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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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湖南省交通工程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湖南高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永汉、刘刚、谢冰、户磊、邓翔、刘永、王子琪、周京、黄征、

唐聪、雷雨佳、杨靖夷、陈志刚、黄勇、胡建阳、尹鹏、肖应红、周子楚、张进进、薛新风、

徐联祺、王轲、陈谏滔、于顺尧、董维、彭则境、戴卓鑫、李昱欣、傅磊、靳豪冉、郑玲娇、

林琴、陈浩然、杨宇翔、王时旺、张毅、杨晨、瞿兴灵、郑明磊、吴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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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二维码互联网报警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速公路二维码互联网报警流程，报警二维码标识的设计与安装要求，二

维码互联网报警系统的总体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安全要求、接口要求和资源配置，

以及基础数据采集和初始化等。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扩）建及已营运高速公路二维码互联网报警技术的实施，省外

高速公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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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14394-2008 计算机软件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管理

GB/T 18833-2012 道路交通反光膜

GB/T 3880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GB/T 24970-2020 轮廓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二维码 Two-dimensional code

在平面上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图形来表示记录数据信息的几何形体。

3.2

报警二维码 Alarm QR code

用于标识高速公路报警应用对象特征属性信息的二维码图案。

3.3

反光膜 Reflective film



T/HSTE 001-2024

4

是一种已制成薄膜可直接应用的逆反射材料，利用玻璃珠技术，微棱镜技术、合成树脂

技术，薄膜技术和涂敷技术和微复制技术制成，通常有白色、黄色、红色、绿色、蓝色、棕

色、橙色、荧光黄色、荧光橙色、荧光黄绿色。

3.4

波形梁护栏 W-beam guardrail

是一种由波形钢制成的防护栏，其波形设计可以有效地分散撞击力，减少车辆在撞击时

的损坏程度，波形护栏通常安装在公路两侧或者中央分隔带上。根据防撞性能的不同，可以

分为两波和三波两种类型。

3.5

柱式轮廓标 Post delineator

是一种沿道路两侧边缘设置的、用于指示道路前进方向、具有逆反射性能的交通安全设

施。轮廓标的柱体为圆角的三角断面，顶部斜向行车道，柱身为白色，在柱体上部应有250mm

长的一圈黑色标记，黑色标记的中间设有180mm×40mm的逆反射材料。

3.6

桩号 Stake mark

在公路、铁路、桥梁等线性工程中，为了准确标识各个位置，会设置一系列的桩点，每

个桩点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这个编号就是桩号。

3.7

CGCS2000坐标系 China Geodetic Coordinate System 2000

全称为中国大地坐标系2000，是在中国境内建立的一个大地测量坐标系统，以地心为原

点，按照中国的地理特性和需求进行参数设置。它是中国地图测绘、地理信息等领域的主要

参照标准。

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文件主要涵盖报警二维码标识设计与安装、二维码互联网报警系统建设、基础数据

采集和初始化三个部分的内容。

4.1.2 报警二维码标识设计与安装应包含以下要求：

a）设计要求应从外观、尺寸、材质、使用、二维码编码规则、二维码信息服务等方面

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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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安装要求应从现场勘察与交通组织、安装方式、安装间距、安装步骤、复检等方面

进行规定。

4.1.3 二维码互联网报警系统建设要求应从系统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安全要求、与

其他系统接口、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规定。

4.1.4 基础数据采集和初始化应包含以下要求：

a）高速公路坐标信息采集、转换、纠偏和入库要求；

b）报警二维码生成及桩号、坐标初始化标定要求；

c）系统初始化要求。

4.2 业务流程

4.2.1 高速公路二维码互联网报警流程主要适用于车辆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或出现故

障等情况，见图 4-1。

图4-1 二维码互联网报警业务流程图

4.2.2 司乘人员找到距离最近的一个二维码标识，通过微信扫描进入报警小程序界面。报警

人应选择报警类型（比如点“车辆故障”），可选择是否“上传图片”，再点击“一键报警”，

自动获取报警者手机号，完成报警。在收到系统反馈报警成功后，应迅速撤离至右侧路肩上

或者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4.2.3 二维码互联网报警系统接收报警信息后，可通过电子地图展示报警位置和报警详情，

