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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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维养业务类标准，维养业务类标

准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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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BAS 58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结构健康监测

——T/GBAS 65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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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浙江大

学、澳门大学、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云基智

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景强、何杰、闫禹、高正荣、陈春雷、夏子立、徐贝贝、李东洋、路川藤、汪

劲丰、麦权想、王兴刚、王飞、唐聪、区达光、谢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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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智能化检测评估技术在工程建筑领域的发展应用，运营维护期检测评估规范化、元数据表达标

准化成为人工岛数字化维养最重要的业务需求。为指导和规范人工岛检测工作，促进人工岛检测业务、

过程、资源等数据的共享和传递，在系统总结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相关成果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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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养业务标准按设施类型、业务类型等进行划分，拟由下列标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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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BAS 58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结构健康监测

——T/GBAS 65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检测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评定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维养决策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养护工程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养护工程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养护工程

维养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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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维养业务类，主要对人工岛检测技术

及业务流程所涵盖的数据进行规定，其他人工岛检测可参考本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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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检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工岛检测作业、检测任务、检测方法与设备和检测报告的基本要求，并给出了相应

的元数据。

本文件适用于跨海通道人工岛检测，其他人工岛检测可参考本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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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S 131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

JTS 154 防波堤与护岸设计规范

JTS 239 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实体检测技术规程

T/GBAS 2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数据表达通用规则

T/GBAS 50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结构

3 术语和定义

JTS 131、JTS 154、JTS 239、T/GBAS 2和T/GBAS 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测作业 inspection works

按一定要求和期限完成的一系列检测工作任务的合集。

3.2

检测任务 detection tasks

检测作业内布置的某一项具体工作。

4 基本要求

4.1 人工岛检测应包含检测对象选取、检测作业产生、检测任务划分、检测方法与设备选取、检测实

施、报告编制等。

4.2 人工岛检测范围应包括岛体回填区结构、护岸结构、防洪排涝设施、附属结构及设施与救援码头，

检测对象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人工岛检测对象

人工岛组成部件
人工岛构件/子构件

构件 子构件

岛体回填区结构 岛体回填区 岛体回填区

护岸结构

挡浪墙

挡浪墙本体

变形缝

护栏

护面结构
护面块体

块石

护底结构
护底块石

堤前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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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工岛检测对象（续）

人工岛组成部件
人工岛构件/子构件

构件 子构件

防洪排涝设施

排水箱涵 排水箱涵

泵房 泵房

沟 排水沟

井 排水井

阀 柔性单向阀

泵机 泵机

附属结构及设施

路面铺装 路面铺装

电缆沟 电缆沟

照明设施

灯具

灯杆

基础

检修设施 检修设施

景观广场 景观广场

岛内绿化 岛内绿化

岛上建筑

建筑构件

结构构件

给水排水设施

暖通设施

电气设施

室内装饰设施

暴露试验站

沉箱

钢爬梯

平台

栏杆

防撞设施

救援码头

码头结构

沉箱

胸墙

挡墙

栅栏板

护轮坎

铺面结构

码头设施

橡胶护舷

系船柱

航标灯

4.3 人工岛应根据养护需要开展初始检查、日常巡查、经常检查、定期检查、应急检查和专项检查等

检测作业。

4.4 人工岛检测应根据检测作业要求进行检测任务划分，并明确各检测任务的具体检测项目。

4.5 人工岛检测应根据检测任务要求选取可靠的检测方法与设备，宜优先采用智能化检测设备。

4.6 人工岛检测作业过程中应现场填写检查记录表，其中初始检查、定期检查、应急检查与专项检查

等检测作业完成后应编制检测报告。

4.7 人工岛检测应采用元数据对检测业务所包含的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 T/GBAS 2 的规定。

4.8 人工岛检测元数据应包括检测对象元数据、检测作业元数据、检测任务元数据、检测设备元数据

及检测报告元数据，元数据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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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工岛检测元数据模型

5 检测作业

5.1 人工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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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立技术档案。

