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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寒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活动中的观测技术要求和观测指标体系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的日常观测工作，也适用于指导已建的公路科学研

究试验路段、加速加载试验观测场站等的观测工作。  

本文件中公路基础设施专指路基路面和桥面铺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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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97-2017 公路交通气象监测设施技术要求、JTT1504 2—2024 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

观测网 第 2 部分：观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定位观测 

在公路沿线选择固定位置的观测路段，设置长期性能观测站点，对各类观测指标进行周期性观测或

实时观测，包括原位观测、暴露观测和干预观测等方式。  

原位观测  

在道路表面和路基路面结构内部原始位置上所开展的长期性能科学观测。  

暴露观察 

通过公路长期性能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自然环境状态下，对路基路面的材料、结构等开展的长期

性能的野外科学观测，以及公路基础设施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的观测。  

干预观测 

    通过人为设定观测条件，实现公路基础设施等寿命周期的野外科学观测。 

周期性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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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间隔一段时间采用仪器设备自动观测、人工观测或设备辅助人工观测的方式，对长期性能观测指

2

标进行观测。  

实时观测    

采用仪器设备持续不断的对某一性能指标进行的自动观测。 

观测方式 

     对观测路段进行的自动观测或人工观测。 

观测精度 

     单位时间内的观测次数。 

4 建设布局与方案 

建设布局 

4.1.1 寒区公路基础长期性能观测网，由寒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点与数据中心两部分构成。 

4.1.2 长期性能观测点应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典型的气候、地质、自然条件布局和设置，具有区域代

表性，兼具考虑灾害易发路段。 

4.1.3 长期性能观测点布局应涵盖各种典型的公路路基路面结构类型。桥隧铺装结构类型等不同领域，

具有领域代表性。 

4.1.4 长期性能观测点的布局应与沿线公路既有的交通监测点、路网监测点设施点统筹规划、合理布

局、科学设置。 

4.1.5 数据中心应分为一级数据中心与二级数据中心两级架构。 

建设方案 

4.2.1 长期性能观测点由观测路段、观测仪器设备以及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组成，并符合以下规定： 

a) 观测路段应严格按照现行标准规范进行设计、施工、避免因质量原因，干扰长期性能观测； 

b) 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由观测房、数据采集系统、数据传输系统和供电系统组成。 

4.2.2 长期性能观测点应制定运行、管理和保障机制，以及数据汇交、共享机制。 

4.2.3 长期性能观测点应组建稳定的观测团队、包括观测人员、研究人员、维护人员和日常管理人员，

观测人员与研究人员的比例不应少于 50％。 

4.2.4 长期性能观测点持续观测不少于 10年。 

长期性能观测点选址 

4.3.1 长期性能观测点应布置在具有区域和领域代表性的路段。 

4.3.2 长期性能观测点包括一般观测点和特殊观测点两类，一般观测点宜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既有公路

路段，特殊观测点应依托新建、改扩建和养护工程进行。 

4.3.3 每个长期性能观测点可由 1 个或者多个观测路段组成，每个观测路段的长度不应少于 500 m，

且不宜大于 2 000 m。 

4.3.4 长期性能观测点应不影响交通安全，且设置清晰的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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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技术要求 

观测内容 

5.1.1 公路路基路面长期性能的主要观测内容应包括路域环境、交通荷载、路况性能、结构力学响应

等信息，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寒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的主要观测内容 

序号  观测内容 

1 路域环境信息 

路域气象信息 

温度、湿度、光照度、降雨量、风速、风向、紫外辐射、总辐

射、大气压力  

结构内部环境信息 

结构内部温度  

结构内部湿度  

2 交通荷载信息 
交通基本信息 

交通量  

交通组成  

车辆轴载信息 车辆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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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况性能信息 

沥青混凝路面路况性能

信息 

路面病害  
坑槽、泛油、拥包、网裂等其他类损坏  

纵向裂缝、横向裂缝和斜向裂缝  

车辙  

平整度  

 