同步将报警信息推送给路方监控分中心，然后通过微信、短信两个渠道向报警者反馈接警状

态和安全提示，发送报警成功/失败信息。

4.2.4 路方监控分中心应根据事件分级（包括轻微事故、一般事故、重大事故、车辆救援），

与路产、救援、高速交警、其他等多个部门通过联合会商，快速启动“一路多方”应急救援

预案，协同调度车辆、人员及时开展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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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警二维码标识

5.1 一般规定

5.1.1 报警二维码标识分为标识贴和轮廓标两种形态：报警二维码标识贴基于反光膜材料，

将文字、编号、二维码等内容通过数码打印、UV 等工艺进行制作；报警二维码轮廓标整体

结构由支撑板和报警二维码标识贴组成，支撑板一端有基板，基板层上覆有报警二维码标识

贴，另一端有固定底座，用于固定在波形梁护栏、混凝土护栏和隧道洞壁上。

5.1.2 报警二维码标识贴应依附于高速公路外侧波形梁护栏、混凝土护栏、柱式轮廓标、隧

道洞壁进行安装，符合以下规定：

a）依附于波形梁护栏、柱式轮廓标安装情况下，宜直接粘贴在波形梁护栏板、柱式轮

廓标表面；

b）依附于混凝土护栏、隧道洞壁安装情况下，应增加厚度 1mm~3mm 的基板，先将标识

粘贴在基板上，再将基板固定在混凝土护栏、隧道洞壁上。基板应选用 1060-H24 铝合金板，

满足 GB/T 3880 的规定。

5.1.3 报警二维码轮廓标应依附于高速公路外侧波形梁护栏、混凝土护栏、隧道洞壁进行安

装，符合以下规定：

a）应通过报警二维码轮廓标的固定底座固定在护栏、隧道洞壁上，确保报警二维码反

光面与道路中线垂直。

5.1.4 报警二维码编码应具有唯一性，二维码关联信息宜采用网络存储，应包含方向、桩号、

经纬度等关键位置信息。

5.2 设计要求

5.2.1 报警二维码标识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外观方面：应具备结构简单、通用性和良好的视认性，二维码扫描清晰，确保内容

准确无误。

b）尺寸方面：应符合长度为 60~220mm、宽度为 50~60mm，适合在波形梁护栏波板水平

面、柱式轮廓标柱面粘贴。

c）材质方面：宜使用符合 GB/T 18833要求的 II类及以上的微棱镜型反光膜材料，耐

候效果达到至少 10年。

5.2.2 报警二维码轮廓标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外观方面：支撑板基板形状宜采用圆形或正方形，确保表面平整光滑；报警二维码

标识贴应完全覆盖基板，具备结构简单、通用性和良好的视认性，二维码扫描清晰，确保内

容准确无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8%B7%AF%E4%B8%AD%E7%BA%BF/79950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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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尺寸方面：支撑板应符合厚度为 2~5mm，基板形状为圆形时直径为 100~300mm，

基板形状为正方形时边长为 100~300mm。

c）材质方面：支撑板应选用铝合金板材、钢板、合成树脂类板材，满足 GB/T 24970-2020

的规定；报警二维码标识贴宜使用符合 GB/T 18833要求的 II类及以上的微棱镜型反光膜材

料，耐候效果达到至少 10年。

5.2.3 报警二维码编码规则

5.2.3.1报警二维码编码应采用可以直接跳转的 URL 网址编码，语法格式如下（其中带方括

号的为可选项）：

https://hostname[:port][/path][:parameters][?query]