5.2 人工岛日常巡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正常天气下，日常巡查应不少于每周2次；

b) 在暴雨、台风、雾等恶劣灾害性天气前后应各进行日常巡查1次；

c) 发生地震、船舶撞击、交通事故等异常事件后应立即进行日常巡查，应视情况予以清除或报

告，并填写日常巡查记录表，见表A.1。
5.3 人工岛经常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经常检查应每月不少于1次；

b) 在二级以上暴雨、20年一遇以上台风或大雾以上等恶劣灾害性天气情况下或发生地震、船舶

撞击、交通事故等异常事件后，应根据养护需要提高检查频率。

c) 检查时应填写经常检查记录表，见表A.2。
5.4 人工岛定期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查周期应根据工程技术状况确定，宜每年1次；

b) 应由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专业检测单位开展相关检测工作；

c) 检查时应填写定期检查记录表，见表A.2。
5.5 人工岛应急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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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工岛遭受二级以上暴雨、20年一遇以上台风或大雾以上等恶劣灾害性天气或发生地震、船

舶撞击、交通事故等异常事件后12小时内开展；

b) 应由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专业检测单位开展相关检测工作；

c) 检查时应填写应急检查记录表，见表A.2。
5.6 人工岛专项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根据日常巡查、定期检查和应急检查结果，邀请专家综合评估后开展；

b) 检查时应填写专项检查记录表，见表A.2。
5.7 人工岛检测作业名称、触发条件、触发因由、委托单位、检测单位以及检测时间等信息应采用检

测作业元数据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B.1 的规定。

5.8 检测作业元数据与检测对象元数据、检测任务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联

关系见图 2。

图 2 检测作业元数据关联关系

6 检测任务

6.1 人工岛检测任务主要包括岛体沉降检测、海床冲淤检测、变形变位检测、缺损状况检测、材质状

况检测，不同检测对象和检测作业的检测任务应符合表 C.1的规定。

6.2 人工岛检测任务名称、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检测设备、参考规范等信息应采用检测任务元数据

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D.1的规定。

6.3 人工岛检测所采用规范的名称、层级、编号、发布日期、实施日期等信息应采用参考规范元数据

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D.2的规定。

6.4 人工岛检测任务元数据与检测作业元数据、检测对象元数据、参考规范元数据及检测设备元数据

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联关系见图 3。

图 3 检测任务元数据关联关系

7 检测方法与设备

7.1 岛体沉降检测项目、检测方法与检测设备宜符合表 2 的规定。



T/GBAS 65—2023

5

表 2 岛体沉降检测方法及设备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设备

累积沉降

日平均沉降

最大沉降值及发生部位

卫星定位 卫星定位系统

水准测量 水准仪

7.2 海床冲淤检测项目、检测方法与检测设备宜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海床冲淤检测方法及设备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设备

冲刷深度

冲刷范围

淤积厚度

淤积范围

多波束测深
测量船 /多波束水下地形测量设备 /无人船搭载多波束 /
声呐

图像反演 水下机器人/水下摄像机

7.3 变形变位检测项目、检测方法与检测设备宜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变形变位检测方法及设备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设备

裂缝数量 图像反演 摄影机

裂缝宽度
图像反演 表观病害检测车/检测机器人

人工测量 钢尺/深度尺/裂缝宽度仪

位移
坐标测量 全站仪

位移计 单向/三向位移计

倾覆角度
人工测量 角度测量仪

图像反演 摄影测量设备

变形缝状况 人工测量 目视/直尺/游标卡尺

7.4 缺损状况检测项目、检测方法与检测设备宜符合表 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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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缺损状况检测方法及设备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设备

护栏立柱松动、断裂数量

护栏立杆和横杆缺损数量

块体棱角发生破损、裂缝数量

护面层散乱状况

块石缺失、下滑或者塌陷数量

块石失稳数量

垫层暴露状况

堵塞情况

排水功能情况

破损状况

人工测量 钢尺/皮尺/游标卡尺/照相机/水下探摸/潜水员目视/目视

图像反演 摄像机

裂缝、麻面、剥落、孔洞

翘起、位移或脱落数量

人工测量 目视

图像反演 表观病害检测车/检测机器人

路面裂缝

路面积水

路面沉陷

路面坑槽

路面车辙

路面泛油

路面波浪拥包

人工测量 皮尺/水尺/游标卡尺/裂缝测宽仪/裂缝测深仪/照相机

图像反演 道路多功能检测车

7.5 材质状况检测项目、检测方法与检测设备宜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材质状况检测方法及设备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设备

混凝土强度

钻孔取芯 专用钻机、压力机

回弹法 回弹仪

超声回弹综合法 超声波检测仪

混凝土碳化深度 化学反应法 碳化深度测定仪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电化学法 氯离子含量检测仪

