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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本文件旨在以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和服务相关业务需求为牵引，以服务高速公路智慧化建设为目

标，梳理现有和潜在的高速公路业务应用，明确云控平台在智慧高速建设中的定位，提出云控平台架

构，细化云控平台功能要求，规范云控平台性能及安全要求，形成智慧高速公路云控平台标准化的总

纲，进而指导智慧高速公路云控平台建设、提升智慧高速实施效果，推动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和服务

的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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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高速公路 云控平台 总体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高速公路云控平台的平台架构、基础功能要求、应用服务要求、云边协同管理

要求、性能要求、安全要求等内容。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云控平台的设计与建设，其他等级公路的

云控平台设计也可以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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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55 机动车测速仪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1024.3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3部分：网络层和应用层规范 

GB/T 33697 公路交通气象监测设施技术要求 

GB/T 3565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 

GA 802 机动车类型 术语和定义 

GA/T 497 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 833 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 

JT/T 966.2 收费公路联网收费系统软件测试方法 第2部分：性能测试 

JTG 5210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智慧高速公路云控平台 smart expressway cloud control platform 

智慧高速公路云控平台是高速公路运营方主导建设的，集成先进的感知技术、通信技术、控制技

术和信息技术，以实现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中多要素相互映射为基础，并系统性部署高速公路运营管

理专业化应用服务的统一平台，从而实现高速公路智慧化运营管理，并为公众提供安全、高效、绿色、

智慧的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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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网络中心节点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可以按

需求共享给各种计算终端和设备使用。 

3.1.3 边缘计算 edge computing 

边缘计算是一种分布式运算的架构，将应用程序、数据资料与服务的运算，由网络中心节点，移

往网络逻辑上的边缘节点来处理，具备高实时性和本地化特征。 

3.1.4 中心云 central cloud 

中心云是基于传统云基础设施构筑的云，在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中心云由集中式的数据中心和

核心网构成，提供最密集的IT资源，同时是整个计算网络的总协调中心。中心云计算凭借其强大的数

据中心，为业务应用提供大规模池化，弹性扩展的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设施服务。 

3.1.5 边缘云 edge cloud 

边缘云是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核心和边缘计算的能力，构筑在边缘基础设施之上的云计算平台。形

成边缘位置的计算、网络、存储、安全等能力全面的弹性云平台，并与中心云和物联网终端形成“云

边端三体协同”的端到端的技术架构，通过将网络转发、存储、计算，智能化数据分析等工作放在边

缘处理，降低响应时延、减轻云端压力、降低带宽成本。 

3.2 符号和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RSU：路侧通信单元（Roadside Unit） 

4 平台架构 

4.1 平台总体架构 

智慧高速公路云控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平台的基础功能包括打通原有各业务系统间的壁垒，提供业务相关数据的汇聚、管理与分析等服

务，并可对原有各业务系统提供相关服务；平台整体南向对接感知、通信、控制等路侧终端设备或系

统，提供业务相关的数据下发、设备纳管等服务；平台整体北向对接政府、企业等第三方平台，提供

业务相关的数据共享服务。 

平台的应用服务基于平台基础功能中的数据、设备和计算资源，并进行统一部署。对于由原有各

业务系统所提供的应用服务，宜迁移至云控平台中，进行统一管理；也可在原系统中使用云控平台提

供的基础功能，进行应用服务的升级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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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强实时性服务要求、网络通信资源受限、中心云计算资源受限等的路网，可在路侧或路段

级、区域级管理分中心分布式地部署边缘云，为局部区域提供服务，并形成云边协同架构。 

 

图 1 平台总体架构 

建设智慧高速公路云控平台需整合现有资源，进行迭代式建设，初级平台、中级平台、高级平台

的基础功能要求及应用服务要求如表1、表2所示。 

表 1 基础功能要求 

序号 基础功能分类 初级平台 中级平台 高级平台 

1 

数据汇聚 

交通状态数据 ▲ ▲ ▲ 

2 视频监控数据 ▲ ▲ ▲ 

3 道路营运数据 ▲ ▲ ▲ 

4 道路养护数据 ▲ ▲ ▲ 

5 气象环境数据 ▲ ▲ ▲ 

6 结构监测数据 △ ▲ ▲ 

7 机电设备状态数据 △ ▲ ▲ 

8 全生命周期数据 △ ▲ ▲ 

9 网联车辆数据 ○ △ ▲ 

10 

数据管理 

数据抽取 ▲ ▲ ▲ 

11 数据清洗 ▲ ▲ ▲ 

12 数据转换 ▲ ▲ ▲ 

13 数据加载 ▲ ▲ ▲ 

14 数据存储 ▲ ▲ ▲ 

15 数据安全保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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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础功能分类 初级平台 中级平台 高级平台 

