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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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XXX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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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路边坡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边坡监测技术规范的总则、监测项目及要求、监测网点布设、变形监测、应力监

测、地下水监测、自动化监测、监测期限及频率、监测预警和监测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建设期和运营期边坡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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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6 岩土工程仪器基本参数及通用技术条件

GB/T 21029 岩土工程仪器系列型谱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689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JGJ 8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033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路边坡监测 monitoring of highway slope

在公路工程建设或运营阶段，采用现场巡检、仪器监测等方法和手段，获取和反映监测对象的安全

状态、变化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信息，并进行分析、反馈的工作。

4 总则

4.1 一般规定

4.1.1 公路边坡监测应根据监测等级开展工作，监测等级划分应符合 4.3.1 的规定。

4.1.2 公路边坡监测步骤应包括现场踏勘、收集资料、制订监测方案、监测点设置与验收、设备、仪

器校验和元器件标定、现场监测、监测数据的处理、分析及信息反馈、编制阶段性监测报告、编制监测

总结报告。

4.1.3 有条件时宜采用自动化监测。

4.2 监测方案

4.2.1 监测方案编制前，收集的资料应包括边坡工程地质勘察文件、边坡支护设计文件、边坡施工方

案及组织设计、边坡监测范围内地下管线及地形图、边坡监测范围内建（构）筑物年代、基础和结构形

式及其他相关资料。

4.2.2 监测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及周边环境条件、监测目的、依据、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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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测斜、支挡结构纵深弯矩等光滑的变化曲线，如果曲线上出现明显的折点，也要进行报

警处理。

12.2 监测预警值

12.2.1 变形监测、地下水监测项目预警值应由累计变化量和变化速率共同控制。

12.2.2 应力监测项目预警值应由荷载设计值或构件承载力设计值控制。

12.2.3 边坡监测预警项目及预警值应根据设计单位要求确定。

12.2.4 边坡周边环境监测预警项目及预警值应根据环境对象主管部门要求确定。

12.2.5 对邻近破旧建筑物，其监测预警值应根据危房鉴定标准由相关部门确定。

13 监测成果

13.1 一般规定

13.1.1 现场监测记录应包括外业观测记录和现场巡检记录。

13.1.2 监测技术成果应包括监测报表、阶段性监测报告和监测总结报告。

13.1.3 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信息反馈宜采用专门的数据处理与管理软件，实现监测数据采集、处理、分

析、查询和管理的一体化，以及监测成果的可视化。

13.2 监测成果文件

13.2.1 监测报表宜包括当日天气情况、报表编号、边坡里程桩号及现场施工情况、仪器监测项目的本

次测试值、本次变化量、累计变化量、变化速率等必要时绘制有关曲线图、现场巡检的记录、对监测项

目应有正常或异常、危险的判断性结论、对仪器监测达到或超过预警值的监测点应有报警标识，并有分

析和建议、对现场巡检发现的异常情况应有详细描述、危险情况应有报警标识。

13.2.2 阶段性监测报告应包括相应阶段的气象、周边环境、边坡施工概况及施工进度、相应阶段的监

测项目及监测点布设图、相应阶段的现场巡检信息、监测数据的整理、统计及监测成果的过程曲线、各

监测项目监测数据的变化分析、评价及发展趋势预测、监测报警情况及施工处理措施及相关建议。

13.2.3 监测总结报告应包括边坡工程概况、监测目的、依据、项目与要求、过程、设备、方法、网点

布设、期限、频率、预警值、各监测项目全过程的发展变化分析及整体评述、工作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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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　土压力监测宜采用土压力计（盒）。
	8.2.2　土压力计（盒）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8.2.3　采用振弦式压力计（盒）时，土压力值按式（2）计算:

	8.3　孔隙水压力监测
	8.3.1　孔隙水压力监测宜采用孔隙水压力计。
	8.3.2　孔隙水压力计满量程宜大于静水压力和预估超孔隙水压力之和的2倍，精度不宜低于0.5 %F·S，分辨率不
	8.3.3　采用振弦式孔隙水压力计时，孔隙水压力值按式（3）计算：

	8.4　支挡结构应力监测
	8.4.1　支挡结构应力可采用安装在结构内部或在表面安装埋设的应力计或应变计来测定。
	8.4.2　应力计或应变计可采用振弦式传感器，量程不宜低于设计值的2倍，分辨率不宜低0.2 %F·S，精度不宜低
	8.4.3　支挡结构应力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8.4.4　采用振弦式应力计时，按式（4）计算主筋应力；采用振弦式应变计时，按式（5）计算测点处混凝土应力：


