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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公路全生命周期数据传递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公路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表达内容及数据传递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扩）建智慧公路项目以及在役公路智慧化提升改造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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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01-2018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JTG B01-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智慧公路 smart highway

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围绕设计、建设、养护、路网管理全

生命周期，在对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各种要素（包括人、车、路、环境）全面感知、泛在互联的基础上，

为管理者和公众提供面向服务、安全、效率的新一代公路交通运输系统。

3.2

公路全生命周期 intelligent maintenance based on life cycle concept

公路设计、建设、养护、路网管理各个阶段。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SV: 逗号分隔值（Comma-Separated Values）

C-V2X: 基于蜂窝网络的车联网通信技术（Cellular Vehicle to Everything）

DSRC: 专用短程通信技术（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V2X: 车联网通信技术（Vehicle to Everything）

IOV: 车联网（Internet of Vehicles）

IOT: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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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JSON: 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LBS: 基于位置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s)

OBU: 车载单元（On Board Unit)

RSU: 路侧单元（Road Side Unit）

XML: 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5 总体框架

总体框架见图 1。

养护方案数据、养护工程计划数据、养护工程实施管

理、巡检地图数据、养护巡查记录、养护事件数据

交通参数监测数据、交通事件检测数据、调度系统数

据、调度系统数据、气象环境感知数据、交通运行状

态补充数据、气象服务数据、

交通参数监测数据

、交通事件检测数

据、气象环境感知

数据

养护管理

健康监测数据

资产管理数据

养护工程管理数据

养护巡查管理数据

养护决策管理数据

建设管理

计量支付数据

工程建设管理

设计管理

设计过程数据

信息化模型数据

基础设施静态数据

路网管理

交通运行状态监测数据

公路业务系统数据

公路路域环境感知数据

外部业务数据

初步设计图纸、施工图设计图纸、竣工图图纸；道
路、桥梁、隧道、隧道、交通安全设施、交通安全设
施模型数据；路线、路基、路面、桥梁涵洞、隧道、

沿线设施基础数据

模型数据、模
型描述数据、
施工质量监测
数据、施工期
结构健康监测

数据

图 1 总体框架图

6 设计管理数据应用

6.1 一般规定

6.1.1 设计管理阶段数据包括设计过程数据、信息化模型、基础设施静态数据等。

6.2 数据应用要求

6.2.1 设计过程数据

设计过程数据宜包括立项管理数据、电子图纸、会议纪要等。设计过程数据表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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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设计过程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立项管理数据 宜包含工程可行性批复文件、用地管理文件、初步勘测报告、详细勘测报告等。

2 电子图纸 宜包含初步设计图纸、施工图设计图纸、竣工图图纸等。

3 会议纪要 宜包含初步方案会议纪要、中期方案会议纪要、部门对接会议纪要等。

6.2.2 信息化模型

信息化模型应包括道路模型数据、桥梁模型数据、隧道模型数据、涵洞模型数据、沿线设施模型数

据、管理和服务设施数据、模型描述数据等。信息化模型数据表见表 2。

表 2 信息化模型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道路模型数据
宜包含路基土石方构件、路基土石方构件、排水构件、支挡防护构件、路面构

