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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方标准 

《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 

(报批初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来源 

2018 年 7 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桂质监函

〔2018〕258 号文）批准，《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技术规范》列入 2018

年第三批广西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项目编号为 2018-0305。由广

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提出，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交

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在本标准编制的过程中，因广西地方标准《高速公路联网系统技

术要求》（DB45/T 1491）获批准修订立项，且其修订的标准内容包括

监控、通信、收费等系统，为避免和正在修订的标准在技术内容上重

复，经大纲评审会、征求意见初稿讨论会及技术审查会专家论证，专

家组一致建议将立项的标准名称《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技术规范》修改

为《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将标准化对象明确为隧道的

机电工程。 

二、项目背景及目的意义 

目前，广西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从业单位众多，在建

设及运营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设计标准、技术方案、联网要求、设备

要求不一致等情况，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自治区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

标准化建设及信息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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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交通运输部针对我国高速公路的特点发布了一些国

家层面的规范、要求，如：《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

规范》《公路隧道设计规范》《公路网运行监测与服务暂行技术要求》

等。这些规范和要求从总体上对全国高速公路机电行业的建设和运营

起着指导作用。 

同时，各省、自治区结合自身高速公路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已陆续

发布或正编制本区域的相关要求，如：《河北省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技

术要求》《贵州省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技术要求》《广东省高速公路联网

监控系统技术要求》等。 

目前，广西地方标准《高速公路联网技术要求》（ DB45/T 

1491-2017）正在进行修订，修订的标准主要针对监控、通信、收费

三大系统。自治区尚缺乏指导隧道机电（隧道监控、通风、照明、供

电、消防）系统建设的地方性标准规范，对隧道机电各系统构成、规

模、配置要求、参数要求等缺乏统一要求。 

本标准《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主要针对隧道监控、

通风、消防、供配电、照明专业，标准的制定是对现有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补充，对自治区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建设工

作将起到规范作用。 

三、项目编制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广西地方标准《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项目任务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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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写方案，明确任务职责，

确定工作技术路线，开展标准研制工作。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科公路勘

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远禄（项目负责人）、蒋新花、赖海燕、

李永亮、李茜、乔梅梅、袁浩庭、哈元元、王文菁、金蕊、刘奕含、

韩东海、荣美、潘华良、唐宏亮、唐忠国、卢琛琛、杨友盛、王继华、

覃彦、谢金华、谢静、蒋权、刘良旭、朱光祖。 

梁远禄负责整个项目的技术及组织协调工作；蒋新花、赖海燕、

李茜负责整个项目的技术指导；李永亮负责大纲编制及统稿。 

本标准的具体内容由乔梅梅、袁浩庭、哈元元、王文菁主要负责

编写，其余参与人员根据安排参与标准的编写。 

（二）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本标准起草人员的前期研究工作分为资料收集整理、资料分析和

研究 2个阶段。1.收集整理资料阶段，收集和查阅公路领域的机电系

统技术规范、指南、规程、科研成果、著作、期刊文献等资料；2.

资料分析和研究阶段，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为下一步的

规范编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技术支撑。 

相关规范的资料主要包括《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

用规范》（JTG D80-2006）、《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D70/2-2014)、

《公路网运行监测与服务暂行技术要求》（交通运输部 2012年第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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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高速公路联网系统技术要求》（DB45/T 1491-2017）、《河北

省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技术要求》《贵州省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技术要求》

《广东省高速公路联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等相关行业和地方标准。 

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对区内现有隧道进行了调研，了解区内现

有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建设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为本技术规

范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三）研讨确定标准主体内容 

标准编制组在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之后，召开了标准编制

会议，对标准的整体框架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对标准的关键性内容进

行了初步探讨。经过研究，标准的主体内容确定为术语和定义、符号、

总体要求、隧道监控系统、隧道通风设施、隧道消防设施、隧道供配

电设施、隧道照明设施等内容。 

（四）大纲编制及评审阶段 

为确保本标准的编写工作有序开展，编制组在前期大量的研究工

作的基础上，于2019年2月完成了《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

的编制大纲和工作大纲，并经内部评审讨论后，于2019年3月25日召

开了大纲外部评审会，评审会针对大纲提出了多项宝贵建议和意见。 

（五）初稿讨论阶段 

根据大纲评审专家的意见，以修改完善后的大纲作为项目的工作

指导，编制组开展了标准正式的编写工作，并于 2022 年 6 月下旬完

成了征求意见初稿。2022年 9月 26日，召开征求意见初稿讨论会，

对征求意见初稿进行会审，根据会审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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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征求意见阶段 

