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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关于开展 2022 年第一批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CECS G)制修订项目编制工作的通知》（中建标公路

[2022]91号）的要求，由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承担《公路电子不

停车收费（ETC）停车场收费车道技术标准》的制订工作。 

编写组在总结 ETC收费十余年来工程经验和相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为指导

停车场 ETC 收费车道。ETC 停车场、ETC 停车场运营商、系统集成商、设备制造

商等涉及 ETC在停车场车道应用的各参与方的设计、建设及应用，完成了本标准

的编写工作。 

本标准分为 6 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系统构成与功能、4车

道布局、5关键设备（RSU）、6其他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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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基于通用的工程建设理论及原则编制，适用于本标准提出的应用条件。

对于某些特定专项应用条件，使用本标准相关条文时，应对适用性及有效性进行

验证。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负责归口管理，由交通运输部路

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函告本标准日常管理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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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孙树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10 号

楼外运大厦 A 座；邮编：100029；电子邮箱：ssy92729@163.com），以便修订时

研用。 

主 编 单 位：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 

参 编 单 位：北京网路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黔通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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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ETC）停车场收费车道的系统构成

和功能、车道布局、关键设备（RSU）和其他技术要求等内容。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本标准依托《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ETC）

停车场收费系统技术标准》，为规范 ETC 停车场收费车道的系统构成和功能、车

道布局、关键设备（RSU）等内容，有助于提高 ETC 停车场系统的标准化，设备

兼容性和可靠性，降低运营维护成本。 

 

1.0.2 本标准适用于停车场 ETC 收费车道。ETC 停车场、ETC 停车场运营商、

系统集成商、设备制造商等涉及 ETC在停车场车道应用的各参与方的设计、建设

及应用。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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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通信区域 

路侧单元能与电子标签进行正常电子收费交易的区域。 

2.0.2 邻道干扰 

本车道路侧设备天线发射信号辐射到相邻车道上，或本车道路侧设备天线接

收到相邻车道上电子标签的信号，从而造成错漏交易的现象。 

2.0.3 交易流水 

车载单元（OBU）完成电子钱包交易，所产生的具有不可抵赖性的交易记录，

作为清分结算依据用于后台记账和结算凭证。 

2.0.4 在线密钥服务 

通过有线或者无线通信方式与路侧单元连接，采用在线方式提供密钥服务，

实现数据加解密、安全认证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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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构成与功能 

 

3.1 系统构成 

3.1.1 停车场车道宜分为入口车道、出口车道。入口车道宜采用 ETC 辅以车牌识

别模式或单一的车牌识别模式，出口车道宜采用 ETC模式。入口车道采用

ETC 方式的，与出口车道的 ETC车道配置设备基本一致。 

3.1.2 停车场 ETC 系统宜包括 ETC 接入系统（含 RSU 天线）、道闸（快速道闸或

广告道闸）、费显屏、车辆检测器及停车场车辆出入管理系统等。 

3.1.3 停车场通过 ETC接入系统与 ETC多场景服务平台相连。 

3.2 系统功能 

3.2.1 采用单一车牌识别模式的停车场入口，应将入口车牌和入口时间信息实

时上传 ETC多场景服务平台。 

3.2.2 停车场 ETC 接入系统主要功能宜包括： 

a) 提供 ETC交易或车辆信息加解密的安全机制，支持 SM4国产对称密码算法和

JR/T0025所规定的 3DES算法。 

b) 实现 ETC车辆入场监控，形成 ETC入口流水，及时上传 ETC多场景服务平台。 

c) 实现 ETC 车辆扣费，形成 ETC 交易流水，及时上传至 ETC 多场景服务平台。 

d) 宜具备防重复交易机制和流水去重机制，确保同一车辆仅形成一条出口交易

流水。 

e) 宜具备在线授权认证功能，系统启动和每日零时连接上级服务平台进行在线

授权认证和签到操作。 

f) 具备自检、程序和应用在线更新功能，并将系统及设备状态实时发送至 ETC

多场景服务平台，主要包括但不限于：CPU、内存、硬盘的占用率，关键设备在

线状态及工作状态、供电和通信网络工作状态等。 

g) 与北斗授时时钟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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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车道布局 

 

4.1 布局类型 

ETC车道布局模式宜采用但不限于以下五种： 

a) 无岗亭车道布局； 

b) 有岗亭车道布局； 

c) 复用车道布局； 

d) 两侧车道布局； 

e) 单进单出车道布局。 

4.2 无岗亭车道布局 

无岗亭车道布局见图 4-1，宜符合下列要求： 

a) 入口车道设备布局位置依次是费显屏、道闸、ETC天线；出口车道设备布

局位置与入口设备布局位置相同； 

b) 标准车道宽度为 3.2m； 

c) ETC 车道天线标准位置位于道闸前方或上方，标准高度为 2.8m，常位于

立柱顶端； 

d) 费显屏标准位置为前置，显示字幕与司机视线垂直； 

e) ETC 天线距触发线圈水平标准距离为 4-5m；天线功率标准宜调至 22-28

之间，使天线读取 OBU信号在触发线圈周围处最强；天线角度调整为天线中心处

正对车内 OBU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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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无岗亭车道布局 

 

4.3 有岗亭车道布局 

有岗亭车道布局见图 4-2，宜符合下列要求： 

a) 入口车道设备布局位置依次是费显屏、道闸、ETC 天线、岗亭；出口车道设

备布局位置与入口设备布局位置相同； 

b) ETC 车道天线标准位置位于道闸前方或上方，标准高度为 2.8m，常位于立柱

顶端； 

c) 费显屏标准位置为前置，显示字幕与司机视线垂直； 

d) ETC天线距触发线圈水平标准距离为 4-5m；天线功率标准宜调至 22-28之间，

使天线读取 OBU信号在触发线圈周围处最强；天线角度调整标准为天线中心处正

对车内 OBU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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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有岗亭车道布局 

