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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21年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标准设计编制计划> 的通知》(沪建标 

定〔2020〕771号) 的要求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 ,参考国家和行业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 ,修订了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公路技术状况评定规程》。

2012年上海市发布的《公路技术状况评定规程》DG/TJ08— 

2095—2012,对促进我市公路行业技术进步 ,指导公路养护管理 

工作 ,提升公路养护管理水平 ,发挥了重要作用 。 随着我市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公路养护规模的不断扩大、公路出行需求的迅 
猛发展,《公路技术状况评定规程》许多章节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 
修订 。本次修订总结了 2012年以来上海市公路技术状况检测评 
定的经验 ,吸收了目前先进成熟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在工程化示 
范应用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了上海市公路技术状况检测评定的 
方法、指标体系、模型、参数及有关规定。

修订后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公路技术状况评 
定指标、公路技术状况评定等级、公路损坏分类、公路技术状况检 
测与调查、公路技术状况评定等 7章和 3个附录 。主要修订内容 

如下 :
(1) 将《公路技术状况评定规程》调整为《公路技术状况评定 

标准》。
(2) 增加了路面跳车指数和路面磨耗指数两项技术指标。

(3) 调整了高速公路和水泥混凝土路面有关指标的等级划分 
标准。

(4) 删除了路基损坏类型中路肩边沟不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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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删除了养护规定值的内容。

(6) 部分取消了依据行政级别等级的检测与调查的频率与密 
度划分方式。

(7) 调整了部分评价指标的模型及参数。

(8) 增加了路面自动化检测的有关规定及路面破损率计算 
方法。

(9) 增加了路面跳车计算方法。
(10) 增加了路面弯沉标准值计算方法。

各单位及相关人员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 ,请注意总结经验、 
积累资料  ,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至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3500号尚博金融中心 1号楼 6楼 ; 邮编 :  

200125;E-mail:jgkc@jtw. shanghai. gov. cn),同济大学(地址:上  

海市曹安公路 4800号 ; 邮编 :201800;E-mail:zchen@tongji. edu.   

cn) , 上 海 市 建 筑 建 材 业 市 场 管 理 总 站 ( 地 址 : 上 海 市 小 木 桥 路   

683号 ; 邮编 :200032;E-mail: shgcbz@163. com), 以供今后修订  
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 : 同济大学
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参 编 单 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上海市奉贤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
上海城建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陈   长    姚颖东   武文杰   黄慰里   李天旭
杨震宇   杨璐璐   张   毅   高文堃   俞小玲
夏   平   滕   丽   彭崇梅   韦学健   谢   懿

主要审查人 :朱惠君   王海荣    谢祖平   范筱洁   汪维恒
王一如   李志明

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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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公路养护管理工作  ,科学评定公路技术状况和服 
务水平 ,促进公路技术状况检测和评定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 
制度化 ,修订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各级公路的技术状况评定。

1.0.3  各级公路行政管理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  ,应根据公路技 

术状况评定结果 ,科学编制公路养护规划和计划 ,积极实施预防 
养护 ,应加强对公路技术状况评定工作的监督 ,建立和完善相关 
规章制度 ,提高公路养护管理技术水平。

1.0.4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工作  ,应遵循客观、科学和高效的原  
则 ,积极采用先进的检测和评价手段 ,保证检测与评定结果准确 
可靠。

1.0.5  公路技术状况的检测和评定 ,除按本标准规定执行外 , 尚 
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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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公路技术状况指数   highwaymaintenance qualityindicator

(MQI)

由路基技术状况指数、路面技术状况指数、桥隧构造物技术 
状况指数和沿线设施技术状况指数通过加权计算得出的公路技 
术状况综合评价指标 ,简称 MQI,无量纲 ,百分制。
2.0.2  路基技术状况指数   subgradecondition index (SCI)

根据路段内各种不同类型、程度的路基损坏扣分按规定计算 
的路基技术状况评价指标 ,表证路基的完好程度 ,简称 SCI,无量 

纲 ,百分制。
2.0.3   路面技术状况指数    pavementmaintenance quality index

(PQI)

