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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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维养业务类标准，维养业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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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BAS 90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养护工程 

——T/GBAS 91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养护工程 

——T/GBAS 92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养护工程 

——T/GBAS 93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 

——T/GBAS 94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评定 

——T/GBAS 95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 

——T/GBAS 96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维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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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水利部交

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云基智慧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香港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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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麦权想、陈春雷、江星宏、李东洋、陈建忠、李书亮、汪劲丰、

陈忠、程亮、郭鸿雁、杨孟、梁枫、杨丁奇、谢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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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沉管隧道评定是获取结构技术状况与服役性能状态的基础，是衔接检测与养护信息利用、流通与交

换的纽带。沉管隧道评定科学合理、全面实用对于保障服役安全性与舒适性至关重要，其数字化、信息

化程度也深刻影响沉管隧道智能化运维发展进程。为规范沉管隧道评定工作，促进评定业务、过程、资

源等数据共享与传递，在充分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跨海通道工程智能化运维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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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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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BAS 90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养护工程 

——T/GBAS 91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养护工程 

——T/GBAS 92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养护工程 

——T/GBAS 93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 

——T/GBAS 94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人工岛评定 

——T/GBAS 95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 

——T/GBAS 96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维养决策 

维养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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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维养业务类，主要对公路沉管隧道衔

接段与沉管段的评定方法及分类、技术状况评定、适应性评定及评定流程所涵盖信息的组织与表达进行

规定，其它类型隧道评定可参考本文件进行扩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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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沉管隧道评定的基本要求、评定方法及分类以及技术状况评定、适应性评定、评定元

数据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沉管隧道的技术状况评定、适应性评定及评定数据标准化，其他类型隧道评定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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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1-01  公路沉管隧道设计规范 

JTG 5210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T/GBAS 2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数据表达通用规则 

T/GBAS 49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结构 

T/GBAS 51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交通工程设施结构 

T/GBAS 56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检测 

3 术语和定义 

JTG/T 3371-01、JTG 5210、T/GBAS 2、T/GBAS 49、T/GBAS 51、T/GBAS 5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技术状况评定 technical condition evaluation 

沉管隧道技术状态与规定技术要求的符合情况。 

3.2 

适应性评定 performance condition evaluation 

沉管隧道结构、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与预定使用功能的符合情况。 

3.3  

设备用房 equipment room 

沉管隧道中用于安装、运行和维护各种设备、设施的空间。 

4 基本要求 

4.1  沉管隧道评定应反映综合服役性能，包括技术状况评定与适应性评定。 

4.2  沉管隧道技术状况评定应包括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评定。 

4.3  沉管隧道定期检查后应进行技术状况评定，评定周期不应大于 1年，当经常检查中发现主体结构

或接头结构出现严重异常时，应立即开展一次技术状况评定。 

4.4  对管节接头、节段接头、结构变形缝、行车孔混凝土结构、排烟通道、电缆通道、等受可达性限

制的重要构件，技术状况评定周期不宜大于 5年。 

4.5  火灾、地震、海啸、沉船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应进行沉管隧道技术状况评定。 

4.6  适应性评定对象应包括接头相对变形、通风设施、照明设施等直接影响沉管隧道运营安全的结构

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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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沉管隧道适应性评定周期不应大于 1年。 

4.8  接头相对变形、接头结构应变、环境温湿度、外部回淤、排水沟（管）内监测水位等监检测数据

异常突变后，应开展接头相对变形适应性评定。 

4.9  沉管隧道通风设施轴承温度、振动状况监测数据异常时，应进行通风设施适应性评定。 

4.10  沉管隧道多台临近灯具同时故障时，应进行照明设施适应性评定。 

4.11  沉管隧道评定作业、评定任务、评定结果、评定报告等评定相关的数据应进行电子存档。 

5 评定方法及分类 

评定分类 

5.1.1 沉管隧道评定分为 1类、2类、3类、4类和 5类，评定类别应按表 1的要求确定。 

表1 沉管隧道评定类别 

评定 

类别 

评定类别描述 

土建结构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1 类 
完好状况。无异常情况，或异常情况轻微，对交通安

全无影响 
设施完好率高，运行正常 

2 类 
轻微破损。存在轻微破损，现阶段趋于稳定，对交通

安全不会有影响 

设施完好率较高，运行基本正常，部分易耗部件或损

坏部件需要更换 

3 类 
中等破损。存在破坏，发展缓慢，可能会影响行人、

行车安全 

设施尚能运行，部分设施、部件或软件需要更换或改

造 

4 类 
严重破损。存在较严重破坏，发展较快，已影响行人、

行车安全 
设施完好率较低，相关设施需要全面改造 

5 类 
危险状况。存在严重破坏，发展迅速，已危及行人、

行车安全 
— 

5.1.2 沉管隧道综合性能评分值应按公式（1）计算，评定分类界限宜按表 2的要求确定。评定结果应

按表 A.1记录。 

 CI SIPI CI SI =  +   ····························································· （1） 

式中： 

PI   ——综合性能评分值，值域 0～100； 

CI   ——技术状况评分值，值域 0～100； 

SI   ——适应性评分值，值域 0～100； 

CI  
——技术状况评定在综合性能评定中的权重，取 0.55； 

SI  
——适应性评定在综合性能评定中的权重，取 0.45。 

表2 综合性能评定分类界限 

综合性能评分 
综合性能评定分类 

1类 2类 3类 4类 5类 

PI  [90,100] [80,90) [70,80) [60,70) [0,60) 

技术状况评定方法 

5.2.1 沉管隧道技术状况评定应采用分层综合评定与单项控制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先对沉管隧道各分

项进行评定，然后对土建结构、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分别进行评定，最后进行沉管隧道的技术状况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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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结果应按表 A.2～表 A.6记录。 

5.2.2 沉管隧道技术状况评分值应按公式（2）计算，评定分类界限宜按表 3的要求确定。 

 
JG JDCI JGCI JDCI =  +   ························································ （2） 

式中： 

CI     ——技术状况评分值，值域0～100； 

JGCI  ——土建结构的技术状况评分值，值域0～100； 

JDCI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的技术状况评分值，值域0～100； 

JG    ——技术状况评定时土建结构的权重，取0.65； 

JD    ——技术状况评定时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的权重，取0.35。 

表3 技术状况评定分类界限 

技术状况评分值 
技术状况评定分类 

1类 2类 3类 4类 5类 

CI  [90,100] [80,90) [70,80) [60,70) [0,60) 

5.2.3 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宜按管节进行区段划分，单个管节结构和其一端接头结构组成技术状况

评定的基本单元，单个或多个基本单元组合作为一个评定区段。 

5.2.4 土建结构评定应先逐段对主体结构、接头结构、附属结构的各分项进行技术状况评定，确定每

个评定区段土建结构的分项技术状况值与技术状况评分值，再进行沉管段土建结构、衔接段土建结构技

术状况评定，最后进行沉管隧道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 

5.2.5 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衔接区段土建结构、沉管区段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分应按公式（3）～公式（6）计算： 

 

* *

* *

* *

* *

90 85 / 15 10 85

80 70 / 15 10 70 85

70 55 / 15 10 5

( )

( )

( )

( )

75 0

60 40 / 15 10 55

Ci Ci

Ci Ci

Ci

Ci Ci

Ci 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1 1

1
100 1

4

n n

Ci Cij Cj Cj

j j

JGCI JGCI  
= =

 
=  −  

 
   ········································ （4） 

 

* *

* *

* *

* *

90 85 /15 10 85

80 70 /15 10 70 85

70 55 /15 10 5

( )

( )

( )

( )

75 0

60 40 /15 10 55

Xi Xi

Xi Xi

Xi

Xi Xi

Xi X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1 1

1
100 1

4

n n

Xi Xij Xj Xj

j j

JGCI JGCI  
= =

 
=  −  

 
   ········································ （6） 

式中： 

XijJGCI ——衔接段土建结构第i区段第j分项的技术状况值，值域0～4； 

CijJGCI ——沉管段土建结构第i区段第j分项的技术状况值，值域0～4； 

XiJGCI  ——衔接段土建结构第i区段的技术状况评分值，值域为0～100； 
*

XiJGCI ——衔接段土建结构第i区段的技术状况初始评分值，值域为0～100； 

CiJGCI  ——沉管段土建结构第i区段的技术状况评分值，值域为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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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JGCI ——沉管段土建结构第i区段的技术状况初始评分值，值域为0～100； 

n       ——衔接段或沉管段土建结构第i评定区段的评定分项数量； 

Xj     ——衔接段第j分项的权重； 

Cj     ——沉管段第j分项的权重。 

b)  沉管段土建结构、衔接段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分应按公式（7）、公式（8）计算： 

