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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9 年第一批工程建设协会标

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建标公路[2019]84 号）的要求，由北京新桥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规程》（以下简称“本规

程”）的制订工作。 

编写组在总结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经验和相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以规

范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为核心，完成了本规程的编写工作。 

本规程分为 8 章、5 篇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隧道

噪声检测、隧道烟尘浓度检测、隧道气体浓度检测、隧道风速检测、隧道光环

境检测，附录 A 隧道环境噪声检测记录表、附录 B 隧道烟尘浓度检测记录表、

附录 C 隧道气体含量检测记录表、附录 D 隧道风速检测记录表、附录 E 隧道

照度检测记录表。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

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基于通用的工程建设理论及原则编制，适用于本规程提出的应用条

件。对于某些特定专项应用条件，使用本规程相关条文时，应对适用性及有效

性进行验证。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负责归口管理，由北京新桥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

函告本规程日常管理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西土城路 8 号；邮编：100088；电话：010-62079839；传真：010-

62079983；电子邮箱：shc@rioh.cn），或马少飞（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

路 8 号；邮编：100088；电话：010-62079087；传真：010-62079201；邮箱：

240613094@qq.com），以便修订时研用。 

主 编 单 位：北京新桥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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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工作，掌握运营环境水平，

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各等级公路隧道运营环境的检测评价。  

条文说明： 

本规程适用于公路山岭隧道和公路水下隧道。 

1.0.3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应全面完整、数据真实可靠。  

1.0.4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应积极稳妥的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和新设备。  

条文说明：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现场检测技术不断进步，新的检测设备在不断更新和完

善，为了提高公路隧道运营环境现场检测的技术水平，允许和鼓励新设备的应

用，但应具备本规程所规定的相应条件，包括需要通过技术鉴定，并与成熟的

设备进行对比试验，具有相应的检测实施细则等，以保证这些技术方法的可靠

性和准确性。 

1.0.5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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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隧道运营环境   tunnel operating environment  

隧道内声音、通风、光照等与运营相关的物质因素。  

条文说明 

声音相关的物质因素有噪声，通风相关的物质因素有烟尘浓度、气体浓度、

风速，光照相关的物质因素有照度。 

2.0.2  测区  test  area 

隧道内各参数检测时的一段距离或一个横断面。  

条文说明 

对于照度的一个测区为隧道内的一段距离，对噪声、烟尘浓度、气体浓度、

风速的一个测区为一个横断面。 

2.0.3  测点  test  point  

在测区内的一个检测点。  

2.0.4  通风段  ventilat ion section  

以隧道进出口、风机、竖井、斜井和平行导洞等存在进出风的位置

拆分的隧道区段。地下风机房、地下变电所、人行横洞、车行横洞、逃

生通道等作为单独通风段。  

2.0.5  稳态噪声  steady noise  

指噪声声压级的变化较小（一般不大于 3dB），且不随时间有大幅度

的变化，如电机、风机及其他电磁噪声，固定转速的摩擦、转动等噪声。  

2.0.6  非稳态噪声  unsteady noise  

指噪声强度随时间而有起伏波动（声压变化大于 3dB）。有的呈周期

性噪声，如锤击；有的呈无规律的起伏噪声，如交通噪声。  

2.0.7  脉冲噪声  impulse noise  

指持续时间小于 1s 的单个或多个突发声组成的噪声，声压级原始水

平升至峰值又回至原始水平所需的持续时间短于 500ms，其峰值声压级

大于 40dB。脉冲噪声往往是突发的高强噪声，如爆破、火炮发射等所产

生的噪声。  

2.0.8  直读式气体检测仪  direct-reading gas det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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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瞬间或近于瞬间检测空气中气体并显示其浓度的分析仪器。  

2.0.9  风速  wind speed 

空间特定点周围气体微团在单位时间内水平方向上的位移。  

3 基本规定 

3.1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评价工作程序与要求 

3.1.1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工作程序宜按图 3.2-1 执行。  

准备工作

制定工作方案

现场检测

数据分析

数据是否有

效？
复检

评价

检测报告

是

检测报告

隧道设计资料

交通量

现场调查
交通组织

检测条件

 