用于综合评价路面损坏、路面平整度、路面车辙、路面跳车、 
路面抗滑性能、路面磨耗和路面结构强度技术状况的指标 ,简称  

PQI,无量纲 ,百分制。
2.0.4  路面破损率   pavementdistress ratio (DR)

路段内各种不同类型、程度的路面损坏折合面积之和与路面 
调查面积的比值 ,简称 DR, 以百分比(%)计。
2.0.5  路面损坏状况指数   pavementsurfacecondition index (PCI)

根据路面破损率按规定计算的路面损坏状况评价指标 ,表征 
路面的完好程度 ,简称 PCI,无量纲 ,百分制。
2.0.6   国际平整度指数    internationalroughnessindex (IRI)

世界银行1982年在巴西进行大规模的路面平整度试验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项标准化的平整度指数 。采用数学模型以 1/4车(即单 
轮 ,类似于拖车)以规定速度行驶在路面断面上 ,分析行驶距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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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动态反应悬挂系的累积竖向位移量 ,简称 IRI, 以 m/km计。 

2.0.7  路面行驶质量指数   pavementridingqualityindex (RQI)
根据国际平整度指数规定计算的路面行驶质量评价指标 ,表 

征路面的行驶质量或行驶舒适性 ,简称 RQI,无量纲 ,百分制。
2.0.8  路面车辙深度    pavementruttingdepth(RD)

路面经车辆反复行驶产生流动变形、磨损、沉陷后 ,在车行道 
行车轮迹上产生的纵向带状凹槽的深度 ,简称 RD, 以 mm 计。
2.0.9  路面车辙深度指数   pavementruttingdepthindex (RDI)

根据路面车辙深度按规定计算的路面车辙深度评价指标 ,表 
征路面的横向平整程度 ,简称 RDI,无量纲 ,百分制。
2.0.10  路面跳车指数   pavementbumpingindex (PBI)

根据路面纵断面高差按规定计算的路面跳车评价指标 ,表征 
路面的跳车程度 ,简称 PBI,无量纲 ,百分制。
2.0.11  摆值   british pendulum number (BPN)

用摆式摩擦系数测定仪测试路面在潮湿条件下的摩擦系数 
表征值 ,为摩擦系数的 100倍 ,简称 BPN,无量纲。
2.0.12  路面横向力系数   side-wayforce coefficient (SFC)

与行车方向成 20°偏角的测定轮以一定速度行驶时 ,专用轮 
胎与潮湿路面之间的测试轮轴向摩擦阻力与垂直荷载的比值 ,简 
称 SFC,无量纲。
2.0.13   路面抗滑性能指数    pavementskidding resistance index
(SRI)

根据路面横向力系数按规定计算的路面抗滑性能评价指标 , 
表征路面的抗滑能力 ,简称 SRI,无量纲 ,百分制。
2.0.14  路面构造深度   pavementmean profiledepth(MPD)

路面表面骨料间形成的空隙深度 ,简称 MPD, 以 mm 计 。 

2.0.15  路面磨耗指数   pavementsurfacewearingindex (PWI)
根据路面构造深度按规定计算的路面磨耗评价指标 ,表征路 

面的磨耗程度 ,简称 PWI,无量纲 ,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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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路面结构强度系数    pavementstructure strength ratio
(SSR)

路面弯沉标准值与路面实测代表弯沉值的比值  ,简称  SSR, 
无量纲 ,百分制。
2.0.17  路面结构强度指数   pavementstructure strengthindex
(PSSI)

根据路面结构强度系数按规定计算的路面结构强度评价指 
标 ,表征路面结构的整体强度 ,简称 PSSI,无量纲 ,百分制。

2.0.18  桥隧构造物技术状况指数    bridge, tunnel and culvert 
condition index (BCI)

