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CCS

93.080.20 

P 66

 14
山    西    省    地    方    标    准

DB 14/T 3162—2024

公路地质灾害北斗监测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Beidou monitoring of highway geological disasters



2024 - 10 - 08 发布                                     2025 - 01 - 08 实施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 14/T 3162—2024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基本规定 ........................................................................... 2

5  北斗基准站、北斗监测站选址与建设 ................................................... 3

6  北斗监测设备选型 ................................................................... 3

7  监测分级 ........................................................................... 4

8  监测项目与技术要求 ................................................................. 5

9  数据存储与解算分析 ................................................................. 7

10  数据分析与成果报告 ................................................................ 8

附录 A（资料性）典型公路地质灾害测点布置方式 .......................................... 10



DB 14/T 316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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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3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交通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山西省智慧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军、孙志杰、杨烜宇、熊威、赵紫阳、郭俊凯、孟利强、陈毅、刘亚明、薛 

新亮、王闫超、张必昌、李秀珍、郝耀虎、姚广、赵晓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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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地质灾害北斗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地质灾害北斗监测技术的应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 

北斗基准站、北斗监测站选址与建设、北斗监测设备选型、监测分级、监测项目与技术要求、数据存储 

与解算分析、数据分析与成果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北斗监测技术开展公路地质灾害的监测，其他行业地质灾害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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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8314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4011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6  工程测量规范

GB 50497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DZ/T 0221  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

DZ/T 0261  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详细调查规范（1:50000） 

JGJ 8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JTG D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BD 420009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测量型接收机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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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公路地质灾害  highway geohazards

在自然或人为因素作用下，发生在公路基础设施（路基、路面、桥梁、隧道、服务区等）范围内， 

或可对公路基础设施造成影响或形成隐患的地质灾害，如滑坡、崩塌、泥石流、沉陷与塌陷等。

3. 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由我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组成，可在 

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3. 3

北斗变形监测  Beidou deformat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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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北斗卫星系统的定位功能，对地表及建（构）筑物重点部位的三维形变进行实时或周期性观测 

的测量工作。

3. 4

北斗监测系统  Beidou monitoring system

利用北斗自动监测设备对监测点位进行连续自动测量、数据传输和处理的监测网络。由若干个北斗 

监测站、北斗基准站、一个监测中心和数据通信系统构成。

3. 5

北斗基准站  Beidou base station

在位置坐标已知点上架设高精度北斗观测设备、通信终端等设备，并在一定时间内连续观测、记录 

北斗卫星信号，将数据传输给数据处理中心或经处理后直接播发差分改正数据的设施。

3. 6

北斗监测站  Beidou monitoring station

在待测站点架设高精度北斗观测设备、通信终端等设备，通过接收北斗卫星信号，从而获取监测站 

点位置信息的地面站。

3.7
相对定位  relative positioning

利用一个北斗基准站提供的误差改正数据来实时修正多个监测站定位信息的监测技术，可以通过 

延长相对定位的时间，实现毫米级定位。

4  基本规定

4. 1     公路地质灾害监测采用北斗监测系统与其他监测手段相结合，建立完备的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保 

证监测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为工程建设、管理和养护提供依据。

4. 2     公路地质灾害北斗监测技术流程如下：

a)  现场勘察、调研，制定监测方案；

b)  布设基准站和监测站，搭建监测系统；

c)  数据分析，编制监测报告，紧急情况下应提供及时告警。

4. 3     公路地质灾害监测前应根据公路工程地质灾害特点编制监测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a)  监测目的、监测项目；

b)  监测方法、监测点的平面布置；

c)  监测仪器设备与精度、监测周期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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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监测工作量、监测实施细则与信息反馈制度等。 
4,4   公路地质灾害北斗监测关键技术要求：

a)  应采用相对定位技术；

b)  平面坐标系统及水准高程系统宜与设计和施工等阶段的控制网坐标系统相一致。

4.5   监测周期和频次应根据原场地地基、公路建(构)筑结构型式及地质灾害特点确定，并符合下列规 

定：

a)  监测时间间隔宜先短后长，发现监测量变化较大时，应加密观测频次；

b)  监测过程应保证监测数据的连续性、有效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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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互有关联的监测项目，宜在同一时间段进行观测。

