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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是JT/T XXXX《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的第1部分。 

本文件由全国交通工程设施（公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广西交投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集团公司、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公

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

司、黑龙江省公路勘察设计院、昭通昭阳绕城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市杭州湾大

桥发展有限公司、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旭东、吴将丰、周兴业、单伶燕、吴洋、肖倩、关伟、李倩、王

林、傅琴、吴赞平、张晓华、周栓科、赵战伟、冯立群、钟闻华、胡根生、张志耕、彭爱红、

曾俊铖、陈柯、杨碧宇、王金权、刘杰、王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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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T/T XXXX《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系列标准旨在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

网的建设和运行提供技术支撑和执行依据。拟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建设规范。目的在于规范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

建设方案、观测设施设备、数据中心建设的技术要求。 

——第2部分：观测规范。目的在于规范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观测点路域环境信息、

交通荷载信息、路况性能信息、结构响应信息等观测技术要求、观测指标体系等。 

——第3部分：数据汇交规范。目的在于规范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观测数据的原始数

据记录、储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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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 

第 1 部分：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建设过程中的建设布局和方案、观测点选址及标

志、观测点路段建设要求、数据现场采集和传输系统安装、数据中心建设、观测点巡检与维护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点的新建、维护和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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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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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JT/T 1037 公路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点  scientific observation points for highway long-term 

performance  

建设在公路基础设施范围内，通过监测、检测设备对公路基础设施的性能开展长期、定位观测的站

点。 

3.2  

一般观测点 general observation point 

对公路的交通荷载、路域环境、路况性能和弯沉指标）开展长期、定位观测的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

能科学观测点。 
3.3  

特殊观测点 special observation point 

除开展一般观测点监测指标外，对公路结构内部应力、应变等结构响应信息开展长期原位观测的公

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点。 

3.4  

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 scientific observation network for highway long-term 

performance 

由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点组建而成，实现对不同地区交通荷载、路域环境、路况性能和

结构力学响应数据的长期、定位观测的网络。 

 

4 建设布局和方案 

4.1 建设布局 

4.1.1 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点（以下简称观测点）布局应具有区域代表性和领域代表性。 

4.1.2 观测点区域代表性布局，按照我国不同地区典型的气候、地质、自然条件，覆盖公路自然区划

范围，设置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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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观测点领域代表性布局，应涉及公路路基路面工程的不同领域。 

4.1.4 观测数据按照观测点、省级数据中心和部级数据中心的三级数据架构体系，由观测点及时准确

的汇交至省级数据中心，根据数据汇交协议要求，由省级数据中心向部级数据中心汇交。 

4.1.5 公路基础设施（路基路面）长期性能科学观测数据中心布局应包括： 

a) 数据中心分为省级数据中心和部级数据中心； 

b) 各省级数据中心主要汇交本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各个野外观测点的观测数据，并整理传输

至部级数据中心； 

c) 部级数据中心主要是汇交各省级数据中心的观测数据，并面向行业实现开放、共享。 

4.2 建设方案 

4.2.1 观测点每个观测路段的观测时间应在 10年及以上。 

4.2.2 观测点应由野外观测路段、现场数据采集/传输系统、数据中心三部分组成。 

4.2.3 野外观测路段分为以下两种： 

a) 一般观测路段宜选择既有老路并且有进一步观测研究价值的路段； 

b) 特殊观测路段宜设置在新建、改扩建和养护工程路段，按照典型高速、国省干线路段筛选。 

4.2.4 现场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应由观测指标对应的传感器、数据采集器、供电系统和有线/无线传输

装置等组成。 

4.2.5 数据中心配备必要的软件和硬件平台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省级数据中心和部级数据中心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4大部分，分别为：网络及安全设备、数据

计算集群、数据存储及管理系统、数据离线存储及容灾设备； 

b) 通过搭建“公路路基路面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平台，实现数据的展示和共享。 