钢筋保护层厚度

电磁检测法 钢筋探测仪

雷达法 地质雷达

钢筋锈蚀 半电池半电位法 钢筋锈蚀电位检测仪/电位检测仪/混凝土电阻率测定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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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人工岛检测设备宜经计量技术机构检验合格后使用，其操作应遵守产品使用要求。

7.7 人工岛检测设备类型、编码、标定日期等信息应采用检测设备元数据进行描述，并符合附录 E 的

规定。

7.8 检测设备元数据与任务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联关系见图 4。

图 4 检测设备元数据关联关系

8 检测报告

8.1 人工岛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测作业的主要经过，包括检测作业的组织实施、时间、主要工作过程及仪器设备等；

b) 检测对象的检测结果，包括检测任务、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检测数据与结果分析等；

c) 定期检查报告应包括对人工岛的技术状况评定、对人工岛的养护状况评价与建议、需要实施专

项检查的建议以及需要采取专项处治措施的建议等；

d) 应急检查报告应包括对异常事件的影响评估、合理的对策措施建议等；

e) 专项检查报告应包括对病害或故障的成因、范围、程度等情况的分析、维修处治对策与技术的

建议以及维修处治所需工程量和费用的建议等。

8.2 检测任务中各检测指标的测点位置与测试结果等信息应采用检测结果元数据进行描述，检测结果

元数据应符合附录 F 中表 F.1~表 F.9 的规定。

8.3 检测结果的标识、位置等图片信息应采用图片文件元数据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F.10 的规定。

8.4 检测结果的标识、位置等视频信息应采用视频文件元数据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F.11 的规定。

8.5 检测报告的报告编号、报告日期、存储路径等信息应采用报告文档元数据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F.12

的规定。

8.6 检测报告元数据主要包括检测结果元数据、图片文件元数据、视频文件元数据和报告文档元数据，

其与检测任务元数据、检测作业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联关系见图 5。

图 5 检测报告元数据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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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检测作业记录表

表 A.1给出了人工岛日常巡查检测作业记录表，表 A.2给出了人工岛经常检查检测作业记录表，表 A.3给出了人工岛定期（应急/专项）检查

检测作业记录表。

表 A.1 人工岛日常巡查记录表

任务单编号： 养护单位： 巡查人员：
技术监督员： 日期： 年 月 日

巡查项目 异常情况 严重程度 情况具体描述 位置描述 照片 是否跟进

巡查完成日期： 完成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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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人工岛经常（定期/应急/专项）检查记录表

工程名称： 人工岛名称：

检测依据： 天 气：

设备编号： 养护机构：

检测单位：

结构名称 病害名称 位置
状况 描 述

（性质、范围、程度等）
照片或图片（编号/时间）

检查： 记录： 复核：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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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检测作业元数据

人工岛检测作业的数据元应符合表 B.1的规定。

表 B.1 检测作业元数据[Detection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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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人工岛编码 artificialIsland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人工岛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检测作业的专属

名词
标识信息

作业类别 operationClass 枚举型 n1 — M

|1 初始检查

|2 日常巡查

|3 经常检查

|4 定期检查

|5 应急检查

|6 专项检查

检测作业的类型 标识信息

触发条件 triggeringCondition 枚举型 n1 — M |1 时间触发

|2 事件触发
作业的触发条件 标识信息

触发原由 triggeringCauses 字符型 a..ul — M / 作业触发的原因 标识信息

委托单位 commissioningUnit 字符型 a..ul — M / 作业的委托单位 标识信息

检测单位 unitOfDetection 字符型 a..ul — M / 作业的检测单位 标识信息

开始时间 initiatingTime 日期型 YYYY-MM-DD — M / 作业开始的时间 时间信息

终止时间 endingTime 日期型 YYYY-MM-DD — M / 作业终止的时间 时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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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检测任务与检测项目