4,6   监测工作应按照规定格式记录、整理、汇总各类数据，及时分析并报告监测结果。

4. 7    监测过程中应定期现场巡查，发现有影响工程安全的情况应及时上报相关单位，对形变异常部位 

应及时现场核查，确保监测信息准确有效。

5  北斗基准站、北斗监测站选址与建设

5. 1     北斗基准站选址

5.1.1  北斗基准站应选在地基稳定、场地稳固的地点，年平均沉降和水平位移均小于 3 mm。

5.1.2  北斗基准站应视野开阔，视场内障碍物的高度不宜超过 15°。

5.1.3  北斗基准站应远离卫星信号干扰源，例如，高压线塔、微波站、通讯塔、湖面等。

5.1.4  北斗基准站应使用已知点或与高等级北斗控制网联测确定基准点坐标信息。

5.1.5  北斗基准站应定期与高等级国家控制网点联测，判断基准点是否发生位移。 

5.2   北斗监测站选址

5.2.1  北斗监测站点位选定应方便观测、加密和扩展，每个监测站宜有 1 个通视方向。

5.2.2  北斗监测站点位应对空开阔，高度角在 15°以上的范围内，应无障碍物。

5.2.3  北斗监测站点位周围不应有强烈干扰接收卫星信号的干扰源或强烈反射卫星信号的物体，距大 

功率无线电发射源宜大于 200 m，距高压输电线路或微波信号传输通道宜大于 50 m。

5.2.4  北斗监测站应选取公路地质灾害代表性特征点处进行布设。 

5.3   北斗基准站和北斗监测站建设内容

5.3.1  北斗观测墩

a)  观测墩应安装强制对中标志，并严格整平，墩外壁或内部应加装（或预埋）适合线缆进出硬制 

管道（钢制或塑料），起保护线路作用；

b)  观测墩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现场浇铸；

c)  选点与埋石结束后，应提交北斗观测墩建设竣工报告。

5.3.2  防雷设施

a)  防雷设施建设避雷点应在固定机箱上，避雷针与机箱顶部连接，通过地脚螺栓以避雷针连接在 

一起；

b)  防雷设施建设天线电缆接入设备前应加装天馈浪涌保护器，所有感应雷设备应接入防雷地网。

5.3.3  供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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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供电设施建设应优先采用市电供电，条件受限时可采用太阳能加蓄电池的方式供电。蓄电池均 

用地埋箱做好保温、密封、防水处理；

b)  供电设施建设应根据当地的纬度设计最适合的太阳能支架角度，大约为 45°,支架紧靠观测 

墩朝向南方。

6  北斗监测设备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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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北斗接收机符合下列规定：

a)  北斗接收机一般包括：天线、数据处理模块和无线通信模块；

b)  接收机应具备设置功能，设置功能包括设置北斗数据采样间隔、截止高度角、通信参数及接入 

网络 RTK  等，并能支持流动站和基准站工作模式；

c)  接收机应具备显示功能，显示信息应包括电源状态、天线状态、通信状态等；

d)  接收机应具备北斗数据采集与传输功能：

1)  作为基准站的北斗监测设备应具有网络接口、串行接口和 10 MHz 频标接口；

2)  数据接口应包括有线串口和无线通信接口。

e)  接收机应具有数据存储功能：

1)  接收机应具有连续存储不少于 86400 个观测历元原始观测数据的存储空间；

2)  接收机在非正常断电时，应具有数据保存功能；

3)  接收机的通道数与跟踪能力的要求符合 BD 420009 中 4.6.2 的规定。 

6.2   北斗接收机标称精度应优于 5 mm + 1 ppm。

7  监测分级

7. 1     一般规定

7.1.1  在公路地质灾害监测前，应根据灾害发育程度及危害等级确定监测等级，参见 GB/T 40112 中

4.7 的规定。

7.1.2  在公路地质灾害监测过程中，应随着监测条件的改变及时变更监测等级。

7. 2     公路地质灾害危害等级

公路地质灾害危害等级按照表 1 进行划分。

表1  公路地质灾害危害等级划分表

危害等级
评价要素

Ⅰ级 Ⅱ级 Ⅲ级

经济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500 万元或 

间接经济损失＞5000 万元

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 ~ 500 万元或 

间接经济损失 500 万 ~ 5000 万元

直接经济损失＜100 万元或 

间接经济损失＜500 万元

人身安全 威胁人数＞100 人 威胁人数 10 人 ~ 100 人 威胁人数＜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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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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001106154006165

https://d.book118.com/907001106154006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