根据路段内所有桥梁、隧道、涵洞的技术状况检查评定等级 
按规定计算的桥隧构造物技术状况评价指标 ,表征桥隧构造物的 
完好程度 ,简称 BCI,无量纲 ,百分制。
2.0.19  沿线设施技术状况指数   traffic-facility condition index
(TCI)

根据路段内各种沿线设施不同类型、程度的损坏扣分按规定 
计算的沿线设施技术状况评价指标 ,表征沿线设施的完好程度 , 
简称 TCI,无量纲 ,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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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指标

3.0.1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应采用公路技术状况指数  MQI和相   
应分项指标———路基技术状况指数 SCI、路面技术状况指数 PQI、 

桥隧构造物技术状况指数 BCI和沿线设施技术状况指数 TCL。

3.0.2  公路技术状况指标体系见图 3.0.2。公路技术状况指数 
MQI和相应分项指标值域为 0~100。

图 3.0.2  公路技术状况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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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等级

4.0.1  公路技术状况分为优、良、中、次、差五个等级 。公路技术 

状况等级划分标准应符合表 4.0.1 的规定。

表 4.0.1  公路技术状况等级划分标准

评定指标 优 良 中 次 差

MQI ≥ 9 0 ≥80 ,<90 ≥70 ,<80 ≥60 ,<70 <60

4.0.2   公路技术状况各分项指标分为优、良、中、次、差五个等 

级 。各分项指标的等级划分标准应符合表 4.0.2 的规定。

表 4.0.2  公路技术状况分项指标等级划分标准

评定指标 优 良 中 次 差

SCI、PQI、BCI、TCI ≥ 9 0 ≥80 ,<90 ≥70 ,<80 ≥60 ,<70 <60

PCI、RQI、RDI、SRI、 
PBI、PWI、PSSI

≥ 9 0 ≥80 ,<90 ≥70 ,<80 ≥60 ,<70 <60

注 :1.  高速公路路面损坏状况指数 PCI等级划分标准 ,“优”应为 PCI≥92,“良”应 
为 80≤PCI<92,其他保持不变。

2.  水泥混凝土路面行驶质量指数 RQI等级划分标准 , “优 ”应为 RQI≥88, 
“良”应为 80≤RQI<88,其他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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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路损坏分类

5.1  路   基

5.1.1  路基损坏分为路肩损坏、边坡坍塌、水毁冲沟、路基构造 

物损坏、路缘石缺损、路基沉降和排水不畅七类 ;各类损坏按损坏 
的严重程度分级  ,共为  18项  。其中  ,路肩损坏包括砂石或土路  

肩、沥青类路肩和人行道、水泥混凝土类路肩和人行道、水泥混凝 
土预制块类(含植草砖)路肩和人行道。

5.1.2  各类(项) 路基损坏的定义、分级指标及计量方法应符合 

表 5.1.2  1 的规定。

表 5.1.2  1  路基损坏类型、定义、分级指标及计量方法

(面积单位 :m2 ;长度单位 :m)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分级指标 计量方法

轻
路肩损坏

重

路肩 (包括人行道 )  上出  
现的各种损坏 ,损坏类型 
应符 合 表  5.  1.  2   2 的 
规定

按面积计量

轻 长度<5 m

中 5 m≤长度≤10 m边坡坍塌

重

路堤、路堑边坡表面松散 
及破碎引起的边坡  坡  面  
局部坍塌

长度>10 m

按处计量

轻 深度<0. 2 m

中 0.2 m≤深度≤0. 5 m水毁冲沟

重

边坡由于雨水冲刷  形  成  
冲沟

深度>0. 5 m

按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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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1. 2-1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分级指标 计量方法

