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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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辽宁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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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桥梁检测评定数据采集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公路桥梁初始检查、日常巡查、经常检查、定期检查和特殊检查过程中评定数据采集的

内容、方法、频率、 采集工具及设备、人员安排和采集要点，桥梁部件的编码规则，部件分类和检测评

定数据采集指标。

本规程适用于各级公路的桥梁技术状况初始检查、日常巡查、经常检查、定期检查和特殊检查评定数

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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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注日期的应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JTG 5120-2021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JTG∕T H21-201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T J21-2011 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

桥梁构件 bridge member

组成桥梁结构的最小单元，如一片梁、一个桥墩等。

3.2

桥梁部件 bridge component

结构中同类构件的统称，如梁、桥墩等。

3.3

评定指标 evaluation indexes

对桥梁技术状况评价产生影响的数据采集项。

3.4

评定指标最大等级 the maximum grade of evaluation indexes

评定指标经过检测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度类别。

3.5

指标标度 scale of evaluation indexes

评定指标经过检测实际出现的标度。

3.6

桥梁技术状况 bridge technic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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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结构各部件或构件的综合技术指标，反映桥梁结构的完好程度、安全程度及使用功能的完善程度

。

4 总则

4.1 为规范辽宁省在役公路桥梁检测评定（包括初始检查、日常巡查、经常检查、定期检查和特殊检

查）数据项采集，提供评价指标标度，制定本规程。

4.2 本规程由桥梁养护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可委托获得相关检测资质的专业单位进行采集。

4.3 数据采集项指标标度采用目测与仪器相结合的方法获得。

4.4 本规程所采集的技术资料应归入桥梁养护技术文档和辽宁省公路（包括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

桥梁管理系统。采集过程宜采用桥梁移动数据采集终端进行，并直接传入辽宁省公路桥梁管理系统；也可

手工采集，并录入桥梁管理系统。

5 初始检查

5.1 一般规定

新建或改建桥梁交付使用后，对桥梁结构及其附属构件的技术状况进行的首次全面检测，其成果是后

期桥梁检查和评定工作的基准。

5.2 采集内容

a) 定期检查需测定的所有项目，并按《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第 3.5.3 条的要求设置永久

观测点。

b) 测量桥梁长度、桥宽、净空、跨径等；测量主要承重构件尺寸，包括构件的长度与截面尺寸等；

测定桥面铺装层厚度及拱上填料厚度等。

c) 测定桥梁材质强度、混凝土结构的钢筋保护层厚度。

d) 养护检查等级为Ⅰ级的桥梁，通过静载试验测试桥梁结构控制截面的应力、应变、挠度等静力参

数，计算结构校验系数；通过动载试验测定桥梁结构的自振频率、冲击系数、振型、阻尼比等动力参数。

e) 有水中基础，养护检查等级为Ⅰ、 Ⅱ级的桥梁，应进行水下检测。

f) 量测缆索结构的拉索索力及吊杆索力，测试索夹螺栓紧固力等。

g) 检测钢管混凝土拱桥钢管内混凝土密实度。

h) 当交、竣工验收资料中已经包含上述检查项目或参数的实测数据时，可直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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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采集方法

初始检查采用实地量测、现场评定的方法。对于难以到位检查的桥梁部位，可借助于望远镜、检查梯

或检测车进行。形成的档案信息应及时录入桥梁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5.4 采集频率

新建或改建桥梁应进行初始检查。初始检查宜与交工验收同时进行，最迟不得超过交付使用后 1 年

。

5.5 采集工具及设备

采集人员采用检查设备进行桥梁特征数据的量测和状况评估。检查设备分为常规设备和特种设备两

类，如表 1所示：

表1 初始检查设备分类表

检查设备分类 检测设备

常规设备

a) 照相机、摄像机

b) 高倍望远镜（8～15倍）

c) 裂缝放大镜、检查专用梯

d) 钢直尺、卷尺、花杆、手电筒

e) 工作服、交通旗

f) 电子测距仪

g) 防水连裤衣、防滑鞋

h) 小船、交通工具

i) 桥梁移动数据采集终端

特种设备

a) 回弹仪

b) 碳化及氯离子测试仪

c) 桥梁检查车

d) 混凝土保护层测定仪

e) 裂缝尺或裂缝显微镜

f) 钢筋锈蚀检测仪

g) 索力检测设备（加速度计及振动信号采集仪等）

h) 裂缝宽度测试仪

i) 裂缝测深仪

5.6 人员安排

应配备至少 4名从事桥梁检测工作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员。数据采集人员应能熟练地操作各类检测仪器

设备和了解其原理且能对仪器采集的数据进行判别，能进行桥梁技术状况评定。

5.7 采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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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期检查的采集要点有：

a) 现场校核桥梁基本数据，填写桥梁基本状况卡片和桥梁初始检查记录表；

b) 填写“桥梁定期检查记录表 ”，记录各部件及构件的评定指标情况并给出相应标度； 现场校核桥

梁基本数据，填写桥梁基本状况卡片和桥梁初始检查记录表；

c) 三张总体照片。一张桥面正面照片，桥梁两侧立面照各一张，并标注清楚，将照片上传至桥梁管

理系统的相应目录下；

d) 桥梁技术状况典型的照片及说明。描述应采用专业标准术语，说明其部位、类型、性质、范围、

数量和程度等，将数据录入桥梁管理系统；

e) 从交竣工资料直接引用桥梁长度、桥宽、净空、跨径，主要承重构件尺寸、桥面铺装层厚度，养

护检查等级 I级的桥梁的结构校验系数及动力参数，缆索结构的所里，索夹紧固力，钢管混凝土拱桥

钢管内混凝土密实度，交竣工验收资料中没有的，采集人员应补充数据，并将数据录入桥梁管理系统；

f) 桥梁水下结构的检测，应做影像记录，并附技术状况说明；

g) 根据桥梁的基本数据和技术状况，提出桥梁的养护建议。

6 日常巡查

6.1 一般规定

对桥面及其以上部分的桥梁构件、结构异常变位和桥梁安全保护区的日常巡视和目测检查。

6.2 采集内容

a) 桥路连接处是否异常。

b) 桥面铺装、伸缩缝是否有明显破损；伸缩缝位置的桥面系是否存在异常。

c) 栏杆或护栏等有无明显缺损。

d) 标志标牌是否完好。

e) 桥梁线形是否存在明显异常。

f) 桥梁是否存在异常的振动、摆动和声响。

g) 桥梁安全保护区是否存在侵害桥梁安全的情况。

6.3 采集方法

日常巡查可以乘车目测为主，并应做巡检记录，发现明显缺损和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

6.4 采集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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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检查等级为Ⅰ、 Ⅱ级的桥梁，日常巡查每天不应少于 1次；对有特殊照明需求（功能性及装饰

性照明、航空航道指示灯等）的桥梁，应适当开展夜间巡查。养护检查等级为Ⅲ级的桥梁，日常巡查每周

不应少于 1次。遇地震、地质灾害或极端气象时应增加检查频率。

6.5 采集工具及设备

a) 巡查车辆；

b) 照相机、摄像机；

c) 高倍望远镜（8～15 倍）；

d) 钢直尺、卷尺、花杆、手电筒；

e) 工作服、交通旗；

f) 移动数据采集终端。

6.6 人员安排

根据桥梁的数量、等级、养护等级、状况水平和区域重要性等因素，合理配置巡查人员。每个巡

查班组应配备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通常建议每个班组至少配备 2名专业技术工人及 1辆作业机动车，

并随车配备维修材料、小型维修机具及交通维护设施等 。

6.7 采集要点

桥梁日常巡查是确保桥梁安全运营的重要环节，其采集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桥面设施检查：检查桥面是否平整，有无坑槽、积水，桥面标志线是否清晰，安全护栏是否完

好无损。

b) 上部结构检查：检查梁体、桥面铺装、伸缩缝、排水系统等是否正常，有无裂缝、变形、剥落

或其他损伤。

c) 下部结构检查：检查桥墩、桥台、支座、基础等是否稳固，有无裂缝、侵蚀、沉降或倾斜。

d) 附属构造物检查：检查照明、标志牌、防撞设施等附属设施是否完好，功能是否正常。

e) 荷载状况检查：注意桥梁上的交通流量和荷载变化，特别是超重车辆对桥梁的影响。

f) 环境因素检查：检查周围环境对桥梁的影响，如腐蚀性环境、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

g) 定期记录和报告：每次巡查后应详细记录检查结果，并及时上报，以便采取必要的养护措施。

h) 使用技术设备辅助：可使用裂缝测量仪、混凝土强度测试仪等设备进行更精确的检查。

i) 应急处置准备：对于巡查中发现的紧急情况，应有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快速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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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数据管理和分析：建立桥梁技术档案，定期分析巡查数据，评估桥梁技术状况，为养护决策

提供依据。

7 经常检查

7.1 一般规定

经常检查是指抵近桥涵结构，采用目测结合辅助工具对桥面系、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和附属设施表观

状况进行的周期性检查。

7.2 采集内容

a) 桥梁结构有无异常的变形和振动及其他异常状况。

b) 外观是否整洁，构件表面是否完好，有无损坏、开裂、剥落、起皮、锈迹等。

c) 混凝土主梁裂缝是否有发展，箱梁内是否有积水。钢结构主梁抽查焊缝有无开裂，螺栓有无松

动或缺失。

d) 斜拉索、吊杆（索）、系杆等索结构锚固区的密封设施是否完好，有无积水或渗水痕迹，密封

材料等有无老化和开裂；主缆最低点是否渗水；索鞍是否有异常的位移、卡死、辊轴歪斜以及构件锈蚀、

破损；鞍座混凝土是否开裂；鞍室是否渗水、积水。

e) 支座是否有明显缺陷，使用功能是否正常。

f) 桥面铺装是否存在病害。

g) 伸缩缝是否堵塞、卡死，连接部件有无松动、脱落、局部破损。

h) 人行道、缘石有无破损、剥落、裂缝、缺损和松动。

i) 栏杆、护栏有无破损、缺失、锈蚀、移动或错位。

j) 排水设施有无堵塞和破损。

k) 墩台有无明显的倾斜、损伤、开裂及是否受到车、船或漂流物撞击而受损；基础有无冲刷、损

坏、悬空；墩台与基础是否受到生物腐蚀。

l) 翼墙（侧墙、耳墙）、锥坡、护坡、调治构造物有无缺损、开裂、沉降和塌陷。

m) 悬索桥锚碇是否存在渗水、积水。

n) 交通信号、标志、标线、照明设施以及桥梁其他附属设施是否完好、正常工作。

o) 永久观测点及标志点是否完好。

7.3 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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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检查采用目测方法，或配以简单工具进行测量。现场要登记所检查项目的缺损类型，估计缺损范