2022年11月，广泛征询48家单位意见，其中9家单位回函，7家单

位有明确修改意见。编制组对征集到的63条意见进行了详细研究和修

改，其中采纳49条，不采纳14条。 

（五）专家审稿阶段 

2022年 12月，审稿专家对本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编制组根据

意见进行修编后形成送审稿。 

（六）送审稿评审阶段 

2023 年 7 月 2 日，召开标准审定会，评审专家对送审稿内容提

出了修改意见，编制组根据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报批稿。 

（七）标准发布 

2024年 9月 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批

准发布本规范的通告。经最终审稿后于 2024年 12月 1日起实施。 

四、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国家、行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编制组充分调研了国内外及广西地区目前公路隧道机电设施的

实际案例、数据资料及研究成果，研究和分析了国内外及广西地区公

路隧道机电设施建设的现状，以及国内外公路隧道机电设施的发展趋

势和新技术的应用状况。经过编制组成员讨论，确定标准编制遵循以

下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公路隧道机电设施的建设现状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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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内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隧道机电设施的实施现状，在此基础

上对已发布的相关标准、规范、规程进行整理、归纳和分类，建立了

科学、实用、合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隧道机电设施技术标准。 

（二）承接性原则 

本标准术语、符号、条文与相关的国家、国际、行业和地方标准

的规定内容相一致，条文未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标准技术内容与国

家、国际、行业和地方标准兼容，未出现冲突，保证了一致性。标准

技术内容中引用其他标准时，已明确指出所引用标准的内容或名称，

增强了标准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三）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的起草充分调研了国内外、广西壮族自治区隧道机电设施

相关标准的应用现状。编制组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编制

此标准。标准内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易于推广。 

五、标准主要内容及依据来源 

广西地方标准《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主要章节内容

包括：术语和定义、符号、总体要求、隧道监控设施、隧道通风设施、

隧道消防设施、隧道供配电设施、隧道照明设施。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国家、行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编制组充分调研了国内外及广西地区公路工程隧道机电设施实

际案例、数据资料及研究成果，研究和分析了国内外及广西地区公路

隧道机电设施标准建设的现状，以及国内外公路隧道机电设施的发展

趋势和新技术的应用状况。在此基础上结合广西地区公路隧道机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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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工作经验、交通流量及地形条件等，形成了广西地区高速公路

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 

（一）标准名称 

标准下达计划的名称为《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技术规范》，为避免

和正在修订的《高速公路联网技术要求》（DB45/T 1491-2017）在内

容上出现重合，经专家审定，将标准的名称修改为《高速公路隧道机

电系统技术规范》。 

（二）范围 

本标准的适用对象为广西地区新建、改扩建和运营升级改造高速

公路山岭隧道机电系统的建设。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给出了隧道机电设施的相关术语和定义。 

（四）总体要求 

第 4.3条，规定了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应充分考虑隧道发展需

求，并在建设过程中预留相关接口、管线及其他条件。 

第 4.4条，规定了管理层级，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采用“自治

区中心—路段（区域）分中心—隧道管理站—隧道机电系统”的管理

架构。自治区中心负责全区机电系统的统一管理，路段（区域）分中

心负责所辖区域或路段的管理，隧道管理站负责指定范围内隧道的机

电系统管理。各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管理体制可根据所属运营单位的具

体管理架构确定。 

（五）隧道监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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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节，规定了隧道监控系统的构成，分为必选系统和可选系