 

4.4 复用车道布局 

复用车道布局见图 4-3，宜符合下列要求： 

a) 入口车道至出口车道设备布局位置依次为入口费显屏、入口 ETC天线、道闸、

出口 ETC 天线、出口费显屏； 

b) ETC 车道天线位于道闸前方，标准高度为 2.8m，常位于立柱顶端； 

c) 费显屏标准位置为前置，显示字幕与司机视线垂直； 

d) 方向车辆检车器标准为通过 A、B 触发线圈能够判别行车方向，同时 B 触发

线圈能够打开天线读取 OBU； 

e) ETC 天线距 B触发线圈水平标准距离为 4-5m；天线功率标准宜调至 22-28之

间，使天线读取 OBU 信号在触发线圈周围处最强；天线角度调整标准为天线中心

处正对车内 OBU安装位置。 



车道布局 

— 7 — 

入口

出口

道闸

ETC天线

30
00

600

LED费显屏

入口A线圈 10
00

2000

50
0

入口B线圈

落杆线圈

出口B线圈

50
0

出口A线圈

300

落杆线圈
10
00

2000

 
图 4-3复用车道布局 

 

4.5 两侧车道布局 

安全岛位于两侧车道布局见图 4-4，宜符合下列要求： 

a) 入口车道设备布局位置依次为费显屏、道闸、ETC 天线；出口车道设备布局

位置依次为费显屏、道闸、ETC天线； 

b) ETC 车道天线标准位置位于道闸前方或上方，标准高度为 2.8m，常位于立柱

顶端； 

c) 费显屏标准位置为前置，显示字幕与司机视线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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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TC天线距触发线圈水平标准距离为 4-5m；天线功率标准宜调至 22-28之间，

使天线读取 OBU信号在触发线圈周围处最强；天线角度调整标准为天线中心处正

对车内 OBU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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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两侧车道布局 

 

 

4.6 单进单出车道布局 

单进单出车道布局见图 4-5，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单进单出车道设备位置相同依次为费显屏、道闸、ETC天线； 

b) ETC 车道天线标准位置位于道闸前方或上方，标准高度为 2.8m，常位于立柱

顶端； 

c) 费显屏标准位置为前置，显示字幕与司机视线垂直； 

d) ETC天线距触发线圈水平标准距离为 4-5m；天线功率标准宜调至 22-28之间，

使天线读取 OBU信号在触发线圈周围处最强；天线角度调整标准为天线中心处正

对车内 OBU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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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单进单出车道布局 



 

— 10 — 

5 关键设备（RSU） 

 

5.1 一般技术参数 

一般技术参数要求见下表。 

 

表 5.1 一般技术参数要求 

参数 规格 

电源 220V/50Hz交流电供电 

通信接口 RS232/RS485、以太网 

工作温度 -40℃~+85℃ 

相对工作湿度 4%~100% 

防护等级 IP65 

MTBF ＞20000h 

安装位置 路侧立柱、倒 L形支架、龙门架、墙壁 

安装方式 
顶挂（典型安装高度为 2m~2.5m）或侧挂（典型安装高度（净空）为

3m~3.5m） 

交易区域 满足至少在 3.2m x 4.5m（行车方向）范围内可调 

互操作性 与高速公路全网在用的典型 OBU/用户卡组合正确完成交易流程 

交易成功率 ≥99.97% 

 

 

5.2 物理层参数 

物理层参数要求见下表，其余要求见 GB/T 20851.1-2019的 6。 
 

表 5.2 物理层参数要求 

参 数 规格 

频率容限 ±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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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30dBm 

邻道泄漏功率比 -30dB 

调制方式 ASK 

调制度 0.7～0.9 

编码方式 FM0 

位速率 下行：256 kbit/s；上行：512 kbit/s 

位时钟精度 ±100×10
-6
 

微波通信距离 ≤20m，可调整 

 

 

5.3  RSU 天线安装要求 

5.3.1 正装 

RSU 天线最佳安装位置宜为车道中央正上方，可在 3.5 米到 4 米之间调整，

安装应稳定可靠，高度为 3.5米时，能获得系统最佳的操作性能。天线的整体安

装倾斜角度与水平地方夹角小于 45度。 

5.3.2 侧装 

高度为 2.5米时，能获得系统最佳的操作性能。天线仰角应不大于 45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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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技术要求 

 

6.1  通信技术要求 

停车场车道系统与 ETC多场景服务平台应建立可靠的通信链路，通信链路带

宽和性能指标应满足如下要求： 

a) 丢包率 ≤1%； 

b) ping时延 ≤200ms； 

c) 上/下行 TCP/IP 报文时延≤200ms； 

d) 上传速率 ≥1000Kbps； 

e) 无线信号强度指标（仅针对移动网络接入） ：RSRP（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100dBm 同时 SINR（信号干扰噪声比）＞3dB。 

6.1  时钟同步 

停车场 ETC车道收费系统应具有时钟同步功能，定位与授时设备应满足如下

要求： 

a) BD2-B1、GPS-L1定位、授时； 

b) 支持标准的 NTP、SNTP等网络对时协议； 

c) DC 6-24V供电； 

d) 捕获灵敏度：≤-148dBm； 

e) 通道数：99 个捕获通道，33个跟踪通道； 

f) 守时精度：≤1s（卫星失锁 24小时内）； 

g) NTP授时精度：1-10ms； 

h) 工作温度：-4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