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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下达的任务书《山区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

段安全提升技术研究》（2022-11），由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作

为主编单位承担《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

制订工作。

随着重庆市高速公路隧道数量及里程的不断增加，隧道运营安全风险不断增

大，隧道内突发事件下的洞口智慧管控变得尤为重要。为积极吸纳和借鉴相关研

究成果、技术手段及工程经验，充分利用交通信息化、智能化管控手段，提高重

庆市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水平，有必要开展本指南的制订工作。

本指南包括 5章和 1个附录：1 总则、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5 智慧管控设施设置要求、附录 A 典型场景设备布置示意图。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函告本指南主编单位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

计院有限公司，联系人：周广振（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33号，邮政编

码： 400067，电话： 023-62653261，传真： 023-62653078，电子邮箱：

zhouguangzhen@cmhk.com），以便修订时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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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提高重庆市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水平，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重庆市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及运营高速公路改造设计。

1.0.3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应坚持“安全高效、经济实用、创新引领、

统筹兼顾、远近结合”的原则。

1.0.4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应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安全效益与经济效

益，积极稳妥地采用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

1.0.5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除应符合本指南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

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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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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8789 视频交通事件检测器

GB/T 33697 公路交通气象监测设施技术要求

JTG D70/2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DB50/T 10001.1 智慧高速公路 第 1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DB50/T 10001.2 智慧高速公路 第 2部分：智慧化分级

DB50/T 10001.3 智慧高速公路 第 3部分：路侧设施设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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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0.1 隧道洞口智慧管控

结合隧道内交通运行状态和隧道管控需求，通过感知隧道洞口一定范围内的

车辆信息和运行状态、交通流参数、交通气象环境等，以及联动交通控制设备，

形成多层级、全方位、连续性的洞口安全防控体系。

3.0.2 车道级交通管控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监测高速公路各车道交通流运行状况，按照交通管

理规则和运营管理需求，形成分车道的交通管理及控制方案，并通过交通信号灯、

车道指示器、可变信息标志等相应的服务设施进行车道交通流管理、调节和诱导。

3.0.3 伴随式信息服务

利用多元多维交通数据，采用移动端、车载端等多种信息服务载体，按照个

性化、高端化需求，为高速公路使用者主动推送基于当前所在位置的出行全过程、

全时空信息服务。

3.0.4 柔性警示设备

在公路行车道内或上方以水幕、烟幕、光幕等方式警示车辆前方有异常情况

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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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应在传统机电系统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

采集、网络化传输和智能化应用等技术手段，基于数据和知识驱动进行业务流程

优化，实现先进信息技术与高速公路业务深度融合。

4.1.2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应突出重庆高速公路隧道的特色，同时结

合自身条件，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选择和构建适宜的应用场景，

做到与实际需求相匹配。

4.1.3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应注重整体性、有效性、可扩展性、可演

进性。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应与隧道机电系统统筹考虑，

运营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提升项目应与既有隧道机电系统协调衔接、贯通

融合。

4.1.4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应注重功能的稳定性和技术的包容性，在

规划设计阶段应进行充分深入的比选论证，采用适用性与实用性强的技术方案。

4.2 总体功能

4.2.1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系统应能准确感知隧道洞口路段车辆信息和

运行状态、交通流参数和恶劣天气高影响隧道洞口路段的交通气象环境。

4.2.2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系统应能在隧道内发生异常交通事件时，对隧

道入口洞外车辆实施有效管控。

4.2.3 高速公路特长隧道的洞口智慧管控系统宜能对车牌、车型进行有效识别并

研判隧道内滞留车辆信息，同时宜对超温车辆进行车温探测并预警。

4.3 设施配置

4.3.1 按照 JTG D70/2 确定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配置等级为 A级及以上的高速

公路隧道宜进行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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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JTG D70/2）规定，

公路隧道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的配置等级应根据隧道单洞长度和设计年度预测

隧道单洞年平均日交通量两个因素，按照“隧道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分级图”划分

为 A+、A、B、C、D五级。

本条文规定配置等级为 A级及以上隧道宜进行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即是

考虑了隧道单洞长度和交通量两个因素。

4.3.2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施设施配置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施配置表

