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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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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属于T/GBAS 1《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中信息模型类标准，信息模型类

标准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T/GBAS 53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信息模型交付 

——T/GBAS 66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信息模型应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云基智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长安大学、中国航

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

标准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景强、李岩、李洁玮、陈春雷、于辉、李书亮、汪劲丰、张永军、夏子立、钟

永胜、麦权想、许烈平、姜肇雄、董优、程阳、谢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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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实现桥岛隧跨海通道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信息模型与维养数据的共享利

用，提升桥岛隧跨海通道工程的智能化运维水平，需对信息模型的应用与数据互联协同进行标准化，进

而促进桥岛隧跨海通道工程信息模型支撑维养业务的有效开展。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T/GBAS 1-2022）对运维数据标准体系结构进行了规

划，主要包括通用基础类、交通基础设施类、维养业务类、运营业务类、智能化支撑类、信息模型类共

六大类。信息模型类标准按照信息模型交付、应用等进行划分，拟由下列标准构成： 

——T/GBAS 53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信息模型交付 

——T/GBAS 66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信息模型应用 

信息模型类标准可根据运维需求、技术发展对标准进行维护更新及增补。 

本文件是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信息模型类，主要对信息模型的模型

扩展、协同互联、业务应用等进行详细规定，指导各专业、各精度的信息模型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实

现信息模型数据应用的规范化、标准化，更好地服务于工程的运维管理，其他交通基础设施信息模型的

应用可参考本文件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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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信息模型应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桥岛隧信息模型应用的基本要求以及对信息模型扩展、协同互联、业务应用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桥梁、沉管隧道、人工岛及交通工程设施信息模型在运维阶段的应用，其他类型交通

基础设施在运维阶段的信息模型应用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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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9265.206 信息技术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 第 206部分：远程访问服务平台 

GB/T 31722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 

GB/T 37973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CJJ/T 296 工程建设项目业务协同平台技术标准 

JTG/T 2420 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JTG/T 2421 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JTG/T 2422 公路工程施工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T/GBAS 2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数据表达通用规则 

T/GBAS 3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结构 

T/GBAS 49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结构 

T/GBAS 50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结构 

T/GBAS 51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交通工程设施结构 

T/GBAS 53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信息模型交付 

ISO 27001(所有部分) 信息安全管理要求（Information technology-Security techniques-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Requirements） 

3 术语和定义 

JTG/T 2420、T/GBAS 2、T/GBAS 5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子模型 sub model 

信息模型中可独立支持特定任务或应用功能的模型子集。 

[来源：GB 51212-2016，2.1.2，有修改] 

 

运维协同平台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llaboration platform 

以平台化和业务化为核心理念，融合运维业务中的技术、数据、资源、标准等，实现基础设施运维

阶段业务协同互联的一体化管控平台。 

 

协同互联 collaborative inter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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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同平台为基础，信息模型为载体，各业务、各系统、各环节之间信息互联互通，业务协同开展

的过程。 

4 基本要求 

信息模型应以桥岛隧设施的结构解析层级为组织方式，明确几何模型与非几何信息的数据内容与

格式，支持资产管理、健康检测、检测评定、养护维修及交通运营等业务相关方在运维过程中的协同工

作和信息共享。 

信息模型应具备良好的准确性、兼容性、完整性、扩展性及易用性，支持信息模型数据的存储、

检索、提取等。 

在信息模型的创建、使用和管理过程中，模型数据宜统一维护、分级管理，并采取信息安全保证

措施，信息安全保障应符合 GB/T 31722、GB/T 37973 以及 ISO 27001 的规定。 

运维阶段信息模型宜在保证实现运维需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继承设计和施工等前序阶段的信息，

例如标识信息、设计信息及施工信息等。 

信息模型应用在运维阶段不同环节或任务时，应形成相应的子模型，其协同工作方式、流程应与

桥岛隧跨海通道工程的运维业务相适配。 

信息模型的坐标及计量单位要求符合下列规定： 

a) 应采用统一的坐标系统，宜采用国家大地 2000 坐标系统，当项目的应用场景和需求确有必要时,

可采用其它统一的独立坐标系； 

b) 应采用正常高系统，高程基准宜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当项目的应用场景和需求确有必要时，

可采用其他统一的独立高程系； 

c) 应用场景所采用的坐标系与交付模型不一致时，应提供两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关系，确保数据的