统，必选系统包括：监控计算机子系统、闭路电视子系统、事件检测

子系统、附属设施；可选系统包括公共信息服务子系统、大屏幕显示

子系统、交通地理信息（TGIS）子系统、门禁管理等其他系统。 

第 5.3节，规定了隧道管理站功能，包括 5.3.1信息采集、5.3.2

信息处理、5.3.3 实时控制、5.3.4 统计查询和报表生成、5.3.5 数

据存储功能。 

第 5.4.1.2条，规定了计算机系统宜具备热备功能。 

第 5.4.1.3条，规定了计算机系统存储功能要求。 

第5.4.2.4条，规定了图像存储方式、时间。所有监控图像按

H.264/H.265编码方式进行存储，宜采用IP-SAN的存储方式，应能存

储直接管理的监控视频图像，保存不少于60天，事件图像保存不少于

2年；有条件的高速公路可直接存储高清码流。 

第5.4.3.1条，规定了事件检测系统前端检测设施可采用摄像机、

雷达检测器、雷达视频一体机等设施。 

第5.4.3.3条，提出事件检测系统类型，应至少具备自动检测单

车道的停车、交通事故、交通拥堵、行人、抛洒物、逆行、非机动车

等事件类型。 

第5.4.3.4条，提出事件检测系统设备布设原则，宜设置在隧道

洞口区域、隧道紧急停车带附近等特殊路段，对于普通隧道区段可结

合项目需求、隧道特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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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4.2条，规定了车辆检测器应能检测上下行交通流量、平

均速度、占有率等数据。 

第 5.4.5.1条，可变信息发布及控制系统包括可变信息标志、车

道控制标志、交通信号灯、电光诱导灯等。 

第 5.4.5.2条，可变信息发布系统用于超速信息、限速信息、道

路信息及隧道正常交通、火灾、交通事故、施工等特殊情况时的交通

信息发布。 

第 5.4.6.5条，规定了长隧道变电所宜设置主区域控制器，配置

双电源、双 CPU模块及触摸显示屏，隧道内宜设置普通区域控制器，

配置双电源、单 CPU模块。 

第 5.4.7.6条，规定了火灾报警系统的防护等级。隧道内设置的

火灾探测报警设备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 

第 5.4.7.7条，规定了火灾报警系统的后备电源要求。火灾报警

系统的后备电源时间不小于 3小时。 

第 5.4.7.8条，规定了火灾报警系统的传输接口要求。火灾报警

控制器可提供 RS485或者 10/100M以太网接口上传隧道管理站。 

（六）隧道通风设施 

第 6.2.1 条，长度 500  m＜L＜1000 m 的中隧道，根据隧道长度

和交通量判断是否需要机械通风。 

第 6.2.2 条，长度≥1000 m 的长隧道近、远期均应设置机械通

风。 

第 6.2.5 条，长度 L＞5000m 的特长隧道，应结合日常运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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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风量和隧道规模，并充分重视防灾救灾，按设计目标年份分近期和

