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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发光引导标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南通天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经中国技术市场

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 2023 年团体标准制修订

计划，标准名称为《隧道发光引导标识》。

（二）项目背景

本文件是积极落实党中央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响

应国务院印发《“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通

知》（国发〔2021〕27 号）相关要求，以增强关键路段和重要节

点全天候、全周期运行状态监测和主动预警能力为主要目标，通

过规范部署隧道发光引导标识，提升隧道车辆行车安全，完善隧

道发光引导体系而特别提出。

（三）目的意义

随着道路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高速公路、国道、市政道路

等建设有时不可避免要开挖隧道。虽然隧道为民众的出行提供了

交通便利，但在实际使用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车辆白天进

入隧道，驾驶人眼睛一时无法适应黑暗，出现“黑洞现象”；车

辆驶出隧道，驾驶人眼睛无法立刻适应外部明亮的环境，出现“白

洞现象”；亦或者由于隧道内已设照明等太亮，对于驾驶人产生

先“白洞现象”后“黑洞现象”混合反应。究其原因，主要是人

眼对不同亮度环境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虽然过程短暂，但由于

缺乏有效的视觉引导，对于行驶中的车辆而言仍存在较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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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

为了增强视觉引导，目前的主要做法是在隧道内安装发光设

备，比如轮廓灯、突起路标灯、电光标志。采用轮廓灯等发光设

备增强隧道轮廓的引导提示时，受限于材质、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其抗撞击性能较差，难以经受大型车辆的撞击；同时，其发光区

域的面积也因结构受到很大的限制。采用突起路标灯发光设备增

强隧道路面的通行引导效果时，不管是主动发光型还是逆反射型

的突起路标，其仅能起到辅助增强引导的作用，难以直接替代涂

料型标线实现通行指示。

近几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交通产品的推陈出新，交通标线

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发光标线的应用也逐渐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发光标线采用发光砖或发光屏等主动发光光

源，铺设形成所需的交通标线形状，并以发光的形式显示部分或

全部的交通信息，其亮度相较于普通涂料型标线的反射光亮度有

大幅提升，在夜间、雨雾等环境光较弱情况下，能大大提升机动

车的行驶安全性。然而综合考虑发光标线的工程造价、施工和维

护难度等因素，其更适合用于解决当下道路交通的痛点或难点，

比如事故易发、多发的平面交叉口、弯道路段、隧道等。

为了顺应发光引导标识相关的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市场需求，

进一步提升隧道车辆行车安全，特制定本文件。本文件在充分调

研已有产品的基础上，融合了行业内的新型发光标线产品，为隧

道发光引导系统提供更加丰富的实施案例以及更加规范的实施

要求。

（四）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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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通天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XXXXX、XXXXX、

XXXXX、XXXXX 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 等。

（五）主要起草过程

1.文本调研

南通天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01月启动了文本的调

研工作，并于 2023 年 02 月完成了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

2.标准立项

南通天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委

员会提出申请，于 2023 年 04 月 03 日获得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标

准化工作委员会批准立项（中技协字〔2023〕17 号）。

3.形成标准草案

2023 年 8 月 25 日，成立了南通天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南

京蓝泰交通设施有限责任公司等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并初步

讨论标准调研工作事项。

202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项目启动会暨研讨会，会议确定

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明确了相关要求。会议通报了标准前期工

作情况，并对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了讨论，交换了主要意见，

明确了下阶段工作计划任务。

2024 年 1 月 20 日，起草组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标

准草案。

5.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1 月 31 日，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起草组对草案内

容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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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团体标

准工作程序》的规定起草。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隧道发光引导标识的分类和组成、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安装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隧道用发光引导标识的设置规范，城市道路采

用的其他同类型发光引导标识可参照使用。

（三）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术语和定义

“隧道发光引导标识”并非是对一种产品或实施方式的简称，

本文件从隧道所用发光引导标识的种类、安装方式等出发，延伸

出多种可选的产品形态及具体实施方式，但这些都是基于隧道应

用前提下的，为了方便制造方、施工方等充分理解“隧道发光引

导标识”的含义，以更规范地进行生产、实施和应用，需要对其

进行精准定义。

2.分类和组成

为了适应隧道场景下的不同应用方式，对隧道发光引导标识

（以下简称发光标识）进行了分类，包括：根据发光面的使用数

量分为单面型和双面型，根据安装位置分为挂壁型和落地型，根

据发光状态分为常亮型、逻辑闪烁型和流水型，根据用途分为路

缘型、导向箭头型、减速标线型和其他。这些分类方式使得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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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可以适应隧道口及隧道内多种情况下的使用需求。

