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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2024]24号下达的 2024年度

团体标准计划项目之一，由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提出并归口，河北

省北斗导航位置服务有限公司牵头起草。 

计划号：GLAC2024-02 

计划名称：基于北斗的大跨度桥梁结构安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计划周期：2024 年 11 月～2025 年 6 月 

计划采标程度：无 

1.2 制定背景 

桥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承担着连接城市和地区、促进交

通流动的重要功能。我国作为全球桥梁建设的重要领军国家，近年来

在大跨度桥梁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已

成功建成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跨度桥梁，包括苏州长江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上海东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等。近年来，国家对

于桥梁建设、安全监测等非常重视，国家有关部门密集制定了有关政

策文件，如交规划发【2020】75 号文《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安委【2020】3 号文《全国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交公路发【2020】127 号《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

步提升公路桥梁安全耐久水平的意见》、交规划发【2021】82 号文《交



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等，对推进公

路桥梁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实现大数据在运营管理、安

全应急、信息服务等应用，达到特殊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全面覆盖

等提出了明确的规划和要求。 

近年来，随着北斗技术的不断深入应用，与物联网、大数据等先

进技术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了桥梁结构形变监测的智能化水平，

为桥梁的安全运行提供更加全面、精准的保障。如四川九洲北斗导航

与位置服务有限公司已为绵阳市主城区内的 22 座桥梁加装安全监测

系统，其中最多的一座桥加装了近千个传感器。由此采集到的信息，

是这个行业发展中宝贵的数据财富。其他如江苏 S226 射阳千秋大桥、

G204 泰东河大桥、S232 尖湖大桥已应用了包含北斗技术的安全监测

系统。因此，基于北斗的桥梁结构监测系统具有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 

1.3 起草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组 

标准计划下达后，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北斗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组织成立标准起草组，由河北省北斗导航位置服务有限公司牵头负责，

标准编写过程中按需补充有关单位和人员。组成及任务分工如下。 

起草单位主要包括：×××、×××、×××。 

起草人员主要包括：×××、×××、×××。 

任务分工为：牵头单位及主要起草人负责标准内容大纲制定、资

料收集分析、技术参数的确定以及标准条款的编写等工作。其他参编

单位主要负责意见收集整理、标准化格式、国内外相关技术与标准资



料翻译研究以及企业生产实践等工作。 

2）起草阶段 

2024 年 11 月—2025 年 0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充分调研国内外

技术和标准现状，完成标准草案稿，随后在编制组内部对标准草案稿

的技术内容进行多次组的会议讨论； 

2025 年 03 月，形成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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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编写，紧密结合工程任务实践，

注重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2 标准确定依据 

2.2.1 标准化对象和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北斗的主跨长度超过 100m 大跨度桥梁结构安

全监测系统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系统构成、北斗定位子系统、

传感器子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子系统、数据存储与处理子系统及数

据预警与结构评估子系统。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或在役的大跨度斜拉桥、悬索桥、拱桥以及梁

桥等。 

2.2.2 标准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建立实时、高效的桥梁安全监测系统



已成为目前代表工程应用研究水平的标志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应用正逐步成为推动行业技术创新和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力量。凭借其

高精度、高可靠性和多频段等优势，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提升了工

程测量的精度与效率，更为工程监测、安全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通过在桥梁结构上安装传感器，实时监测桥梁的振动、位移、

应力应变等数据，并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行监测和分析，确保桥

梁的安全运行。目前我国很多省份的桥梁设施已经实现了与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的融合应用，其技术方案和相关的技术水平也已经相对成熟。 

本标准项目立项后，标准起草工作组调研分析了大量的桥梁+北

斗实际应用案例材料，对相关的技术和参数进行了详细的比对分析，

并组织相关的桥梁施工企业、桥梁运营管理单位、北斗系统设计单位

及相关设备供应企业进行了多次的会议研讨，确定了标准的内容架构

和主要技术指标等。 

三、标准的主要内容、技术论证与效果 

3.1 标准正文结构 

该标准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

系统构成、北斗定位子系统、传感器子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子系统、

数据存储与处理子系统、数据预警与结构评估子系统共 10 个章节，

如下图所示。 



 
3.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该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体要求、系统构成、北斗定位子系

统、传感器子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子系统、数据存储与处理子系统、

数据预警与结构评估子系统。 

第 4 章总体要求是从整个监测系统的维度提出了相关的技术要

求，包括各子系统软硬件的运行、监测系统应具备的整体性能等。 

第 5 章系统构成提出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北斗定位子系

统、传感器子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子系统、数据存储与处理子系统

及数据预警与结构评估子系统，并分别对各子系统的组成进行了解释

和说明。 

第 6 章北斗定位子系统提出相关设备的数据传输要求、电源要求

及特殊情况下的定位中断时间等。 

第 7 章传感器子系统提出了传感设备的布置要求、选型要求、工

作环境要求及布设的相关要求。 

第 8 章数据采集与传输子系统提出数据采集方式的设计、采集网

络的设计、采集设备的误差及数据采集和传输应满足的相关要求。 



第 9 章数据存储与处理子系统从保证数据的整体性和安全性角

度提出异常数据、结构响应分析延迟、数据加密、异地容灾备份等相

关要求。 

第 10 章数据预警与结构评估子系统提出了应具备的功能要求，

实时监测应包括的数据要求、监测预警阙值的设置要求等。 

3.3 预期效果 

桥梁结构北斗安全监测系统的应用实施，可以有效帮助相关主管

部门优化维护计划和资源分配，实现精细化管理的目标，促进我国桥

梁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桥梁结构北斗安全监测系统的应用实施，可

以做到实时监测桥梁的结构变化和运行状态，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和

缺陷。通过使用各种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可以获得桥梁各关键参数的

实时数据变化趋势，根据这些数据来分析桥梁的结构健康状况，并提

供预警信息。帮助相关部门采取及时的维修和加固措施，减少因桥梁

失效而导致的交通中断和人员伤亡事故。 

四、采用国际标准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为自主制定项目，标准未引用国际或国外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不存在抵触之处，技术要求不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要求，且与相

关标准协调。 

六、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七、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后，颁布之日即实施。同时在标准实施中及时在

行业内及相关单位开展标准的宣贯，使相关单位能够学习并应用本标

准，并结合实际应用需求贯彻实施标准。 

八、标准编制过程中的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其他应与说明的事项 

9.1 标准名称的调整 

本标准不涉及。 

9.2 采标程度的调整 

本标准不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