远期，通过技术经济综合比选确定通风方案。 

根据相关工程经验，对于特长隧道通风方案应结合经济、施工、

便利、运营等方面综合考虑。 

第 6.3.1节，规定了射流风机布设要求。 

——口径≤1000mm的射流风机纵向布设间距宜小于 120m； 

——口径＞1000mm的射流风机纵向布置间距宜大于 150m； 

不同口径射流风机对空气加压形成的射流长度不同，根据试验测

试，以上两项规定的射流风机布置间距能产生较好的升压效果。 

——长度 1000m＜L≤3000m的隧道，射流风机在隧道洞口两端集

中布置； 

——长度＞3000m的隧道，射流风机宜在两端洞口及洞内中部等

位置不少于 3段分布； 

——长度 L＞2000m 的曲线隧道，曲线段宜布置射流风机；隧道

曲线段内射流风机纵向布置距离不宜大于 100m； 

射流风机是通过其出口喷出的高速气流诱导隧道内空气形成一

定速度来实现通风的。根据多项工程现场测试，从射流风机群的开启

到隧道内形成一定的平均风速，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譬如 3～5min。

因此，对于特长隧道，特别是为了防灾而设置的全射流通风系统，为

提高通风系统的可靠性和效率，宜在洞内分多段布置射流风机。 

——单向交通隧道采用洞外变电所对洞内射流风机集中供电时，

行车进口段第一组风机与洞口距离宜取 100m； 



11 

根据实测与经验，在距洞口约 200m 范围内，汽车能带进足够的

新鲜空气量，因此在该段落可不布置射流风机。但当单向交通隧道采

用洞外变电所对洞内射流风机集中供电时，一旦行车进口段第一组风

机与洞口的距离取值过大，势必造成该段落每台风机的配电电缆长度

增加，从而造成较大的浪费。根据工程经验，取值 100m较为合理。 

第 6.3.2节，规定了特长隧道斜、竖井通风技术要求。 

第 6.3.2.1条，送风口与排风口 

——送风口宜设置于隧道拱部，送风口设计风速宜取 25～30m/s，

送风方向应与隧道轴向一致； 

——送风口断面积应根据隧道送风量和送风口设计风速确定； 

送风口为获得大的升压力，喷流风速一般取 25～30m/s。风速过

大。对行车安全不利。为此宜将风口构造设置于隧道拱部，并要求喷

流方向与隧道轴向一致。 

——排风口宜设置于隧道侧墙，其底面与隧道检修道高度一致；

排风口设计风速不宜大于 8m/s； 

从行车安全角度考虑，排风口设计风速不宜大于隧道内设计风

速，故作出排风口设计风速不宜大于 8m/s的规定。 

——排风口断面积不宜大于隧道主洞断面积； 

——排风口应设置防护网，并应进行防锈处理； 

为防止异物吸入损坏风机叶片，同时也保护检修人员过往时的安

全，排风口需设置防护网。 

——排烟口的设计风速不宜大于 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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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提出了排烟口的设计风速要求。 

第 6.3.2.3条，通风塔   

——采用地上风机房时，宜通过通风塔将新风送入通风井或将隧

道内污染风排出。通风塔宜设置在通风井口附近； 

——通风塔的进风口宜设置于上风方向，排风口宜设置于下风方

向；设置于山坳中的风塔，风口宜朝开阔方向； 

——通风塔的排风口高程应大于进风口高程，其高差不应小于

5m；进风口与排风口之间的平面间距不应小于 5m；进风口与排风口

不应同方向布置，防止窜流； 

为防止排风对进风的污染，故作出本规定。 

——进风口底部距地面的高度不宜小于 2m；当进风口布置在绿

化较好区域时，进风口距地面距离可适当降低，但不应低于 1m； 

本条参照现行《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的相关规定。 

——进风塔的进风风速不宜大于 8m/s，排风塔的排风风速不宜

大于 15m/s； 

本条中关于通风塔设置位置、风塔风速的规定等参照现行《地铁

设计规范》GB50157的相关规定。 

——通风塔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防止人和动物误入；并应设置

风帽，防止雨、雪等进入。 

第 6.4节规定了通风标准。 

第 6.4.3.1 条，汽车尾排有害气体中烟尘的基准排放量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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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VI=2.0 m2/辆·km取值，CO的基准排放量按照 qCO=0.007 m3/辆·km

取值，并以 2000 年为起点，最多计算 30 年，按照每年 2%递减率计

算得到的排放量作为目标设计年份的基准排放量。 

第 6.4.3.2条，交通阻滞时，2000年的 CO基准排放量按 0.015 m3/

辆·km取值，且阻滞段计算长度不宜大于 1000m。 

综合考虑汽车排放法规实施阶段、汽车工业的科技进步、在用车

辆各种复杂状况、我国汽车保有量、国家对节能减排的治理等情况，

提出 2000年正常交通时 CO基准排放量 qCO按照 0.007 m3/辆·km取

值。 

交通阻滞时，汽车在怠速运转，气缸内不完全燃烧会增加 CO 的

排放量。根据国内科研单位研究成果，2000 年的机动车有害气体中

CO的基准排放量按 0.015 m3/辆·km取值。 

第 6.4.4.1条，隧道空间不间断换气频率，不宜低于每小时 3次。 

第 6.4.4.2条，单向交通的隧道设计风速不应大于 10m/s，特殊

情况下不应大于 12m/s。 

单向交通隧道的设计风速借鉴日本道路协会《道路隧道技术标准

（通风换气篇）》（2001年 10月）及挪威《公路隧道设计准则》取

值。 

第6.4.4.3条，采用纵向通风的隧道，换气风速不应低于1.5 m/s。 

6.5节 关键设备及技术要求  

本部分射流风机和轴流风机相关技术要求参照 JTG/T D70/2-02

中相关规定以及相关广西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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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节 通风系统联动控制  

第 6.6.1.2条，采用机械通风隧道的风机均应具备手动和自动控

制功能；宜以自动控制为主。 

机械通风按照隧道环境指标进行自动控制，满足节能的需求，减

少运营管理人员成本。 

第 6.6.2.4条，逃生通道（专用逃生通道或横通道）需要保持对

事故隧道 30-50pa的正压以及 1m/s的风速（在开口处）。 

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和《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等进行相应规定。 

