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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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属于 T/GBAS 1《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中运营业务类标准，运营业务类

标准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T/GBAS 54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面向公路数字化的智能巡查 

——T/GBAS 59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雷达组群的道路全域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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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同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广东省粤港澳

大湾区标准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傅挺、景强、刘坤、王俊骅、陈春雷、常林、张兰芳、李洁玮、余博、周妮、

薛江天、黎成民、蒋一扬、侯芬、袁冶、谢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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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实现桥岛隧智能运维工作降本增效的目标，提供低延迟、高精度、双向交互的数字

底座支撑，需对基于雷达组群的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系统业务流程和其间产生的数据进

行标准化，进而促进智能监控和预警系统构建以及日常运营监控信息采集、风险预警、管控

方案等数据共享和传递。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T/GBAS 1-2022）对运维数据标准体系结

构进行了规划，主要包括通用基础类、交通基础设施类、维养业务类、运营业务类、智能化

支撑类、信息模型类共六大类。运营业务类标准按业务类型、技术方法等进行划分，拟由下

列标准构成： 

——T/GBAS 54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面向公路数字化的智能巡查 

——T/GBAS 59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雷达组群的道路全域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

预警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交通行为风险分类分级与智能识别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多元传感器的长封闭隧道内定位服务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人机协同的运维应急技术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安全营运数据汇聚与运维作业评价 

运营业务类标准可根据运营需求、技术发展对标准进行维护更新及增补。 

本文件是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运营业务类，主要对雷达

组群硬件与软件系统、各功能间的联系以及构建系统所需基本技术要求进行规定，其他类型

道路监控系统数据标准化可参考本文件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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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基于雷达组群的道路全域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雷达组群的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系统在运维管理业务中的基本

要求、系统构成和功能、软件系统、硬件设备、数据格式及传输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桥岛隧跨海通道工程中道路的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业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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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26 高速公路LED可变限速标志 

GB/T 23828 高速公路LED可变信息标志 

GB/T 29265.206 信息技术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第 206部分：远程访问服务平

台 

GB/T 31446 LED 主动发光道路交通标志 

GB/T 32399 信息技术云计算参考架构 

GB/T 33674 气象数据集核心元数据 

GB/T 37973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JT/T 597 LED车道控制标志 

T/GBAS 2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数据表达通用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T/GBAS 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雷达组群 radar group 

感知范围覆盖道路全域的一组或多组雷达，是获取道路全域全时多工况连续车辆运行轨

迹数据的信息感知基础设备。 
注：一般包括道路两侧连续布设的毫米波雷达和收费及关口等广场场景布设的激光雷达。 

3.2  

交通数字孪生 transportation digital twin 

通过多源传感器数据以数字化方式映射创建交通系统中各类交通物理实体的交通虚拟

模型，并借助历史数据、实时数据以及交通算法模型等模拟、验证、预测各类交通物理实体

运行全生命周期过程的一种技术手段。 
注：虚拟模型一般包括交通基础设施、道路使用者和交通环境。 

3.3  

交通平行仿真 transportation parallel simulation  

在交通数字孪生的基础上，通过动态数据、数学建模、参数估计、传感器、数据同化算

法、自适应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手段，实现对实际交通运行情况推演和预测的计算机系统。 
注：交通平行仿真系统通过实际交通系统与虚拟交通系统的相互连接与作用, 对两者之间的行为进行 

对比和分析, 完成对未来状况的推演和预估,实现交通管理与控制的目的。 

3.4  

路侧边缘计算设备 roadside edge computing devices 

部署在道路，承担路侧近端决策功能并具备汇聚其他道路附属设施数据和分析处理能力，

支持标准化应用服务运行和指令发布的计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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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基于雷达组群的全域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建设应遵循

安全可靠、规范智能、方便好用、经济适用、以人为本的原则。 

4.2  系统应通过由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组成的硬件、软件及通信网络的雷达组群，完成