注 1：https 总是使用安全的 HTTPS 协议进行通讯

注 2：hostname 可以是合法的 Internet 主机域名或 IP 地址

注 3：port 表示端口，如果未指定，则默认使用端口 80

注 4：path 指定请求资源的 URI，可以是目录或文件地址

注 5：parameters 用于传递额外的信息给服务器

注 6：query 用于给动态网页传递参数，可有多个参数，用&符号隔开，每个参数的名和值用

=符号隔开。

示例：https://www.mashangok.com?id=G4430000R00010074650

5.2.3.2报警二维码编号应作为网址编码中的 query 参数值传递，其编码结构由路线编号、

路段(匝道)所在行政区划代码、1位路段(匝道)标识符、4 位路段(匝道)顺序号、1 位方向

位和 6位二维码序号组成。路段(匝道)应以省级行政区划的路线为基础，自路线起点至终（止）

点顺序编制。对应编码结构应符合图 5-1 的要求。

注 1：R-路段，Z-匝道

注 2：顺序号以省为范围沿每一条路线的上行方向起点至终点从 0001 开始顺序编号

注 3：方向位采用 1位数字码：0-上行 1-下行 2-其他

注 4：二维码序号沿每一条路段的上行方向起点至终点从 XXXXXX 开始顺序编号，XXXXXX 为

https://hostname[:port]/path[:parameters][?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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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桩号除以安装间距的结果向上取整且不够 6位前面补 0，参考公式如下：

TEXT(ROUNDUP(起点桩号/安装间距, 0),"000000")，

其中：ROUNDUP、TEXT 均为 EXCEL 函数,在此仅为示意，实际应用以编程语言环境算法为准，

起点桩号和安装间距均为数值类型且单位一致。
图5-1 报警二维码编码结构

示例：报警二维码标识默认安装间距为20m，G4京港澳高速长潭段起点桩号1492788m

（K1492+788）的报警二维码编号为G4430000R00010074640。

5.2.4 报警二维码信息服务

5.2.4.1报警二维码宜具备“一码多用”功能，宜为司乘人员、巡检人员分别提供报警服务、

巡检服务，可扩展养护服务。

5.2.4.2通过不同应用扫描对报警二维码承载的信息进行解析，解码后可获取信息服务相关

数据属性信息，信息服务内容不编入二维码中，但需要存储在相应节点服务信息数据库。

5.2.4.3信息服务内容宜分为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基础数据包括管理单位信息、路段信息、

匝道信息、桩号信息、二维码信息等，业务数据包括报警信息、巡检信息、养护信息等。

具体数据属性宜符合下列规定：

a）管理单位信息：单位编号、单位名称、上级单位编号等。

b）路段信息：包括路段编号、路段名称、起点桩号、止点桩号、所属路线编号、所属

路线名称、路段长度、行车道数、管理单位编号、行政区划代码等。

c）匝道信息：包括匝道编号、匝道名称、起点桩号、止点桩号、出口道路名称、出口

道路桩号、匝道长度、行车道数、管理单位编号、行政区划代码等。

d）桩号信息：包括路段/匝道编号、桩号、行车方向、坐标类型、经纬度等。

e）二维码信息：包括二维码编号、二维码序号、二维码编码内容、桩号信息、使用状

态、创建时间等。

f）报警信息：包括二维码编号、桩号信息、报警类型（车辆故障、交通事故）、报警

人电话、报警时间、车辆类型、车牌号、现场照片、接警状态等。

g）巡检信息：包括日期、二维码编号、桩号信息、巡检状态（正常、异常）、异常描

述、异常照片、巡检人员、巡检单位、管理单位编号等。

h）养护信息：包括日期、桩号信息、设施类型、设施名称、养护项目、养护情况说明、

作业人员、作业单位、管理单位编号等。

5.3 安装要求

5.3.1 报警二维码标识安装要求应从现场勘察与交通组织、安装方式、安装间距、安装步骤、

复检等方面进行规定。

5.3.2 现场勘察与交通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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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现场勘察要求：应对拟安装报警二维码的高速公路路段进行详细勘察，包括地形、

地貌等自然条件，以及桥梁、隧道、互通立交等沿线设施，以确定报警二维码的设置需求和

方案。

b）交通组织：在安装时，应合理安排交通组织，确保施工不影响道路交通的正常运行。

必要时，应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和交通疏导设施，引导车辆安全通过施工区域。

c）安全规范：勘察与安装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相关的安全规范和操作规程，确保施工

人员和过往车辆的安全。

5.3.3 安装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报警二维码标识贴应依附于高速公路外侧波形梁护栏、混凝土护栏、柱式轮廓标、

隧道洞壁进行安装。

b）报警二维码轮廓标应依附于高速公路外侧波形梁护栏、混凝土护栏、隧道洞壁进行

安装。

5.3.4 安装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相邻报警二维码标识之间安装间距宜保持在 10m~30m，默认安装间距为 20m。

