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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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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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公路建设中心、黑龙江图启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黑龙江工程学院、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黑龙江省交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黑龙江省

鼎捷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高速公路服务中心、黑龙江省交通运输信息和科学

研究中心、黑龙江省八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北大荒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农垦建工路桥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姜在阳、杨大红、何建丽、陈浩、田世伟、武铁雷、胡永利、陈明亮、崔纯

清、高庆飞、李玉生、兰俊杰、占忠心、范伟、韩微、高新林、徐建成、李国良、邵楠、王一宁、陈阳、

杨磊、胡观峰、单哲鸣、孔凡希、邢国君、汪春生、朱双龙、张国华、员浩、魏宪发、黄之松、高伟、

李玉春、于会超、陈常友、刘磊、姜盛堂、王帅、李迎春、于志远、邢旭、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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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建设期信息模型构建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工程建设期信息模型构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模型构建、模型精细度等方

面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工程建设期的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各阶段项目信息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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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G/T 2420-2021 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JTG/T 2421-2021 公路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JTG/T 2422-2021 公路工程施工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JTG F80/1-2017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路工程建设期

公路工程项目按照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各阶段基本建设程序所跨越的时间，简称建设期。

3.2

信息模型构建

按照一定的空间关系和层级架构所进行的组织和构建过程。

3.3

模型单元

信息模型中承载信息的实体及其相关属性的集合，是工程对象的数字化表述。



DB23/ T—XXXX

4

3.4

最小模型单元

根据公路工程项目的应用需求而分解的最小拆分等级的模型单元（3.3）。

3.5

几何精度

模型单元在视觉呈现时，几何表达真实性和精确性的衡量指标。

3.6

信息深度

模型单元承载属性信息详细程度的衡量指标。

3.7

模型精细度

信息模型中所容纳信息的丰富程度，由几何精度和信息深度两个方面，简称 L。

［来源：JTG/T 2421-2021，引用 2.0.2，有修改］

4 基本规定

4.1 信息模型宜遵循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各阶段一体化构建和相互协同要求。

4.2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构建的信息模型基础上，后续各阶段应对信息模型逐步丰富和精细化。

4.3 信息模型宜构建采用参数化的建模方法。

4.4 信息模型构建在统一环境下，采用多专业协同作业，实现信息成果及时传递和快速共享。

4.5 信息模型的构建和空间定位应在统一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下进行，并与实际工程相一致，真实

反映现实实体的空间位置和几何关系，使用原始尺寸或统一比例。

4.6 信息模型中各模型单元颜色的设置，应遵循基本材质属性或方便各专业之间的协同设计，用以区

分不同专业和构件。

4.7 信息模型属性信息包括标识码、分类编码、位置、尺寸、类型、施工过程的质量、安全、进度等。

分类编码参照 JTG/T 2420-2021 第 5 章执行。

4.8 信息模型中需要共享的信息应能被唯一识别，并减少冗余信息。

4.9 在建设期各阶段信息模型构建过程中，应充分共享信息模型资源，实现对已有信息模型资源的充

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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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型构建

5.1 建设期各阶段的信息模型架构应按功能或施工方法等的不同进行拆分，并遵循由先到后、由粗到

细和逐级嵌套的原则，应由项目、设施、构件、子构件四级模型单元逐级构建。

5.2 公路工程项目的信息模型应包括路线、路基、路面、桥涵、隧道、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等项目级

单元模型。其中的路线、路面等是按路段长度划分的设施级单元模型，具体划分长度根据工程需求确定。

5.2.1 路线模型应包括平面和纵断面等内容。

5.2.2 路基模型应包括路基土石方、排水、支挡防护等内容。

5.2.3 路面模型应包括面层、基层、底基层、垫层（功能层）和路缘石等内容。

5.2.4 桥涵模型应包括上部结构、下部结构、支座、附属工程，涵洞等内容。

5.2.5 隧道模型应包括洞门、洞身、防排水等内容。

5.2.6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模型应包括交通安全设施、管理设施和服务设施等内容。

5.2.7 地形地质模型应包括地形地貌、地质构造、不良地质等内容。

5.2.8 临时工程模型应包括预制场、拌合站、施工栈桥等内容。

6 模型精细度

6.1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各阶段的信息模型精细度等级划分见表 1，其中的项目、设施、构件、子构件