道路全域车辆轨迹和运动状态的图像和数据的实时生成，并结合高精度地图、气象感知及视

频感知等构建交通全域数字孪生，从而实现交通运行风险研判和预警。 

4.3  基于雷达组群的交通风险预警元数据模型见图 1。 

气象数据 气象元数据降水数据 气温数据 风力数据

气象风险 交通流风险 交通事件 交通风险态势元数据交通风险

雷达型号 雷达类型 雷达位置 雷达元数据雷达属性

时间戳 坐标点 速度 车辆轨迹元数据轨迹数据

产生

关联

关联

关联

匹配

提供数据

 

图 1 交通风险预警元数据 

5 系统构成和功能 

5.1  一般要求 

5.1.1  系统应具备交通监控、交通数字孪生、交通平行仿真、交通事件研判、交通流运行

风险研判及交通流运行风险预警等功能。 

5.1.2  系统软件应包括轨迹感知模块、轨迹校准模块、轨迹融合及拼接模块、轨迹数据清

洗模块、轨迹数据存储模块、数字孪生模块、交通风险评估模块、交通风险分级预警模块。 

5.1.3  系统硬件应包括感知设备、信息处理及计算设备、信息发布设备。其中，感知设备

包括由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气象感知设备等；信息处理及计算设备包括路侧边

缘计算设备及后台服务器等；信息发布设备包括 LED可变信息板等。 

5.2  交通监控 

5.2.1  交通监控应具备道路全域车辆位置、车速及交通流信息等数据的实时感知和可视化

的功能。 

5.2.2  全域车辆轨迹感知覆盖率应大于 99%，车辆轨迹每秒更新频率不应小于 10 次，单

个雷达单次扫描概率不应小于 90%，最大识别的目标数量应大于 200辆车。 

5.2.3  车辆轨迹纵向位置误差最大值应小于 0.8m，横向位置误差最大值应小于 0.3m，车速

误差最大值应小于 0.5m/s。 

5.2.4  道路全域车辆检测丢包率应小于 5%。 

5.2.5  应具备匹配雷达轨迹数据与视频车牌数据的功能，匹配准确率应大于 95%。 

5.3  交通数字孪生 

5.3.1  交通数字孪生应在实现对现实交通系统运行的数字化映射的基础上，实现交通运行

数据汇聚与管理，数据更新频率不应小于每秒 10次。 

5.3.2  交通数字孪生的构建应以雷达组群感知数据为基础，包括车道级地图模型、分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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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模型、车辆行为语义模型、交通事件语义模型、气象语义模型、施工作业语义模型、交

通信息发布模型等。 

5.3.3  交通数字孪生系统的结构层应分为四个层次，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层，建模层，功能