图 3.1-1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工作程序图 

条文说明：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工作程序是对检测评价工作全过程和几个主要

阶段的阐述。对于公路隧道运营环境现场检测，程序框图中的各个环节都是必

不可少的。 

准备工作主要包括熟悉隧道竣工图纸、查阅以往运营环境检测资料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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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隧道交通量等，检测人员需提前了解隧道基本情况，通过以往检测资料掌

握其运营情况。若在检测工作中，隧道图纸缺失，应该在检测报告中说明本次

检测未能基于图纸信息。 

现场调查包括检测条件的调查和制定现场交通组织方案与安全预案。结合

准备工作和现场调查情况制定检测方案并进行仪器设备准备。要确认仪器设备

状况以及是否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仪器设备选择要考虑到现场条件以及环

境条件（温湿度、风速等）。此外对于辅助设备例如小工具、耗材、记录表格和

标记笔等等，也应该尽量细化。在外业检测工作前，围绕着技术、安全、操作、

记录等问题，要对现场检测人员进行检测前的工作说明与培训。 

现场的检测工作应按照既定的检测方案有序开展，具体的现场检测工作需

参照本规程及其他相关标准来执行。为保证现场检测数据的真实有效性，应及

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检测数量不足或数据异常时，应及时进行补检或

复检。根据最终现场检测数据进行检测报告的编制，并及时将检测原始资料进

行归档保存。 

3.1.2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频率宜根据隧道机电设施配置等级

确定，推荐检测评价频率按表 3.1-1 执行，当隧道通风设施、照明设施使

用超过 3 年以上的应加大检测频率。  

表 3.1-1  检测评价频率推荐表 

机电设施配置等级 A+ A B C D 

周期（年） 1 1 2 2 3 

条文说明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JTG D70/2-2014）中

规定了公路隧道机电设施的配置等级为 A+、A、B、C、D。 

3.2 公路隧道环境检测评价内容 

3.2.1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指标应包括噪声、烟尘浓度、气体

浓度、风速、光照等。  

3.2.2  气体浓度的检测应至少包含三类气体（氧气、可燃气体、有毒

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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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气体浓度检测一般包含氧气、一氧化碳、瓦斯、硫化氢、一氧化氮、二氧

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等气体。 

3.3 公路隧道环境评价资格、人员、设备的要求 

3.3.1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评价被委托单位应具有相应的资质和能力。  

3.3.2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被委托单位检测人员应具备相关行业和政策

要求的资格和能力。  

条文说明： 

检测人员应持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师（或试验检

测员）资格证书，并具有丰富的类似试验检测工作经验。 

3.3.3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评价被委托单位的检测设备应经过标定、计

量合格，且在有效期内，直读式气体检测仪还应进行过防爆检验。  

3.4 公路隧道环境检测 

3.4.1 应根据公路隧道运营环境检测评价要求制定检测工作方案，检

测方案宜包括以下内容：  

1 隧道运营概况，包括隧道的基本识别信息、土建结构技术数据、机

电设施配置情况、地理位置信息、交通量信息、交通事故及车型的统计

信息等。  

2 检测及改造历史，包括以往运营环境检测评价结果，通风设施、照

明设施改造历史，监控系统、软件平台的升级改造历史等。  

3 检测目的，明确隧道运营环境检测的目的。  

4 检测依据，包括检测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  

5 明确隧道测区、测点位置描述规则说明。  

条文说明 

若隧道为单向交通，以隧道行车方向为正方向，面向正方向右手侧为右，

左手侧为左；若隧道为双向交通，以隧道所在路线桩号增加方向为正方向，面

向正方向右手侧为右，左手侧为左。 

6 检测内容与方法，根据隧道运营环境和检测目的确定隧道所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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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方法。  