件等。

2 桥梁模型数据

宜包含上部结构、下部结构、桥面系和附属工程、预应力构件、基础构件、桥

台及桥台构件、桥墩及桥墩构件、梁式桥构件、拱式桥构件、斜拉桥构件、悬索

桥构件、桥面系和附属工程构件等。

3 隧道模型数据 宜包含洞口构件、洞身及辅助通道构件、防排水构件等。

4 涵洞模型数据 宜包含洞口构件、洞身构件等。

5 沿线设施模型数据
宜包含交通标线、交通标志、护栏和栏杆、视线诱导设施、防落网、声屏障、

防眩设施、机电设施等。

6 管理和服务设施数据 宜包含收费站、服务区、停车区、养护工区、超限检测站等。

7 模型描述数据
包含交付说明书、属性信息表、模型工程量清单、二维码、演示视频、效果图

等。

6.2.3 基础设施静态数据

基础设施静态数据宜包括路线基础数据、路基基础数据、路面基础数据、桥梁涵洞基础数据、隧道

基础数据、沿线设施基础数据、管理和服务设施基础数据等。基础设施静态数据表见表 3。

表 3 基础设施静态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路线基础数据

宜包含项目名称、项目代码、区段代码、桩号、编码、车道、宽度、建设年

代、地理位置等项目基本信息；宜包含高速公路的直线段、曲线段、立交段等

位置及长度等平面设计类信息；宜包含高速公路的纵断面设计类信息；宜包含

高速公路的横断面布置类信息；宜包含高速公路上桥梁和隧道等构造物分布

等。

2 路基基础数据

宜包含硬路肩和土路肩等路肩类部分的桩号和布置形式等信息；宜包含路堤

和路堑等边坡类部分的桩号和布置形式等信息；宜包含挡墙和锚杆等路基构造

物类部分的桩号和布置形式等信息；宜包含路缘石、排水系统等其他部分的桩

号和布置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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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3 路面基础数据
宜包含面层厚度及材料性质等信息；宜包含基层厚度及材料性质等信息；宜

包含土基处置厚度及处置方式等。

4 桥梁涵洞基础数据

宜包含桥梁上部和下部的结构形式及结构组件等信息的桥梁结构数据；宜包

含桥面铺装、伸缩缝等信息的桥梁桥面数据；宜包含声屏障、管道等信息的桥

梁其他附属设施数据。

5 隧道基础数据

宜包含隧道长度、直曲线等信息的描述性数据；宜包含隧道结构形式和材料

性质等信息的构造类数据；宜包含排水设施、预埋件、内装饰等信息的隧道其

他附属设施数据。

6 沿线设施基础数据

宜包含防撞护栏和声屏障、防落网、隔离栅等防护设施类信息；宜包含交通

标志、交通标线、里程桩、轮廓标、防眩板等诱导类信息；宜包含绿化工程类

信息；宜包含视频监控、雷达等机电设施类信息；可包含太阳能光伏板等绿色

能源设施信息。

7 管理和服务设施基础数据
宜包含管理和服务设施的桩号、建设年代、地理位置、建筑规模等设施基本

信息。

7 建设管理数据应用

7.1 一般规定

7.1.1 建设管理阶段数据包括计量支付数据、工程建设管理数据等相关数据。

7.2 数据应用要求

7.2.1 计量支付数据

计量支付数据宜包括工程概算、农民工工资等数据。计量支付数据表见表 4。

表 4 计量支付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工程概算
应包含项目编码、项目名称、计量单位、工程量、综合单价、合家、暂估价、计算

基础、费率、金额、调整费率、调整后金额、结算金额、暂定金额、计算基数等。

2 农民工工资数据 宜包含姓名、工资金额、工种等。

7.2.2 工程建设管理数据

工程建设管理数据宜包括智慧工地管理数据、施工质量监测数据、施工期结构健康监测数据、施工

期环境监测数据、施工期安全监测数据、施工期能耗监测数据、施工期进度管理数据、智能建造数据等。

工程建设管理数据表见表 5。

表 5 工程建设管理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智慧工地管理数据
宜包含工地人员信息、物料信息数据、工程现场视频监控数据、工程档案管

理数据、项目投资管理数据、项目进度管理数据、变更管理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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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2 施工质量监测数据
宜包含软基处理、路面材料试验仪器、拌合站、冲击碾压监管、路面智能压

实、智能张拉压浆、特种设备监测等数据。

3 施工期结构健康监测数据
宜包含建设阶段配置的结构健康监测传感器采集道路健康监测数据、桥梁健

康监测数据、隧道健康监测数据等。

4 施工期环境监测数据
宜包含施工现场工地扬尘监测数据、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噪声监测数据、水