4.2.6 各省（市、自治区）应制定观测点运行机制、数据汇交机制，明确观测点的组织架构、管理机

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等相关内容。 

4.2.7 观测点应组建稳定的观测团队，保障观测点的长期稳定运行。观测团队由观测人员、研究人员、

数据中心的维护人员、观测仪器设备的维护人员、日常管理人员等组成，其中观测和研究人员的比例不

少于 30%。 

4.2.8 观测点所在的观测路段，在每年的全国干线公路养护管理检查中不予减分。 

5 观测点选址及标志 

5.1 观测点应布置在具有区域和领域代表性的典型路段。 

5.2 观测点每个观测路段的长度应不少于 500m，宜不大于 2000m。 

5.3 观测点位置选取应考虑公路路线影响，优先考虑观测点设置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5.4 观测点设置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点标志牌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观测路段起止点，距车行道或人行道的外侧边缘或土路肩 30cm位置处，安装统一的交通基

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点标志牌； 

b) 观测点标志牌采用方形设计，大小应为 160cm×120cm，高速公路的观测路段采用绿底，国道

的观测路段采用蓝底，标志牌具体样式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6 观测点路段建设要求 

6.1 一般观测路段建设 

6.1.1 气象站建设 

6.1.1.1 一般观测点的气象站应包含温度、湿度、光照度、降雨量、风速、风向、紫外辐射、总辐射、

大气压力 9个参数，并能实现路域环境信息的实时、自动监测。 

6.1.1.2 气象站各项参数的观测精度和量程要求，应满足表 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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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路域环境信息观测指标 

序号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精度要求 观测量程要求 

1 温度 ℃ 0.1℃ -50℃～+80℃ 

2 湿度 % 2%(≤80%时)；5%(>80%时) 0%～100% 

3 光照度 Lux 0.2% 0～20 万 Lux 

4 
降雨量 mm 

0.4mm(≤10mm 时)；4%（>10mm

时） 
0mm～999.9mm 

5 风速 m/s (0.3+0.03V)m/s 0m/s～70m/s 

6 风向 ° 3° 0°～360° 

7 紫外辐射 W/m
2
 5% 280nm～315nm 

8 总辐射 W/m
2
 5% 0W/m

2
～2000W/m

2
 

9 大气压力 kPa 0.3hPa 550hPa～1060hPa 

6.1.1.3 气象站应建设在观测路段中段或者路段前后 500m范围，采用一体化结构设计，置于监测房顶

或安装在固定支架上，总高应不高于 3m。 

6.1.1.4 气象站外部应采用抗恶劣环境结构设计，防护等级应为 IP65。 

6.1.2 动态称重仪设置 

6.1.2.1 动态称重仪应实现车辆轴载、断面日交通量、交通组成的自动观测。 

6.1.2.2 动态称重仪的车辆轴载精度应大于 90%。 

6.1.2.3 动态称重仪铺设在行车道观测路段，采用表面刻槽，埋设线圈传感器方式进行。线圈电缆和

接头宜采用多芯铜导线，导线的线径不小于 1.5mm，检测线圈应是长方形，且在四个角上做成 45°倒

角，防止尖角破坏电缆。 

6.1.2.4 动态称重仪量程应根据公路车辆限载重以及预估车辆荷载重综合确定，单轴监测量程宜不小

于限载车辆轴重的 200%；应具备数据自动采集功能，现场数据存储能力宜不少于 14天。 

6.1.3 路面结构内部温、湿度传感器设置 

6.1.3.1 在一般观测点的路面结构内部埋设温度、湿度传感器，应具备自动、实时观测路面结构内部

温、湿度数据的能力。 

6.1.3.2 路面结构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精度应不低于 0.15℃，路面结构内部湿度传感器的精度应不低于

3%，采样频率为 1次/10min。 

6.1.3.3 在观测路段的硬路肩或行车道外侧位置，采用人工开挖、钻孔或预埋的方式，应在各结构层

层底位置以及距路表以下 100cm、150cm、200cm、250cm 处埋设温、湿度传感器各 1 个，道路表面应增

设温度传感器，传感器布设见附录 B。 

6.1.3.4 对于存在冻土深度观测的特殊地区，可根据观测需要，加深温度、湿度传感器的埋设深度。 

6.1.4 观测路段“米”桩设置 

6.1.4.1 应在观测路段设置“米”桩对路况信息进行定点观测。 

6.1.4.2 应在观测路段硬路肩位置处，以 1m为间隔绘制标志线或竖立“米”桩标志牌。 

6.2 特殊观测路段建设 

6.2.1 气象站设置 

按6.1.1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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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动态称重仪设置 