围及养护工作量，提出相应的小修保养措施，为编制桥梁养护（小修保养）计划提供依据。宜采用移动数

据采集终端对数据进行记录，并录入桥梁管理系统。

7.4 采集频率

a) 养护检查等级为Ⅰ级的桥梁，经常检查每月不应少于 1 次。

b) 养护检查等级为Ⅱ级的桥梁，经常检查每两个月不应少于 1 次。

c) 养护检查等级为Ⅲ级的桥梁，经常检查每季度不应少于 1 次。

d) 在汛期、台风、冰冻等自然灾害频发期，应提高经常检查频率。

e) 养护检查等级为Ⅱ 、Ⅲ级的桥梁，在定期检查中发现存在 4 类构件时，加固处治前应提高经常

检查频率。

f) 对支座的经常检查每季度不应少于 1 次。

7.5 采集工具及设备

a) 照相机、摄像机；

b) 高倍望远镜（8～15 倍）；

c) 裂缝放大镜、检查专用梯；

d) 钢直尺、卷尺、花杆、手电筒；

e) 工作服、交通旗；

f) 防水连裤衣、防滑鞋；

g) 移动数据采集终端。

7.6 人员安排

数据采集人员应有一定的桥梁专业技术知识，应经过采集技术培训，能够对桥梁技术状况进行分析 及

判断，身体健康，工作认真。

内业组不少于 2人：不少于 1人查阅档案或现场丈量，1人作记录；

外业组不少于 3人：不少于 1人检查，1人作记录，1人拍照。

7.7 采集要点

桥梁的经常检查的采集要点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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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观检查：对桥梁的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和附属设施进行全面的视觉检查，包括梁体、桥面、

栏杆、伸缩缝、排水系统等。

b) 结构病害记录：记录任何可见的结构损伤，如裂缝、变形、腐蚀、剥落、露筋、锈蚀等。

c) 荷载状况监测：注意桥梁上的交通流量和类型，特别是重型车辆对桥梁的影响。

d) 支座和伸缩缝检查：检查支座是否完好，是否有不当位移，伸缩缝是否正常工作，是否有阻塞

或损坏。

e) 水文和环境条件：检查桥梁所在水域的水位变化、流速、水质等水文条件，以及周围环境对桥

梁的影响，如腐蚀性环境、振动、温度变化等。

f) 基础和墩台检查：检查桥梁的基础和墩台是否有侵蚀、沉降或裂缝。

g) 上部结构细节检查：对梁体连接部位、钢筋、预应力管道等细节进行检查。

h) 附属设施检查：检查照明、交通标志、防撞设施等附属设施是否完好。

i) 清洁和维护：确保桥面清洁，无杂物堆积，排水系统畅通。

j) 数据记录和报告：详细记录检查结果，包括日期、时间、天气条件、检查人员、发现的问题及

其位置等，并及时上报。

k) 应急响应：对于巡查中发现的紧急情况，应有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快速响应机制。

l) 使用辅助工具：可能需要使用望远镜、裂缝测量工具、相机等辅助工具来帮助检查难以接近或

视线不佳的部位。

m) 技术档案更新：根据检查结果更新桥梁的技术档案和数据库，为后续的定期检查和维护提供

参考。

n) 安全措施：在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如穿戴安全装备、设置警示标志

等。

8 定期检查

8.1 一般规定

定期检查是为评定桥梁使用功能，制定管理养护计划提供基本数据，对桥梁主体结构及其附属构造 物

的技术状况进行全面检查，搜集结构技术状态的动态数据。

8.2 采集内容

8.2.1 桥面系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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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桥面铺装层纵、横坡是否顺适，有无严重的龟裂、纵横裂缝，有无坑槽、拥包、拱起、剥落、

错台、磨光、泛油、变形、脱皮、露骨、接缝料损坏、桥头跳车等现象。

b) 伸缩缝是否有异常变形、破损、脱落、漏水、失效，锚固区有无缺陷，是否存在明显的跳车。

c) 人行道有无缺失、破损等。

d) 栏杆、护栏有无缺失、破损等。

e) 防排水系统是否顺畅，泄水管、引水槽有无明显缺陷，桥头排水沟功能是否完好。

f) 桥上交通信号、标志、标线、照明设施是否损坏、失效。

8.2.2 桥梁上部结构

8.2.2.1 混凝土梁桥上部结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混凝土构件有无开裂及裂缝是否超限，有无渗水、蜂窝、麻面、剥落、掉角、空洞、孔洞、露

筋及钢筋锈蚀。

b) 主梁跨中、支点及变截面处，悬臂端牛腿或中间铰部位，刚构的固结处和桁架的节点部位，混

凝土是否开裂、缺损，钢筋有无锈蚀。

c) 预应力钢束锚固区段混凝土有无开裂，沿预应力筋的混凝土表面有无纵向裂缝。

d) 桥面线形及结构变位情况。

e) 混凝土碳化深度、钢筋锈蚀检测。

f) 主梁有无积水、渗水，箱梁通风是否良好。

g) 组合梁的桥面板与梁的结合部位及预制桥面板之间的接头处混凝土有无开裂、渗水。

h) 装配式梁桥的横向连接构件是否开裂，连接钢板的焊缝有无锈蚀、断裂。

8.2.2.2 钢桥上部结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构件涂层劣化情况。

b) 构件锈蚀、裂缝、变形、局部损伤。

c) 焊缝开裂或脱开。

d) 铆钉和螺栓松动、脱落或断裂。

e) 结构的跨中挠度、结构变位情况。

f) 钢箱梁内部湿度是否符合要求，除湿设施是否工作正常。

g) 钢-混凝土组合梁桥和混合梁桥的检测，除应符合本条及《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第

6.2.2.1 条的相关要求外，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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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桥面板与梁的结合部位有无纵向滑移、开裂。

2） 预制桥面板之间的接头处混凝土有无开裂、压溃、渗水、错位。

3） 混凝土梁段与钢梁段结合处构造功能是否正常，接合面有无脱开、渗漏、错位、承压钢板变

形等。

8.2.2.3 拱桥上部结构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主拱圈是否变形、开裂、渗水，拱脚是否发生位移。

b) 圬工拱桥拱圈的灰缝有无松散、剥离或脱落，砌块有无风化、断裂、压碎、局 部掉块、脱落；

钢筋混凝土拱桥的拱圈（片）表观及材质状况检测应按《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第 6.2.2.1条执行；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及钢拱桥的钢结构检测应按《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第 3.5.6 条执行。

c) 行车道板、横梁、纵梁及拱上立柱（墙）、盖梁、垫梁的混凝土有无开裂、剥 落、露筋和锈蚀。

空腹拱的腹拱圈有无较大的变形、开裂、错位，立墙或立柱有无倾斜、开裂。

d) 拱的侧墙与主拱圈间有无脱落，侧墙有无鼓凸变形、开裂，实腹拱拱上填料有无沉陷，排水是

否正常。

e) 拱桥的横向联结有无变位、开裂、松动、脱落、断裂、钢筋外露、锈蚀等，连接部钢板有无锈

蚀、断裂。

f) 双曲拱桥拱波与拱肋结合处是否开裂、脱开，拱波之间砂浆有无松散、脱落，拱波是否开裂、

渗水等。

g) 劲性骨架的拱桥，混凝土是否沿骨架出现纵向或横向裂缝。

h) 吊杆索力有无异常变化。吊杆防护套有无开裂、鼓包、破损，必要时可打开防护套，检查吊杆

钢丝涂膜有无劣化，钢丝有无锈蚀、断丝。钢套管有无锈蚀、损坏，内部有无积水；吊杆导管端密封减振

设施和其他减振装置有无病害及异常等。

i) 逐个检查吊杆锚头及周围锚固区的情况，锚具是否渗水、锈蚀，是否有锈水流 出的痕迹，锚固

区是否开裂。必要时可打开锚具后盖抽查锚杯内是否积水、潮湿，防 锈油是否结块、乳化失效，锚杯是

否锈蚀。锚头是否锈蚀，镦头或夹片是否异常，锚头螺母位置有无异常。

j) 拱桥系杆外部涂层是否劣化，系杆有无松动，锚头、防护罩、钢箱有无锈蚀、损坏。预应力混

凝土系杆的检测应按《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第 3.5.5 条执行。

k) 钢管混凝土拱桥钢管内混凝土密实度检测，检查频率宜为 3~6 年 1 次。

8.2.2.4 斜拉桥上部结构及索塔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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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桥塔有无异常变位，锚固区是否有开裂、水渍，有无渗水现象。混凝土结构有无缺损、裂缝、

剥落、露筋、钢筋锈蚀。钢结构涂装是否粉化、脱落、起泡、开裂，钢结构是否锈蚀、变形、裂缝；螺栓

是否缺失、损坏、松动；钢与混凝土连接是否完好。

b) 拉索索力有无异常变化，观测斜拉索线形有无异常。

c) 斜拉索防护套有无开裂、鼓包、破损、老化变质，必要时可以打开防护套，检查斜拉索的钢丝

涂层劣化、破损、锈蚀及断丝情况。

d) 逐个检查锚具及周围锚固区的情况，锚具是否渗水、锈蚀，是否有锈水流出的 痕迹，锚固区

是否开裂。必要时可打开锚具后盖抽查锚杯内是否积水、潮湿，防锈油是否结块、乳化失效，锚杯是否锈

蚀。锚头是否锈蚀、开裂，镦头或夹片是否异常，锚头螺母位置有无异常。

e) 主梁的检测，除应按《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第 6.2.2.1 条、第 6.2.2.2 条执行外，还