实现层，以及人机交互层。 
注：数据采集传输层通过感知设备获得沿线交通参数信息并通过光缆及4G、5G传递给其他层次。建模 

层与功能实现层通过路侧边缘计算单元，实现交通参数信息处理，形成结构化数据。人机交互层 

通过服务器将数据存储在地方数据中心，并完成可视化要求。 

5.3.4  车道级地图模型精度应达到厘米级，包含道路平纵横几何信息、地形信息、沿线附

属设施信息和智能化装备信息，并支持展示车辆实时位置和运动状态。 

5.3.5  应实时展示全域车辆轨迹，满足与现实交通系统运行延迟应小于 1s 的要求，完成

可视化。 

5.4  交通平行仿真 

5.4.1  应基于交通数字孪生的车辆实时轨迹数据，通过设置交通微观仿真模型中的车辆期

望速度、车辆最大加减速、驾驶行为偏好等交通行为参数，实现对未来交通状态的在线推演

功能。 

5.4.2  应依据既有道路的交通运行历史数据动态标定仿真模型参数。 

5.4.3  预测最大时间跨度不应小于 5min。 

注：预测最大时间跨度指系统可以得到针对未来某一时刻可信预测结果的最大时间窗口。 

5.4.4  交通平行仿真更新及模型动态校准频率不应小于 5min。 

5.5  交通事件研判 

5.5.1  应基于交通数字孪生研判交通事件，事件类型应包括交通事故、冲卡、违法停车、

倒车、逆行、超速、慢行、急加速、急减速、蛇形驾驶、跟车过近等。 

5.5.2  应通过雷达数据与视频数据相互校核方法研判交通事件。 

5.5.3  交通事件检出率应高于 95%，误报率应低于 10%。 
注：事件检出率指统计期内，正确检测出的交通事件数量占真实已发生的交通事件的比例；事件误报

率是指错误检测到的交通事件占系统检测出的交通事件的比例。 

5.5.4  超速及慢行事件研判周期不应低于连续 3s。  

5.5.5  交通事件结构化报警信息应包括事件类型、发生时间、发生时长、位置坐标、车辆

特征、天气信息、事件风险等级等要素。 

5.5.6  交通事件研判系统出现局部异常时，应结合人工监测手段，完成交通事件研判。 

5.6  交通流运行风险研判 

5.6.1  应基于交通数字孪生研判交通流运行风险。 

5.6.2  应分路段进行交通流风险研判，路段单元长度不应小于 100m，响应时长不应大于 5s。 

5.6.3  交通流运行风险等级应分为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Ⅲ级、Ⅱ级、I级，分别用“红”、

“黄”、“绿”三种颜色表达风险等级。 

5.6.4  交通流运行风险应根据不良天气风险、车辆运行风险、施工作业区风险及交通事件

风险进行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等级。 

5.6.5  不良天气风险应包括风速、降水和能见度，研判方法应符合表 1规定： 

表1 不良天气风险的等级研判方法 

要素取值 风速 降水量 能见度 

0 ≤7.9m/s ≤1.0mm/min ＞1000m 

1 
7.9m/s＜风速＜

13.8m/s 

1.0 mm/min＜降水量＜

1.5mm/min 

500m＜能见度＜

1000m 

2 ≥13.8m/s ≥1.5mm/min ≤500m 

注：不良天气风险等级根据风速、降水、能见度的要素值累加表示，若累加值为0，不良天气风险 

等级为Ⅰ级；若累加之和为1，不良天气风险等级为Ⅱ级；若累加之和大于等于2，不良天气 

风险等级为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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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车辆运行风险应包括车速及大型车混行比例，研判方法应符合表 2规定： 

表2 车辆运行风险等级研判方法 

要素取值 超速 低速 大型车混行比例 

0 ≤最高限速 5% ≥60km/h ≤20% 

1 
最高限速 5%＜平均

车速＜最高限速 10% 

40km/h＜平均车速＜

60km/h  

20%＜混行比例＜

50% 

2 ≥最高限速 10% ＜40km/h ≥50% 

注：车辆运行风险等级根据车速及大型车混行比例要素值累加表示，若累加之和为0，车辆运行风 

险等级为Ⅰ级；若累加之和为1，车辆运行风险等级为Ⅱ级；若累加之和大于等于2，车辆运 

行风险等级为Ⅲ级。 

 

5.6.7  施工作业区风险应包括施工作业类型及作业内容，研判方法应符合表 3规定： 

表3 施工作业区风险等级研判方法 

施工作业类型 移动作业 临时作业 长期作业 短期作业 

风险等级 Ⅲ级 Ⅲ级 Ⅱ级 Ⅰ级 

5.6.8  交通事件风险等级应设置为Ⅲ级。 

5.6.9  交通流运行风险研判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评价单元的交通流运行风险等级应根据不良天气风险、车辆运行风险、施工作业区

风险、交通事件风险等的风险等级累加表示； 

b) 若某类风险等级为Ⅰ级，累加时按照 0计算；若某类风险等级为Ⅱ级，累加时按照

1计算；若某类风险等级为Ⅲ级，累加时按照 2计算； 

c) 评价单元内全部状态因素的风险等级累加之和为 0，则该评价单元的交通流运行风

险等级为 I级；全部状态因素的风险等级累加之和为 1，则交通流运行风险等级为

Ⅱ级；全部状态因素的风险等级累加之和大于等于 2，交通流运行风险等级为Ⅲ

级。 

5.6.10  各等级交通流运行风险在系统中应能够查明风险类型和要素。 

5.7  交通流运行风险预警 

5.7.1  交通流运行风险预警等级应分为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Ⅲ级、Ⅱ级、Ⅰ级，分别用