一致性； 

d) 计量单位应符合 T/GBAS 2 的规定,同一对象在不同应用场景中的单位宜统一，当单位不同时，

应在数据后台建立单位转换关系，确保数据分享、传递时的一致性与准确性。 

5 信息模型扩展 

信息模型应具有扩展性，模型扩展不应改变原有模型结构，并应与原有信息模型结构协调一致。 
注：模型结构指依据工程实体对象的结构解析层级，由模型的资源数据、共享单元、专业单元、关联关系等组成的

信息模型结构框架。 

扩展的几何模型与非几何信息应符合 T/GBAS 3、T/GBAS 49、T/GBAS 50、T/GBAS 51 的规定。 
注：当无法满足业务开展时，可拓展支撑业务的其他信息模型，并补充说明。 

增加的几何模型宜采用工程实体对象扩展方式，增加的非几何信息宜采用属性或属性集扩展方式。 

扩展部分的信息模型交付要求应符合 T/GBAS 53 的规定。 

不同应用场景下，几何模型与非几何信息的扩展内容应符合附录 A中规定。 

6 协同互联 

信息模型应用管理方应按照本文件规定的范围和内容，结合各自职责和业务范畴建立信息模型应

用机制，并制定信息模型应用实施方案。 

用于协同互联的模型单元、子模型在运维阶段应具有唯一性，并应具备唯一标识。 

通过不同途径获取的同一信息应具有唯一性，采用不同方式表达的同一信息应具有一致性。 
注：不同途径指信息采集方式的不同，可以为图纸审查、现场踏勘、视频审查等方式，不同方式得到的信息唯一；

不同表达方式指同一信息的表现方式不同，例如桥梁的长度，可以通过模型的几何尺寸表达，也可通过属性信

息进行表达，而采用不同表达方式的同一信息一致。 

应基于同一信息模型结构进行信息模型数据的协同互联，实现信息传递和数据共享，信息模型数

据宜支持其他阶段信息模型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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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模型协同互联工作宜优先采用三维可视化协同方式，也可采用数据协同和文件协同的方式。 

运维协同平台建设应符合GB/T 29265.206、CJJ/T 296中的规定，数据安全管理应符合GB/T 31722、

GB/T 37973 中的规定。 

信息模型在运维阶段的应用宜基于运维协同平台进行。运维协同平台功能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具备数据管理、流程管理、数据统计及成果可视化展示等功能； 

b) 应能支持各交付物通用的数据格式； 

c) 应支持运维各环节、各相关方和各专业之间的数据交互； 

d) 应支持人员角色的权限管理； 

e) 应具备权限控制措施及审计措施，确保各业务流程上的操作记录可追溯； 

f) 应支持信息模型交付物的版本管理； 

g) 宜将信息模型与 GIS、IoT 设备等进行集成； 

h) 宜采用数据库及多模态方式来支持运维数据的存储管理； 

i) 宜采用开放式架构，并提供友好的二次开发接口，支持平台功能定制开发和扩展； 

j) 宜支持平台及数据的云部署。 
注1：GIS指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或 Geo－Information system）是一种具有信息系统

空间专业形式的数据管理系统，是一个具有集中、存储、操作、分析和显示地理参考信息的计算机系统。 

注2：IoT指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通过各种信息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

激光扫描器等各种装置与技术，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声、光、热、电、

力学、化学、生物、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息，通过各类可能的网络接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实