的模型精细度宜符合本文件附录 A 中表 A1、表 A2、表 A3、表 A4 的要求。

6.2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在模型构建时，信息模型精细度在满足本标准要求基础上应考虑公路的等级、

功能、应用范围和使用要求等。

表 1 公路工程信息模型精细度等级划分

等级 代号 适用建设阶段 包含的最小模型单元 几何精度 信息深度

1级 L1 可行性研究 项目级模型单元
简单几何：可按二维几何

表达

简单信息：包括概要

的简单信息

2级 L2 初步设计 设施级模型单元

基本几何：表达必备的三

维几何尺寸和形状，以及

模型的宏观特征，满足模

型的空间占位、宏观特征

等基本识别需求

基本信息：包含必备

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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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路工程信息模型精细度等级划分（续）

等级 代号 适用建设阶段 包含的最小模型单元 几何精度 信息深度

3级 L3 施工图设计 构件级模型单元

常规几何：表达主要的三维

几何尺寸和形状，以及工程

对象，反映模型的位置和常

规特征

常规信息：包含关键

的主要信息

3.5级 L3.5 施工准备

子构件级模型单元

详细几何：准确表达三维几

何尺寸和形状，完整展现工

程对象和细节，满足各类高

精度模型应用需求

详细信息：包含施工

准备阶段的详细信息

4级 L4 施工过程
详细信息：包含施工

过程阶段的详细信息

5级 L5 交工验收
详细信息：包含交工

验收阶段的详细信息

7 交付

7.1 交付成果宜包括模型说明书、信息模型文件。

7.2 模型说明书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7.2.1 项目概要、需求说明，采用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等。

7.2.2 模型创建、更新、审核的单位、人员和时间等。

7.2.3 使用的软件和版本号。

7.2.4 模型精细度等级说明。

7.2.5 其他说明事项。

7.3 不同阶段交付的信息模型文件的深度应符合附录 A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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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构建精细度

表 A.1 可行性研究阶段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构建及精细度（L1）

项目名称 信息深度

基本信息

标识信息（项目名称、项目编号、起始地名、终止地名）、位置信息（起终点桩号、起终点

坐标）、设计信息（技术等级、设计速度、路线长度、占地面积、工程总投资、行政等级、

功能等级、设计年限）

路线 路线名称、起终点高程、路线长度、断链

路基 路基长度、路基宽度、车道总宽、路幅宽、横断面类型、车道数、荷载等级、其他要求

路面 路面长度、路面宽度、路面类型、设计年限、荷载等级、路拱横坡、其他要求

桥涵

桥梁名称、桩号、桥全长、桥面宽、总跨径、跨径组合、构造形式、通航等级、桥梁规模、

桥梁跨数、荷载等级、安全等级、设计基准期、设计洪水频率、设计流量、抗震烈度等级、

桥下净空、其他信息

隧道

标识信息（隧道名称）；位置信息（起终点桩号）；尺寸信息（隧道长度、隧道纵坡、标准

断面建筑限界尺寸、标准断面内轮廓尺寸、标准断面净空面积、紧急停车带断面建筑限界尺

寸、紧急停车带宽面内轮廓尺寸、紧急停车带断面净空面积）；设计信息（隧道规模、断面

形式、布置形式、荷载等级、安全等级、地质类型、隧道路面横坡类型、设计洪水频率、设

计基准期、抗震烈度等级、防水等级、进洞方式、其他要求）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起终点桩号、其他要求等

地形地质

地形信息：位置信息（左上角坐标、右下角坐标）；地形信息（模型类型、模型精度、数据

来源、地形概括、地形地貌说明）

地质信息：位置信息（起终点桩号）；地质信息（地质条件、地层层数、地质构造、不良地

质、地质概括、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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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初步设计阶段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构建及精细度（L2）

项目名称 设施名称
信息深度

路线 路线

参照 JTG/T 2421-2021中附录 A 模型

精细度 L2.0 信息深度要求

路基

路基土石方

排水

支挡防护

路面 路面结构

桥涵

上部结构

下部结构

支座

附属工程

涵洞

隧道

洞门

洞身

路面

防排水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

管理设施

服务设施

地形地质
地形

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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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施工图设计阶段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构建及精细度（L3）