 ( )
1

m

X Xi Xi X

i

JGCI S JGCI S
=

=   ······················································ （7） 

 ( )
1

m

C Ci Xi C

i

JGCI S JGCI S
=

=   ························································ （8） 

式中： 

XJGCI  ——衔接段土建结构的技术状况评分值，值域为0～100； 

CJGCI  ——沉管段土建结构的技术状况评分值，值域为0～100； 
m      ——衔接段或沉管段土建结构的评定区段数量； 

XiS      ——衔接段第i区段的长度； 

XS      ——衔接段的总长度； 

CiS      ——沉管段第i区段的长度； 

CS      ——沉管段的总长度。 

c)  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分应按公式（9）计算： 

 X X C CJGCI JGCI JGCI =  +   ····················································· （9） 

式中： 

X ——衔接段技术状况权重，取0.3； 

C ——沉管段技术状况权重，取0.7。 

5.2.6 衔接段土建结构各分项权宜按表 4的要求确定。 

表4 衔接段土建结构各分项权重 

结构组成 评定分项 分项权重 Xj  小计 

主体结构 结构本体 0.45 0.45 

接头结构 接缝 0.20 0.20 

附属结构 

减光结构 0.07 

0.35 

路面铺装 0.05 

检修道 0.01 

排水结构 0.04 

内装饰 0.01 

伸缩缝 0.01 

预埋件 0.07 

设备用房 0.01 

防火结构 0.05 

风塔 0.02 

中管廊分区隔断 0.01 

5.2.7 沉管段土建结构各分项权重宜按表 5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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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沉管段土建结构各分项权重 

结构组成 评定分项 分项权重 Cj  小计 

主体结构 结构本体 0.30 0.30 

接头结构 

止水系统（管节接头、最终接头） 0.12 

0.35 

止水系统（节段接头） 0.06 

剪力键（管节接头、最终接头） 0.07 

剪力键（节段接头） 0.04 

锚具 0.03 

剪力键垫层 0.03 

附属结构 

路面铺装 0.06 

0.35 

检修道 0.01 

排水结构 0.04 

内装饰 0.02 

伸缩缝 0.02 

预埋件 0.08 

设备用房 0.01 

防火结构 0.06 

防护结构 0.04 

中管廊分区隔断 0.01 

5.2.8 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分类界限宜按表 6的要求确定。 

表6 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分类界限 

技术状况评分 
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分类 

1类 2类 3类 4类 5类 

JGCI  [90,100] [80,90) [70,80) [60,70) [0,60) 

5.2.9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评定应先对各分项进行技术状况评定，确定各分项的技术状况值，再进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评定。 

5.2.10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评分应按公式（10）、公式（11）计算： 

 

* *

* *

* *

90 97 / 3 10 97

80 92 / 5 1

7

(

0 92 97

0 84 / 8 10 9

)

( )

( ) 2

Xi

Xi

Xi

JDCI JGCI

JDCI JDCI JGCI

JDCI JGCI

 + − 


= + − 


+ − 

， ≥

， ≤ ＜

， ＜

 ······························· （10） 

 
*

1 1

100
k k

i Ji Ji

i i

JDCI E  
= =

 
=   

 
   ················································· （11） 

式中： 

iE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的设备完好率，值域0%～100%； 

JDCI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的技术状况评分值，值域0～100； 
*JDCI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的技术状况初始评分值，值域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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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的评定分项数量； 

Ji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第i分项的权重。 

5.2.11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各分项权重宜按表 7的要求确定。 

表7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各分项权重 

分项 分项权重 Ji  分项 分项权重 Ji  

供配电设施 0.16 照明设施 0.11 

通风设施 0.12 消防设施 0.13 

监控与通讯设施 0.24 给排水设施 0.12 

结构健康监测设施 0.06 交通安全设施 0.06 

5.2.12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评定分类界限值宜按表 8的要求确定。 

表8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评定分类界限 

技术状况评分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评定分类 

1类 2类 3类 4类 

JDCI  [90,100] [80,90) [70,80) [0,70) 

适应性评定方法 

5.3.1 沉管隧道适应性评定应采用分层综合评定与单项控制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先对接头相对变形、

通风设施、照明设施的适应性分别进行评定，然后对总体适应性进行评定。评定结果应按表 A.7 记录。 

5.3.2 沉管隧道适应性评分值应按公式（12）、公式（13）计算，适应性评定分类界限宜按表 9 的要

求确定。 

 

* *

*

* *

* *

( )

( )

( )

(

90 85 /15 10 85

80 70 /15 10 70 85

70 55 /15 10 55 70

60 40 /15 10 40 55)

*

S

SI SI

SI SI

SI SI

SI S

I

I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

1

1
100 1

4

n

i Si Si

i

SI SYCI  
=

 
=  −  

 
   ············································· （13） 

式中： 
*SI    ——适应性评定的初始评分值，值域0～100； 

SI     ——适应性评定的评分值，值域0～100； 

iSYCI  ——第i分项适应性评定的状况值，值域0～4； 

Si     ——适应性评定的分项权重，接头相对变形取0.5,通风设施取0.25,照明设施取0.25； 

Si  ——适应性评定的各项权重之和。 

表9 适应性评定分类界限表 

适应性评分 
适应性评定分类 

1类 2类 3类 4类 5类 

SI  [90,100] [80,90) [70,80) [60,70) [0,60) 

5类单项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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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管隧道评定中，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直接评为5类隧道： 

a)  衔接段敞开部分混凝土结构大范围开裂、结构发生较大变形、渗水较严重、减光结构脱落现象

较严重，影响结构安全和行车安全； 

b)  衔接段暗埋部分混凝土结构发生大范围开裂、结构发生较为明显的永久变形、渗水较严重，影

响结构安全和行车安全； 

c)  沉管段主体结构发生大范围开裂、结构性裂缝深度贯穿主体结构混凝土，影响结构安全和行车

安全； 

d)  沉管段主体结构发生较大变形，管节错位严重，影响结构安全和行车安全； 

e)  管节接头区域、节段接头区域破损开裂、剪力键失效，渗水严重，影响结构安全和行车安全； 

f)  路面隆起、错台、断裂严重，出现涌泥沙或严重积水，影响行车安全； 

g)  隧道内设备洞室、内装饰等结构锈蚀、损坏、变形或脱落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评定工作流程 

沉管隧道评定工作流程见图1。 

沉管隧道评定

现场检测

沉管隧道综合性能评定

智能监测

沉管隧道技术状况评定 沉管隧道适应性评定

接头相对变形适应性评定

通风设施适应性评定

照明设施适应性评定

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技术状况评定

沉管段结构
分项技术状况评定

衔接段结构
分项技术状况评定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分项技术状况评定

沉管段结构
技术状况评定

衔接段结构
技术状况评定

准备内业档案资料
和评定表

现场检测

 

图1 沉管隧道评定工作流程 

6 技术状况评定 

主体结构 

6.1.1 沉管隧道主体结构评定对象包括衔接段的结构本体、沉管段的结构本体以及最终接头的结构本

体部分，主体结构技术状况值为评定对象中的最差值。 

6.1.2 结构本体技术状况评定宜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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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结构本体评定内容应包括承载破损、材质劣化和渗漏水，结构本体技术状况值取评定结果中的

