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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公路隧道里程呈逐年增长趋势，从2011年

8522处、625.3万延米增长到2022年的24850处、2678.43万延米，截止2022年底，我

国隧道总里程达到48762公里，较2021年增长3008.1公里。其中，国省干道隧道数量

庞大且建设条件复杂，涵盖了多个建设时期和技术标准。这些国省干道隧道面临着建

设年代跨度大、规范差异明显的挑战，因而设施设置标准和维护要求也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对国省干道隧道的安全性和运营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综合考虑不同技

术和管理策略以确保长期可靠运行。

基于此，为实现国省干道隧道基础信息的横向、纵向连接，加强隧道数据中心和

现有设备的整合以及数据调用。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向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提交了《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建设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提案。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标准申报工作

的通知”要求，由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负责本标准的编制

工作。

牵头单位：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临海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金华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台州市公

路与运输管理中心、陕西高速电子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信路桥发展有限公司、江西

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高速公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西安金路交通工程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起草人：王长华、李保、沈航、汪付、吴乔男、郭斌、裴洋、罗优、黄振、

项斌、章文捷、吴富涛、朱熙豪、王小博、杨晓珂、范鹏、吴月、万济兵、吴云峰、

徐晋、王超、董明华、李燕。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本标准的制订，是为了指导和规范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建设，提高国省干线

隧道的管理水平，特编制本技术规范。随着我国国省干线隧道建设和信息技术的飞速

发展，隧道设备数量成倍增长，对数据和云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迫切需要构建“智

能化、精准化、主动化”的机电设施运维机制。从国内相关标准调研来看，目前国家、

交通运输部尚无涉及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相关标准。因此，有必要制订国省干线

隧道数据中心建设技术规范，对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硬件、软件、安全等要求编

制具体要求，以便规范行业及市场应用。

全国各省份公路运营部门作为主要用户，可结合本规范，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建设

隧道数据中心，规范实施后对行业产生以下意义：

（1）为设计工作者提供支持，指导隧道数据中心的硬件、软件、安全要求的建设，

缩短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建设时间，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消耗。

（2）通过不断的积累和不断的调整，逐渐地汇集一些基础数据，并通过对数据的

分析汇总，发现一些规律，可为相关工作（如流量监测、环境监测、事件检测、养护

监管等）的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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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各隧道的数据能进行实时共享，更有利于省级层面的统一管控，从源头

做好数据规整，不仅能加速数据赋能能力，更能提升公路运营管理水平，从而推进交

通强国建设。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主要工作过程概述

本标准通过收集既有工程应用经验，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及使用单位反馈信息，确

定标准编制方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立项和大纲审批通过，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

形成征求意见稿，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再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补充、修改，

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挂网征求意见。针对反馈意见，提出处理办法，进行补充、

修改，形成送审稿。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进行专家审查。根据专家审查会形成

的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上报审批。

（二）前期研究基础与成果

本标准紧密围绕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建设，基于项目研发团队对研究成果的

应用拓展，开发的隧道安全主动管控平台和设备全生命周期管养平台，实现隧道的流

量管理、事件检测、隧道消防、隧道环境监测、应急预案、养护监管等功能，现已在

甬台温高速公路、杭绍台高速公路、杭浦高速公路等项目二十余项上进行了研究应用。

同时，项目研发团队研发的基础设施数字化服务操作系统被评为浙江省首台套产品重

点攻关项目，荣获2023中国公路学会最佳产品奖和浙江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截至目

前，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已授权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4项；已授权软件

著作权9件；发表论文5篇；完成科技项目1项；在此基础上，编制本规范，对总结成

功经验，具有很好的理论及实践基础。

（三）主要工作内容

（1）充分参考借鉴有关文献资料

起草组收集整理了隧道数据中心的相关文件和标准规范，重点梳理了已发布的与

隧道数据中心相关性较大的国家、地方、行业、团体标准的标准结构框架和主要标准

条款，提取适用于本标准的内容，为本标准提供参考借鉴。

（2）深入调研不同区域隧道数据中心建设情况和需求

起草组通过多种渠道广泛收集信息，并深入实地开展调研，力求在调研的广度、

深度和精度上精益求精，确保客观、准确地掌握国内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实际运

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调研范围涵盖浙江省内隧道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隧道，力求

通过多区域的实地考察，全面梳理不同地区隧道数据中心的建设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为标准的编制工作提供坚实依据。

（3）科学合理设定隧道数据中心的分类。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结合我国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实际情况，多次调整分类

标准，力求使其更加贴合我国的实际需求。在草案大纲编制阶段，起草组初步将隧道

数据中心划分为县（区）或县级市、市或地级市、直辖市、省级四个级别。随着专家

评审的开展以及对调研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分析，起草组在征求意见稿草案阶段，将分

类调整为省级、一级、二级、三级四个级别。此后，通过与各区域单位的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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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充分吸纳专家意见，最终在现版本中将隧道数据中心划分为省级、市级、区县级三