质监测数据、风速风向监测数据等。

5 施工期安全监测数据
宜包含施工工地违规行为安全抓拍数据、重点区域视频监控数据、危大工程

进度数据、工程风险源数据、安全检查数据、安全问题处理日志数据等。

6 施工期能耗监测数据
宜包含对施工阶段电能消耗数据、燃油消耗数据、建设用水数据，以及附属

房屋设施的生活用电用水数据、供暖热量数据等。

7 施工期进度管理数据

宜包含施工工序数据、整体施工计划数据、月/季度进度计划数据、人工/

无人机定时航拍/高分遥感/机器视觉巡查工程进度数据、4D（三维+时间维度）

BIM模型数据、突发事件数据。

8 智能建造数据

宜包含预制构件设计参数信息、BIM模型数据、智慧梁场人员及设备管理数

据、物料管理数据、构件生产计划排产管理数据、构件质量管理数据、智慧梁

场安全管理数据、智慧梁场生态环保监测数据、装配式桥梁施工进度与成本管

理数据等。

8 养护管理数据应用

8.1 一般规定

8.1.1 养护管理阶段数据包括健康监测、资产管理、养护工程管理、养护巡查管理、养护决策管理等相

关数据。

8.2 数据应用要求

8.2.1 健康监测数据

健康监测数据宜包含桥梁健康监测、路面健康监测、隧道健康监测、沿线设施监测、机电设备状态

等相关数据。健康监测数据表见表 6。

表 6 健康监测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桥梁健康监测数据
宜包含结构应力监测数据、桥梁变形监测数据、结构裂缝监测数据、环境腐

蚀监测数据、交通荷载监测数据、结构温度监测数据等。

2 路面健康监测数据

宜包含路面动荷载监测数据、路面病害监测数据、路基异常监测数据等，其

中路面病害包括路面裂缝、坑槽、车辙、拥包等，路基异常包括边坡塌陷、路

基沉降等。

3 隧道健康监测数据
宜包含能见度监测数据、CO 浓度监测数据、风速风向监测数据、亮度监测

数据、火灾监测数据、交通事件监测数据、结构安全监测数据等。

4 沿线设施监测数据 宜包含护栏、中央分隔带、标志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状态监测数据。

5 机电设备状态监测数据
宜包含设备供电状态、通信状态、防雷器状态、机箱开门状态、箱内温湿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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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资产管理数据

资产管理数据宜包含服务区、绿化设施、交安设施、养护机械设备、养护人员、公路病害基础数据

等基础数据及公路技术状况评定等级。资产管理数据表见表 7。

表 7 资产管理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服务区基础数据 宜包含服务区车位、监控影像、厕位数据。

2 绿化设施基础数据 绿化带名称、位置、编号、面积、状态。

3 交安设施基础数据

宜包含交安设施基础数据、交安设施维护数据。其中交安设施基础数据主要

包含设施名称、设施编号、设施类型、设施位置、设施建设时间、维保时间、

建设单位、维修单位；交安设施维护数据主要包含维护编号、设施编号、维护

时间、维护工单。

4 养护机械设备基础数据

宜包含设备基础数据、设备维护数据。其中设备基础数据主要包含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设备类型、设备建设时间、维保时间、设备厂家、维修单位；设备

维护数据主要包含维护编号、设备编号、维护时间、维护工单。

5 养护人员数据 人员名称、人员编号、人员联系方式、人员部门、人员排班。

6 公路病害基础数据
包括道路、桥梁、隧道的路面类型、病害类型、病害程度、病害位置、病害

宽度、病害面积数据。

7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等级 宜包含路基、路面、桥隧构造物和沿线设施的公路技术状况评价等级数据。

8.2.3 养护工程管理数据

养护工程管理数据包含养护方案数据、养护工程计划数据、养护工程实施管理数据、大中修施工可

视化数据。养护工程管理数据表见表 8。

表 8 养护工程管理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养护方案数据
宜包含方案名称、方案造价、养护工期、养护方案使用次数、施工工艺、修