最差值。 

6.1.4 结构本体承载破损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10的要求确定。 

表10 结构本体破损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壳混凝土结构 

0 完好，无破损 完好，无破损 

1 

虽存在变形，但已停止发展，且已无可能再发生异常

情况；接口两侧结构微小移位，但已停止；结构虽存

在裂缝，但无发展趋势 

虽存在变形，但已停止发展，且已无可能再发生异常

情况；焊缝虽存在表观微裂缝，但无发展趋势 

2 
出现变形，可能有发展趋势；接口两侧结构较小移

位，但已停止；结构存在裂缝，有一定发展趋势 

局部出现变形，可能有发展趋势；焊缝出现表观微裂

缝，可能有发展趋势 

3 

出现变形，发展缓慢；裂缝较多，呈现明显受力特征；

接口两侧结构较大移位，仍有变化趋势；结构表面起

皮、剥落、侧墙、顶部混凝土有剥落可能；结构顶部

和角点混凝土出现碎裂 

出现变形，发展缓慢，个别构件扭曲、损坏；焊缝处

开焊，钢结构裂缝较多、结构功能受到一定损坏，呈

现明显受力特征 

4 

出现变形，功能明显下降；裂缝密集，发展较快或裂

缝贯通节段；接口两侧结构明显移位，仍有变化趋

势；侧墙、顶部混凝土已经剥落露筋；结构表面出现

大面积破损，呈现明显受力特征 

明显变形，主要构件严重扭曲、开焊；焊缝处开焊，

20%以上的栓接点松动，钢结构裂缝多、结构功能受到

损坏 

6.1.5 结构本体材质劣化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11的要求确定。 

表11 结构本体材质劣化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壳混凝土结构 

0 无劣化 无劣化 

1 
存在材料劣化情况但对断面强度几乎没有影响；难

以确定产生剥落、破损；钢材表面局部腐蚀 

涂层有轻微损坏、裂纹、起皮或剥落，涂层剥落面积不

大于构件面积的 5%；构件表面无锈蚀 

2 

断面强度有所下降，结构物功能可能受到损害；混

凝土轻微剥落、破损，无混凝土块掉落；钢材孔蚀

或钢材表面全部生锈、腐蚀 

涂层较大范围损坏、裂纹、起皮或剥落，涂层剥落面积

大于构件面积的 5%，且不大于构件面积的 10%；构件

表面轻微锈蚀 

3 

断面强度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结构物功能受到一定

的损害；混凝土剥落、破损，混凝土块可能掉落或

已有掉落；钢材腐蚀，钢材断面明显减小，结构物

功能受到损害 

涂层大范围损坏、裂纹、起皮或剥落，累计剥落面积大

于构件面积的 10%，且不大于构件面积的 30%；构件表

面锈蚀明显 

4 

断面强度明显下降，结构物功能损害明显；顶部部

位材料劣化，导致混凝土剥落、破损，混凝土块已

经掉落；钢材腐蚀，断面明显减小，结构物功能损

害明显 

涂层大范围损坏；累计剥落面积大于构件面积的 30%；

构件表面锈蚀严重 

 

  



T/GBAS 93—2024 

9 

6.1.6 结构本体渗漏水技术状况应按表 12的要求确定。 

表12 结构本体渗漏水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壳混凝土结构 

0 无渗漏水 无渗漏水 

1 结构表面存在水迹，但无液态水流出 焊缝无渗漏水 

2 结构表面存在轻微渗水，不影响行车安全 结构或焊缝处有渗漏水，不影响行车安全 

3 
结构表面出现明显水迹，存在流动液态水，影响

行车安全 

结构表面出现明显水迹，存在流动液态水，影响行车

安全 

4 结构表面出现喷射水流，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结构表面出现明显水迹，焊缝或裂缝处出现喷射水流，

严重影响隧道安全 

接头结构 

6.2.1 沉管隧道接头结构评定应包括衔接段的接缝，沉管段的管节接头、节段接头和最终接头的接头

结构部分。 

6.2.2 沉管隧道接头结构技术状况评定对象包括止水系统、剪力键和其它接头结构，接头结构技术状

况值取评定对象中的最差值。 

6.2.3 止水系统技术状况评定对象包括 OMEGA止水带、GINA止水带，止水系统技术状况值取评定对象

中的最差值。 

6.2.4 OMEGA止水带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13的要求确定。 

表13 OMEGA止水带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OMEGA 止水带无变形 

1 OMEGA 止水带发生较小变形，变形值在允许范围内，且无发展或停止发展 

2 OMEGA 止水带发生较小变形，变形值在允许范围内，呈缓慢发展趋势 

3 OMEGA 止水带发生较大变形，变形值接近止水与否的临界值，且发展速度快 

4 OMEGA 止水带的止水效果失效 

6.2.5 GINA止水带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14的要求确定。 

表14 GINA止水带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GINA 止水带的压缩变形或张开变形相对于初始值无变化 

1 
GINA 止水带的压缩变形或张开变形相对于初始值发生较小的变化，压缩变形和张开变形在允许范围内，

且无发展或停止发展 

2 
GINA 止水带的压缩变形或张开变形相对于初始值发生较小的变化，压缩变形和张开变形在允许范围内，

但呈缓慢发展趋势 

3 GINA 止水带发生较大压缩变形或张开变形，压缩变形或张开变形接近止水与否的临界值，发展速度快 

4 GINA 止水带的止水效果失效 

6.2.6 剪力键技术状况评定对象包括混凝土剪力键、钢剪力键，剪力键技术状况值取评定结果中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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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 

6.2.7 混凝土剪力键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15的要求确定。 

表15 混凝土剪力键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完好、无破坏情况 

1 混凝土剪力键轻度损坏面积不大于 5%；有局部锈迹；不影响隧道安全 

2 
混凝土剪力键轻度损坏面积大于 5%，且不大于 20%，或中度损坏面积不大于 10%；钢筋轻微锈蚀；可能影

响隧道安全 

3 
混凝土剪力键轻度损坏面积大于 20%，中度损坏面积大于 10%,且不大于 20%；钢筋普遍锈蚀；影响隧道安

全 

4 混凝土剪力键中度损坏面积大于 20%，或存在严重损坏；钢筋严重锈蚀缩径，严重影响隧道安全 

注1：轻度损坏为结构存在裂缝，且宽度小于0.3mm，局部空鼓。 

注2：中度损坏为结构存在顺筋裂缝，宽度介于0.3mm～1.0mm之间，无结构性裂缝，少量剥落露筋，深度未超过      

钢筋保护层。 

注3：严重损坏为结构存在涨裂性顺筋裂缝或网状裂缝，裂缝宽度大于1.0mm，或有贯穿性裂缝，表面大量剥落露

石，深度超过钢筋保护层或形成空穴。 

6.2.8 钢剪力键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16的要求确定。 

表16 钢剪力键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钢剪力键无开裂、变形、锈蚀； 

1 
钢剪力键各部件及焊缝完好；栓接节点松动不大于 1%；涂层累计剥落面积不大于构件面积的 5%；表面无

锈蚀 

2 
钢剪力键局部变形或焊缝裂纹；栓接节点松动大于 1%，且不大于 10%；涂层累计剥落面积大于 5%,且不大

于 10%；表面轻微锈 

3 
钢剪力键局部扭曲、出现焊缝裂缝；栓接节点松动大于 10%，且不大于 30%；涂层累计剥落面大于 10%，

且不大于 30%；表面锈蚀明显，影响隧道安全 

4 
钢剪力键严重扭曲、开焊；栓接节点松动大于 30%；涂层累计剥落面积大于 30%；钢剪力键表面严重锈蚀，

严重影响隧道安全 

6.2.9 其它接头结构评定对象包括接缝、锚具和剪力键垫层，其它接头结构技术状况值取评定结果中

的最差值。 

6.2.10 接缝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17的要求确定。 

表17 接缝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无变形 

1 
橡胶板、止水带轻微损坏，接缝处存在水迹，但无液态水流出，不影响交通和隧道安全；钢剪切杆轻微

变形、损坏、锈蚀，但不影响隧道安全。 

2 
橡胶板、止水带局部损坏，接缝处轻微渗水，可能影响交通和隧道安全；钢剪切杆局部变形、损坏、锈

蚀，可能影响隧道安全。 

3 
橡胶板、止水带较大面积损坏，接缝处出现明显水迹，存在流动液态水，影响交通和隧道安全；钢剪切

杆较大面积变形、损坏、锈蚀，影响隧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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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续）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4 
橡胶板、止水带大面积损坏，接缝处出现喷射水流，严重影响交通和隧道安全；钢剪切杆大面积变形、

损坏、锈蚀，严重影响隧道安全。 

6.2.11 锚具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18的要求确定。 

表18 锚具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完好，无破损、无劣化情况 

1 防锈油脂轻微渗漏，没有附着不牢的氧化皮、铁锈和油漆层 

2 附属构件表面发生轻微锈蚀，氧化皮或油漆层因锈蚀而可以刮除 

3 附属构件表面发生较多锈蚀，氧化皮或油漆层因锈蚀而部分剥落 

4 附属构件表面发生严重锈蚀，氧化皮或油漆层因锈蚀而全面剥落，构件的功能严重退化 

6.2.12 剪力键垫层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19的要求确定。 

表19 剪力键垫层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完好，无破损、劣化情况 

1 基本完好，表面轻微破损 

2 局部破损、开裂，未见移位 

3 破碎、严重变形、移位或缺少 

附属结构 

6.3.1 沉管隧道附属结构技术状况评定对象包括减光结构、路面铺装、检修道、排水结构、内装饰、

伸缩缝、预埋件、设备用房、防火结构、风塔、防护结构、中管廓分区隔断。 

6.3.2 减光结构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20的要求确定。 

表20 减光结构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结构完好，整洁 

1 结构脏污，减光效果基本正常 

2 结构轻微破损、脏污，局部涂层起皮或脱落，并出现锈蚀，减光效果基本正常 

3 
减光罩钢横纵梁结构局部出现变形或焊缝裂纹；涂层面积失效不大于 30%；表面严重锈蚀；影响减光效果

和隧道安全 

4 
减光罩钢横纵梁结构严重扭曲、开焊；涂层面积失效大于 30%；表面严重锈蚀；严重影响减光效果和隧道

安全 

6.3.3 路面铺装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21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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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路面铺装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路面完好，无破坏现象；PQI≥90 