此外，本文件还对发光标识的组成进行了描述，其主要由安

装座、内置 LED 光源板的发光体和线缆组成，其中光源板的限定

表明了本文件所述发光标识为主动发光型式，抛开了逆反射发光

设备在应用过程中的诸多不足，比如发光面积受限、抗冲击性能

不佳等，但发光体与安装座的具体结构及装配方式，可依据实际

需求进行设计，本文件此并不强制，也从侧面反映了对当前应用

的道路发光产品的包容性。

3.一般要求

发光标识在安装及应用过程中的要点在此部分进行描述，主

要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电源及信号控制柜的控制功能、供电功能；

发光标识的更换依据；发光标识的布线方式；设置发光标志牌辅

助进行发光引导的情形。这些一般要求的确定，是基于前期隧道

用相关引导标识的总结，结合隧道特殊的使用场景，是非常有必

要的。

4.外观质量

在外观质量方面，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第一个是发光面的

缺陷情况，当发光面存在大面积阴影、深色杂质等缺陷时，对于

所形成的发光标识图案极有可能造成视觉认知困扰，因此对其进

行了相关要求；第二个是安装座和电源及信号控制柜的缺陷情况，

主要考虑施工及应用方面因表面质量问题对安装、维护等作业人

员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因此对其进行了相关要求；第三个是对

于线缆连接处的要求，由于本文件的发光标识为低位发光形式，

面临雨季、潮湿等环境下的渗水问题，在通电情况下需要保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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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安全性，而发光标识的数量和排布是根据不同隧道实际情

况设置的，因此需要统一规范线缆连接，以保证通电应用时的安

全性。

5.发光要求

发光标识的发光状态有常亮发光、逻辑闪烁发光和流水发光，

对于常亮发光，并不要求动态变化的发光要求。

对于逻辑闪烁发光状态，主要是明确其闪烁频率对于隧道交

通安全管理的要求，起草组通过调研道路上已设置在用的交通设

施相关标准，如 GB 24965.2-2010《交通警示灯 第 2 部分：黄

色闪烁警示灯》等，结合实际使用效果，综合考虑确定了发光标

识在隧道场景下的闪烁频率应控制在 30 次/min～90 次/min。

对于流水发光状态，主要考虑流水方向与机动车行驶方向之

间的冲突问题，从视觉上实现流水效果对驾驶人的辅助引导效果。

6.发光强度性能

参考 JT/T 820-2011《公路隧道发光型诱导设施》以及发光

标识应用环境要求，确定了发光标识的发光强度应满足单粒 LED

在额定电流下为≥6cd，半强角≥15°，同时还应具备能够被电

源及信号控制柜灵活调节。

为了能够适应隧道不同段的使用需求，即隧道进出口、隧道

内的环境光强度通常是不同的，为了使驾驶人的人眼能够更好地

适应通行引导提示，对发光标识的光强自适应功能进行的要求。

7.色度性能

参考 GB/T 8417《灯光信号颜色》以及发光标识的实际应用

效果，对发光标识的发光颜色及各发光颜色的色品坐标提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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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满足隧道环境的不同使用要求。通常情况下，用于部分

/全部替代涂料型标线的发光标识，其发光颜色与对应涂料型标

线的颜色一致，比如导向箭头型发光标识的发光颜色为白色，而

路缘型发光标识的发光颜色为黄色，考虑到后续拓展应用的可能

性，对与红色和绿色也进行了要求。

8.夜间视认距离

参考 JT/T 820-2011《公路隧道发光型诱导设施》以及发光

标识的实际应用效果，对发光标识的夜间视认距离提出具体要求，

以满足夜间发光引导的使用要求，相较于雨天、雾天的恶劣天气，

夜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情况，且属于环境光较暗情况，因此驾驶

人在夜间对于发光标识的视认性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形成发光

路沿，还是形成发光标线。

9.外壳防护等级

参考 GB/T 4208《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以及发光标识

的应用环境需求，对发光标识的外壳防护等级提出了满足 IP67

的要求。考虑到低位安装，尤其是路面安装的情况，在雨天路面

容易积水，为了确保发光标识能正常工作，需要满足该等级的要

求，以保证发光标识工作的可靠性。

10.抗冲击性能

参考 GB/T 24725《突起路标》以及发光标识的实际应用效

果，对发光标识的抗冲击性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不管发光标识是

安装在隧道壁还是路面上，其主要受到车辆的突然性撞击，且车

辆的重量和速度值越大，冲击力度越大，为了防止因此种撞击影

响发光标识的正常使用，需要满足：经抗冲击试验后，以冲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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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圆心、直径 12mm 的区域外没有任何形式的破损。

