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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高速公路交通标志设置指南》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19 年 9 月江苏科创交通安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南

京赛康交通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东南大学、无锡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

江苏天安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智慧高速公路交

通标志设置指南》团体标准起草工作，并由江苏科创交通安全产

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牵头起草，编制时间为 2019年 9月～2019

年 12 月。 

二、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国务院在 2015

年 5 月印发的《中国制造 2025》中首次涉及智能网联汽车，并

制定了明确的技术路线图。2017 年 9 月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

小组成立车联网产业发展专项委员会，明确了“促进 LTE-V2X 车

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等新技术的部署和应用，推动 5G 与车联网融

合发展”，强调统一布局、部门协同，统筹推进产业发展。相关

部委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与法规，鼓励技术的开放创新。2017

年 12 月 29 日，工信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国

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规划了 4

个部分 14 个子类标准体系，指明了车联网产业标准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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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提出要加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研

发，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产业链。构建适应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标

准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标准有效供给。10 月 25 日，在浙江德清

举办的 2019 全球未来出行大会上，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处长

吴卫表示，国家发改委将在年内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将构建技术创新、产业生态、路网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

信息安全 6 大体系为智能汽车的发展护航。目前信息产业、交通

产业和汽车工业正在开展产业链协作创新，走向深入融合。 

江苏科创交通安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南京赛康交通安

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江苏省首批智能交通领域重点企业，紧

紧围绕国家智能交通发展战略，致力于车联网产业路侧交安智慧

产品研发与系统集成，通过开展《智慧高速公路交通标志设置指

南》研究，可将新技术和新产品及时应用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领

域，进行示范验证、标准化建设、产业化推进等工作，满足智能

汽车信息采集及传输需求，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事故。对此，

2019 年 9 月，江苏科创交通安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向中国道

路交通安全协会提出了《智慧高速公路交通标志设置指南》标准

编写申请，以满足本行业领域对智慧高速公路交通标志设置标准

的需求。 

三、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一）国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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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 LED 新型光源、太阳能电池板及面板材料等

技术的不断进步，主动发光标志制造工艺的不断提升，主动发光

标志得到认可和应用，也制定了相应标准。如 GB/T 31446-2015

《LED 主动发光道路交通标志》、GA/T 1548-2019《城市道路主

动发光交通标志设置指南》、T/CSIA 001-2018《面板显示主动

发光交通标志》等。主动发光标志是路侧设施由传统迈入电气化

的第一步，但这些标准尚未考虑路侧设施与其他单元通信问题，

尚不具备车联网功能。 

2019 年 7 月 1 日，连接北京市南五环路与大兴机场的“新国

门第一路”—S3501 北京新机场高速公路正式通车。全程采用了

由南京赛康交通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高德云图科技有

限公司参与研制的智能网联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达到了

安全视距、智能网联、主动感知和数字在线等功能，为“5G车联

网”树立了领先的创新样板。 

2019 年 5 月至 9 月，南京赛康交通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江苏科创交通安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积极承担国家首个车

联网先导区——无锡车联网（LTE-V2X）城市级示范应用重大项

目中“智能网联路侧交通设施场景设计和系统与硬件开发”等任

务。打造主动的、聪明的道路，构建了车联网路侧设施的创新样

板。路侧设施与车端、云端设备的充分整合，实现了基于区域路

网时空资源同步优化的三级交通信号诱导、路侧设施的数字化发

布、超视距感知、盲区/碰撞预警、行人过街预警、智能养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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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系统，让车与车安全交互，让车与人和谐共享，让车与路相

互协调，一系列车路协同设想得以落地与示范应用。 

2019 年 9 月 6 日，中国江苏（无锡）车联网先导区发布暨

车路协同研讨会盛大召开。车联网（LTE-V2X）城市级示范应用

重大项目工作组向中国移动、公安部交科所、华为等 7 家项目核

心单位与赛康交安、奥迪汽车等 14 家合作伙伴单位予以“战略合

作伙伴”授牌。9 月 7 日至 11 日，南京赛康交通安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江苏科创交通安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华为、中移

物联网等共同设计研发的行人过街预警系统、时空同步显示指引

系统、超视距弯道风险防控系统、三级交通信号诱导系统、智慧

施工预警系统、积水预警及速度控制系统等 6 个车联网场景向工

信部及省市领导进行了现场演示，取得了阶段成果。相关产品和

技术也申报了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二）国外情况 

在联合国框架范围内，道路安全论坛（即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组，简称 WP1）近年致力于对《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中有关“驾

驶员应一直控制其车辆或指引畜力”的规定进行修订。修订案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正式生效，这项修订案明确规定“在全面符合

联合国车辆管理条例或者驾驶员可以选择关闭该技术的情况下，

将驾驶车辆的职责交给自动驾驶技术可以被允许应用到交通运

输当中”，修订案的生效为车辆自动驾驶技术在应用方面的管理

奠定了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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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WP29）设立了 ITS/AD 非正式工