路面抗滑  

摩擦系数  
横向力系数  

摆值  

构造深度  
表面纹理  

铺砂法构造深度  

 

水泥混凝路面路况性能

信息 

路面病害 

破碎板  

裂缝  

板角断裂  

错台  

板底脱空  

平整度  

 

路面抗滑  

摩擦系数  
横向力系数  

摆值  

构造深度  
表面纹理  

铺砂法构造深度  

 

4 

 

结构力学响应信息 

整体结构变形响应信息 

定点弯沉  

10m 弯沉  

 

结构层力学响应信息 

结构层内应力  

结构层内应变  

竖向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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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4

根据观测路段特点和观测需求，开展以下其他观测内容： 

a) 盐渍土地区宜增加路面结构内部及路基内部含盐量观测； 

b) 多年冻土和严寒地区应增加路基内部距路表 2.5m 以下深度范围的温度和湿度观测，以及路域外天

然地表下不同深度位置处的温度和湿度观测，必要时可增加路基冻胀融沉变形、孔隙水压力等观

测； 

c) 高填方路基和沉陷性黄土地基路段宜增加路基稳定性、竖向位移、横向位移指标观测；桥面铺装

应增加与铺装层结构观测位置相对应的梁顶板上部、顶板下部以及梁内部的环境信息与结构响应

信息观测。 

d) 冬季公路路面应增加气象状态观测(干燥、潮湿、积雪、积水结冰)； 

e) 针对具有风险隐患的边坡，还需增加变形、应力应变及水文气象观测。 

观测方法 

5.2.1 应根据具体的观测需要，采用实时观测和周期性观测的方式对观测对象开展原位观测、暴露观测

和干预观测。 

5.2.2 公路路基路面长期性能的主要观测和其他观测内容均应采用原位观测方法进行观测。 

5.2.3 为获取路基路面材料、结构、关键工艺等仅在自然环境作用下的长期服役性能，可在观测路段附

近开展野外暴露观测。 

5.2.4 当需要改变环境、荷载和其他观测条件时，宜采用干预观测。 

观测频度 

5.3.1 根据观测或研究需要，结合观测指标的技术特点，可选择周期性观测或实时观测的方式进行观

测。 

5.3.2 路域环境信息应进行实时观测，观测频率宜为每 10 分钟 1 次。 

5.3.3 交通荷载信息应进行实时观测。 

5.3.4 路况性能信息和整体结构变形响应信息应进行周期性观测： 

a) 观测频率应不少于每年 2 次； 

b) 每年应选择相同月份进行观测，应包含或增加观测路段所在地最不利季节的观测。 

5.3.5 结构层力学响应信息应进行实时观测，采样频率应为 2000 Hz。 

5.3.6 应根据观测指标异常数据情况，必要时需开展补测工作。 

观测手段 

5.4.1 根据观测或研究需要，应采用仪器设备自动观测或人工观测的方式进行观测： 

a) 实时观测应采用设备或传感器进行自动观测； 

b) 周期性观测应采用设备进行自动观测或人工观测； 

c) 对需要定位观测或定点观测的指标，应在观测路段上做好标记，每次应在相同位置进行观测。 

5.4.2 交通荷载信息应采用轴重仪进行自动观测。 

5.4.3 沥青路面的坑槽、泛油、拥包、网裂、纵向裂缝、横向裂缝、斜向裂缝等，水泥路面的破碎板、

裂缝、板角断裂等，应采用人工观测或路面性能检测设备进行自动观测。 

5.4.4 水泥路面错台应采用基准尺法、深度尺法或水准仪（全站仪）法进行人工观测。 

5.4.5 水泥路面板底脱空应采用落锤式弯沉仪法进行自动观测，或采用贝克曼梁弯沉仪法进行人工观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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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车辙应采用激光车辙仪进行自动观测，或采用横断面尺、基准尺等进行人工观测。 

