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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来源于《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T/GBAS 001-

2022）。该建设指南是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港珠澳大桥智能化运维技术集成应

用”(项目编号：2019YFB1600700)（以下简称“智能运维项目”）的重要科研成

果，按照该建设指南规划，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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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模型类六大类

共 36项标准。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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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紧扣沉管隧道高水准运维的实际需求，

遵循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最佳的理念，以智能化运维新基建全面赋能营运期的交

通基础设施，大幅提升沉管隧道运维管理水平，达到提升隧道服务品质、延长使

用寿命的目的；以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为依据，遵循保证性、稳定性、发展性和均

衡性原则，对沉管隧道技术状况评定的内容、方法、指标标准以及评定数据等信

息内容提炼属性字段，并规定统一的数据组织和表达方式，形成沉管隧道评定标

准，进而实现粤港澳三地在沉管隧道评定方面的规范标准协调统一，可为其他类

型沉管隧道技术状况评定提供技术指导和数据标准化参考。 

本标准于 2023 年 5 月正式立项，由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提出，由广东省粤港

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归口。 

2 参编单位 

主导单位：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参编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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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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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工 

自 2022 年 5 月起，在本项目正式成立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随即组建了标

准化工作组，明确了组内各成员的职责、任务和分工；同步收集资料，开展了广

泛的预研工作。本标准具体分工如下： 

表 1 标准编制分工 

任务划分 参加单位 

标准立项、标准执行协调、标准

研制实施方案、标准大纲、标准

目标与编制原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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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

文件、术语和定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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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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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定方法及等级分类、沉管隧

道技术状况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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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结构技术状况评定、接头

结构技术状况评定、附属结构

技术状况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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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

澳门大学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

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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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基智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大学 

沉管隧道适应性评定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

司、澳门大学 

沉管隧道评定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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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A-F 章节的研究与内容编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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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文稿英文版本翻译校对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

司、香港大学、澳门大学 

 

二、立项的必要性，拟解决的问题 

1 立项的必要性 

截止 2022 年，中国已建成沉管隧道 20 座、在建 10 座、拟建 6 座，沉管法

隧道已成为继钻爆法隧道、盾构法隧道后的最常见隧道结构形式；上述沉管隧道

中 21 座位于广东省，占总量的 58%，是全国沉管隧道的主要应用区域，沉管隧

道结构形式多样、环境条件复杂，以港珠澳沉管隧道为例，其是世界最长公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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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管隧道，唯一深埋沉管隧道，也是我国第一条外海沉管隧道，运养任务重，评

定需求高；随着粤港澳三地沉管隧道的持续增多，评定需求增长与评定标准匮乏

的矛盾越发突显，沉管隧道评定标准急需补充完善。 

建立健全标准体系，提升基础设施运养专业化与信息化水平，是行业政策方

针的重要导向。如：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提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安全技术标准规范，提升关键基础设

施安全防护能力。提高养护专业化、信息化水平，增强设施耐久性和可靠性。2021

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体系建设

的意见》，提出推进标准规范制修订，完善基础设施标准规范。加强公路桥隧养

护检查及检测评估、技术状况评定和病害治理。结合四新技术成果，以技术标准

为核心，考虑数字化、信息化行业发展方向，编制沉管隧道评定技术与数据一体

的标准，是沉管隧道发展的行业需求。 

对此，2022年 7月，《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T/GBAS 

1-2022）正式发布，2023 年 4 月正式纳入“湾区标准”。“建设指南”为桥岛

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和维护方面提供指导，规划了通用基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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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标准，《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以下简称“该标准”）是桥岛

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中维养业务类的第 6 部分，体系编号为 102-06，该标