1 路面有浸湿、轻微裂缝、落物等，引起使用者轻微不 舒适感；80≤PQI＜90 

2 
路面有局部的沉陷、隆起、坑洞、表面剥落、露骨、 破损、裂缝，轻微积水，引起使用者明显的不舒适

感，可能会影响行车安全；70≤PQI＜80 

3 
路面出现较大面积的沉陷、隆起、坑洞、表面剥落、 露骨、破损、裂缝、积水严重等，影响行车安全，

抗 滑系数过低引起车辆打滑；60≤PQI＜70 

4 
路面出现大面积的明显沉陷、隆起、坑洞，路面板严 重错台、断裂、表面剥落、露骨、破损、裂缝，出

现 漫水，严重影响交通安全，可能导致交通意外事故；PQI＜60 

注： PQI为路面使用性能指数，计算方法符合JTG 5210的规定 

6.3.4 检修道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22的要求确定。 

表22 检修道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检修道结构、盖板均完好 

1 
检修道少量缺角、缺损，金属有局部锈蚀，尚未影响其使用功能；检修道损坏长度不大于 10%，缺失长度

不大于 3% 

2 
检修道缺损、开裂，部分功能丧失、可能会影响检修工人安全和交通安全；检修道损坏长度大于 10%且不

大于 20%，缺失长度大于 3%且不大于 10% 

3 
检修道缺损开裂或缺失严重，原有功能丧失，影响检修工人和交通安全；检修道缺失率大于 20%，缺失长

度大于 10% 

6.3.5 排水结构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23的要求确定。 

表23 排水结构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结构完好，排水功能正常 

1 边水沟、雨水井、横截沟、雨水泵房、废水泵房排水沟结构轻微破损，但排水功能正常 

2 
边水沟、雨水井、横截沟、废水泵房排水沟结构有破损，轻微淤积堵塞、杂物堆积、沉沙，轻微积水，暴

雨季节出现溢水；雨水泵房结构有受损，功能轻微受影响；可能影响交通安全 

3 
边水沟、雨水井、横截沟、废水泵房排水沟结构较严重破损，严重淤积堵塞、杂物堆积、沉沙，严重积

水，溢水造成路面局部积水；雨水泵房结构受损较严重，功能受较大影响；影响交通安全 

4 

边水沟、雨水井、横截沟（含雨水泵房横截沟）、废水泵房排水沟结构严重破损，完全淤积堵塞、杂物堆

积、沉沙，严重积水，溢水造成路面积水漫流；雨水泵房（包含室外雨水泵房（东、西）、洞口雨水泵

房、废水泵房）结构受损严重，功能受严重影响；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6.3.6 内装饰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24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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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内装饰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装饰构件完好 

1 个别装饰构件存在脏污、变形、破损，但不影响交通安全；损坏率不大于 10% 

2 部分装饰构件存在脏污、变形、破损松 脱，对交通安全有影响；损坏率大于 10%，且不大于 20% 

3 大面积装饰构件存在脏污、变形、破 损、脱落，严重影响行车安全；损坏率大于 20% 

6.3.7 伸缩缝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25的要求确定。 

表25 伸缩缝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完整、无脏污 

1 轻微受损，无脏污；不影响使用功能，不影响行车安全 

2 表面轻微损伤，出现局部渗水；伸缩缝位置出现较小脱离，性能正常；不影响行车安全和舒适度 

3 
出现明显的车辙痕迹，伸缩缝材料与两侧路面层出现部分脱离，伸缩缝材料缺失；影响行车舒适度，可

能影响行车安全 

4 出现较深的车辙痕迹，伸缩缝材料脱离，缺失较多；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6.3.8 预埋件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26的要求确定。 

表26 预埋件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吊顶完好 

1 存在轻微变形、破损、浸水、不影响交通安全 

2 吊顶破损、开裂、滴水，吊杆等预埋件锈蚀，尚未影响交通安全 

3 吊顶存在较严重的变形、破损，出现渗流、挂冰，吊杆等预埋件严重锈蚀，可能影响交通安全。 

4 
吊顶严重破损、开裂甚至掉落，出现喷涌水、严重挂冰，各种预埋件和悬吊件严重锈蚀或断裂，各种桥

架和挂件出现严重变形或脱落，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6.3.9 设备用房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27的要求确定。 

表27 设备用房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设备用房和设备完好 

1 设备用房轻微受损，预留预埋设备轻微受损，但不影响使用功能，不影响交通安全 

2 设备用房受损，预留预埋设备受损、锈蚀，但不影响使用功能，尚未影响隧道安全 

3 设备用房受损较为严重，预留预埋设备出现较严重受损、锈蚀，使用功能受影响，可能影响隧道安全 

4 设备用房严重受损，预留预埋设备出现严重受损、锈蚀，丧失使用功能，严重影响隧道安全 

6.3.10 防火结构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28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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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防火结构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防火构件完好 

1 个别防火构件存在脏污、变形、破损但 不影响交通和隧道防火安全；损坏率不大于 10% 

2 部分防火构件存在脏污、变形、破损松 脱，对隧道防火安全有影响；损坏率大于 10%，且不大于 20% 

3 大面积防火构件存在脏污、变形、破 损、脱落，严重影响隧道防火安全；损坏率大于 20% 

6.3.11 风塔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29的要求确定。 

表29 风塔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完好，无破坏现象 

1 风塔有轻微堵塞、变形、破损，但不影响隧道通风 

2 风塔局部有堵塞、变形、破损，可能影响隧道通风 

3 风塔在较大范围有堵塞、变形、破损，影响隧道通风 

4 风塔在大范围有严重堵塞、变形、破损，隧道通风严重受阻 

6.3.12 防护结构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30的要求确定。 

表30 防护结构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完好，无破坏现象 

1 回填防护层轻微冲刷，轻微破损，不影响隧道安全 

2 
回填防护层存在局部冲刷且有轻一定冲刷厚度，局部破损，隧道抗浮稳定性受轻微影响，但不影响隧道

安全 

3 回填防护层存在较大面积冲刷且冲刷厚度较大，较大面积破损，隧道抗浮稳定性受影响，影响隧道安全 

4 
回填防护层存在大面积冲刷且冲刷厚度大，大面积破损，隧道抗浮稳定性受严重影响，严重影响隧道安

全 

6.3.13 中管廓分区隔断技术状况值应按表 31的要求确定。 

表31 中管廊分区隔断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状况值 技术状况描述 

0 各分区结构完好，无杂物、积水，能够保障设备设施正常使用 

1 各分区结构基本完好，少量积尘积水，保障设备设施基本正常使用 

2 
结构破损，上下隔板轻度破损，但不影响使用功能安全，分区内积尘积水，影 响电缆通道内设备设施正

常使用，但不影响交通和行人安全 

3 
结构破损，上下隔板破损、较大移位、缺失，严重影响使用功能安全，严重影 响电缆通道内设备设施正

常使用，可能会影响交通和行人安全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6.4.1 沉管隧道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评定对象包括供配电设施、照明设施、通风设施、消防

设施、监控及通讯设施、给排水设施、结构健康监测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中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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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应采用设备完好率进行评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a)  设备完好率按式（14）计算，各项设施可分系统并按对运营安全的重要度建立设备完好率考核

指标。 

 
=1-i

b t
E

B T





 ····································································· （14） 

式中： 

iE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的设备完好率，值域0%～100%； 

b   ——设备故障数量； 

B  ——设备总数量； 

t   ——设备故障时间； 

T   ——设备运行时间。 

b)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设备完好率计算公式中的b 、 B 按表32考核单位进行计算。 

表32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完好率考核单位 

分项 设备名称 单位 

供配电设施 

GIS 设备、变压器、电抗器、电容器、套管、隔离开关、负荷开关、绝缘子、

消弧线圈、互感器、断路器、熔断器、电源设备、自备发电设备、风/光供电

设备、电力监控设备、控制柜 

个/处 

照明设施 灯具、基础、控制柜 台 

通风设施 轴流风机、射流风机、风阀、控制柜、通风口 台 

消防设施 

火灾探测设备、火灾报警设备、灭火控制器、喷洒指示灯、灭火报警器、紧急

启停按钮、消防水泵、消火栓、灭火器、水喷淋设备、液位检测器、消防水池、

消防管道设施、排烟设施、支架、控制柜、安全门、水喷雾设备、气体灭火装

置、增压稳压设施 

台/处 

监控及通讯设施 

本地控制器、气象检测器、地图板、环境检测设备、视频检测处理器、微波检

测器、视频取证设备、视频存储磁盘阵列、摄像机、显示屏、控制器、视频解

码器、综合控制台、车道指示器、可变标志、信息标志板、视频交通事件检测

设备、管理站设备、光纤数字传输设备、紧急电话主控台、电话、网关设备、

广播、主控台、功率放大器、扬声器、音控器、数字音频编码器、数字音频解

码器、高频开关电源、锂电池、通信站 UPS、数字集群基站、近端机、远端机、

多点控制单元、会议终端、卫星终端、海事卫星手持机、光端机、路由器、交

换机、控制柜 

台/个 

给排水设施 给排水管道设施、流量计、水泵、液位检测器、控制柜 台/个 

结构健康监测设施 位移监测设备、压力检测设备、结构响应监测设备 台/个 

交通安全设施 
标志板、电光标志、基础、路面标线、突起路标、立面标记、视线诱导设施、

其他交通安全设施 
台/个 

6.4.3 沉管隧道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各分项技术状况值宜按表 33的要求确定。 

