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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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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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团雾预警与处置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速公路团雾预警指标、预警发布及安全处置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团雾气象预警服务和安全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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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45—2015 雾天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控制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团雾 agglomerate fog

受局部地区的气候环境影响造成的局部范围内,出现可见度低的雾团，具有范围小、突发性强等特

点。

3.2

高速公路团雾 agglomerate fog on expressway

在高速公路上生成或者从周边区域扩散、移动到高速公路上，覆盖高速公路长度小于5 km、能见度

小于500 m的团雾。

3.3

团雾偶发地区 areas with occasional agglomerate fog

指团雾出现频率较低的区域，通常定义为全年浓雾日数少于3 d。

3.4

团雾频发地区 Areas with frequent agglomerate fog

团雾频发地区分为季节性团雾频发地区及团雾频发的山区和水网地区。

季节性团雾频发地区指特定季节（如秋冬或梅雨季）团雾频繁出现的区域，全年雾日数≥3 d且集

中在特定时段。

团雾频发的山区和水网地区指因地形封闭、水汽充足，团雾发生频率高且持续时间长，全年雾日数

≥10 d。

3.5

交通诱导 traffic guiding

通过可变信息板、交通广播、收费站口头或发卡通知等方式对大雾影响路段及周边道路车辆发布或

提供安全行车警示、实时路况、绕行路线等信息。

3.6

雾天交通安全引导设施 traffic safety guiding facilities

引导驾驶员注意道路线形和前方路况的主动发光突起路标、主动发光轮廓标、雾灯等交通安全设施。

4 高速公路团雾预警指标

4.1 团雾强度等级

团雾强度等级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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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团雾强度等级

团雾强度等级 水平能见度范围

4 200 m≤水平能见度≤500 m
3 100 m≤水平能见度<200 m
2 50 m≤水平能见度<100 m
1 水平能见度<50 m

4.2 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包括团雾覆盖高速公路路段长度、路段两端标号。团雾覆盖范围大多在1-5 km之间，且具

有覆盖范围内能见度不一、覆盖面积不一致的分段特点和强流动性特征。根据团雾覆盖范围大致可以将

团雾分为三级，如表2所示。

表 2 团雾范围等级

4.3 团雾预警等级

根据团雾强度等级和团雾范围等级，得出团雾预警四个级别，分别为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

警、红色预警，如表3。
表 3 团雾预警等级

团雾强度等级

4级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红色预警

3级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2级 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1级 蓝色预警 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

团雾预警等级划分

小型团雾 中型团雾 大型团雾

团雾覆盖范围等级

5 监测能见度设备安装要求

5.1 监测点设置密度

5.1.1 大型团雾偶发地区，监测点间距为 200 m~500 m。

5.1.2 中型团雾偶发地区，监测点间距为 500 m~800 m；小型团雾偶发地区，监测点间距为 800 m~1000
m。

5.1.3 季节性团雾频发地区，监测间距为 200 m~500 m。

5.1.4 团雾频发的山区和水网地区，监测间距为 200 m~500 m。

5.2 监测点功能

能见度监测点安放的监测设备应实现能见度、温度、湿度及大气压强的连续监测，同时具备报警与

提示功能。

5.3 能见度监测技术指标

5.3.1 高速公路团雾能见度监测范围通常为 10 m~500 m。

5.3.2 气象光学视程<50 m能见度监测的允许误差为5 %；

气象光学视程 50 m~200 m 能见度监测的允许误差为10 %；

气象光学视程 200 m~1000 m 能见度监测的允许误差为20 %。

团雾范围等级 团雾覆盖范围

小型团雾 团雾覆盖范围<1 km

中型团雾 1 km≤团雾覆盖范围≤3 km

大型团雾 团雾覆盖范围>3 km



T/TMAC XXX—202X

3

5.3.3 能见度监测点分辨率为 1 m，采样频率大于等于 4次/分，数据上传周期为 1 min。

5.4 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处理

5.4.1 采集:能见度监测的时间间隔为 1 min~5 min。
5.4.2 存储: 能见度监测资料的存储时间间隔为每分钟和每 0.5 h，以数字显示或以文件方式保存。监

