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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高速公路机电系统作为公路现代化管理的一个手段，在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速

公路机电系统的发展才能使中国的高速公路的运行有效、快速的发展。根据辽宁省高速公路机电系统的

管养现状，结合养护工作经验，参考国内相关行业及技术标准，制定了《高速公路隧道机电设施养护质

量检验评定标准》（以下简称“评定标准”）。

本技术标准主要根据辽宁省的地域特点和机电系统维护特点，并参考了国内其他省市的高速公路机

电设施相关技术标准，适用于辽宁省高速公路机电设施的养护管理。对于新建、改建的高速公路或其他

等级公路机电设施可参照执行。

主 编 单 位：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参 编 单 位：辽宁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主 要 起 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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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目的

为了加强辽宁省高速公路隧道机电设施养护质量管理，统一辽宁省高速公路隧道机电设

施质量检验标准和评定标准，制定本标准。

1.2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高速公路隧道机电设施养护质量的检验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运营公司对分公司养护管理、对市场化养护单位养护质量的检验评定。

在实际检验评定中，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交通部颁布的相关规范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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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和符号

JTGH12-2015《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 2182-2020《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二册 机电工程）》中的术语和符号适用于本标准

2.1 术语

2.1.1 检验 inspection

对检验项目中的性能进行量测、检查、试验等，并将结果与标准规定要求进行比较，以

确定每项性能是否合格所进行的活动。

2.1.2 评定 evaluation

依据检验结果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分并确定其等级的活动。

2.1.3 外观（质量） quality of appearance

通过观察和必要的量测所反映的工程外在质量。

2.1.4 权值 weightnumber

对工程项目或检测指标根据其重要程度所赋予的数值。

2.1.5 机电设施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quipments

为隧道运行服务的相关设施，包括供配电设施、照明设施、通风设施、消防设施、监控

与通信设施

2.2 符号

JDCI—机电设施技术状况评分，值域为 0～100 分；

wi—各分项权重；

Ei—机电设施各项目的设备完好率，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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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规定

3.1 隧道机电设施养护质量评定应根据功能指标、外观质量、和养护内业资料，确定机电设

施养护质量评定等级。

3.2 隧道机电设施养护质量评定宜采用考虑机电设施各项目权重的评定方法。

3.3 养护质量的评分值满分为 100 分，按（算式 1）计算

养护质量得分=
机电设施技术状况评分×权重+机电设施实测项目评分×权重

机电设施技术评分权重+机电设施实测项目评分权重
（算式 1）

其中机电设施技术状况评分（JDCI）权重为 80，机电设施实测项目评分权重为 20。

3.3.1 隧道机电设施技术状况评定

隧道机电设施技术状况采用设备完好率进行评定，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设备完好率应按（算式 2）计算，各种机电设施可各分系统并按对运营安全的重要

度建立设备完好率考核指标。当个分项中任一关键设备的完好率为该分项各类设备完好率最

低时，该分项技术状况按该关键设备的设备完好率评定。

设备完好率= 1 - 设备故障台数×故障天数

设备总台数×日历天数
- 设备故障台数×故障天数

设备总台数×日历天数
×100%（算式 2）

2、隧道机电设施设备完好率计算中的“设备台数”按表 1 考核单位计算

表1 隧道机电设施设备完好率考核单位

分项 设备名称 单位

供配电设施

高压断路器柜、高压互感器与避雷柜、高压计量柜、高压隔离开关和负

荷开关柜、电力变压器、箱式变电站、电力电容器柜、配电箱、插座箱、

控制箱、直流电源、UPS 电源、EPS 电源、柴油发电机

台

电力电缆、电缆桥架 条

照明设施

隧道灯具、洞外路灯 盏

照明线路 条

通风设施 射流风机 台

消防设施 火灾报警控制器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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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分项 设备名称 单位

消防设施

感烟感温探测器、液位检测器、消火栓及灭火器、阀门、手动报警按钮、

水泵接合器、水泵、消防水池、光电标志
个/处

线型感温光纤火灾探测系统 条

监控与通信设

施

亮度检测器、能见度检测器、CO 检测器、风速风向检测器、车辆检测器、

摄像机、监视器、硬盘录像机、视频交通事件检测器、本地控制器、横

通道控制箱、光端机、路由器、交换机

台

有线广播、紧急电话、横通道门、可变信息标志、可变限速标志、车道

指示器、交通信号灯
个/处

光缆、电缆 条

3、隧道机电设施技术状况评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机电设施技术状况评分应按（算式 3）计算

JDCI=100· i=1
n Eiwi�

i=1
n wi�

（算式 3）

式中：Ei—各分项判定的设备完好率，0～100%;

wi—各分项权重；

Σwi—各分项权重和；

JDCI—机电设施技术状况评评分，0～100。

2）隧道机电设施各分项权重宜按表 2 取值

表2 机电设施分项权重表

序号

根据设置机电设施

种类对隧道进行的

分类

权重分配值

供配电设施 照明设施 通风设施 消防设施
监控与通信

设施

1 A 23 18 19 21 19

2 B 26 22 23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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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根据设置机电设施

种类对隧道进行的

分类

权重分配值

供配电设施 照明设施 通风设施 消防设施
监控与通信

设施

3 C 27 23 0 26 24

4 D 34 27 0 10 29

5 E 28 23 24 10 15

6 F 35 29 0 6 30

7 G 29 24 25 10 12

8 H 40 34 0 10 16

9 I 41 34 0 10 15

10 J 42 36 0 6 16

11 K 43 36 0 6 15

12 L 42 36 0 10 12

13 M 44 38 0 6 12

14 N 46 40 0 6 8

15 O 46 40 0 10 4

16 P 48 42 0 6 4

17 Q 50 44 0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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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机电设施的隧道分类