现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 

7 业务应用 

一般规定 

7.1.1 应结合运维业务和应用场景的需求以及已有信息模型，确定模型精细度、子模型组合方式以及

模型应用方式。 

7.1.2 针对不同的协同方式与应用范围，信息模型应用可采用集成综合应用以及专业项目单项应用等

方式。 

7.1.3 宜结合信息模型应用要求对运维阶段各个业务模块、各专业、各任务的业务流程进行调整和优

化。 

7.1.4 前一阶段信息模型或前置任务信息模型的交付物应满足后一阶段或后置任务信息模型创建和信

息模型应用的需求。 

7.1.5 在不改变模型结构与非几何信息的基础上，宜通过轻量化渲染、分段加载等技术，提高加载效

率，支持对模型进行流畅展示与操作。 

7.1.6 不同专业或业务的信息模型创建宜采用数据格式相同或兼容的软件。 

7.1.7 在运维阶段，信息模型的扩展、更新和使用宜与运维业务工作或任务同步进行。 

7.1.8 在桥岛隧跨海通道工程的运维阶段，信息模型数据应用、交换、更新可采用下列方式： 

a) 结合运维任务需求及工作流程，确定数据流转方式，并在相应环节调用信息模型； 

b) 在完成一项任务的过程中，信息模型数据完成一次或多次交换，根据业务需求部分数据可永久

更新； 

c) 从已交付的信息模型中提取满足任务需求的部分形成子模型，并根据需要在原有模型结构下

进行补充完善； 

d) 利用子模型支撑具体任务，必要时使用完成任务生成的数据更新模型，完善模型架构及整体模

型数据。 

7.1.9 不同类型、内容、格式的信息模型数据宜根据业务需求进行管理与数据交换，需要单独管理与

更新的数据应与主体数据建立关联。 

7.1.10 信息模型应用过程中，应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版本的不同交付物成果进行版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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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模型软件 

7.2.1 信息模型软件应支持开放的模型结构，其数据应能被完整提取和使用。 
注：信息模型软件指在模型生产、质检及应用等阶段，对信息模型进行创建、修改、查看、应用的软件，统称为信

息模型软件。 

7.2.2 信息模型软件应具有相应的业务功能和数据互用功能。 

7.2.3 信息模型软件的业务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满足桥岛隧跨海通道工程的专业或任务要求; 

b) 符合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及其强制性条文; 

c) 支持业务功能定制开发。 

7.2.4 信息模型软件的数据互用功能应至少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a) 支持开放的数据交换标准; 

b) 实现与相关软件的数据交换; 

c) 支持数据互用功能定制开发。 

7.2.5 在使用前，应对信息模型软件的业务功能和数据互用功能进行测试。 

业务应用场景 

7.3.1 应根据业务种类、应用方式、设备技术的不同将运维阶段的信息模型应用划分为不同场景，不

同场景宜选用不同几何精度与信息深度的信息模型或子模型。 

7.3.2 应同时支持信息模型在采用传统手段与智能手段的各个场景中应用，不同运维业务场景之间数

据应能互通互联且具备一致性。 

7.3.3 根据维养业务的不同可将应用场景划分为资产管理、健康监测、检测评定、养护维修以及交通

运营五大类。 

7.3.4 资产管理应用包含资产入库、资产更新、资产移交、资产报废、统计分析等细分场景，资产管

理宜基于运维协同平台进行资产的可视化、查询、定位。 
注：资产指智能运维业务开展过程中需要进行维养以及用于维养的资料和财产，包括基础设施、装备、物资、文件

等。 

7.3.5 资产入库、资产更新、资产移交、资产报废宜同步资产的非几何信息与几何模型，统计分析结

果宜通过信息模型进行可视化展示，资产管理中的信息模型应用具体要求应满足附录 A的要求。 

7.3.6 健康监测宜基于运维协同平台与数据采集系统进行数据交换与监测检测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7.3.7 健康监测应形成对应场景及任务的子模型，并对监测测点等非结构对象进行新增或标注，增加

对应的可视化对象，并符合下列规定： 

a) 监测数据应与对应传感器、监测测点建立关联关系，并应单独存储，历史数据应根据数据的访

问频率、重要性与运维业务的时间要求进行保留及交换； 

b) 监测结果信息应结构化存储，满足量化统计、评定、报警、筛选的需求。并通过信息模型进行

可视化展示； 

c) 应通过增加空间标注或调整渲染方式的手段优化结构健康监测传感器信息模型的可视化展示

效果，确保操作交互的可行性； 

d) 宜基于监测子模型对新增监测测点的布设安装方式、采集方式、传输方式、保护措施等进行可

视化分析及方案比选； 

e) 监测报警宜基于监测子模型开展，并根据不同报警级别以不同颜色在信息模型中以可视化方

式呈现。 

7.3.8 检测评定包含初始检查、日常巡查、经常检查、定期检查及特殊检查等检测细分场景及综合评

定、技术状况评定、适应性评定等评定细分场景，宜基于运维协同平台进行数据交换、检测评定结果的

可视化展示以及业务流程协同。 

7.3.9 初始检查、日常巡查、经常检查、定期检查及特殊检查应分别形成对应场景及任务的子模型，

并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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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信息模型交付物应与初始检查结果保持一致，其余检查结果应单独存储、更新，根据检查结果