人工岛不同检测对象和检测作业的检测任务和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C.1的规定。

表 C.1 人工岛的检测任务与检测项目

人工岛组成

部件

人工岛构件/子构件

检测任务 检测项目

检测作业

构件 子构件
初始

检查

日常

巡查

经常

检查

定期

检查

应急

检查

专项

检查

岛体回填区

结构

岛体回填

区
/ 岛体沉降检测

累积沉降 √ √ √ √

日平均沉降 √ √ √ √

最大沉降值及发生部位 √ √ √ √

护岸结构

挡浪墙

挡浪墙本体

变形变位检测

裂缝数量 √ √ √ √

裂缝宽度 √ √ √ √

位移 √ √ √ √

倾覆角度 √ √ √ √

材质状况检测

混凝土强度 √ √ √

钢筋保护层厚度 √ √ √

混凝土碳化状况 √ √ √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 √ √

钢筋锈蚀电位 √ √ √

变形缝 变形变位检测 变形缝状况 √ √ √ √

护栏 缺损状况检测
立柱松动、断裂数量 √ √ √ √

立杆和横杆缺损数量 √ √ √ √

护面结构 护面块体 缺损状况检测

棱角发生破损、裂缝数量 √ √ √ √

护面层散乱状况 √ √ √ √
块体缺失、下滑或者塌陷

数量
√ √ √ √

垫层暴露情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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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人工岛的检测任务与检测项目（续）

人工岛组成

部件

人工岛构件/子构件

检测任务 检测项目

检测作业

构件 子构件
初始

检查

日常

巡查

经常

检查

定期

检查

应急

检查

专项

检查

护岸结构

护面结构
护面块体 材质状况检测

混凝土强度 √ √ √ √

混凝土碳化状况 √ √ √ √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 √ √ √

块石 海床冲淤检测 失稳面积 √ √ √ √

护底结构

护底块石 海床冲淤检测 失稳面积 √ √ √ √

堤前海床 海床冲淤检测

冲刷深度 √ √ √ √

冲刷范围 √ √ √ √

淤积厚度 √ √ √ √

淤积范围 √ √ √ √

防洪排涝设

施

排水箱涵 /

缺损状况检测
堵塞情况 √ √ √ √

破损状况 √ √ √ √

材质状况检测

混凝土强度 √ √ √ √

钢筋保护层厚度 √ √ √ √

混凝土碳化状况 √ √ √ √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 √ √ √

钢筋锈蚀电位 √ √ √ √

泵房 / 缺损状况检测
排水功能情况 √ √ √ √

破损状况 √ √ √ √

沟 排水沟 缺损状况检测
堵塞情况 √ √ √ √

破损状况 √ √ √ √

井 排水井 缺损状况检测
堵塞情况 √ √ √ √

破损状况 √ √ √ √

阀 柔性单向阀 缺损状况检测
堵塞情况 √ √ √ √

破损状况 √ √ √ √

泵机 /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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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人工岛的检测任务与检测项目（续）

人工岛组成

部件

人工岛构件/子构件

检测任务 检测项目

检测作业

构件 子构件
初始

检查

日常

巡查

经常

检查

定期

检查

应急

检查

专项

检查

附属结构及

设施

路面铺装 / 缺损状况检测

路面裂缝 √ √ √

路面积水 √ √ √

路面沉陷 √ √ √

路面坑槽 √ √ √

路面车辙 √ √ √

路面泛油 √ √ √

路面波浪拥包 √ √ √

电缆沟 /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照明设施

灯具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灯杆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基础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检修设施 /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景观广场 /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岛内绿化 /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岛上建筑

建筑构件

缺损状况检测 裂缝、麻面、剥落、孔洞状况 √ √ √

材质状况检测

混凝土强度 √ √ √

钢筋保护层厚度 √ √ √

混凝土碳化状况 √ √ √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 √ √

钢筋锈蚀电位 √ √ √

结构构件

缺损状况检测 裂缝、麻面、剥落、孔洞 √ √ √

材质状况检测

混凝土强度 √ √ √

钢筋保护层厚度 √ √ √

混凝土碳化状况 √ √ √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 √ √

钢筋锈蚀电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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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人工岛的检测任务与检测项目（续）

人工岛组成

部件

人工岛构件/子构件

检测任务 检测项目

检测作业

构件 子构件
初始

检查

日常

巡查

经常

检查

定期

检查

应急

检查

专项

检查

附属结构及

设施

岛上建筑

给水排水设施 缺损状况检测
堵塞情况 √ √ √

破损状况 √ √ √

暖通设施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电气设施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室内装饰设施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暴露试验

站

沉箱（结构梁、结

构柱）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变形变位检测 裂缝宽度 √ √ √

材质状况检测

混凝土强度 √ √ √

钢筋保护层厚度 √ √ √

混凝土碳化状况 √ √ √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 √ √

钢筋锈蚀电位 √ √ √

钢爬梯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平台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栏杆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防撞设施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救援码头 码头结构 沉箱