5.3.5 安装步骤

5.3.5.1报警二维码标识贴安装步骤分为确定安装位置、清洁底面、安装二维码标识，应符

合下列规定：

a）确定安装位置：应先依据高速公路公里牌、百米牌桩号确定二维码桩号的安装范围，

再通过测距手段或工具（如滚轮测距仪）确定具体安装位置。

b）清洁底面：应保持粘贴底面清洁、干燥，宜采用专用抹布或清洁刷进行清理。

c）安装二维码标识贴：依附于波形梁护栏情况下，宜直接粘贴在波板水平面，确保标

识长度与波形钢带平行；依附于柱式轮廓标情况下，宜直接粘贴在柱体迎车面黑色标记下方，

确保标识长度与柱体长度平行；依附于混凝土护栏、隧道洞壁情况下，应通过结构胶、气钉

枪等方式将覆有二维码标识的基板固定在其表面，安装高度距地面宜保持 70cm~90cm。

5.3.5.2报警二维码轮廓标安装步骤分为确定安装位置、清洁附着面、安装二维码轮廓标，

应符合下列规定：

a）确定安装位置：应先依据高速公路公里牌、百米牌桩号确定二维码桩号的安装范围，

再通过测距手段或工具（如滚轮测距仪）确定具体安装位置；

b）清洁附着面：应保持附着面清洁、干燥，宜采用专用抹布或清洁刷进行清理；

c）安装二维码轮廓标：应使报警二维码轮廓标的底座固定在护栏、隧道洞壁上，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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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二维码反光面与道路中线垂直。依附于混凝土护栏、隧道洞壁情况下，宜安装在距地面

60cm~75cm 高度位置，并确保连接牢固、角度准确、高度一致。

5.3.6 复检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复检报警二维码标识实际安装位置与报警二维码系统标定位置是否一致；

b）应复检报警二维码标识有无明显倾斜，安装高度是否一致；

c）应复检报警二维码标识是否安装牢固，是否有损坏或脱落；

d）应复检报警二维码标识是否有良好的反光或发光效果；

e）如果在复检时发现以上任何问题，需要及时进行更换或修复。

6 二维码互联网报警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1 二维码互联网报警系统（下文简称“报警系统”）功能模块应包括但不限于报警服

务、巡检服务、二维码管理、运维管理等，功能点可根据实际需求自行定义。

6.1.2 报警系统由手机端报警小程序和后端应用系统组成，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报警小程序应基于微信开放平台，司乘人员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或出现故障时，

通过微信扫描路侧护栏上的二维码，便可实现“一键报警”。

b）后端应用系统宜采用 B/S（浏览器/服务器）架构的 WEB 访问模式。

6.2 总体架构

6.2.1 报警系统总体架构采用“五个层次+保障体系”，五个层次从下至上分别为基础设施

层、数据资源层、应用支撑层、应用服务层和展现层，见图 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8%B7%AF%E4%B8%AD%E7%BA%BF/79950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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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系统总体架构图

6.2.2 基础设施层应为数据资源层、应用支撑层和应用服务层提供统一的基础环境，主要包

括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和安全资源。

6.2.3 数据资源层应遵循对数据库进行分层、分类设计，建立基础库、业务库和主题库。基

础数据库应存储人员、机构、车辆、二维码、路段、匝道、桩号等基础性数据资源；业务数

据库应存储报警、巡检、评价等业务域数据资源；主题库应存储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等指标

分析决策数据资源。

6.2.4 应用支撑层应为应用服务开发提供统一的公共能力服务和微服务框架，公共能力服务

主要包括地图服务、消息服务、缓存服务、短信服务和认证授权。

6.2.5 应用服务层应为各类用户提供不同高速公路场景的业务服务，包括报警服务、巡检服

务、二维码管理和运维管理等模块应用。

6.2.6 保障体系是系统建设与运行的重要条件，应包括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与运维保障

体系。

6.3 功能要求

6.3.1 系统组成

报警系统包括报警服务、巡检服务、二维码管理、运维管理等功能模块，功能结构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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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图 6-2 系统功能结构图