按6.1.2的规定执行。 

6.2.3 路面结构内部温、湿度传感器设置 

按6.1.3的规定执行。 

6.2.4 路面结构内部应力传感器设置 

6.2.4.1 特殊观测点应在路面内部各结构层和土基内部埋设应力传感器，对路面结构应力指标进行观

测。 

6.2.4.2 应力传感器的精度应满足 0.03MPa，量程为 0kPa~500kPa，采集频率为 2000Hz。 

6.2.4.3 应力传感器应沿着主应力方向布设，应埋设在各结构层层底和土基内部，采用钢管或 PVC管

等进行保护，提高传感器的存活率。 

6.2.4.4 在沥青混凝土结构层中，压力传感器与沥青应变传感器应同时埋设，布置在正方形的形心位

置处；在半刚性材料、级配碎石、贫混凝土、水泥混凝土等结构层中，压应力传感器应埋设在各层层底

处，布置在应变传感器组成的正方形形心位置处；在路基土中，压应力传感器埋应设在距路表 150cm、

200cm和 250cm的位置处，传感器布设可按照附录 B进行。 

6.2.5 路面结构内部应变传感器设置 

6.2.5.1 特殊观测点应在路面内部各结构层和土基内部埋设应变传感器，对路面结构应变指标进行观

测。 

6.2.5.2 应变传感器的精度应满足 3με，量程为-5000με-~+5000με，采集频率为 2000Hz。 

6.2.5.3 应在测试路段沿着应变方向采用先埋法或后埋法设置应变传感器。沥青混凝土路面应埋设在

沥青层层底、水稳层层底位置；水泥混凝土路面应埋设在路面板内不同位置不同深度处。 

6.2.5.4 每个观测层位的传感器应呈矩阵布置，在正方形的四个角上，沿行车方向和垂直行车方向各

埋设 1个应变传感器，共计 8 个，传感器布设可按照附录 B进行。 

6.2.6 路面结构内部位移传感器设置 

6.2.6.1 位移传感器应能测量路面结构内部的分层沉降。 

6.2.6.2 位移传感器的精度应满足 0.1mm。 

6.2.6.3 位移传感器安装前，需要预钻一个合适口径的钻孔，通过安装工具将液压锚块与测杆和压力

管连接，依次送入到钻孔中相应的测试深度，然后通过安装工具使液压锚块膨胀固定在该位置，最后将

测杆与测量头连接，并将其固定在地表位置。 

6.2.6.4 位移传感器应安装在水稳层层底、路床层中、路床层底，各 1个。 

6.2.7 路面结构内部钢筋应变传感器设置 

6.2.7.1 在水泥混凝土路面的特殊观测点，应在有配筋区段埋设钢筋应变传感器，对混凝土结构内钢

筋承受的荷载以及混凝土结构内部的应变情况进行观测。 

6.2.7.2 钢筋应变传感器的精度应满足 3με。 

6.2.7.3 钢筋应变传感器可通过焊接与被测钢筋进行连接，也可通过螺纹使用钢制螺纹接头进行连接，

对钢筋应变进行测量，传感器布设可按照附录 B进行。 

6.2.8 观测路段“米”桩设置 

按6.1.4的规定执行。 

6.3 其他观测设备的建设 

6.3.1 盐渍土地区盐分传感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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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在盐渍土地区，应在路面各结构层和路基内部埋设盐分传感器，对所在位置的盐分变化进行

