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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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鼎捷路

桥工程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交投通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华龙

公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柯、马艳丽、郭阿楠、宋元新、曹罡、杨雪冬、李鹏、徐兰钰、娄艺苧、邢

晋、姜健峰、王麟、刘士远、卢明、韩娟、向路、张议文、张洪亮、孙程、徐小鹏、郭蓥蓥、韩笑雪、

潘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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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定义、技术要求、设置要求、供电系统和智慧化养护等。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扩建智慧高速公路建设，以及高速公路智慧化提升改造建设。其它等级公路、

城市道路智慧化建设与改造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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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1  电子电工产品环境试验  第 1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  电子电工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3  电子电工产品环境试验  第 3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方法 

GB/T 2423.10  电子电工产品环境试验  第 10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2423.17  电子电工产品环境试验  第 17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a：盐雾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T 18833  道路交通反光膜 

GB 23826  高速公路 LED可变限速标志 

GB/T 23827  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GB/T 23828  高速公路 LED可变信息标志 

GB/T 24716  公路沿线设施太阳能供电系统通用技术规范 

GB/T 30699  道路交通标志编码 

GB/T 31446  LED主动发光道路交通标志 

GB 35114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 

GB/T 37025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GB/T 39857  光伏发电效率技术规范 

GA/T 484  LED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GA/T 652  公安交通管理外场设备基础设施施工通用要求 

JTG 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T 495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质量检验抽样方法 

JT/T 597  LED车道控制标志 

JT/T 817  公路机电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JTG/T 3381-02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 

JTG/T 367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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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高速公路 

应用现代通信、数据采集、智能传感、物联网、云计算、高精地图等技术，感知并融合车、路、环

境、事件等多源数据信息，在路侧设施或云平台在线计算、制定并实时发布交通安全预警、交通流调度

和路径诱导等策略，从而为人工驾驶车辆和自动驾驶车辆提供服务的高速公路。 

3.2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 

设置于智慧高速公路，具有网络通信、智能传感等设备，与车、路、环境、事件等多源数据信息及

云平台进行连接，能够上传、接收并实时发布数据信息，最终实现表达交通诱导信息功能的交通标志。

按功能分为禁令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警告标志；按内容显示方式分为静态信息诱导标志和可变

信息诱导标志；按光学特性分逆反射标志、照明标志和发光标志。 

3.3  

自动驾驶车辆 

能够以自动的方式持续地执行部分或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车辆。分为 5个等级，分别为：1级自动

驾驶车辆（部分驾驶辅助车辆）、2 级自动驾驶车辆（组合驾驶辅助车辆）、3 级自动驾驶车辆（有条

件自动驾驶车辆）、4级自动驾驶车辆（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和 5级自动驾驶车辆（完全自动驾驶车辆）。 

3.4  

静态信息诱导标志 

智慧高速公路中信息不可变的交通诱导标志。 

3.5  

可变信息诱导标志 

智慧高速公路中信息部分或全部可变的交通诱导标志。 

3.6  

数据链单元 

采用现代通信和互联网等技术，通过对智能网联环境下道路各节点的通信集成、数据集成、算法集

成，实现各类数据的充分融合、高效传输和主动控制的设备。 

4 基本规定 

4.1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应结合路网与高速公路技术条件、地形条件、交通条件、环境条件等

进行设置，交通诱导标志之间、交通诱导标志与其他基础设施之间应互相协调、配合使用。 

4.2 应在交通安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优先设置交通诱导标志，根据需要合理设置护栏等其他被动防

护设施，在设置过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系统设计、重点突出的原则。 

4.3 新建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设置宜考虑公路运营养护因素的影响。在智慧高速公路改扩建和

高速公路智慧化提升改造建设过程中，应在调查与综合分析既有公路的基础上，结合改扩建及提升改造

后的交通状况、环境等条件，并合理利用既有标志，对诱导标志进行设计。 

4.4 在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条件下，应积极推广使用可靠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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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智慧高路公路交通诱导标志的分类、颜色、形状、线条、字符、图形、尺寸和设计等，应符合 GB 

5768.2的规定。 

5.1.2 静态信息诱导标志和可变信息诱导标志信息不可变的部分，应具备逆反射性能。用于交通标志

的逆反光膜在外观质量、光度性能、色度性能、抗冲击性能、耐溶剂性能、耐盐雾腐蚀性能、耐高低温

性能、耐候性能等方面以及逆反光膜等级应符合 GB/T 18833的规定。 

5.1.3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各功能模块分为信息采集模块、通信模块、云平台和信息发布模块。 