复范围等。

2 养护工程计划数据

宜包含路面大中修、危桥改造工程、水毁损失工程等预防养护工程计划数据、

修复养护工程计划数据、应急养护工程计划数据、专项养护工程计划数据及日

常养护工程计划数据。

3 养护工程实施管理数据
宜包含养护工程基础信息、合同信息、养护施工过程中的进度节点信息、施

工任务信息、施工质量监督信息、养护验收信息及养护评价信息等。

4 大中修施工可视化数据 宜包含养护施工现场、施工作业、交通管制等视频监控数据及实时视频数据。

8.2.4 养护巡查管理数据

养护巡查管理数据宜包含巡检地图、养护巡查记录、养护事件、报表管理等相关数据。养护巡查管

理数据表见表 9。

表 9 养护巡查管理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巡检地图数据 宜包含巡查人员，车辆实时巡查位置、巡查轨迹、在线状态，历史巡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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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续）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2 养护巡查记录 宜包含巡查路线编码、起止桩号，巡查里程、时长、轨迹，巡查描述、巡查图片等。

3 养护事件数据 宜包含病害情况、事件描述、处置过程。

4 报表管理数据
宜包括日生产记录、月度生产记录、工作数量汇总、核算工程量统计、机电工作量

确认单、机电工作量确认单、机电日生产记录、机电巡检单。

8.2.5 养护决策管理数据

养护决策管理数据宜包含养护物资、养护决策等相关数据。养护决策管理数据表见表 10。

表 10 养护决策管理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养护物资数据 宜包含养护物资储备、出入库数据信息，应急养护资金投入数据等。

2 养护决策数据

宜包含单项消耗均值统计、作业项目完成数量统计、完成数量趋势图、完成进度对比、工

料机消耗统计、养护频次排名、清扫专项分析、桥梁维修统计、道路巡视统计、道路病害统

计、桥梁检查统计、养护决策建议、养护后评估等。

9 路网管理数据应用

9.1 一般规定

9.1.1 路网管理阶段数据宜包括交通运行状态监测数据、公路业务系统数据、公路路域环境感知数据、

外部业务数据等相关数据。

9.2 数据应用要求

9.2.1 交通运行状态监测数据

交通运行状态监测数据宜包括交通参数监测数据、交通事件检测数据、车辆运行监测数据等。交通

运行状态监测数据表见表 11。

表 11 交通运行状态监测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交通参数监测数据
宜包含交通量、速度、占有率、车辆类型、车辆长度等监测数据，支持按车道统计

交通参数信息。

2 交通事件检测数据 宜包含交通拥堵、异常停车、违法变道、路面污染、抛洒物等事件检测数据。

3 车辆运行监测数据
宜包含上路车辆身份信息和重点车辆的实时定位信息、运行状态信息、行驶轨迹信

息等。

9.2.2 公路业务系统数据

公路业务系统数据宜包括服务区数据、调度系统数据、客服系统数据、用能监测数据、车路协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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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数据等。公路业务系统数据表见表 12。

表 12 公路业务系统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服务区数据
宜包含服务区车流检测、客流检测、停车位监测、安防事件检测、厕位检测数

据、智慧诱导屏数据和营业流水等数据。

2 调度系统数据 宜包含上报的交通事件、应急指挥调度等数据。

3 客服系统数据 宜包含出行投诉、出行求助、信息发布等数据。

4 用能监测数据 宜包含对智慧公路及附属建筑电能消耗数据、生活用水数据、供暖热量数据等。

5 车路协同交互数据 宜包括车端上传和路侧下发的各类数据。

9.2.3 公路路域环境感知数据

公路路域环境感知数据宜包括气象环境感知数据、环境污染感知数据等。公路路域环境感知数据表

见表 13。

表 13 公路路域环境感知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气象环境感知数据
宜包含能见度监测数据、空气温度监测数据、路面状态（干燥、潮湿、积水、结冰、

团雾、积雪）监测数据、风速风向监测数据等。

2 环境污染感知数据 可包含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噪声监测数据、扬尘监测数据等。