应检查梁体拉索锚固区域的混凝土结构是否开裂、渗水，钢结构是否有裂纹、锈蚀、渗水。

f) 钢护筒是否脱漆、锈蚀，钢护筒内有无积水，钢护筒与斜拉索密封是否可靠， 橡胶圈是否老

化或严重磨损，橡胶圈固定装置有无损坏，阻尼器有无异常变形、松动、漏油、螺栓缺失、结构脱漆、锈

蚀、裂缝。

g) 桥梁构件气动外形是否发生改变；气动措施和风障是否完好；钢主梁检修车轨道、桥面风障、

护栏、栏杆的形状及位置是否发生改变。

8.2.2.5 悬索桥主要构件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桥塔有无异常变位，混凝土结构有无缺损、裂缝、剥落、露筋、钢筋锈蚀。钢 结构涂装是否

粉化、脱落、起泡、开裂，钢结构是否锈蚀、变形、裂缝；螺栓是否缺失、损坏、松动；钢与混凝土连接

是否完好。

b) 主缆线形是否有变化。主缆防护有无老化、开裂、脱落、刮伤、磨损；主缆是否渗水，缠丝有

无损伤、锈蚀，必要时可以打开涂层和缠丝，检查索股钢丝涂膜有无劣化，钢丝有无锈蚀、断丝。锚头防

锈漆是否粉化、脱落、开裂，抽查锚头防锈油是否干硬、失效，锚头是否锈蚀、开裂，镦头或夹片是否异

常，锚头螺母位置有无异常。

c) 吊索索力有无异常变化；吊索防护套有无裂缝、鼓包、破损，必要时可以打开 防护套，检查

吊索钢丝涂膜有无劣化，钢丝有无锈蚀、断丝。钢套管有无锈蚀、损坏，内部有无积水；吊索导管端密封

减振设施和其他减振装置有无病害及异常等。

d) 逐个检查吊索锚头及周围锚固区的情况，锚具是否渗水、锈蚀，是否有锈水流 出的痕迹，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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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区是否开裂。必要时可打开锚具后盖抽查锚杯内是否积水、潮湿，防 锈油是否结块、乳化失效，锚杯

是否锈蚀。锚头是否锈蚀、开裂，镦头或夹片是否异常，锚头螺母位置有无异常。

e) 索夹螺栓有无缺失、损伤、松动；索夹有无错位、滑移；索夹面漆有无起皮脱落，密封填料有

无老化、开裂；索夹外观有无裂缝及锈蚀；测试索夹螺栓紧固力。

f) 加劲梁的检测，应按《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第 6.2.2.1 条、第 6.2.2.2 条执行。

g) 主索鞍、散索鞍上座板与下座板有无相对位移、卡死、辊轴歪斜，鞍座螺杆、 锚栓有无松动

现象。鞍座内密封状况是否良好。索鞍有无锈蚀、裂缝，索鞍涂装有无粉化、裂缝、起泡、脱落，主缆和

索鞍有无相对滑移。

h) 锚碇外观有无明显病害，如裂缝、空洞等；锚碇有无沉降、扭转及水平位移。 锚室顶板、侧

墙表面状况是否完好。锚室内有无渗漏水，是否积水，温湿度是否符合要求；除湿设备运行是否正常。

i) 索股锚杆涂层是否完好，有无锈蚀、裂纹病害。

j) 桥梁构件气动外形是否发生改变；气动措施和风障是否完好；钢主梁检修车轨道、桥面风障、

护栏、栏杆的形状及位置是否发生改变。

8.2.2.6 支座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支座是否缺失。组件是否完整、清洁，有无断裂、错位、脱空。

b) 活动支座实际位移量、转角量是否正常，固定支座的锚销是否完好。

c) 橡胶支座是否老化、开裂，有无位置串动、脱空，有无过大的剪切变形或压缩变形，各夹层钢

板之间的橡胶层外凸是否均匀。

d) 四氟滑板支座是否脏污、老化，聚四氟乙烯板是否磨损、是否与支座脱离、是否倒置。

e) 盆式橡胶支座的固定螺栓是否剪断，螺母是否松动，钢盆外露部分是否锈蚀，防尘罩是否完好，

抗震装置是否完好。

f) 组合式钢支座是否干涩、锈蚀，固定支座的锚栓是否紧固，销板或销钉是否完好。钢支座部件

是否出现磨损、开裂。

g) 摆柱支座各组件相对位置是否准确。混凝土摆柱的柱体有无破损、开裂、露筋。钢筋及钢板有

无锈蚀。活动支座滑动面是否平整。

h) 辊轴支座的辊轴是否出现爬动、歪斜。摇轴支座是否倾斜。轴承是否有裂纹、切口或偏移。

i) 球型支座地脚螺栓有无剪断、螺纹有无锈死，支座防尘密封裙有无破损，支座相对位移是否均

匀，支座钢组件有无锈蚀。

j) 支承垫石是否开裂、破损。

file:///D:/文档/研发中心/06.桥隧信息化平台创新团队/01.王超/00.2023/32.公路桥梁检测评定数据采集规程/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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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简易支座的油毡是否老化、破裂或失效。

l) 支座螺纹、螺帽是否松动，锚螺杆有无剪切变形，上下座板（盆）的锈蚀状况。

m) 支座封闭材料是否老化、开裂、脱落。

n) 斜拉桥、悬索桥的纵向和横向限位支座的检测，应按本条执行。

8.2.3 桥梁下部结构

8.2.3.1 翼墙、耳墙

桥台翼墙、侧墙、耳墙有无破损、裂缝、位移、鼓肚、砌体松动。台背填土有无沉降或挤压隆起，排

水是否畅通。

8.2.3.2 锥坡、护坡

锥坡、护坡有无缺陷、冲刷。

8.2.3.3 墩台与基础

a) 墩身、台身及基础变位情况。

b) 混凝土墩身、台身、盖梁、台帽及系梁有无开裂、蜂窝、麻面、剥落、露筋、空洞、孔洞、钢

筋锈蚀等。

c) 墩台顶面是否清洁，有无杂物堆积，伸缩缝处是否漏水。

d) 圬工砌体墩身、台身有无砌块破损、剥落、松动、变形、灰缝脱落，砌体泄水孔是否堵塞。

e) 基础是否发生冲刷或淘空现象，地基有无侵蚀。水位涨落、干湿交替变化处基础有无冲刷磨损、

颈缩、露筋，有无开裂，是否受到腐蚀。

8.2.3.4 河床与调治构造物

a) 桥位段河床有无明显冲淤或漂流物堵塞现象，有无冲刷及变迁状况。河底铺砌是否完好。

b) 调治构造物是否完好，功能是否适用。

8.2.4 桥梁附属设施

附属设施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养护检修设施是否完好。

b) 减振、阻尼装置是否完好。

c) 墩台防撞设施是否完备。

d) 桥上避雷装置是否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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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桥上航空灯、航道灯是否完好，能否保证正常照明。桥面照明及结构物内供养护检修的照明系统

是否完好。

f) 防抛网、声屏障是否完好。

g) 结构监测系统仪器设备工作是否正常。

h) 除湿设备工作是否正常。

8.2.5 通道、跨线桥与高架桥

通道、跨线桥与高架桥的结构检查同其他一般公路桥梁。通道还应检查通道内有无积水，机械排水 的

泵站是否完好，排水系统是否畅通。跨线桥、高架桥还应检查防抛网、隔音墙是否完好。通道、跨线 桥

与高架桥下的道面是否完好，有无非法占用情况等。通道桥、跨线桥、高架桥还应检查限高标志是否 保

存完好，净空是否满足要求。

8.3 采集方法

外业采集采用野外实地量测、现场评定的方法，要求到位检查。对于难以到位检查的桥梁部位，可 借

助于望远镜、检查梯或检测车进行。宜采用移动数据采集终端对数据进行记录，并输入桥梁管理系统。

内业采集采用室内查阅桥梁档案资料的方法。对于档案资料缺损或数据不确定的桥梁，采集人员有 责

任弥补丢失数据，必要时应到现场实地勘测校验或寻找知情人核实。对于形成的档案信息应及时录入 桥

梁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注：对于无法在现场进行采集或校验的数据（如设计图纸等），采集人员应提醒档案管理人员与资料提供单位进行沟

通，并进行补充。

8.4 采集频率

养护检查等级为Ⅰ级的桥梁，定期检查周期不得超过 1 年；养护检查等级为Ⅱ 、Ⅲ级的桥梁，定期

检查周期不得超过 3 年。

8.5 采集工具及设备

数据采集时，可用直观评定法将其进行等级划分。采集人员采用检查设备进行桥梁特征数据的量测 和

状况评估。检查设备分为常规设备和特种设备两类，如表 2所示：

表2 定期检查设备分类表

检查设备分类 检测设备

常规设备

a) 照相机、摄像机

b) 高倍望远镜（8～15倍）

c) 裂缝放大镜、检查专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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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钢直尺、卷尺、花杆、手电筒

e) 工作服、交通旗

f) 电子测距仪

g) 防水连裤衣、防滑鞋

h) 小船、交通工具

i) 桥梁移动数据采集终端

特种设备

a) 回弹仪

b) 碳化及氯离子测试仪

c) 桥梁检查车

d) 混凝土保护层测定仪

e) 裂缝尺或裂缝显微镜

f) 钢筋锈蚀检测仪

g) 索力检测设备（加速度计及振动信号采集仪等）

h) 裂缝宽度测试仪

i) 裂缝测深仪

8.6 人员安排

应配备至少 4名从事桥梁检测工作三年以上的人员，其中桥梁检测工程师及辅助检测人员各 2人；数

据采集人员应能准确地对桥梁缺损进行识别，并具备进行桥梁技术状况评定的能力。

8.7 采集要点

桥梁定期检查是对桥梁技术状况进行全面评估的重要环节，其采集要点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基本信息收集：收集桥梁的设计资料、施工记录、历史检查和维修记录等，以了解桥梁的历史