5.1.4 各功能模块、供电系统、板面、杆件、基础底座应一体化设计，结构尺寸、外观质量、防腐层质

量和材料力学性能等应符合 GB/T 23827的规定。 

5.1.5 应设置标志工作状态指示灯并具有自检功能。通过自检，将发光器件的故障信息、通信接口的

通信性能以及开关电源等工作单元的状态正确检测出来，检测结果可通过状态指示灯灯色表示，并能上

传检测结果及日志记录。 

5.1.6 控制方式支持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开关控制支持远程开关控制和定时开关控制，且支持网络

授时。 

5.2 显示要求 

5.2.1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发光标志应具有环境照度检测装置，并能根据环境照度，自动调整

标志发光亮度，避免环境亮度较低时形成眩光，调光等级应≥3级。 

5.2.2 其可变标志根据类型应符合 GB 23826、GB/T 23828、JT/T 597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5.2.3 其主动发光标志视认距离、发光均匀性应符合 GB/T 31446中的规定。 

5.2.4 其主动发光标志在开启光源状态时应设置为常亮模式。 

5.2.5 其可变信息中文字、图形的显示应符合 GA/T 484的规定。 

5.3 通信要求 

5.3.1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应对上位机和用户具有身份鉴别的能力，只有授权的上位机和用户

才能对控制器软件进行访问和管理。 

5.3.2 上位机应具备对控制器断电、非授权拆除的检测与报警功能。 

5.3.3 应支持密钥、关键配置参数、关键系统补丁等进行远程更新。 

5.3.4 其控制器故障或与上位机发生通信连接中断时，其应自动显示黑屏或指定信息。 

5.3.5 应采用密码技术鉴别信息的保密性和通信过程中数据的完整性。数据完整性指数据的精确性和

可靠性。 

5.3.6 其使用的密码算法、密码技术、密码产品等，应符合 GB 35114的规定。 

5.3.7 其数据传输完整性和可用性，信息传输策略、程序和协议应符合 GB/T 37025 中的规定。 

5.3.8 其发布的信息应保证准确性和时差性，发布的实时可变信息应与实际交通信息的准确率和时差

应满足以下条件： 

a) 交通突发事件信息准确率≥95 %，检测报警时间≤8 s； 

b) 交通量、速度、车道占有率等信息准确率≥95 %，时差≤2.5 min； 

c) 气象检测信息准确率≥90 %，时差≤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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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环境适应性能要求 

5.4.1 耐低温性能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在通电工作状态下,按 A级、B级、C级分别在-20 ℃、-40 ℃、-55 ℃

条件下,试验 16 h,试验期间和试验结束后,产品应能正常工作,外观应无明显变形、涂层无明显缺陷。 

5.4.2 耐高温性能 

在通电工作状态下，按 A级、B级、C级分别在+55 ℃、+50 ℃、+45 ℃条件下,试验 16 h,试验期

间和试验结束后,产品应能正常工作,外观应无明显变形、涂层无明显缺陷。 

5.4.3 耐湿热性能 

在通电工作状态下，在温度+40 ℃,相对湿度(98±2) %条件下,试验 48 h,进行耐湿热性能试验 48 

h,试验期间和试验结束后,产品应能正常工作,外观应无明显任何变形、涂层无明显缺陷。 

5.4.4 外壳防护等级 

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GB/T 4208-2017中 IP56的要求。 

5.4.5 耐机械振动性能 

在额定电压下以正常工作状态固定在振动台上，在振动频率2 Hz～150 Hz的范围内进行扫频试验。

在 2 Hz～9 Hz时按位移控制,位移幅值 3.5 mm(峰-峰值 7.0 mm)；9 Hz～150 Hz时按加速度控制,加速

度为 10 m/s
2
。2 Hz→9 Hz→150 Hz→9 Hz→2 Hz为一个循环，扫频速率为每分钟一个倍频程，共经历

20个循环后产品能正常工作，紧固部件应无松动，无机械损伤，无电器接触不良现象。 

5.4.6 耐盐雾腐蚀性能 

经过 168 h的盐雾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外部可见金属部件表面应无锈点。 

5.4.7 抗风性能 

结构应稳定，承受由 40 m/s 的风速产生的风压后，不影响标志板的使用性能，由此产生的永久几

何变形量应≤2 mm。 

5.4.8 耐候性能 

产品的外壳防腐层、像素及其支撑底板经过两年自然曝晒试验或经过人工加速老化试验累积能量

达到 3.5×10
6
 kJ/m

2
后，交通诱导标志外观应无明显褪色、粉化、龟裂、溶解、锈蚀等老化现象，应能

承受一定的冲击力。 

5.4.9 耐冲击性能 

用Φ13 mm钢球从 76 cm的有效高度自由跌落落点位于受试面中心，试验后，被冲击面不应破裂。 

5.4.10 可靠性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像素的年失控率应≤1 %；每平方米屏幕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MTBF）应≥10000 

h；年光衰值≤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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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置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的身份编码应包括位置信息和身份信息。位置信息应包括高速公路