“红”、“黄”、“绿”三种颜色表达预警等级。 

5.7.2  风险预警措施应包括车道封闭、车道级车速控制、路侧预警信息提示、车路协同预

警等。 

5.7.3  在交通流运行风险等级恢复为Ⅰ级时，应经人工确认后解除交通流运行风险预警。 

6 软件系统 

6.1 一般要求 

6.1.1  软件系统应从桥岛隧智慧化运行的需求出发进行综合建设与设计。 

6.1.2  软件系统应具有拓展功能，其中云计算平台建设应符合 GB/T 32399 的规定，拓展

接入模块可包含电子地图、物联控制中台、数据存储与治理、算法与模型、云计算平台等。 

6.2 软件系统建设及功能 

6.2.1  路侧边缘端、服务端和客户端的开发应采取分布式部署，通过数据接口进行数据同

步。 

6.2.2  软件系统基础能力应符合 GB/T 29265.206和 GB/T 37973中的规定。 

6.2.3  软件系统应具备数据接入与共享能力，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满足实时数据接入、历史数据批量接入要求； 

b) 满足与其它各交通管理部门平台、地图导航等第三方数据协同共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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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具备数据订阅管理、数据资产管理、应用接口访问服务等功能。 

6.2.4  软件系统应具备数据存储能力，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数据信息资源目录，实现高速公路地理信息数据、感知数据、监测数据、业务数据

等不同类型数据的存储和访问； 

b) 主题数据仓库，包括基础数据库、地理信息数据库、业务数据库、共享数据库等。 
注：业务数据库包括基础设施监测业务库、交通运行监测业务库、联网收费业务库、路网管控业务库 

等。 
6.2.5  软件系统应适配任意弯曲的高速道路，并应具备数据降噪功能，实现去除包括因雷

达震动产生与杆件形变的噪声。 

6.2.6  软件系统中数据访问接口除提供空间地图数据之外，应同时提供非空间数据，包括

交通流、交通事件、气象监测、车辆微观行为、自由流收费运营、车联网服务等数据的访问

接口。 

6.2.7  软件系统应具备数据治理功能，包括数据分类、数据质量和数据运维等。 

6.2.8  软件系统应实现对 Windows系统及 Linux系统的通用性驱动适配，同时连接 4组 CAN

模块并完成收发工作。 

7 硬件设备 

7.1 一般要求 

7.1.1  硬件设备的指标要求及安装布设应服务于系统的交通数字孪生和风险预警功能实现

进行设计及建设。 

7.1.2  应根据应用范围建立感知网络，对交通运行状态、环境状态等进行精确感知。 

7.1.3  交通运行状态感知应综合利用雷达组群设备及移动视频采集设备，实现沿线路段数

字全息感知，为交通全域数字孪生提供数据支撑。 

7.2 设备安装布设方法 

7.2.1  毫米波雷达组群的布设与安装符合下列规定： 

a) 雷达的安装应成对对向安装； 

b) 雷达安装高度应在 6m～10m区间； 

c) 雷达应通过夹具固定在中央分隔带或道路两侧的杆件上； 

d) 单个雷达布设间距不应大于 350m，在弯道、隧道等特殊场景布设间距应小于 250m，

成对安装间距不应大于 500m。 

7.2.2  激光雷达布设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设备依托信号灯杆件、卡口杆件安装于广场、交叉口、收费站、匝道出入口等场景； 

b) 雷达安装高度在 4m～6m区间； 

c) 雷达与水平面的倾斜角在 10°～15°区间。 

7.2.3  摄像头安装高度应在 6m～10m的区间，布设间距不应大于 250m。 

7.2.4  LED信息板应在道路全域连续布设，布设间距不应大于 5000m。 

7.2.5  气象感知设备的布设应综合考虑通信要求、季节特点、公路部门和气象部门的需求

等因素,布设与安装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全线布设的方式，每 5km布设一个点位； 

b) 选取点位具有代表性，使观测结果能反映所关注地区或路段的实际天气情况。 

7.3 设备要求 

7.3.1  毫米波雷达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毫米波雷达距离分辨率不大于 0.35m，横向覆盖不小于 10车道宽度； 

b) 速度分辨率不大于 1km/h，速度检测精度范围在-0.5km/h～0.5 km/h； 

c) 发射功率不大于 20mW，供电电压 DC在 12V～24V，功耗不大于 9W； 

d)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7。 

e) 单个雷达检测区域纵向远端不应小于 350m，对向雷达检测范围重叠区域不应小于

50m，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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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毫米波雷达检测范围示意 