和现状。

b) 外观检查：对桥面系构造、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和附属构造物进行全面的视觉检查，记录裂缝、

变形、腐蚀、剥落等损伤。

c) 结构尺寸测量：测量桥梁各部分的尺寸，包括梁长、宽、高，拱跨等，确保与设计图纸相符。

d) 材料性能检测：对桥梁使用的材料进行性能测试，如混凝土强度、钢筋的锈蚀情况、钢材的力

学性能等。

e) 荷载试验：进行静载和动载试验，测试桥梁在不同荷载下的响应，评估其承载能力。

f) 支座和伸缩缝检查：检查支座是否完好，是否有不当位移，伸缩缝是否正常工作，是否有阻塞

或损坏。

g) 水文和环境条件调查：了解桥梁所处的环境条件，包括水文、地质、气候等，评估这些条件对

桥梁的影响。



DB/T XXX—202X

20

h) 无损检测：采用超声波、射线等无损检测技术，对桥梁内部结构进行检查。

i) 荷载能力评估：根据检查结果，评估桥梁的荷载能力，确定是否需要限制交通或者进行加固。

j) 数据记录和报告：详细记录检查数据，进行必要的分析，形成定期检查报告。

k) 技术状况评定：根据检查结果，对桥梁的技术状况进行评定，确定桥梁的运营状况和维护需求。

l) 制定养护计划：基于定期检查结果，制定桥梁的养护和维修计划。

m) 法规和标准符合性检查：确保桥梁的维护和管理符合相关的法规和标准要求。

n) 安全管理：检查桥梁的安全设施是否完善，如防撞设施、警示标志等。

9 特殊检查

9.1 一般规定

实施特殊检查前，应充分收集桥梁设计资料、竣工资料、材料试验报告、施工资料、历次检测报告及

维修资料等，并现场复核。

9.2 采集内容

特殊检查应包括下列一项或多项内容：

a) 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及其退化程度的测试鉴定；结构或构件开裂状态的检测及评定；

b) 结构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检算、试验和鉴定。桥梁承载能力评定宜按现行《公路桥梁承载能

力检测评定规程》（JTG/T J 21）执行；

c) 桥梁抵抗洪水、流冰、风、地震及其他灾害能力的检测鉴定；

d) 桥梁遭受洪水、流冰、滑坡、地震、风灾、火灾、撞击，因超重车辆通过或其他因素造成损伤的

检测鉴定；

e) 水中墩台身、基础的缺损情况的检测评定；

f) 定期检查中发现的较严重的开裂、变形等病害，应进行跟踪观测，预测其发展趋势。

9.3 采集方法

特殊检查应根据检测目的、病害情况和性质，采用仪器设备进行现场测试和其他辅助试验，针对桥梁

现状进行检算分析，形成评定结论，提出建议措施。

9.4 采集时间

下列情况应作特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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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期检查中难以判明构件损伤原因及程度的桥梁。

b) 拟通过加固手段提高荷载等级的桥梁。

c) 需要判明水中基础技术状况的桥梁。

d) 遭受洪水、流冰、滑坡、地震、风灾、火灾、撞击，因超重车辆通过或其他异常情况影响造成损

伤的桥梁。

9.5 采集工具及设备

桥梁特殊检查设备分为常规设备和特种设备两类，如表 3所示：

表3 特殊检查设备分类表

检查设备分类 检 测 设 备

常规设备

a) 照相机、摄像机

b) 高倍望远镜（8～15倍）

c) 裂缝放大镜、检查专用梯

d) 钢直尺、卷尺、花杆、手电筒

e) 工作服、交通旗

f) 电子测距仪

g) 防水连裤衣、防滑鞋

h) 小船、交通工具

i) 桥梁移动数据采集终端

特种设备

a) 回弹仪

b) 碳化及氯离子测试仪

c) 桥梁检查车

d) 混凝土保护层测定仪

e) 钢筋锈蚀仪

f) 超声波测定仪

g) 探地雷达测定仪

h) 裂缝宽度测试仪

i) 裂缝测深仪

j) 应变传感器

k) 应变测试仪

l) 裂缝测宽仪

m) 全站仪

n) 智能非金属超声仪

o) 混凝土电阻率测试仪

p) 无线模态采集仪

q) 水准仪

r) 一体式钢筋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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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数显卡尺

t) 充电电锤

u) 取芯机

9.6 人员安排

应配备至少 4名从事桥梁检测工作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其中桥梁检测工程师及检测员各 2人；数据

采集人员应能准确地对各种桥梁缺损进行识别，能熟练地操作各类检测仪器设备和了解其原理且能对仪

器采集的数据进行判别，能对各类桥梁制定桥梁检测方案，具备较强的桥梁检算、分析能力，熟悉桥梁 维

护加固技术，能进行桥梁技术状况评定，并能针对检测结果给出合理的桥梁管养建议。

9.7 采集要点

桥梁特殊检测应根据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问题做出鉴定：

a) 桥梁结构材料缺损状况：包括对物理、化学性能退化程度及原因的测试鉴定；结构或构件开裂状

态的检测及评定；

b) 桥梁结构承载能力：包括对结构强度、稳定性和刚度的检算、试验和鉴定；

c) 桥梁防灾能力：包括桥梁抵抗洪水、流冰、风、地震及其他地址灾害等能力的检测鉴定。

采集完成后要对桥梁进行适应性评定。桥梁适应性评定包括以下内容：依据桥梁定期及特殊检查资料，

结合试验与结构受力分析，评定桥梁的实际承载能力、通行能力、抗洪能力，提出桥梁养护、改造方案。

10 编码规则

10.1 部件编号规则

应对采集的部件进行编号、管理。结合桥梁管理系统的相关规定，编号规则如下：

a) 翼墙：小里程桥台左侧-L0；小里程桥台右侧-R0；大里程桥台左侧-L1；大里程桥台右侧-R1；

b) 护坡：小里程桥台左侧-L0；小里程桥台右侧-R0；大里程桥台左侧-L1；大里程桥台右侧-R1；

c) 桥梁墩、台身以及墩台基础：0 号台编号为 0，1 号墩编号为 1，依次类推；

d) 桥梁墩台帽梁编号以墩台为基准，0 号台上的墩台帽梁，编号为 0，依次类推；

e) 对于每一片梁的编号由两部分组成，即桥梁的“孔号”-“梁号 ”。按路线桩号增长方向，先

填写孔号，再按从右至左的顺序对每一片梁进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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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支座的编号由三部分组成，细述如图 1 示例所示；

g) 伸缩缝编号：沿路线行进方向第一道伸缩缝编号为 1，依次类推。

图1 桥梁构件编号示意图

10.2 数据格式

a) 桥梁代码：13-16 位字符型数据，由路线号+行政区划代码+桥梁顺序号组成。其中，路线号为 2-5

位字符，行政区划代码为 6 位字符，桥梁顺序号为 5 位字符；

b) 桥梁名称：80 位的字符型数据，在命名时不能使用“# ”，“@ ”，“* ”，“& ”等特殊字符；

c) 路线号：2-5 位字符型数据，路线号和对应的路线名称参见附录 A 和附录 B；

d) 路线名称：小于 80 位的字符型数据；

e) 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6 位的字符型数据，行政区划代码和行政区划名称参加附录 C，例： 辽

中区对应行政区划代码填写为 210115；

f) 跨越地物名称：小于 80 位的字符型数据，用以记录所跨越的地物名称，例：太子河；

g) 中心桩号：数值型，精度为小数点后三位，单位：公里，例：224.568；

h) 桥梁全长：数值型，精度为小数点后两位，单位：米，例：200.64；

i) 桥跨组合：小于 500 位的字符型数据，例：两孔 13米加两孔 16 米记为 2*13+2*16；

j) 单孔最大跨径：数值型，精度为小数点后两位，单位：米，例：195.27；

k) 桥面全宽：数值型，精度为小数点后两位，单位：米，例：20.25；

l) 公路技术等级：1 位字符型数据，字典项对应关系为：0-高速公路、1-一级公路、2-二级公路、 3-

三级公路、4-四级公路、5-等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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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跨越地物类型：1 位字符型数据，字典项对应关系为：1-河流（运河、湖泊）、2-跨海、3-沟 壑、

4-管道（大型运输管道）、5-道路、6-铁路、7-水渠、8-旱地、9-其他地物；

n) 桥梁用途：1 位字符型数据，字典项对应关系为：1-公路桥、2-公铁两用、3-漫水桥、4-通道、 5-

闸坝桥、6-高速公路跨线桥、7-人行桥、8-铁路用、9-其它桥；

o) 桥梁性质：1 位字符型数据，字典项对应关系为：1-永久性、2-半永久性、3-临时性；

p) 桥梁分类：1 位字符型数据，字典项对应关系为：1-特大桥、2-大桥、3-中桥、4-小桥； q) 建

桥年月：日期型数据，精确到日，例：2000 年 1 月 1 日记为 2000-1-1；

r) 部件号：2 位字符型数据，根据不同桥梁类型的不同部件填写，部件类型与部件号的对应关系 参

见章节 11.2-11.7；

s) 部件编号：20 位字符型数据，根据章节 8.1 的编号规则填写不同部件的部件编号；

t) 采集指标（病害类型）：40 位字符型数据，各桥型的部件的采集指标根据章节 12.3-12.8 填 写；

u) 采集指标标度（病害等级）：整型数据，可填写的采集指标标度参见章节 12.1；

v) 检测时间：时间型数据，通过桥梁管理系统录入的检测时间精确到日，例 2014 年 1 月 1 日记

为 2014-1-1；通过移动终端采集的检测时间精确到秒，由系统时间自动记录；

w) 上部结构技术状况评分：数值型，精度为小数点后两位，值域为[0,100]，例 93.85；

x) 下部结构技术状况评分：数值型，精度为小数点后两位，值域为[0,100]，例 93.85；

y) 桥面系技术状况评分：数值型，精度为小数点后两位，值域为[0,100]，例 93.85；

z) 桥梁总体技术状况评分：数值型，精度为小数点后两位，值域为[0,100]，例 93.85；

aa) 桥梁技术状况等级：整型数据，值域为[1,5]。

11 桥梁及部件分类

11.1 桥梁分类

本规程将公路桥梁分为六类，分别是：

a) 梁式桥；

b) 板拱桥、肋拱桥、箱型拱桥、双曲拱桥；

c) 刚架拱桥、桁架拱桥；

d)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

e) 悬索桥；

f) 斜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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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梁式桥部件

