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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交通数据广播通信标准》列入《2007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编号

20075380-T-469。 

由于立项时标准名称较大，结合目前公路交通广播业务发展需求，重新梳理广播标准

体系架构后，建议本标准修改为系列标准，系列标准名字为《交通数据广播 第 1 部分：

通信技术要求》、《交通数据广播 第 2 部分：移动互联网接入技术要求》和《交通数据广

播 第 3 部分：数据处理和共享》。本标准为第 1 部分--《交通数据广播 第 1 部分：通信

技术要求》。 

本标准由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8）提出并归口，由交通运

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1.2 协作单位 

标准协作单位为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交国通智能交通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等。 

1.3 工作过程 

 （1）2008 年 1 月-2016 年 6 月，由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

成标准编制组，编制了《交通数据广播通信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对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以及 XML文档的结构进行了规定，专家反馈建议名称定位于“道路交通信息”或

者修改标准内容。根据专家意见，项目组把标准名称改为《道路交通信息 XML描述规范》。

随着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示范工程的建设及全国推广，急需针对公路交通数据广播制定

相关标准规范，通过与专家及项目组多次沟通，建议对标准的内容进行重新编写。 

（2）2016 年 7 月-8 月，重新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项目组在前期申请立项调研

的基础上，对标准制定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检索国内外广播和交通行业相关标准、

规范和科研文献，并对相关材料进行了研究分析，召开了起草工作组会议，确定了基本的

编制思路、标准结构和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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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年 9月，基于项目组已有研究成果，对标准编写内容进行分工，在编制过程

中项目组内进行多次技术讨论，最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草稿。 

（4）2016年 10月，基于编写的草稿，邀请广播行业专业人士参与讨论，从广播技术、

交通管理与服务等方面提出相关的修改建议，起草工作组根据专家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形

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因该标准立项时标准名称较大，重新梳理广播标准体系架构后，

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交通数据广播 第 1部分：通信技术要求。 

1.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工作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工作 

            起草人                     主要工作 

 
负责标准编制的组织、协调工作；整体把握标准的框架

和主要内容，担任标准主编 

 进行标准需求分析和设计  

 参与标准需求分析和设计 

 进行标准修改、审查及组织管理工作 

 参与标准编制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论据 

2.1 编制原则 

（1）本标准是国家标准，在编写格式上应符合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 

（2）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遵循“规范性、适用性、统一性”的原则，充分借鉴现有广

电与交通通信标准和规范，同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3）本标准测重全国交通数据广播系统建设，跨行业、跨部门，务求做到“统筹兼顾

全国”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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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准的编制依据 

编制组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现有标准的协调问题。对于已有的标准内容尽量

引用。根据标准的性质及类别，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资料：  

（1）GY 5062-1998 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转播)台(站)设计规范 

（2）GYJ 34-1988 中、短波广播发射台设计规范 

（3）GB/T 4311-2000 米波调频广播技术规范 

（4）GY/T 154-2000 调频同步广播系统技术规范 

（5）GY/T 169-2001 米波调频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6）GY/T 196-2003 调频广播覆盖网技术规定 

（7）GB 50174-2008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8）GA 586-2005 广播电影电视系统重点单位重要部位的风险等级和安 

全防护级别 

（9）YD/T 5095-2005 SDH长途光缆传输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10）YD/T 5076-2005固定电话交换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 

（11）YD/T 5024-2005 SDH本地网光缆传输工程 设计规范 

（12）GB/T 7611-2001数字网系列比特率电接口特性 

（13）YD/T 1099-2005以太网交换机技术要求 

（14）《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 

（15）《高速公路通信技术要求》 

（16）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北京等五省市示范工程播发设备购

置项目建设内容的批复，（交规划函〔2014〕689号） 

2.2.1 技术内容论证 

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如下技术因素： 

（1）国家级、省级、基站级三级架构的确定 

结合目前交通运输部正在开展的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京、津、冀、湘、渝五省市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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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工程的建设经验，结合目前交通行业的管理体制，确定为国家级、省级、广播基站三级

体系架构，架构中既要考虑各平台内各个管理部门的业务联系及具体功能，还要考虑不同

等级平台之间的业务联系及具体通信实现。 

（2）E1链路确定 

E1链路的带宽为 2.048Mbps，一个采样率是 48KHz 采样位数 16bit 为立体声的的 WAV

波形文件其数据传输码率为 48KHz×16bit× 2＝1536kbps，E1链路满足音频信号的传输带宽

要求，同时 E1 链路和 IP 网相比还具有以下优点 1）SDH 是严格同步的，从而保证了整个

网络稳定可靠，误码少。2）SDH可以组成各种形式的环网，具有完善的自愈保护功能，使

得传输链路的可用性很高。3）抗干扰能力强，保密性能好。4）传输速率高，信道利用率

高，网络时延小。因此在标准中提出了节目流优先采用 SDH传输，在不具备的条件下可采

用其它方式传输。 

（3）10M带宽确定 

广播信息管理系统需要将各个基站信息采集单元采集的设备运行状态数据进行汇聚

和管理，对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对网络延迟和同步性要求不高，但需要组网灵活，可以将

