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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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属于T/GBAS 1《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中智能化支撑类标准，智能化支

撑类标准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T/GBAS 57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水下机器人系统的水下结构检测

——T/GBAS 63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声学原理的铺面健康状况自动化巡检评估

——T/GBAS 64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无人平台的桥梁钢结构外表面病害检测评估与维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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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大学、云基智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粤港

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景强、张东长、李林波、李国红、李书亮、汪劲丰、徐周聪、麦权想、胡晓阳、

王全磊、徐正卫、陈春雷、王飞、马少丹、张静、谢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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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提升和规范桥岛隧铺面数字化养护管理水平，促进铺面健康状况巡检、评估的数据共享和传递。

总结吸纳了相关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形成了桥岛隧铺面状况巡检评估新技术和新方法，并在工程示范

应用基础上，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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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支撑类标准按智能设备类型、功能等进行划分，拟由下列标准构成：

——T/GBAS 57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水下机器人系统的水下结构检测

——T/GBAS 63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声学原理的铺面健康状况自动化巡检评估

——T/GBAS 64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无人平台的桥梁钢结构外表面病害检测评估与维养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无人艇水下综合检测与后处理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巡检机器人的钢箱梁内表面典型病害检测评估与维养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无人平台的桥梁混凝土结构表观病害检测评估与维养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巡检机器人的沉管隧道内典型病害检测评估与维养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北斗的结构变位监测

智能化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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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智能化支撑类，主要对基于声学原理

的铺面健康状况自动化巡检评估业务流程及数据的标准化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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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声学原理的铺面健康状况自动化巡检
评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声学原理的铺面健康状况自动化巡检与评估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装备要求，

并给出了相应的元数据。

本文件适用于桥岛隧沥青混凝土铺面和水泥混凝土铺面健康状况自动化巡检评估及数据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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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2016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4147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数据处理安全要求

GB/T 42428 交通运输卫星导航增强服务性能指标及监测技术规范

JJG 188 声级计

JJG 624 动态压力传感器

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JTG 5210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 H12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

JTG/T H2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QC/T 413-2002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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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检测

T/GBAS 56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检测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T/GBAS 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铺面健康状况 PHC pavement health condition

反映桥岛隧铺面的服务状态，使用服务质量等级表征。

3.1.2

铺面服务质量指数 pavement service index

用于综合评估桥岛隧铺面表观构造、结构变形引起的驾乘感受变化的质量指标,由铺面噪声指数和

铺面颠簸指数构成。

3.1.3

路噪指数 pavement acoustic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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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评估由桥岛隧铺面表观破损、混合料类型、铺面结构强度等引起的铺面表观构造变化情况，通

过路噪仪测量轮胎-铺面相互作用的铺面噪声信号。

3.1.4

颠簸指数 pavement flatness index

用于评估由桥岛隧铺面结构变形引起的铺面表观变化情况，通过动态胎压检测仪测量轮胎-铺面耦

合动力学响应的轮胎内部气体压力动态变化信号。

3.1.5

路噪度 acoustic value

轮胎-铺面耦合声音信号在特定频域范围内围成的包络面积，表征规定条件下车辆在路面行驶过程

中的噪声强度。

3.1.6

颠簸度 flatness value

轮胎-铺面耦合造成的轮胎内部压力变化，在特定频域范围内变化量的均方值，表征规定条件下车

辆在路面行驶过程中的颠簸强度。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PSI（Pavement Service Index） 铺面服务质量指数

PAI（Pavement Acoustic Index） 路噪指数

PFI（Pavement Flatness Index） 颠簸指数

AV（Acoustic Value） 路噪度

FV（Flatness Value） 颠簸度

4 基本要求

4.1 铺面健康状况自动化巡检宜在路面无积水、风力小于 6 级的情况下进行巡检作业。

4.2 应采用路噪指数、颠簸指数和铺面服务质量指数评估铺面健康状况。

4.3 应采用元数据对铺面健康状况巡检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 T/GBAS 2 的规定。

4.4 铺面健康状况巡检评估元数据包括巡检对象元数据、巡检作业元数据、巡检装备元数据、巡检任

务执行元数据、评估结果元数据，元数据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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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铺面健康状况巡检评估元数据模型