（七）隧道消防设施 

第 7.2节，系统配置要求 

第 7.2.1.6条，消火栓、水成膜泡沫设备的布设间距应由计算确

定，单洞双车道隧道的布设间距不应大于 50m；单洞三车道、四车道

隧道的布设间距不应大于 40m。 

消火栓间距计算参照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方法。

由于目前国内三车道、四车道大断面公路隧道的建设逐渐增多，故按

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计算方法及结果对大断面三车道、

四车道公路隧道消火栓的间距作了规定。 

第 7.2.1.10 条，高位水池容积除应能容纳隧道内一次消防用水

量外，还应考虑容纳隧道内冲洗所需的调节容量，水池的补水时间不

宜超过 48h。 

因隧道内有时会动用消防给水系统对隧道内进行冲洗，故消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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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内设计容量除应考虑一次消防用水量外，还应考虑一定的冲洗调节

水量。 

第 7.2.1.18 条，高位水池应设置视频监控，实时监控水位，减

小管养巡检工作量。可配合水位标尺等方式实施。为便于高位水池的

检修，宜设置上山检修便道、安全护栏和水池爬梯。 

消防水池设置视频监控的目的是使值班人员能随时直接观察到

水池水位情况，避免由于管道、水池漏水、阀门失灵而造成水池无水

或水池溢水的现象。 

第 7.2.2.1条，消防设备洞室内的灭火器宜采用磷酸铵盐手提式

干粉灭火器（8kg），每处配置数量不少于 2具；仅设置灭火器的隧道

内，每处消防设备洞室内的灭火器不少于 3具。 

灭火器充装量各国规定不一，美国规定不大于 9kg，日本为 6kg。

考虑到我国成年人的身材及隧道火灾的特点，灭火器太重手提搬运不

便，但太轻充装量少，喷射时间短，影响灭火效果，所以这里规定

8kg。 

第 7.2.2.2条，单洞双车道隧道灭火器单侧布置；单洞三车道及

以上隧道灭火器宜在隧道两侧交错布置。灭火器单侧设置间距不应大

于 50m。 

灭火器的设置位置及设置间距是关系到灭火人员能否及时地取

用灭火器，及时扑灭早期火灾的关键因素之一。本部分参照国内以往

公路运营经验，对灭火器设置位置作出规定。 

第 7.2.4.1条，隧道内的消防给水管道宜采用内外涂塑复合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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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热镀锌无缝钢管。 

第 7.2.4.2条，隧道内的消防给水管道宜采用沟槽式连接件（卡

箍）或法兰连接。 

以上两条参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中的

相关规定执行。 

第 7.2.4.3条，隧道内消防主干管道应连接成环状管网，左右洞

主干管道在洞口处连通。 

第 7.2.4.19 条，隧道内消防给水管道应设置水压监测装置，并

将数据上传至监控中心。 

水压监测装置用于监测消防系统正常运行，保证消防管道压力满

足灭火要求。 

第 7.2.5.1条，人行横洞两端应分别设置横洞防火门。防火门宜

采用双扇平开钢质 A类(隔热)防火门，防火门为常闭式，应能向人员

疏散方向开启，具有自动关闭功能。 

第 7.2.5.2条，隧道长度小于 3000m，防火门耐火隔热性、耐火

完整性不应小于 2.0小时，隧道长度大于或等于 3000m，防火门耐火

隔热性、耐火完整性不应小于 3.0小时。 

第 7.2.5.3条，车行横洞两端应分别设置防火卷帘门。卷帘门应

采用单帘单轨垂直型钢质防火、防烟卷帘门，具有手动、自动控制功

能，防火卷帘门日常情况下关闭；火灾时应能实现双侧的手动控制、

本地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 

第 7.2.5.4条，隧道长度小于 3000m，防火卷帘门耐火极限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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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2.0小时，隧道长度大于或等于 3000m，防火卷帘门耐火极限不