表33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完好率考核标准 

分项 
状况值 

0 1 2 3 

供配电设施 [98%,100%] [93%,98%) [85%,93%) [0,85%) 

照明设施 [98%,100%] [86%,98%) [74%,86%) [0,74%) 

通风设施 [98%,100%] [91%,98%) [82%,91%)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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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续） 

分项 
状况值 

0 1 2 3 

消防设施 100% [95%,100%) [89%,95%) [0,89%) 

监控与通讯设施 [98%,100%] [91%,98%) [81%,91%) [0,81%) 

给排水设施 [98%,100%] [95%,98%) [89%,95%) [0,89%) 

结构健康监测设施 [98%,100%] [91%,98%) [81%,91%) [0,81%) 

交通安全设施 [98%,100%] [91%,98%) [81%,91%) [0,81%) 

7 适应性评定 

接头相对变形 

7.1.1 沉管隧道接头相对变形适应性评定对象包括管节接头和节段接头，接头相对变形适应性评定值

取评定结果的最差值。 

7.1.2 管节接头相对变形适应性评定内容包括相对张开变形、压合变形、水平相对剪切变形、竖向相

对剪切变形，管节接头相对变形适应性评定值为评定结果中的最差值。 

7.1.3 管节接头相对张开变形适应性状况值应按表 34 的要求确定。 

表34 管节接头相对张开变形适应性评定标准 

状况值 适应性状况描述 

0 运营阶段，接头张开增量不大于 12mm 

1 运营阶段，接头张开增量大于 12mm，且不大于 24mm 

2 运营阶段，接头张开增量大于 24mm，且不大于 36mm 

3 运营阶段，接头张开增量大于 36mm，且不大于 48mm 

4 运营阶段，接头张开增量大于 48mm 

7.1.4 管节接头相对压合变形适应性状况值应按表 35 的要求确定。 

表35 管节接头相对压合变形适应性评定标准 

状况值 适应性状况描述 

0 运营阶段，接头压合增量不大于 10mm 

1 运营阶段，接头压合增量大于 10mm，且不大于 20mm 

2 
运营阶段，接头压合增量大于 20mm；压合变形后 GINA 止水带总压缩量小于 GINA 止水带设计压缩量，且

余富量大于 20mm 

3 
运营阶段，接头压合增量大于 20mm；压合变形后 GINA 止水带总压缩量小于 GINA 止水带设计压缩量，且

余富量不大于 20mm 

4 接头压合变形后，GINA 止水带总压缩量大于 GINA 止水带设计压缩量 

7.1.5 管节接头水平相对剪切变形适应性状况值应按表 36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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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管节接头水平相对剪切变形适应性评定标准 

状况值 适应性状况描述 

0 水平相对剪切变形不大于 2mm 

1 水平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2mm，且不大于 4mm 

2 水平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4mm，且不大于 6mm 

3 水平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6mm，且不大于 8mm 

4 水平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8mm 

7.1.6 管节接头竖向相对剪切变形适应性状况值应按表 37的要求确定。 

表37 管节接头竖向相对剪切变形适应性评定标准 

状况值 适应性状况描述 

0 竖向相对剪切变形不大于 6mm 

1 竖向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6mm，且不大于 13mm 

2 竖向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13mm，且不大于 23mm 

3 竖向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23mm，且不大于 33mm 

4 竖向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33mm 

7.1.7 节段接头相对变形适应性评定内容包括相对张开变形、水平相对剪切变形、竖向相对剪切变形，

节段接头相对变形适应性评定值为评定结果中的最差值。 

7.1.8 对于存在预应力连接的节段接头，相对张开变形适应性状况值应按表 38的要求确定。其它类型

节段接头张开变形适应性状况评定可参考执行。 

表38 节段接头相对张开变形适应性评定标准 

状况值 适应性状况描述 

0 接头四周相对张开变形最大差值不大于 1mm 

1 接头四周相对张开变形最大差值大于 1mm，且不大于 2mm 

2 接头四周相对张开变形最大差值大于 2mm，且不大于 3mm 

3 接头四周相对张开变形最大差值大于 3mm，且不大于 4mm 

4 接头四周相对张开变形最大差值大于 4mm 

7.1.9 节段接头水平相对剪切变形适应性状况值应按表 39的要求确定。 

表39 节段接头水平相对剪切变形适应性评定标准 

状况值 适应性状况描述 

0 水平相对剪切变形不大于 2mm 

1 水平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2mm，且不大于 4mm 

2 水平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4mm，且不大于 6mm 

3 水平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6mm，且不大于 8mm 

4 水平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8mm 

7.1.10 节段接头竖向相对剪切变形适应性状况值应按表 40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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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0 节段接头竖向相对剪切变形适应性评定标准 

状况值 适应性状况描述 

0 竖向相对剪切变形不大于 2mm 

1 竖向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2mm，且不大于 4mm 

2 竖向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4mm，且不大于 6mm 

3 竖向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6mm，且不大于 8mm 

4 竖向相对剪切变形大于 8mm 

通风设施 

7.2.1 通风设施适应性状况值应按表 41的要求确定。 

表41 通风设施适应性评定标准 

状况值 适应性状况描述 

0 设备各部件完好，密封性好，使用功能正常；运行温度小于 50℃；转速小于额定转速的 85% 

1 
轴承有微弱发热，有轻微异响；定子有微弱发热；叶轮表面及边缘有轻度磨损；外表面防锈防腐层有缺

损；运行温度大于 50℃；转速大于额定转速的 85% 

2 
固定螺栓有松动，有锈蚀；运行温度有明显上升；叶轮表面有磨损，有少数叶片形变，有少数叶片与外

壁接触；叶轮转动轻微摆动、不稳定；运行温度大于 60℃；转速大于额定转速的 70% 

3 
风机轴承严重弯曲变形；轴承出现裂纹，无法正常运行；叶轮无法自由转动；泄露传感器电压低于警报

值；运行温度大于 70℃；转速小于额定转速的 70% 

照明设施 

7.3.1 照明设施适应性状况值应按表 42的要求确定。 

表42 照明设施适应性评定标准 

状况值 适应性状况描述 

0 照明灯具完好，功能正常；平均亮度、均匀度等参数符合规范要求 

1 
照明灯具完好，性能发生退化，亮度出现衰减；或连续两侧照明灯具发生故障，路面均匀度降低，平均

均匀度满足规范要求；路面亮度>初始值 85%或两侧照明灯具故障不连续超过 2 个 

2 
照明灯具完好，性能发生退化，亮度持续衰减严重；连续两侧照明灯具发生故障，路面均匀度降低，平

均均匀度满足规范要求；路面亮度大于初始值 70%或两侧照明灯具故障不连续超过 5 个 

3 
照明灯具完好，照明灯光昏暗；连续两侧照明灯具发生故障，路面均匀度降低，平均均匀度难以满足规

范要求。路面亮度小于初始值 70%、或两侧照明灯具故障连续超过 5 个 

8 评定元数据 

一般要求 

8.1.1 沉管隧道评定对象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评定对象元数据包括沉管隧道结构元数据、交通工程

设施结构元数据，沉管隧道结构元数据应符合 T/GBAS 49 的规定，交通工程设施结构元数据应符合

T/GBAS 51的规定。 

8.1.2 应采用元数据对评定业务所包含的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 T/GBAS 2的规定。 

8.1.3 沉管隧道评定元数据包括评定对象元数据、评定作业元数据、评定任务元数据、评定结果元数

据、评定报告元数据。元数据模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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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对象元数据

评定作业元数据

评定任务元数据

评定结果元数据

评定报告元数据

关联

关联

关联

关联

评定规则 评定权重 评定等级 评定结论评定结果

编制人员 校审人员 报告编号 报告日期评定报告

综合性能评定

技术状况评定 适应性评定

评定作业

沉管隧道评定对象

接头相对变形

通风设施

照明设施

土建结构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评定任务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产生

产生

产生

产生

 