6.3.2 报警服务

6.3.2.1报警服务模块应具备报警小程序、警情一张图、报警查询、统计分析、信息推送等

功能。司乘人员通过扫码打开报警小程序实现“一键报警”，路方监控分中心通过电子地图

实时展示报警事件，进行警情分析，同时将精准的报警位置及相关信息推送给路产、救援、

高速交警等部门，快速启动“一路多方”应急救援。

6.3.2.2 报警小程序为司乘人员提供扫码定位、一键报警、信息反馈、救援查询、服务评价

等服务，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扫码定位应自动判别和展示当前报警位置，包括高速路段名称、行车方向、桩号等。

b）报警页面应提供联系电话、报警类型等关键信息输入（其中：联系电话输入宜在授

权人许可情况下自动获取，其他关键信息输入宜提供选择项），宜支持拍照上传，具备一键

报警提交功能。

c）信息反馈宜支持微信消息和短信通知两种渠道。若接警成功，应提醒报警人电话保

持畅通，等待救援；若接警失败，应提示失败原因及相关操作指引。

d）应具备安全提示功能，关键提示宜包括但不限于：请开启危险报警灯（宽灯、尾灯）；

在车后 150 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车上人员转移到右侧路肩或护栏以外安全区域等。

e）宜支持在线拨打报警电话和救援电话。

f）宜具备救援查询功能，报警成功等待救援过程中，可实时查询救援状态、预计抵达

时间、救援车辆轨迹等信息。

g）宜具备服务评价功能，救援完成后报警人可对服务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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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警情一张图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具备报警消息提醒功能，提供文字高亮、弹出框、声音等一种或多种预警方式。

b）应具备基于电子地图展示报警功能，通过电子地图实时标注报警位置和报警状态，

点击可查看报警详情。

c）应提供列表展示待处理和正在处理的报警事件，支持按时间倒序查询。

d）宜展示常用的统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报警总数、交通事故（数）、车辆故障（数）、

人员伤亡（数）等。

6.3.2.4 报警查询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具备报警事件列表、报警事件详情查询功能，支持根据组合条件查询列表。

b）宜支持报警事件列表根据属性排序。

c）宜支持报警事件列表 EXCEL 导出功能。

6.3.2.5 统计分析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面向报警事件中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等业务主题，通过数据分析工具提供数据图

表、数据报表等数据可视化能力。

b）统计分析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报警途径（包括电话报警、扫码报警、其他）统计、

报警类型（包括车辆故障、交通事故、其他）分布、报警时段趋势分析、报警月（年）度趋

势分析、多发事故风险点分析等。

6.3.3 巡检服务

6.3.3.1巡检服务模块应具备扫码巡检、位置标定、异常处理、巡检台账等功能，用于巡检

人员通过手机端巡检 APP/小程序对报警二维码标识进行位置标定、巡查检查、异常情况在

线处理，系统运维人员和监控中心操作员通过后台查询巡检台账信息。

6.3.3.2手机端巡检 APP/小程序应提供扫码巡检功能，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用户操作前应进行登录，支持用户账号登录和手机号登录；

b）应提供“一键巡检”能力，扫描报警二维码后进入巡检页面，能自动判别和展示当

前巡检位置的二维码编号、路段、行车方向和桩号信息，若巡检正常则一键提交，若巡检异

常则提供异常情况说明、上传照片等关键信息输入。

6.3.3.3手机端巡检 APP/小程序应提供位置标定功能，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提供行车方向、桩号等位置信息录入，支持报警二维码位置初始标定和重新标定；

b）支持通过扫描二维码自动计算下一个相邻二维码的标定位置。

6.3.3.4手机端巡检 APP/小程序宜提供异常处理功能，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宜具备在巡检异常情况下提供处理结果录入功能；



T/HSTE 001-2024

14

b）宜具备在线更换二维码功能，因二维码标识出现损坏进行现场更换后，支持在手机

端完成更换二维码操作，以保持现场和系统二维码数据一致。

6.3.3.5巡检台账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具备巡检台账列表、台账明细查询功能，支持根据组合条件查询列表。

b）宜具备巡检台账统计功能，提供巡检次数分布统计、巡检缺失统计、巡检异常统计

等功能。

6.3.4 二维码管理

6.3.4.1二维码管理模块应具备二维码生成、初始位置标定、二维码导出、二维码安装与更

换等功能，用于系统运维人员按路段（匝道）生成报警二维码，完成初始桩号、坐标信息标

定，导出二维码信息可制作采购清单，提供二维码安装与更换操作以保障现场与系统二维码

数据一致。

6.3.4.2二维码生成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按照本文件 5.2.3 要求生成报警二维码编码和二维码信息，报警二维码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二维码编号、二维码序号、二维码编码内容、所属路段/匝道编号、行车方向、桩