16 数据质量评价 △ ▲ ▲ 

17 数据缓存 △ ▲ ▲ 

18 
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 ▲ ▲ ▲ 

19 多源数据融合 △ ▲ ▲ 

表 1 基础功能要求（续） 

序号 基础功能分类 初级平台 中级平台 高级平台 

20 

数据分析 

专题数据统计分析 △ ▲ ▲ 

21 图像结构化 △ ▲ ▲ 

22 雷达结构化 ○ △ ▲ 

23 机器学习 ○ △ ▲ 

24 数字孪生建模 ○ △ ▲ 

25 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 △ ▲ 

26 

数据下发 

声光电信息发布 ▲ ▲ ▲ 

27 
车载移动智能终端及 

车载 OBU 数据分发 
○ △ ▲ 

28 地图数据分发 ○ △ ▲ 

29 
数据共享 

第三方数据共享 △ ▲ ▲ 

30 云边数据共享 ○ △ ▲ 

31 

设备纳管 

边缘云纳管 ○ △ ▲ 

32 边缘云资源管理 ○ △ ▲ 

33 终端设备纳管 ○ △ ▲ 

34 终端设备远程升级 ○ △ ▲ 

35 平台自身管理 ○ △ ▲ 

▲为应具备，△为宜具备，○为不需要 

表 2 应用服务要求 

序号 应用服务分类 初级平台 中级平台 高级平台 

1 

运行监测 

交通运行状态监测 ▲ ▲ ▲ 

2 道路环境监测 ▲ ▲ ▲ 

3 视频轮巡和视频云联网 ▲ ▲ ▲ 

4 特定车辆跟踪监管 △ ▲ ▲ 

5 能耗监测 ○ △ ▲ 

6 

交通管控 

节假日交通管控 △ ▲ ▲ 

7 路径诱导服务 △ ▲ ▲ 

8 实时数字孪生服务 ○ △ ▲ 

9 车路协同服务 ○ △ ▲ 

10 

应急指挥 

紧急事件快速发现 ▲ ▲ ▲ 

11 路网指挥调度 ▲ ▲ ▲ 

12 路网协同联动处置 △ ▲ ▲ 

13 应急物资车辆调度 △ ▲ ▲ 

14 路网事件处置评价 △ ▲ ▲ 

15 信息发布策略自动生成 ○ △ ▲ 

16 应急预案自动推荐与辅助执行 ○ △ ▲ 

17 

养护管理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 ▲ ▲ ▲ 

18 养护作业管理 ▲ ▲ ▲ 

19 应急除雪防汛 ▲ ▲ ▲ 

20 养护事件快速获取 △ ▲ ▲ 

21 智慧化日常养护作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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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应用服务分类 初级平台 中级平台 高级平台 

22 

收费管理 

路网收费稽核管理 ▲ ▲ ▲ 

23 自由流收费管理 ▲ ▲ ▲ 

24 绿通车收费管理 ▲ ▲ ▲ 

25 差异化收费管理 △ ▲ ▲ 

▲为应具备，△为宜具备，○为不要求 

 

4.2 中心云 

平台中心云一般部署在负责全路网管理的总中心，承载全路网的完整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全路网

的数据采集、数据下发、数据管理、数据共享、数据分析、设备纳管等基础功能，运行监测、应急指

挥、养护管理、收费管理等应用服务。对于采取云边协同架构的平台，中心云负责跨区域的协同管理，

主要包括对边缘云的数据协同管理、资源协同管理、安全协同管理、应用协同管理、业务编排协同管

理等。中心云往往采用统一、标准化机型，并采取集中管控方式。 

4.3 边缘云 

平台边缘云一般采取分布式部署方式，部署在路侧或路段级、区域级管理分中心，通过边缘网关

接入各种设备、传感器等，承载管辖区域内的部分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管辖区域内的数据采集、数据