图2 沉管隧道评定元数据模型 

评定作业元数据 

8.2.1 应采用评定作业元数据对评定业务中评定内容、触发条件、触发因由等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

附录 C的规定。 

8.2.2 评定作业元数据与评定对象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联关系见图 3。 

评定对象元数据 评定作业元数据关联

引用评定对象元数据 唯一编码 数据元

 

图3 评定作业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评定任务元数据 

8.3.1 应采用评定任务元数据对评定业务中评定对象、评定类型和评定方法等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

表 D.1的规定。 

8.3.2 应采用参考规范元数据对规范层级、规范编号和实施日期等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D.2 的规

定。 

8.3.3 评定任务元数据与评定作业元数据、参考规范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

联关系见图 4。 

评定作业元数据 评定任务元数据关联

引用评定作业元数据 唯一
编码 数据元

关联 参考规范元数据

引用参考规范元数据 唯一
编码 数据元

 

图4 评定任务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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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结果元数据 

8.4.1 评定结果元数据应包括评定规则元数据、评定分项权重元数据、评定权重元数据、结构对象评

定结果元数据、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评定结果元数据。 

8.4.2 应采用评定规则元数据对评定内容、对象类型和评定规则描述等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E.1

的规定。 

8.4.3 评定规则元数据与评定任务元数据、结构对象评定结果元数据、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评定结

果元数据与评定规则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联关系见图 5。 

评定任务元数据 评定规则元数据关联

引用评定任务元数据 唯一
编码 数据元

结构对象评定结果元数据

引用评定规则元数据 唯一
编码 数据元 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

评定结果元数据关联
 

图5 评定规则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8.4.4 应采用评定分项权重元数据对对象类型、权重值等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E.2的规定。 

8.4.5 评定分项权重元数据与评定任务元数据、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

关联，关联关系见图 6。 

评定任务元数据 评定分项权重元数据关联

引用评定任务元数据 唯一
编码 数据元

引用评定分项权重元数据
 唯一编码 数据元

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关联
 

图6 评定分项权重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8.4.6 应采用评定权重元数据对评定内容、权重值等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E.3的规定。 

8.4.7 评定权重元数据与评定任务元数据、评定结果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

联关系见图 7。 

评定任务元数据 评定权重元数据关联

引用评定任务元数据 唯一
编码 数据元

引用评定权重元数据 唯一
编码 数据元

评定结果元数据关联
 

图7 评定权重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8.4.8 应采用结构对象评定结果元数据对病害类型、评定状况值等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E.4 的规

定。 

8.4.9 结构对象评定结果元数据与评定对象元数据、评定规则元数据、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应通过“唯

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联关系见图 8。 

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结构对象评定结果元数据

引用结构对象评定结果元数
据 唯一编码 数据元

评定对象元数据 引用评定对象元数据、评定规则
元数据 唯一编码 数据元

评定规则元数据 关联 关联
 

图8 结构对象评定结果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8.4.10 应采用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对象类型、评定状况值和评分值等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E.5的

规定。 

8.4.11 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与评定规则元数据、评定分项权重元数据、结构对象评定结果元数据、评

定结果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联关系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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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结果元数据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

引用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
 唯一编码 数据元

评定规则元数据
引用评定规则元数据、评定分
项权重元数据、结构对象评定结
果元数据 唯一编码 数据元

评定分项权重元数据

结构对象评定结果元数据 关联 关联
 

图9 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8.4.12 应采用评定结果元数据对评定内容、评分值和评定结论等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表 E.6 的规

定。 

8.4.13 评定结果元数据与评定规则元数据、评定权重元数据、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评定报告元数据

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联关系见图 10。 

评定报告元数据评定结果元数据

引用评定结果元数据 唯一
编码 数据元

评定规则元数据
引用评定规则元数据、评定权
重元数据、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

 唯一编码 数据元
评定权重元数据

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 关联 关联
 

图10 评定结果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评定报告元数据 

8.5.1 应采用评定报告元数据对编制人员、校审人员和报告编号等信息进行描述，并符合附录 F 的规

定。 

8.5.2 评定报告元数据与评定作业元数据、评定结果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数据元进行关联，关

联关系见图 11。 

评定报告元数据

引用评定作业元数据、评定结果
元数据 唯一编码 数据元

评定作业元数据

评定结果元数据 关联
 

图11 评定报告元数据及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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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沉管隧道评定表 

沉管隧道评定表应符合表A.1～A.7的规定。 

表A.1 综合性能评定表[Evaluation of Immersed Tunnel] 

隧道情况 隧道名称  线路名称  隧道长度  建成时间  

评定情况 管养单位  上次评分值  上次评定分类  本次评定分类  

CI SIPI CI SI =  +   
技术状况评分值CI   综合性能评分 PI   

适应性评分值 SI   综合性能评定分类  

评定人  负责人  

 

表A.2 技术状况评定表[Technical Condition Evaluation] 

隧道情况 隧道名称  线路名称  隧道长度  建成时间  

评定情况 管养单位  上次评分值  上次评定分类  本次评定分类  

JG JDCI JGCI JDCI =  +   
土建结构的技术状况评分值 JGCI   技术状况评分值CI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的技术状况评分值 JDCI   技术状况评定分类  

评定人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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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表[Technical Condition Evaluation of Structures] 

隧道情况 隧道名称  线路名称  隧道长度  建成时间  

评定情况 管养单位  上次评分值  上次评定分类  本次评定分类  

C C X XJGCI JGCI JGCI =  +   
沉管段土建结构的技术状况评分值 CJGCI   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分值 JGCI   

衔接段土建结构的技术状况评分值 XJGCI   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分类  

评定人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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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沉管段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表[Technical Condition Evaluation of Structures of Immersed Sections] 

隧道情况 隧道名称  线路名称  隧道长度  建成时间  

评定情况 管养单位  上次评分值  上次评定分类  本次评定分类  

编号 沉管段 
结构 

主体 

管节接

头止水

系统 

节段接头

止水系统 

节段接头

剪力键 

节段接头

剪力键 
锚具 

剪力键

垫层 

路面铺

装 
检修道 

排水结

构 

内装

饰 
伸缩缝 预埋件 

设备用

房 

防火结

构 

防护结

构 

中管廊

分区隔

断 

1 区段1                  

2 区段2                  

3 区段3                  

4 区段4                  

5 区段5                  

6 区段6                  

7 区段7                  

8 区段8                  

9 区段9                  

… …                  

权重ωi                  

* *

* *

* *

* *

90 85 /15 10 85

80 70 /15 10 70 85

70 55 /15 10 5

( )

( )

( )

( )

75 0

60 40 /15 10 55

Ci Ci

Ci Ci

Ci

Ci Ci

Ci 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 − 


+ − 
= 

+ − 


+ − 

， ≥

， ≤ ＜

， ≤ ＜

， ＜
 

区段1 区段2 区段3 区段4 区段5 区段7 区段8 区段9 区段10 区段11 区段12 … 

            

( )*

1 1

1
100 1

4

n n

Ci Cij Cj Cj

j j

JGCI JGCI  
= =

 
=  −  

 
   

技术状况评分值 CiJGCI   

技术状况评定分类  

评定人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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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衔接段土建结构技术状况评定表[Technical Condition Evaluation of Structure of Open and Cover Sections] 

隧道情况 隧道名称  线路名称  隧道长度  建成时间  

评定情况 管养单位  上次评分值  上次评定分类  本次评定分类  

编号 衔接段 
结构 

主体 
接缝 

减光 

结构 

路面 

铺装 

检修 

道 

排水 

设施 

内装 

饰 

伸缩 

缝 

预埋 

件 

设备 

用房 

防火 

结构 

风 

塔 

中管廊分

区隔断 
/ 

1 区段1               

2 区段2               

3 区段3               

4 区段4               

5 区段5               

6 区段6               

7 区段7               

8 区段8               

9 区段9               

… …               

权重ωi                

* *

* *

* *

* *

90 85 /15 10 85

80 70 /15 10 70 85

70 55 /15 10 5

( )

( )

( )

( )

75 0

60 40 /15 10 55

Xi Xi

Xi Xi

Xi

Xi Xi

Xi X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JGCI

 + − 


+ − 
= 

+ − 


+ − 

， ≥

， ≤ ＜

， ≤ ＜

， ＜

 

区段1 区段2 区段3 ...  

   ...  