5.4.7 平整度应采用车载式颠簸累积仪、车载式激光平整度仪等进行自动观测。 

5.4.8 摩擦系数应采用横向力系数测试系统进行自动观测，且应同时采用摆式仪进行人工观测。 

5.4.9 构造深度应采用车载式激光构造深度仪进行自动观测，且应同时采用手工铺砂法、电动铺砂仪

等进行人工观测。   

5.4.10 弯沉应采用落锤式弯沉仪进行自动观测。 

5.4.11 冬季公路路面气象状态应启用红外多光谱、视频实景传感器等自动观测仪器进行自动观测，或

采用标尺立杆及水平尺进行人工观测。 

5.4.12 公路边坡的变形、应力应变及水文气象状态，应采用人工观测或卫星导航定位进行自动观测。 

5.4.13 

5

观测设备和传感器应进行以下检定或校准： 

a) 标准观测设备和标准传感器应每年经过省级或市级计量认证部门的检定或校准； 

b) 非标准观测设备和非标准传感器应采取自校的方法进行检定和校准或通过全国组织的统一比

对试验进行校准； 

c) 各类传感器应经过标定获得电信号与物理量的转换系数后方可使用，有条件时应补充开

展传感器与路面的协同标定试验获得电信号与物理量的转换系数。  

6 观测指标体系 

路域环境信息观测指标 

6.1.1 路域气象信息的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和精度要求等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路域气象信息观测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观测精度要求  

温度 ℃ 

1 次/10min 自动观测  气象站  

±0.1℃ 

湿度  %  
±2%(≤80%时)  

±5%(>80%时)  

光照度  Lx  ±0.2%FS  

风速  m/s  
±(0.3+0.03V)m/s  

(V为实际风速)   

风向  °  ±3°  

紫外辐射  W/m
2
  ±5%FS  

总辐射  W/m
2
  ±5%FS  

大气压力  hPa  ±0.3hPa  

6.1.2 路面结构内部环境信息的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和精度要求等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3 路面结构内部环境信息观测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观测精度要求  

结构内部温度  ℃  
1 次/10min      自动观测 

温度传感器  ±0.15 

结构内部湿度  %  湿度传感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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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荷载信息观测指标 

6.2.1 交通荷载信息的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和精度要求等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荷载信息观测指标 

观测内容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观测精度要求  

交通基本信息  
交通量  辆  

    实时观测 

 

自动观测  

 

轴重仪  

/  

交通组成  %  /  

车辆轴载信息  车辆轴重  t  不低于 90%  

6.2.2 交通量应按照附录 A 对车型进行分类得到交通组成。 

路况性能信息观测指标 

6.3.1 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况信息的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等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5 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况信息观测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纵向裂缝、横向裂缝和斜向裂缝  m  

≥2 

次/年观测频度  

自动观测或人工观测  路面性能检测设备  

坑槽、拥抱、网裂等其他类损坏  m
2
  自动观测或人工观测  路面性能检测设备  

车辙  mm  自动观测或人工观测  激光车辙仪、横断面尺、基准尺  

平整度  m/km  自动观测  
车载式颠簸累积仪、车载式激光平整度仪  

摩擦系数  
横向力系数  -  自动观测  横向力系数测试系统  

摆值  BPN  人工观测  摆式仪、数字式摆式仪  

构造深度  

表面纹理  mm   自动观测  车载式激光构造深度仪  

铺砂法构造深度  mm   人工观测  手动铺砂仪或电动铺砂仪  

6.3.2 水泥混凝土路面路况信息的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等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6 水泥混凝土路面路况信息观测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破碎板、板角断裂 m
2
  

≥2 次/年 

    自动观测或人工观测                 

路面性能检测设备 

裂缝  m  自动观测或人工观测  路面性能检测设备  

错台  m  人工观测  基准尺、量尺、水准仪、全站仪  

板底脱空  m
2
  自动观测  落锤式弯沉仪、贝克曼梁弯沉仪  

平整度  m/km  自动观测  
车载式颠簸累积仪、车载式激光平 

整度仪  

摩擦系数  
横向力系数  -  自动观测  横向力系数测试系统  

摆值  BPN  人工观测  摆式仪、数字式摆式仪  

 