下发、数据管理、数据共享、数据分析、设备纳管等基础功能，运行监测、应急指挥、养护管理、收

费管理等应用服务。对于响应实时性要求高于秒级的业务，应部署在边缘云以满足强实时性要求；对

于响应实时性要求低于分钟级的弱实时性业务，可在中心云或边缘云上部署。 

对于长隧道群、特长隧道等重点路段，宜单独部署边缘云，实现对于隧道内异常停车、交通事故、

火灾、积水等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理，并与中心云通过数据交换实现综合监控和协同指挥。 

边缘云通过本地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降低云边数据共享、中心云数据分析等对网络通信资源和

中心云计算资源的需求。边缘云往往采用利旧、多样化机型，并采取中心管理、网络同步的管控方式。 

5 基础功能要求 

5.1 数据汇聚 

5.1.1 交通状态数据 

交通运行状态采集功能应支持采集各类动态交通流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主线、收费站、匝道等位

置记录的过车时间、车辆所在车道、车牌号、车型、速度、流量等。 

5.1.2 视频监控数据 

视频监控数据采集功能应支持采集各类视频监控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主线、桥梁、隧道、服务区、

收费站、ETC门架的监控视频。 

5.1.3 道路营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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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营数据采集功能应支持采集道路营运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收费站收费数据、ETC自由流收费

数据、两客一危车辆监测数据、道路养护施工数据、交通事件数据等。 

5.1.4 道路养护数据 

道路养护数据采集功能应支持采集各类道路养护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路线、路段、桥梁、涵洞、

隧道、沿线设施、防护设施等公路基础设施的实时状况、巡查管理记录、施工养护作业记录等。 

5.1.5 气象环境数据 

气象环境数据采集功能应支持采集各类影响行车安全的气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大气温度、大气

湿度、大气压力、风速、风向、降水量、能见度、路面温度、路面积水厚度、路面积雪（冰）厚度、

路面状态代码等。 

5.1.6 结构监测数据 

结构监测数据采集功能应支持采集公路桥隧等土建结构监测数据，监测高速公路上的各类土建结

构的变形及破损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洞口边坡、仰位移监测、衬砌结构应变监测、裂缝宽度监测等。 

5.1.7 机电设备状态数据 

机电设备状态数据采集功能应支持获取设备ID、设备名称、设备桩号、感知方向、IP等机电设备

静态信息，同时应支持获取监控、收费、通信、照明、报警等各类机电设备的动态数据，包括开关状

态、健康状态、负载状态、巡检记录等。 

5.1.8 全生命周期数据 

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功能应支持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行”全生命周期数据的采集与管理，

建立能够对接各个阶段分散数据平台的上层管理平台，实现对现有各个平台数据的有效集成。 

5.1.9 网联车辆数据 

网联车辆数据采集功能应支持通过路车协同通信方式采集网联汽车的各类监控数据，包括但不限

于车辆身份认证数据、车辆运行状态数据、用户伴随式交通信息服务类数据等。 

5.2 数据管理 

5.2.1 数据抽取 

数据抽取功能应支持全量抽取和增量抽取方式，增量抽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触发器方式、时间戳

方式、全表删除插入方式、全表比对方式、日志表方式等。 

5.2.2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功能应支持常用数据清洗算法，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一致性检查、无效数据检测和修正、

缺失数据检测和补全、冗余数据检测和约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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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数据转换 

数据转换功能应支持结构化数据的列转换、行转换和表转换、格式修正、字段解码、信息合并与

拆分、特征集合转化等。 

5.2.4 数据加载 

数据加载功能应支持数据全量加载、增量加载、批量加载等。 

5.2.5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功能应支持存储结构化数据；宜支持存储非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流数据等多种形式

的数据存储，宜支持分布式数据存储。 

5.2.6 数据安全保障 

数据安全保障功能应支持采取分类分级存储、加密存储、数据脱敏等措施保障数据存储和应用安

全；可利用数据备份和应急恢复技术完善容灾体系；可采取数据归档处置、数据销毁处置、存储介质

销毁处置等措施保障销毁安全。 

5.2.7 数据质量评价 

数据质量评价功能应支持对高速公路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及时性进行评价。部分常

见数据的质量要求见附录A。 

5.2.8 数据缓存 

对于采用云边架构的平台，数据缓存功能应支持边缘云实现分布式数据缓存，以提高访问效率、

减小网络传输的带宽需求。 

5.3 数据分析 

5.3.1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功能应支持对来自各种来源的大量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流式处理或批式处理，