号信息、坐标信息、安装间距、安装状态、使用状态等，其中桩号信息和坐标信息需要单独

进行初始位置标定；

b）应具备按路段（匝道）全部生成报警二维码信息功能；

c）宜具备按设定条件批量生成报警二维码信息功能。

6.3.4.3初始位置标定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对报警二维码信息标定初始位置，包括桩号信息和坐标信息，初始桩号计算可参

考公式：二维码序号×安装间距（单位：m），其中×表示乘法；

b）应具备对某个报警二维码进行桩号信息和坐标信息标定功能；

c）应具备按路段（匝道）全部或批量标定报警二维码的初始桩号功能；

d）应提供报警二维码坐标信息通过 EXCEL 批量导入功能，可支持从其他系统接入。

6.3.4.4二维码导出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具备报警二维码信息列表导出 EXCEL 功能，支持组合条件过滤；

b）应具备按路段（匝道）全部或批量导出报警二维码图片功能，支持压缩文件下载。

6.3.4.5二维码安装与更换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具备按路段（匝道）全部或批量安装报警二维码功能，需同步更新安装状态，保

存安装记录；

b）应提供对某个报警二维码进行更换操作，新二维码编号需复用原二维码桩号、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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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及相关报警信息，并将原二维码信息作废，保存更换记录；

c）宜提供按路段（匝道）批量更换报警二维码功能；

d）应提供报警二维码安装记录、更换记录查询功能，支持组合条件查询。

6.3.5 运维管理

6.3.5.1运维管理模块应具备机构管理、系统权限、数据字典、日志管理等功能，用于系统

运维人员对机构、用户、角色信息进行维护，为系统用户分配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对路线、

路段、匝道等基础数据进行维护，提供系统登录和操作日志查询。

6.3.5.2 机构管理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具备对组织机构信息增、删、改、查功能；

b）宜支持组织机构以目录树的方式展示。

6.3.5.3 系统权限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具备对系统用户、角色信息增、删、改、查功能；

b）系统权限应分为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允许为某个角色分配权限，允许一个用户拥

有 1 个或多个角色；

c）系统管理员拥有系统操作及数据管理的最高权限，可以为每个路段运营单位配置机

构管理员，机构管理员拥有本路段的系统操作及数据权限。

6.3.5.4 数据字典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具备对路线、路段、匝道、桩号、坐标等基础数据维护、查询功能。

b）应具备对系统通用数据字典的维护、查询功能。

6.3.5.5 日志管理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应具备对系统登陆日志和操作日志的记录和查询功能。

b）宜具备对历史日志进行归档和定时清除功能。

6.4 性能要求

6.4.1 报警系统总体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报警系统可用性应大于 99.9%。

b）报警系统应实时发送报警事件数据到其他系统。

c）报警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应符合现行 GB/T 14394 的规定。

6.4.2 报警系统响应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a）一般查询的响应时间宜小于 1s。

b）复杂查询的响应时间宜小于 2s。

6.5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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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报警系统部署在私有云的部分应符合 GB/T 22239 等保二级的相关要求，部署在公有