作组，统筹智能交通系统及自动驾驶技术的共性问题和法规协

调，并着手修订相关转向法规（UNR79）中关于“禁止使用全动

力转向系统”以及“禁止在速度超过 10km/h 时使用自动控制转向

系统”等限制条款，为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及自动驾驶技术应用消

除法规障碍。 

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下，ISO/TC 22（道路车辆技术委

员会）、ISO/TC 204（智能运输系统技术委员会）针对智能网联

汽车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和协调达成初步共识：ISO/TC 22

侧重基于车辆自身装置而进行的信息采集、处理、决策和行为的

车辆技术领域；ISO/TC 204 侧重基于道路交通设施的信息传递

以及交通管理信息化方面；车辆与道路交通设施的通信及信息共

享方面，由 ISO/TC 22 和 ISO/TC 204 两个技术委员会进行沟通

与协调。 

但从查新检索资料看，关于智慧高速公路交通标志设置应用

研究成果及标准不多，缺乏相关标准。 

四、标准的编制过程 

（一）立项阶段 

2019 年 9 月，正式启动《智慧高速公路交通标志设置指南》

研究工作。江苏科创交通安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南京赛康交

通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标准起草组，联合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河海大学、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中设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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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高德云图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完成标

准中涉及到的技术问题，确定了人员分工，制定了标准编制计划，

标准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二）编写阶段 

该项目由南京赛康交通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

科创交通安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刘干教授负责，组织标准

框架构建，参与标准编写，组织标准验证实施； 

标准编写组通过微信建立了编写群，经常组织交流讨论，提

出解决技术问题对策措施。 

（三）征求意见阶段 

江苏科创交通安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编写组召开团

体标准内部评审会，逐条审查，充分讨论，会后将征求意见汇总

后进行完善修改，对于征求其他单位及专家的意见直接在标准中

进行修改处理，没有纳入征求意见汇总表。通过征求意见修改完

善，最终形成了《智慧高速公路交通标志设置指南》（征求意见

稿）。 

五、标准的编制依据 

（一）GB 5768.2-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 道

路交通标志 

（二）GB/T 18833-2002  道路交通反光膜 

（三）GB/T 23827-2009  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四）GB/T 23828-2009  高速公路可变信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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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GB/T 30699-2014  道路交通标志编码 

（六）GB/T 31446-2015  LED 主动发光道路交通标志 

（七）GA/T 484-2010  LED 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八）GA/T 1548-2019  城市道路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设置指

南 

（九）YD/T 3400-2018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总体技术要求 

（十）YD/T 3340-2018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空中接口技术要求 

（十一）T/CSIA 001-2018  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 

六、主要编制内容说明 

（一）关于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对10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包括智慧高速公路、智慧高

速交通标志、数字化交通标志、V2I、静态信息标志、动态信息

标志、RSU、OBU、C-V2X等进行了明确定义，部分术语引用、

参考了《T/CSAE53-2017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车用通信系统应

用层及应用数据交互标准》、《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智能网联汽车）（2018年）》中的定义解释，使得术语更加

规范准确，以便对标准内容、性能指标进一步理解。 

（二）关于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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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体化设计要求，明确了要统一外观颜色，对永久性

产品铭牌的内容、样式提出了要求，明确了标志的设计使用寿命：

整体部件不少于7年，供电、控制系统等易损件不少于3年。 

（三）关于功能要求 

一是标志应数字化、设有传感器、物联网模块和通信模块，

应能通过传感器、物联网模块方便智能汽车传感器识别。 

二是静态信息标志应能通过 RSU 或 C-V2X 云平台，实现 

I2V 的单向通信。动态信息标志应设有控制模块，能实时发布与

接收 C-V2X 云平台或 RSU 的动态信息，并实现 V2I 的双向通

信。 

三是智慧高速交通更标志应具备逆反射性且标志板面自带

光源，能根据自动开启。 

四是 RSU 支持 Uu 和 PC5 双模通信。RSU 与标志实时信息

交互，通信功能要求满足 YD/T 3400 和 YD/T 3340 的要求。 

（四）关于设置要求 

包括一般规定和设置规程。 

一般规定：是对主动发光标志通用功能要求和通信功能基本

要求。共10条内容。 

设置规程：是对标志设置流程、条件、方法、运行方面的具

体规定，指导具体实施，体现可操作性。共9条内容。 

（五）关于质量控制 

重点提出了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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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产品型式检测报告的要求。 

二是涉及的软件提出了相应的证书要求 

三是生产过程应实施工厂检查，验证生产过程工艺技术的符

合性。 

四是标志安装完成后，应组织安全运行评价，可由建设单位

组织管理部门、设计单位和第三方专家参与。未通过安全运行评

价，不可投入使用。。 

七、关于附录 

给出了一般设置场景、智能高速动态限制速度系统、智慧高

速超视距匝道风险防控系统3个场景设置、系统方案、工作原理、

系统特点等模块内容，实现智能网联场景规范设置、系统要素齐

全、便于实施的目的。 

八、关于标准中标题、术语和定义的汉译英说明 

本标准的标题、术语和定义的英文，经过了相关人员审核，

能够准确表达其含义，符合英语语法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