以挖掘数据可提供有用信息、告知结论、或支持决策。 

5.3.2 多源数据融合 

多源数据融合功能应支持对于多来源、多类型的传感器数据的融合。 

5.3.3 专题数据统计分析 

专题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应支持结合感知数据和业务系统数据，实现关键指标和可视化统计报表等

的综合展示，包含建设专题、运行专题、应急专题、养护专题、收费专题等，应支持自定义配置报表

展现形式、支持报表导出，实现路网“建设-管理-养护-运行”各阶段数据的智能抽取与综合分析。 

5.3.4 图像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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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结构化功能应支持对采集的视频图像等原始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生成结构化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目标识别、目标跟踪、事件检测、场景重建等。 

5.3.5 雷达结构化 

雷达结构化功能应支持对微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设备采集的原始非结构化数据进行

处理分析并生成结构化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目标识别、目标跟踪、事件检测、场景重建等。 

5.3.6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功能应提供一系列数据挖掘、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算法，实现从各类型数据中

自动分析数据内容、获取数据规律、或对未知数据进行预测的算法。 

5.3.7 数字孪生建模 

数字孪生建模功能应支持针对高速公路静态道路属性和动态微观交通行为的建模，支持对各类型

交通管控措施下的路网交通运行态势仿真，以及对不同天气、光照条件下的道路路况仿真。 

5.3.8 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功能应支持高速公路全生命周期的数据采集、处理、管理、展示、分析的

一体化管理，基于基础设施数字化模型，为各类公路养护管理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5.4 数据下发 

5.4.1 声光电信息发布 

声光电信息发布功能应支持通过声光电信息发布模块向在途车辆下发应用消息或预警数据。声模

块包括定向高音喇叭、收音机定频道广播等设备，发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预警、安全引导等；光

模块包括高空激光灯、LED灯带、太阳能爆闪灯等设备，发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安全警示等；电模块包

括电子情报板、可变标识牌等设备，发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道路事故信息、交通管制命令、交通诱导

信息、安全车速提醒等。 

5.4.2 车载移动智能终端及车载 OBU数据分发 

车载移动智能终端及车载OBU数据分发功能应支持通过车路协同通信向网联车、移动终端等设备下

发应用消息或预警数据。其中应用消息包括但不限于基础安全消息（BSM）、路侧信息（RSI）、路侧

安全消息（RSM）、地图消息(MAP)、信号灯消息（SPAT）等，预警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行人/非机动车辆

预警、路面障碍物预警、汇流/变道辅助、弯道路段通行辅助、施工区域组织通行、高优先级车辆提醒、

道路交通标识牌提示等。 

5.4.3 地图数据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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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数据分发功能应支持对接符合接口规范要求的高精度地图源，将高精度地图数据按照区域进

行切片分发，远程下发至边缘计算单元，并基于车路协同协议下发至智能网联车辆。 

5.5 数据共享 

5.5.1 第三方数据共享 

第三方数据共享功能应支持与交通、公安、气象、国土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包括但不限于接入第

三方道路营运数据、气象数据、地质灾害数据、路况数据、交通管理措施、交通组织方案等。 

5.5.2 云边数据共享 

对于采用云边架构的平台，云边数据共享功能应支持中心云和边缘云之间、及多个边缘云之间实

现各类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共享。 

5.6 设备纳管 

5.6.1 边缘云纳管 

对于采用云边架构的平台，边缘云纳管功能应支持边缘计算设备的部署、移除、状态监测、电源

开关等，并能对边缘计算设备上的应用进行部署、配置修改等进行管理。 

5.6.2 边缘云资源管理 

对于采用云边架构的平台，边缘资源管理功能应支持以节点、独立集群、多集群等形式，对边缘

云的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进行管理，以提高设备资源利用率及系统鲁棒性。 

5.6.3 终端设备纳管 

终端设备纳管功能应支持对摄像机、雷达、RSU等路侧终端设备的部署、移除、状态监测、电源开

关等管理功能。 

5.6.4 终端设备远程升级 

终端设备远程升级功能应支持远程对终端设备进行系统更新、功能迭代和漏洞修复等变更。 

5.6.5 平台自身管理 

对于采用云边架构的平台，中心云应支持对数据中心、虚拟化平台等中心云基础设施的调配与管

理，边缘云应支持对区域数据中心、边缘网关等边缘计算基础设施进行统一管理。 

6 应用服务要求 

6.1 运行监测 

6.1.1 交通运行状态监测 

交通运行状态监测功能应支持对路网状态、路网事件、路网车辆运行等的实时监测，可对全路网

交通拥堵、交通事故、车辆异常等进行整体分析和快速发现；应支持对收费站、服务区、停车区等高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8%BE%B9%E7%BC%98%E7%BD%91%E5%85%B3&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78131931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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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附属设施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并对公众发布收费站、服务区关停情况及服务区车位忙闲情况