观测。 

6.3.1.2 盐渍土地区宜在路面结构层内部距路表 2.5m 以下深度范围、路域外天然地表下不同深度位

置处开展盐分含量观测。 

6.3.2 永冻土和严寒地区观测设备设置 

6.3.2.1 永冻土和严寒地区应根据所在地区的冻土深度，增加路基内部距路表 2.5m 以下深度范围的

温度和湿度、路域外天然地表下不同深度位置处的温度和湿度传感器的埋设深度和数据量。 

6.3.2.2 可增加冻胀融沉变形、孔隙水压力传感器，进行冻胀融沉变形、孔隙水压力的观测。 

6.3.3 高填方路基观测设备设置 

6.3.3.1 高填方路基稳定性观测，可通过在路基内部埋设位移传感器，观测所在位置的位移变化。位

移传感器应根据路基结构的变形监测部位、深度等与路基结构同时施工，布设在路基中心及两侧行车道

中心，宜 0.5m布设一个位移传感器。 

6.3.3.2 高填方路基稳定性观测，也可采用全站仪或水准仪测量。通过设置水准点，定期进行观测记

录的方式，获得路基沉降的变化。 

6.3.4 桥面铺装结构观测设备设置 

6.3.4.1 桥面铺装结构观测，应在桥面铺装层表面、铺装层内部及梁内部增建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

器、应变传感器等观测系统，实现桥面铺装结构温度、湿度、应力应变等性能指标的观测。 

6.3.4.2 传感器应等位置布设，宜布置在桥梁跨中、四分点及支点断面位置，确保传感器检测断面的

一致性，相关布置要求按 JT/T 1037的规定执行。 

7 数据现场采集和传输系统安装 

7.1 观测房设置 

7.1.1 观测房应设置在观测点靠近传感器埋设断面，为数据采集器、电池以及其他观测设备提供保护。 

7.1.2 观测房面积应为 3m
2
～5m

2
，除容纳所需的观测设备外，还应考虑施工、检修人员进行相关作业

的空间。 

7.1.3 在建设观测房时应充分考虑其整体安全性，要做好防水、防潮、防雷以及防止小型动物进入的

设计，观测房周边宜设置防撞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防护，在外观上不宜采用颜色鲜艳、外观突出与整体

环境不协调的设计。 

7.2 数据采集系统安装 

7.2.1 传感器数据线在进入观测房前不得裸露，应采用护线管保护，并开槽敷设且埋深不小于 50cm。 

7.2.2 在观测房内，供电电缆、数据线以及光纤等线缆应采用桥架或线槽进行敷设，传感器数据线间

隔 2 米打标签注明传感器编号。 

7.2.3 数据采集器应安装在户外机箱/机柜内并做好防虫、散热等处理，数据采集器各类采集通道数量

应不低于对应传感器数量的 110%，同时在机箱/机柜内应放置数据采集通道与传感器编号对应的列表或

示意图。 

7.2.4 数据采集系统应配备本地存储以免数据丢失。 

7.2.5 观测房内设备的安放位置应考虑防水，防虫等因素，并考虑维修、调试等作业要求，对于重量

较轻的设备可采用壁挂的方式安装，对于重量较重的设备可预设专用的设备平台。 

7.3 数据传输设置 

7.3.1 数据传输分为有线数据传输和无线数据传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首先选择有线数据传输。 

7.3.2 在选择无线数据传输时应充分考虑数据带宽以及传输流量是否与观测点数据量匹配，在雷雨地

区安装时，应重点考虑设备防雷。 



JT/T XXXX.1—XXXX 

 

6 

7.4 供电系统 

7.4.1 供电系统主要包括市电、太阳能供电、风光互补等系统。市电供电系统应作为观测点供电系统

的首选，并配备有稳压设备。 

7.4.2 在无法提供市电的观测点，可采用太阳能供电系统或其它供电系统，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是否与