应小于 3.0小时。 

公路隧道中，防火门、防火卷帘门保持两隧道间的人行、车行横

通道的隔断，无论对正常运营通风还是火灾情况下的逃生疏散与救援

都至关重要。正常情况下，人行、车行横通道门保持关闭状态；火灾

情况下，能承受持续高温并保持其完整性以防止高温烟气进入正常隧

道。防火门及防火卷帘门的耐火性能主要是根据目前国内部分特长高

速公路隧道火灾车辆持续燃烧时间超过了 2h确定的。 

第 7.3节 关键技术参数要求 

第 7.3.1.3条，设有水消防系统的隧道，在洞口附近应设置室外

消火栓和消防水泵接合器，其数量应根据隧道消防用水量计算确定。

每个室外消火栓、水泵接合器流量均按（10～15）L/s计算。 

由于隧道洞口外消防取水不会受洞内火灾影响，当洞内消防供水

难以实现时，可直接由室外消火栓（或通过消防车）向洞内供给消防

用水。 

第 7.3.2.2条，对于长度小于 1000m的隧道，隧道外消火栓用水

量不应小于 20L/s；对于长度大于或等于 1000m的隧道，隧道外消火

栓用水量不应小于 30L/s。 

参照《高速公路隧道消防设计技术规范》DB45/T 2120-2020 的

相关要求执行。 

第 7.3.3.1 条，隧道内消防管网最不利供水点水压应大于等于

0.4Mpa，系统运营时管道内水压应维持在 0.4~0.8 Mpa的范围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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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得超过 1.0 Mpa。 

第 7.3.3.2 条，消火栓出口压力不应大于 0.5Mpa，应采用减压

稳压消火栓并配置减压孔板。 

当消火栓栓口出水压力大于 0.5MPa 时，水枪难以一人操作，因

此应减压稳压消火栓并配置减压孔板。 

第 7.4节 关键设备及技术要求  

第 7.4.1.6条，消防水泵应按照一级负荷考虑供电，系统中各类

水泵供配电模式应与隧道供电系统协商确定。高低位水池补水水泵在

条件不允许情况下可以考虑二级负荷供电。 

隧道消防常高压系统中高低压水池用的补水泵主要功能是日常

为高低位水池间断性补水，基本不参与消防灭火时的工作，所以可以

考虑为二级负荷供电。 

第 7.4.2.4条，水枪设计流量不小于 5L/S，充实水柱不小于 10m。 

由于消防人员在狭窄的空间内灭火需一定的安全距离，故规定充

实水柱长度不应小于 10m。 

第 7.4.4.3条，固定式水成膜泡沫灭火系统泡沫液浓度宜为 3％，

泡沫混合液喷射距离应大于 6m，喷射时间不应小于 22min。 

3%型水成膜泡沫液为常用水成膜泡沫液。泡沫灭火装置可弥补灭

火器喷射时间较短的缺点，增强行车人员对于初期汽油类流淌火灾的

自救扑灭能力。 

（八）隧道供配电设施 

第 8.1.1条，供配电设施应在满足近期设备使用的条件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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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远期设备的引入。在变电所设计、配电柜布置以及高、低压系统