的编号和桩号、经纬度、海拔高度、网际协议（IP）地址信息，身份信息应符合 GB/T 30699的规定。 

6.1.2 智慧高速公路设置限速标志时应采用可变信息诱导标志，并符合 JTG/T 3381-02的规定。 

6.1.3 宜优先采用市电供电，重要地点的标志在断电状态下宜能维持连续工作≥24 h。 

6.1.4 其通信、定位、网络授时、数据传输等技术应稳定、可靠。 

6.1.5 应以不熟悉周围路网体系但对出行路线有所规划的公路使用者为设计对象，为其提供清晰、明

确、简洁的信息。 

6.1.6 应针对具体路段情况，在交通安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布局和综合设置，与路段的实际

交通运行状况相匹配。 

6.1.7 同一位置交通诱导标志的设置数量不宜过多。几个独立的交通诱导标志必要时组成一组，设置

于同一支撑结构上，宜采用相同的版面形式、布局、板面高度或长度。 

6.1.8 除特殊情况外，交通诱导标志应设置在公路前进方向的车行道上方或右侧，其他位置的交通诱

导标志应仅视为正常位置的补充。其具体位置设置应符合 GB 5768的规定，对于单向车道数≥3条、交

通量较大、大型车辆较多、视认条件不良等设置条件，应对交通诱导标志的具体设置位置进行计算论证。 

6.2 设置条件 

6.2.1 下列位置应设置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 

a) 收费站、隧道口、匝道口（含加减速车道）等交通事故多发点和桥梁、隧道、长大下（上）坡

等交通事故多发段； 

b) 雨雾雪多发、标志视认性较差、视距不良等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道路； 

c) 需要进行停车诱导的服务区等位置； 

d) 避险车道； 

e) 通信、定位等信号传输波动相对较大、自动驾驶车辆决策效果相对不稳定的点段。 

6.2.2 匝道分合流区的交通诱导标志宜支持与数据采集设备、通信系统、数据链单元、云平台等通信,

以发布到达前方分合流区所需的行程时间、通行状况等信息。智慧高速公路匝道合流区车路协同交通诱

导标志设置方案见附录 A。 

6.2.3 团雾多发路段 的交通诱导标志宜由能够实现速度诱导的智慧高速公路诱导灯带和警示灯带组

成，这些标志应支持与数据采集设备、通信系统、云平台等通信，并关联交通流和气象环境状态等数据，

这些数据应能够通过数据链单元进行融合应用。智慧高速公路团雾路段主动安全交通诱导标志设置方

案见附录 B。 

6.2.4 低能见度平曲线路段宜设置具有提示与警告作用的交通诱导标志，应支持与数字能见度仪、交

通信息采集设备、数据传输系统、云平台等通信，并关联视距不足区域的环境状态数据和平曲线设计数

据，这些数据应能够通过数据链单元进行融合应用。智慧高速公路低能见度下平曲线路段交通诱导标志

设置方案见附录 C。 

6.2.5 桥梁与隧道路段宜根据需要设置主动安全诱导标志，关联事件和环境状态等数据，通过数据链

单元进行融合应用，实时发布交通安全预警或控制策略。宜根据具体桥梁与隧道的道路、交通与环境情

况给出交通诱导标志设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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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施工要求 

6.3.1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的杆件及基础，应经专业设计和验算，满足交通诱导标志的供电、

荷载及防雷等安全要求。 

6.3.2 基础、管线等隐蔽工程应符合 GA/T 652的规定。 

6.3.3 采用太阳能供电的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应选择阳光照射角度好的位置安装。 

6.3.4 供电线路应设置绝缘防护，不得裸露。 

6.3.5 供电线路走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杆件走线：应保证线路从杆件中走线，并做好绝缘防护； 

b) 管道走线：应保证线路从预埋管道中走线； 

c) 附着走线：应保证线路防护管采用固定卡固定在附着物上。 

6.3.6 标志体、控制机箱的出线管与标志体连接密封良好，标志体内无异物。在杆件上附着设置控制

机箱时，机箱底边距离地面高度应≥2.5 m。 

6.3.7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其他施工要求应符合 JTG/T 3671的规定。 