7 检测的组织实施。包括工作流程，检测顺序，人员、仪器设备的组

织，检测进度，检测中的交通组织与安全保障措施，质量保证措施等。  

8 需要委托方配合的工作。  

9 成果整理和报告内容。包含检测成果要达到的标准以及报告提交需

要形成的内容。  

3.4.2 公路隧道运营环境现场检测应保证检测人员的安全。  

条文说明 

检测人员的安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隧道内交通安全，做好必要的交通维

护；二是隧道内环境安全，做好对有害气体的防护。 

3.4.3 对隧道运营环境现场检测时，宜采用自动采集或数字化录入设

备。  

3.4.4 各参数所选测区应满足本规程的要求，检测数据无效时应进行

复检。  

条文说明 

各参数所选测区能满足代表隧道运营情况的要求，现场检测过程中或数据

整理分析过程中，发现检测数量不足或数据异常时，应及时进行补充检测或复

检。 

3.4.5 交通组织方案应尽量减少对现有交通的影响。  

条文说明： 

交通组织方案结合隧道实际交通情况制定，充分考虑隧道交通流量的时间

段特点，将交通影响降到最低。 

3.5 公路隧道环境评价及报告编写 

3.5.1 隧道运营环境评价应对噪声、烟尘浓度、气体浓度、风速、光

环境等参数分别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 

隧道运营环境参数包含了声学、流体力学、光学的相关内容，若对隧道运

营环境做总体的评价十分困难。因此，本规程对隧道运营环境评价的思路是各

参数单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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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针对隧道运营环境应编制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应包括：  

1 隧道运营概况，包括隧道的基本识别信息、土建结构技术数据、机

电设施配置情况、地理位置信息、交通量信息、交通事故及车型的统计

信息等。  

2 检测及改造历史，包括以往运营环境检测评价结果，通风设施、照

明设施改造历史，监控系统、软件平台的升级改造历史等。  

3 检测目的，明确隧道运营环境检测的目的。  

4 检测依据，包括检测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  

5 明确隧道测区、测点位置描述规则说明和必要的示意图。  

6 检测内容与方法，根据隧道运营环境和检测目的确定隧道所检测的

内容和方法。  

7 检测设备。  

8 检测项目检测数据和汇总结果。  

9 公路隧道内环境评价结果、检测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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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隧道噪声检测评价 

4.1 一般规定 

4.1.1 隧道噪声检测应采用数字声级计。数字声级计要求应满足测量

范围（A 声级）30dB~120dB，精度±1.0 dB。  

条文说明 

数字声级计通常利用电容式声电换能器，将被测的声音信号转变为电信号，

经内部一定处理后成为声级值。使用声级计在规定时间内测量一定数量的室内

环境 A 计权声级值，经过计算得出等效 A 声级𝐿𝐴𝑒𝑞，即所测噪声值。 

4.1.2 噪声检测测区应在隧道外距两端洞口 50m 范围内、入口段、中

间段、出口段以及隧道内人行横洞、车行横洞、逃生通道等均有布置。  

条文说明 

入口段、中间段、出口段划分参考照明检测分段。 

4.1.3 测区内测点横向布置原则上应包含道路中心线、车道中心线和

道路两侧，若交通疏导难度大的隧道，可仅检测道路两侧测点。  

条文说明： 

根据现场实测数据进行分析，仅检测道路两侧测点所得噪声值与全断面检

测差值小于 2%。 

4.1.4 测点距地面高度应保持 1.5m~2.0m，距墙壁不小于 1.5m。  

4.1.5  噪声检测应在连续 2 天进行，每天昼夜各 1 次，应覆盖交通量

大和风机开启的工况。  

条文说明： 

隧道内 24h 交通量存在变化，噪声值也会存在较大变化。 

4.2 检测方法 

4.2.1 检测前、后宜使用校准器对声级计进行校准，校准环境和要求

参照《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 部分：规范》（GB/T 3785.1-2010）执行。  

条文说明：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 部分：规范》（GB/T 3785.1-2010）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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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压从 85kPa 到 108kPa 范围内变化时，声级计指示声级偏离参考静压时指