准是运营检测-评定-维养的枢纽环节，是其智能运维技术攻关的核心成果，也是

辐射行业，成果应用的重要形式，该标准方法、指标、标准的科学、准确、完整

对于沉管隧道整体运养质效保障意义深远。 

然而，较钻爆法隧道与盾构法隧道而言，国内外、粤港澳地区沉管隧道前期

研究与成果积累相对较少，而除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外，香港也有大量运营沉管

隧道，其服役性能评定难题，亟需制定相关的评定技术与数标标准。为攻克跨海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运维技术瓶颈，示范交通行业人工智能和新基建技术落地应用，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统领 20 余家参研单位联合攻关，启动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港珠澳大桥智能化运维技术集成应用”、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重大跨海

交通集群工程智能安全监测与应急管控”技术攻关以及“数字港珠澳大桥”新

基建工程建设，聚集国内外优秀设备、技术和人才，规划构建了“桥岛隧智能运

维数据标准体系”，旨在为运维信息大数据建立统一的交换标准，打破运维过程

中长期存在的“信息孤岛”，实现多源大数据间的协同互联，为真正实现物理隧

道到数字隧道的映射提供依据和导则，相关研究为本规范的编制提供了基础支撑。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标准紧扣沉管隧道高水准运维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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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求，遵循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最佳的理念，以智能化运维新基建全面赋能营

运期的交通基础设施，大幅提升沉管隧道运维管理水平，达到提升隧道服务品质、

延长使用寿命的目的；以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为依据，遵循保证性、稳定性、发展

性和均衡性原则，对沉管隧道技术状况评定的内容、方法、指标标准以及评定数

据等信息内容提炼属性字段，并规定统一的数据组织和表达方式，形成沉管隧道

评定标准，可为粤港澳地区沉管隧道评定提供标准支撑，也可为其他类型沉管隧

道技术状况评定提供技术指导和数据标准化参考。 

综上，粤港澳地区沉管隧道运养数量与要求不断提升，评定需求增长与评定

标准匮乏的矛盾越发突显，评定标准急需补充完善。《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

体系 建设指南》规划了六大类系列标准，沉管隧道评定作为其中沉管隧道运营

业务类的枢纽与核心，关系到沉管隧道整体的运养安全与质效保障。结合最新研

究成果与行业发展动态，构建先进、可靠的评定方法、指标、标准体系，规定统

一的数据组织和表达方式，对于沉管隧道行业技术发展意义深远。 

2 拟解决的问题 

（1）构建沉管隧道评定指标体系 

目前，关于隧道评定指标体系研究主要针对公路钻爆隧道结构，在沉管隧道

中的适用性不足，主要体现在：①结构差异，沉管隧道在结构形式、生产工艺、

施工方法等众多方面的特殊性，既有评价体系难以适用。②环境差异，沉管隧道

主要用于离岸江海，作用环境的不同导致二者在受力模式、损伤状态、影响后果

等方面具有天壤之别，套用以钻爆隧道评价体系卯不对榫。③运营差异，沉管隧

道主体结构工厂预制，病害出现少，接头部位受不均匀沉降、变形、荷载、老化

等众多原因，病害出现概率相对较高，病灾害发生后，救援逃生以及修复处治难

度大，运营关注点与传统隧道迥异。对此，本规范需结合沉管隧道结构、设施与

数据特点，构建沉管隧道评定指标体系。 

（2）健全沉管隧道性能评定方法 

关于公路隧道服役性能评定，以及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发展需求，既有

方法存在多点不足。主要表现为：①评估方法：既有规范评价方法采用加权平均

求取技术状况分值，分值取定、加权平均方式、各组分权重，对于沉管隧道，适

用性不足。②评估标准：隧道运营技术状况评定需综合反映病害成因、病害后果，

既有评价以钻爆隧道为基础，衬砌权重大，而对于沉管隧道，其接头结构更为重

要，但无从体现。③评价方式：隧道运营评价方式不仅要体现结构状态，还需满

足应用需求，现有体系均基于传统检测评估人工作业的可行性与便捷性，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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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应用需求，在量化输入、定量计算等方面均在不足。本