7.3.2  激光雷达应结合安装环境需求，选择合适参数的雷达硬件，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具备 120°～360°的检测视角； 

b) 测量范围不小于 200m； 

c) 范围精度绝对值最大不超过 3cm； 

d) 工作温度不低于零下 2℃，不高于 60℃，储存温度不低于零下 40℃，不高于 85℃； 

e) 车辆分离正确率不低于 99％； 

f) 检测车辆尺寸平均误差：长度不超过±300mm、宽度不超过±100mm、高度不超过±

50mm。 

7.3.3  摄像头的设备参数符合下列规定： 

a) 视频图像不应小于 400万像素； 

b) 车辆号牌的识别正确率白天不应低于 95％，晚上不低于 90％； 

c) 设备感知过程应实现驾驶员脸部的隐私保护处理； 

d) 图像延时宜小于 80ms； 

e) 计算焦距与锁焦的值偏差不宜大于±0.1mm，验证合格的设备方可用于外场部署。 

7.3.4  LED信息板的设备参数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支持手动、自动模式亮度调节； 

b) 夜间有效动态视认距离不应小于 210m，静态视认距离不应小于 250m； 

c) 可变信息标志静态显示部分平均无故障时间不宜小于 20000h，可变显示单元平均

无故障时间宜不应小于 10000h； 

d) 相关技术指标应符合 GB 23826、GB/T 23828、GB/T 31446、JT/T 597 的规定。 

7.3.5 气象感知设备的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速范围为：0.1m/s～60m/s，精度为：±3%，分辨率为：0.01m/s； 

b) 风向范围为：0°～359°，精度为：±3°，分辨率为：1°； 

c) 温度范围为：-40℃～+70℃，分辨率为：0.1℃，精度为：±0.3℃； 

d) 湿度范围为：0 RH～100% RH，分辨率为：1%，精度为：±2%； 

e) 气压范围为：300 hPa～1100hPa，分辨率为：0.1hPa，精度为：±0.5hPa； 

f) 降水范围为：0 mm/Hr～300mm/Hr，降雨分辨率为：0.2mm，精度为：3%； 

g) 供电为：5 Vdc～30Vdc； 

h) IP防护等级为：IP66。 

7.3.6  路侧边缘计算设备的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a) CPU：采用性能稳定宽温的工业级服务器 CPU，工作温度 0℃-90℃； 

b) GPU：能够支持 FP32、FP16、INT8以及 INT4 等各类精度； 

c) 采用工业级主板，支持 5 PCIe x8 or PCIe 16 and 1 PCIe x8，6*DIMM，Intel 

X557-AT2 dual 10Gbe port，工作温度 0℃～60℃； 

d) 供电稳定可靠； 

e) 整机密闭式结构设计，防尘、防水、防腐蚀，整体防护等级 IP65； 

f) 整机散热及保温设计应耐高温严寒，适应恶劣的户外路侧环境工况； 

g) IO接口丰富应支持灵活使用，不少于 8网口 PoE供电，2个 USB接口，支持激光雷

达、毫米波雷达等多种传感器扩展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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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格式及传输要求 

8.1 核心元数据元素和实体应符合附录 A规定。其中，气象元数据还应符合 GB/T 33674的

规定。 

8.2 元数据关联应符合 T/GBAS 2规定。 

8.3 道路全域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系统元数据模块可依据其实现功能分为交通监控、交

通平行仿真、交通风险态势等不同元数据。 

8.3.1 交通监控类元数据应与卡口数据通过车辆的唯一标识进行关联设计，完成动态荷载监

控或者检测冲卡等异常事件等功能。 

8.3.2 交通数字孪生元数据与高精度电子地图应通过“唯一编码”进行关联，完成数字孪生

的界面设计。 

8.3.3 交通数字孪生元数据与不同类型设备的元数据应通过“唯一编码”，实现各种设备的

集成展示。 

8.3.4 交通风险态势元数据与运行与管控元数据信息应通过“唯一编码”，校准时间戳后，

实时动态调整交通风险态势。 

8.3.5 外部数据可通过不同交通应用场景与道路全域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系统进行关