观测设备的功率能耗相匹配。 

7.4.3 对于有条件的观测点可采用市电与太阳能供电辅助的双供电系统确保供电系统的稳定性。 

8 数据中心建设 

8.1 数据中心 

8.1.1 省级数据中心主要负责汇聚各省观测点的数据，并且对数据进行存储、加工、管理，并按要求

定期向部级数据中心汇交观测数据。 

8.1.2 部级数据中心主要负责制定相关的数据汇交标准及规范化格式，汇聚各省级数据中心观测数据，

并且对汇交的数据进行审查、存储、管理以及开放共享。 

8.2 软件平台建设 

8.2.1 数据中心软件平台，应包含：数据库、数据管理、数据处理、数据安全以及数据可视化等功能

模块。数据中心软件平台应通过二级或以上等保评测。 

8.2.2 数据库在设计时应包含观测数据模板以及元数据管理要求的所有字段，对于有数据或数据格式

要求的应按照要求进行设计。数据库应具备数据格式校验、关联数据检索、标准数据格式导出以及数据

权限管理等基本功能。 

8.2.3 数据管理模块应具备数据添加、修改以及批量检索等常用功能外，还应具备数据访问记录、数

据分类管理、重复或互斥数据检测等功能。 

8.2.4 数据处理功能模块主要负责各观测点数据汇聚后的标准化格式处理，元数据提取以及必要的基

础数据加工工作，负责维护公路静态数据信息与动态检测数据。 

8.2.5 数据安全功能模块主要负责数据安全等级划分、数据访问权限控制、数据加密以及数据备份等

工作。 

8.2.6 数据可视化功能模块主要负责展示数据中心所有数据的基本情况，数据状态以及开放共享等基

础信息,实现各观测点元数据的完全开放共享。 

8.2.7 部级数据中心软件平台还应具备元数据及原始数据的汇交与管理功能，主要负责审核校验各观

测提交的元数据及原始数据，统计分析各观测点数据的整体情况。用户及权限管理功能，主要负责各省

级数据中心的访问管理。 

8.3 硬件平台建设 

8.3.1 数据中心硬件平台建设主要包括：服务器、通讯设备、网络安全设备、存储设备以及其他保障

设施设备。数据中心机房及设施设备建设应符合二级或以上等保要求。 

8.3.2 服务器应包括双备份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双备份数据库服务器用于存储及在线备份结

构化数据，宜采用实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用于部署各软件工具及系统平台，服务器数量应根据服务器

性能以及软件需求确定，可采用实体服务器或虚拟化平台搭建。 

8.3.3 通讯设备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内部网络搭建以及连接外部网络，搭建网络时应与网络安全设备配

合，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网络结构组建、网段划分以及网络安全管理。 

8.3.4 网络安全设备主要负责数据中心的整体安全保障，应至少包括：硬件防火墙、入侵检测、日志

审计等网络安全设备。 

8.3.5 存储设备主要用于各类数据的保存、备份，常用数据应至少按照在线双备份，离线单备份策略

设计，对于核心或关键数据还应增加异地备份机制以及访问权限控制；首次建设时存储容量宜按照年数

据量的 3倍～5倍实施，运行过程中根据实际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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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观测点巡检与维护 

9.1 建立定期巡检制度，每年进行不少于 1次巡检，巡检内容如下： 

a) 对观测点附属设施开展定期巡检，检查观 测设备、观测房、米桩标志等是否损坏、丢失，做

好巡检记录按表 2 所示； 

b) 对观测点供电系统开展定期巡检，检查太阳能电池电量以及通讯、供电线缆是否破损，做好巡

检记录，按表 3所示； 

c) 对观测点数据采集系统开展定期巡检，检查监测仪器的运行状态、数据硬盘容量、工作状态参

数是否正常，做好巡检记录，按表 4所示。 

表2 观测点附属设施巡检表 

序

号 

日

期 

时

间 

观测点

名称 

检测

人员 

观测设备情况 观测房情况 米桩标志 

设备

名称 

是否

正常 

是否

损坏 

是否

丢失 

是否

正常 

是否

损坏 

是否

正常 

是否

损坏 

是否

丢失 

              

表3 观测点供电系统巡检表 

序

号 

日

期 

时

间 

观测点名

称 

检测人

员 

太阳能供电系统 

运行状态是否正

常 

电量是否正

常 

通讯是否正

常 

供电线缆是否破

损 

         

表4 观测点数据采集系统巡检表 

序号 日期 时间 
观测点

名称 

检测人

员 

数据采集系统 

运行状态是

否正常 

数据硬盘容量是

否满足使用 

工作状态参

数是否正常 

数据传输是

否正常 

         

9.2 观测点应配备路面定期检测所需的仪器设备，应满足对弯沉、车辙、平整度、横向力系数、摆值、

铺砂法构造深度的检测要求，按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9.3 观测设备和传感器应进行以下检定或校准： 

a) 标准观测设备和标准传感器每年经过省级或市级计量认证部门的检定或校准； 

b) 非标准观测设备和非标准传感器采取自校的方法进行检定和校准，或通过全国组织的统一比

对试验进行校准； 

c) 各类传感器应经过标定获得电信号与物理量的转换系数，有条件时可补充开展传感器与路面

的协同标定试验获得电信号与物理量的转换系数。 

9.4 在经常出现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地区，应经常检查避雷设备是否可靠，传感器线缆、气象杆及