标准编制过程方法选定时，需能满足定巡检以及健康监测等不同数据来源的评定

需求。 

（3）填充沉管隧道运养标准空缺 

沉管隧道评定标准方面，目前，已形成了行标：《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

（JTG H12—2015），此规范主要针对钻爆隧道结构的运营养护，拟在构建隧道

养护全流程技术标准，由于粤港澳地区沉管隧道结构形式、环境条件、风险组成

与后果与传统钻爆隧道差异显著，相关评定指标标准在沉管隧道评定中的针对性

不足。除此之外，也形成了广东省地标：内河沉管隧道管养技术规范（DBJ/T 15-

156-2019）、内河沉管隧道水下检测技术规范（DBJ/T 15-146-2018），此两侧

规范主要针对内河沉管隧道的管养与检测，对于以港珠澳为代表的粤港澳地区其

它外海沉管隧道，在服务对象，技术环节上有所区别，故其同样存在针对性不足

问题。沉管隧道评定的数据标准须在评定标准的技术框架基础上编制，由于技术

标准尚未形成，数据标准更为滞后。已经发布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中尚未有针

对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沉管隧道评定的类似标准，本标准需补充、支撑既有规范

体系空缺。 

三、标准框架、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编制原则 

1.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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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规定编写，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标准编写过程中参考了

GB/T 51318—2019《沉管法隧道设计标准》、GB 51201—2016《沉管法隧道施工

与质量验收规范》、JTG 3370.1—2018《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土建工程》、

JTG/T 3371-2022《公路水下隧道设计规范》、JTGT H21-2011《公路桥梁技术状

况评定标准》、DBJ/T 15-156-2019《内河沉管隧道管养技术规范》、DBJ/T 15-

146-2018《内河沉管隧道水下检测技术规范》、DB35/T 1941-2020《公路海底隧

道土建结构养护技术规范》等沉管隧道设计、施工、养护标准。标准条文力求做

到清晰明确，无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或易于产生歧义的表达。 

1.2 适用性原则 

粤港澳三地对于沉管隧道评定存在规范体系、技术标准等不统一，《桥岛隧

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定位为团体标准，是指导和规范沉管隧道结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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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工作的基础性技术文件。基于沉管隧道维养智能化、精细化、预防性理念，

以沉管隧道结构数据在智联平台上实现互联互通为目标，对各层级构件评定信息

进行统一组织与表达，解决沉管隧道评定指标、标准与方法问题，为粤港澳三地

沉管隧道精准、高效与数字化评定奠定基础，提升沉管隧道工程智能维养水平。 

2 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由规范通识、评定方法、技术状况评定、适应性评定、数据标准

与附录 6部分组成，每部分设置不同的章节，共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符号、基本规定、评定方法及分类、技术状况评定、适应性评定、评

定元数据、附录等章节，具体内容如下。 

表 2 标准各章节内容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1 范围 
说明本文件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钢筋混凝土

沉管隧道的技术状况评定、适应性评定及评定数据标准化。 

2 
规范性引用

文件 

列出了本标准的引用文件，包括：JTG/T 3371-01 公路沉管隧

道设计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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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