云的部分宜参照 GB/T 22239 等保二级的要求建设。

6.5.2 应通过具备相应资质的网络安全评估机构开展的安全检测，并保证网络安全措施满足

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

6.5.3 应根据数据的安全要求，制定不同等级的数据访问控制策略。

6.5.4 应制定数据备份和数据恢复方案，具备完善的应急和灾害恢复措施。

6.5.5 应采用严格的授权访问控制策略，确保应用的最小访问原则。

6.5.6 应经过严格的安全攻防测试和系统压力测试，具备相应的抗攻击能力和业务承载

能力。

6.6 接口要求

6.6.1 报警系统产生的报警事件等数据应实时推送给路方监控分中心、路产、救援、高速交

警等部门相关系统（以下简称“其他系统”），并从其他系统获取反馈信息和相关数据（如

救援信息），需要与其他系统进行应用接口集成，每个需要集成的系统应开发相应的接口服

务并开放对应的端口，由于网络、涉密等原因无法对外开放接口的系统除外。

6.6.2 应提供统一的接口设计规范，每个接口设计应包括系统名称、接口名称、功能描述、

接口协议(如 REST、SOAP)描述、接口方法、输入输出参数等说明，各系统遵循接口设计规

范开发接口服务。

6.6.3 接口服务正式发布前应满足功能和性能测试要求，提供接口调用日志记录和查询功能，

便于后期维护。

6.7 资源配置

6.7.1 报警系统以高速公路路段为单位提供软件服务，资源配置宜符合表 6-1 的要求。

表 6-1 路段级系统资源配置清单

序号 资源需求 最小配置 建议配置

1 计算资源 通用计算资源不少于 24 核 CPU 通用计算资源不少于 48 核 CPU

2 内存资源 不低于 40G 内存 不低于 80 内存

3 存储资源 不低于 5TB 的存储 不低于 10TB 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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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资源 上传速率不低于 100MB/s，万兆网卡 上传速率不低于 100MB/s，万兆网卡

注 1：报警系统的通用计算资源、内存资源和存储资源以 100km 高速公路的业务处理能力需

求为基础，建议配置按冗余 50%进行估算。

注 2：实际设计过程中应结合交通量、业务数据量和业务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7 基础数据采集和初始化

7.1 一般规定

7.1.1 基础数据采集和初始化要求主要从高速公路坐标数据采集、报警二维码初始化、系统

初始化三方面进行规定。

7.1.2 高速公路坐标数据采集应规定坐标采集、转换、验证和入库等要求。

7.1.3 报警二维码初始化应规定报警二维码生成、报警二维码初始位置标定等要求。

7.1.4 系统初始化应规定基础数据初始化、系统初始授权等要求。

7.2 高速公路坐标数据采集

7.2.1 坐标采集

宜通过现场终端采集和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提取两种方式获取初始坐标数据，初始坐标宜

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

a）对于新建、改（扩）建路段，宜从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提供的逐桩坐标提取；

b）对于已运营路段且无法获得施工图设计相关资料，宜使用现场终端采集。

7.2.2 坐标转换

应将初始坐标数据转换成目标坐标系对应的坐标数据，如将 CGCS2000 坐标转换成高德

坐标。

7.2.3 坐标验证

应将目标坐标数据通过电子地图进行验证，如发现有偏移则进行纠偏或局部重新拟合，

确保坐标数据精准。

7.2.4 坐标入库

应将桩号信息及对应的初始坐标数据、目标坐标数据保存到数据库，经度、纬度精确度

应保留至小数点后 6位，便于为不同的电子地图提供应用。

7.3 报警二维码初始化

7.3.1 报警二维码生成

7.3.1.1应根据路线编号、路段（匝道）起点桩号/终点桩号、安装间距等参数通过报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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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批量生成报警二维码编码和相应的二维码信息，并存储在相应节点服务信息数据库。

7.3.1.2报警二维码编码规则应符合本文件 5.2.3 的要求，报警二维码信息服务内容应符合

本文件 5.2.4.3 的要求。

7.3.2 报警二维码初始位置标定

7.3.2.1报警二维码初始位置标定信息内容应包括里程桩号、行车方向、经纬度坐标等。

7.3.2.2报警二维码初始位置标定方法宜采用报警系统后台批量标定和前端 APP/小程序现

场标定相结合。

7.4 系统初始化

7.4.1 基础数据初始化

7.4.1.1基础数据初始化内容应包括管理单位、路段信息、匝道信息、桩号信息、通用数据

字典等。

7.4.1.2基础数据初始化方法可采用手动录入和系统对接。

7.4.2 系统初始授权

7.4.2.1应支持系统管理员、机构管理员进行分级授权，包括数据权限和功能权限的分配。

7.4.2.2系统管理员拥有系统操作及管理的最高权限，应负责创建顶层组织机构、角色和用

户信息，可以为每个路段运营管理单位配置机构管理员权限，机构管理员负责本级和下级单

位的组织机构、角色和用户信息创建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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