	9　地下水监测
	9.1　一般规定
	9.1.1　地下水监测宜包括地下水位监测。
	9.1.2　地下水监测孔的布设，应控制监测边坡监测范围内的地下水分布。

	9.2　地下水位监测
	9.2.1　地下水位监测宜采用钻孔内设置水位管的方法测试，可采用测绳、水位计、压力表等进行量测。
	9.2.2　地下水位监测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9.2.3　地下水位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9.2.4　水位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0　自动化监测
	10.1　一般规定
	10.1.1　公路边坡监测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宜采用自动化监测：
	10.1.2　自动化监测系统宜包括监测仪器设备、数据自动采集系统、传输系统，存储管理系统及实时发布系统等。
	10.1.3　自动化监测系统设计宜包括监测仪器的布设方案以及监测仪器现场保护方案、监测仪器的技术指标、要求及设备选

	10.2　监测仪器设备及布设
	10.2.1　静力水准自动化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0.2.2　全站仪自动化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0.2.3　裂缝、水位、应力，以及水、土压力类传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0.3　数据自动采集和传输系统
	10.3.1　数据自动采集装置应具有电源管理，电池供电和掉电保护功能，蓄电池供电时间不应少于3d；应具有选测、按设
	10.3.2　数据传输系统采用开放的通信协议和标准数据传输方式，数据传输宜采用有线传输方式，有线传输难以实现时，可

	10.4　数据存储管理及实时发布系统
	10.4.1　数据存储管理及实时发布系统应具备数据实时发布和定时发布的功能，并能进行数据异常情况下自动报警或故障显
	10.4.2　边坡自动化监测数据异常时，应采用多重分级预警，第一时间以短信、传真、广播等形式通知用户。

	10.5　系统供配电及防雷设计
	10.5.1　自动化监测系统设备宜采用两回交流电源供电，并应配备不间断电源（UPS）。
	10.5.2　自动化监测系统供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10.5.3　自动化监测系统宜采取防雷及接地措施，防雷、接地设计应符合GB 50343、GB 50057和GB 5


	11　监测期限及频率
	11.1　一般规定
	11.1.1　公路边坡监测工作应贯通于边坡工程施工全过程，监测期限宜从边坡工程施工前开始，直至变形趋于稳定后结束。
	11.1.2　公路边坡监测频率的确定应能及时、系统地反映边坡及支护结构，周边环境的动态变化过程宜采用定时监测，必要

	11.2　监测期限
	11.2.1　挖方边坡监测期限应根据监测等级确定，一级监测项目监测期限宜至边坡工程交工后不少于2年，二级监测项目监

	11.3　监测频率
	11.3.1　边坡监测频率应综合考虑监测等级、施工阶段、周边环境、自然条件变化和当地经验确定。当监测对象相对稳定时


	12　监测预警
	12.1　一般规定
	12.1.1　公路边坡监测应确定监测预警项目及预警值，当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时，应及时通告后出具书面报告。
	12.1.2　监测预警项目选择及预警值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2.1.3　公路边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进行危险报警，并应对边坡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中的保护对象采取应急措施

	12.2　监测预警值
	12.2.1　变形监测、地下水监测项目预警值应由累计变化量和变化速率共同控制。
	12.2.2　应力监测项目预警值应由荷载设计值或构件承载力设计值控制。
	12.2.3　边坡监测预警项目及预警值应根据设计单位要求确定。
	12.2.4　边坡周边环境监测预警项目及预警值应根据环境对象主管部门要求确定。
	12.2.5　对邻近破旧建筑物，其监测预警值应根据危房鉴定标准由相关部门确定。


	13　监测成果
	13.1　一般规定
	13.1.1　现场监测记录应包括外业观测记录和现场巡检记录。
	13.1.2　监测技术成果应包括监测报表、阶段性监测报告和监测总结报告。
	13.1.3　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信息反馈宜采用专门的数据处理与管理软件，实现监测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查询和管理的一

	13.2　监测成果文件
	13.2.1　监测报表宜包括当日天气情况、报表编号、边坡里程桩号及现场施工情况、仪器监测项目的本次测试值、本次变化
	13.2.2　阶段性监测报告应包括相应阶段的气象、周边环境、边坡施工概况及施工进度、相应阶段的监测项目及监测点布设
	13.2.3　监测总结报告应包括边坡工程概况、监测目的、依据、项目与要求、过程、设备、方法、网点布设、期限、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