轻
勾缝 损 坏、沉 降 缝 损 
坏、表 面 破 损、钢 筋 外 
露和锈蚀等

中
局部基础掏空、墙体脱 
空、轻度裂缝、鼓肚、下 
沉等

按处计量  ;  
每  10m 计  
1 处  , 不 足   
10m按1处 
计量

路基构造 
物损坏

重

挡墙等圬工体出现 的 表 
面、局部和结构等损坏

整体开裂、倾斜、滑移、 
倒塌等

按处计量

路缘石 
缺损

路缘石缺失或损坏 按长度计量

轻 长度<5 m

中

深度大于 30 mm 的路基 
沉降 0.5 m≤长度≤10 m

按处计量

路基沉降

重
深度大于 30 mm 的路基 
沉降或桥头引道严  重  不  
均匀沉降

长度>10 m 或不符合 
表 5.1.2  3 的规定

按处计量

轻
边沟、排水沟、截水沟、雨 
水进出口、排水管道等排 
水系统存在杂物、垃圾

中

边沟 、排水沟 、截水沟、 
雨水进出口、排水管道等  
排水 系 统 全 截 面 堵 塞 ,  
出现衬砌剥落、破损、圬  
工体破裂 、管道损坏、雨  
水进出口井盖缺损等

按处计量  ;  
每  10m 计  
1 处  , 不 足   
10m按1处 
计量

排水不畅

重

路基排水系统与外  部  排   
水系 统 不 连 通 或 边 沟、 
排水沟、截水沟、雨水进  
出口、排水管道等排水系  
统出现严重损坏

— 按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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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2  路肩损坏类型、定义、分级指标及计量方法

(面积单位 :m2 ;长度单位 :m)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分 级 指 标 计量方法

横坡不适 轻
横坡不大于1%或路肩 
不平整影响排水

沉陷 轻
表面深度大于 30 mm 
的局部凹陷

砂
石
︑
土
路
肩

坑槽 重
表面深度大于 30 mm、 
直径 大 于 100 mm 的  
坑洞

—

按路肩全宽 
度面积计量

轻
龟裂状态明显 ,裂缝区 
有 轻 度 散 落 或 轻 度 
变形

0.2 m<主要块度≤  
0.5 m
主要缝宽≤2 mm龟裂

重 龟裂特征显著 ,裂缝区 
变形明显、散落严重

主要块度≤0. 2 m 
主要缝宽>5 mm

按面积计量

轻 裂缝区缝壁无明显散落
大部分块度>1. 0 m 
主要缝宽≤3 mm

块状裂缝

重 裂缝区缝壁有明显散落
0.5 m<主要块度≤  
1.0 m
主要缝宽>3 mm

按面积计量

轻 裂 缝 壁 无 明 显 散 落 、  
支缝

缝宽≤3  mm
纵、横  
向裂缝

重
裂缝 壁 有 明 显 散 落、 
支缝

主要缝宽>3 mm

按长度计量

轻 坑浅
有 效 坑 槽 面 积 ≤ 
0.1 m2

坑槽

重 坑深
有 效 坑 槽 面 积 > 
0.1 m2

按面积计量

松散 重
表面 集 料 散 失、脱 皮、 
麻面、露骨 ,表面剥落、 
有小坑洞

— 按面积计量

沉陷 重
表面深度大于 25 mm 
的局部下沉

按面积计量

沥
青
类
路
肩
和
人
行
道

波浪拥包 重
波 峰 波 谷 高 差 大 于 
25 mm — 按面积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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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1. 2-2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分 级 指 标 计量方法