等。 

6.1.2 道路环境监测 

道路环境监测功能应支持对道路能见度、路面温度、路面结冰积水情况等的实时监测。 

6.1.3 视频轮巡和视频云联网 

视频轮巡和视频云联网功能应支持通过云服务实现高速公路沿线视频监测设备资源汇集并联网应

用，可以提供视频调用、控制服务。 

6.1.4 特定车辆跟踪监管 

特定车辆跟踪监管功能应支持对特情车辆以及需要加强监管的特殊车辆进行跟踪记录，可接收ETC

状态名单、稽查逃费黑（灰）名单、大件运输车辆名单、优免车辆名单、两客一危车辆名单，支持接

收和下发黑名单及逃费数据信息（逃费交易记录及相关证据）查询、通行费补交等功能。 

6.1.5 能耗监测 

能耗监测功能应支持对高速公路沿线隧道、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用能场所的在线能耗监测，并

实现对能耗数据的综合分析、评价预测和可视化等。 

6.2 交通管控 

6.2.1 节假日交通管控 

节假日交通管控功能应具备节假日的交通运行态势分析、交通安全预警、交通安全风险分析等功

能，以及为公众提供节假日路径诱导、出行前信息服务等功能。 

6.2.2 路径诱导服务 

路径诱导服务应支持为驾驶员提供交通管制信息、拥堵信息、道路施工情况、附近服务区、加油

站等出行信息，提出建议行驶路线，引导驾驶员选择最佳路径，减少车辆在路网中的滞留时间。 

6.2.3 实时数字孪生服务 

实时数字孪生服务应支持在数字空间实现对物理交通世界的精准数字化映射,并根据数字空间的仿

真、验证、分析、决策结果来反馈和优化物理交通世界，实现大规模交通仿真和推演，从而帮助交通

管理者进行实时、精准、智能的交通管理和信息发布，提升交通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6.2.4 车路协同服务 

车路协同服务应支持采用无线通信技术实现车车、车路信息实时交互，并在全时空动态交通信息

采集与融合感知的基础上开展车辆行驶预警，交通信息发布和道路协同管理等服务。 

6.3 应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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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紧急事件快速发现 

紧急事件快速发现功能应支持基于路侧公路事件检测设备、互联网平台等快速发现事件、精准定

位、一站式接报。 

6.3.2 路网指挥调度 

路网指挥调度功能应支持现场视频及时回传，在云端实时监控指挥调度过程，也可设置路网备勤

点和临时驻点提高应急指挥响应速度。 

6.3.3 路网协同联动处置 

路网协同联动处置功能应支持内部实现路段之间的联动，外部实现与交警、路政、消防、医疗、

第三方道路援救等相关方的联动。 

6.3.4 应急物资车辆调度 

应急物资车辆调度功能应支持对应急物资运输车辆提供服务和引导，实现对应急物资运输车辆的

实时通信、保障方案生成、物流优化调配、快速查验通行等。 

6.3.5 路网事件处置评价 

路网事件处置评价功能应支持对路网事件态势及其影响进行动态的跟踪研判，可对路网事件处置

效果进行评价，生成路网事件处置分析报告。 

6.3.6 信息发布策略自动生成 

信息发布策略自动生成功能应支持根据事件需要发布的范围自动生成相应的信息发布策略，外部

对接互联网、媒体平台等完成紧急事件情况说明等信息发布，内部对接交通信息发布模块完成诱导信

息等信息发布。 

6.3.7 应急预案自动推荐与辅助执行 

应急预案自动推荐与快速部署功能应支持事先制定备选应急预案，根据事发时的道路感知状况灵

活配置预案，向调度员推荐预案并辅助调度员执行预案，快速匹配和有效调度应急人员、车辆和资源。 

6.4 养护管理 

6.4.1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功能应支持对路面技术状况指数、路面损坏状况指数、路面行驶质量指数、路