7 供电系统 

7.1 太阳能供电型设备电气指标要求 

7.1.1 采用太阳能供电的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其太阳电池组件、蓄电池组、充放电控制电路

和负载应选择匹配的工作电压，电压值宜选用直流 12 V、24 V和 36 V等。 

7.1.2 采用太阳能供电的交通诱导标志，其太阳电池组件和蓄电池组应选择与负载功耗相匹配的容量，

并保留一定的冗余。 

7.1.3 在连续阴雨条件下，太阳能供电的交通诱导标志满载工作时间 Tcf25≥360 h，Tcf0≥288 h，半载

工作时间 Tch25≥144 h，Tch0≥108 h。 

7.1.4 太阳能供电系统应具有过充保护、过放保护、防逆充保护、极性反接保护等安全防护功能。 

7.1.5 太阳能供电系统的其他指标应符合 GB/T 24716 的有关要求。 

7.2 市电供电型设备电气指标要求 

7.2.1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的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的绝缘电阻应≥100 MΩ。 

7.2.2 在标志的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之间施加频率 50 Hz、有效值 1500 V正弦交流电压条件下，历时

1 min，应无火花、闪络和击穿现象，漏电电流≤5 mA。 

7.2.3 应设置安全保护接地端子，并清楚注明标识，接地端子与机壳连接可靠，接地端子与机壳的连

接电阻应＜0.1 Ω。 

7.2.4 在交流电压 220±33 V、频率 50±2 Hz条件下，交通诱导标志应可靠工作。 

7.2.5 产品的供电接口和控制接口应采取必要的防雷电和过电压保护措施，采用的元器件和防护措施

应符合 JT/T 817的要求。 

7.3 光伏供电型设备电气指标要求 

7.3.1 光伏发电系统的组成设计及应用应遵循经济适用、环保、安全、节约的原则。 

7.3.2 采用光伏发电的交通诱导标志，各负载设施应采用直流驱动，工作电压宜选择 12 V、24 V。 

7.3.3 发电系统输出电压波动范围不大于负载额定工作电压的±20 %时，各负载设施能够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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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光伏电池阵列由光伏电池组件组成。如果组件不止一个，各组件的电池特性和电压特性应基本

一致。 

7.3.5 充放电控制器应具有通信接口，能接受监控中心发送的指令，能根据协议将光伏供电系统状态

数据上传至监控中心相应管理计算机。 

7.3.6 带电体与装置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应＞2 MΩ。 

7.3.7 光伏发电的效率应符合 GB/T 39857的规定。 

8 智慧化养护 

8.1 一般规定 

8.1.1 智能运维主要针对智慧公路外场感知设备、通信设备、供电设备以及内场软硬件的运行状况实

现在线监测、故障预警和综合分析。 

8.1.2 数字化智能养护系统宜采用关键结构物及设备设施监测、公路数字孪生、智能分析等技术，提

供智能分析及预防性养护等功能，降低养护成本，延长使用寿命。 

8.1.3 数字化智能养护系统应覆盖设施基础信息、管理、监测、巡查、检查、养护维修信息及养护成本

分析等信息。 

8.1.4 系统应遵循开放、兼容、可互联的原则，方便与其它信息系统关联对接共享数据。 

8.2 日常养护 

8.2.1 应建立唯一身份标签，对关键结构物及设备设施进行身份识别、信息溯源。 

8.2.2 宜具备结构物及设备的服役性能、灾变衍化表达与预测功能。 

8.2.3 宜具备养护问题在线咨询功能、故障应对策略库，便于养护问题及时解决，提升养护人员能力。 

8.2.4 宜具备智能巡检功能，并自动生成巡检报告。 

8.2.5 维护的内容包括对标志杆件、标志体、蓄电装置各部件及其连接线路等进行清洁保养和更换。 

8.2.6 当交通诱导标志的管理者或使用者认为标志版面的发光单元亮度衰减、明暗不均、影响识读等

情况时，经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更换交通诱导标志发光单元： 

a) 发光单元的发光强度衰减至产品检测报告关于发光强度要求的 70 %； 

b) 标志表面亮度的不均匀度＞20 %； 

c) 发光单元的色度性能或视认距离无法满足设计要求。 

9 质量控制与验收 

9.1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的加工、制作应符合设计图纸采用的技术标准。生产商应具有执行该

技术标准的检验合格证书及质量体系管理能力。 

9.2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及其配套设施、设备属于强制检测认证的产品或功能部件应具有认证