变形位移检测

裂缝数量 √ √ √

裂缝宽度 √ √ √

位移 √ √ √ √

倾覆角度 √ √ √ √

材质状况检测

混凝土强度 √ √ √

钢筋保护层厚度 √ √ √

混凝土碳化状况 √ √ √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 √ √

钢筋锈蚀电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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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人工岛的检测任务与检测项目（续）

人工岛组成

部件

人工岛构件/子构件

检测任务 检测项目

检测作业

构件 子构件
初始

检查

日常

巡查

经常

检查

定期

检查

应急

检查

专项

检查

救援码头

码头结构

胸墙

变形位移检测

裂缝数量 √ √ √

裂缝宽度 √ √ √

位移 √ √ √ √

倾覆角度 √ √ √

材质状况检测

混凝土强度 √ √ √

钢筋保护层厚度 √ √ √

混凝土碳化状况 √ √ √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 √ √

钢筋锈蚀电位 √ √ √

挡墙

变形位移检测

裂缝数量 √ √ √

裂缝宽度 √ √ √

位移 √ √ √ √

倾覆角度 √ √ √ √

材质状况检测

混凝土强度 √ √ √

钢筋保护层厚度 √ √ √

混凝土碳化状况 √ √ √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 √ √

钢筋锈蚀电位 √ √

栅栏板 缺损状况检测 翘起、位移或脱落数量 √ √ √

护轮坎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铺面结构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码头设施

橡胶护舷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系船柱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航标灯 缺损状况检测 破损状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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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检测任务元数据

人工岛检测任务和参考规范的数据元应符合表 D.1、表 D.2的规定。

表 D.1 检测任务元数据[Detection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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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检测任务的

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

码
detectionOperat

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

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对象编

码
detectionObject

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人工岛工程

实体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检测

任务的专属名词
标识信息

检测项目 detectionItem 枚举型 an1..3 — M

|A 岛体沉降检测

|A1 累积沉降

|A2 日平均沉降

|A3 最大沉降值及发生部位

|B 海床冲淤检测

|B1 堤前冲刷

|C 变形位移检测

|C1 裂缝数量

|C2 裂缝宽度

|C3 位移

|C4 倾覆角度

|C5 变形缝状况

|D 缺损状况检测

|D1 栏杆立柱松动、断裂数量

|D2 栏杆立杆和横杆缺损数量

检测任务中所包

含项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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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检测任务元数据[DetectionTas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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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项目 detectionItem 枚举型 an1..3 — M

|D3 块体棱角发生破损、裂缝

数量

|D4 护面层散乱状况

|D5 块体缺失、下滑或者塌陷

数量

|D6 垫层暴露情况

|D7 块石失稳面积

|D8 堵塞情况

|D9 排水功能情况

|D10 路面裂缝

|D11 路面积水

|D12 路面沉陷

|D13 路面坑槽

|D14 路面车辙

|D15 路面泛油

|D16 路面波浪拥包

|D17 破损状况

|D18 裂缝、麻面、剥落、孔

洞状况

|D19 翘起、位移或脱落数量

|E 材质状况检测

|E1 混凝土强度

|E2 钢筋保护层厚度

|E3 混凝土碳化状况

|E4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E5 混凝土电阻率

|E6 钢筋锈蚀电位

检测任务中所包含

项目
标识信息

检测方法
detectionMetho

d 枚举型 an1..2 — M

|A 岛体沉降检测

|A1 卫星定位

|A2 水准测量

|B 海床冲淤检测

|B1 多波束测深

|B2 图像反演

完成某检测项目所

采用的检测方法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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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检测任务元数据[DetectionTas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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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方法
detectionMetho

d 枚举型 an1..2 — M

|C 变形位移检测

|C1 图像反演

|C2 人工测量

|C3 坐标测量

|C4 位移计

|D 变形位移检测

|D1 人工测量

|D2 图像反演

|E 材质状况检测

|E1 钻孔取芯法

|E2 回弹法

|E3 超声回弹综合法

|E4 化学反应法

|E5 电化学法

|E6 电磁检测法

|E7 雷达法

|E8 半电池半电位法

完成某检测项目所

采用的检测方法
标识信息

测点布置图

存储路径

measuringPoint
LayoutMapStor

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项目测点布置

图文件所存储的位

置

标识信息

检测日期 detectionDate 日期型
YYYY-M
M-DD — M / 检测时间 标识信息

检测设备编

码
detectionEquip

ment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设备的唯

一代码
标识信息

参考规范编

码
referenceCodeI

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参考规范的唯

一代码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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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参考规范元数据[Reference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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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参考规范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