9.2.4 外部业务数据

外部业务数据宜包括交通运行状态补充数据、气象服务数据、交通运政数据、旅游监测数据、道路

环境监测数据等。外部业务数据表见表 14。

表 14 外部业务数据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说明

1
交通运行状态

补充数据

宜包含与公安交警、通信运营商、第三方出行服务平台共享的交通运行状态和

突发事件数据，如浮动车信息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

2 气象服务数据 宜包含与气象信息服务平台共享的气象环境数据等。

3 交通运政数据
宜包含交通运输行业经营者、运营车辆、从业人员等以及交通执法部门、公安

交警部门的违规处罚记录等数据。

4 旅游监测数据
可包含重点景区和周边路网运行监测数据、旅游客运企业与人员资质数据、旅

游包车运行数据等。

5 道路环境监测数据
可包含与生态环境管理等部门共享的道路沿线范围的路面环境数据、噪声监测

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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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传递要求

10.1 一般规定

10.1.1 智慧公路宜采用 CSV、XML、Json 或二进制等 4种格式进行数据传输。

10.1.2 智慧公路数据应根据行业管理需求和数据变化情况进行及时、持续的更新维护。包括周期性接

入、实时性接入和按需要接入 3类。

a) 周期性传递

周期性传递的数据通常是每天、每周、每月固定产生的数据，根据数据产生的频率每天、每周、每

月定期传递一次数据，传递的数据应该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完整性并且不重复。对于实时产生但实时

性要求低的数据推荐该种方式传递。

b) 实时性传递

实时性传递的数据通常是由数据产出而触发的接入动作，当感知设备获取到事件、状态等数据，当

第三方系统产生相关业务数据的时候，立即把实时产生的数据接入系统，这种数据传递方式具有很强的

实时性。对于实时产生且实时性要求高的数据推荐该种方式传递。

c) 按需要传递

按需要传递的数据通常是当系统功能和业务需要某些数据的时候，由程序自动或人工手动触发的数

据传递动作。这种数据传递方式具有很强的业务针对性，不会传递无用或冗余的数据。

10.1.3 模型传递深度应遵循 GB/T 51301-2018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进行传递。模型单元种类划

分表见表 15。

表 15 模型单元种类划分表

序号 模型单元种类 划分原则

1 项目级模型单元 公路工程项目、子项目或局部工程的基本信息描述。

2 功能级模型单元 公路工程中专业组合模型、单专业模型、完整功能模块的信息描述。

3 构件级模型单元 公路工程中单一的构件或产品的详细信息描述。

4 零件级模型单元
满足加工制造、安装等要求，从属于公路工程构配件或产品的组成零件的详细

信息描述。

10.1.4 全生命周期数据传递应当对传递数字化信息质量进行全面检查，质量检查应遵从交付物是否满

足下一阶段应用的要求。质量检查应包括但不仅限于下表所示内容。质量检查内容表见表 16。

表 16 质量检查内容表

序号 检查项 具体内容

1 基本内容

1）检查数据编码是否符合要求；

2）检查数据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3）数据类型与数据交接单是否一致。

2 规范性

1）检查数据信息是否按命名规则进行命名；

2）检查数据信息是否按数据资源目录规则进行标识；

3）检查数据分类是否正确；

4）检查数据中是否有重复和多余的信息。

3 完整性
1）检查提交的数据是否完整；

2）检查模型是否包含完整的数据描述信息。

4 表达深度
1）检查数据精细度等级是否符合要求；

2）检查数据信息深度等级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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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设计阶段数据传递要求