面车辙深度指数、路面跳车指数、路面磨耗指数、路面抗滑性指数、路面结构强度指数、桥隧构造物

技术状况指数、沿线设施技术状况指数等公路技术状况指数进行评定。 

6.4.2 养护作业管理 

公路养护作业管理功能应支持对养护作业进行排班、记录养护作业进展、保存养护作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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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应急除雪防汛 

应急除雪防汛功能应支持实时监测天气变化，并根据相应预案主动预警养护管理人员。 

6.4.4 养护事件快速获取 

公路养护事件快速获取功能应支持基于路侧物联网传感器、检测车、移动式巡查设备、无人机等

获取路面、桥梁、隧道技术状况数据，实现技术状况的动态连续获取。 

6.4.5 智慧化日常养护作业 

智慧化日常养护作业功能应支持基于高精度地图自动生成适应不同养护作业类型的现场设施布置

方案，实现图上作业；可采用车载自动化设备，实现作业区设施快速收放；可采用可穿戴设备、占道

预警设备等进行异常预警，保障作业区人员安全；可自动生成养护信息提示信息，及时发布至智慧情

报板、互联网平台等。 

6.5 收费管理 

6.5.1 路网收费稽核管理 

路网收费稽核管理功能应支持路网车辆路径查询、审核管理、黑名单管理、信用管理、内部稽核

等，可对一车多卡、恶意屏蔽信号等异常数据进行筛查。 

6.5.2 自由流收费管理 

自由流收费管理功能应支持对收费车辆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检索、费率计算等。 

6.5.3 绿通车收费管理 

绿通车收费管理功能应支持绿通车辆到站“一站式”预约查验、绿通车出入口重量一致性查验、

失信记录核验等。 

6.5.4 差异化收费管理 

差异化收费管理功能应支持分车型、分路段、分方向、分时段、分支付方式的车辆差异化收费。 

7 云边协同管理要求 

7.1 数据协同管理 

数据协同管理功能应支持边缘云在完成对终端数据的快速采集、初步处理、分析和响应后，将数

据上传到中心云，实现中心云对高价值终端数据的长期存储。 

7.2 资源协同管理 

资源协同管理功能应支持中心云具备对边缘云进行的资源调度和管理的功能，包括计算资源协同、

网络资源协同、存储资源协同，边缘云也可对本地算力资源进行调度管理。 

7.3 安全协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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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协同管理功能应支持边缘云和中心云在安全防护方面保持协调联动，中心云具备对边缘云的

安全状态进行监测，并对边缘云提供流量分析、恶意流量阻断等安全防护功能。 

7.4 应用协同管理 

应用协同管理功能应支持中心云具备应用开发、测试、编排、分发，并对自身所创建应用及边缘

云上应用的运行状态进行管理；应用协同管理功能应支持边缘云提供应用部署环境、创建应用实例、

并实现对本地应用的运行状态进行管理。 

8 性能要求 

8.1 数据质量 

8.1.1 数据完整性 

各类原始数据的存储应充分保留原始信息，不做主观删减等特殊化处理。对于需要进行数据脱敏

等处理的，应尽可能保留原始数据特征。 

8.1.2 道路养护施工数据 

道路养护施工数据，包括养护施工基本信息、通行限制或封闭信息等的位置精度宜不低于0.1公里，

数据更新频率宜不低于1小时一次。 

8.1.3 交通事件数据 

交通事件检测数据的准确率宜不低于95%，位置精度宜不低于0.1公里，数据更新频率宜不低于1分

钟一次。 

8.1.4 网联车辆数据 

网联车辆数据更新频率宜不低于1分钟一次。 

8.1.5 机电设备状态数据 

机电设备状态数据更新频率宜不低于1分钟一次。 

8.1.6 道路地图数据 

道路地图数据的精度宜不低于0.1米，地图更新频率宜不低于一年一次。 

8.2 存储能力 

8.2.1 交通状态数据 

视频、图像、雷达数据等道路运行状态原始感知数据在线存储时间应不少于31天，结构化数据在

线存储时间应不少于366天。 

8.2.2 道路运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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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营数据在线存储时间应不少于366天。 