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规范的专属名

词

标识信

息

规范层级 codeHierarchy 枚举型 n1 — M

|1 国家标准

|2 行业标准

|3 地方标准

|4 团体标准

|5 企业标准

该规范在规范体系中的等

级

标识信

息

规范编号 codeNumber 字符型 a..ul — M / 该规范的编号
标识信

息

存储路径 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该规范储存的位置
标识信

息

发布日期 publishDate 日期型 YYYY-MM-DD — M / 该规范的发布时间
时间信

息

实施日期 implementationDate 日期型 YYYY-MM-DD — M / 该规范的实施时间
时间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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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检测设备元数据

人工岛检测设备的数据元应符合表 E.1的规定。

表 E.1 检测设备元数据(Detection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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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设备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检测设备的专属名词 标识信息

编号 numberring 字符型 a..ul — M / 设备编号 标识信息

型号 model 字符型 a..ul — M / 设备型号 标识信息

厂家 manufacturer 字符型 a..ul — M / 设备生产厂家 标识信息

检定时间 verificationTime 日期型 YYYY-MM-DD — M / 设备检定校准日期 时间信息

有效期 termofvalidity 数值型 n..ul d M / 设备检定后的有限有效使用期限 时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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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检测报告元数据

人工岛检测结果、图片文件、视频文件和报告文档的数据元应符合表 F.1~表 F.12的规定。

F.1 岛体沉降检测结果元数据[MetadataofSettlementDetection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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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岛体沉降检测结果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变形变位检测结果的专属名词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码 detectionOperat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任务编码 detectionTask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任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测点编号 detectionPointNumber 数值型 n..ul — M / 按照检测顺序对检测点进行编号 标识信息

测点位置 measuringPointPosition 字符型 a..ul — M / 测点位置描述 标识信息

累计沉降量 accumulatedSettlement 数值型 n..ul mm M / 人工岛岛体累计沉降值 检测信息

平均沉降量 averageSettlement 数值型 n..ul mm M / 人工岛岛体平均沉降值 检测信息

最大沉降值 maximumSettlement 数值型 n..ul mm O / 人工岛岛体最大沉降值 检测信息

最大沉降值发生部位
locationofMaximumSett

lement
字符型 a..ul — O / 人工岛岛体最大沉降值发生部位 检测信息

原始数据存储路径 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产生的数据所存储的位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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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海床冲淤检测结果元数据[MetadataofSeabedScourDepositionDetection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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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岛体沉降检测结果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变形变位检测结果的专

属名词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码 detectionOperat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任务编码 detectionTask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任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范围 examinationArea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范围 检测信息

冲刷深度 scourDepth 数值型 n..ul cm O / 海床冲刷的深度 检测信息

冲刷范围 scourArea 数值型 n..ul m2 O / 海床冲刷范围大小 检测信息

淤积厚度 depositionDepth 数值型 n..ul cm O / 海床淤积的厚度 检测信息

淤积范围 depositionArea 数值型 n..ul m2 O / 海床淤积范围大小 检测信息

原始数据存储路径 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产生的数据所存储的位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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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变形变位检测结果元数据[DeformationAndDisplacementDetection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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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变形变位检测结果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变形变位检测结果的

专属名词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码 detectionOperat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任务编码 detectionTask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任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测点编号 detectionPointNumber 数值型 n..ul — M / 按照检测顺序对检测点进行编号 标识信息

测点位置 measuringPointPosition 字符型 a..ul — M / 测点位置描述 标识信息

变形缝状况
deformationJointConditio

n
字符型 a..ul — O / 变形缝状况检测结果描述信息 检测信息

裂缝数量 crackNumber 数值型 n..ul 个 O / 裂缝数量实测值 检测信息

裂缝宽度 crackWidth 数值型 n..ul mm O / 裂缝宽度实测值 检测信息

倾覆角度 overturningAngle 数值型 n..ul ° O / 倾覆角度实测值 检测信息

变形量 deformation 数值型 n..ul mm O /
变形量实测值，参照 JTS 131 水运

工程测量规范
检测信息

位移方向 displacementDirection 数值型 n..ul ° O /
结构发生位移方向实测值，参照

JTS 131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
检测信息

位移量 displacementValue 数值型 n..ul mm O /
结构发生位移量实测值，参照 JTS

131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
检测信息

原始数据存储路径 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产生的数据所存储的位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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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缺损检测结果元数据[DefectDetection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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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缺损检测结果唯一代

