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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技术指南的必要性和意义

贵州省作为中国桥梁最多的省份，公路桥梁 2万余座，几乎囊括了全部桥型，

有世界级“桥梁博物馆”之称。世界 100座最高桥梁排行榜上中国有 80多座，这

80多座中有 50座在贵州。与此同时，随着桥梁服役年限的增长，服役环境的恶

化，维护在役桥梁的结构耐久性、安全性，保障和延长桥梁服役寿命，提升其防

灾能力和结构韧性成为当前桥梁工程师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进行桥梁服役期性

能的在线监测，并制定科学的评估和养护决策，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热点。

为保障桥梁的结构安全，中国在吸收引进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养护经验的基

础上，将桥梁健康监测技术应用于桥梁的运营期维护。

（1）2020 年 12 月，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公路桥梁安全耐久

水平的意见》（交公路发〔2020〕127 号）第十四条款强调：加强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健全完善公路桥梁基础数据库。依托监测系统开展日常管理，健全完善长

期运行机制，进一步提升监测系统的实效性、可靠性和耐久性。

（2）2021年 2月，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主持召开部务会。研究加快建设

交通强国有关工作，审议《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实施方案》。会

议要求，推进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增强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

能力，是落实部《关于进一步提升公路桥梁安全耐久水平的意见》的重要举措。

各相关单位要不断提高对长大桥梁突发事件认知水平和预防能力。

（3）2021年 3月，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建设

实施方案》（交办公路〔2021〕21 号）强调：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明

确责任、分级管理，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单桥监测、联网运行”的原则，对跨

江跨海跨峡谷等长大桥梁结构健康开展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长大桥梁结构运行状

况，着力防范化解公路长大桥梁运行重大安全风险，进一步提升公路桥梁结构监

测和安全保障能力。同时指出：公路在役和在建单孔跨径 500米以上的悬索桥、

单孔跨径 300米以上的斜拉桥、单孔跨径 160米以上的梁桥和单孔跨径 200米以

上的拱桥,原则上均纳入实施范围。

（4）2021 年 10 月，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印发《贵州省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

康监测系统建设实施方案》（黔交建设〔2021〕64 号）总体要求：按照“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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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业主负责、分期实施、联网运行”的原则，对全省公路长大桥梁开展实时

监测，健全我省公路长大桥梁基础数据库，动态掌握长大桥梁结构状况，进一步

提升我省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决策水平。另外指出：桥梁管养单位负

责在役桥梁健康监测系统的建设、改造，桥梁建设业主单位负责在建、新建桥梁

健康监测系统的建设。

（5）2021 年 12 月，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印发《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报送在役

公路长大桥梁清单的函》（黔交函〔2021〕160号）指出：桥型结构特殊、交通

量大，建议纳入补助范围，开展健康监测系统建设，确保运行安全。

（6）2022年 6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公

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实施工作的通知》（交办公路函〔2022〕825

号）指出：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是长大桥梁设施的重要组成，是防范

重大风险、提升养护管理和应急处置水平的重要举措。

（7）2022 年，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JT/T

1037-2022），规定了公路桥梁结构的监测内容、测点布设、监测方法、数据分

析、数据管理以及软硬件系统应用要求等。本规范适用于公路桥梁结构监测系统

的设计、实施、验收、运营维护等。同时规定：“主跨跨径大于等于 500m悬索

桥、300m斜拉桥、160m梁桥、200m拱桥”的桥梁应进行桥梁结构监测。

目前，贵州省的基础设施建设正逐渐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根据交通运输部及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相关政策文件要求，为规范和指导贵州省公

路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设计、实施、试运行、验收、运维、数据管理与监测

应用，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开展了《贵州省公路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建设指

南》（以下简称“本指南”）的编制，为持续促进贵州省公路桥梁结构健康监测

稳定向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任务来源、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

任务来源：为规范和指导贵州省公路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设计、实施、

验收、运维、数据管理与应用，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组织相关单位编制《贵州省公

路桥梁健康监测系统建设指南》

主编单位：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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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参编单位：贵州黔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

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贵州省公路局、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直属支队、重庆交通大学

主要编写人：张伟、苏龙、沈兆坤、韩璐、张建平、余果、李军、杨黔、潘

忠岳、胡林洲、李典豪、林全坤、胡媛媛、周丹、郭伟、杨玉金、胡涛、邱小龙、

康友良、龚林、苏俊、朱小涛、石峰、罗晶、徐世修、黄谦、周杰、曹传智

主要审查人员：许湘华、邹飞、石大为、蒋永生、李湛、叶志龙、韩洪举、

刘万军、何飞、孟云、吁燃、王大庆、郭吉平、瓦庆标、付义书、周承涛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文件的起草主要包括组建编写组、拟定编写大纲及框架、资料调研工作和

征求意见稿编写、送审稿编写。

1、组建编写组：2022 年 6月-2022年 7月，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召

开了指南编制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指南》的编制结构、原则、分工和进度，

并组建编写组。为保证编制工作的顺利推进，各单位均选派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

员参与编制，并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参与编写、审查工作。

2、拟定编写大纲及框架：2022年 7月-2022年 8月，召开指南编制工作推

大纲评审，审查编制组拟定的编写大纲及框架，对框架提出修改意见，确定了编

写框架及内容。

3、资料调研和征求意见稿编写：2022年 9月-2023年 2月，基于编写框架，

编制组多次交流讨论和修改，征求意见稿稿于 2023年 2月完成。2023年 2月-2023

年 3月编制组根据征求意见，集中修改完善指南。

4、送审稿：2023年 3月根据行业专家及有关单位提出的意见，完成指南的

修订内容，形成送审稿，并于同月召开评审会，审查专家组一致同意本指南通过

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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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1 制定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按照 GB/T 1.1 要求和规定，参照《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技术指