不同地域的采集数据进行层层汇聚，同时考虑到信息采集单元现接口类型基本为网口，因

此在标准中提出了数据流优先采用传输带宽为 10M的 IP网进行传输。 

（4）调频同步延时指标确定 

调频同步技术主要用于保证同频相邻基站在等场强区内的收听效果。调频同步参数指

标主要参考广电行业标准 GY/T 154－2000 调频同步广播系统技术规范中的要求。与传统

广播通信链路不同，交通数据广播通信链路包括公路通信网、公网和卫星链路等混合链路。

为了保证调频同步技术的应用，通信链路造成的延时时间和延时稳定性也应满足广电行业

调频同步相关技术要求。 

（5）安全等级定级 

交通数据广播的建设和数据交互涉及交通行业和广电行业，各行业针对信息安全已有

相应的安全等级定级及标准规范，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首先调研了交通行业和广电行

业的相关标准，在参照已有标准的基础上，主要对行业间不同安全等级系统的边界安全提

https://www.baidu.com/s?wd=%E9%87%87%E6%A0%B7%E4%BD%8D%E6%95%B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WmWmkuym1Ph7-rH9huW-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dP164P1n1PWDYnWD3nWD3n0
https://www.baidu.com/s?wd=%E4%BC%A0%E8%BE%93%E9%80%9F%E7%8E%8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PjN-nhR4mHb3uW64mWK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ndrHnYr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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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行业间不同安全等级系统需要满足较高安全等级的要求，并应充分

考虑由于安全等级不同造成的安全隐患和解决方案等。 

2.2.2 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模拟交通数据广播通信系统相关技术要求，其目的是为了交通行业和广

播行业联合建设公路交通数据广播系统，对其他行业建设数据广播系统也可以参考执行。 

标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1）交通数据广播总体架构 

该部分规定了交通数据广播系统建设的总体结构，描述了国家级平台、省级平台和广

播基站三层架构的组成，并对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内的交通部门和广电部门的责任、功

能以及技术要求做了描述，对广播基站的通信技术要求和设备接口做了规定。 

（2）通信技术要求 

该部分说明了交通数据广播系统对通信的技术要求，包括各级之间的传输数据内容、

传输链路要求，对公路通信网、公网、卫星传输网络的要求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3）调频同步技术要求 

该部分规定了系统同步对传输网络的要求、时延要求、兼容性要求。 

（4）安全技术要求 

该部分规定了系统对信息安全的要求。 

（5）机房环境技术要求 

该部分规定了系统对机房环境的技术要求，包括机房温度、湿度、防尘、静电防护、

接地、布线及外部环境等，机房的安全防范、UPS和防雷等。 

3 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3.1 试运行分析 

本标准的大部分内容已在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五省市的示范工程中进行示范应用，

示范工程中按照国家级、省级、基站三级架构进行建设，建设过程中交通行业负责交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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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沿线广播基站的建设，包括设备的购置、通信链路的建设、广播管理系统的开发、机房

配套设施的提供、安全方面的保证等。目前示范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在建设过程中已对标

准内容进行试验验证，试验效果标准三级体系架构适合于交通行业建设广播的需求，通信

技术要求、同步技术要求、安全管理要求以及机房环境要求满足建设需求。 

3.2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发布，将规范交通数据广播各参与方之间的通信标准，利于促进交通数据广

播技术成果的共享与推广，提高公益性技术的共享程度，进而推动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

产业的发展，促进交通行业信息服务技术研发能力和工程设计实施能力的整体提升，有效

的提高交通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 

本标准的实施，解决了交通数据广播系统建设通信接口不统一、集成周期长和集成效

果差的问题。本标准的实施将显著提高交通数据广播系统建设的标准化，提高系统建设的

技术水平、经济性，减少重复投资和无效投资，使交通信息服务企业、设备供应商及系统

承建方将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到产品功能的丰富和系统技术水平的提高上，有助于提高

我国交通信息服务产业的标准化水平，加快交通数据广播的规模化推广，提高经济和社会

效益。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无。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制定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8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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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组织措施 

结合高速公路交通广播示范工程和全国推广工作，编制组计划在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指导下召开 3~5培训会和宣贯会，邀请交通行业和广电行业的建设单位

和设备提供商等相关单位，通过培训会提升不同行业人员对标准内容的理解，充分宣传标

准的编制目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通过宣贯会将标准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应用。 

8.2 技术措施 

为了标准的有效贯彻和实施，计划做如下技术准备： 

1. 编制标准实施指南，为标准的实施提供有效的指引。 

2. 建立调频同步广播设备检测平台，为相关产品提供检测手段。 

3. 总结高速公路交通广播示范工程建设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和解决方案，为标准的顺

利实施提供参考。 

9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