项目名称 设施名称 构件名称 信息深度

路线 路线

平面线形

参照 JTG/T

2421-2021 中附录 A

模型精细度 L3.0 信

息深度要求

纵断面线形

断链、超高

路基

路基土石方

填方

挖方

填挖结合

软土地基处置

土工合成材料处置

排水

排水管

边沟

排水沟

截水沟

急流槽

跌水

沉淀池、蓄水池、蒸发池

排水泵站沉井

盲沟或渗沟

渗井

集水（检查）井

支挡防护

挡土墙

路基坡面防护

沿河路基防护

边坡锚固

土钉支护

抗滑桩

路面 路面结构

面层

基层

底基层

垫层

路缘石

路肩

中央分隔带

桥涵 上部结构 梁式桥

主梁（实心板梁或空心板梁、工字

型梁、混凝土 T 梁、混凝土箱梁、

钢箱梁、行架梁、工字组合梁、钢

桁架组合梁、波形钢腹板组合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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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施工图设计阶段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构建及精细度（L3）（续）

项目名称 设施名称 构件名称 信息深度

桥涵

上部结构

拱式桥 拱圈、拱上建筑、

参照 JTG/T

2421-2021 中附录 A

模型精细度 L3.0 信

息深度要求

斜拉桥 主梁、索塔、斜拉索

悬索桥 主缆、锚碇、吊索、加劲梁、索塔

刚构桥 主梁

下部结构

拱脚

基础

桥台

桥墩

拱脚

支座

附属工程 桥面系和附属工程

涵洞
洞口

洞身

隧道

洞门
翼墙、端墙、排水

洞身
超前支护

初次支护

二次衬砌

路面 基层、面层等

防排水

路侧边沟、中心水沟、沉沙池、检

查井、止水带、纵向排水管、横向

排水管、环向排水管、竖向排水管。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

管理设施

通用管理设施

监控设施

收费设施

通信设施

供配电设施

照明设施

通风设施

消防设施

服务设施 服务区

停车区

地形地质
地形 地形

地质 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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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施工各阶段模型构建及精细度精细度要求（L3.5、L4.0、L5.0）

项目名称 设施名称 构件名称 子构件名称

信息深度

施工准备阶

段（L3.5)

施工阶段

（L4.0)

交工阶段

（L5.0）

路基

路基土石方

填方 填方（段）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信

息模型精细

度的L3.5信

息深度要求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信

息模型精细

度的L4.0信

息深度要求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信

息模型精细

度的L5.0信

息深度要求

挖方 挖方（段）

填挖结合 填挖结合（段）

软土地基处置 软土地基处置（段）

土工合成材料处置层
土工合成材料处置

层（段）

排水

排水管 排水管（段）

边沟 边沟（段）

排水沟 排水沟（段）

截水沟 截水沟（段）

急流槽 急流槽（段）

跌水 跌水（段）

沉淀池、蓄水池、蒸发池
沉淀池、蓄水池、

蒸发池（段）

排水泵站沉井 排水泵站沉井（段）

集水（检查）井 集水（检查）井（段）

盲沟或渗沟 盲沟或渗沟（段）

渗井 渗井（段）

防护支挡

砌体、片石混凝

土挡土墙

浆砌挡土墙（段）；

干砌挡土墙（段）；

片石混凝土挡土墙

（段）。

墙背填土 墙背填土（段）

边坡锚固防护
锚杆、锚索（段）

坡面结构（段）

土钉支护 土钉（段）

砌体坡面防护 砌体坡面（段）

石笼防护 石笼（段）

导流工程 导流堤、坝（段）

其他砌石构筑物

浆砌砌体（段）；

干砌片石砌体

（段）。

大型挡土

墙、组合挡

土墙

钢筋加工及安装 钢筋

砌体挡土墙 砌体挡土墙

悬臂式挡土墙、扶壁式挡土墙
悬臂式挡土墙、扶

壁式挡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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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施工各阶段模型构建及精细度精细度要求（L3.5、L4.0、L5.0）（续）