泛油 轻
表面沥青被挤出或表  
面被沥青膜覆盖形成  
发亮的薄油层

— 按面积计量

沥
青
类
路
肩
和
人
行
道

翻浆 重
表面出现冒浆、不均匀 
起伏和破裂现象 — 按面积计量

破碎 重
贯穿裂缝将板分割为  
3块及 3块以上 — 按面积计量

轻
板块上只有未贯穿裂  
缝或仅有  1 条贯穿  裂  
缝 ,边缘有碎裂

缝宽≤10 mm纵、横 向 
裂缝及斜  
向  裂  缝 
( 板 角 断 
裂) 重

板块上只有未贯穿裂  
缝或仅有  1 条贯穿  裂  
缝 ,边缘有碎裂、错台

缝宽>10 mm

按长度计量

错台 重
接缝两边出现的高度  
大于 10 mm 的高差 — 按长度计量

接缝料损坏 轻
接缝 内 无 填 料 , 被 砂 
石、土 填 塞 ; 长 度 超 过 
1/3接缝长度

— 按长度计量

水
泥
混
凝
土
类
路
肩
和
人
行
道

坑洞 重
板面出现有效直径大于 
3 cm、深度大于 1 cm 的 
局部坑洞

按面积计量

接缝料散失 轻
接缝料散失深度超过预 
制块厚度的 1/2

按长度计量

预制块松动 轻
预制块松动 , 尚未与周 
边预 制 块 产 生 明 显 高 
度差

—
按预制块  
面积计量

预制块错台 重
预制块与周边预制块  
高度差超过 10 mm

按预制块  
面积计量

预制块跳出 重
整块或破碎预制块跳出 
原路肩和人行道表面 —

按预制块  
面积计量

预制块破碎 重 预制块断裂、破碎 —
按预制块  
面积计量

水
泥
混
凝
土
预
制
块
类
︵
含
植
草
砖
︶
路
肩
和
人
行
道

预制块    
沉陷、隆起 重

局部预制块沉陷、隆起 
超过 30 mm

按预制块  
面积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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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3  桥头引道严重不均匀沉降指标

序号 设计车速 
(km/h)

马鞍型桥头引道沉降纵坡
最大坡差(‰)

错台型桥头引道沉降 
最大错台量(mm)

1 120 ≤5. 0 ≤ 1 2

2 100 ≤7. 5 ≤ 1 5

3 80 ≤11. 5 ≤20

4 60 ≤21. 0 ≤26

5.2  沥青路面

5.2.1  沥青路面损坏分为裂缝类、松散类、变形类和其他类等四  
大类 12小类 ;其中 ,裂缝类损坏包括龟裂、块状裂缝、纵向裂缝、 
横向裂缝等小类 ,松散类损坏包括坑槽、松散等小类 ,变形类损坏  
包括沉陷、车辙、波浪拥包等小类 ,其他类损坏包括泛油、翻浆、修  
补等小类 ;各类损坏按损坏的严重程度分级 ,共为 23项。

5.2.2  各类(项) 沥青路面损坏的定义、分级指标及计量方法应 
按表 5.2.2 的规定。

表 5.2.2  沥青路面损坏类型、定义、分级指标及计量方法

(面积单位 :m2 ;长度单位 :m)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分 级 指 标 计量方法

轻 初期裂缝 ,裂区无变 
形、无散落 ,缝细

0.2 m≤主 要 裂 缝 块 度 
≤0. 5m
平均缝宽<2 mm

中
龟裂的发展期 ,龟裂  
状态明显 ,裂缝区有  
轻度散落或轻度变形

主要裂缝块度<0. 2 m   
2mm≤平均缝宽≤5mm

裂
缝
类

龟裂

重
龟裂特征显著 ,裂块 
较小 ,裂缝区变形明 
显、散落严重

主要裂缝块度<0. 2 m 
平均缝宽>5 mm

按面积计量 ;相 
邻龟裂的 间 距 
小于龟裂 损 坏 
区域的同 向 尺 
寸时 ,应按连续 
面积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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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2.2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分 级 指 标 计量方法