10.2.1 设计阶段应交付不同模型精细度和信息深度的模型，应遵从设计阶段向建设阶段、建设阶段向

养护阶段的交付。

10.2.2 设计管理阶段应向建设管理阶段传递设计过程数据、信息化模型、基础设施静态数据等相关数

据。设计管理阶段传递数据表见表 17。

表 17 设计管理阶段传递数据表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数据传递

阶段

数据接收

阶段

数据传递

频率

设计过程

数据
初步设计图纸、施工图设计图纸、竣工图图纸 设计阶段 建设阶段

按需要

传递

信息化模型

1）道路模型数据：宜包含路基土石方构件、路基土

石方构件、排水构件、支挡防护构件、路面构件等。

2）桥梁模型数据：宜包含上部结构、下部结构、桥

面系和附属工程、预应力构件、基础构件、桥台及桥

台构件、桥墩及桥墩构件、梁式桥构件、拱式桥构件、

斜拉桥构件、悬索桥构件、桥面系和附属工程构件等。

3）隧道模型数据：宜包含洞口构件、洞身及辅助通

道构件、防排水构件等。

4）涵洞模型数据：宜包含洞口构件、洞身构件等。

设计管理

阶段

建设管理

阶段

按需要

传递

5）交通安全设施模型数据：宜包含交通标线、交通

标志、护栏和栏杆、视线诱导设施、防落网、声屏障、

防眩设施等。

6）模型描述数据：宜包含交付说明书、属性信息表、

模型工程量清单、二维码、演示视频、效果图等。

基础设施静态

数据

1）路线基础数据：宜包含项目名称、项目代码、区段

代码、桩号、编码、车道、宽度、建设年代、地理位

置等项目基本信息；宜包含高速公路的直线段、曲线

段、立交段等位置及长度等平面设计类信息；宜包含

高速公路的纵断面设计类信息；宜包含高速公路的横

断面布置类信息；宜包含高速公路上桥梁和隧道等构

造物分布等。

2）路基基础数据：宜包含硬路肩和土路肩等路肩类

部分的桩号和布置形式等信息；宜包含路堤和路堑等

边坡类部分的桩号和布置形式等信息；宜包含挡墙和

锚杆等路基构造物类部分的桩号和布置形式等信息；

宜包含路缘石、排水系统等其他部分的桩号和布置形

式等。

3）路面基础数据：宜包含面层厚度及材料性质等信

息；宜包含基层厚度及材料性质等信息；宜包含土基

处置厚度及处置方式等。

4）桥梁涵洞基础数据：宜包含桥梁上部和下部的结

构形式及结构组件等信息的桥梁结构数据；宜包含桥

面铺装、伸缩缝等信息的桥梁桥面数据；宜包含声屏

障、管道等信息的桥梁其他附属设施数据。

5）隧道基础数据：宜包含隧道长度、直曲线等信息

的描述性数据；宜包含隧道结构形式和材料性质等信

息的构造类数据；宜包含排水设施、预埋件、内装饰

等信息的隧道其他附属设施数据。

设计管理

阶段

建设管理

阶段

按需要

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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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续）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数据传递