义、符号 

对该标准中涉及的用来表示概念的和沉管隧道评定相关的名词

进行了定义说明。对沉管隧道评定涉及的数学符号进行统一定

义说明。 

4 基本规定 

规定了评定方法、周期、对象、内容与特殊启动条件等。评定方

法包括技术状况评定和适应性评定；评定周期与检测/监测周期

匹配；对象包括土建结构、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特殊启动条

件包括火灾、地震、海啸、沉船等突发事件与监测数据异常。 

5 
评定方法及

分类 

规定评定方法组成，不同评定方法的评定过程，评定等级分类

和工作流程；评定方法包括技术状况评定和适应性评定，适用

性评定采用分层综合评定与单项控制指标相结合的方式、适应

性评定采用单项控制指标的方法；土建结构评定类别划分为 5

类、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评定类别划分为 4类。 

包括技术状况评定方法、指标、权重与分类标准等。评定方法

包括土建结构分项技术状况值计算总体评分的方法和交通工程

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值计算总体评分的方法；土建结构评定指

标按衔接段、沉管段分别划分为主体结构、接头结构与附属结

构、参照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港珠澳大桥运养技术手册等

提出权重；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按工程实际条件，划分为供配

电设施、通风设施、照明设施等 8 类，参数相关规范与手册，

提出分项权重；结合工程实际运养数据及试算结果，提出技术

状况分级标准。 

6 
技术状况评

定 

主体结构具体包括结构本体与最终接头的本体部分，按病灾损

类别，将评定细化为变形技术状况评定、裂缝技术状况评定、

剥落技术状况评定、混凝土强度劣化技术状况评定、钢材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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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技术状况评定、边界劣化技术状况评定和渗漏水技术状况评定，

结构本体技术状况值为评定结果中的最差值。考虑到沉管隧道

结构制造过程的特殊性，相关指标、标准的取定除参照公路隧

道、沉管隧道相关设施、施工与运营标准外，还参考了建筑结

构、钢结构的评定指标标准。 

接头结构包括止水系统、剪力键、锚具、剪力键垫层、接缝，结

合接头结构变形控制需求、防水功能需求、材料性能需求等特

性，提出评定指标及标准。 

沉管隧道附属结构技术状况评估范围主要包括减光设施、路面

铺装、检修道、排水设施、内装饰、伸缩缝、预埋件、设备用

房、防火设施、风塔、防护设施、中管廓分区隔断。结合附属结

构自身损伤程度、结构部位、损伤运营安全影响，提出评定指

标与标准。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术状况评定的范围应包括供配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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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路隧

道养护技术规范中完好率指标，提出各评定分项的分级标准。 

7 适应性评定 

沉管隧道适应性评定包括接头结构相对变形、通风设施、照明

设施的专项评定。此部分指标标准主要为满足监测数据的快速

高效评定需求而设立，故指标标准以定量形式给出，标准具体

取值结合子课题研究成果而取定。 

8 评定元数据 

应采用评定元数据对沉管隧道评定所包含的信息进行描述，具

体包括评定作业元数据、评定任务元数据、评定结果元数据、

评定报告元数据。 

附录 附录 A-F 

属于规范性资料。包括 6 部分，分别为评定表、评定对象划分

表、评定作业元数据表、评定任务元数据表、评定结果元数据

表、评定报告元数据表。 

 

3 编制依据 

3.1 法律法规 

国家/广东省法律法规和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管理办法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广东省标准化监督管理办法》； 

香港执行的规例或规定有：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空工作实务指南：确保安全作业 2011》； 

——香港特别行政区《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 第 5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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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  Code of Practice on Access for External 

Maintenance 2021。 

澳门执行的规范及标准： 

——澳门特别行政区《道路法典》。 

大湾区标准促进会管理办法有： 

——《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3.2 政策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3.3 相关标准、专著 

（1）规范性引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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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考标准： 

大陆相关参考标准： 

——GB 50010-201（2015版）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144—2019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1201—2016 沉管法隧道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GB 55008—2021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21—2021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T 50476—2019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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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1318—2019 沉管法隧道设计标准 

——GB/T 51446—2021 钢管混凝土混合结构技术标准 

——JGJ 125—2016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JGJ/T 429—2018 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 

——JGJ/T 485—2019 装配式住宅建筑检测技术标准 

——JTG 3370.1—2018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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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G/T 2232-01—2019 公路隧道抗震设计规范 

——JTG/T 2420—2021 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JTG/T 3371—2022 公路水下隧道设计规范 

——JTG/T H21—201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CJJ/T 289—2018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养护技术标准 

——DBJ/T 15-146—2018 内河沉管隧道水下检测技术规范 

——DBJ/T 15-156—2019 内河沉管隧道管养技术规范 

——DB35/T 1941—2020 公路海底隧道土建结构养护技术规范 

——DB32/T 4243—2022 水下隧道结构健康监测技术规程 

——DB/T 29-219—2013 内河沉管法隧道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 

港澳相关参考标准： 

— — BS/GN/048  Guidance Notes on Corrosion Protection of 

Reinforcement in Concrete Highway Structures in Marine Environment 

——HQ/GN/26 Guidelines on Maintenance of Road Tunnels 

——RD/GN/015B Catalogue of Road Defects(CORD) 

