/min； 

6.  AC 220V±30V，50Hz； 

7. 工作环境温度：-15℃~40℃； 

8.  小于95%RH，不凝露。 

1. 220V供电； 

2. 有线、无线互

联网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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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主数据要素清单 
主数据项 数据要素 

建设项目数据 
应包括所属地区、项目名称、项目类型、建设规模、预算总额等要素，可以包括

开工日期、通车日期等元素。 

合同标段数据 
应包括项目名称、标段名称、标段类型、合同金额、里程、开始桩号、结束桩号

等要素，可以包括开工日期、其实地名、合同批准人等元素。 

桥梁数据 
应包括所属标段、桥梁名称、桥梁类型、左右幅、开始桩号、中心桩号、结束桩

号、长度等要素，可以包括梁片数量、结构形式、桥梁组合等元素。 

隧道数据 
应包括所属标段、隧道名称、左右幅、隧道类型、开始桩号、中心桩号、隧道长

度等要素，可以包括洞口形式等元素。 

服务区数据 
应包括所属标段、服务区名称、桩号等要素，可以包括城市、区县、挖方、填方、

弃方等元素。 

出入口数据 
应包括所属标段、出入口名称、主线桩号、车道数、路宽等要素，可以包括挖方、

填方、弃方等元素。 

项目经理部数据 
应包括所属建设单位、所属标段、项目部经理名称等要素，可以包括负责人、联

系人、联系电话、地址等元素。 

业主数据 
应包括所属单位名称、单位编码等要素，可以包括单位全称、单位地址、负责人、

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元素。 

工地实验室数据 
应包括所属检测单位、所属标段、所属实验室类别、实验室编号、实验室名称等

要素，可以包括实验室主任、项目经理、计量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元素。 

总监办数据 
应包括所属标段名称、所属监理单位、总监办名称等要素，可以包括负责人、联

系人、联系人电话、地址等元素。 

施工班组数据 
应包括项目名称、标段名称、班组名称、班组性质、班组种类、班组子种类、班

组长姓名、班组长身份证号等要素。 

分部分项 
应包括所属标段、 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

子分项工程、工程类型 

施工工序 应包括工程类型、工序名称、工序编码 

人员数据 包括各参建单位人员信息、施工劳务人员等基础信息数据。 

机械设备 包括施工机械设备、拌合站、运输车辆等基础信息数据。 

物料类别 包括钢筋、混凝土、砂石料、配料及辅料等物料类别分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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