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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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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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南通天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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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发光引导标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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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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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8417 灯光信号颜色

GB/T 19813 太阳能突起路标

GB/T 24725—2009 突起路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隧道发光引导标识 tunnel illuminated guidance signs

设置于隧道口、隧道内，采用 LED发光形式为驶入或驶离隧道的机动车驾驶人提供路

缘轮廓、导向箭头、减速标线等低位发光引导的交通设施。

4 分类和组成

4.1 分类

隧道发光引导标识（以下简称发光标识）分类如下：

——按发光面数量的不同，发光标识分为单面发光型和双面发光型；

——按安装位置的不同，发光标识分为挂壁型和落地型；

——按发光状态的不同，发光标识分为常亮型、逻辑闪烁型和流水型；



T/TMAC XXX—2024

2

——按用途的不同，发光标识分为路缘型、导向箭头型、减速标线型和其他。

4.2 组成

隧道发光引导标识一般由安装座、内置LED光源板的发光体和线缆组成，并配有相应的

电源及信号控制柜。安装座的顶面和/或朝向隧道路面的一侧具有容置发光体的空腔结构。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发光标识应能通过电源及信号控制柜实现电源转换、定时、频率控制、亮度调节、发

光状态切换、故障上报等功能。

5.1.2 发光标识超出使用寿命或出现亮度不足、发光体损坏等现象影响使用时，应及时更换。

5.1.3 发光标识的线缆宜隐藏排布于安装座内，不影响隧道交通环境。

5.1.4 在靠近隧道出口处、隧道内的急弯路段，宜增设半透型或全透型发光标志牌辅助发光

标识进行出口或弯道引导。

5.1.5 电源及信号控制柜可采用市电或太阳能供电；供电线路应同时接至不间断电源装置或

应急电源装置。

5.2 外观质量

5.2.1 发光体的发光面应无大面积的阴影、深色杂质等缺陷。

5.2.2 安装座的外部表面应无可能导致伤害的尖锐突起。

5.2.3 电源及信号控制柜的表面应无毛刺、裂纹、飞边、锈蚀等缺陷。

5.2.4 线缆与发光体、电源及信号控制柜的连接处应密封良好，连接处宜采取相应措施防止

在外力作用下磨损或断裂。

5.3 发光要求

5.3.1 流水发光要求

5.3.1.1 对于单向行驶的隧道，道路两侧发光标识在发光状态下，其流水方向不应与机动车

的行驶方向冲突。

5.3.1.2 对于双向行驶的隧道，道路两侧发光标识在发光状态下，正向车道一侧发光标识的

流水方向不应与正向机动车的行驶方向冲突，反向车道一侧发光标识的流水方向不应与反向

机动车的行驶方向冲突。

5.4 闪烁发光要求

采用逻辑闪烁型发光标识时，发光体的闪烁频率应控制在 30次/min～90 次/min。

5.4 发光强度性能

5.4.1 发光标识采用的 LED 光源板，其单粒 LED 在额定电流下的发光强度应不小于 6cd，半

强角应不小于 15°。

5.4.2 电源及信号控制柜应能通过调节电流或占空比等形式调节发光体的发光强度。

5.4.3 安装于隧道口前缓冲路段的发光标识以及安装于隧道内的发光标识，两者的发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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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同。

5.4.4 安装于隧道口前缓冲路段的发光标识，其发光强度宜能根据环境光的强度自适应调整。

5.5 色度性能

发光标识的发光体，在发光时的颜色宜根据使用需要选择黄色、白色、红色或绿色，

其色度性能应符合 GB/T 8417 的规定。

5.6 夜间视认距离

晴朗的夜间，在 15 m～200 m 的视认距离范围内，发光标识形成的发光引导图案应

清晰明亮。

5.7 外壳防护等级

发光标识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发光体的外壳防护等级应能符合 GB/T 4208 规定的

IP67 要求。

5.8 抗冲击性能

发光标识的抗冲击性能应符合 GB/T 24725—2009 中 5.5 的规定。

5.9 抗压荷载

单块发光标识的最大载荷应不小于 500kN。按 6.9 的要求进行试验后，发光标识应

能正常工作，且无开裂、变形等现象发生。

5.10 抗振动性能

发光标识在振动试验后，应无机械损伤和电气接触不良现象，能正常工作，线缆连

接处应无松动。

5.11 耐低温性能

在-40℃±2℃、48h 条件下，发光标识应能正常工作，且无开裂、变形等现象。

5.12 耐高温性能

在+80℃±2℃、48h 条件下，发光标识应能正常工作，且无开裂、变形等现象。

5.13 耐盐雾性能

经过 96h 的盐雾试验后，发光标识应能正常工作，且电源及信号控制柜的外部可见

金属部件表面应无锈点。

5.14 电源安全性

电源及信号控制柜的输出电源宜为 DC12V、DC24V 或 DC36V。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检查

目测检查发光标识及其电源及信号控制柜，应符合 5.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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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外观质量检查