示声级的差值，再加上测量的扩展不确定度后，对 1 级声级计不应超过±0.7dB,

对 2 级声级计不应超过±1.0dB。 

静压从 65kPa 到 85kPa 范围内变化时，声级计指示声级偏离参考静压时指

示声级的差值，再加上测量的扩展不确定度后，对 1 级声级计不应超过±1.2dB,

对 2 级声级计不应超过±1.9dB。 

气温变化对被测信号级的影响，对 1 级声级计，规定的气温范围为-10℃到

+50℃；对 2 级声级计，气温范围为 0℃到+40℃。气温范围是对完整声级计而

言的。 

在任何相对湿度上显示的声级偏离参考相对湿度显示的声级的差值，再加

上测量的扩展不确定度后，对 1 级声级计不应超过±0.8dB,对 2 级声级计不应超

过±1.3dB。 

4.2.2  测量时声级计宜固定在三脚架上，若现场不适于放置三脚架，

可手持声级计，检测人员应离开声源与声级计之间，并尽可能减少声波

反射影响。  

4.2.3  对于稳态噪声，用声级计快档读取 1min 指示值或平均值，对

于脉冲噪声读取峰值和脉冲保持值。  

4.2.4  对于周期性噪声，用声级计慢档每隔 5s 读取一个瞬时 A 声级

值，测量一个周期。  

4.2.5  对于非周期非稳态噪声，用声级计慢档每隔 5s 读取一个瞬时

A 声级值，连续读取 5 个以上数据。  

条文说明： 

检测前可对现场噪声分类进行检测预判，确定其类型为稳态噪声、周期性

噪声和非周期非稳态噪声的一种，然后正式检测。 

4.2.6 现场检测数据填写“隧道环境噪声检测记录表”（附录 A）。  

4.3 数据处理 

4.3.1 隧道内环境噪声为稳态噪声的，声级计指示值或平均值即为等

效 A 声级𝐿𝐴𝑒𝑞。 

4.3.2  隧道内环境噪声为脉冲噪声的，声级计测得的峰值即为等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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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级𝐿𝐴𝑒𝑞。  

4.3.3 隧道内噪声为周期性或其他非周期非稳态噪声的，单个测区测

点的等效 A 声级 AeqL 按照式（1）计算，  

0.1

1

10 lg( 10 ) 10lgAi

n
L

Aeq

i

L n


  
                 （1）  

式中： AeqL -环境噪声等效 A 声级，单位为分贝（dB）；  

     n -在规定时间 t 内测量数据的总数，单位为个；  

     AiL -第 i次测量的 A 声级，单位为分贝（dB）。  

4.3.4 单个测区的噪声值为测区测点等效 A 声级的算数平均值。  

4.3.5  应列出每个测区的噪声值。  

4.4 噪声评价 

4.4.1 隧道外距两端洞口 50m 范围内噪声昼间不得超过 70dB，夜间

不得超过 55dB。  

条文说明： 

夜间指 22 点至次日晨 6 点。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规定了 4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

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

括 4a 类和 4b 类两种类型。4a 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

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 

4.4.2 隧道内噪声值不得超过 90dB，人车混合隧道不得超过 80dB。  

条文说明： 

《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  （JTG F60-2009）规定：“噪声不应大于

90dB。”经过现场验证，人在隧道内行走或养护作业时，能忍受 80dB 的噪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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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隧道烟尘浓度检测评价 

5.1 一般规定 

5.1.1 隧道烟尘浓度检测宜采用便携式大气光透过率仪。便携式大气

光透过率仪测量范围为 5m＜L≤50m，准确度为±10%；测量范围为 50m

＜L≤500m，准确度为±10%；测量范围为 500m＜L≤5000m，准确度为

±15%。  

5.1.2 烟尘浓度检测测区应覆盖隧道每个通风段，每个通风段测区至

少 1 个，且测区间距不大于 300m。  

5.1.3  靠近进出口的隧道内测区宜布置在距进出口 10m 处。  

5.2 检测方法 

5.2.1  测量时将便携式大气光透过率仪置于三角架上，高度为

1.0m~1.5m。  

5.2.2 每测区宜不少于 3 个不同位置的测点，布置测点位置原则上包

含车道中心线和道路中心线，若交通疏导难度大的隧道，可检测道路两

侧测点进行替代。  

条文说明： 

根据现场实测数据进行分析，检测道路两侧测点所得烟尘浓度与检测车道

中心线和道路中心线检测差值小于 1%。 

5.2.3 若检测到某一测区烟尘浓度超过限值，应向隧道进出口方向增

加测区，直至找到开始超过浓度限值的位置。  

5.2.4 现场检测数据填写“隧道烟尘浓度检测记录表”（附录 B）。  

5.3 数据处理 

5.3.1 以测区测点最大值为测区烟尘浓度。  

5.3.2 应列出每个测区的烟尘浓度值。  

5.4 烟尘浓度评价 

5.4.1  隧道内照明采用显色指数 33≤Ra≤60、相关色温 2000~3000K



 