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缺损检测结果

的专属名词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码 detectionOperat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任务编码 detectionTask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任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缺损位置 defectPosition 字符型 a..ul — M / 缺损位置描述 位置信息

护栏立柱松动、

断裂数量
numberLooseBrokenColumns 数值型 n..ul 个 O /

护栏立柱松动、断裂数量

的检测结果
检测信息

护栏立杆和横杆

缺损数量
numberDefectsVerticalCrossBars 数值型 n..ul 个 O /

护栏立杆和横杆缺损数量

的检测结果
检测信息

块体棱角发生破

损、裂缝数量
proportionDamagedEdgesCracks 数值型 n..ul 个 O /

块体棱角发生破损、裂缝

数量的检测结果
检测信息

护面层散乱状况 looseConditionProtectiveLayer 字符型 a..ul — O /
护面层散乱状况检测结果

描述
检测信息

块石缺失、下滑

或者塌陷数量

proportionMissingSlidingCollapsingBloc

ks
数值型 n..ul 个 O /

块石缺失、下滑或者塌陷

数量的检测结果
检测信息

垫层暴露状况 cushionExposure 字符型 a..ul — O /
垫层暴露状况检测结果描

述
检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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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缺损检测结果元数据[DefectDetectionResu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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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类型 备注

块石失稳数量 instabilityRate 数值型 n..ul 个 O / 块石失稳数量的检测结果 检测信息

堵塞情况 block 枚举型 n1 — O

|1 未堵塞

|2 轻微堵塞

|3 严重堵塞

设备/构件是否发生堵塞检

测结果
检测信息

排水功能情况 drainageFunction 枚举型 n1 — O
|1 正常

|2 不正常

排水功能情况的检测结果

描述
检测信息

路面裂缝 pavementCrack 字符型 a..ul — O / 路面裂缝检测结果描述 检测信息

路面积水 surfaceGatheredWater 枚举型 n1 — O

|1 无

|2 小范围存在

|3 大范围存在

路面积水检测结果描述 检测信息

路面沉陷
roadSubsidence

枚举型 n1 — O

|1 无

|2 少量存在

|3 大量存在

路面沉陷检测结果描述 检测信息

路面坑槽 potHoles 枚举型 n1 — O

|1 无

|2 少量存在

|3 大量存在

路面坑槽检测结果描述 检测信息

路面车辙 track 枚举型 n1 — O

|1 无

|2 少量存在

|3 大量存在

路面车辙检测结果描述 检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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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 缺损检测结果元数据[DefectDetectionResu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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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类型 备注

路面泛油 roadOilFlooding 枚举型 n1 — O

|1 无

|2 小范围存在

|3 大范围存在

路面泛油检测结果描述 检测信息

路面波浪拥包 pavementWavesEmbrace 枚举型 n1 — O

|1 无

|2 少量存在

|3 大量存在

路面波浪拥包检测结果描

述
检测信息

裂缝、麻面、剥

落、孔洞状况
cracksPittingPeelingHoles 枚举型 n1 — O

|1 无

|2 少量存在

|3 大量存在

裂缝、麻面、剥落、孔洞

状况检测结果
检测信息

破损状况 damageRatio 字符型 a..ul — M / 破损状况的检测结果 检测信息

翘起、位移或脱

落数量
numberWarpingDisplacementShedding 数值型 n..ul 个 O /

翘起、位移或脱落数量实

测值
检测信息

原始数据存储路

径
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直接产生的数据所存

储的位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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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混凝土强度检测结果元数据[ConcreteStrengthDetection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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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混凝土强度检测结果的唯一

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码 detectionOperat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任务编码 detectionTask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任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测点编号 detectionPointNumber 数值型 n..ul — M / 按照检测顺序对检测点进行编号 标识信息

测点位置 measuringPointPosition 字符型 a..ul — M / 测点位置描述 标识信息

测区平均换算强

度
averageConversionStrengthValue 数值型 n..ul MPa M / 混凝土测区的平均换算强度值 检测信息

实测强度推定值 actualCSExtrapolatedValue 数值型 n..ul MPa M /

强度换算值总体分布中保证率不

低于 95%的结构中的混凝土抗压

强度值

检测信息

设计强度等级 designedConcreteStrengthGrade 数值型 n..ul MPa M /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检测信息