梁式桥共有 16个组成部件，如表 4所示。

表4 梁式桥部件表

部位 部件号 部件名称

上部结构

01 上部承重构件（主梁、挂梁等）

02 上部一般构件（湿接缝、横隔板等）

03 支座

下部结构

04 支座

05 翼墙、耳墙

06 锥坡、护坡

07 桥墩

08 桥台

09 墩台基础

10 河床

桥面系

11 桥面铺装

12 伸缩缝装置

13 人行道

14 栏杆、护栏

15 排水系统

16 照明、标志

11.3 板拱桥、肋拱桥、箱型拱桥、双曲拱桥部件

板拱桥、肋拱桥、箱型拱桥、双曲拱桥共有 16个组成部件，如表 5所示。

表5 板拱桥、肋拱桥、箱型拱桥、双曲拱桥部件表

部位 部件号 部件名称

上部结构

01 主拱圈

02 拱上结构

03 桥面板

04 翼墙、耳墙

05 锥坡、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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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结构

06 桥墩

07 桥台

08 墩台基础

09 河床

10 调治构造物

桥面系

11 桥面铺装

12 伸缩缝装置

13 人行道

14 栏杆、护栏

15 排水系统

16 照明、标志

11.4 刚架拱桥、桁架拱桥部件

刚架拱桥、桁架拱桥共有 16个组成部件，如表 6所示。

表6 刚架拱桥、桁架拱桥部件表

部位 部件号 部件名称

上部结构

01 刚架拱片（桁架拱片）

02 横向联结系

03 桥面板

下部结构

04 翼墙、耳墙

05 锥坡、护坡

06 桥墩

07 桥台

08 墩台基础

09 河床

10 调治构造物

桥面系

11 桥面铺装

12 伸缩缝装置

13 人行道

14 栏杆、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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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排水系统

16 照明、标志

11.5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部件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共有 20个组成部件，如表 7所示。

表7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部件表

部位 部件号 部件名称

上部结构

01 拱肋

02 横向联结系

03 立柱

04 吊杆

05 系杆（含锚具）

06 桥面板（梁）

07 支座

下部结构

08 翼墙、耳墙

09 锥坡、护坡

10 桥墩

11 桥台

12 墩台基础

13 河床

14 调治构造物

桥面系

15 桥面铺装

16 伸缩缝装置

17 人行道

18 栏杆、护栏

19 排水系统

20 照明、标志

注：上表中02号部件横向联结系指的是拱肋处上的横向联结系，不包含吊杆和立柱上的横梁。

11.6 悬索桥部件

悬索桥共有 19个组成部件，如表 8所示。

表8 悬索桥部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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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部件号 部件名称

上部结构

01 加劲梁

02 索塔

03 支座

04 主鞍

05 主缆

06 索夹

07 吊索及钢护筒

下部结构

08 锚杆

09 锚碇

10 索塔基础

11 散索鞍

12 河床

13 调治构造物

桥面系

14 桥面铺装

15 伸缩缝装置

16 人行道

17 栏杆、护栏

18 排水系统

19 照明、标志

注：本节所提到的悬索桥不包括自锚式悬索桥。

11.7 斜拉桥部件

斜拉桥共有 17个组成部件，如表 9所示。

表9 斜拉桥部件表

部位 部件号 部件名称

上部结构

01
斜拉索系统

（斜拉索、锚具、拉索护套、减震装置等）

02 主梁

03 索塔

04 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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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结构

05 翼墙、耳墙

06 锥坡、护坡

07 桥墩

08 桥台

09 墩台基础

10 河床

11 调治构造物

桥面系

12 桥面铺装

13 伸缩缝装置

14 人行道

15 栏杆、护栏

16 排水系统

17 照明、标志

12 桥梁检测评定数据采集指标

12.1 桥梁检测评定指标标度数据格式规定

桥梁检测评定指标为现场检测的评定指标标度，其数据格式为整形数值，可记录的标度由具体指标 的

最大等级确定。

注：评定指标标度为小于等于该指标的最大等级的整型数。如最大等级为5，则其可填写的标度为 1、2、3、4、5；最大

等级为4，则其可填写的标度为1、2、3、4；最大等级为3，则其可填写 的标度为1、2、3。具体的指标评定标准参见《公路

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T H21）。

12.2 5 类桥梁技术状况单项控制指标

在进行桥梁检测评定数据采集时，如有下列情况之一，则该项指标标度记为 5类，整桥应评为 5类：

a) 上部结构有落梁或有梁、板断裂现象；

b) 梁式桥上部承重构件控制截面出现全截面开裂；组合结构上部承重构件结合面开裂贯通，造成 截

面组合作用严重降低；

c) 梁式桥上部承重构件有严重的异常位移，存在失稳现象；

d) 结构出现明显的永久变形，变形大于规范值；

e) 关键部位混凝土出现压碎或杆件失稳倾向；或桥面板出现严重塌陷；

f) 拱式桥拱脚严重错台、位移，造成拱顶挠度大于限值；或拱圈严重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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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圬工拱桥拱圈大范围砌体断裂，脱落现象严重；

h) 腹拱、侧墙、立墙或立柱产生破坏造成桥面板严重塌落；

i) 系杆或吊杆出现严重锈蚀或断裂现象；

j) 悬索桥主缆或多根吊索出现严重锈蚀、断丝；

k) 斜拉桥拉索钢丝出现严重锈蚀、断丝，主梁出现严重变形；

l) 扩大基础冲刷深度大于设计值，冲空面积达 20%以上；

m) 桥墩（桥台或基础）不稳定，出现严重滑动、下沉、位移、倾斜等现象；

n) 悬索桥、斜拉桥索塔基础出现严重沉降或位移；悬索桥锚碇有水平位移或沉降。

12.3 梁式桥检测评定数据采集指标

12.3.1 梁式桥上部结构

12.3.1.1 上部承重构件指标

上部承重构件采集指标共有 17 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10 所示。

表10 梁式桥上部承重构件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蜂窝、麻面（混凝土梁式桥） 3

2 剥落、掉角（混凝土梁式桥） 4

3 空洞、孔洞（混凝土梁式桥） 4

4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混凝土梁式桥） 4

5 钢筋锈蚀（混凝土梁式桥） 5

6 混凝土碳化（混凝土梁式桥） 4

7 混凝土强度（混凝土梁式桥） 5

8 跨中挠度（混凝土梁式桥） 5

9 结构变位（混凝土梁式桥） 5

10 预应力构件损伤（混凝土梁式桥） 5

11 裂缝（混凝土梁式桥） 5

12 涂层劣化（刚梁桥） 4

13 锈蚀（刚梁桥） 4

14 焊缝开裂（刚梁桥） 5

15 铆钉（螺栓）损失（刚梁桥） 5

16 构件裂缝（刚梁桥） 5



DB21/T XXX—202X

31

17 构件变形（刚梁桥） 5

18 跨中挠度（刚梁桥） 5

19 结构变位（刚梁桥） 5

12.3.1.2 上部一般构件指标

上部一般构件采集指标共有 17 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11所示。

表11 梁式桥上部一般构件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蜂窝、麻面（混凝土梁式桥） 3

2 剥落、掉角（混凝土梁式桥） 4

3 空洞、孔洞（混凝土梁式桥） 4

4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混凝土梁式桥） 4

5 钢筋锈蚀（混凝土梁式桥） 5

6 混凝土碳化（混凝土梁式桥） 4

7 混凝土强度（混凝土梁式桥） 5

8 跨中挠度（混凝土梁式桥） 5

9 结构变位（混凝土梁式桥） 5

10 预应力构件损伤（混凝土梁式桥） 5

11 裂缝（混凝土梁式桥） 5

12 涂层劣化（刚梁桥） 4

13 锈蚀（刚梁桥） 4

14 焊缝开裂（刚梁桥） 5

15 铆钉（螺栓）损失（刚梁桥） 5

16 构件裂缝（刚梁桥） 5

17 构件变形（刚梁桥） 5

18 跨中挠度（刚梁桥） 5

19 结构变位（刚梁桥） 5

注：梁式桥上部承重构件与梁式桥上部一般构件指标相同。因两者是针对不同类型部件的指标描

述，所以，在此分别进行列举。

12.3.1.3 支座指标

支座类型共分为钢支座、橡胶支座和混凝土摆式支座等三种，采集指标共有 15项，指标及指标标度 对

应最大等级如表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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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支座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钢支座组件或功能缺陷 4

2 钢支座位移、转角超限 4

3 钢支座部件磨损、裂缝 4

4 螺纹、螺帽松动或锚螺杆剪切（横向支座和竖向支座） 5

5 上下座板（盆）锈蚀（横向支座和竖向支座） 4

6 纵横线扭转（横向支座和竖向支座） 4

7 板式支座老化变质、开裂（橡胶支座） 5

8 板式支座缺陷（橡胶支座） 4

9 板式支座位置串动、脱空或剪切超限（橡胶支座） 5

10 盆式支座组件损坏（橡胶支座） 5

11 聚四氟乙烯滑板磨损（橡胶支座） 4

12 盆式支座位移、转角超限（橡胶支座） 4

13 混凝土缺损（混凝土摆式支座） 4

14 活动支座滑动面不平整、生锈咬死（混凝土摆式支座） 4

15 轴承有裂纹、切口或偏移（混凝土摆式支座） 4

12.3.2 梁式桥下部结构

12.3.2.1 翼墙、耳墙指标

翼墙、耳墙采集指标共有 4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13所示。

表13 翼墙、耳墙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破损 4

2 位移 4

3 鼓肚、砌体松动 4

4 裂缝 4

12.3.2.2 锥坡、护坡指标

锥坡、护坡采集指标共有 2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14所示。

表14 锥坡、护坡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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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缺陷 4