4.5 巡检对象元数据应符合 T/GBAS 3、T/GBAS 49、T/GBAS 50 的规定。

4.6 巡检作业元数据应符合 T/GBAS 55、T/GBAS 56 的规定。

5 自动化巡检与健康状况评估

5.1 自动化巡检

5.1.1 作业前自动化巡检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收集和整理所巡检铺面的名称、桩号、铺面类型、车道、气象等基础信息资料；

b) 对车载平台的轮胎气压进行检查；

c) 对搭载的路噪仪、动态胎压检测仪、距离测量装置、卫星定位装置等设备状态进行检查；

5.1.2 自动化巡检过程车载平台应保持匀速行驶在车道中央,并实时监控巡检值变化。

5.1.3 应采用巡检装备元数据对搭载的设备类型、标识标记、技术性能等信息进行描述，巡检装备元

数据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5.1.4 应采用巡检任务执行元数据对自动化巡检中的车道名称、桩号、作业时间等过程信息进行描述，

巡检任务执行元数据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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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应采用巡检结果元数据对自动化巡检中各巡检指标的巡检结果等信息进行描述，巡检结果元数

据应符合附录 C 的规定。

5.1.6 巡检结果元数据与巡检任务执行元数据、巡检装备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进行关联，关联

关系见图 2。

图 2 巡检结果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5.2 铺面健康状况评估

5.2.1 铺面健康状况评估指标包括铺面服务质量指数 PSI、路噪指数 PAI 和颠簸指数 PFI，其值域均为

[0,100] ，评估指标体系见图 3。

图 3 桥岛隧铺面健康状况评估体系

5.2.2 路噪指数 PAI 的评估应按式（1）计算。

PAI= 100
1+0.045×e0.081×AV

…………………………（1）

式中：

AV —路噪度（dB）, 计算方法按照附录 E 中的 E.1。

5.2.3 颠簸指数 PFI 的评估应按式（2）计算。

PFI=104×exp(-0.0185×FV-0.0555) …………………………（2）

式中：

FV —颠簸度(kPa/mm
2
),计算方法按照附录 E 中的 E.2。

5.2.4 铺面服务质量指数 PSI 的评估，应按式（3）进行计算。



T/GBAS 63—2023

5

PSI=���� × ��� + ���� × ��� …………………………（3）

式中：

���� —PAI 在 PSI 中的权重，取值为 0.35；

���� —PFI 在 PSI 中的权重，取值为 0.65。

5.2.5 铺面健康状况评估 PSI 等级应分为优、良、中、次、差，等级划分标准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铺面健康状况评估等级

评估等级 优 良 中 次 差

铺面服务质量指数 PSI ≥90 ≥80，＜90 ≥70，＜80 ≥60，＜70 ＜60

5.2.6 评估分项指标路噪指数 PAI 和颠簸指数 PFI 等级应分为优、良、中、次、差，等级划分标准应

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铺面健康状况评估分项指标等级划分标准

评估等级 优 良 中 次 差

路噪指数 PAI ≥90 ≥80，＜90 ≥70，＜80 ≥60，＜70 ＜60

颠簸指数 PFI ≥90 ≥80，＜90 ≥70，＜80 ≥60，＜70 ＜60

5.2.7 铺面服务质量指数 PSI 小于 90 时，宜对路段进行重点巡查与评估，必要时按 JTG 5120、JTG H12、

JTG/T H21、JTG 5210 的规定开展技术状况巡检与调查。

5.2.8 应采用评估结果元数据描述评估指标、评估等级、位置等信息,评估结果元数据表应符合附录 D

的规定。

5.2.9 评估结果数据应符合元数据要求，输出数据报表应符合附录 E 中表 E.1~表 E.3 的规定。

5.2.10 评估结果元数据与巡检任务元数据、巡检任务执行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进行关联，关联

关系见图 4。

图 4 评估结果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6 装备要求

6.1 巡检装备基本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具备铺面噪声信号、轮胎动态压力变化信号、铺面温度、里程信息、卫星定位信息的采集功能；

b）具备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功能；

c）具备设备工作状态信息的可视化实时监测功能；

d）具备移动通信网络功能，能够实时传输数据。

6.2 巡检装备基本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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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巡检评估最小单元长度不大于10m；