需对信息模型的非几何信息进行变动时应保留变动记录，并支持原始数据的查询、恢复等操作； 

b) 每次检查结果应在历史检查信息的基础上，附加各类检查的属性信息，其信息深度应满足附录

A 的要求，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技术要求扩展； 

c) 各类检查的病害信息应结构化存储，满足量化统计、评定、筛选的需求，并通过信息模型进行

可视化展示； 

d) 检查子模型宜结合 GIS 开展日常巡查轨迹记录、巡查人员定位、智能设备定位、病害定位、病

害信息或突发事件的实时展示等； 

e) 宜基于检查子模型对各类检查的检查方案、检查计划、检查任务、检查路线、人机配置等进行

可视化分析及方案比选，并计算工程量。 

7.3.10 综合评定、技术状况评定、适应性评定应分别形成对应场景及任务的子模型，并符合下列规定： 

a) 评定结果应基于监测检测结果，评定子模型应与检测监测子模型协调一致，属性数据不应存在

冲突； 

b) 每次评定结果应在历史信息的基础上，附加各类评定的属性信息，其信息深度应满足附录 A的

要求，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技术要求扩展； 

c) 评定子模型应满足评定单元的划分要求，并附加各层级技术状况指数等属性信息，可根据项目

特点及技术要求扩展； 

d) 评定结果宜通过运维协同平台进行可视化分级展示。 

7.3.11 养护维修包括维养决策、养护工程设计、养护工程施工、养护工程验收等细分场景，宜基于运

维协同平台进行数据交换与业务流程协同。 

7.3.12 维养决策应形成对应场景及任务的子模型，其信息模型应用应满足附录 A的要求，并符合下列

规定： 

a) 维养决策基础数据宜与设施、部位、构件进行关联，支持在信息模型中查看各类维养决策基础

数据； 

b) 维养需求分析宜根据评定结果、结构形式、病害形态及成因等将设施、部位、构件划分为若干

类养护单元，并制定合理的养护措施； 

c) 基于信息模型的维养决策成果应包括规划年限内各年度计划实施的养护工程类别、养护工程

措施、工程规模、实施时机和资金分配方案等，并将以上成果与信息模型进行关联。 

7.3.13 养护工程设计应形成对应场景及任务的子模型，其信息模型应用应满足附录 A的要求，并符合

下列规定： 

a) 养护工程设计子模型宜根据养护工程设计阶段划分为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交通组织设计等

子模型； 

b) 养护工程设计应用应符合 JTG/T 2421 的相关规定； 

c) 应针对各阶段子模型进行新增构件与原结构的冲突情况碰撞检查； 

d) 宜利用信息模型来开展养护动态设计，将设计过程信息与信息模型相关联； 

e) 宜通过信息模型来可视化展示养护部位的重点局部构造，并进行空间协调、养护方案展示、施

工图交底等； 

f) 养护工程设计过程中，宜采用施工图设计子模型对信息模型新旧结构的相对关系和连接构造

图进行出图。 

7.3.14 养护工程施工应形成对应场景及任务的子模型，其信息模型应用应满足附录 A的要求，并符合

下列规定： 

a) 养护施工子模型宜根据养护施工阶段划分为养护施工准备模型、养护施工过程模型和交竣工

验收模型，日常养护、规模小、技术难度低或不对养护对象产生变动的养护工程可不划分阶段； 

b) 养护工程施工应用应符合 JTG/T 2422 的相关规定； 

c) 养护施工准备模型宜在养护施工图设计阶段依据交付模型，通过继承、扩展和更新形成； 

d) 宜在养护施工准备模型基础上，随着养护工程施工的开展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整形成养护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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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模型和交竣工验收模型； 

e) 养护施工过程中设计变更导致的信息模型修改，应在养护施工模型中体现，并保留变更记录； 

f) 施工进场路径规划、车辆人员出入通道规划以及场地布设等宜利用信息模型进行方案比选与

仿真分析； 

g) 养护质量评定检查数据与结果应补充在交竣工验收模型中，宜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示。 

7.3.15 交通运营包括运行监测、应急管理等细分场景，宜基于运维协同平台进行数据交换与业务流程

协同。 

7.3.16 运行监测应形成对应场景及任务的子模型，其信息模型应用应满足附录 A的要求，并符合下列

规定： 

a) 应通过增加空间标注或调整渲染方式的手段优化运行监测监控设备的可视化展示效果，确保

操作交互的可行性； 

b) 运行监测监控数据应单独存储，历史数据应根据运营管理要求时间进行保留； 

c) 运行监测子模型宜与传感器、雷达、摄像机、通信设备、卫星定位等感知、通信及定位数据进

行集成，支持实时数据的可视化展示； 

d) 宜根据运行监测子模型与实时运行监测数据进行车辆定位监测、运行监测态势预测及可变标

志板的控制等； 

e) 运行监测宜基于运维协同平台进行可视化展示与数据交换。 

7.3.17 应急管理应形成对应场景及任务的子模型，宜包含风险管控、应急预案、应急响应、应急演练

及突发事件处置等内容，其信息模型应用应满足附录 A的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急管理子模型应与监测数据、运行监测数据以及相关部门的预报和预警数据关联； 