设施名称 特长隧道 长隧道 中隧道

运行监管平台   

智慧感知设

施

摄像机   
车辆检测设备   

交通事件检测器   
紧急电话   

车牌车型识别设备  ▲ -
车温探测预警设备  ▲ -
交通气象监测设备 按照 5.3.7规定设置

智慧服务设

施

交通信号灯   
车道指示器   
可变信息标志   
有线广播   

火灾声光警报器   
柔性警示设备 ▲ - -

注： 1“”：应设； “”：宜设； “▲”：可设 ； “-”：不作要求

2 表中所示出的设施除包含硬件外尚包括配套的管理软件或系统。

3 表中未示出的设施按照现行标准规范执行。

4 当表中某一设备具备另一设备功能时，可仅设置该设备。

条文说明：

隧道长度分类参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8.0.2。当隧道交

通工程与附属设施配置等级为 A级及以上时，按照隧道长度分类配置隧道洞口

智慧管控设施。

4.4 系统架构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系统架构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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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隧道洞口智慧管控系统架构示意图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指南

7

5 智慧管控设施设置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智慧感知设施、智慧服务设施的功能要求和性能要求应符合 DB50/T

10001.1、DB50/T 10001.2、DB50/T 10001.3的规定。

5.1.2 智慧管控设施应具备联网、时钟同步、故障自我诊断功能。

5.1.3 智慧管控设施应不低于 GB/T 22239 在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及安

全计算环境等方面的二级安全保护要求。

5.1.4 智慧管控设施应优先选择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软硬件。

5.2 运行监管平台

5.2.1 运行监管平台可不单独设置，宜以路段为基本单元统筹考虑。

5.2.2 运行监管平台功能应符合 JTG D70/2的要求，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接收智慧感知设施采集的交通流量、车速、占有率、车温等数据，以及

设备工作状态信息和控制反馈信息。

b）融合处理感知数据，形成隧道洞口智慧控制策略。控制策略应至少包括

交通拥堵、交通事故、火灾事件、养护作业等工况。

c）向智慧服务设施发送车道封闭、可变限速等管控指令信息。

d）提供伴随式信息服务或车路协同数据交换（可选）。

e）具备车道级交通管控能力（宜选）。

5.3 智慧感知设施

5.3.1 摄像机

5.3.1.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对隧道洞口行车道、应急车道等区域进行无盲区监视。

b）夜间应不显著降低监视效果，具有彩色/黑白、昼/夜自动转换功能。

c）应具备视频传输、存储、显示功能。

d）宜具备遥控或变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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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宜具备交通事件检测功能。

5.3.1.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前和隧道出口后应设置摄像机，设置位置可距隧道入洞口 150m

~ 200m、距隧道出洞口 100m ~ 150m。

b）隧道入口和隧道出口宜分开设置摄像机。

5.3.1.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像素不低于 400W。

b）具备交通事件检测功能时，检测性能指标应满足 GB/T 28789的要求。

5.3.2 车辆检测设备

5.3.2.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支持断面内单车道的交通流量、平均车速和时间占有率等监测。

b）宜支持单车位置、速度和车型等信息监测。

c）宜支持交通事件检测功能。

5.3.2.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前和隧道出口后应设置车辆检测设备，设置位置可距隧道入洞

口 150m ~ 200m、距隧道出洞口 100m ~ 150m。

b）摄像机满足车辆检测性能要求或隧道出入口设置有车牌车型识别设备时，

车辆检测设备可不单独设置。

5.3.2.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断面内单车道车流量、时间占有率、平均车速监测精度宜不小于 95%。

b）监测目标数宜不小于 64 个。

c）单车速度误差 ±5km/h。

d）单车位置误差 ±1.5m。

5.3.3 交通事件检测器

5.3.3.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支持车辆停止、逆行、行人、拥堵、机动车驶离等事件监测。

b）宜支持自动识别交通事件位置、事件发生车道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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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具备交通事件报警和事件过程记录功能。

5.3.3.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前应设置交通事件检测器，设置位置可距隧道洞口 150m ~ 200m。

b）隧道出口后宜设置交通事件检测器，设置位置可距隧道洞口 100m ~ 150m。

c）交通事件检测器可不单独设置。有条件时宜复用具备交通事件检测功能

的智能摄像机、车辆检测设备等。

5.3.3.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监测率：≥96%。

b）误报率：≤5%。

5.3.4 紧急电话

5.3.4.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具有发出呼叫信号的功能，应能给出所在位置。

b）支持免提和摘机通话方式，通过扬声器或话筒与主控机进行全双工通话。

c）应能清晰接听使用者语音通话。

d）宜具备通话记录、存储和查询功能。

e）可具备摘机通话视频监视、记录功能。

5.3.4.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前和隧道出口后应设置紧急电话，设置位置可距隧道入洞口 0m