b）巡检速度影响误差不大于5%，巡检重复性变异性不大于5%；

c）最高行驶速度不小于100km/h；

d）温度误差要求不大于1℃；

e）距离自动化测量装置分辨率应不大于1cm；卫星定位精度满足GB/T 42428 的要求。

6.3 车载平台符合下列规定：

a）车载平台的外廓尺寸应符合GB 1589-2016中4.1的要求；

b）车载平台的电气设备技术要求应符合QC/T 413-2002中第3章的要求；

c）车载平台轮胎类型应采用子午线轮胎，轮胎花纹应采用混合型花纹，车载平台的测量轮胎行驶

距离大于10000公里或使用时间超过1年后应更换。

6.4 巡检装备搭载的路噪仪、动态胎压检测仪、距离测量装置、卫星定位装置等巡检设备应符合下列规

定：

a）标志标牌应清晰，内容应包括品牌、型号、名称、技术参数、厂商、序列号、制造日期等；

b）路噪仪符合JJG 188计量检定要求；

c）动态胎压检测仪符合JJG 624计量检定要求。

6.5 巡检装备应集成数据自动化处理软件，并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a）铺面的名称、编码、桩号、类型、车道等参数设置功能；

b）能实时计算、显示、保存、无线传输铺面健康状况评估结果数据；

c）数据实时传输应加密保护，并符合GB/T 41479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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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巡检装备元数据表

巡检装备的数据元应符合表 A.1 的规定。

表 A.1 声学巡检装备元数据[AInspEquip]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

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声学巡检装备唯一代码 基本信息 主键

巡检作业编码 worktId 字符型 a..ul - M 引用巡检作业唯一编码 巡检关联巡检作业代码 基本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巡检装备的专属

名词
基本信息

品牌 brand 字符型 a..ul - M / 巡检装备厂商产品识别标志 基本信息

型号 model 字符型 a..ul - M / 巡检装备的代号 基本信息

序列号 serialNo 字符型 a..ul - M /
用于识别和跟踪巡检装备的

编码
基本信息

生产厂家 manufacturer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装备的生产单位名

称
生产信息

生产地址 address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装备的生产单位的

所在住所
生产信息

制造日期 manuDate 日期型
YYYY-M

M-DD
- M / 描述巡检装备的制造日期 生产信息

检验人员 verifiNam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装备的名字 基本信息

检验日期 verifiDate 日期型
YYYY-M

M-DD
- M / 描述巡检装备检验日期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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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声学巡检装备元数据[AInspEquip]（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

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检验单位 verifiOrg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装备检验单位 基本信息

测量指标 measIndex 枚举型 n1 - M

|1 路噪指数 PAI

|2 颠簸指数 PFI

|3 铺面服务质量指数

PSI

描述巡检装备的测量指标 技术指标信息

系统模块名称 sysModule 枚举型 n1 - M

|1 路噪仪

|2 动态胎压检测仪

|3 距离测量装置

|4 卫星定位装置

|5 控制终端

|6 车载平台

描述巡检装备的子系统组成

模块
技术指标信息

路噪仪灵敏度 paisSens 数值型 n..ul mv/Pa M / 描述路噪仪设备灵敏度性能 技术指标信息

路噪仪频率响应 paisFR 数值型 n..ul - M /
描述路噪仪设备频率响应范

围
技术指标信息

电源类型 supplyModel 枚举型 n1 - M
|1 直流

|2 交流
描述设备工作的电源类型 技术指标信息

电源功耗 supplyConsum 数值型 n..ul W M / 描述设备工作的电源功率 技术指标信息

电源额定电压 supplyVoltage 数值型 n..ul V M /
描述设备工作的电源额定电

压
技术指标信息

电源额定电流 supplyCurrent 数值型 n..ul A M /
描述设备工作的电源额定电

流
技术指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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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声学巡检装备元数据[AInspEquip]（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

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时间同步方式 timeSyncMode 枚举型 n1 - O
|1 GPS

|2 RTP
描述时间同步方式 技术指标信息

外廓尺寸 outlineSiz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外廓尺寸 物理指标信息

防水等级 ipRating 字符型 a..ul - O / 描述防水能力等级 物理指标信息 例如：IP65

灵敏度 paisSens 数值型 n..ul mv/Pa M /
描述动态胎压检测仪设备灵

敏度
技术指标信息

频率响应 paisFR 数值型 n..ul - M /
描述动态胎压检测仪设备频

率响应范围
技术指标信息

里程测量精度 dmiprecision 数值型 n..ul % M / 描述距离测量装置测量精度 技术指标信息

分辨率 resoRatio 数值型 n..ul mm M / 描述距离测量装置分辨率 技术指标信息

水平精度 plPrecision 数值型 n..ul m M /
描述卫星定位装置水平精度

值
技术指标信息

垂直精度 alPrecision 数值型 n..ul m M /
描述卫星定位装置垂直精度

值
技术指标信息

车载平台类型 vehicleTyp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车载平台的类型 基本信息

