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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技术要求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贵州省经济快速发展，全省高速公路建设通车里程、隧道里程、

PLC总数、情报板总数在全国均位列前茅。由于贵州省独特的地理环境，

未来隧道里程还会大幅增加。贵州省高速公路的特点是隧道密集度高、

特长隧道多，雨雾天气多，而隧道及雾区路段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远大

于普通路段，随着安全运营要求的提高，行车安全在高速公路路网监控

中份量也就越来越大。

由于目前贵州省尚未发布针对隧道PLC控制器和可变情报板软硬

件的相关技术要求和联网接入规范，各区域中心和路段中心的隧道PLC

控制器和可变情报板的建设没有统一联网要求，各隧道PLC和可变情报

板管理平台相互独立、自成体系，不利于进一步实现省级的互联共享、

上下联动，限制了隧道PLC和可变情报板在高速公路网管理与应急处置

中的综合管理与应用。

为今后建设统一的隧道监控平台打下基础，有必要结合贵州省的实

际情况，编制完善、统一的全省公路隧道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联网技

术要求，本技术要求的制定将为规范和指导全省PLC控制器的互联互通

提供技术依据，有利于实现隧道PLC控制器的接口统一、协议统一、后

期运维统一，对于公路隧道的运行监测、联网联控和应急处置管理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技术要求分为七个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 部分：术语和定义

——第 4 部分：总体要求

——第 5 部分：技术要求

——第 6 部分：命名规范

——附录A：通讯协议

——附录B：下位机推荐点位配置模板

——附录C：平台间交互协议

二、任务来源、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

1、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科技项目，由贵州交通信息与应

急指挥中心组织相关单位编制，编制经费由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科技项

目经费支持。

2、主、参编制单位

主编单位：贵州交通信息与应急指挥中心

参编单位：江苏长天智远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单位：南京南大安高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主要起草人

杨霖、陈勇、赵阳、张佳荣、王一屹、龚睿、宋宇航、杨真豪、

谭征兵、杨剑凌、王海、陈晓静、于昊、梁凯、张钺、周旋、付仲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文件的起草主要包括组建编制组、现状调研、初稿编写、条文修

改、专家咨询、征求意见等工作。

1、组建编制组：2021年7月，贵州交通信息与应急指挥中心启动《贵

州省公路隧道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联网技术要求》的制定工作，并

成立编制组。

2、现状调研：2021年8月至11月，编制组收集PLC相关规范及文

件资料，并赴贵州高速集团及区域中心、交建集团等单位进行现场调

研，了解PLC软硬件建设和运行情况，为技术要求编制提供基础条件。

3、初稿编写：2021年12月至2022年4月，编制组通过对PLC相关

标准规范的分析研究以及对各业主单位的调研情况梳理，编制了《贵

州省公路隧道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联网技术要求》初稿。

4、条文修改：为保证编制质量，2022年5月至7月编制组内部多

次组织会议讨论修改。

5、专家咨询：2022年8月，编制组邀请行业内知名专家对本文件进

行审核把关，根据专家意见逐条修改完善。

6、征求意见：2022年10月，将本文件发往贵州省内相关单位开展

意见征询，吸收采纳相关单位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

7、送审、报批：2022年11月，省厅组织召开《贵州省公路隧道可编

程序控制器（PLC）联网技术要求》评审会及验收会，邀请行业内技术

专家对技术要求进行专家评议，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报

批稿。

本文件编制的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组建编写组

资料收集：技术
成果、规范性文
件、管理经验等

现状调研

初稿编写

条文修改
编制组内部交流

讨论、修改

专家咨询

在相关单位征求
意见、修改完善

送审、报批工作

征求意见

图1 技术路线

四、制定（修订）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编写，确定技术要求的组成要素。编制过程中主

要遵循以下原则：

（1） 科学性和规范性；

（2）先进性和实用性；

（3）与国家政策等相符合；



（4）与相关的标准、法规接轨。

2、编制依据

本文件的编制，主要依据以下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相关

行业发文：

GB/T 18567-2010 高速公路隧道监控系统模式、GB/T 15969.1-2007

可编程序控制器：通用信息、GB/T 15969.3-2017 可编程序控制器：编

程语言、GB/T 15969.4-2007 可编程序控制器：用户导则、GB/T

15969.5-2002 可编程序控制器：通讯、GB/T 33008.1-2016 工业自动化

和控制系统网络安全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第 1 部分：系统要求、JT/T

608-2004 隧道可编程控制器、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JT/T

817-2011 公路机电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技术要求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不冲突，协调一致。

五、主要内容（技术指标、参数、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等）的论述，以及试验验证情况的说明

本技术要求共包括六个章节和三个附录，其中第1-6章为总则、

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技术要求、命名规范；附

录A为通讯协议，附录B为下位机推荐点位配置模板，附录C为平台间

交互协议。

1、总则

本章节明确了本技术要求编制意义、适用范围等内容。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给出了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给出了术语和定义。

4、总体要求

本章节提出了PLC总体架构及PLC典型架构及要求。

5、技术要求

本章节提出了PLC基本功能、PLC基本配置、PLC对接设备基本功能、

符合性要求、组网及通讯协议要求等。

6、命名规范

本章节提出了PLC控制的设备点位地址及命名建议模版。

7、附录A

本章节给出了推荐使用的通讯协议。

8、附录B

本章节给出了下位机推荐点位配置模板。

9、附录C

本章节提出了平台与平台间对接的协议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编制过程中未发生重大的意见分歧。

七、贯彻措施和建议

本文件的贯彻实施，建议采取以下方式：



建议由厅组织大型宣贯会，邀请相关管理单位派员参加，并由本文件

的主、参编单位举荐人员在会上进行技术要求解读。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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