项目名称 设施名称 构件名称 子构件名称

信息深度

施工准备阶段

（L3.5)

施工阶段

（L4.0)

交工阶段

（L5.0）

路基

大型挡土

墙、组合挡

土墙

锚杆、锚定板和加筋土

挡土墙

筋带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

附录 A 公路

工程信息模型

精细度的 L3.5

信息深度要求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

信息模型

精细度的

L4.0 信息

深度要求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

信息模型

精细度的

L5.0 信息

深度要求

拉杆

锚杆

面板

加筋土挡土墙

墙背填土 墙背填土

路面 路面结构

面层

水泥混凝土面层；

沥青混凝土面层、沥青

碎（砾）石面层；

沥青贯入式面层；

沥青表面处置面层。

基层、底基层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层、底基层；

粒料类基层、底基层；

沥青类基层、底基层；

水泥混凝土类基层、底

基层。

垫层
天然砂砾垫层；

碎、砾石垫层。

路缘石 路缘石

路肩 硬路肩

土路肩

中央分隔带

中央分隔带

绿化

护栏

防眩设施

桥涵
上部

结构

梁式

桥

主梁（实心板梁或空心

板梁、工字型梁、混凝

土 T梁、混凝土箱梁、

钢箱梁、行架梁、工字

组合梁、钢桁架组合

梁、波形钢腹板组合

梁）

预制或现浇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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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施工各阶段模型构建及精细度精细度要求（L3.5、L4.0、L5.0）（续）

项目名称 设施名称 构件名称 子构件名称

信息深度

施工准备阶

段（L3.5)

施工阶段

（L4.0)

交工阶段

（L5.0）

桥涵

上部

结构

拱式

桥
拱圈、拱上建筑、

拱及拱段（板拱、肋拱、

箱拱、刚架拱、钢管拱、

行架拱）、横梁、纵梁、

立柱、吊杆、系杆、填

充物等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

附录 A 公路

工程信息模

型精细度的

L3.5 信息深

度要求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信

息模型精细

度的 L4.0

信息深度要

求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

信息模型

精细度的

L5.0 信息

深度要求

斜拉

桥
主梁、索塔、斜拉索

斜拉索（单根）、塔柱

或塔柱段、锚箱、钢锚

梁。

悬索

桥

主缆、锚碇、吊索、加

劲梁、索塔

主缆（单根）、锚碇、

吊索（单根）、加劲梁、

索塔

刚构

桥
主梁

主梁施工现浇段、预制

段

下部结构

拱脚

基础

扩大基础、桩、地下连

续墙、沉井、沉箱基础、

承台等。

桥台

台帽、台身、背墙、侧

墙、耳墙、挡块、支座

垫石

桥墩
桥墩、盖梁、墩柱、系

梁、挡块等

拱脚 ——

支座 —— ——

附属工程 桥面系和附属工程

桥面铺装、阻尼器、人

行道板、搭板、牛腿、

锥坡、伸缩装置、防撞

墙、防落梁装置等。

涵洞

洞口 一字墙、八字墙

洞身
混凝土涵管节段

管座、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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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施工各阶段模型构建及精细度精细度要求（L3.5、L4.0、L5.0）（续）

项目名称 设施名称 构件名称 子构件名称

信息深度

施工准备阶

段（L3.5)

施工阶段

（L4.0)