8.2.3 结构监测数据 

土建结构监测数据变化信息应永久存储。 

8.2.4 道路地图数据 

道路地图数据修改信息应永久存储。 

8.2.5 气象环境数据 

气象环境数据在线存储时间应不少于366天。 

8.2.6 机电设备状态数据 

机电设备状态数据在线存储时间宜不少于366天。 

8.2.7 网联车辆数据 

网联车辆数据在线存储时间宜不少于31天。 

8.3 通信时延 

RSU 与边缘云的通信时延宜小于100毫秒。对于强实时性服务，如支持自动驾驶的高精度定位、紧

急安全预警等，PC5通信时延宜小于10毫秒；对于弱实时性服务，如支持车路协同的养护管理、收费管

理、信息推送等，PC5通信时延宜小于100毫秒。 

8.4 应急与报警信息处理时间  

应急与报警信息处理时间应符合GB/T 35658的要求，即不超过10分钟 

8.5 第三方信息服务能力 

与第三方应用服务商间的网络数据交换速度宜不低于100 Mbps。 

9 安全要求 

9.1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应符合GB/T 22239第三级安全要求，应具备系统身份鉴别功能，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区

域边界、安全计算环境。 

9.2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应符合GB/T 22239第三级安全要求，宜构建贯穿数据采集、存储、共享、交易、使用、

销毁等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 

9.3 设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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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全应符合GB/T 22239第三级安全要求，应充分考虑外场设备的物联网属性，开展安全保护，

路侧设备安装前应通过相关部门的产品质量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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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部分常见数据的质量要求 

A.1 车流量统计和车辆图像捕获 

根据GA/T 497的要求，对于通过检测点的车流量统计准确率和车辆图像捕获率应符合不小于99%。 

A.2 车辆号牌号码识别 

根据GA/T 833的要求，车辆号牌号码识别的准确率应符合日间不小于95%、带补光灯条件下夜间不

小于90%。 

A.3 车辆速度检测 

根据GB/T 21255中的要求，车辆速度检测的精度应符合当机动车速度小于100km/h时，测速误差应

不超过-6km/h ～ 0km/h；当机动车速度大于或等于100km/h时，测速误差应不超过机动车速度的-

6% ～ 0%。 

A.4 车型识别 

车辆类型的分类应符合GA 802的要求。 

根据GA/T 833的要求，车型识别的准确率应符合当车辆图像特征完整的前提下，车辆类型的识别

准确率应不小于90%，车辆子类型的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80%。 

A.5 两客一危车辆监测数据 

根据GB/T 35658的要求，两客一危车辆数据监测频率应符合车载终端在非休眠状态下上报车辆动

态数据频率不低于1分钟一次。 

A.6 结构监控数据 

根据JTG 5210中的要求，土建结构监测数据精度位移监测精度宜不低于0.5mm，应力监测精度宜不

低于0.01MPa，裂缝宽度监测精度宜不低于0.1mm。 

A.7 气象环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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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B/T 33697中的要求，气象环境数据的检测精度要求见表1，数据更新频率宜不低于10分钟一

次。 

表1 气象监测器性能要求 

测量要素 测量范围 分辨力 最大允许误差 

能见度 10m~10000 m 1m 
±10%(≤ 1500 m) 

±20%(> 1500 m) 

气温 10m~10000 m 0.1℃ ±0.2℃ 

相对湿度 5%~10% 1% 
±4%(≤ 80%) 

±8%(> 80%) 

风速 0~60 m/s 0.1 m/s ±(0.5 m/s + 0.03V)(V为标准风速值) 

风向 0~360° 3° ±5° 

降水量 
雨强 

0~4mm/min 
0.1mm 

±0.4mm(≤ 10mm) 

±4%(> 10mm) 

路面温度（0cm） −50℃~ + 80℃ 0.1℃ ±0.5℃ 

路面温度（0cm） −40℃~ + 60℃ 0.1℃ ±0.4℃ 

路

面

状

况 

路面状态 一般包括干燥、潮湿、积水、积雪、结冰等 

积水深度、积雪（冰）层

厚度 
≥ 0.1mm 0.1mm ±0.5mm 

冰点温度（仅限埋入式传

感器） 
−50℃~0℃ 0.1℃ ±0.5℃ 

融雪剂浓度（仅限埋入式

传感器） 
0~100% 0.1% ±1% 

天气现象 
可识别有/无降水、降水类型（雨、雪、雨夹雪）、降水强度（微量、小、中、大、

特大等）；可识别雾、大风等天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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