轻 缝细 ,裂缝区无散落 主要裂缝块度>1. 0 m   
1mm≤平均缝宽≤2mm

块状 
裂缝

重 缝宽 ,裂缝区有散落
0.5 m≤主 要 裂 缝 块 度 
≤1. 0 m
平均缝宽>2 mm

按 面 积 计 量 ; 
相邻块状裂缝  
的间距小于块  
状裂缝损坏区  
域的同向尺寸  
时 , 应 按 连 续 
面积计量

轻
缝细 ,裂缝壁无散落 
或有轻微散落 ,无支 
缝或有少量支缝

主要缝宽≤3 mm
纵向 
裂缝

重 缝 宽 , 裂 缝 壁 有 散 
落 ,有支缝

主要缝宽>3 mm

按长度 ×0. 2 m 
计量

轻 缝细 ,裂缝壁无散落 
或有轻微散落

主要缝宽≤3 mm

裂
缝
类

横向 
裂缝

重
缝宽 ,裂缝贯通整个 
路面 ,裂缝壁有散落 
并伴有少量支缝

主要缝宽>3 mm

按长度 ×0. 2 m 
计量

轻 坑浅 ,面积小
坑槽深度<25 mm
或坑槽面积<0. 1 m2

坑槽

重 坑深 ,面积较大
坑槽深度≥25 mm
或坑槽面积≥0. 1 m2

按面积计量 ;相 
邻坑 槽 的 间 距 
小于 坑 槽 损 坏 
区域 的 同 向 尺 
寸时 ,应按连续 
面积计量

轻
路面表面细集料散  
失、脱 皮、麻 面 等 表 
面损坏

松
散
类

松散

重
路面表面粗集料散  
失、脱 皮、麻 面、露 
骨 ,表面剥落

按面积计量

轻 路面局部下沉 ,深度  
浅,行车无明显颠簸感

10 mm≤深度≤25 mm
变
形
类

沉陷

重
路面局部下沉 ,深度 
深 ,正常行车有明显 
颠簸感

深度>25 mm

按面积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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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2.2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分 级 指 标 计量方法

轻 轮迹处纵向带状辙  
槽 ,辙槽浅

10 mm≤深度≤15 mm

车辙

重 轮迹处纵向带状辙  
槽 ,辙槽较深

深度>15 mm

按长度 ×0. 4 m 
计量

轻 波峰波谷高差小 10 mm≤高差≤25 mm

变
形
类

波浪 
拥包 重 波峰波谷高差大 高差>25 mm

按面积计量

泛油 —
沥青路面表面出现  
的薄油层 — 按面积计量

轻 路面出现冒浆现象

翻浆

重
路面出现冒浆现象 , 
并 伴 有 不 均 匀 起 伏  
或破裂

按 面 积 计 量 ; 
相邻翻浆的间  
距小于翻浆损  
坏区域的同向  
尺 寸 时 , 应 按 
连续面积计量其

他
类

修补

裂缝、坑槽、松散、沉 
陷、车辙等损坏的修 
复 ;长 度 大 于 50 m 
的 高 速 公 路 整 车 道  
修 补 或 长 度 大 于 
20 m 普通公路整车  
道 修 补 不 计 为 路 面  
修补损坏

块 状 修 补 按 面   
积 计 算 ; 条 状  
修 补 按 长 度  ×  
0.  2 m 计 量。 
修 补 范 围 内 再   
次 发 生 的 损  
坏 , 应 按 新 的  
损坏类型计算

注 :纵向指与行车方向平行的方向 ,横向指与行车方向垂直的方向 ;按面积计量的 
路面损坏 ,损坏面积指包含单个损坏或按规定连续计量的相邻损坏 ,且边长垂 
直或平行于道路轴线的矩形面积。

5.3  水泥混凝土路面

5.3.1  水泥混凝土路面损坏分为断裂类、接缝类和表层类等三 
大类 11小类 ;其中 ,断裂类损坏包括破碎板、裂缝、板角断裂等小 
类 ,接缝类损坏包括错台、唧泥、边角剥落、接缝料损坏、拱起等小 
类 ,表层类损坏包括坑洞、露骨(包括层状剥落)、修补等小类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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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损坏按损坏的严重程度分级 ,共为 20项。

5.3.2  各类(项) 水泥混凝土路面损坏的定义、分级指标及计量 
方法应按表 5.3.2 的规定。

表 5.3.2  水泥混凝土路面损坏类型、定义、分级指标及计量方法
(面积单位 :m2 ;长度单位 :m)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分级指标 计量方法