——RD/GN/032A Guidance Notes on Road Surface Requirements for 

Expressways and High Speed Roads 

——S/GN/046B Guidance Notes on Design of Road Tunnel Structures 

and Tunnel Buildings to be Maintained by Highway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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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1、首次提出通过制订系列数据标准，实现粤港澳三地不同业务数据标准化

对接、统一三地桥岛隧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映射和数据互联问题的认识，为数字

孪生、大数据驱动、运维业务的高效协同和智能化奠定基础，为粤港澳大湾区乃

至全国交通基础设施智能运维提供标准支撑，促进和推动交通基础设施运维管理

模式革新。 

2、首次以规范标准的方式，系统总结粤港澳三地沉管隧道运营期评定方法

和标准，填补了营运期沉管评定领域的空白。 

3、基于智能运维项目的数据标准化对接需求，针对沉管隧道评定工作的内

容、方法与技术，建立了规范化、标准化的数据模型和元数据表达，为沉管隧道

评定业务数据库的建立、数据智能化处理以及数据输入输出标准化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推动沉管隧道评定工作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慧化模式的跨越。 

4、依托“智能运维项目”研发平台，充分应用项目研发的智能化检测设备、

评估技术、数字孪生技术，通过项目数据云平台和智联平台，实现沉管隧道评定

业务的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理。 

五、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的情况 

1 调研与稿件研讨情况 

自 2021年 08 月起，在本项目正式成立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随即组建了标

准化工作组，明确了组内各成员的职责、任务和分工；同步收集资料，同步收集

资料，广泛参考研究了《沉管法隧道设计标准》、《公路沉管隧道设计规范》、

《公路水下隧道设计规范》、《内河沉管隧道管养技术规范》、《公路隧道养护

技术规范》、《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公

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

二册 机电工程》、《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数据表达通用规则》等规范和文

件，将本标准主要包括沉管隧道评定方法及等级分类、主体结构评定、接头结构

评定、附属结构评定、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评定以及适应性评定等部分进行编写。 

2021 年 9 月-2022 年 05 月，组织编写组成员对沉管隧道的设计、检测、养

护、评定与科研成果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查阅。同时集中开展了国内典型沉管隧

道（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广州珠江隧道、广州洲头咀隧道、宁波甬江隧道、南

昌红谷沉管隧道等）的运营状况、养护与评定技术现场实地现场调研。搜集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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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澳大桥图纸、港珠澳大桥桥梁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标准、运营维护技术手册、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公路桥涵养护规范、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等行业及

地方相关技术规范资料。此外，组织开展了评定方法的调研，了解了沉管隧道养

护评定的现状。 

2022年 06月-2022年 12月，开展了反复多次的会议研讨和共享传阅文本的

讨论，根据意见反馈，将沉管隧道评定工作从沉管隧道评定方法及等级分类、主

体结构评定、接头结构评定、附属结构评定、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评定以及适应

性评定的内容、方法与技术进行了统一的规定；综合评定数据结果，制定了沉管

隧道评定数据元组织和表达的标准，形成了《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

定》初稿。 

2023年 01月-2023年 04月，经主编单位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标

准的内部审查会与编制组内的广泛征求意见，促使本标准在编写格式上日趋规范，

在核心内容方面亦日臻完善和成熟，形成了《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检

测》征求意见稿。 

2 立项情况 

2023年 05月，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发文“关于团体标准立项评

审会的通知”，根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管

理办法（试行）》有关要求及工作计划，为保证立项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组

织召开了团体标准项目的立项评审会，邀请了两岸三地的相关专家完成了对标准

的立项评审。 

2023年 5月，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组织对包含本标准在内的《桥

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等 17 项团体标准召开两岸三地的专家立项评

审会，2022 年 5 月印发了《关于<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等 17 项

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湾促会[2023]5 号），正式批准立项。 

3 征求意见处理情况 

2023 年 09 月，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发文“关于《桥岛隧智能运

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等 4项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的函”，向社会单位和个人公开