2 冲刷 4

12.3.2.3 桥墩指标

桥墩采集指标共有 10 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15所示。

表15 桥墩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蜂窝、麻面 3

2 剥落、露筋 4

3 空洞、孔洞 4

4 钢筋锈蚀 5

5 混凝土碳化、腐蚀 4

6 磨损 4

7 圬工砌体缺陷 4

8 位移 5

9 桥墩裂缝 5

10 盖梁裂缝 4

12.3.2.4 桥台指标

桥台采集指标共有 12 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16所示。

表16 桥台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剥落 4

2 空洞、孔洞 4

3 混凝土碳化、腐蚀 3

4 圬工砌体缺陷 4

5 桥头跳车 4

6 台背排水状况 4

7 位移 5

8 桥台裂缝 5

9 磨损 4

10 台帽裂缝 4

11 台帽破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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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台帽混凝土碳化、腐蚀 3

12.3.2.5 墩台基础指标

墩台基础采集指标共有 7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17所示。

表17 墩台基础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冲刷、掏空 5

2 剥落、露筋 5

3 冲蚀 4

4 河底铺砌损坏 4

5 沉降 5

6 滑移和倾斜 5

7 裂缝 5

12.3.2.6 河床指标

河床采集指标共有 3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18所示。

表18 河床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堵塞 4

2 冲刷 4

3 河床变迁 4

12.3.2.7 调治构造物指标

调治构造物采集指标共有 2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19所示。

表19 调治构造物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损坏 4

2 冲刷、变形 4

12.3.3 梁式桥桥面系

12.3.3.1 桥面铺装指标

桥面铺装共分为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和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两种，采集指标共有 11 项，指标及指标

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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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桥面铺装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变形 4

2 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泛油 4

3 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破损 4

4 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裂缝 4

5 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磨光、脱皮、露骨 4

6 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错台 4

7 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坑洞 4

8 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剥落 4

9 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拱起 4

10 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接缝料损坏 4

11 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裂缝 4

12.3.3.2 伸缩缝装置指标

伸缩缝采集指标共有 4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21所示。

表21 伸缩缝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凹凸不平 4

2 锚固区缺陷 4

3 破损 4

4 失效 4

12.3.3.3 人行道指标

人行道采集指标共有 2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22所示。

表22 人行道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破损 4

2 缺失 4

12.3.3.4 栏杆、护栏指标

栏杆、护栏采集指标共有 2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23所示。

表23 栏杆、护栏采集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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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撞坏、缺失 4

2 破损 4

12.3.3.5 排水系统指标

排水系统采集指标共有 2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24所示。

表24 排水系统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排水不畅 4

2 泄水管、引水槽缺陷 3

12.3.3.6 照明、标志指标

照明、标志采集指标共有 3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25所示。

表25 照明、标志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污损或损坏 4

2 照明设施缺失 4

3 标志脱落、缺失 3

12.4 板拱桥、肋拱桥、箱型拱桥、双曲拱桥检测评定数据采集指标

12.4.1 板拱桥、肋拱桥、箱型拱桥、双曲拱桥上部结构

12.4.1.1 主拱圈指标

主拱圈采集指标共有 17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26所示。

表26 主拱圈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主拱圈变形 5

2 主拱圈裂缝 5

3 灰缝松散脱落 3

4 渗水（圬工拱桥） 3

5 砌块断裂、脱落 5

6 风化 3

7 拱脚位移 5

8 主拱圈、横向连接系变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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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拱铰功能受损 5

10 蜂窝、麻面 3

11 剥落、掉角 4

12 空洞、孔洞 4

13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4

14 钢筋锈蚀 5

15 混凝土碳化 4

16 混凝土强度 5

17 渗水（钢筋混凝土拱桥） 4

12.4.1.2 拱上结构指标

拱上结构采集指标共有 12 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27所示。

表27 拱上结构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实腹拱的侧墙与主拱圈脱裂 5

2 实腹拱的侧墙变形、位移 5

3 实腹拱的拱上填料沉陷或开裂 4

4 空腹拱的腹拱或横向联结系变形、错位 5

5 立墙或立柱倾斜、开裂或脱落 5

6 拱上结构裂缝 4

7 拱上填料排水不畅 4

8 侧墙变形 5

9 拱上填料沉陷或开裂 4

10 空腹拱的腹拱、横向联结系变形、错位 5

11 立墙或立柱倾斜 5

12 表面缺陷 4

12.4.1.3 桥面板指标

桥面板采集指标共有 17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28所示。

表28 桥面板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蜂窝、麻面 3

2 剥落、掉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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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洞、孔洞 4

4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4

5 钢筋锈蚀 5

6 混凝土碳化 4

7 混凝土强度 5

8 跨中挠度 5

9 结构变位 5

10 预应力构件损伤 5

11 裂缝 5

12 涂层劣化 4

13 锈蚀 4

14 焊缝开裂 5

15 铆钉（螺栓）损失 5

16 构件裂缝 5

17 构件变形 5

12.4.2 板拱桥、肋拱桥、箱型拱桥、双曲拱桥下部结构

a) 翼墙、耳墙指标参见 12.3.2.1；

b) 锥坡、护坡指标参见 12.3.2.2；

c) 桥墩指标参见 12.3.2.3；

d) 桥台指标参见 12.3.2.4；

e) 墩台基础指标参见 12.3.2.5；

f) 河床指标参见 12.3.2.6；

g) 调治构造物指标参见 12.3.2.7。

12.4.3 板拱桥、肋拱桥、箱型拱桥、双曲拱桥桥面系

a) 桥面铺装指标参见 12.3.3.1；

b) 伸缩缝装置指标参见 12.3.3.2；

c) 人行道指标参见 12.3.3.3；

d) 栏杆、护栏指标参见 12.3.3.4；

e) 排水系统指标参见 12.3.3.5；

f) 照明、标志指标参见 1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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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刚架拱桥、桁架拱桥检测评定数据采集指标

12.5.1 刚架拱桥、桁架拱桥上部结构

12.5.1.1 刚架拱片（桁架拱片）指标

刚架拱片采集指标共有 8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29所示。

表29 刚架拱片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跨中挠度 5

2 横系梁与拱片连接松动、开裂 5

3 微弯板穿孔、塌陷、露筋 5

4 裂缝 5

5 拱脚位移 5

6 蜂窝、麻面 3

7 剥落、掉角 4

8 空洞、孔洞 4

桁架拱片采集指标共有 9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30 所示。

表30 桁架拱片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构件变形 5

2 拱片连接处混凝土断裂 5

3 上弦杆缺陷 5

4 裂缝 5

5 拱脚位移 5

6 微弯板穿孔、塌陷、露筋 5

7 蜂窝、麻面 3

8 剥落、掉角 4

9 空洞、孔洞 4

12.5.1.2 横向联结系指标

刚架拱桥横向联结系采集指标共有 7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31所示。

表31 刚架拱桥横向联结系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混凝土压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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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接部钢板锈蚀、断裂 5

3 裂缝 4

4 变形 5

5 蜂窝、麻面 3

6 剥落、掉角 4

7 空洞、孔洞 4

桁架拱桥横向联结系采集指标共有 6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32所示。

表32 桁架拱桥横向联结系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变形 5

2 裂缝 4

3 混凝土压碎 5

4 蜂窝、麻面 3

5 剥落、掉角 4

6 空洞、孔洞 4

12.5.1.3 桥面板指标

桥面板指标参见 12.4.1.3。

12.5.2 刚架拱桥、桁架拱桥下部结构

a) 翼墙、耳墙指标参见 12.3.2.1；

b) 锥坡、护坡指标参见 12.3.2.2；

c) 桥墩指标参见 12.3.2.3；

d) 桥台指标参见 12.3.2.4；

e) 墩台基础指标参见 12.3.2.5；

f) 河床指标参见 12.3.2.6；

g) 调治构造物指标参见 12.3.2.7。

12.5.3 刚架拱桥、桁架拱桥桥面系

a) 桥面铺装指标参见 12.3.3.1；

b) 伸缩缝装置指标参见 12.3.3.2；

c) 人行道指标参见 12.3.3.3；

d) 栏杆、护栏指标参见 1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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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排水系统指标参见 12.3.3.5；

f) 照明、标志指标参见 12.3.3.6。

12.6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检测评定数据采集指标

12.6.1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上部结构

12.6.1.1 拱肋指标

拱肋采集指标共有 14 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33所示。

表33 拱肋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涂层缺陷 4

2 焊缝开裂 4

3 混凝土裂缝 4

4 构件扭曲变形、局部损伤 5

5 构件腐蚀、生锈 4

6 管内混凝土填充不密实或脱空 4

7 主拱圈挠度 5

8 拱肋位移 5

9 蜂窝、麻面 3

10 剥落、掉角 4

11 空洞、孔洞 4

12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4

13 钢筋锈蚀 5

14 混凝土碳化 4

12.6.1.2 横向联结系指标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横向联结系采集指标共有 14 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34所示。

表34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横向联结系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涂层缺陷 4

2 焊缝开裂 4

3 混凝土裂缝 4

4 构件扭曲变形、局部损伤 5

5 构件腐蚀、生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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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内混凝土填充不密实或脱空 4

7 主拱圈挠度 5

8 拱肋位移 5

9 蜂窝、麻面 3

10 剥落、掉角 4

11 空洞、孔洞 4

12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4

13 钢筋锈蚀 5

14 混凝土碳化 4

12.6.1.3 立柱指标

立柱采集指标共有 10 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35所示。

表35 立柱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涂层缺陷 4

2 焊缝开裂 4

3 混凝土裂缝 4

4 构件扭曲变形、局部损伤 5

5 构件腐蚀、生锈 4

6 管内混凝土填充不密实或脱空 4

7 蜂窝、麻面 5

8 剥落、掉角 5

9 空洞、孔洞 3

10 钢筋锈蚀 4

12.6.1.4 吊杆指标

吊杆采集指标共有 10 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36所示。

表36 吊杆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渗水 4

2 锈蚀 5

3 锚头损坏 4

4 橡胶老化变质 4

5 防护套损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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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吊杆的防护层破坏 4