轻 未发生松动和沉陷 —破碎 
板 重

板块被裂缝分为 
3块及以上 有松动、沉陷和唧 

泥等现象

按板块面积计量

轻
边缘无剥落 ,一般 
为未贯穿裂缝

主要缝宽<3 mm

中 边缘有碎裂 3mm≤主要缝宽 
≤10 mm

裂缝

重

板块上有未贯穿 
裂缝或仅有 1条 
贯穿裂缝 , 包括 
横向、纵向和不 
规则的斜裂缝等 边缘有碎裂并伴  

有错台出现
主要缝宽>10mm

按长度 ×1. 0 m 
计量

轻 边 缘 无 碎 裂、错 
台 ,填封良好

主要缝宽<3mm

中 边缘有碎裂 3mm≤主要缝宽 
≤10 mm

断
裂
类

板角 
断裂

重

裂缝与纵横接缝 
相交 , 且交点距 
板角小于或等于 
板边长度一半的 
损坏

边缘严重碎裂 主要缝宽>10mm

按面积计量

轻 5 mm≤高差 
≤10 mm错台

重

接缝两边出现的 
高差

高差>10 mm

按长度 ×1. 0 m 
计量

唧泥 板块接缝处有基 
层泥浆涌出

按长度 ×1. 0 m 
计量

轻 板边上的碎裂和  
脱落

中
板边上的碎裂和  
脱落 ,接缝附近水 
泥混凝土有开裂

—

接
缝
类

边角 
剥落

重

沿接缝方向的板 
边碎裂和脱落  ,  
裂缝面和板面成 
一定角度 板边上的碎裂和  

脱落 , 接 缝 附 近 
水泥混凝土多处  
开裂 , 开 裂 深 度 
超过接缝槽底部

—

按长度 ×1. 0 m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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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3.2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分级指标 计量方法

轻
填料老化、不密水 , 尚未剥落脱空 ,未 
被砂、石、泥土等填塞接缝

料损
坏 重 1/3以上接缝出现空缝或被砂、石、土 

填塞

按长度 ×1. 0 m 
计量接

缝
类

拱起 横缝两侧的板体发生明显抬高 高度>10 mm 按拱起所涉及的 
板块面积计量

坑洞 板面出现的局部坑洞 直径>30 mm, 
深度>10 mm

按 面 积 计 量 ; 
相邻坑洞的间 
距小于坑洞损 
坏区域的同向 
尺寸 时 , 应 按 
连续面积计量

露骨
板块表面细集料散失、粗集料暴露或 
表层松疏剥落

按面积计量

表
层
类

修补 —

裂缝、板角断裂、边角剥落和坑洞等损 
坏的修复 ,整板块翻修不计为路面修 
补损坏

— 按面积计量

注 :纵向指与行车方向平行的方向 ,横向指与行车方向垂直的方向 ;按面积计量的路面损 
坏 ,损坏面积指包含单个损坏或按规定连续计量的相邻损坏 ,且边长垂直或平行于道路 
轴线的矩形面积。

5.4  桥隧构造物

5.4.1  桥隧构造物损坏应按桥梁、隧道和涵洞的技术等级确定 。 

5.4.2  桥梁技术等级应采用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梁技术状况  
评定标准》JTG/T H21规定的等级评定方法 ,分为一、二、三、四、 
五类桥梁 ;按座计量。
5.4.3   隧道技术等级应采用现行行业标准《公路隧道养护技术 

规范》JTG H12规定的等级评定方法 ,分为一、二、三、四、五类隧 
道 ;按座计量。
5.4.4  涵洞技术等级应采用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JTG H11规定的等级评定方法 ,分为好、较好、较差、差、危险五  
类 ;按道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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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沿线设施