证书，应优先选用通过交通产品认证中心认证合格的产品。交通诱导标志的软件应具有软件著作权证书

并通过第三方检验合格。 

9.3 其在投入使用之前应符合第 5章的技术要求。 

9.4 环境适应性能试验方法满足下列要求： 

a) 耐低温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423.1规定进行； 

b) 耐高温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423.2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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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耐湿热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423.3规定进行； 

d)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方法，按 GB/T 4208-2017中 13.4和 14.2.6的规定进行； 

e) 耐机械振动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423.10规定进行； 

f) 耐盐雾腐蚀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423.17规定进行； 

g) 抗风性能试验方法，按 JT/T 817规定进行； 

h) 耐候性能试验方法，按 JT/T 817规定进行；  

i) 耐冲击性能试验方法，按 GA/T 484规定进行； 

j) 可靠性试验方法，按 GB/T 5080.7规定进行。 

9.5 其型式、设置位置、设置要求、构建规格及基础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 

9.6 其在运输和安装过程中标志面及金属构件涂层应平整完好、无缺损、开裂或凹凸变形。 

9.7 在夜间，主动发光标志底色和字符应清晰明亮、颜色均匀、发光面积内无条纹阴影，不应出现明

暗不均或影响认读现象。 

9.8 全部设备安装调试完成，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9.9 智慧高速公路交通诱导标志的验收检验按照 JT/T 495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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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智慧高速公路匝道合流区车路协同交通诱导标志 

路侧单元子系统

云服务子系统

d

云数据库 云服务器

云平台

数据采集设备

数据采集设备

诱导
标志

车载子系统

d d诱导
标志

通信系统

通信系统

 

图A.1 智慧高速公路匝道合流区车路协同交通诱导标志 

A.1 高速公路合流区应设置发布合流诱导信息的诱导标志，该标志支持与数据采集设备、通信系统、

数据链单元、云平台通信： 

a) 数据采集设备包括：红外、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气象监测设备等。其中气象监测设备功能

包括：空气能见度、温湿度、冰雪状态等； 

b) 数据链单元可根据系统功能需求定制开发。 

A.2 向主线车辆和匝道车辆的车载系统发布预计到达合流区的时间以及推荐速度，按照预定的合流序

列进入匝道。 

A.3 基于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单元实现以下功能： 

a) 交通流状态在云平台远程感知； 

b) 路侧单元与云平台互联互通； 

c) 路侧单元与自动驾驶车辆互联互通。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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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智慧高速公路团雾路段主动安全交通诱导标志 

视频采集设备

气象监测设备

云平台

10 m

加速度信息

速度信息

位置信息

气象信息

橙色警示灯带

黄色诱导灯带
 

图B.1 智慧高速公路团雾路段主动安全交通诱导标志 

B.1 智慧高速公路团雾路段应设置的交通诱导标志为能够实现速度诱导的智慧高速公路诱导灯带和警

示灯带，诱导标志应支持与数据采集设备、通信系统、云平台等通信。 

B.2 诱导灯带、警示灯带分别由按照固定间隔均匀分布的多个诱导灯、警示灯组成。 

B.3 能见度在 100～200 m 时采用 100 m的黄色和橙色灯带线形诱导标志。 

B.4 整合车辆的加速度、速度、位置和气象等信息，动态调整灯带的开启和闪烁频率，保障团雾天气

的行车安全。 

B.5 若路段内无车辆行驶，路侧雾灯开启黄色常亮模式；若路段内有车辆驶过，路侧雾灯开启橙色常

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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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智慧高速公路低能见度下平曲线路段交通诱导标志 

数字摄像

能见度仪

可变信息板

数据采集设备

诱导标志

数据采集子系统 数据采集设备

交通数据

能见度数据

数据管理与分析
子系统

交通数据库

气象数据库

线形数据库

计算最大安全行车速度

数据传输系统

数据传输系统

行车诱导策略

限速策略

限速策略

 

图C.1 智慧高速公路低能见度下平曲线路段交通诱导标志 

C.1 智慧高速公路平曲线路段应设置具有限速提示作用的诱导标志，且能够实现与智慧高速公路数字

能见度仪、C-V2X路侧单元、数据采集设备、数据传输系统、云平台等通信。 

C.2 数据传输系统基于 5G 通信技术将数据采集子系统收集的交通数据和能见度数据传输至数据管理

与分析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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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数据管理与分析子系统识别低能见度下的平曲线路段，计算最大安全行车速度。 

C.4 制定低能见度下高速公路控制策略，并反馈至动态线形诱导标志、可变信息板和车载终端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