( )*

1 1

1
100 1

4

n n

Xi Xij Xj Xj

j j

JGCI JGCI  
= =

 
=  −  

 
   

技术状况评分值 XiJGCI   

技术状况评定分类  

评定人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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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评定表[Technical Condition Evaluation of Facilities] 

隧道情况 隧道名称  线路名称  隧道长度  建成时间  

评定情况 管养单位  上次评分值  上次评定分类  本次评定分类  

设施名称 供配电设施 照明设施 通风设施 消防设施 
监控与通讯设

施 
给排水设施 

结构健康智能监

测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 

设备完好率         

技术状况值         

权重ωi         

* *

* *

* *

90 97 / 3 10 97

80 92 / 5 1

7

(

0 92 97

0 84 / 8 10 9

)

( )

( ) 2

Xi

Xi

Xi

JDCI JGCI

JDCI JDCI JGCI

JDCI JGCI

 + − 


= + − 


+ − 

， ≥

， ≤ ＜

， ＜

  *

1 1

100
k k

i Ji Ji

i i

JDCI E  
= =

 
=   

 
   

技术状况评分值 JDCI   

技术状况评定分类  

评定人  负责人  

表A.7 适应性评定表[Performance Condition of Immersed Tunnel] 

隧道情况 隧道名称  线路名称  隧道长度  建成时间  

评定情况 管养单位  上次评分值  上次评定分类  本次评定分类  

评定对象 接头相对变形 通风设施 照明设施      

技术状况值         

权重         

* *

*

* *

* *

( )

( )

( )

(

90 85 / 15 10 85

80 70 / 15 10 70 85

70 55 / 15 10 55 70

60 40 / 15 10 40 55)

*

S

SI SI

SI SI

SI SI

SI S

I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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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评定对象划分表 

沉管隧道评定对象划分应符合表B.1的规定。 

表B.1 评定对象划分表[Evaluation Items of Immersed Tunnel] 

评定内容 评定对象 评定分项 

技术状况评定 

土建结构 

主体结构 结构主体 

接头结构 

止水系统 
管节接头止水系统、最终接头止水系统 

节段接头止水系统 

剪力键 
管节接头剪力键、最终接头剪力键 

节段接头剪力键 

其它接头结构 

接缝 

锚具 

剪力键垫层 

附属结构 

减光结构 

路面铺装 

检修道 

排水结构 

内装饰 

伸缩缝 

预埋件 

设备用房 

防火结构 

风塔 

防护结构 

中管廓分区隔断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供配电设施 

照明设施 

通风设施 

消防设施 

监控与通讯设施 

给排水设施 

结构健康监测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 

适应性评定 关键结构或重要设施 

接头相对变形 

通风设施 

照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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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评定作业元数据表 

沉管隧道评定作业的数据元应符合表C.1的规定。 

表C.1 评定作业元数据[Evaluation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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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评定作业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评定对象唯

一编码 
evaluationObject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结构评定对象的唯一

代码 
标识信息 

符合
T/GBAS 49 

T/GBAS 51

的规定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本次评定作业的名称 标识信息  

评定内容 detectionWorkName 枚举型 n1 — M 

|1 综合性能评定 

|2 技术状况评定 

|3 适应性评定 

本次评定作业工作内容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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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事件触发 
评定作业触发的条件 标识信息  

触发因由 triggeringCauses 字符型 a..ul — M / 评定作业触发的原因 标识信息  

委托单位 entrustingDepartment 字符型 a..ul — M / 该次作业委托单位的名称 标识信息  

评定单位 evaluationUnit 字符型 a..ul — M / 该次作业评定单位的名称 标识信息  

单位资质 unitQualification 字符型 a..ul — M / 
该次作业评定单位的资质

要求 
标识信息  

作业时间 evaluationTime 日期型 
YYYY-MM-

DD 
— M / 该次评定作业的起始时间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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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评定任务元数据表 

沉管隧道评定任务的数据元应符合表D.1～D.2的规定。 

表D.1 评定任务元数据[Evaluation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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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评定任务的唯一

代码 
标识信息  

评定作业编码 
evaluationOperatio

nId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评定作业的编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该项任务的词语

或词组 
标识信息  

适应性评定类

型 

adaptabilityEvalua

tionType 
枚举型 n1 — M 

|1 接头相对变形 

|2 通风设施 

|3 照明设施 

适应性评定中所需要

评定的项目 
评定信息  

技术状况评定

类型 
taskType 枚举型 n1 — M 

|A 土建结构 

|A01 结构主体 

|A02 管节接头止水系统 

|A03 最终接头止水系统 

|A04 节段接头止水系统 

|A05 管节接头剪力键 

|A06 最终接头剪力键 

|A07 节段接头剪力键 

|A08 接缝 

|A09 锚具 

|A10 剪力键垫层 

|A11 减光结构 

|A12 路面铺装 

技术状况评定任务内

布置的具体任务类型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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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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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状况评定

类型 
taskType 枚举型 n1 — M 

|A13 检修道 

|A14 排水结构 

|A15 内装饰 

|A16 伸缩缝 

|A17 预埋件 

|A18 设备用房 

|A19 防火结构 

|A20 风塔 

|A21 防护结构 

|A22 中管廓分区隔断 

|B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B1 供配电设施 

|B2 照明设施 

|B3 通风设施 

|B4 消防设施 

|B5 监控与通讯设施 

|B6 给排水设施 

|B7 结构健康监测设施 

|B8 交通安全设施 

技术状况评定任务内布

置的具体任务类型 
标识信息  

评定方法 evaluationMethod 枚举型 n1 — M 

|1 荷载试验 

|2 模拟试验 

|3 人工检算 

|4 仿真计算 

|5 现场测试 

|6 其他 

针对评定任务所采用的

评定方法 
评定信息  

参考规范编码 
referenceSpecifica

tionId 
字符型 a..ul — M 引用参考规范的唯一编码 

执行技术状况评定任务

所依据的相应规范 
标识信息 

符合表D.2

规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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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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评定任务所采用规

范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名称 name 字符型 a..ul — M / 
标识参考规范的专有名

词 
标识信息  

规范层级 
specificationHierar

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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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参考规范在规范体系

中的层级 
标识信息  

规范编号 
specificationSerial

Number 
字符型 a..ul — M / 该参考规范的编号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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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 publishDate 日期型 
YYYY-MM-

DD 
— M / 该参考规范的发布时间 标识信息  

实施日期 implementationDate 日期型 
YYYY-MM-

DD 
— M / 该参考规范的实施时间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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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评定结果元数据表 

沉管隧道评定规则的数据元应符合表E.1～E.6的规定。 

表E.1 评定规则元数据表[Evaluation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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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评定规则的唯一代

码 
标识信息  

评定任务编码 evaluationTask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任务的唯一编码 
标识评定任务的唯一代

码 
标识信息 

符合表D.1

的规定 

评定内容 evaluationMethod 枚举型 n1 — M 

|1 综合性能评定 

|2 技术状况评定 

|3 适应性评定  
评定采取的具体方法 标识信息  

对象类型 
subitemEvaluatio

nTarget 
枚举型 n2 — M 

|A 土建结构 

|A01 结构主体 

|A02 管节接头止水系统 

|A03 最终接头止水系统 

|A04 节段接头止水系统 

|A05 管节接头剪力键 

|A06 最终接头剪力键 

|A07 节段接头剪力键 

|A08 接缝 

|A09 锚具 

|A10 剪力键垫层 

|A11 减光结构 

|A12 路面铺装 

|A13 检修道 

|A14 排水结构 

评定的目标对象 标识信息 

包括评定

对象与评

定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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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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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类型 
subitemEvaluatio

nTarget 
枚举型 n2 — M 

|A15 内装饰 

|A16 伸缩缝 

|A17 预埋件 

|A18 设备用房 

|A19 防火结构 

|A20 风塔 

|A21 防护结构 

|A22 中管廓分区隔断 

|B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B1 供配电设施 

|B2 照明设施 

|B3 通风设施 

|B4 消防设施 

|B5 监控与通讯设施 

|B6 给排水设施 

|B7 结构健康监测设施 

|B8 交通安全设施 

|C 适应性评定对象 

|C1 接头相对变形 

|C2 通风设施 

|C3 照明设施 

评定的目标对象 标识信息 

包括评定

对象与评

定分项 

评定规则描述 
evaluationRuleDisc

ription 
字符型 a..ul — M / 判别分项状况值的描述 标识信息 

符合本文

件第 6

章～第 11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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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2 评定分项权重元数据[SubitemEvaluation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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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评定分项权重的

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评定任务编码 evaluationTask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任务的唯一编码 
标识评定任务的唯一