原始数据存储路

径
originalData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直接产生的数据所存储的位

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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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 混凝土碳化深度检测结果元数据[ConcreteCarbonationDepthDetection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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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类型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混凝土碳化深度检测结果的

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码 detectionOperat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任务编码 detectionTask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任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测点编号 detectionPointNumber 数值型 n..ul — M / 按照检测顺序对检测点进行编号 标识信息

测点位置 measuringPointPosition 字符型 a..ul — M / 测点位置描述 标识信息

测区混凝土碳化

深度平均值

avgValueOfCarbDepthIn

TestArea
数值型 n..ul mm M / 测区混凝土碳化的平均深度 检测信息

实测保护层厚度

平均值
avgValueOfCarbDepthInTestArea 数值型 n..ul mm M / 实测保护层的平均厚度 检测信息

碳化深度与保护

层厚度比值
ratioOfCarbDepthAndCoverThic 数值型 n..ul — M /

碳化深度平均值与该类构件保护

层厚度平均值之比
检测信息

原始数据存储路

径
originalData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直接产生的数据所存储的位

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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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检测结果元数据[ChlorideIonContentDetection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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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氯离子含量检测结果的唯一

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码 detectionOperat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任务编码 detectionTask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任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测点编号 detectionPointNumber 数值型 n..ul — M / 按照检测顺序对检测点进行编号 标识信息

测点位置 measuringPointPosition 字符型 a..ul — M / 测点位置描述 标识信息

测区混凝土最高

氯离子含量值

maxContOfChlorideInTestAre

as
数值型 n..ul — M / 测区氯离子含量值的最高值 检测信息

原始数据存储路

径
originalData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直接产生的数据所存储的位

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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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结果元数据[ChlorideIonContentDetection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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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结果的唯

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码 detectionOperat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任务编码 task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任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测点编号 detectionPointNumber 数值型 n..ul — M / 按照检测顺序对检测点进行编号 标识信息

测点位置 measuringPointPosition 字符型 a..ul — M / 测点位置描述 标识信息

钢筋保护层厚度

实测值

measuredValueOfReinForCem

entProtectiveLayerThickness
数值型 n..ul mm M /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值 检测信息

原始数据存储路

径
originalData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直接产生的数据所存储的位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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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 钢筋锈蚀检测结果元数据[ReinforcementCorrosionPotentialDetection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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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钢筋锈蚀检测结果的唯一代

码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码 detectionOperat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任务编码 detectionTask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任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测点编号 detectionPointNumber 数值型 n..ul — M / 按照检测顺序对检测点进行编号 标识信息

测点位置 measuringPointPosition 字符型 a..ul — M / 测点位置描述 标识信息

测区锈蚀电位水

平最低值
lowestCorrosionLevel 数值型 n..ul mv M / 测量区域锈蚀电位水平的最低值 检测信息

原始数据存储路

径
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直接产生的数据所存储的位

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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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 图片文件元数据[Pictur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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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图片文件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结果编码 detectionResults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结果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图片文件的专属

名词
标识信息

图片要求 diagramRequirement 字符型 a..ul — M /
对检测中所产生的图片的格

式、大小等的要求
标识信息

拍摄时间 shotDate 日期型 YYYY-MM-DD — M /
检测中产生的图片的拍摄

年、月、日
时间信息

拍摄地点 shotLocation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中产生的图片的拍摄地

点
位置信息

存储路径 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图片文件所存储的位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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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3 视频文件元数据[Vide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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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视频文件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结果编码 detectionResults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结果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视频文件的专

属名词
标识信息

图片要求 diagramRequirement 字符型 a..ul — M /
对检测中所产生的视频文

件的格式、大小等的要求
标识信息

拍摄时间 shotDate 日期型 YYYY-MM-DD — M /
检测中产生的视频的拍摄

年、月、日
时间信息

拍摄地点 shotLocation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中产生的视频的拍摄

地点
位置信息

存储路径 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视频文件所存储的位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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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4 报告文档元数据[Report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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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报告文档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检测作业编码 detectionOperatio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检测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用以识别该报告文档的专属

名词
标识信息

报告编号 reportNumber 字符型 a..ul — M / 检测报告的编号 标识信息

报告日期 reportDate 日期型 YYYY-MM-DD — M / 检测报告日期 时间信息

存储路径 storagePath 字符型 a..ul — M / 报告文档所存储的位置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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