个级别。通过这一系列科学合理的调整，使得隧道数据中心的分级标准更加全面且贴

近我国国省干线隧道的真实情况。

（四）标准阶段审查情况

（1）标准工作大纲审查

2024年8月8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国省干

线隧道数据中心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大纲审查会议，审查组同意通过审查。根

据专家组提出相关建议，起草组对标准内容和研究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补充修改完善，

主要包括:

1.名称修改为《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系统技术规范》。

2.补充“分级与功能”章节，对隧道数据中心进行分级与功能说明。编写组根据

隧道数据中心的定位、功能需求、数据丢失或网络中断在经济或交通上造成的损失或

影响程度确定所属级别，将隧道数据中心划分为省级、一级、二级、三级四个级别，

并补充功能要求。

3.补充“隧道数据中心系统”术语解释。在正文中补充隧道数据中心系统的术语

定义：结合硬件、软件、数据接口等模块，用于采集、传输、存储、管理隧道各类数

据的系统，以实现流量管理、事件检测、应急预案等功能。

4.调整章节大纲结构。根据大纲评审专家意见，删除附属配套章节，调整安全性

要求为单独章节，使大纲结构更贴合《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系统技术规范》。

5.调整系统架构。增加火灾报警器、交通流检测器、轴/射流风机、隧道照明灯等

隧道采集层设备，增加事件检测、隧道消防、隧道环境监测等应用层内容，更贴合国

省干线隧道的特点。

（2）征求意见稿草案审查

2025年4月10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国省干

线隧道数据中心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草案审查会议，审查组同意通

过审查。根据专家组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起草组对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进行了相应

的补充修改完善，主要包括:

1.标准名称修改为《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建设技术规范》。

2.调整章节大纲结构。根据草案评审专家的意见，将本标准的大纲调整为“4 基

本规定”“5 硬件要求”“6 软件要求”“7 安全要求”，删除附录A，并将内容纳

入相应章节，使大纲结构更贴合《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建设技术规范》。

3.优化术语和定义，梳理分级、功能及配置。编写组补充“隧道数据中心”、

“数据终端”、“数据中心平台”的术语定义，并通过对我国不同区域国省干线隧道

的深入调研，充分听取草案评审专家的意见，将隧道数据中心划分为省级、市级、区

县级三个级别，并针对不同级别的隧道数据中心明确相应的硬件、软件等要求。

3.进一步调研不同区域隧道数据中心建设情况和需求。编写组充分调研了不同区

域的隧道数据中心建设情况，增加项目团队基础，补充临海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金华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台州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陕西高速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渝信路桥发展有限公司、江西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高速公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西安金路交通工程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8家参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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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技术规范编制的目的是指导和规范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建设，提高隧道的

管理水平。基本原则是基于《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1)、《交通运输数据中心互联技术规范 第

3部分：数据交换》（JT/T 1224.3），参考行业标准及相关地方标准，针对国省干线

隧道数据中心的硬件要求、软件要求、安全要求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1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2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3 GB/T 25000.51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

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4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5 GB 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6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7 JT/T 1224.3 交通运输数据中心互联技术规范 第3部分：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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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硬件要求、

软件要求、安全要求。主要条款说明如下。

1 范围

本章给出标准用途，概括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基本规定、硬件要求、软件要

求、安全要求）和明确了适用范围，即适用于适用于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列出了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共计7个，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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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

章条 规范性引用文件 引用内容

4.2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

标准

引用4.2室内空气质量指标及要求的相关规

定。

4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引用第四章安全功能技术要求中关于运行安

全、数据安全等信息安全的相关规定。

/
GB/T 25000.51 系统与软

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

引用标准中关于功能性、性能效率、兼容

性、可靠性、信息安全性、维护性、可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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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评价（SQuaRE） 第51

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

（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

细则

性的相关规定。

8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

计规范

引用8.1允许噪声级、8.2隔声标准中关于办

公室、会议室的噪声级、空气声隔声性能的

低限标准要求。

5.1

8.2

GB 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

范

引用5.1中关于主机房和辅助区内的温度、

露点温度和相对湿度的相关规定。8.2中关

于服务器机房、网络机房等照度的相关规

定。

6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引用6验收中关于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物

浓度限量的规定。

5.1.1

5.2.1

5.3.1

JT/T 1224.3 交通运输数据

中心互联技术规范 第3部

分：数据交换

引用 5.1.1 套接字通信接口方式、5.2.1 基

于前置机方式的数据交换、5.3.1 基于网络

服务接口方式的数据交换的相关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章列出了需要定义的术语，包括隧道数据中心、数据终端、数据中心平台共3个。