太阳能板等是否被损坏，有问题应及时处理，保证系统能够安全运行。 

9.5 在日常检查工作中，应开展以下工作： 

a) 每天检查中心计算机与各监测站点的数据传输情况是否正常； 

b) 每天对站点至少调取 1次数据，若发现某站点数据不能调取，立即查明原因并排除故障； 

c) 定时自动远程检测系统，远程检查系统与各点位仪器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d) 定期备份系统的监测数据； 

e) 各省级数据中心每半年定期向部级数据中心传输数据，确保数据的连续性、有效性和完整性。 

9.6 观测路段不应随意维修和养护，确保路面长期性能观测数据的真实性。如有必要，应向省级数据

中心进行审批报备，并报部级数据中心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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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观测点标志牌 

 

A.1 观测点应在观测路段的显著位置安装统一的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点标志牌，按照高速

公路和国道划分，观测点标志牌格式见图 A.1。 

 
         a）高速公路标志牌                          b）国道标志牌 

图A.1 观测点标志牌示意图 

A.2 标志牌的设计应按照 GB 5768.2规范进行。 

A.3 标志牌采用方形，高速公路采用绿底，国道采用蓝底，标志的文字和边框采用白色。 

A.4 标志尺寸应统一采用 160cm╳120cm，路标汉字高度、位置见图 A.2。 

A.5 采用多柱式支撑方式，埋设位置应距车行道或人行道的外侧边缘或土路肩 30cm位置处，标志板下

缘距离路面的高度为 200cm，平行于行车方向布置。 

A.6 反光膜，高速公路采用 4 级反光膜；国道采用 3 级~4 级反光膜，与路段前后的标志牌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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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字体：方正大黑-GBK 字号：377pt，左右居中距边框 60mm 距上边 130mm。 
b
 字体：方正大黑-GBK 字号：211pt，左右居中距边框最小不超过 60mm 距上边框 400mm，行间距 65mm。 
c
 字体：方正大黑-GBK 字号：130pt，距上边 650mm。 
d
 字体：黑体 字号：180pt，右侧距边 150mm，下距边 90mm。 
e
 边框大小 1460×1060，宽度 20mm，R=50pt。 

图A.2 观测点标志牌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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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传感器布设方式 

 

B.1 应力和应变传感器布设的原则是布设在道路各结构层层底位置，能够实时监测路面结构内部应力

和应变的变化，满足技术与经济合理性、施工的可操作性等要求。 

B.2 为了有效测量结构层底部的应变，借鉴国内外经验，一般采用矩阵布设形式，如 2×2、2×3、3×

3，示意见图 B.1。分别需要 8 个、12 个、18 个应变传感器。综合技术和经济考虑，建议采用 2×2 的

布设模式。即每个埋设层面埋设正方形的四个点，每个点上沿行车方向和垂直方向各埋设 1 个传感器。 

 

图B.1 应变传感器的矩阵布设示意 

B.3 由于应变传感器自身厚度约 2cm 左右，当沥青混合料结构层较薄时，埋设后混合料不宜压实。宜

根据实际道路结构层厚度，调整传感器的合理布设位置。 

B.4 以某结构为例，一般观测点埋设温湿度传感器的示意见图 B.2和图 B.3所示。 

 

图B.2 一般观测点传感器埋设立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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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一般观测点传感器埋设平面示意 

B.5 以某结构为例，沥青路面特殊观测点传感器的布设立面图和平面图见图 B.4至图 B.6所示。 

 

图B.4 沥青路面传感器的布设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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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5 沥青路面沥青层传感器的布设平面图 

 

图B.6 沥青路面水稳基层传感器的布设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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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以某结构为例，水泥路面传感器的布设立面图和平面图见图 B.7和图 B.8所示。 

 

图B.7 水泥路面传感器布置立面图 

 

图B.8 水泥路面传感器布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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