联设计。其交通应用场景应分为异常交通行为识别与预警和突发事件应急。 

8.3.6 道路全域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系统的不同交通应用场景元数据之间通过“唯一编

码”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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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基于雷达组群的道路全域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数据集核心元数据字典 

基于雷达组群的道路全域交通数字孪生及风险预警数据集核心元数据字典应符合表A.1～表A.4的规定。 

表 A.1 雷达元数据[RadarObject]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雷达唯一编码 bornRadarId 字符型 a..ul — M / 雷达唯一标识 标识信息  

桩号 positionInMileage 字符型 a..ul — M / 
沿着道路前进方向所

做的标记 
位置信息 

 

道路行驶方向 roadDirection 枚举型 n1 — M 
|1 上行 

|2 下行 
所在道路行驶方向 标识信息 

 

服役日期 serviceLength 数值型 n..ul — M / 雷达设备寿命时长 标识信息  

覆盖范围 coverageArea 数值型 n..ul — M / 雷达最大检测范围 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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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车辆轨迹信息元数据[TrajectoryObject]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总帧序号 globalId 字符型 an..ul — M / 帧唯一编码 标识信息  

雷达唯一编码 bornRadarId 字符型 an..ul — M / 雷达唯一标识 标识信息  

道路行驶方向 roadDirection 枚举型 n1 — M / 所在道路行驶方向 标识信息  

采集时间 timestamp 日期时间型 n..ul — M / 

数据采集，时间单位毫

秒，起始时间为 1970-01-

01 00:00:00 

时间信息 

 

纵向车速 velocityx 数值型 n..ul m/s M / 
车辆沿道路行驶方向的速

度 
车辆信息 

 

横向车速 velocityy 数值型 n..ul m/s M / 
车辆与道路横断面方向平

行的速度 
车辆信息 

 

径向坐标 xposition 数值型 n..ul m M / 车辆在道路上的径向位置 位置信息  

切向坐标 yposition 枚举型 n..ul m M 

|-25 前进方向

最外侧车道 

|-15 中间车道 

|-5 前进方向

最内侧车道 

车辆在大桥上的切向位

置，单位 m 
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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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所在桩号 stakePosition 字符型 an..ul — M / 车辆在大桥上的桩号 位置信息  

车辆 ID license 数值型 n..ul — M / 车辆唯一编码（车牌） 标识信息  

车辆偏移 actualLatitudeRelativeBias 数值型 n..ul m M 

|-25 前进方向最

外侧车道中心线 

|-15 中间车道中

心线 

|-5 前进方向最内

侧车道中心线 

实际横向偏移，单位 m 位置信息 

 

车型 objectClass 枚举型 n1 — O / 车辆类型 车辆信息  

车辆进入大桥时间 bornTime 数值型 n..ul s M / 车辆进入大桥时间 时间信息  

车辆离开大桥时间 goneTime 数值型 n..ul s M / 车辆离开大桥时间 时间信息  

车辆轨迹点数量 nPoint 数值型 n..ul — M / 车辆轨迹点数量 车辆信息 
 

车辆状态 abnormalState 数值型 n..ul — O 

|0 正常 

|1 蛇形驾驶 

|2 超速 

|4 低速 

|8 急加速急减速 

|16 跟车过近 

|32 路段冲突 

车辆状态 车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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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交通风险态势元数据 [TrafficriskObject]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轨迹序号 idxPoint 数值型 n..ul —  / 轨迹序号 车辆信息 

 

交通风险态势

编码 
eventId 字符型 a..ul — M 

|1 一级态势 

|2 二级态势 

|3 三级态势 

|4 四级态势 

交通风险的唯一代码 风险信息 

 