~ 10m、距隧道出洞口 0m ~ 10m。

5.3.4.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非线性失真≤3%（1000Hz）。

5.3.5 车牌车型识别设备

5.3.5.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能识别车牌，并按照微型、小型、中型、大型客车和小型、中型、大

型货车、货车列车等进行车型分类。

b）宜能分车道识别车牌、车型并计数。

c）宜能准确识别危化品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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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应能统计分析任一时间点段内隧道内的车辆类型、数量，分析比对任一

车牌。

条文说明：

车牌车型识别设备在选型时可根据图像识别技术、ETC门架技术等，从识别

精度、可靠性、耐久性、时延性以及数据获取的便利性等方面综合考虑。

5.3.5.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依据表 1 配置原则，在隧道入口前和隧道出口设置车牌车型识别设备，

设置位置可距隧道入洞口 150m ~ 200m、距隧道出洞口 100m ~ 150m。

b）根据功能需求，可在隧道内按照一定间距设置车牌车型识别设备。

5.3.5.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车牌、车型识别率：≥98%。

b）危化品车识别率：≥95%。

5.3.6 车温探测预警设备

5.3.6.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能识别车牌、监测车辆温度。

b）车辆超温时应能自动发送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应包括车牌号、车身重点

区域温度。

c）预警信息应直接发送至运行监管平台，也可同时发送至路侧控制单元。

d）车辆轮胎区域超温预警宜分蓝色、黄色和红色三级预警。

e）设备探测性能应不受汽车排气管道高温、挡风玻璃反射太阳光、夜间车

灯、车辆散热装置等因素影响。

5.3.6.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依据表 1配置原则，根据管理需求在隧道入口前设置车温探测预警设备，

可距隧道 300m ~ 500m。

b）车温探测预警设备应与可变信息标志配合设置，宜设置在洞外可变信息

标志上游 2倍停车视距外。

条文说明：

车温探测预警设备用于探测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的温度，当温度超出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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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醒车辆注意，或采取措施避免车辆进入隧道内引发火灾。

研究表明，持续制动下的车辆以 60km/h的速度行驶在 4%的坡度道路上时，

制动 200s后，质量为 32360kg的汽车制动鼓温度将达到 135.0℃，质量为 44360kg

的汽车将达到 175.2℃，质量为 56360kg的汽车将达到 214.4℃，很容易出现制动

“热衰退”。

为降低异常高温车辆在隧道火灾内引发火灾的风险，作出此规定。

隧道入口前是否设置车温探测预警设备，以及车温探测预警设备设置位置距

隧道洞口的前置距离，需要结合隧道管理需求和对超温车辆的管控策略综合评

判。

5.3.6.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温度监测范围：0℃ ~ 500℃。

b）车温识别精度：±2℃或%2F.S（取最大值）。

c）车牌车温关联识别精度：≥95%。

5.3.7 交通气象监测设备

5.3.7.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符合 GB/T 33697的要求。

b）支持能见度、风速、风向、路面（0cm、-10cm）温度、路面状况（干燥、

潮湿、积水、结冰、积雪）等信息监测，以及湿滑路面附着系数检测。

5.3.7.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洞口有以大雾为主要恶劣气象条件处，应能采集能见度参数。

b）隧道洞口有以结冰、雨、雪为主要恶劣气象条件处，应能采集路面潮湿、

结冰等路面状况参数。

c）隧道洞口有以大风为主要恶劣气象条件处，应能采集风速和风向参数。

d）隧道洞口有以高温为主要恶劣气象条件处，应能采集路面（0cm、-10cm）

温度参数。

e）隧道洞口有存在多种恶劣气象条件处，应能同时监测相应环境参数。

5.3.7.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交通气象监测设备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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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气象监测设备性能指标要求

监测项目 监测范围 分辨率 最大允许误差

能见度 10m ~ 10km 1m ±5%

风速 0m/s ~ 60m/s 0.1m/s ±2%

风向 0° ~ 360° 1° ±3°

路面（0cm，-10cm）温度 -50℃ ~ +80℃ 0.1m ±0.4℃

路面积水（水膜）深度、积雪层厚度、结冰层厚度 ≥0.1mm 0.1mm ±0.5mm

湿滑路面附着系数 0.01 ~ 0.82 0.01 ±0.01

5.4 智慧服务设施

5.4.1 交通信号灯

5.4.1.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交通信号灯应由红、黄、绿圆盘灯组成。当隧道入口前设置有联络通道