车载平台品牌型

号
brandmodel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车载平台品牌型号 基本信息

车载平台登记编

号
registNo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车载平台的国家机动车

登记编号
基本信息

例如：渝

A.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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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声学巡检装备元数据[AInspEquip]（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

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车载平台识别代

号
vin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车载平台的身份证号 基本信息

车载平台能源类

型
energyType 枚举型 n1 - O

|1 汽油

|2 柴油

|3 油电混合

|4 纯电动

|5 插电式混合动力

|6 增程式

描述车载平台的动力能源 基本信息

车载平台续航里

程
rechargMileage 数值型 n..ul km O / 描述车载平台的续航里程 基本信息

车载平台轮胎规

格
tyreSpecs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车载平台的轮胎规格 基本信息

例如：

265/65R18

车载平台总质量 totalWeight 数值型 n..ul kg M / 描述车载平台的总质量值 物理指标信息

车载平台整备质

量
emptyWeight 数值型 n..ul kg M / 描述车载平台的整备质量值 物理指标信息

行驶速度 driveSpeed 数值型 n..ul km/h O / 描述车载平台的工作速度值 物理指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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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巡检任务执行元数据表

桥岛隧铺面健康状况巡检任务执行数据元应符合表B.1的规定。

表 B.1 巡检任务执行元数据[TaskExecute]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

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标识巡检任务执行唯一

代码
基本信息 主键

巡检装备编码 equipId 字符型 a..ul - M
引用巡检装备唯一

编码
标识关联巡检装备唯一代码 基本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巡检作业名称的

专属名词
基本信息

操作人 operNam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操作人员姓名名称 基本信息

操作人电话 operTell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操作人员电话号码 基本信息

巡检速度 speed 字符型 a..ul km/h M /
描述单位时间内巡检里程的

多少
巡检信息

道路名称 roadNam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任务道路名称 铺面信息

道路编号 roadNo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任务道路编号 铺面信息

车道名称 laneNam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任务的车道名称 铺面信息

行车方向 drivDirection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任务的车道行车方

向
铺面信息

起始桩号 startMileag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任务的车道起始桩

号值
铺面信息

例如:

K123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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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巡检任务执行元数据[TaskExecute]（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

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结束桩号 endMileag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任务的车道结束桩

号值
铺面信息

例如:

K1234+123

任务单位 department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任务承担单位 巡检信息

任务人员 person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任务承担人员 巡检信息

温度 temperature 数值型 n..ul ℃ M / 描述记录的温度值 巡检信息

湿度 humidity 数值型 n..ul % M / 描述记录的湿度值 巡检信息

开始时间 starting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hh:mm:ss
- M / 描述巡检任务的开始时间 巡检信息

结束时间 ending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hh:mm:ss
- M / 描述巡检任务的结束时间 巡检信息

结束时间 endingtime
日期时间

型

YYYY-MM-DD

hh:mm:ss
- M / 描述记录的结束时间 巡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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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巡检结果元数据表

桥岛隧铺面健康状况巡检结果数据元应符合表 C.1 的规定。

表 C.1 巡检结果元数据[InspResult]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巡检结果唯一代码 基本信息 主键

巡检任务执行

编码
equipId 字符型 a..ul - M

引用巡检装备唯一

编码
标识关联巡检任务执行代码 基本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巡检结果的专属

名词
基本信息

桩号 mileag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评估结果的车道起始桩

号
铺面信息

例如:

K1234+123

经度 longitud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结果空间位置经度 铺面信息 ddd.dddddd

纬度 latitud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巡检结果的空间位置纬

度
铺面信息 dd.dddddd

高程 altitude 字符型 a..ul m M /
描述巡检结果的空间位置高

程
铺面信息

速度 speed 字符型 a..ul km/h M /
描述单位时间内巡检里程的

多少
巡检信息

路噪度.左 leftAV 数值型 n..ul dB M / 描述左轮迹带路噪度 评估指标信息

路噪度.右 rightAV 数值型 n..ul dB M / 描述右轮迹带路噪度 评估指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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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巡检结果元数据[InspResult]（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路噪度.代表值 av 数值型 n..ul dB M / 描述路噪度代表值 评估指标信息