路段起点桩号 startStake 字符型 a..ul — M / 路段起点所在桩号 位置信息  

路段终点桩号 endStake 字符型 a..ul — M / 路段终点所在桩号 位置信息  

车道编号 laneId 字符型 a..ul — M 

|0 最内侧车道 

|1 中间车道 

|2 最外侧车道 

车道唯一编码 位置信息 

 

交通流状态 flowData 字符型 a..ul — M 

|1 一级态势 

|2 二级态势 

|3 三级态势 

|4 四级态势 

交通流风险状态 风险信息 

 

交通事件 accidentId 枚举型 n..ul — M 

|1 一级态势 

|2 二级态势 

|3 三级态势 

|4 四级态势 

交通事件类型 风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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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交通违法行

为 
unlawfulAct 字符型 a..ul — M 

|1 一级态势 

|2 二级态势 

|3 三级态势 

|4 四级态势 

交通违法行为类型 风险信息 

 

历史交通事

故统计 
hisAccident 字符型 a..ul — M / 历史事故数 风险信息 

 

施工情况 workZone 枚举型 an1 — M 
|1 是 

|0 否 
桥面是否有施工 施工信息 

 

气象条件 weather 字符型 a..ul — M 

|1 一级态势 

|2 二级态势 

|3 三级态势 

|4 四级态势 

气象风险状态 气象信息 

 

路面条件 
pavementSta

te 
枚举型 an1 — M 

|1 一级态势 

|2 二级态势 

|3 三级态势 

|4 四级态势 

路面风险状态 风险信息 

 

态势风险 

等级 
riskLevel 枚举型 an1 — M 

|1 一级态势 

|2 二级态势 

|3 三级态势 

|4 四级态势 

态势风险等级 风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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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气象元数据[WeatherObject]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唯一编码 id 字符型 a..ul — M / 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设备唯一编码 code 字符型 a..ul — M / 微气象站的唯一代码 标识信息 
 

时间戳 time 数值型 a..ul — M / 

数据采集，时间单位毫秒，起

始时间为 1970-01-01 

00:00:00 

时间信息 

 

能见度 visibility 数值型 a..ul m M / 桥面能见度 气象信息  

路面温度 surTemperature 数值型 n..ul ℃ M -40 - +120 路面温度 气象信息  

环境温度 envTemperature 数值型 n..ul ℃ M -40 - +120 环境温度 气象信息  

环境湿度 envHumidity 数值型 n..ul % M 0-100 环境湿度 气象信息  

路面状态 surState 数值型 n..ul — M 

|0 出错 

|1 干 

|2 潮 

|3 湿 

路面警告及表面状态 风险信息 

 

路面湿滑系数 surHumidity 数值型 n..ul  M 0-0.82 路面湿滑系数 风险信息  

水厚度 waterThickness 数值型 n..ul mm M 0-10 路面水厚度 气象信息  

冰厚度 iceThickness 数值型 n..ul mm M 0-10 路面冰厚度 气象信息  

雪厚度 snowThickness 数值型 n..ul mm M 0-10 路面雪厚度 气象信息  

风速 windSpeed 数值型 n..ul m/s M 0-60 风速 气象信息  

风向 windDirection 数值型 n..ul — M 0-359 风向 气象信息  

风力 windStrength 数值型 n..ul 级 M 0-12 风力 气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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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计量单位 约束条件 值域 定义 信息分类 备注 

气压 airPressure 数值型 n..ul hPa M 150-1020 气压 气象信息  

降雨强度 rainStrength 数值型 n..ul — M / 降雨强度 气象信息 
 

降落物状态 precipitationState 数值型 n..ul — M 

|0 无  

|1 雨  

|2 雪  

|4 固体 

降落物状态 气象信息 

 

降雨强度单位 rainStrengthUnit 数值型 n..ul — M 

|0：mm/s  

|1：mm/min  

|2：mm/h 

降雨强度单位 气象信息 

 

累计降雨量 leijijiangyuliang 数值型 n..ul mm M / 累计降雨量 气象信息 
 

天气 weather 字符型 a..ul — M 

|Sunny 晴天 

|Rainy 雨天 

|Snowy 雪天 

|Sunny+Windy 晴天大风 

|Rainy+Windy 雨天大风 

|Snowy+Windy 雪天大风 

天气 气象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