构造深度  

表面纹理  mm  自动观测  车载式激光构造深度仪  

铺砂法构造 

深度  mm  人工观测  手动铺砂仪或电动铺砂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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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响应信息观测指标 

6.4.1 结构响应信息中的整体结构变形响应观测指标为弯沉，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等应符

合表 7 的规定。 

表7 整体结构变形响应信息观测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定点弯沉  mm  
2 次/年 自动观测 落锤式弯沉仪 

10m 弯沉  mm  

6.4.2 结构层力学响应信息主要采用传感器进行观测，包括：电阻式传感器、光纤光栅传感器等。采

用电阻式传感器和光纤光栅传感器时的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和精度要求等应分别符合表 8的

规定。 

表8 结构层力学响应信息观测指标 

路面类型 观测指标 单位 采样频度 观测方式 电阻式传感器观测设备 光纤光栅传感器观测设备 
观测精

度 

沥青混凝

土路面 

应力 MPa 

2000 Hz 自动观测 

应力传感器 光纤光栅式土压力计 ±0.03 

应变 με 

沥青应变传感器、混凝土应变

传感器、竖向应变传感器 

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光

纤光栅竖向应变传感器 ±3 

竖向变形 mm 多点位移传感器 分布式光纤应变传感器 ±0.1 

水泥混凝

土路面 

应力 MPa 

混凝土应力传感器、振弦式钢

筋计、应力传感器 
光纤光栅式位移传感器 ±0.03 

应变 με 

电阻式应变传感器、竖向应变

传感器 
光纤光栅式土压力计 ±3 

竖向变形 mm 多点位移传感器 
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光

纤光栅竖向应变传感器 
±0.1 

其他观测指标 

6.5.1 盐渍土地区、多年冻土和严寒地区、高填方路基、沉陷性黄土地基路段、桥面铺装等宜增加其

他观测指标。 

6.5.2 盐渍土地区宜增加路面结构内部及路基内部含盐量的观测，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和精度要求见表 9。 

表9 盐渍土地区含盐量信息观测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观测精度要求  

含盐量  mg/L  1 次/10min  自动观测  盐分传感器  ±2 

6.5.3 多年冻土和严寒地区应增加路基内部距路表 2.5m 以下深度范围的温度和湿度观测，以及路域

外天然地表下不同深度位置处的温度和湿度观测，必要时可增加路基冻胀融沉变形、孔隙水压力等观测。

温度、湿度的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和精度要求等应符合表 3 的规定，冻胀融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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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孔隙水压力等的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和精度要求等应符合表 10 

8

的规定。 

表10 多年冻土和严寒地区的冻胀融沉变形及孔隙水压力等信息观测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观测精度要求 

气象状态 cm 
1 次/1d 人工观测 标杆立尺、水平尺 

±2 
1 次/1min 自动观测 红外多光谱、视频实景传感器 

6.5.4 高填方路基和沉陷性黄土地基路段的稳定性主要采用绝对高程法进行观测，在观测路段附近设

置水准点，通过填方路基上各个测点绝对高程的变化评价路基稳定性。 

6.5.5 冬季公路路面应增加气象状态观测，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和精度要求见