b) 应急管理子模型宜关联各类灾害风险评估报告、交通安全评估报告、已发生过的各类灾害和事

故及治理资料、已有的防灾巡检、监测及评定资料与现场调查记录等； 

c) 宜将设施受灾范围、破坏形态、程度和成因、次生灾害和安全隐患以及通行状况更新至信息模

型并进行可视化展示； 

d) 应急管理子模型宜根据应急响应需求增加应急物资、车辆设备以及救援力量等信息模型对象； 

e) 宜根据应急管理子模型进行应急响应、救援方案、交通组织方案分析与比选，结合应急资源及

人员定位优化救援力量的调配方案； 

f) 宜以可视化方式展示应急预案内容，并模拟应急演练及突发事件处置； 

g) 应急管理宜基于运维协同平台进行可视化展示、数据交换及资源调度。 

应用组织实施 

7.4.1 应结合运维业务需求确立信息模型应用的目标、重点和措施。 

7.4.2 在信息模型应用过程中，宜将信息模型软件与相关管理系统相结合实施。 

7.4.3 应采用支持工程数据共享、协同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并结合工程相关方职责确定权限控制、版

本控制及一致性控制机制。 

7.4.4 应按工程的特点和要求制定信息模型应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宜包含下列内容： 

a) 工程概况、工作范围和具体应用场景，信息模型应用的深度和范围； 

b) 为所有模型及子模型数据定义统一的通用坐标系； 

c) 业务开展使用的数据标准及可能未遵循标准时的变通方式； 

d) 业务开展执行的业务标准，以及数据标准与业务标准的相关性； 

e) 不同应用场景拟使用的设备、软件，以及各设备、软件之间数据互用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f) 信息模型应用的负责人和核心协作团队及各相关方职责； 

g) 信息模型及平台的使用权限及保密措施； 

h) 信息模型应用交付成果及交付格式； 

i) 信息模型应用问题及业务需求的响应方案； 

j) 图纸和信息模型数据的一致性审核、确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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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信息模型数据交换方式及交换的频率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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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不同应用场景的信息模型要求 

信息模型的几何表达精度与信息深度的符号表示符合T/GBAS 53中的规定，不同细分场景下需要扩

展的信息模型内容应符合表A.1、A.2、A.3、A.4及A.5的规定。 

表A.1 资产管理信息模型要求 

应用场景 对象 几何表达精度 信息深度 几何模型扩展 非几何信息扩展 

资产入库 

设施 G2 N3   

部位 G2 N1   

构件 G3 N3   

子构件 G3/G4 N3/N4   

零件 G3/G4 N3/N4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入库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入库信息 

机房 G1 N3 扩展 静态及入库信息 

资产更新 

构件 G3 N3   

子构件 G3/G4 N3/N4   

零件 G3/G4 N3/N4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更新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更新信息 

机房 G1 N3 扩展 静态及更新信息 

资产移交 

构件 G3 N3   

子构件 G3/G4 N3/N4   

零件 G3/G4 N3/N4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移交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移交信息 

机房 G1 N3 扩展 静态及移交信息 

资产报废 

构件 G1 N3   

子构件 G1 N3/N4   

零件 G1 N3/N4   

设备 G1 N3/N4 扩展 静态及报废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报废信息 

机房 G1 N3 扩展 静态及报废信息 

统计分析 

设施 G2 N3   

部位 G2 N1   

构件 G3 N3   

子构件 G3/G4 N3/N4   

零件 G3/G4 N3/N4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统计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统计信息 

机房 G1 N3 扩展 静态及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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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健康监测信息模型应用要求 

应用场景 对象 几何表达精度 信息深度 几何模型扩展 非几何信息扩展 

健康监测 

设施 G2 N3  监测信息 

部位 G2 N1  监测信息 

构件 G3 N3  监测信息 

设施 G2 N3  监测信息 

零件 G3/G4 N3/N4  监测信息 

设备 G1/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监测信息 

监测测点 G1 N3 扩展 静态及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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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检测评定信息模型应用要求 