12 

的钠光源时，烟尘浓度 K 按表 5.4-1 取值：  

表 5.4-1 烟尘浓度限值 

设计速度（km/h） ≥90 60≤v＜90 50≤v＜60 30＜v＜50 v≤30 

烟尘浓度 K（m-1） 0.0065 0.0070 0.0075 0.0090 0.0120 

条文说明： 

本条参照《公路隧道通风设计细则》（JTG/T D70/2-02-2014）编写。 

5.4.2  隧道内照明采用显色指数 Ra≥65、相关色温 3300~6000K 的荧

光灯、LED 灯等光源时，烟尘浓度 K 按表 5.4-2 取值：  

表 5.4-2 烟尘浓度限值 

设计速度（km/h） ≥90 60≤v＜90 50≤v＜60 30＜v＜50 v≤30 

烟尘浓度 K（m-1） 0.0050 0.0065 0.0070 0.0075 0.0120 

条文说明： 

本条参照《公路隧道通风设计细则》（JTG/T D70/2-02-2014）编写。 

5.4.3  隧道内养护维修时，隧道作业段空气的烟尘允许浓度不应大于

0.0030m -1。  

6 隧道气体浓度检测评价 

6.1 一般规定 

6.1.1 隧道气体浓度检测宜采用直读式气体检测设备。直读式气体检

测设备量程和示值误差应满足如下要求：  

表 6.1-1 直读式气体检测设备要求 

序号  参数  量程  示值误差  

1 SO 2  0~500ppm ±5%FS 

2 CO 2  0~10000ppm ±2%FS  

3 NO2  0~1000ppm ±3% 

4 O2  0~30% ±3%FS 

5 H2S 0~100ppm ±5×10 - 6  

6 CO 0~500ppm ±5×10 - 6  

7 NO 0~1000ppm ±5×10 - 6  

8 瓦斯  0~100% ±5%FS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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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浓度检测方法包含现场采样试验室检测、直读式气体检测设备现场检

测，本规程的方法仅适用于直读式气体检测设备现场检测。 

6.1.2 气体浓度检测测区应覆盖隧道每个通风段，每个通风段测区至

少 1 个，且测区间距不大于 500m。  

6.1.3  靠近进出口的测区宜布置在距进出口 10m 处。  

6.1.4 检测人员在进入密闭空间前，对其空气中的有毒气体进行检测，

为准入密闭空间提供依据。  

条文说明 

密闭空间主要指隧道的设备洞室、风井、施工辅道等。 

6.2 检测方法 

6.2.1 测量多种气体时应按照测氧 -测爆-测毒的顺序进行。  

条文说明 

先测量氧气的含量，再测量可燃可爆炸气体的含量，再测量有毒气体的含

量。 

6.2.2 复合式仪器和便携式气相色谱仪可同时检测氧气、可燃气体和

有毒气体。检测时，按照检测仪器的说明书进行操作。  

6.2.3 每测区宜不少于 6 个不同位置的测点，原则上测点位置在隧道

横断面内均匀布置，宜按照图 6.2-1 布设测点。若交通疏导难度大的隧道，

可将测点布置在靠近侧墙的位置，测点位置距离衬砌和路面不少于 0.3 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图 6.2-1 测点布置图 

条文说明： 

根据现场实测数据进行分析，仅检测靠近侧墙的测点所得气体浓度值与全

断面均匀分布检测差值小于 1%。本规程是针对运营隧道的检测，为了减少对隧

道交通的影响，对气体的短时间接触浓度进行检测。 

6.2.4 若检测到某一测区浓度超过限值，应向隧道进出口方向增加测



 