表 11。 

表11 冬季公路路面气象状态观测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观测精度要求 

气象状态 cm 
1 次/1d 人工观测 标杆立尺、水平尺 

±2 
1 次/1min 自动观测 红外多光谱、视频实景传感器 

6.5.6 具有风险隐患的边坡，还需增加变形、应力应变、降雨量、土壤含水率等观测指标，观测指标、

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和精度要求见表 12。 

表12 公路边坡变形、应力应变、降雨量、土壤含水率等观测指标等信息观测指标 

观测指标  单位  观测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观测精度要求  

变形 mm 

实时 

自动观测 

振弦式位移传感器  ±0.03  

应力 MPa 应力应变传感器 
±0.5 

应变 - 应力应变传感器 

降雨量 mm 
1 次/5min 

翻斗式或压电式雨量传感器 ±0.03  

土壤含水率 - 土壤含水率监测传感器 ±0.5 

6.5.7 桥面铺装除了观测铺装层的各类信息外，还应增加与铺装层结构响应观测位置相对应的梁顶板

上部、顶板下部以及梁内部的环境与结构响应信息观测： 

a) 采用传感器观测环境信息和结构响应信息，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和精度

要求等应符合表 3、表 8 的规定； 

b) 当采用应变片观测结构响应信息时，观测指标、观测频度、观测方式、观测设备和精度要求等

应符合表 13 的规定。 

表13 桥面铺装结构层力学响应信息观测指标（应变片） 

路面类型  观测指标  单位 采样频度  观测方式  观测设备  观测精度要求  

桥面铺装  应变  με 2000 Hz  自动观测  应变片  ±1  

7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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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7.1.1 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数据包括工程背景数据、一般观测数据和专项观测数据三大类。各

类数据应包括原始数据、元数据和数据代码，且一一对应。 

7.1.2 原始数据包括周期观测数据与实时观测数据，观测精度应满足 JT/T 1504.2的要求。人工观测

的数据，必要时，应拍照或扫描留存电子文档。 

7.1.3 实时观测的数据应根据标定公式或参数，将电信号转换为可识别的物理、力学数据，并经数据

预处理，形成规范化的原始数据。 

7.1.4 原始数据应具有唯一的数据代码和元数据，原始数据文件应采用数据代码命名。 

 

观测数据处理 

7.2.1 实时观测数据 

a) 对于结构层力学响应数据，应按要求进行数据清洗，选择适宜算法，删除非采样时间段数据，

减少噪声数据，压缩数据存储容量。 

b) 应将原始文件转换成可编辑的数据文件，并将传感器编号、埋设位置与采集数据相对应。 

c) 对于采集过程中保存在一个数据文件中的不同观测指标数据，应按数据分类，分别写入不同的

数据文件。 

7.2.2 周期性观测数据 

周期性观测数据采集后，应在观测现场按下列程序对采集数据进行初步研判，必要时需补充观测。 

a) 与历史观测数据对比，判断是否存在异常数据； 

b) 按 3倍均方差原则，标注可能异常的数据。 

元数据 

7.3.1 寒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应由观测点名称、路段编号、数据集归类、中

文名称、数据代码、观测时间等内容组成，并与数据代码的相关要素保持一致。 

7.3.2 每个原始数据数据集应对应一条元数据信息，元数据为可编辑的数据文件。 

7.3.3 应按照附录表 A.2建立元数据信息。 

数据存储 

7.4.1 原始数据存储 

a) 原始数据包括实时观测数据与周期观测数据两类。 

b) 实时观测的原始文件应传输至二级数据中心，按照在线双备份、离线单备份的策略进行存储。 

c) 对于实时观测的非工程值数据，除满足 7.4.1 a)以外，应将原始文件再转化成工程值数据文

件进行存储。 

d) 周期观测数据存储的内容包括原始记录文件和可编辑数据文件，对于人工记录文件还应包括

拍照或扫描留存的电子文档 

7.4.2 元数据存储 

元数据应与原始数据集一一对应进行存储。 

数据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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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观测点的观测数据应按期汇交至二级数据中心，根据数据汇交协议，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

由二级数据中心向一级数据中心汇交，除结构力学响应信息宜采用邮寄移动硬盘方式进行汇交以外，其

余数据均可通过网络传达。 

7.5.2 原始数据汇交时应确保与元数据清单一致，明确数据文件格式，对于非标准模板数据，还应对

数据文件格式、文件标准，以及数据内容等关键信息进行必要说明。 

7.5.3 数据汇交前，二级数据中心应对所汇交的数据进行核查，核验内容包括数据命名，数据格式以

10

及数量等。 

数据共享 

7.6.1 观测数据分为完全开放共享数据和协议共享数据两种类型。 

7.6.2 数据资源实行统一目录管理。科学数据目录包括公路数据资源目录、开放目录和共享目录。 

7.6.3 数据的使用遵守下列规定： 

a) 依法使用观测数据、不得滥用、非授权使用、未经许可扩散或泄露所获得的观测数据； 

b) 不应直接或以改变数据形式等方式提供给第三方； 

c) 恪守学术道德，遵守知识产权相关规定，在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专著出版等工作中应注明所