阶段

数据接收

阶段

数据传递

频率

基础设施静态

数据

6）沿线设施基础数据：宜包含防撞护栏和声屏障、

防落网、隔离栅等防护设施类信息；宜包含交通标志、

交通标线、里程桩、轮廓标、防眩板等诱导类信息；

宜包含绿化工程类信息；宜包含视频监控、雷达等机

电设施类信息；可包含太阳能光伏板等绿色能源设施

信息。

10.3 建设阶段数据传递要求

10.3.1 建设管理阶段宜向路网管理阶段传递信息化模型、智慧工地管理数据、智能建造数据等。

10.3.2 建设管理阶段宜向养护管理阶段传递施工质量监测数据、施工期结构健康监测数据等。建设阶

段传递数据表见表 18。

表 18 建设阶段传递数据表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数据传递

阶段

数据接收

阶段

数据传递

频率

信息化模型

1）模型数据：宜包含道路模型数据、桥梁模型数据、

隧道模型数据、涵洞模型数据、交通安全设施模型数

据。

2）模型描述数据：宜包含交付说明书、属性信息表、

模型工程量清单、二维码、演示视频、效果图等。

建设管理

阶段

路网管理

阶段
按需要

传递养护管理

阶段

工程建设管理

数据

1）智慧工地管理数据：宜包含工地人员信息、物料

信息数据、工程现场视频监控数据、工程档案管理数

据、项目投资管理数据、项目进度管理数据、变更管

理数据等。

2）智能建造数据：宜包含预制构件设计参数信息、

BIM模型数据、智慧梁场人员及设备管理数据、物料管

理数据、构件生产计划排产管理数据、构件质量管理

数据、智慧梁场安全管理数据、智慧梁场生态环保监

测数据、装配式桥梁施工进度与成本管理数据等。

建设管理

阶段

路网管理

阶段

按需要

传递

1）施工质量监测数据：宜包含软基处理、路面材料

试验仪器、拌合站、冲击碾压监管、路面智能压实、

智能张拉压浆、特种设备监测等数据。

2）施工期结构健康监测数据：宜包含建设阶段配置

的结构健康监测传感器采集道路健康监测数据、桥梁

健康监测数据、隧道健康监测数据等。

养护管理

阶段

10.4 养护阶段数据传递要求

10.4.1 养护管理阶段宜向路网管理阶段传递养护工程管理数据及养护巡查管理数据。养护阶段传递数

据表见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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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养护阶段传递数据表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数据传递

阶段

数据接收

阶段

数据传递

频率

养护工程管理

1）养护方案数据：宜包含方案名称、方案造价、养

护工期、养护方案使用次数、施工工艺、修复范围等。

2）养护工程计划数据：宜包含路面大中修、危桥改

造工程、水毁损失工程等预防养护工程计划数据、修

复养护工程计划数据、应急养护工程计划数据、专项

养护工程计划数据及日常养护工程计划数据。

3）养护工程实施管理：宜包含养护工程基础信息、

合同信息、养护施工过程中的进度节点信息、施工任

务信息、施工质量监督信息、养护验收信息及养护评

价信息等

养护管理

阶段

路网管理

阶段

周期性

传递

养护巡查数据

1）巡检地图数据：宜包含巡查人员，车辆实时巡查

位置、巡查轨迹、在线状态，历史巡查日志。

2）养护巡查记录：宜包含巡查路线编码、起止桩号，

巡查里程、时长、轨迹，巡查描述、巡查图片等。

3）养护事件数据：宜包含病害情况、事件描述、处

置过程。

养护管理

阶段

路网管理

阶段

实时性

传递

10.5 路网阶段数据传递要求

10.5.1 路网管理阶段宜向养护管理段传递交通参数监测数据、交通事件检测数据、调度系统数据、气

象环境感知数据、交通运行状态补充数据、气象服务数据等数据。

10.5.2 路网管理阶段宜向设计管理阶段传递交通参数监测数据、交通事件检测数据、车辆运行监测数

据、气象环境感知数据等数据。路网阶段传递数据表见表 20。

表 20 路网阶段传递数据表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数据传递

阶段

数据接收

阶段

数据传递

频率

交通运行状态

监测数据

1）交通参数监测数据：宜包含交通量、速度、占有

率、车辆类型、车辆长度等监测数据，支持按车道统

计交通参数信息。

2）交通事件检测数据：宜包含交通拥堵、异常停车、

违法变道、路面污染、抛洒物等事件检测数据。

路网管理

阶段

养护管理

阶段

实时性

传递

设计管理

阶段

按需要

传递

公路业务系统

数据

1）调度系统数据：宜包含上报的交通事件、应急指

挥调度等数据。

2）客服系统数据：宜包含出行投诉、出行求助、信

息发布等数据。

路网管理

阶段

养护管理

阶段

实时性

传递

公路路域环境

感知数据

1）气象环境感知数据：宜包含能见度监测数据、空

气温度监测数据、路面状态（干燥、潮湿、积水、结

冰、团雾、积雪）监测数据、风速风向监测数据等。

路网管理

阶段

养护管理

阶段

实时性

传递

设计管理

阶段

按需要

传递

外部业务数据

1）交通运行状态补充数据：宜包含与公安交警、通

信运营商、第三方出行服务平台共享的交通运行状态

和突发事件数据，如浮动车信息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等。

路网管理

阶段

养护管理

阶段

实时性

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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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续）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数据传递

阶段

数据接收

阶段

数据传递

频率

外部业务数据
2）气象服务数据：宜包含与气象信息服务平台共享

的气象环境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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