颠簸度.左 leftFV 数值型 n..ul kPa/mm2 M / 描述左轮迹带颠簸度 评估指标信息

颠簸度.右 rightFV 数值型 n..ul kPa/mm2 M / 描述右轮迹带颠簸度 评估指标信息

颠簸度.代表值 fv 数值型 n..ul kPa/mm2 M / 描述颠簸度代表值 评估指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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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评估结果元数据表

桥岛隧铺面健康状况评估结果数据元应符合表 D.1 的规定。

表 D.1 评估结果元数据[Evaluation]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

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铺面健康状况评估结果的唯

一代码
基本信息

巡检结果编

码
inspectId 字符型 a..ul - M

引用巡检结果唯

一编码
表示关联巡检结果代码 基本信息

评估单位 department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铺面健康状况评估单位 基本信息

评估人员 person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铺面健康状况评估人员名称 基本信息

评估日期 evaluatDate 日期型 YYYY-MM-DD - M / 描述铺面健康状况评估时间 基本信息

起始桩号 startMileag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评估结果的车道起始桩号 铺面信息
例如:

K1234+123

结束桩号 endMileag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评估结果的车道结束桩号 铺面信息
例如:

K1234+123

起始经度 startLongitud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评估结果起始经度 铺面信息 ddd.dddddd

起始纬度 startLatitud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评估结果的起始纬度 铺面信息 dd.dddddd

起始高程 startAltitude 字符型 a..ul m M / 描述评估结果的起始高程 铺面信息

结束经度 endLongitud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评估结果的结束经度 铺面信息 ddd.dddddd

结束纬度 endLatitude 字符型 a..ul ° M / 描述评估结果的结束纬度 铺面信息 dd.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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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评估结果元数据[Evaluation]（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

式

计量单

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结束高程 endAltitude 字符型 a..ul m M / 描述评估结果的结束高程 铺面信息

路噪指数评估值 pai 数值型 n..ul - M / 描述路噪指数评估值 评估指标信息

路噪指数评估等

级
paiGrade 枚举型 n1 - M

|1 优

|2 良

|3 中

|4 次

|5 差

描述路噪指数评估等级 评估指标信息

颠簸指数评估值 pfi 数值型 n..ul M / 描述颠簸指数评估值 评估指标信息

颠簸指数评估等

级
pfiGrade 枚举型 n1 - M

|1 优

|2 良

|3 中

|4 次

|5 差

描述颠簸指数评估等级 评估指标信息

铺面服务质量指

数评估值
psi 数值型 n..ul - M / 描述铺面服务质量指数评估值 评估指标信息

铺面服务质量指

数评估等级
psiGrade 枚举型 n1 - M

|1 优

|2 良

|3 中

|4 次

|5 差

描述铺面服务质量指数评估等级 评估指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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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数据计算方法

E.1 路噪度 AV 计算方法

E.1.1 路噪度AV计算公式

E.1.1.1 路噪度 AV 计算：

�� = ��
�ℎ ��� ��� �� �� + � ∙ log10

��
��

� �� ………………（E.1）

式中：

AV —路噪度，dB；
�� —频率下界，取值为 100Hz；
�ℎ —频率上界, 取值为 1000Hz；
��� —主成分分析，取第一主成分；

�� —路噪计权滤波函数；
�� —Vc速度下的 A 声级，单位 dB；
�� —标准速度，取值为 80km/h；
�� —当前行驶速度，单位 km/h；
b —速度系数，取值为 2.79；
FFT —傅里叶变换。

E.1.1.2 路噪计权滤波函数：

�� = 2��� 5

2��� 5+3.3261 2��� 4�+5.2361 2��� 3�2+5.2361 2��� 2�3+3.3261 2��� 1�4+�5
……（E.2）

式中：
�� —胎压计权滤波函数；
�� —滤波计权频率，取值为 2kHz；
� —路噪信号频率，Hz。

E.1.2 路噪度AV的计算步骤

E.1.2.1 对轮胎-路面耦合声音原始数据宜按 10m 进行分割。

E.1.2.2 进行频域变换和计权滤波，去除环境噪声影响再反变换到时域。

E.1.2.3 对滤波后的声学数据进行频域变换，通过滑动窗和低通滤波器保留 0Hz~2kHz 频段

数据。

E.1.2.4 对低频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取出第一主成分分量。

E.1.2.5 对第一主成分分量在 100Hz~1000Hz 频段进行积分，得出当前路段路噪度。

E.1.2.6 双轮迹巡检时，取左右轮迹带路噪度的大值计算路噪指数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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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颠簸度FV计算方法