测站保存的监测资料的最短时间不少于 3年。

5.4.3 传输：以实时性为前提来选择有效的数据传输方式。

5.4.4 处理：规定数据的存贮方式和数据结构，对接收的监测资料可进行报表处理。

5.5 监测设备计量校准和维护

5.5.1 能见度监测设备应半年或在雾季之前进行一次校准。

5.5.2 能见度传感器中的镜片、镜筒等部件应定期进行检查清洁。

6 预警发布

6.1 团雾预警方法

团雾预警方法主要包括声音预警、灯光提示、可变情报板预警、互联网与移动终端预警、车路

协同等方式。

6.2 团雾预警机制

6.2.1 高速公路某路段内发生小型团雾，其强度范围为 1级或 2级时、或发生中型团雾，其强度范围

为 1级时，应及时发布团雾黄色预警；高速公路某路段内发生小型团雾，其强度范围达 3级、

发生中型团雾，其强度达 2级、或发生大型团雾，其强度为 1级时，应及时发布团雾橙色预警；

高速公路某路段内发生中型团雾，其强度达 3级及以上、或发生大型团雾，起强度达 2级及以

上，应发布团雾红色预警。

6.2.2 用语：发布预警的用语应包括团雾预警级别、能见度范围、覆盖范围。
示例 1：团雾预警级别，如：黄色预警：团雾水平能见度 V≤200m；覆盖范围<1km等。

示例 2：覆盖范围用语，如：前方“XX路段，范围 XX米”或“XX到 XX路段，范围 XX米”等。

6.2.3 预警解除：能见度>XX米时，及时解除预警。

6.2.4 跟踪与更新：当团雾预警级别、能见度范围、覆盖范围和覆盖时间发生变化时，及时更新预报

内容。

7 处置技术

7.1 团雾处置技术

团雾处置技术是指在团雾发生期间，通过人工干预、交通诱导、安全引导等方式，降低雾区交

通风险，保障通行安全的应急响应手段。

7.1.1 人工处置。在团雾突发或预警升级后，由高速交警、路政、运营人员组成应急小组，进驻团雾

重点路段进行现场处置。人工处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设置临时警示标志或路障；实施交通分

流、间歇性放行等管控措施；向过往车辆进行语音劝导或口头通告；协助疏散拥堵车辆，防止

二次事故发生。

7.1.2 交通诱导处置。智慧高路公路交通诱导标志的分类、颜色、形状、线条、字符、图形、尺寸和

设计等。通过可变信息板、交通广播、电台播报、APP推送、ETC 发卡机语音提示、收费站口

头或文字提示等方式，将雾区路况信息、绕行建议、安全提示等传达给司乘人员。常见方式包

括：可变信息板显示“发生××级团雾，限速××”；收费站口头提示“××方向出现能见度小于 100 m
团雾，建议经××路段绕行”；雾区语音广播系统或路段临近区域的高音喇叭实时播报 “发生××级
团雾，请立即驶离”；短信推送等。

7.1.3 雾天交通安全引导处置。针对雾区内部低能见度情形，通过设置雾区诱导灯、地埋式智能道钉、

车道指引线、雾天专用标识标牌等设备，引导车辆按车道、限速、安全间距通行。具体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启动雾区引导灯系统（如黄色或红色脉冲灯）；启用雾天车距保持标线，结合标

志提示“保持×米车距”； 联动可变限速标志，根据能见度自动调整车速建议。

7.2 团雾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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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团雾预警等级，高速公路处置措施见表 4。

表 4 团雾天气高速公路安全处置措施

处置等级/团雾预警等级 处置技术类型 团雾天气高速公路安全处治措施

蓝色预警
信息提示

人工处治

a） 限速 80 km/h；
b) 人工巡检；

c) 提示通行车辆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

灯，保持车间距不小于 50 m

黄色预警

信息提示

人工处治

初步交通诱导

雾天交通安全引导准备

a) 限速 60 km/h；
b) 视情况，可采取入口限流措施；

c) 采取交通诱导措施；

d) 如果有，准备启用雾天交通安全引导设施；

e) 提示通行车辆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

灯，保持车间距不小于 100 m

橙色预警

信息提示

人工处治

实地干预

全面交通诱导

雾天交通安全引导启动

a) 限速 40 km/h；
b) 视情况，可采取入口限流措施；

c) 采取交通诱导措施；

d) 如果有，启用雾天交通安全引导设施；

e) 采取车辆限制措施；

f) 视情况，采用带道通行措施；

e) 提示通行车辆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

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保持车间距不小于 200 m

红色预警

信息提示

人工处治

道路封闭或临时管制

全面交通诱导

全面雾天交通安全引导

a) 限速 20 km/h；
b) 采取入口限流措施；

c) 采取交通诱导措施；

d) 如果有，启用雾天交通安全引导设施；

e) 采取车辆限制措施；

f) 视情况，采用带道通行措施；

g) 视情况，采取分流疏导措施；

h) 提示通行车辆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

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

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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