14 

区，直至找到开始超过浓度限值的位置。  

6.2.5 现场检测数据填写“隧道气体含量检测记录表”（附录 C）。  

6.3 数据处理 

6.3.1 测区气体浓度为测区测点最大值。  

6.3.2 单个测区测量多种气体时，应列出每种气体浓度的最大值。  

6.3.3 每个测区应列出不同类型气体浓度值。  

6.4 气体浓度评价 

6.4.1 隧道内 CO 浓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正常交通时，隧道内 CO 浓度不得超过表 6.4-1 要求，  

表 6.4-1  CO 浓度限值 

隧道长度（m）  ≤1000  ＞3000 

3 3( / )co cm m  150 100 

注：隧道长度为 1000m＜L≤3000m 时，按线性内插法取值。  

2 交通阻滞时，阻滞段的 CO 浓度不得超过 150 
3 3/cm m 。  

6.4.2 隧道内 2NO 浓度值不得超过 1.0 3 3/cm m 。  

6.4.3 隧道内氧气含量应保持在 19.5%以上，海拔超过 3500 米的隧

道氧气含量应保持在 13.5%以上。  

6.4.4  隧道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应不超过 9000mg/m³。  

6.4.5  隧道内二氧化硫的浓度应不超过 5mg/m³。  

6.4.6  隧道内一氧化氮的浓度应不超过 15mg/m³。  

6.4.7  隧道内硫化氢的浓度应不超过 10mg/m³。  

6.4.8  隧道内瓦斯的浓度应不超过 0.75%。  

6.4.9 隧道内其他气体的浓度限值参照《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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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隧道风速检测评价 

7.1 一般规定 

7.1.1  隧道检测方法适用于热电风速计和风杯风速计。测量范围应满

足 0.1~30m/s，示值误差小于±（0.5m/s+0.02V）（V 为标准风速）。 

7.1.2 风速检测测区应覆盖隧道每个通风段，同时还需对隧道洞口两

端的自然风风速进行测试。  

7.1.3  测区布置应距离隧道进、出口及射流风机至少 60m。  

7.1.4  测区不应选择隧道主洞轮廓明显变化的区域。  

7.1.5  在测试期间应保持隧道车行横洞、人行横洞等处于关闭状态。  

7.2 检测方法 

7.2.1 使用指针式热电风速计时按说明书调整仪表的零点和满度，使

用数显式热电风速计时需进行自检或预热。  

7.2.2 按测区分布方式分为多点法和特征点法两种，对测试结果准确

度要求不高时，可采用特征点法。  

7.2.3  测试仪器分为风表和热点式风速仪，采用风表检测时应区分侧

面法和迎面法。  

7.2.4  采用多点法检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采用多点法检测时，测点分布应根据隧道主洞轮廓，将测试断面划

分为  16 个测试区域，并将测点设于每个测试区域的形心，如图 7.2-1 所

示。  

 

图 7.2-1 多点法检测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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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根据通风系统设计工况，开启风机，待隧道断面流场均匀后开始

测试。  

3 应将风速表的传感器置于图 7.2-1 中的各区域形心，测试方向应为

隧道纵向，待风速表显示值相对稳定后，读取每个测点风速测试值并记

录，同时记录对应的测试区域。  

4 当测试断面基本对称时，可只测试半幅断面所包含各测试区域形心的风

速值。 

条文说明： 

测试半幅断面所包含区域为图 7.2-1 中的 1～8 号区域或 9～16 号区域。 

7.2.5  采用特征点法检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特征点在测试断面中应位于建筑限界右顶角的右侧端点垂线上，高度距

离检修道（人行道）上方 0.25m，如图 7.2-2 所示。 

 

图 7.2-2 特征点在公路隧道建筑限界中的位置示意图（单位：cm） 

2 应根据通风系统设计工况，开启风机，待隧道断面流场均匀后开始测试。 

3 应将风速表的传感器置于测试断面特征点位置，测试方向为隧道纵向，

待风速表显示值相对稳定后，读取特征点位置风速测试值并记录。 

4 每个测试段应测试 3 个邻近断面，断面的间距宜为（100±10）m。 

7.2.6 现场检测数据填写“隧道风速检测记录表”（附录 D）。  

7.3 数据处理 

7.3.1 采用风表测量时，测区风速按下式计算：  

1  采用侧面法测量风速时，测区实际风速V 用式（2）计算，  

            
( 0.4) /sV V S S  

         （2） 

式中， S -所测隧道的断面积，单位为 2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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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
-所测测区平均风速，单位为 m/s；  