交工阶段

（L5.0）

桥涵 涵洞 洞身

盖板节段

参照 JTG/T

2422-2021中

附录 A 公路

工程信息模

型精细度的

L3.5 信息深

度要求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

信息模型

精细度的

L4.0 信息

深度要求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

信息模型

精细度的

L5.0 信息

深度要求

波形钢管涵节段

箱涵节段

拱涵节段

倒虹吸竖井、集水井

涵台

填土

砌体坡面结构

混凝土涵管节段（顶进

施工）

隧道

洞门
翼墙、端墙、排水

墙体、洞口衬砌、帽石

等

洞身

超前支护
超前锚杆、超前小导管、

超前管棚、套拱。

初次支护

系统锚杆、锁脚锚杆、

钢筋网、钢架、喷射混

凝土。

二次衬砌 拱墙、仰拱、仰拱回填。

路面 基层、面层等
基层（段）、面层（段）

等

防排水

路侧边沟、中心水沟、

沉沙池、检查井、止水

带、纵向排水管、横向

排水管、环向排水管、

竖向排水管。

每施工单元（段）

交通工程

及沿线设

施

交通安全设

施

交通标志 交通标志（段）

交通标线 交通标线（段）

突起路标 突起路标（段）

轮廓标 轮廓标（段）

护栏

波形梁钢护栏（段）

混凝土护栏（段）

缆索护栏（段）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

（段）

防眩设施 防眩板、防眩网（段）

隔离栅和防落物网 隔离栅、防落物网（段）

里程桩和百米桩 里程桩、百米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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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施工各阶段模型构建及精细度精细度要求（L3.5、L4.0、L5.0）（续）

项目名称 设施名称 构件名称 子构件名称

信息深度

施工准备阶

段（L3.5)

施工阶段

（L4.0)

交工阶段

（L5.0）

交通工程

及沿线设

施

交通安全

设施

避险车道 避险车道（每处）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信

息模型精细

度的L3.5信

息深度要求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

信息模型

精细度的

L4.0 信息

深度要求

参照

JTG/T

2422-202

1 中附录

A 公路工

程信息模

型精细度

的L5.0信

息深度要

求

通用管理设备
可变信息标志、摄像机、

车辆检测器、信号灯等

监控设备
气象检测器、环境检测

器、车道指示器等

收费设备
车牌自动识别设备、计

重设备、栏杆等

通信设备
干线传输设备、高压柜、

低压柜等

供配电设备

照明设备 照明灯具

通风设备 风机

消防设施
灭火器、消防栓箱、消

火栓等

线缆 光缆、电力电缆等

支撑防护 走线架桥架、管道等

服务设施

服务区

停车场

加油站

充电桩

车辆修理所

公共厕所

餐厅

超市

休息或住宿宾馆

停车区 行车路线

停车位

客车停靠服务站 客运汽车服务设施等

声屏障工

程

砌块体声屏障 砌块体声屏障（段）

金属结构声屏障 金属结构声屏障（段）

复合结构声屏障 复合结构声屏障（段）

地形地质
地形 地形

地形地貌、自然地物、

人工地物。

地质 地质
地质层次、地质构造、

不良地质、地质钻探等。

临时工程 驻地

办公场地、宿舍场地及设

施、厨房和餐厅、设备、

硬化场地和道路、绿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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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施工各阶段模型构建及精细度精细度要求（L3.5、L4.0、L5.0）（续）

项目名称 设施名称 构件名称 子构件名称

信息深度

施工准备阶

段（L3.5)

施工阶段

（L4.0)

交工阶段

（L5.0）

临时工程

试验室
办公场地及设施、试验场地

及设施、试验设备等。
——

参照 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信

息模型精细

度的L3.5信

息深度要求

参照JTG/T

2422-2021

中附录 A

公路工程

信息模型

精细度的

L4.0 信息

深度要求

参照

JTG/T

2422-202

1 中附录

A 公路工

程信息模

型精细度

的 L5.0

信息深度

要求

拌合站

办公场地及设施、堆场及设

施、设备、硬化场地和道路

等。

——

钢筋加工厂

办公场地及设施、堆场及设

施、设备、硬化场地和道路

等。

——

预制场

办公场地及设施、堆场及设

施、设备、硬化场地和道路

等。

——

施工便桥 种类、结构等 ——

施工便道
路基、路面、涵洞、地基处

理等。
——

施工平台 挂篮、猫道、台车等。 ——

支架工程
满堂支架、少支架、移动支

架等
——

模板工程 套箱、衬砌模板等。 ——

围堰工程

土石围堰、木板桩围堰、钢

板桩围堰、锁扣钢柱围堰

等。

——

临时安全设

施

护栏、护网、围墙、爬梯、

厂棚、防护墩等。
——

临时支护结

构
支撑、挡墙、锚杆等。 ——

其他构筑物
如：临时支座、石块、砌体、

管道等。
——

注：根据施工需求，对于混凝土单元可以体现预应力筋、钢筋等，对于钢结构可在工厂加工阶段进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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