应用场景 对象 几何表达精度 信息深度 几何模型扩展 非几何信息扩展 

初始检查 

设施 G2 N3   

部位 G2 N1   

构件 G3 N3   

子构件 G3/G4 N3/N4   

零件 G3/G4 N3/N4   

日常巡查 

设施 G2 N3  日常巡查信息 

部位 G2 N1  日常巡查信息 

构件 G3 N3  日常巡查信息 

子构件 G3 N3  日常巡查信息 

零件 G3/G4 N3/N4  日常巡查信息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日常巡查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日常巡查信息 

机房 G1 N3 扩展 静态及日常巡查信息 

经常检查 

设施 G2 N3  经常检查信息 

部位 G2 N1  经常检查信息 

构件 G3 N3  经常检查信息 

子构件 G3 N3  经常检查信息 

零件 G3/G4 N3/N4  经常检查信息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经常检查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经常检查信息 

机房 G1 N3 扩展 静态及经常检查信息 

定期检查 

设施 G2 N3  定期检查信息 

部位 G2 N1  定期检查信息 

构件 G3 N3  定期检查信息 

子构件 G3 N3  定期检查信息 

零件 G3/G4 N3/N4  定期检查信息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定期检查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定期检查信息 

机房 G1 N3 扩展 静态及定期检查信息 

特殊检查 

设施 G2 N3  特殊检查信息 

部位 G2 N1  特殊检查信息 

构件 G3 N3  特殊检查信息 

子构件 G3 N3  特殊检查信息 

零件 G3/G4 N3/N4  特殊检查信息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特殊检查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特殊检查信息 

机房 G1 N3 扩展 静态及特殊检查信息 

综合评定 

设施集群 G2 N1 扩展 静态及综合评定信息 

设施 G2 N3  综合评定信息 

部位 G2 N1  综合评定信息 

构件 G3 N3  综合评定信息 

技术状况评定 

设施 G2 N3  技术状况信息 

部位 G2 N1  技术状况信息 

构件 G3 N3  技术状况信息 

适应性评定 

设施 G2 N3  适应性评定信息 

部位 G2 N1  适应性评定信息 

构件 G3 N3  适应性评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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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养护维修信息模型应用要求 

应用场景 对象 几何表达精度 信息深度 几何模型扩展 非几何信息扩展 

维养决策 

设施 G2 N3  维养决策信息 

部位 G2 N1  维养决策信息 

构件 G3 N3  维养决策信息 

病害 G1 N3 扩展 静态及维养决策信息 

养护工程设计 

设施 G2 N3  养护工程设计信息 

部位 G2 N1  养护工程设计信息 

构件 G3 N3  养护工程设计信息 

子构件 G3 N3  养护工程设计信息 

零件 G3/G4 N3/N4  养护工程设计信息 

病害 G1 N3 扩展 静态及养护工程设计信息 

养护工程施工 

设施 G2 N3  养护工程施工信息 

部位 G2 N1  养护工程施工信息 

构件 G3 N3  养护工程施工信息 

子构件 G3 N3  养护工程施工信息 

零件 G3/G4 N3/N4  养护工程施工信息 

病害 G1 N3 扩展 静态及养护工程施工信息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养护工程施工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养护工程施工信息 

养护工程验收 

设施 G2 N3  养护工程验收信息 

部位 G2 N1  养护工程验收信息 

构件 G3 N3  养护工程验收信息 

子构件 G3 N3  养护工程验收信息 

零件 G3/G4 N3/N4  养护工程验收信息 

病害 G1 N3 扩展 静态及养护工程验收信息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养护工程验收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养护工程验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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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交通运营模型应用要求 

应用场景 对象 几何表达精度 信息深度 几何模型扩展 非几何信息扩展 

运行监测 

设施 G2 N3  运行监测信息 

部位 G2 N1  运行监测信息 

构件 G3 N3  运行监测信息 

子构件 G3 N3  运行监测信息 

车辆 G3 N3 扩展 静态及运行监测信息 

应急管理 

设施 G2 N3  应急管理信息 

部位 G2 N1  应急管理信息 

构件 G3 N3  应急管理信息 

子构件 G3 N3  应急管理信息 

车辆 G3 N3 扩展 静态及应急管理信息 

设备 G3/G4 N3/N4 扩展 静态及应急管理信息 

人员 G1 N3 扩展 静态及应急管理信息 

应急资源 G2 N3 扩展 静态及应急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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