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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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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26764—2011《多功能路况快速检测设备》,与GB/T26764—2011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跳车、磨耗、几何数据和逆反射亮度系数的术语和定义(见3.6~3.9);

b) 更改了“组成及功能”(见第4章,2011年版的第4章);

c) 增加了承载车辆公告符合性要求[见5.1.1.1d)];

d) 增加了探地雷达采用一体化结构集成方式与承载车连接的要求[见5.1.1.1e)];

e) 更改了里程测量装置的测量误差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1.2、5.3、6.4,2011年版的5.2、6.5);

f) 增加了路面损坏检测系统技术要求中的三维数据采集方式(见5.1.4.1);

g) 删除了路面损坏识别准确率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2011年版的5.4.2、6.7);

h) 增加了平整度、车辙、构造深度、跳车、探地雷达和逆反射亮度系数检测系统的数据统计方法

(见5.1.5.2、5.1.6.2、5.1.7.2、5.1.8.2、5.1.9.2、5.1.11.2);

i) 增加了构造深度和磨耗检测系统、跳车检测系统、探地雷达检测系统、几何数据检测系统和逆

反射亮度系数检测系统等检测装置和软件的通用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1.7~
5.1.11、5.3、6.9~6.13);

j) 更改了地理位置信息采集装置的测量误差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6.5,2011年版的5.3、6.6);

k) 增加了裂缝最小分辨宽度和路面损坏面积测量误差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6.6);

l) 更改了车辙检测系统的测量相关系数技术要求(见5.3,2011年版的5.6.1);

m)更改了平整度和车辙的测量重复性检验、速度影响误差检验、测量相关性检验的试验方法(见

6.7.3~6.7.5、6.8.3~6.8.5,2011年版的6.8.2~6.8.4、6.9.3~6.9.5);

n) 增加了国际平整度指数(IRI)计算程序,车辙包络线计算模型和跳车计算方法(见附录A、附录

B和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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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交通工程设施(公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大连中睿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中交建筑集团北京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奥科瑞检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市衡正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湖北交投智能检测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河北通华公路材料有限公司、四川京炜交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常成利、车霄宇、巩建、陈洁、张凯、杜赓、毛利建、魏中华、卜凡民、刘福海、周刚、

湛文涛、刘彦涛、钱敬之、荣建、赵彦飞、吴宇凡、杨亚鹏、吕进刚、余文瑞、刘磊。
本文件于2011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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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路况快速检测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功能路况快速检测设备的组成及功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
随机文件和贮存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多功能路况快速检测设备的生产、检验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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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14267 光电测距仪

GB/T16311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GB/T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19953 数码照相机分辨率的测量

GB23254 货车及挂车 车身反光标识

QC/T413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功能路况快速检测设备 multifunctionalhigh-speedhighwayconditionmonitor
可自动检测路面损坏、平整度、车辙、构造深度、磨耗、跳车、几何数据、道路结构内部状况、逆反射亮

度系数、道路前方图像和地理位置等两项及以上路况信息的一体化智能检测装置。
3.2 

路面损坏 pavementdistress
导致路面技术状况或路面使用性能降低的路面裂缝、坑槽等病害的统称。

3.3 
平整度 roughness
导致车辆颠簸的路面表面相对于理想平面的竖向偏差。

  注:以国际平整度指数表示。

3.4 
车辙 rut
路面经汽车反复行驶产生变形、磨损、沉陷后,在行车轨迹上产生的纵向带状辙槽。

  注:以路面横断面最大辙槽深度衡量车辙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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