采用多点法测量时𝑉𝑠 =
∑𝑣𝑖𝑆𝑖

𝑠
,v i-第 i 个测试区域的测点风速值（m/s）；

S i-第 i 个测试区域的面积（ 2m ）。  

采用特征点法测量时， sV
为相邻 3 个测区的算术平均值。  

0.4-人体占据隧道的断面积（ 2m ）。  

2  采用迎面法测量风速时，测区实际风速V 用式（3）计算，  

            1.14 sV V           （3） 

 

条文说明 

式中符号与式（2）中的一致。 

7.3.2  采用热点式风速仪测量时测区实际风速V 用式（4）计算：  

       𝑉 =
∑𝑣𝑖

𝑁
                     （4） 

式中，v i-第 i 个测试区域的测点风速值（m/s）；N-测点数量。  

7.4 风速评价 

7.4.1 隧道内所测测区风速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隧道风速不小于 1.5m/s；  

2 单向交通隧道风速大于 10m/s，特殊情况可取 12m/s；  

3 双向交通隧道风速不应大于 8m/s；  

4 人车混用隧道风速不应大于 7m/s。  

8 隧道光环境检测评价 

8.1 一般规定 

8.1.1 隧道照度检测适用于采用照度计的检测。照度计的测量范围应

满足 0.1~1000,000lx，相对示值误差绝对值为±4%。  

8.1.2 应对入口段、过渡段、中间段、出口段、紧急停车带、人行横

动、车行横洞、地下风机房及地下变电所照明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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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公路隧道照明一般划分为入口段、过渡段、中间段、出口段照明、紧急停

车带、横通道、地下风机房及地下变电所，当入口段、过渡段、出口段有多段

照明组成时，测区选取都要覆盖。除了对各照明段的平均照度进行检测，还要

对两侧墙面 2m 高范围内平均照度和中间段路面亮度总均匀度、路面中线亮度

纵向均匀度进行检测。 

8.2 检测方法 

8.2.1 入口段、过渡段、出口段平均照度检测满足以下条件：  

1 测区数量宜取 1 个，长度宜取 10m 或一个布灯周期。  

2  单个测区纵向测点间距不宜大于 3m，横向测点由中央向两侧对称

布置，取距车道两侧边界线  1/6 车道宽处、距车道两侧边界线  1/4 车道

宽处、路面中心点、侧墙 1.5m 高处。  

8.2.2 中间段平均照度检测满足以下条件：  

1 测区总长度宜取隧道总长度的 1%~5%，单个测区宜取 100m。  

条文说明 

测区总长度指中间段所选单个测区长度之和，取值应根据隧道现场照明均

匀程度决定。 

2 单个测区纵向测点间距不宜大于 10m，横向测点由中央向两侧对

称布置，取距车道两侧边界线  1/6 车道宽处、距车道两侧边界线  1/4 车

道宽处、路面中心点、侧墙 1.5m 高处。  

8.2.3 测试过程中应避免相邻测区、检测人员及过往车辆对光照的影

响，待示数稳定后记录数据。  

8.2.4 隧道入口段、出口段照明应在夜间测试；如现场只具备白天测

试条件，应选取外界光照不斜照入隧道，且测点远离出、入口至少 10m

以上，保证纵向测点数据无明显跳跃性。  

条文说明 

隧道入口段、出口段照明原则上应在夜间测试，但根据调研情况考虑部分

隧道照明设有自动分级调光系统，夜间仅保留基本照明，系统调整协调难度大，

只具备白天测试条件，在测试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外界光照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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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现场检测数据填写“隧道照度检测记录表”（附录 E）。  