代码 
标识信息 

符合表 D.1

的规定 

对象类型 weightSubitem 枚举型 n2 — M 

|A 土建结构 

|B 衔接段土建结构 

|B01 结构主体 

|B02 接缝 

|B03 减光结构 

|B04 路面铺装 

|B05 检修道 

|B06 排水结构 

|B07 内装饰 

|B08 伸缩缝 

|B09 预埋件 

|B10 设备用房 

|B11 防火结构 

|B12 风塔 

|B13 中管廓分区隔断  
|C 沉管段土建结构  

|C01 结构主体 

|C02 管节接头止水系统 

|C03 最终接头止水系统 

|C04 节段接头止水系统 

|C05 管节接头剪力键 

|C06 最终接头剪力键 

|C07 节段接头剪力键 

|C08 锚具 

|C09 剪力键垫层 

|C10 路面铺装 

|C11 检修道  

服役性能评定权重的

赋值分项对象 
标识信息 

包括评定

对象与评

定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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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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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类型 weightSubitem 枚举型 n2 — M 

|C12 排水结构 

|C13 内装饰 

|C14 伸缩缝 

|C15 预埋件 

|C16 设备用房 

|C17 防火结构 

|C18 防护结构 

|C19 中管廓分区隔断 

|D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D1 供配电设施 

|D2 照明设施 

|D3 通风设施 

|D4 消防设施 

|D5 监控与通讯设施 

|D6 给排水设施 

|D7 结构健康监测设施 

|D8 交通安全设施  

服役性能评定权重的赋值

分项对象 
标识信息 

包括评定对

象与评定分

项 

权重值 subitemWeight 数值型 n..u1,2 — M 0～1 服役性能评定对象的权重 标识信息  

表E.3 评定权重元数据[Evaluation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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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技术状况评定、适应

性评定权重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评定任务编码 evaluationTask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任务的唯一编

码 
标识评定任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符合表 D.1

的规定 

评定内容 weightMethod 枚举型 n1 — M 
|1 技术状况评定 

|2 适应性评定  
沉管隧道评定权重的赋值

对象 
标识信息  

权重值 itemWeight 数值型 n..u1,2 — M 0～1 
不同类型评能评定方法的

权重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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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4 结构对象评定结果元数据[CompositionEvaluation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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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信息  

评定对象编码 evaluationTarget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对象唯一编码 
标识沉管隧道结构评定

对象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符合T/GBAS 

49的规定 

病害类型 testResult 字符型 a..ul — M / 
结构上可能发生的某病

害类型 
标识信息 

值域符合

T/GBAS 56检

测项目值域

的规定 

评定规则编码 evaluationRule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规则的唯一编

码 
评定规则的维一代码 标识信息 

符合表E.1的

规定 

评定状况值 
subitemEvaluatio

nResult 
枚举型 n1 — M 

|1 0 

|2 1 

|3 2 

|4 3 

|5 4 

不同类型评能评定方法

的权重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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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5 分项评定结果元数据[SubitemEvaluation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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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定的唯一标识码 标识信息  

评定规则编码 evaluationRule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规则的唯一编码 评定规则的维一代码 标识信息 
符合表E.1

的规定 

评定分项权重

编码 

SubitemEvaluation

Weight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分项权重的唯一编

码 

标识评定分项权重的

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符合表E.2

的规定 

对象类型 
subitemEvaluation

Target 
枚举型 n2  M 

|A 土建结构 

|A01 结构主体 

|A02 管节接头止水系统 

|A03 最终接头止水系统 

|A04 节段接头止水系统 

|A05 管节接头剪力键 

|A06 最终接头剪力键 

|A07 节段接头剪力键 

|A08 接缝 

|A09 锚具 

|A010 剪力键垫层 

|A011 减光结构 

|A012 路面铺装 

|A013 检修道 

|A014 排水结构 

|A015 内装饰 

|A016 伸缩缝 

|A017 预埋件 

|A018 设备用房 

|A019 防火结构 

|A020 风塔 

|A021 防护结构 

|A022 中管廓分区隔断 

|B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B1 供配电设施 

|B2 照明设施 

服役性能结果的目标

对象 
标识信息 

包括评定

对象与评

定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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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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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类型 
subitemEvaluation

Target 
枚举型 n2  M 

|B3 通风设施 

|B4 消防设施 

|B5 监控与通讯设施 

|B6 给排水设施 

|B7 结构健康监测设施 

|B8 交通安全设施 

|C 适应性评定 

|C1 接头相对变形 

|C2 通风设施 

|C3 照明设施 

服役性能结果的目标对

象 
标识信息  

评定状况值 
subitemEvaluation

Result 
枚举型 n1 — M 

|1 0  
|2 1 
|3 2 
|4 3 
|5 4 

沉管隧道各分项技术状

况的评定值 
  

评分值 
subitemEvaluation

Score 
数值型 n..u1 — M 0～100 

土建结构、交通工程与

附属设施的评分值 
  

评定分类 
subitemEvaluation

Level 
枚举型 n1 — M 

|1 1 类 
|2 2 类 
|3 3 类 
|4 4 类 
|5 5 类 

土建结构、交通工程与

附属设施的评定级别 
  

 

  



T/GBAS 93—2024 

39 

表E.6 评定结果元数据[Evaluation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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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定的唯一标识码 标识信息  

评定规则编码 evaluationRule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规则的唯一编码 评定规则的维一代码 标识信息 
符合表E.1

的规定 

分项评定结果

编码 

subitemEvaluationR

esult 
字符型 a..ul — M 

引用分项评定结果的唯一

编码 
评定的唯一标识码 标识信息 

符合表E.5

的规定 

评定权重编码 evaluationWeight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权重的唯一编码 

标识技术状况评定、适

应性评定权重的唯一代

码 

标识信息 
符合表E.3

的规定 

评定内容 evaluationMethod 枚举型 n1 — M 

|1 综合性能评定 

|2 技术状况评定 

|3 适应性评定 

服役性能评定采取的具

体方法 标识信息  

评分值 evaluationScore 数值型 n..u1 — M 0～100 

综合性能评定、技术状

况评定、适应性评定的

评分值 

标识信息  

评定分类 evaluationLevel 枚举型 n1 — M 

|1 0  
|2 1 
|3 2 
|4 3 
|5 4 

综合性能评定、技术状

况评定、适应性评定的

评定级别 

标识信息  

评定结论 evaluationConclusion 字符型 a..ul — M / 
服役性能评定相关的结

论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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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评定报告元数据表 

沉管隧道评定报告的数据元应符合表F.1的规定。 

表F.1 评定报告元数据[Evaluatio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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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识评定报告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评定作业编码 
evaluationOperatio

n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作业的唯一编

码 
评定作业开展相关的信息 标识信息 

符合表C.1

的规定 

评定结果编码 evaluationResult 字符型 a..ul — M 
引用评定结果的唯一编

码 

标识沉管隧道评定结果的

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符合表E.6

的规定 

编制人员 editMembers 字符型 a..ul — M / 
负责沉管隧道评定报告编

制的人员 
标识信息  

校审人员 detectionMembers 字符型 a..ul — M / 
负责沉沉管隧道评定报告

校审的人员 
标识信息  

批准人 approver 字符型 a..ul — M / 
负责沉管隧道评定报告校

审的人员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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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日期 reportDate 日期型 
YYYY-MM-

DD 
— M / 报告撰写的日期 标识信息  

报告文件地址 reportFilUrl 字符型 a..ul — M / 报告文件的地址 标识信息  



T/GBAS 93—2024 

41 

参 考 文 献  

[1] GB 50010-201（2015版）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2] GB 50144—2019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3] GB 51201—2016 沉管法隧道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4] GB 55008—2021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5] GB 55021—2021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6] GB/T 50476—2019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7] GB/T 51318—2019 沉管法隧道设计标准 

[8] GB/T 51446—2021 钢管混凝土混合结构技术标准 

[9] JGJ 125—2016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10] JGJ/T 429—2018 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 

[11] JGJ/T 485—2019 装配式住宅建筑检测技术标准 

[12] JTG 3370.1—2018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土建工程 

[13] JTG F80/1—2017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14] JTG/T 2232-01—2019 公路隧道抗震设计规范 

[15] JTG/T 2420—2021 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16] JTG/T 3371—2022 公路水下隧道设计规范 

[17] JTG/T H21—201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18] CJJ/T 289—2018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养护技术标准 

[19] DBJ/T 15-146—2018 内河沉管隧道水下检测技术规范 

[20] DBJ/T 15-156—2019 内河沉管隧道管养技术规范 

[21] DB35/T 1941—2020 公路海底隧道土建结构养护技术规范 

[22] DB32/T 4243—2022 水下隧道结构健康监测技术规程 

[23] DB/T 29-219—2013 内河沉管法隧道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 

[24] BS/GN/048 Guidance Notes on Corrosion Protection of Reinforcement in Concrete 

Highway Structures in Marine Environment 

[25] HQ/GN/26 Guidelines on Maintenance of Road Tunnels 

[26] RD/GN/015B Catalogue of Road Defects(CORD) 

[27] RD/GN/032A Guidance Notes on Road Surface Requirements for Expressways and High 

Speed Roads 

[28] S/GN/046B Guidance Notes on Design of Road Tunnel Structures and Tunnel Buildings 

to be Maintained by Highways Depar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