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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为积极推动交通强国建设，提升智慧交通感知能力，由河北雄安京德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提出，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理工睿行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工程实际需求，开展本项目研究。

2、协作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于2023年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交通运输专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并由河

北雄安京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理工睿

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起草。（待定）

主要起草人为杨祥、何勇海、王志斌、雷伟、焦彦利、邱文利、付增辉、张龙、

韩明敏、王亚州、于子洵、吴会彩。（待定）

3、工作过程

2023年1月，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交通运输专业委员会提出，通过立项及大

纲评审，启动了《高速公路毫米波雷达设施应用技术指南》团体标准的制定工

作，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开始着手《高速公路毫米波雷达设施应用技术指南》

标准的起草工作，于2024年12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计划2025年3月完成

标准送审稿并召开送审稿审查会，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1）标准调研、验证阶段（2023年1月～2023年3月）

2023年1月～2023年3月，明确工作后立即成立了编制组，邀请行业内优秀

企业及相关的设计、使用单位参与，对高速公路毫米波雷达设施应用技术做了

进一步的研究，并就该技术的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制定及应用情况进行了充分

的调研。

2）标准初稿起草阶段（2023年4月～2023年7月）

2022年7月，编制组完成了高速公路毫米波雷达设施应用技术的相关试验数

据及实体工程验证数据的收集整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标准编制思路。

3）征求意见稿起草阶段（2023年8月～2024年12月）

2024年12月，在充分调研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经过讨论和改进，完成征

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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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主要参照GB/T 20609等内容进行编制，主要对高速公路多类型交通

雷达系统的技术要求、安装方法和布设方案进行了相关规定。依托毫米波交通

雷达200m、500m、1000m三种检测距离覆盖下不同的组合布设，提出适用于

高速公路主线、匝道、上跨桥、弯道和枢纽互通等各种应用场景且最为经济的

毫米波交通雷达布设方案。包括以下章节内容：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型号和类型、设计要求。

三、编制原则

1、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标准中的所有规定，均不得

与现行法律和法规相违背。

2、充分考虑使用要求，并兼顾全社会的综合效益。满足使用要求是制定

标准的重要目的，在考虑使用要求的同时，也应兼顾全社会的利益。

3、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先进技术成果，在符合使用要求的情况下，

有利于标准对象的简化、选优、通用和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4、相关标准要协调配套。制定标准要考虑有利于标准体系的建立和不断

完善。这样才能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和标准的有效实施。

5、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发

展对外贸易，有利于我国标准化与国际接轨。

四、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实验（验证）的分析

（1）需求分析

高速公路建设中对交通雷达的性能要求主要有

1）全天时、全天候无差别工作；

2）远距离、高精度检测；

3）多个高速运动目标高频次扫描；

4）全路段双向车道高精度全覆盖。

（2）设备选型及关键技术研发

智慧高速全天时、全天候、不间断、全路段实时感知必须采用毫米波雷达。而

传统毫米波雷达存在探测距离短、覆盖范围小、数据率低等瓶颈问题，导致在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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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中需要百米量级间隔密集布设，基建费用攀升，交通大数据融合效率低下，难

以适应全国范围内的智慧高速公路高效、低碳建设需求。

为解决上述问题，研制了探测距离为1000m的智慧交通场景雷达，用于高速公路

超远距离探测目标，实现纵向1000m、横向10车道全范围覆盖。安装位置推荐为无明

显遮挡的高速路主路。

当受环境限制只能单向目标检测时，如跨线桥等位置，可采用单向雷达进行目

标探测；当在匝道区域（范围主要为200m～500m）或者安装点位不均匀并有弯道时，

可根据路段上下游实际情况进行多雷达组合布设。在以上情况，可单独采用500m交

通雷达或者500m和1000m交通雷达组合布设。

目前在城市检测场景中，主流交通雷达为300m。该类型雷达特点是小型化、成

本低，受限于硬件能力，探测距离短，在高速公路中可作为探测盲区的补盲雷达，

也可用于探测桥梁下方或者因树木等遮挡雷达波束的短程距离处。

综上，在设备选型中采用300m、500m和1000m三种交通场景雷达用于高速公路全

路段监测。

（3）布设效果的检测与评估方法

在全路段设计安装多类型雷达时，为检验雷达波束的覆盖效果，完成波束检测

检测和评估方法。

2、 技术经济论证

此技术指南在项目中进行了试验检测和工程验证。

2020年6月-2021年3月，在河北省新元高速3km演示路段完成多雷达组合布设前

期应用验证。

2021年5月完成荣乌高速新线全线73km的雷达组合布设设计和安装，实现了雷达

波束全路段覆盖，为全路段数据处理提供了支撑。

2021年8月完成京德高速一期全线86km的雷达组合布设设计和安装，实现了雷达

波束全路段覆盖，为全路段数据处理提供了支撑。

3、预期的经济效果

“智慧交通”的目标是通过建设智慧交通系统充分保障交通安全，提升交通系

统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交通系统的感知层是智慧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雷达是实

现智慧交通的关键传感器之一。智能路侧毫米波交通雷达通过对传统交通监测系统

的变革，提升交通监测系统的信息化、智能化、集成化和网络化。目前市场上缺乏

关于路侧毫米波雷达标准，通过制定标准，可以规范了作为智慧高速核心传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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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波交通雷达的使用要求和规范，强化了市场对毫米波交通雷达的检测与认证，

将有利于稳定和提高产品、更好指导工程建设，服务社会。

五、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未采用国际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虽然在标准的起草过程中，标准编制工作小组人员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

尽可能使标准制订地科学合理，但是由于认知的局限性，难免有疏忽之处。为

了标准的进一步完善，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

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及时反馈给我们，以

供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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