目测和手感法检查发光标识及其电源及信号控制柜，应符合 5.2 的要求。

6.3 流水发光检查

目测检查发光标识的流水发光效果，应符合 5.3 的要求。

6.4 发光强度试验

按 GB/T 23828 中 6.3.2 的方法测量发光标识发光体的发光强度，应符合 5.4.1 的

要求。

6.5 色度性能试验

按 GB/T 8417 的规定测试发光标识不同发光颜色的色品坐标，应符合 5.5 的要求。

6.6 夜间视认距离试验

按 GB/T 19813 的规定测试发光标识在晴朗夜间的视认距离，应符合 5.6 的要求。

6.7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按 GB/T 4208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5.7 的要求。

6.8 抗冲击性能试验

按 GB/T 24725—2009 中 6.6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5.8 的要求。

6.9 抗压荷载试验

按 GB/T 24725—2009 中 6.8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5.9 的要求。

6.10 抗振动性能试验

按 GB/T 2423.10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5.10 的要求。

6.11 耐低温性能试验

按 GB/T 2423.1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5.11 的要求。

6.12 耐高温性能试验

按 GB/T 2423.2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5.12 的要求。

6.13 耐盐雾性能试验

按 GB/T 2423.17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5.13 的要求。

6.14 电压安全性试验

采用可调直流电压对各发光体进行供电，测试电压分别为 DC12V、DC24V、DC36V，

发光标识应能正常工作。

7 安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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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安装位置

7.1.1 在隧道口前的缓冲路段，若缓冲路段两侧未设置路缘石或路缘石高度超过 20cm，宜

安装挂壁型发光标识形成发光路缘，且该类发光标识的安装座宜就近固定于护栏、墙壁等处。

7.1.2 在隧道口前的缓冲路段，若缓冲路段两侧设置有路缘石且路缘石高度不超过 20cm，

宜安装落地型发光标识形成发光路缘，且该类发光标识直接替代缓冲路段的部分或全部路缘

石使用。

7.1.3 在隧道内，若道路两侧的隧道壁上未设置路缘石或路缘石高度超过 20cm，宜安装挂

壁型发光标识形成发光路缘，且该类发光标识的安装座宜采用合适的支架或直接固定于隧道

壁或路缘石侧面上。

7.1.4 在隧道内，若道路两侧设置有路缘石且路缘石高度不超过 20cm，宜安装落地型发光

标识形成发光路缘，且该类发光标识直接替代隧道内的部分或全部路缘石使用。

7.1.5 在隧道内，若路面施划有导向箭头标线，宜安装落地型发光标识形成发光导向箭头，

且发光导向箭头的发光颜色宜为白色，发光导向箭头的尺寸和形状宜与导向箭头标线一致。

7.1.6 在隧道内，若路面施划有纵向减速标线，宜安装落地型发光标识形成发光减速标线，

且发光减速标线的发光颜色宜为白色，发光减速标线的尺寸和形状宜与减速标线一致。

7.1.7 在隧道内，若路面施划有车行道分界线，宜安装落地型发光标识形成发光分界线，且

发光分界线的发光颜色宜为白色或黄色，发光分界线的尺寸和形状宜与车行道分界线一致。

7.1.8 挂壁型发光标识宜选择单面发光，落地型发光标识宜选择单面发光或双面发光。

7.2 安装高度

挂壁型发光标识在进行安装时，其安装高度不宜超过70cm。

7.3 安装间距

按 7.1.1 至 7.1.4 进行发光标识的安装时，相邻发光体之间的间距不宜超过 3m。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发光标识产品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8.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正式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检验；

d) 产品进行安全认证时；

e)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

f)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g)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

8.3 出厂检验

发光标识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由制造商的质检部门依据表 1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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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行，生产企业可在表 1规定项目基础上自行增加检验项目，但不得减少检验项目。

若检验结果全部符合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产品；若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按情

况进行返工或返修，返工、返修后的产品应再次进行检验。

表 1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一般要求 5.1 6.1 √ √

2 外观质量 5.2 6.2 √ √

3 发光要求 5.3 6.3 √ √

4 发光强度性能 5.4 6.4 √

5 色度性能 5.5 6.5 √

6 夜间视认距离 5.6 6.6 √ √

7 外壳防护等级 5.7 6.7 √

8 抗冲击性能 5.8 6.8 √

9 抗压荷载 5.9 6.9 √

10 抗振动性能 5.10 6.10 √

11 耐低温性能 5.11 6.11 √

12 耐高温性能 5.12 6.12 √

13 耐盐雾性能 5.13 6.13 √

14 电源安全性 5.14 6.14 √ √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产品标志

产品标志可采用铭牌或印制等形式，标志应清晰，易于识别且不易随自然环境的变化而

褪色、脱落。标志上应注明：

a) 制造商名称和商标；

b) 产品名称、型号和批号；

c) 生产日期。

9.1.2 包装标志

外包装箱上应标有“小心轻放”、“向上”、“防潮”等图案，还应在外包装箱上印刷

以下内容：

a) 制造商名称、商标、地址和联系电话；

b) 产品名称、数量、型号和批号；

c) 生产日期。

9.2 包装

包装应牢固可靠，能够适应常用运输工具运输。包装箱内应随带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

检验合格证等文件。

9.3 运输和贮存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时，应注意防止碰撞、受潮以及有害化学物品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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