时，交通信号灯还应包括左转箭头灯。

b）应能清晰准确显示交通信号状态。

5.4.1.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有联络通道时，交通信号灯应设置在隧道入口联络通道前 20m ~

50m 处，应由红、黄、绿圆盘灯和左转箭头灯组成。

b）隧道入口无联络通道时，交通信号灯应设置在距隧道入口一个停车视距

处，应由为红、黄、绿圆盘灯组成。

c）当后一隧道入口与前一隧道出口间距小于 2倍停车视距时，两隧道间可

统筹考虑设置交通信号灯。

d）有车道级交通管控需求时，应分车道设置交通信号灯。

e）设置交通信号灯的隧道，交通信号灯前 20m ~ 50m位置应设置停止线。

5.4.1.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有效显示直径尺寸：不小于 400mm。

b）动态可视距离：≥2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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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车道指示器

5.4.2.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具备红叉、绿箭显示功能。

b）应具有双面显示功能，显示图案应清晰。

c）应能准确显示各车道通行、封闭信息。

5.4.2.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后和隧道出口前应设置车道指示器，设置位置可距隧道入洞口

10m、距隧道出洞口 10m ~ 30m。

b）有车道级交通管控需求时，宜在隧道入口前 200m ~ 500m范围分车道设

置 1组或 2组车道指示器。

5.4.2.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有效显示尺寸：不小于 600mm×600mm。

b）动态可视距离：≥210m。

5.4.3 可变信息标志

5.4.3.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具备自动、手动、自检、调光、本地存储等功能。

b）应清晰显示图案、视频或文字信息并便于视认。

c）应具有身份鉴别和防篡改信息功能。

d）应能准确显示隧道管控指令。

5.4.3.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有联络通道时，可变信息标志应设置在隧道入口联络通道前

200m ~ 300m处。

b）隧道入口无联络通道时，可变信息标志宜设置在距隧道入口 2倍停车视

距处。

c）当后一隧道入口与前一隧道出口间距小于 2倍停车视距时，两隧道间可

统筹考虑设置可变信息标志。

d）特长、长隧道前宜设置门架式可变信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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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宜采用全彩色屏。

b）像素点间距宜不大于 10mm。

c）动态视认距离：≥210m。

5.4.4 有线广播

5.4.4.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具备全呼、分组群呼和单呼功能。

b）喊话声音应能在隧道洞口区域清晰可辨别。

5.4.4.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前和隧道出口后应设置有线广播。隧道入口前可间隔 150m ~

200m设置 2-3组。

b）有线广播可与交通信号灯或摄像机等设备共杆设置。

c）根据功能需求，在隧道内设置有线广播。

5.4.4.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强指向性。

b）功率：≥200W。

c）声压级：≥120dB（正前方 1m处）。

5.4.5 火灾声光警报器

5.4.5.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具有分区域警报功能。

b）应能在接到控制指令后进行声、光报警。

5.4.5.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前应设置火灾声光警报器，可与交通信号灯或摄像机等设备共

杆设置。

b）隧道入洞口至隧道入洞口前 300m范围可按照 16m ~ 24m 间距左右对称

设置火灾声光警报器。

5.4.5.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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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声压级：≥90dB（任一方向 3m处）。

b）闪光频率：1.0Hz ~ 2.0Hz。

c）光信号在 25m处应清晰可见（在 100 lx ~ 500 1x环境光线下）。

5.4.6 柔性警示设备

5.4.6.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启动时应能显示隧道封闭信息。

b）应具备远程控制功能。

c）与可变信息标志、交通信号灯、声光警报器联动控制。

5.4.6.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根据管理需求，隧道洞口设置 1 组或 2 组柔性警示设备。柔性警示设备