8.3 数据处理 

8.3.1 测区路面平均照度 E用式（3）计算， 

1

1
=

n

i

i

E E
n 

          （3） 

式中， iE -测区内测点照度值，单位 Lux；  

n -测区内测点总数。  

条文说明 

对测区路面平均照度计算时，只对道路中心点、行车道中点、路缘点等路

面测点计算，两侧侧墙 2m 处测点不进行计算。 

8.3.2 测区路面总均匀度 0U 用式（4）计算， 

                      
min

0 =
av

L
U

L

                            （4） 

式中： minL -测区内路面最低亮度值；  

avL -测区内路面平均亮度值。  

8.3.3 测区路面中线纵向均匀度 1U 用式（5）计算，  

              
min

1

max

'

'

L
U

L


                                        （5） 

式中： min'L -测区沿路面中线亮度最小值；  

max'L -测区沿路面中线亮度最大值。  

8.3.4 平均亮度与平均照度间的换算系数宜实测确定；无实测条件时，

黑色沥青路面可取 15  -2lx/(cd m )，水泥混凝土路面可取 10  -2lx/(cd m )。  

条文说明 

对各段平均照度检测当使用照度计和亮度计区别时，为了与设计规范保持

参数一致，要对其进行换算。 

《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JTG/T D70/2-01-2014）中指出路面平均亮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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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照度间的换算系数与路面材料、颜色有关，条文中所列换算系数参考《城

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2006)的有关条文。 

《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2008）中指出用照度计测量漫反射表面的反

射比，选择不受直接光影响的被测表面位置，将照度计的接收器紧贴被测表面

的某一位置，测其入射强度 RE ，然后将接收器的感光面对准同一被测表面的原

来位置，逐渐平移离开，待照度稳定后，读取反射照度 fE ，测量示意图如下所

示，并按下式计算反射比： 

𝜌 =
𝐸𝑓

𝐸𝑅
 

式中：  -反射比； 

      fE -反射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RE -入射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图 采用照度计间接测量反射比方法示意图 

利用反射比的亮度值按下式计算 

E
L






 

8.4 照度评价 

8.4.1 隧道内各照明段路面平均照度应满足《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

（JTG/T D70/2-01-2014）的要求。  

8.4.2 隧道内中间段路面总均匀度和路面中线纵向均匀度应满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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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JTG/T D70/2-01-2014）的要求。  

8.4.3 隧道两侧墙面 2m 高范围内的亮度，不应低于路面平均亮度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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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隧道环境噪声检测记录表 

隧道名称  所在路线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使用主

要仪器设备 

序号 名  称 型 号 设备编号 设备状态 

     

检测依据  

序号 检测位置（测区） 噪声值（dB） 备注 

    

    

    

    

    

    

    

    

    

    

    

    

    

    

    

    

    

    

结 

论 

与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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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隧道烟尘浓度检测记录表 

隧道名称  所在路线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使用主

要仪器设备 

序号 名  称 型 号 设备编号 设备状态 

     

检测依据  

序号 检测位置（测区） 
烟尘浓度值 

（m-1） 
备注 

    

    

    

    

    

    

    

    

    

    

    

    

    

结 

论 

与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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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隧道气体含量检测记录表 

隧道名称  所在路线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气体类型 
□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氧气 □一氧化氮  □瓦斯 

□硫化氢 

检测使用主

要仪器设备 

序号 名  称 型 号 设备编号 设备状态 

     

检测依据  

序号 检测位置（测区） 气体浓度 备注 

    

   
 

   
 

   
 

   
 

   
 

   
 

   
 

   
 

   
 

   
 

   
 

结 

论 

与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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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隧道风速检测记录表 

隧道名称  所在路线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使用主

要仪器设备 

序号 名  称 型 号 设备编号 设备状态 

     

检测依据  

序号 检测位置（测区） 风速值（m/s） 备注 

    

    

    

    

    

    

    

    

    

    

    

    

    

    

结 

论 

与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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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隧道照度检测记录表 

隧道名称  所在路线  

检测环境  检测日期  

检测使用

主要仪器

设备 

序号 名  称 型 号 设备编号 设备状态 

     

检测依据  

序号 检测位置（测区） 照度值（lx） 备注 

    

    

    

    

    

    

    

    

    

    

    

    

    

    

    

    

    

结 

论 

或 

说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