使用和参考引用的观测数据编码与来源。 

7.6.4 在进行数据开放共享时，应由用户发出数据申请，经数据汇交方和主管单位审批后，方可获取

使用数据 

7.6.5 涉及交通监测的相关数据共享，按有关规定执行。 

数据安全 

7.7.1 建立数据安全保障制度，应满足 GB/T 22239-2019中二级或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 

7.7.2 建立数据备份机制，应按照在线双备份、离线单备份策略设计，对于核心或关键数据应增加异

地备份机制，以及访问权限控制。 

7.7.3 对保密的数据实行物理上和公共网络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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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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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规范性） 

车型分类表 

A.1 交通荷载信息中的断面日交通量、交通组成和车辆轴重等指标，应根据表 A.1 中的车型分类表进

行数据整理和统计。 

表A.1 车型分类表 

  

车型编号  说明  主要车型及图示 其他车型 

 

1 类  

 

2 轴 4 轮车辆  

 

11 型车  

 

 

 

/ 

 

2 类  

 

2 轴 6 轮及以上客车  

 

12 型客车  

 

 

15 型客车 

 

3 类  

 

2 轴 6 轮整体式货车  

 

12 型货车  

 

 

 

/ 

 

4 类  

 

3 轴整体式货车  

（非双前轴）  

 

15 型  

 

 

 

/ 

 

5 类  

 

4 

轴及以上整体式货车  

（非双前轴）  

 

17 型  

 

 

 

/ 

 

6 类  

 

双前轴整体式货车  

 

112 型  

115 型  

 

 

117 型 

 

7 类  

 

4 轴及以下半挂货车  

（非双前轴）  

 

125 型  

 

  

122 型 

 

8 类  

 

5 轴半挂货车  

（非双前轴）  

 

127 型  

155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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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车型分类表（

12

续） 

  

车型编号  说明  主要车型及图示 其他车型 

9类 
6轴及以上半挂货车 

（非双前轴） 
157 型 

 
 
 
 
 

 
 
 
/ 

 

 

10 类  

 

 

双前轴半挂式货车  

 

 

1127 型  

 

  

1122 型 

1125 型 

1155 型 

1157 型 

 

11 类  

 

全挂货车  

 

1522 型  

1222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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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记录表 

A.2 各类观测数据应按照表A.2的格式建立元数据。 

  

表A.2 观测数据的元数据样式 

  

字段名称 详细内容 

观测点名

称 
需与交通部公布的观测点名称保持一致 

路段编号 观测路段的编号 

桩号 观测路段的实际桩号范围 

数据集归

类 
展示观测指标对应的4级目录结构 

中文名称 
观测点编号+观测点类型(一般G、特殊S)+结构类型+观测指标+时间范围+观测频度(实

时R+周期C) 

数据代码 
编码规则参考GB/T 39908与GB/T 

2260的规定采用两位字母代码作为观测点的归属代码 

摘要 详细说明数据采集位置、采集频率、路面结构信息等 

关键词 填写观测数据涉及的关键词信息，便于检索 

开始时间 年/月/日/  时；分；秒 

结束时间 年/月/日/  时；分；秒 

观测设备 观测数据采用的设备名称、厂家和型号 

数据类型 数据表、图像文件等 

数据生产

者 
提供数据生产者信息 

其他贡献

者 
提供其他贡献者信息 

数据归属

单位 
提供数据归属单位信息 

共享方式 完全共享或协议共享 

数据量(MB

) 
数据存储容量大小 

记录总数 数据条数 

数据联系

人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座机号或手机号 

邮箱 联系人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