7 断丝 5

8 蜂窝、麻面 3

9 剥落、掉角 4

10 空洞、孔洞 4

12.6.1.5 系杆（含锚具）指标

系杆（含锚具）采集指标共有 9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37所示。

表37 系杆（含锚具）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锈蚀 4

2 系杆外部涂层脱落 5

3 系杆连接松动 4

4 锚头、防护套损坏 4

5 断丝 4

6 混凝土裂缝 4

7 蜂窝、麻面 5

8 剥落、掉角 3

9 空洞、孔洞 4

12.6.1.6 桥面板指标

桥面板指标参见 12.4.1.3。

12.6.1.7 支座指标

支座指标参见 12.3.1.3。

12.6.2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下部结构

a) 翼墙、耳墙指标参见 12.3.2.1；

b) 锥坡、护坡指标参见 12.3.2.2；

c) 桥墩指标参见 12.3.2.3；

d) 桥台指标参见 12.3.2.4；

e) 墩台基础指标参见 12.3.2.5；

f) 河床指标参见 12.3.2.6；

g) 调治构造物指标参见 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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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桥面系

a) 桥面铺装指标参见 12.3.3.1；

b) 伸缩缝装置指标参见 12.3.3.2；

c) 人行道指标参见 12.3.3.3；

d) 栏杆、护栏指标参见 12.3.3.4；

e) 排水系统指标参见 12.3.3.5；

f) 照明、标志指标参见 12.3.3.6。

12.7 悬索桥检测评定数据采集指标

12.7.1 悬索桥上部结构

12.7.1.1 加劲梁指标

预应力混凝土加劲梁采集指标共有 10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38所示。

表38 预应力混凝土加劲梁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剥落、露筋 4

2 跨中挠度 5

3 构件变形 5

4 混凝土裂缝 5

5 蜂窝、麻面 3

6 剥落、掉角 4

7 孔洞、孔洞 4

8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4

9 钢筋锈蚀 5

10 混凝土碳化 4

钢桁架（钢箱）加劲梁采集指标共有 8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39所示。

表39 钢桁架（钢箱）加劲梁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构件变形 5

2 锈蚀 4

3 跨中挠度 5

4 裂缝 5

5 涂层劣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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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焊缝开裂 5

7 铆钉（螺栓）损失 5

8 结构变位 5

12.7.1.2 索塔指标

悬索桥索塔采集指标共有 7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40所示。

表40 悬索桥索塔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倾斜变形 5

2 蜂窝、麻面 3

3 剥落、露筋 4

4 钢筋锈蚀 4

5 混凝土裂缝 4

6 沉降 5

7 基础冲刷 5

12.7.1.3 支座指标

支座指标参见 12.3.1.3。

12.7.1.4 主鞍指标

主鞍采集指标共有 3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41所示。

表41 主鞍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上座板与下座板的相对位移 4

2 鞍座螺杆、锚栓状况 4

3 锈蚀 4

12.7.1.5 主缆指标

主缆采集指标共有 5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42所示。

表42 主缆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主缆防护损坏 4

2 主缆线形 5

3 扶手绳及栏杆绳损坏 4

file:///E:/00工作/2024年/32.公路桥梁检测评定数据采集规程/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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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缆腐蚀或索股损坏 5

5 涂层劣化 4

12.7.1.6 索夹指标

索夹采集指标共有 4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43所示。

表43 索夹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错位、滑移 4

2 面漆起皮 4

3 索夹密封填料损坏 4

4 裂纹和锈蚀 4

12.7.1.7 吊索及钢护筒指标

吊索及钢护筒采集指标共有 8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44所示。

表44 吊索及钢护筒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渗水 4

2 锈蚀、腐蚀 4

3 锚头损坏 4

4 橡胶老化变质 4

5 掉漆、起皮 4

6 防护套破坏 4

7 吊索的防护层破坏 4

8 钢丝断丝 5

12.7.1.8 锚杆指标

锚杆采集指标共有 3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45所示。

表45 锚杆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掉皮 4

2 锈蚀 4

3 裂纹 4

12.7.2 悬索桥下部结构

12.7.2.1 锚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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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碇采集指标共有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所示。

表46 锚碇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锚坑漏水 4

2 顶板、侧墙损坏 4

3 锚碇均匀沉降 5

4 表观病害 4

5 水平位移 5

12.7.2.2 悬索桥下部结构其他部件指标

a) 索塔基础指标参见 10.3.2.5；

b) 散索鞍指标参见 10.7.1.4；

c) 河床指标参见 10.3.2.6；

d) 调治构造物指标参见 10.3.2.7。

12.7.3 悬索桥桥面系

a) 桥面铺装指标参见 10.3.3.1；

b) 伸缩缝装置指标参见 10.3.3.2；

c) 人行道指标参见 10.3.3.3；

d) 栏杆、护栏指标参见 10.3.3.4；

e) 排水系统指标参见 10.3.3.5；

f) 照明、标志指标参见 10.3.3.6。

12.8 斜拉桥检测评定数据采集指标

12.8.1 斜拉桥上部结构

12.8.1.1 斜拉索系统（斜拉索、锚具、拉索护套、减震设置等）指标

斜拉索系统（斜拉索、锚具、拉索护套、减震设置等）采集指标共有 12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 大

等级如表 47 所示。

表47 斜拉索系统（斜拉索、锚具、拉索护套、减震设置等）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拉索锈蚀、断丝 5

2 滑移变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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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涂层损坏 4

4 护套内的材料老化变质 4

5 锚固区损坏 5

6 拉索线形异常 5

7 漆膜损坏 4

8 护套裂缝 4

9 护套锈蚀 4

10 防护层破损 4

11 护套上端浆液分离 4

12 渗水 4

12.8.1.2 主梁指标

主梁指标参见 10.7.1.1。

12.8.1.3 索塔指标

斜拉桥索塔采集指标共有项，指标及指标标度对应最大等级如表 48 所示。

表48 斜拉桥索塔采集指标表

序号 评定指标 最大等级

1 倾斜变形 5

2 裂缝 4

3 沉降 5

4 锚固区渗水 4

5 蜂窝、麻面 3

6 剥落、露筋 4

7 钢筋锈蚀 4

8 基础冲刷 5

12.8.1.4 支座指标

支座指标参见 10.3.1.3。

12.8.2 斜拉桥下部结构

a) 翼墙、耳墙指标参见 10.3.2.1；

b) 锥坡、护坡指标参见 10.3.2.2；

c) 桥墩指标参见 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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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桥台指标参见 10.3.2.4；

e) 墩台基础指标参见 10.3.2.5；

f) 河床指标参见 10.3.2.6；

g) 调治构造物指标参见 10.3.2.7。

12.8.3 斜拉桥桥面系

a) 桥面铺装指标参见 10.3.3.1；

b) 伸缩缝装置指标参见 10.3.3.2；

c) 人行道指标参见 10.3.3.3；

d) 栏杆、护栏指标参见 10.3.3.4；

e) 排水系统指标参见 10.3.3.5；

f) 照明、标志指标参见 1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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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辽宁省高速公路路线明细表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京哈高速 G1 鹤大高速 G11

沈海高速 G15 丹锡高速 G16

长深高速 G25 辽中环线高速 G91

丹阜高速 G1113 沈吉高速 G1212

沈阳绕城高速 G1501 新鲁高速 G2511

阜锦高速 G2512 奈营高速 G4513

本集高速 G9111 沈康高速 S2

沈桃高速 S3 抚通高速 S10

皮长高速 S12 永桓高速 S13

辽开高速 S14 平康高速 S17

庄盖高速 S19 灯辽高速 S20

大窑湾疏港高速 S23 兴建高速 S26

仙人岛疏港高速 S28 盘锦疏港高速 S29

大东疏港高速 S33 新丹高速 S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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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辽宁省普通公路路线明细表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G101 京沈线 G102 京抚线

G201 鹤大线 G202 黑大线

G203 绥沈线 G228 丹东线

G229 饶盖线 G230 通武线

G303 集阿线 G304 丹霍线

G305 庄西线 G306 绥珠线

G326 新丹线 G331 丹阿线

G505 开奈线 G506 集本线

G507 长长线 S101 沈营线

S102 沈海线 S103 新梨线

S104 沈上线 S105 沈张线

S106 沈阳环线 S107 十灯线

S201 平桓线 S202 傅桓线

S203 铁苇线 S204 桓永线

S205 抚丹线 S206 本宽线

S207 凤东线 S208 凤黄线

S209 灯岫线 S210 辽庄线

S211 盖普线 S212 盖亮线

S213 库盘线 S214 法盘线

S215 中盘线 S216 奈北线

S217 阜锦线 S218 宝锦线

S219 朝锦线 S220 赤锦线

S221 朝葫线 S222 敖喀线

S223 小叶线 S224 宁孤线

S225 凌兴线 S301 西二线

S302 东张线 S303 柏哈线

S304 草开线 S305 柞本线

S306 小灯线 S307 弓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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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S308 浑红线 S309 青营线

S310 草鞍线 S311 鸡高线

S312 岫水线 S313 海欢线

S314 丹交线 S315 塔营线

S316 青永线 S317 皮普线

S318 新阜线 S319 辽小线

S320 大养线 S321 老宽线

S322 北杨线 S323 绥三线

S324 绥青线 S325 奈石线

X001 鞍隆线 X002 鞍下线

X003 鞍蛤线 X008 新后线

X009 腾于线 X010 西大线

X011 湘拉线 X012 双沙线

X013 拉白线 X014 抚清线

X015 苏边线 X016 前三线

X018 和下线 X019 袁白线

X020 本鸡线 X021 北爱线

X022 草双线 X024 太沙线

X025 营盘线 X027 熊城线

X028 熊万线 X030 锦大线

X034 彰梁线 X035 辽官线

X037 开草线 X039 郜兴线

X041 南老线 X043 东李线

X045 镇柏线 X048 木桦线

X049 哈三线 X050 詹白线

X051 黄沙线 X052 锦东线

X053 抚金线 X101 苏王线

X102 沈苏线 X103 沈闫线

X104 沈马线 X106 沈祝线

X107 沈于线 X108 旧满线

X109 马宋线 X110 营祝线

X111 孤石线 X112 苏胡线

X115 红永线 X116 佟陈线

X117 新蔡线 X118 潘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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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X120 兴得线 X121 平望线