配置中均应为远期增容和系统改造适当预留安装位置。供配电系统的

设计与通风系统、照明系统有着密切关系，通风系统和照明系统根据

近远期交通量的不同，其配置也不一样，因此，配电设施应合理考虑

二期设备的引入。 

第 8.3节，隧道用电负荷的需要系数  

高速公路隧道负荷计算的方法通常都采用需要系数法，即以设备

功率乘以需要系数和同时系数，直接求出计算负荷。隧道负荷计算是

隧道供电设计的基础，在实际设计中，不同的设计单位取值也不一样，

本技术标准主要参考《工业与民用电气设计手册》，同时根据以往设

计经验并结合相关设计单位的调研工作，对隧道各用电设备的需要系

数进行了规定。 

第 8.5.3条，确定变电所总计算负荷时，应将各设备计算负荷之

和再乘以同时系数，有功同时系数宜取 0.8，无功同时系数宜取 0.93。

根据实际使用经验和相关各省调研数据可以看出，隧道变压器大多数

处于轻载状态，因此，在确定变电所总计算负荷时，应将各设备计算

负荷之和再乘以同时系数，且系数取值应适当降低。 

第 8.8节，柴油发电机应为隧道内一级负荷和二级负荷提供应急

电源。我国现行的规范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柴油发电机的供电范围，通

过对全国各设计院进行调研和日常设计工作的积累，在规定中明确了

柴油发电机的供电范围。 

第 8.9节，对于长度超过 3000米的隧道，获取独立的第二路 10kV



20 

电源较为困难时，可考虑采用额定输出电压为 10kV 的高压柴油发电

机。 

在实际工程中，部分长度超过 3000 米的隧道，获取独立的第二

路 10kV 电源非常困难，有时候甚至耗资上千万元，本规范针对偏远

地区的隧道，提出上述要求。 

第 8.11.2.5条，洞外路灯、隧道洞口其他监控设备（如摄像机、

情报板等）的接地装置与隧道内接地扁钢应进行可靠连接，共用接地

网，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4欧姆。如接地电阻不满足要求，应增设接地

体，两根接地体间距离以５米为宜；隧道、洞外路灯以及隧道洞外其

他监控设备（如摄像机、情报板等）的接地装置互相连接形成一个整

体的接地体，一可以有效降低接地电阻，二可以避免设备之间存在电

位差，造成人身安全问题。 

（九）隧道照明设施 

第 9.1.4.2条，多雾、纵坡较大、重车较多的隧道路段，宜采用

低色温 LED照明灯具，透光性更好，更有利于行车安全。 

第 9.1.4.4条，隧道照明调光设计应采用调光照明系统，调光设

计应包含车流量变化以及洞外色温、亮度等参数。目前，国内大多数

隧道基本采用无极调光照明控制系统，但实际使用中，尚缺乏车流量

变化以及洞外色温、亮度调光控制策略，因此，规范明确提出此项规

定。 

第 9.2.4.3条，中间段灯具宜采用双侧交错布设方式。灯具布置

应满足闪烁频率低于 2.5 Hz 或大于 15 Hz。根据对全国隧道基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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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调研发现，隧道基本段照明灯具采用双侧交错布置方式，基本段

均匀度更好，且不宜形成斑马线，因此，提出上述规定； 

第 9.2.8.2条，隧道引道照明宜设置在隧道行车方向左侧。隧道

引道照明设置在隧道行车方向左侧，则隧道引道照明灯杆不容易与隧

道监控和交安设施发生冲突。 

第 9.3.2条，LED隧道灯具整体光效应大于等于 130Lum/W。经调

研，目前国内大多数厂家 LED 照明灯具整体光效已经有了大幅度提

高，因此，本标准要求 LED整灯光效应大于等于 130Lum/W。 

第 9.3.7 条，LED 灯具光衰指标：50000 小时不大于 30%。为确

保 LED灯具质量，提出此项指标； 

第 9.5.7.1条，行车横洞照明控制应包括远程控制和本地手动控

制两种模式，并应与横洞门具有联动控制功能。车行横洞照明应该在

卷帘门打开时能够自动开启，在卷帘门关闭后能够自动关闭。 

第 9.5.7.2条，行人横洞的照明系统宜具备感应控制功能。行人

横洞的照明系统具备感应控制功能，在逃生时，可以感应自动开启照

明灯具。 

六、预期的作用和效益 

（一）预期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通过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的编制，能够有效的统一全

自治区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建设的标准，避免系统过度、重复建设，

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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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效益 

通过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的编制，能够有效吸收先进

的方案、新技术，应用于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建设，提高全区高速

公路隧道机电系统的标准化、智能化建设，提升高速公路行业管理水

平。 

3.环境效益 

通过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的编制，能够规范隧道机电

系统建设规模及主要方案，并通过规范节能设备的使用，达到节能环

保、实现绿色公路的目标。 

（二）推广应用前景分析 

截止 2023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通车运营里程已达

9000公里，至 2030年规划建成 15200公里。目前，部分路段运营多

年，技术、设备老化严重，无法满足现代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和机电系

统智能化、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急需系统升级换代。同时，对于在建

项目和未建项目，也需要自治区层面发布统一的技术规范，统一建设

标准。因此，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的编制，能够有效的推

动全自治区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建设的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

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七、国内同类标准制修订情况及与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关系 

经查阅，与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标准相关的标准主要有：

《公路隧道通风设计细则》（JTG/T D70/2-02-2014）、《公路隧道

照明设计细则》（JTG/T D70/2-01-2014）、《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



23 

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JTG D70/2-2014）、《高速公路交通

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JTG D80-2006）、《供配电系统设

计规范》（GB50052-2009）、《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2013）、《公路照明技术

条件》（ GB/T 24969-2010）、《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50217-2018）、《高速公路隧道消防设计技术规范》（DB 45/T 2120

—2020）。 

标准编制组承诺：本标准的各项指标不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和国

家推荐性标准，内容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无冲突。标准的

编写符合 GB/T 1.1-2020的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广西地方标准《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技术规范》 

                                  标准编制组 

                                      2024年 12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