5.5.1  沿线设施损坏分为防护设施缺损、隔离栅损坏、标志缺 
损、标线缺损和绿化管护不善五类 ;各类损坏按损坏的严重程度 
分级 ,共为 12项。

5.5.2  各类(项) 沿线设施损坏的定义、分级指标及计量方法应 
按表 5.5.2 的规定。

表 5.5.2  沿线设施损坏类型、定义、分级指标及计量方法

(面积单位 :m2 ;长度单位 :m)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计量方法

轻

防撞护栏、防落网、声屏障、中央分隔 
带活动护栏等的局部缺少、损坏 ,防 
眩板的间隔缺损 ;或部件尺寸和安 
装质量达不到规范的技术要求

按处计量
(防 眩 板 每 5 片 缺 
损算 1处)
缺损长度≤4 m

防护设施缺损

重

防撞护栏、防落网、声屏障、中央分  
隔带活动护栏等的成片(块) 缺少、 
损坏或影响安全的结构性损坏 ; 防  
眩板的连续缺损

按处计量
(防 眩 板 每 5 片 缺 
损算 1处)
缺损长度>4 m

隔离栅损坏 隔离栅破损或损坏修复后达不到  
技术要求

按处计量

标志缺损

各种交通标志 (指示标志、警告标   
志、禁令标志、指路标志、里程牌、 
轮廓标、百米标、可变车道标志牌、 
龙门架等) 残缺、位置不当或尺寸   
不规范、颜色不醒目、污染 ,可变信  
息板故障等

按处 计 量 (轮 廓 标 
和百米标每 3 个损 
坏算 1处)

标线缺损 — 标线(含突起路标)缺失或损坏 按长度计量

应 绿 未 绿 
路段

有绿化条件而未绿化的路段 按长度计量绿
化
管
护
不
善

缺株、残桩
行道树有缺株 ,乔木残桩未及时清 
除或行道树严重歪斜 ,歪斜角度大 
于 15°

按株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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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5.2

损坏类型 分级 定义 计量方法

树 穴 盖 板 
缺损

树穴盖板缺失或损坏 按处计量

绿地不整洁 树木、花草有枯萎未清理 , 绿地内 
有垃圾、杂物

绿 化 带 整 
修不善 — 绿化带未及时修剪或未按要求修剪

按面积计量

轻 绿化 遮 挡 影 响 里 程 牌、百 米 标 的 
视认

按处计量
(百 米 标 被 遮 挡 每 
5个算 1处)

绿
化
管
护
不
善

遮挡

重
绿化遮挡正常行车视线或影响交通 
标志的视认(里程牌、百米标除外)

按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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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路技术状况检测与调查

6.1  一般规定

6.1.1  公路技术状况检测与调查应包括路基、路面、桥隧构造物 
和沿线设施四部分内容。

6.1.2  路面检测应包括路面损坏、路面平整度、路面车辙、路面 
跳车、路面抗滑性能、路面磨耗和路面结构强度七项指标 。其中 , 
路面结构强度为抽样检测指标 ,不参与 PQI评定。
6.1.3  非机动车道路面检测可按照四级公路相关规定执行。

6.1.4  桥隧构造物调查应包括桥梁、隧道和涵洞三类构造物。

6.1.5  公路技术状况检测与调查应以 1000 m 路段为基本检测 

(或调查) 单元  ,  统称为检查单元  。检查单元应按整千米桩号分  
段 ;检查路线两端非整千米且大于或等于 100 m 的路段宜作为单 

独的检查单元 ,非整千米且小于 100 m 的路段可并入相邻的检查 

单元 ;桥梁、隧道、涵洞应归入其中心桩号所在的检查单元 。在路 
面类型、交通量、路面宽度和养管单位等变化处 ,检测单元的长度 
可不受此规定限制。

6.1.6   国道、省道以及四车道及以上(含非机动车道) 双向分道 

行驶的路段 ,应以道路轴线为界 ,按上行方向(桩号递增方向) 和 
下行方向(桩号递减方向)划为不同的检查单元 ;其他路段可不分 
上、下行 ,按全断面划分检查单元。

6.2  路基技术状况检测与调查

6.2.1  路基技术状况可采用人工调查或自动化检测方式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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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

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

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25614020402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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