设置 1组时，可距隧道入口 10m ~ 30m；柔性警示设备设置 2组时，第 2组可距

隧道入口 150m ~ 300m。

b）洞口柔性警示设备应与可变信息标志、交通信号灯协调设置。

c）可变信息标志可设置在柔性警示设备前 150m ~ 300m。隧道洞口与可变信

息标志设置位置之间的范围可配套设置声光警报器。

条文说明：

调研表明，当隧道内发生异常事件时，外部车辆因无法准确获悉隧道内交通

状况或对隧道洞口交通控制设备发出的管制信息不敏感，继续驶入事故隧道情况

时有发生。此情况将增加事故风险，在火灾工况时尤为明显。

为保障公路隧道特别是长隧道安全运营，目前通常采用人工值守方式，一旦

隧道洞内发生突发紧急事件，值守人员第一时间在洞口进行交通管制，以防后续

车辆继续驶入。此种管理方式从时效性和安全性来看，存在一定风险隐患。

根据产品调研和工程应用案例，在隧道洞口前设置柔性警示设备可有效提升

警示效果，降低后续车辆进入隧道的风险。

为防止隧道突发事件时后续车辆进入隧道，故作出此规定。

5.4.6.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动态视认距离：≥110m（白天）。

b）启动时间：≤20s。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智慧管控设计指南

16

附 录 A
（资料性）

典型场景设备布置示意图

A.1 隧道入口智慧感知设施布置示意图

注：本示意图适用场景为隧道入口设置 1组柔性警示设备且可分车道管控。

A.2 隧道入口智慧服务设施布置示意图（一）

注：本示意图适用场景为隧道入口未设置柔性警示设备但可分车道管控。

A.3 隧道入口智慧服务设施布置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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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范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

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 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

述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

3) 当引用本指南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指南第×章的有关规

定”、“应符合本指南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指南第×.×.×条的有关规定”