11.抗压荷载

参考 GB/T 24725《突起路标》以及发光标识的实际应用效

果，对发光标识的抗压荷载提出了具体要求。发光标识有别于逆

反射型突起路标，其发光面相对来说更大，比如应用于形成发光

指示箭头情况下，不管是单块整体成型埋设还是多块拼接埋设，

其与通行车辆之间的接触面积也相对较大，在此情况下，如果按

照已有对于突起路标的抗压荷载要求，由于此类突起路标的材质

一般为工程塑料、金属、钢化玻璃，其所能承受的抗压荷载范围

≥160kN，但考虑到发光标识的发光面积以及所形成的发光标线

的形式，该最低要求是难以满足隧道场景使用需求的，综合产品

已有的应用情况，将该指标提升至≥500kN，也反应了本文件所

指发光标识有别于传统的突起路标。

12.耐环境适应性

参考GB/T 2423.1、GB/T 2423.2、GB/T 2423.10、GB/T 2423.17

分别对于低温、高温、振动、盐雾的应用环境要求，对发光标识

提出相应的具体要求，包括耐低温-40℃±2℃、耐高温

+80℃±2℃、振动试验后五机械损伤和电气接触不良现象、96h

盐雾试验后仍能正常工作，以保证发光标识在隧道场景下良好的

环境适应性。

13.电源安全性

参考智慧发光斑马线以及发光标识的实际应用效果，对发光

标识的供电电压进行了具体要求，即满足小于直流 36V 电压情况

下正常工作，体现了对于道路用发光设备对于交通参与者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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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

14.安装要求

本文件以隧道场景下的发光标识安装需求为前提，分别对隧

道内及隧道口的安装进行了具体要求，以指导各地规范设置和应

用隧道发光引导标识，辅助提升隧道车辆通行安全性。

在隧道内，由于隧道本身构造的限制，内部环境光的强度较

弱，通常需要设置照明设备，然而受限于环境及照明设备的种种

局限，仍需要设置突起路标、轮廓灯等常规发光引导设备。随着

发光引导技术的发展，主动发表标线、主动发光路缘石等新产品

应运而生，近几年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结合

隧道内的建筑构造及标线需求，对已有的路缘石及导向箭头、减

速标线、车行道分界线等常见的涂料型标线进行了亮化替代，为

了防止所形成的发光标线令驾驶人产生视觉困扰，需保留其原本

的尺寸及颜色。

在隧道口，车辆频繁进入或驶离隧道，因“白洞现象”、“黑

洞现象”导致驾驶人眼睛不能很快适应这种亮度差异，出现短暂

的“眼盲”，而往往这短暂的瞬间极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为

了缓解前述现象，普遍的做法是在隧道入口、出口前的一段道路

路侧安装路灯作为持续照明，但路灯仅能起到照明的作用，无法

实现更加动态化的视觉引导。本文件的隧道发光引导标志，敷设

于隧道口可形成常亮、闪烁、流水等多样化的引导方式，让驾驶

人的视野能够停留在低位（地面）处跟随发光标识的引导安全行

驶，为隧道口安全管控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施案例，且不与已有

的路灯设施安装要求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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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综合发光标识的实际使用效果以及作业成本等因素，

本文件对发光标识的安装高度及安装间距也进行了具体要求。

15.检验规则

为了保证发光标识在出厂后能够顺利应用于隧道场景，需要

对产品进行全部指标的型式检验，并在出厂前进行必要指标的出

厂检验，以保证产品应用后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6.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对于发光标识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方面进行具体要

求，是为了确保产品出厂后以更加正规的流程与采购方、施工方、

仓库等完成对接手续。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

效果

本文件涉及发光标识的各项性能指标，根据产品实际应用效

果及相关标准文件确定，产品的应用对于丰富隧道发光引导系统

的实施案例，提升隧道通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关于导向箭

头、减速标线等发光标线的应用，弥补了隧道用已有相关发光设

备应用的空白，有助于推动今后相关标准体系的完善以及交通强

国建设的进一步展开。

本文件中发光标识目前已在道路重要点段落地应用，一旦在

全国范围甚至国际上得到普及应用，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参考了 GB/T 19813、GB/T 8417、

GB/T 24725 等国家标准相关内容要求。

本文件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的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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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及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协调，也有所区别，

是对相关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比如发光标识在发光标识方

面的应用。

七、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隧道发光引导标识》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01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