E.2.1 颠簸度FV计算公式

E.2.1.1 颠簸度FV计算：

�� = 1
� �0

�0+� ��(�� + � ∙ log10
��
��
)
2
��� ……………………（E.3）

式中：
FV —颠簸度，kPa/mm

2
；

� —胎压信号采样统计数值；
� —胎压信号采样时间，s；
�0 —瞬时时间，s；
�� —胎压计权滤波函数；
�� —��速度下的胎压变化值，单位 kPa；
�� —标准速度，取值为 80km/h；
�� —当前行驶速度，km/h；
� —速度系数，取值为 2.79。

E.2.1.2 胎压计权滤波

胎压计权滤波函数：

�� = ���� � × ������(�) ……………………（E.4）

式中：
�� —胎压计权滤波函数；
���� —频带界限滤波网络；
������ —特定频段的计权滤波网络。

频带界限滤波网络����：

���� � = �4

�4+�14
× �2

4

�4+�2
4 ……………………（E.5）

式中：

���� —频率�上的增益修订值；

�1 —低通截止频率，取值为 100Hz；

�2 —高通截止频率，取值为 0.4Hz；

� —动态胎压信号频率，Hz。

特定频段的计权滤波网络������：

������ � =
�2 + �3

2

�3
2 ×

�4
4�42

�4�4
2 + �2�4

2 1 − 2�42 + �4
4�42

×
�5
�6

× �4�5
2+�2�5

2 1−2�52 +�5
4�52

�4�2+�2�6
2 1−2�62 +�64�62

………………（E.6）

式中：

������ —特定频率�上的增益修订值；

�3 —转折增益频带界限值，取值为 12.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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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折增益频带界限值，取值为 25Hz；

�5 —转折增益频带界限值，取值为 2.37Hz；

�6 —转折增益频带界限值，取值为 3.38Hz；

�4 —频率计权参数，取值为 0.63；

�5 —频率计权参数，取值为 0.91；

�6 —频率计权参数，取值为 0.91；

� —动态胎压信号频率，Hz。

E.2.2 颠簸度FV的计算步骤

E.2.2.1 动态胎压检测仪原始数据宜按 10m长度进行分割。

E.2.2.2 数据进行速度拟合。

E.2.2.3 进行胎压计权滤波。

E.2.2.4 计算颠簸度。

E.2.2.5 双轮迹巡检时，取左右轮迹带颠簸度的大值计算路面颠簸指数 P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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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桥岛隧铺面健康状况评估表

E.3.1 评估结果路噪指数 PAI输出报表应符合表 E.1的规定。

表 E.1 路噪指数 PAI 评估表

所属政区：***｜编码名称：***｜技术等级：***｜铺面类型：***｜检查方向：***｜日期：****

铺面段编

号

桩号 时间 经度 纬度
长度

路噪度 AV 路噪

指数 PAI
评估等级

起 止 起 止 起 止 起 止 左 右 代表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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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2 评估结果颠簸指数 PFI输出报表应符合表 E.2的规定。

表 E.2 颠簸指数 PFI 评估表

所属政区：***｜编码名称：***｜技术等级：***｜铺面类型：***｜检查方向：***｜日期：****

铺面段编

号

桩号 时间 经度 纬度
长度

颠簸度 FV 颠簸

指数 PFI
评估等级

起 止 起 止 起 止 起 止 左 右 代表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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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3 评估结果铺面服务质量指数 PSI输出报表应符合表 E.3的规定。

表 E.3 铺面服务质量指数 PSI 评估表

所属政区：***｜编码名称：***｜技术等级：***｜铺面类型：***｜检查方向：***｜日期：****

铺面段编号
桩号 时间 经度 纬度 长度

（m）

路噪指数

PAI

颠簸指数

PFI

铺面服务质量

指数 PSI
评估等级

起 止 起 止 起 止 起 止

1

2

3

4

5

6

7

8

10

11

12

13

14

15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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