南管理办法》，根据时效性、科学性和一致性原则进行编写，确定指南的组成要

素。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和规范性；

（2）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3）与国家节能环保政策等相符合；

（4）与相关的标准、法规接轨。

4.2 制定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相关行业发文。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本文件内容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4.3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阶段颁布实施的《公路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JT/T 1037-2022）、

《结构健康监测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T/CECS 765-2020）、《大跨度桥梁结

构健康监测系统预警阈值标准》（T/CECS 529-2018）、《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

统实施和验收标准》（DBJ50 T-304-2018）、《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运行维护及管

理标准》（T/CECS 652-2019）、《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2014）、

《公路数据库编目编码规则》（JT/T 132-2014）、《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2021）、《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T H21-2011）等行业标准

规范紧密相关，是对上述规范中一些相关条文的细化和补充，并与贵州省内的实

际情况相结合，增强现场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五、主要内容

5.1 主要内容

本指南共包括 12个章节和 4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规范性引

用文件、3 术语、4 基本规定、5 监测内容、6 测点布设、7 监测方法、8 系统



5

实施、9 系统验收、10 系统运维、11 数据分析与管理、12 监测应用、附录 A

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附录 B监测报告编制、附录 C测点布设示意图、附录 D

实施过程工作表。

1、总则

本章节明确了本指南的编制目的、适用范围、技术路线、原则及与其他标准

规范的关系。

2、术语

本章节明确了指南中提到的专业术语，并对重要的术语作了定义或描述。

3、基本规定

本章节规定健康监测范围，针对监测内容选择、测点布设、传感器选型、系

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验收、系统运维及监测数据应用规定了基本要求。

4、监测内容

本章节介绍悬索桥、斜拉桥、梁桥、拱桥监测内容及监测选项选择要求。

5、测点布设

本章节介绍各监测内容测点布设相关要求。

6、监测方法

本章节介绍各监测内容的监测方法及其技术要求，并列出各监测方法相应的

传感器设备示意图。

7、系统实施

本章节介绍系统硬件设备实施、系统软件及软硬件联合调试各实施工序相应

实施要求。

8、系统验收

本章节介绍系统验收要求及验收流程，将健康监测项目划分为单位工程、分

部工程、分项工程进行逐级验收，且针对各分项、分部、单位工程验收规定了相

应要求，明确了验收流程。

9、系统运维

本章节介绍系统硬件运维、软件运维、档案资料管理相关要求及系统运维工

作流程与职责。

10、数据分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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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介绍监测数据格式、数据处理、数据存储、系统安全及数据分析、评

估相关要求。

11、成果提交

本章节介绍阈值分析、特殊事件应急管理及监测报告提交相关工作要求。

附录 A、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

本章节介绍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要求。

附录 B、监测报告编制

本章节介绍监测报告编制要求。

附录 C、测点布设示意图

本章节介绍悬索桥、斜拉桥、梁桥及拱桥测点总体布设示意图。

附录 D、实施工作表

本章节介绍设备进场验收表、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表及实施过程中开工、安装与调试记录、变更等其它相应工作表。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编制过程中未发生重大的意见分歧。

七、贯彻措施和建议

本文件的贯彻实施，建议采取以下方式：

1、建议由厅组织大型宣贯会，邀请相关单位派员参加，并由本文件的编制

单位举荐人员在会上进行指南解读。

2、建议由厅发文要求各单位单独组织宣贯培训会，邀请本文件的编制人员

进行详细解读，提高一线人员对本指南的认识。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指南基本遵循《公路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JT/T 1037-2022）的结构

编写，同时结合贵州省山区地方特色，对公路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的设计、实施、

验收、运维、数据管理与应用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与 JT/T 1037-2022相比，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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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1）明确了本指南适用范围，适用于贵州省所辖公路桥梁结构健康监测项

目；

（2）增加了部分基本规定，如明确了监测内容选择、传感器选型使用寿命、

施工图设计、测点布设、系统实施、系统验收、系统运维、监测数据应用等基本

要求；

（3）调整了各桥型部分监测内容的监测选项选择要求，如桥面结冰、各桥

型裂缝、梁桥及拱桥梁端纵向位移、梁桥及拱桥支座位移、梁桥高墩墩顶位移等，

且针对桥梁技术状况较差、普通国省干道桥梁或有特殊需求的梁桥或上承式拱桥

调整了车辆荷载监测要求等；

（4）调整了部分测点布设要求，如悬索桥主梁竖向位移测点调整为 8分点

布设、斜拉桥辅助墩附近斜拉索监测、车辆荷载监测根据面层结构调整测点布设

要求、主缆偏位测点根据不同跨径等级（以 1500米为分界）布设测点；

（5）调整了各桥型测点总体布设示意图，如悬索桥索塔应变测点由塔顶调

整为塔梁结合处，梁桥墩顶位移测点由交界墩调整为主墩处，各桥型地震测点仅

布设一个，各桥型主梁内温湿度测点仅布设于主跨跨中位置等；

（6）增加各监测方法所对应的传感器技术参数要求及传感器示意图；

（7）增加了系统实施要求，如硬件实施，针对实施准备、施工组织设计、

安装调试及附属设施实施均做出相应详细要求；

（8）增加了系统验收要求及验收流程，将健康监测项目划分为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分项工程进行逐级验收，且针对各分项、分部、单位工程验收做出相

应要求，明确了验收流程；

（9）增加了系统运维工作流程及职责及档案资料管理工作要求；

（10）增加了数据分析管理中监测数据相关性分析要求；

（11）增加了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监测报告编制相关要求；

（12）增加了附录中各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评定表及开

工申请审批表、开工令、测试记录表、工程变更表等实施过程工作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