征求意见，其中《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共收到单位和个人反馈

意见 91 条，采纳 80 条，未采纳 11 条，具体见附件“《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

管隧道评定》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经多次补充、修订并完善形成了《桥岛隧

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 (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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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09月，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发文“关于《桥岛隧智能运

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等 4 项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的函”，根据文件要求，截止

意见征求截止日期，共收到 11 家单位，20 余人的意见共 91 条，编制组汇总意

见后，逐条进行核对与回复，修改完善了规范稿件。 

2023年 11月，编制组内部在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了线下集中，逐条逐句

讨论了规范内容，并对其中的文字问题、格式问题、表达问题与逻辑问题等进行

了修改与完善，致此形成规范送审稿初稿。 

2024 年 3~4 月，编制组内部多次进行线上内部讨论与整理，逐条逐句讨论

了规范内容，并对其中的文字问题、格式问题、表达问题与逻辑问题等进行了修

改与完善，致此形成规范送终稿。 

4 标准审查阶段 

2024年 4月 28日，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在珠海组织招开了《桥

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等 4 项团体标准项目的技术审查会，邀请陈

宗伟、钟南、丁文其、黄清飞、贺维国、戴兵、区秉光等 7位专家对标准文件进

行了审查，提出了珍贵的修改意见和可行的修改方式。 

2024 年 5 月，编制组内部多次进行线上内部讨论与整理，针对规范审查会

专家意见，进行了逐条修改与回复；在此基础上，编制组从桥岛隧道一体化角度，

对桥梁评定、人工岛评定、沉管隧道评定三册标准进行了系统协调和统一，保证

了规范体系的一致性。 

2024年 6月 3日，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组

织召开了《桥岛隧道智能运维数据 沉管隧道评定》“湾区标准”项目专家审查

会。会议邀请多名专家对标准文件进行了审查，提出了 10 条宝贵的修改意见，

编制组全部采纳了专家意见，并进行了逐条修改。 

5 标准中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 

本标准沉管隧道主体结构、接头结构、附属结构以及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技

术状况评定指标与标准的制定参照现行的 GB/T 51318—2019 沉管法隧道设计标

准、GB 51201—2016 沉管法隧道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JTG H12—2015 公路隧

道养护技术规范、JTG/T 3371-2022 公路水下隧道设计规范、JTG 5210-2018 公

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T H21-201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DBJ/T 15-

156-2019 内河沉管隧道管养技术规范、DBJ/T 15-146-2018 内河沉管隧道水下

检测技术规范、DB35/T 1941-2020 公路海底隧道土建结构养护技术规范、DB32/T 

4243-2022 水下隧道结构健康监测技术规程、DB/T 29-219-2013 内河沉管法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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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等相关文件制定的；沉管隧道适应性评定指标与标准的

制定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2《跨海集群设施服役状态评估及智能维养技术

与装备》中沉管隧道服役状态智能仿真、在线评估与分级预警的研究成果。 

六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情况 

无。 

七、技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沉管隧道标准评定对象遵循可测易测的原则，并与沉管隧道检测标准对应，

保证提及的评定对象相关数据可以获得。评定标准采用规范调研总结，专题研究

攻关等形式获得，保证了标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八、标准对比及采标情况分析 

1 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本标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标准体

系构建原则和要求》以及《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

行）》的指导下制定，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关

系。 

2 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不一致的内容 

已经发布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中，粤港澳三地与沉管隧道评定相关的规范

标准较少，缺乏针对沉管隧道智能运维的数据标准，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不存在不一致的内容，无矛盾冲突。 

3 与港澳标准和技术法规的异同 

港澳标准和技术法规中，尚无针对沉管隧道评定的数据标准。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标准编制过程中没有识别出标准的内容涉及专利。 

十、标准信息变更说明 

无标准名称、编制单位变更的情况。 

十一、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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