或“应按本指南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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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应能识别车牌，并按照微型、小型、中型、大型客车和小型、中型、大型货车、货车列车等进行车型分类。
	b）宜能分车道识别车牌、车型并计数。
	c）宜能准确识别危化品车辆。
	d）应能统计分析任一时间点段内隧道内的车辆类型、数量，分析比对任一车牌。
	条文说明：
	车牌车型识别设备在选型时可根据图像识别技术、ETC门架技术等，从识别精度、可靠性、耐久性、时延性以及
	5.3.5.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依据表1配置原则，在隧道入口前和隧道出口设置车牌车型识别设备，设置位置可距隧道入洞口150m ~
	b）根据功能需求，可在隧道内按照一定间距设置车牌车型识别设备。
	5.3.5.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车牌、车型识别率：≥98%。
	b）危化品车识别率：≥95%。
	5.3.6.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能识别车牌、监测车辆温度。
	b）车辆超温时应能自动发送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应包括车牌号、车身重点区域温度。
	c）预警信息应直接发送至运行监管平台，也可同时发送至路侧控制单元。
	d）车辆轮胎区域超温预警宜分蓝色、黄色和红色三级预警。
	e）设备探测性能应不受汽车排气管道高温、挡风玻璃反射太阳光、夜间车灯、车辆散热装置等因素影响。
	5.3.6.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依据表1配置原则，根据管理需求在隧道入口前设置车温探测预警设备，可距隧道300m ~ 500m。
	b）车温探测预警设备应与可变信息标志配合设置，宜设置在洞外可变信息标志上游2倍停车视距外。
	条文说明：
	车温探测预警设备用于探测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的温度，当温度超出规定值时，提醒车辆注意，或采取措施避免车
	研究表明，持续制动下的车辆以60km/h的速度行驶在4%的坡度道路上时，制动200s后，质量为323
	为降低异常高温车辆在隧道火灾内引发火灾的风险，作出此规定。
	隧道入口前是否设置车温探测预警设备，以及车温探测预警设备设置位置距隧道洞口的前置距离，需要结合隧道管
	5.3.6.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温度监测范围：0℃ ~ 500℃。
	b）车温识别精度：±2℃或%2F.S（取最大值）。
	c）车牌车温关联识别精度：≥95%。
	5.3.7 交通气象监测设备
	5.3.7.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符合GB/T 33697的要求。
	b）支持能见度、风速、风向、路面（0cm、-10cm）温度、路面状况（干燥、潮湿、积水、结冰、积雪）
	5.3.7.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洞口有以大雾为主要恶劣气象条件处，应能采集能见度参数。
	b）隧道洞口有以结冰、雨、雪为主要恶劣气象条件处，应能采集路面潮湿、结冰等路面状况参数。
	c）隧道洞口有以大风为主要恶劣气象条件处，应能采集风速和风向参数。
	d）隧道洞口有以高温为主要恶劣气象条件处，应能采集路面（0cm、-10cm）温度参数。
	e）隧道洞口有存在多种恶劣气象条件处，应能同时监测相应环境参数。
	5.3.7.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交通气象监测设备性能指标应符合表2要求。
	5.4.1.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交通信号灯应由红、黄、绿圆盘灯组成。当隧道入口前设置有联络通道时，交通信号灯还应包括左转箭头灯。
	b）应能清晰准确显示交通信号状态。
	5.4.1.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有联络通道时，交通信号灯应设置在隧道入口联络通道前20m ~ 50m 处，应由红、黄、绿
	b）隧道入口无联络通道时，交通信号灯应设置在距隧道入口一个停车视距处，应由为红、黄、绿圆盘灯组成。
	c）当后一隧道入口与前一隧道出口间距小于2倍停车视距时，两隧道间可统筹考虑设置交通信号灯。
	d）有车道级交通管控需求时，应分车道设置交通信号灯。
	e）设置交通信号灯的隧道，交通信号灯前20m ~ 50m位置应设置停止线。
	5.4.1.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有效显示直径尺寸：不小于400mm。
	b）动态可视距离：≥210m。
	5.4.2.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具备红叉、绿箭显示功能。
	b）应具有双面显示功能，显示图案应清晰。
	c）应能准确显示各车道通行、封闭信息。
	5.4.2.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后和隧道出口前应设置车道指示器，设置位置可距隧道入洞口10m、距隧道出洞口10m ~ 3
	b）有车道级交通管控需求时，宜在隧道入口前200m ~ 500m范围分车道设置1组或2组车道指示器。
	5.4.2.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有效显示尺寸：不小于600mm×600mm。
	b）动态可视距离：≥210m。
	5.4.3.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具备自动、手动、自检、调光、本地存储等功能。
	b）应清晰显示图案、视频或文字信息并便于视认。
	c）应具有身份鉴别和防篡改信息功能。
	d）应能准确显示隧道管控指令。
	5.4.3.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有联络通道时，可变信息标志应设置在隧道入口联络通道前 200m ~ 300m处。
	b）隧道入口无联络通道时，可变信息标志宜设置在距隧道入口2倍停车视距处。
	c）当后一隧道入口与前一隧道出口间距小于2倍停车视距时，两隧道间可统筹考虑设置可变信息标志。
	d）特长、长隧道前宜设置门架式可变信息标志。
	5.4.3.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宜采用全彩色屏。
	b）像素点间距宜不大于10mm。
	c）动态视认距离：≥210m。
	5.4.4.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具备全呼、分组群呼和单呼功能。
	b）喊话声音应能在隧道洞口区域清晰可辨别。
	5.4.4.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前和隧道出口后应设置有线广播。隧道入口前可间隔150m ~ 200m设置2-3组。
	b）有线广播可与交通信号灯或摄像机等设备共杆设置。
	c）根据功能需求，在隧道内设置有线广播。
	5.4.4.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强指向性。
	b）功率：≥200W。
	c）声压级：≥120dB（正前方1m处）。
	5.4.5.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应具有分区域警报功能。
	b）应能在接到控制指令后进行声、光报警。
	5.4.5.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入口前应设置火灾声光警报器，可与交通信号灯或摄像机等设备共杆设置。
	b）隧道入洞口至隧道入洞口前300m范围可按照16m ~ 24m间距左右对称设置火灾声光警报器。
	5.4.5.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声压级：≥90dB（任一方向3m处）。
	b）闪光频率：1.0Hz ~ 2.0Hz。
	c）光信号在25m处应清晰可见（在100 lx ~ 500 1x环境光线下）。
	5.4.6.1 功能满足下列要求：
	a）启动时应能显示隧道封闭信息。
	b）应具备远程控制功能。
	c）与可变信息标志、交通信号灯、声光警报器联动控制。
	5.4.6.2 布设原则满足下列要求：
	a）根据管理需求，隧道洞口设置1组或2组柔性警示设备。柔性警示设备设置1组时，可距隧道入口10m ~
	b）洞口柔性警示设备应与可变信息标志、交通信号灯协调设置。
	c）可变信息标志可设置在柔性警示设备前150m ~ 300m。隧道洞口与可变信息标志设置位置之间的范
	条文说明：
	调研表明，当隧道内发生异常事件时，外部车辆因无法准确获悉隧道内交通状况或对隧道洞口交通控制设备发出的
	为保障公路隧道特别是长隧道安全运营，目前通常采用人工值守方式，一旦隧道洞内发生突发紧急事件，值守人员
	根据产品调研和工程应用案例，在隧道洞口前设置柔性警示设备可有效提升警示效果，降低后续车辆进入隧道的风
	为防止隧道突发事件时后续车辆进入隧道，故作出此规定。
	5.4.6.3 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动态视认距离：≥110m（白天）。
	b）启动时间：≤20s。
	注：本示意图适用场景为隧道入口设置1组柔性警示设备且可分车道管控。
	注：本示意图适用场景为隧道入口未设置柔性警示设备但可分车道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