X123 柳虎线 X124 后三线

X125 苏赵线 X126 苏黑线

X128 曹大线 X129 金梁线

X130 大九线 X131 四小线

X132 冷刘线 X133 辽满线

X134 白康线 X135 杨黄线

X136 高嫩线 X137 大来线

X138 深大线 X139 姜张线

X140 四法线 X141 解范线

X142 文大线 X145 叶苗线

X146 东五线 X147 法张线

X148 秀大线 X149 康小线

X150 苏长线 X151 官黑线

X152 大三线 X153 尹石线

X154 郭三线 X155 康辽线

X156 烟郝线 X159 谢高线

X161 李诺线 X162 秀西线

X163 叶元线 X164 东高线

X165 董老线 X166 木四线

X167 茨长线 X168 沙北线

X169 马大线 X170 叶西线

X171 修孔线 X172 王彰线

X173 新王线 X177 深小线

X178 常富线 X179 沈李线

X180 桃李线 X181 官元线

X182 救五线 X183 旁新线

X184 黄拉线 X185 金牛线

X186 路北线 X187 新前线

X188 沈中线 X189 沈本线

X190 大兴线 X301 海耿线

X302 牛高线 X303 汤析线

X304 钟李线 X305 东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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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X308 房小线 X309 南环线

X310 沈营辅线 X311 析青线

X312 苏红线 X313 岫梨线

X314 龙王线 X315 金丁线

X316 西马线 X317 海什线

X318 南耿线 X321 冉张线

X324 八牛线 X325 前李线

X402 台上线 X403 双石线

X404 土高线 X406 石北线

X407 阿平线 X408 永尖线

X409 金泉线 X411 边关线

X412 新柳线 X413 北五线

X414 方北线 X415 永红线

X416 施大线 X417 英仁线

X418 草大线 X419 旧北线

X420 下李线 X422 旺桦线

X424 瓦北线 X426 木东线

X428 南窑线 X429 门栏线

X430 旺双线 X431 高望线

X433 苇岗线 X434 金桦线

X435 上马线 X436 北夏线

X437 上徐线 X438 高上线

X439 双长线 X440 南敖线

X441 宝上线 X442 关三线

X443 郑石线 X445 偏小线

X450 金洋线 X502 沈本线

X503 红榛线 X504 二北线

X505 高高线 X506 小桥线

X507 滴田线 X508 小草线

X509 本同线 X510 碱黄线

X511 凤柞线 X512 二长线

X513 张西线 X514 小清线

X516 凤向线 X517 侯五线

X518 张边线 X601 四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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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X602 丹长线 X603 新炮线

X604 金太线 X605 瓦苏线

X606 东边线 X607 胜三线

X608 石龙线 X609 集龙线

X610 宝黄线 X611 西龙线

X612 光金线 X613 东庙线

X614 闫土线 X615 泡浑线

X616 宽碑线 X617 长大线

X619 浪东线 X620 雁振线

X622 赵南线 X624 下拉线

X625 台三线 X626 红董线

X627 台铁线 X628 三毛线

X629 土大线 X630 东高线

X632 九马线 X635 军长线

X638 丹孙线 X701 锦西线

X702 张高线 X703 沟高线

X704 黑芳线 X705 大羊线

X706 北大线 X707 北阁线

X708 北青线 X709 双何线

X710 稍石线 X711 兴闫线

X712 右五线 X713 瓦冷线

X714 营马线 X715 水胜线

X716 七陈线 X717 沟青线

X718 胡白线 X719 义头线

X720 芳无线 X721 四励线

X722 北闾线 X723 姜大线

X724 李边线 X725 锦龙线

X728 八新线 X801 上白线

X802 营柳线 X803 前江线

X804 营西线 X805 高平线

X806 徐榜线 X807 北土线

X808 鲅孔线 X809 盖梁线

X810 盖陈线 X811 厢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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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X812 腰石线 X813 什杨线

X814 南仙线 X816 榆望线

X817 望大线 X818 旗感线

X819 西兴线 X822 徐尚线

X823 官虎线 X824 营滨线

X901 阜大线 X902 清稍线

X903 清细线 X904 海公线

X905 阜塔线 X906 阜邱线

X907 市环线 X908 西韩线

X909 朱苍线 X910 建碱线

X911 务泡线 X913 彰哈线

X914 大后线 X915 阜东线

X916 务平线 X917 大韩线

X918 公八线 X919 后前线

X920 泡大线 X921 二富线

X922 西阜线 X923 新南线

X924 两兵线 X925 王东线

X926 阜四线 X929 西环路

X930 东牛线 XA01 粉塔线

XA02 沈半线 XA03 兰唐线

XA04 后鸡线 XA05 罗铧线

XA06 河黑线 XA07 北石线

XA10 蔡四线 XA11 西土线

XA12 姑小线 XA13 佟高线

XA14 寒河线 XA15 穆六线

XA16 新东线 XA17 华东线

XA18 峨东线 XA19 安滑线

XA20 峨瓦线 XA21 黄刘线

XB01 唐海线 XB03 杜田线

XB04 苏五线 XB05 石欢线

XB06 甜石线 XB07 新荣线

XB08 新于线 XB09 田仙线

XC01 孤懿线 XC02 张双线

XC03 芦山线 XC04 李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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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XC05 老老线 XC06 昌付线

XC07 昌关线 XC08 昌北线

XC09 双大线 XC10 中兰线

XC11 西东线 XC12 玉横线

XC13 东德线 XC14 昌威线

XC15 清貂线 XC16 二杨线

XC17 宝曲线 XC18 阿陈线

XC19 柏太线 XC20 铁柴线

XC21 杨前线 XC22 八亮线

XC23 铁三线 XC24 七新线

XC25 二西线 XC26 满八线

XC27 红德线 XC28 新调线

XC29 后太线 XC30 七三线

XD01 朝大线 XD02 朝七线

XD03 朝巴线 XD04 边林线

XD05 朝轮线 XD06 西半线

XD07 轴二线 XD08 腰二线

XD09 二缸线 XD10 北房线

XD11 北金线 XD12 兴南线

XD13 后小线 XD14 桃四线

XD15 泉宝线 XD16 建敖线

XD18 三狮线 XD19 叶天线

XD20 金张线 XD21 西东线

XD22 凌热线 XD23 凌边线

XD24 四百线 XD26 三沟线

XD27 南五线 XD28 宁马线

XD29 凉三线 XD30 胜平线

XD31 七松线 XD32 京绥线

XD33 京南线 XD34 公建线

XD37 朱馒线 XD38 桃莱线

XE01 寺缸线 XE02 新钱线

XE03 葫兴线 XE04 兴西线

XE05 沙上线 XE06 汤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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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线路名称 线路编号

XE07 老杨线 XE08 岛东线

XE09 址九线 XE10 玲小线

XE11 前大线 XE12 腰喇线

XE13 喇龟线 XE14 朱小线

XE15 葫金线 XE16 高小线

XE17 杨南线 XE18 下凌线

XE20 高速岛西连接线 XE21 前卫出口

XE24 黄三线 XE25 疏港线

XE26 狮下线 XE28 黑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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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辽宁省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表

行政区域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行政区域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辽宁省 210000 沈阳市 210100

市辖区 210101 和平区 210102

沈河区 210103 大东区 210104

皇姑区 210105 铁西区 210106

苏家屯区 210111 浑南区 210112

沈北新区 210113 于洪区 210114

辽中区 210115 康平县 210123

法库县 210124 新民市 210181

大连市 210200 市辖区 210201

中山区 210202 西岗区 210203

沙河口区 210204 甘井子区 210211

旅顺口区 210212 金州区 210213

普兰店区 210214 长海县 210224

瓦房店市 210281 庄河市 210283

鞍山市 210300 市辖区 210301

铁东区 210302 铁西区 210303

立山区 210304 千山区 210311

台安县 210321 岫岩满族自治县 210323

海城市 210381 抚顺市 210400

市辖区 210401 新抚区 210402

东洲区 210403 望花区 210404

顺城区 210411 抚顺县 210421

新宾满族自治县 210422 清原满族自治县 210423

本溪市 210500 市辖区 210501

平山区 210502 溪湖区 2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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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行政区域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明山区 210504 南芬区 210505

本溪满族自治县 210521 桓仁满族自治县 210522

丹东市 210600 市辖区 210601

元宝区 210602 振兴区 210603

振安区 210604 宽甸满族自治县 210624

东港市 210681 凤城市 210682

锦州市 210700 市辖区 210701

古塔区 210702 凌河区 210703

太和区 210711 黑山县 210726

义县 210727 凌海市 210781

北镇市 210782 营口市 210800

市辖区 210801 站前区 210802

西市区 210803 鲅鱼圈区 210804

老边区 210811 盖州市 210881

大石桥市 210882 阜新市 210900

市辖区 210901 海州区 210902

新邱区 210903 太平区 210904

清河门区 210905 细河区 210911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210921 彰武县 210922

辽阳市 211000 市辖区 211001

白塔区 211002 文圣区 211003

宏伟区 211004 弓长岭区 211005

太子河区 211011 辽阳县 211021

灯塔市 211081 盘锦市 211100

市辖区 211101 双台子区 211102

兴隆台区 211103 大洼县 211104

盘山县 211122 铁岭市 211200

市辖区 211201 银州区 211202

清河区 211204 铁岭县 211221

西丰县 211223 昌图县 211224

调兵山市 211281 开原市 21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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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行政区域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朝阳市 211300 市辖区 211301

双塔区 211302 龙城区 211303

朝阳县 211321 建平县 211322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211324 北票市 211381

凌源市 211382 葫芦岛市 211400

市辖区 211401 连山区 211402

龙港区 211403 南票区 211404

绥中县 211421 建昌县 211422

兴城市 21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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