4 基本规定

4.1 分级

规定了隧道数据中心的分级标准，按照其服务的行政区划，分为省级、市级、区

县级三个级别。

其中，省级隧道数据中心汇集来自各市级隧道数据中心的数据，负责全省（自治

区、直辖市）范围内国省干线隧道的数据汇集分析、综合信息展示及跨市指挥调度等

数据服务。市级隧道数据中心汇集来自各区县级隧道数据中心的数据，负责全市（地

市级）范围内国省干线隧道的运行状态评估、事件跟踪协调及应急指挥等数据服务。

区县级隧道数据中心汇集来自各区县范围内隧道的数据，负责全县（县市级）范围内

国省干线隧道的数据采集、应急响应及养护执行等数据服务。

4.2 总体架构

说明了各级隧道数据中心的总体架构。规定了区县级隧道数据中心接收辖区内隧

道采集的数据，汇总后上报市级隧道数据中心，市级隧道数据中心再将数据汇总上报

省级隧道数据中心。

4.3 功能要求

本章规定了各级隧道数据中心的功能要求。

4.3.1 本条规定了省级隧道数据中心的功能要求。省级隧道数据中心应包含数据

汇集分析、综合信息展示、跨市指挥调度功能。

4.3.2 本条规定了市级隧道数据中心的功能要求。市级隧道数据中心应包含流量

评估、环境评估、事件管理、消防监管、应急指挥、养护评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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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本条规定了区县级隧道数据中心的功能要求。区县级隧道数据中心应包含

流量监测、环境监测、事件检测、隧道消防、应急响应、养护执行功能。

5 硬件要求

本章规定了各级隧道数据中心的隧道数据采集设备、支撑硬件、物理机房三方面

的硬件要求。

5.1 隧道数据采集设备要求

5.1.1 本条按照区县级隧道数据中心的功能将隧道数据采集设备分为流量监测、

环境监测、事件检测、隧道消防、养护执行5类，并对每类隧道采集设备的采集数据

项和接口做了规定。

5.1.2 本条对隧道数据终端进行了规定。数据终端应支持隧道内各类数据采集设

备的接入，具备设备运行状态、交通流、交通事件、交通环境、基础设施感知等多源

数据的实时采集、处理与传输能力。

5.1.3 本条规定了隧道数据采集设备应具备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的要求。

5.1.4 本条规定了隧道数据采集设备工作温度范围应为-40℃至+70℃。

5.2 支撑硬件要求

对各级隧道数据中心的计算服务器、缓存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设备等支撑硬

件做出了规定。

5.3 物理机房要求

本节规定了隧道数据中心物理机房的温度、空气质量、有害气体浓度、空气隔声

性能、照度等要求。

5.3.1 本条规定了物理机房的温度、露点温度和相对湿度应满足GB 50174的规定。

5.3.2 本条规定了物理机房装修后的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GB/T 18883的规定。

5.3.3 本条规定了物理机房的游离甲醛、苯、氨、家和TVOC等有害气体浓度应符

合GB 50325的规定。

5.3.4 本条规定了物理机房的空气隔声性能应满足GB 50118中的低限标准要求。

5.3.5 本条规定了服务器机房、网络机房等的照度应满足GB 50174中的规定。

6 软件要求

6.1 功能要求

本节规定了隧道数据中心平台应具备数据接入与共享、数据监控、数据存储、数

据备份与恢复、数据治理、数据实时和离线处理等能力，并对各个能力提出了相应的

要求。

6.2 性能要求

6.2.1 本条规定了数据中心平台应支持市场上主流的数据库和数据库组件。

6.2.2 本条规定了数据中心平台应符合GB/T 25000.51中关于功能性、性能效率、

兼容性、可靠性、信息安全性、维护性、可移植性的规定。

6.2.3 本条规定了隧道数据中心平台应具备大规模数据处理、数据交换等基础性

能。

6.3 数据接口要求

本节规定了隧道数据中心平台的数据接口类型，分为网络服务接口、前置机、套

接字通信接口三种类型，并对各个接口类型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7

7 安全要求

本章对隧道数据中心的安全要求做出了规定。

7.1 规定了隧道数据中心应具备系统软件安全、应用软件安全、数据库安全、网

络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安全要求。

7.2 本条对隧道数据中心的系统软件安全提出了要求。

7.3 本条对隧道数据中心的应用软件安全提出了要求。

7.4 本条对隧道数据中心的数据库安全提出了要求。

7.5 本条对隧道数据中心的网络安全提出了要求。

7.6 本条规定了隧道数据中心的信息安全应满足GB/T 20271的规定。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宣贯培训。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召开标准宣

贯会，对涉及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建设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开展标

准实施培训和宣贯普及。明确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建设的硬件要求、软件要求、安

全要求等具体建设要求，以便规范行业及市场应用，指导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建

设，有效推动贯标工作的开展及落实。

（2）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参观学习，直观展示国省干线隧道数据中心的效果

及相应技术，加深对标准要求的理解和应用。

（3）定期组织科研、生产、应用等各环节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不断对国省干线隧

道数据中心进行改进，保持技术领先、性能优化。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引用5.1.1套接字通信接口方式、5.2.1基于前置机方式的数据交换、5.3.1基于网络服务接口方式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