表3 不同机电设施的隧道分类表

序

号

隧道

分类

设置隧道机电设施种类情况

供配

电设

施

照明

设施

通风

设施

消防设施 监控与通信设施

火灾

报警

设施

水消

防灭

火设

施

灭火

器

交通

控制

设施

视频

监控

设施

环境

监控

设施

紧急

呼叫

设施

横洞

门

1 A √ √ √ √ √ √ √ √ √ √ √

2 B √ √ √ √ × √ √ √ √ √ √

3 C √ √ × √ √ √ √ √ √ √ √

4 D √ √ × √ × √ √ √ √ √ √

5 E √ √ √ √ × √ √ √ √ √ ×

6 F √ √ × × × √ √ √ √ √ √

7 G √ √ √ √ × √ √ √ × √ ×

8 H √ √ × √ × √ √ √ × √ √

9 I √ √ × √ × √ √ √ √ √ ×

10 J √ √ × × × √ √ √ × √ √

11 K √ √ × × × √ √ √ √ √ ×

12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M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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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隧道

分类

设置隧道机电设施种类情况

供配

电设

施

照明

设施

通风

设施

消防设施 监控与通信设施

火灾

报警

设施

水消

防灭

火设

施

灭火

器

交通

控制

设施

视频

监控

设施

环境

监控

设施

紧急

呼叫

设施

横洞

门

14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O √ √ × √ × √ √ × × × ×

16 P √ √ × × × √ × √ × × ×

17 Q √ √ × × × √ × × × × ×

3.3.2 隧道机电设施实测项目评分

隧道机电设施实测项目满分为 100 分，分为实测得分与养护内业资料得分两个部分，得

分按（算式 4）计算

实测项目得分=
分项工程实测得分×分项权重+养护内业资料得分×权重�

分项工程实测权重+内业资料权重
（算式 4）

其中分项工程实测得分权重为 90，养护内业资料权重为 10。

1、分项工程实测评分

表4 隧道机电设施检测项目权重分配表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分项权重 分值

1 供配电设施 见表 2 100

2 照明设施 见表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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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分项权重 分值

3 通风设施 见表 2 100

4 消防设施 见表 2 100

5 监控与通信设施 见表 2 100

表5 隧道通信与检测设施权重分配表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权重 分值

1 环境监测设备 1 100

2 车辆检测器 1 100

3 视频监控系统 1 100

4 紧急电话及广播设施 1 100

5 本地控制器 1 100

6 交通控制和诱导设施 1 100

7 通信设施 1 100

表6 隧道机电设设施评定评分规则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分值 评分规则

1 供配电设施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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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分值 评分规则

2 照明设施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3 通风设施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4

消防设施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5 环境监测设备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6 车辆检测器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DB21/T XXXX—2024

10

续上表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分值 评分规则

6 车辆检测器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7 视频监控系统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8
紧急电话及广

播设施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9 本地控制器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10
交通控制和诱

导设施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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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分值 评分规则

11 通信设施

外观质量 20
非关键项每一个证据扣 0.1 分；关键项直接

扣 20分

功能指标 80

非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率 10%以内视为可整改，

按 90%计入总分，超过 10%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直接扣除 80分；关键性指标不合格直接扣除

80 分

说明：①由于设备老化而造成的实测项目不合格的，评价时按应扣分值的 10%进行扣分。

②功能指标时效性原则：

1）在检测 5 日之内损坏，可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巡查记录、故障报告单、采购单

等）功能指标分数每个故障设备扣除 0.1 分。

2）损坏超过 5 日，且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功能指标分数直接扣除。

3）在检测过程中损坏，且在检测结束之前已维修完毕的，功能指标分数不予扣除，可

给与每个修复点 0.2 分的加分。

2、养护内业资料评分

养护内业资料满分为 100 分，缺乏最基本的数据，或有伪造涂改者，直接扣除全部分数。

资料不全应予减分，每缺少一项减 3 分。

表7 养护内业资料

资料名称 内容 评分

经常性检修资料
经常性检修记录、经常性检修申请表、经常性检修验收单、

分中心主任经常性检修抽检表

每缺少一份相关记

录减 3分

定期检修资料

隧道供配电设施定期检修记录表、隧道照明设施定期检修记

录表、隧道通风设施定期检修记录表、隧道消防设施定期检

修记录表、监控与通信设施定期检修记录表

每缺少一份相关记

录减 3分

定期检修资料

接地与防雷设施定期检修记录表、线缆及线缆管道设施定期

检修记录表、中央控制管理设施定期检修记录表、定期检修

申请表、定期检修验收单、分中心主任定期检修抽检表

每缺少一份相关记

录减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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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资料
维修通知单、维修申请单、维修记录表、维修验收单、分中

心主任维修抽检表、维修演示申请单

每缺少一份相关记

录减 3分

自检检测资料 检测申请单、第三方检测通知单
每缺少一份相关记

录减 3分

其他材料 维修日志、派工单、巡视记录
每缺少一份相关记

录减 3分

3.4 养护质量评定

3.4.1 养护质量等级评定

1）养护质量等级分为 1 类、2类、3 类。

2）得分大于或等于 95 分，养护质量等级为 1 类；得分大于或等于 90 分且小于 95 分，

养护质量等级为 2 类；小于 90 分为 3 类。

3.4.2 对评定划定的各类机电设施，宜分别采取不同的养护措施

1）1 类等级机电设施，应进行正常养护，并对损坏设备及时修复。

2）2 类等级机电设施，应立即对损坏设备进行及时修复，并加强日常巡查。

3）3 类等级机电设施，宜进行专项养护，同时加强日常巡查。

4）当各类机电设施的关键设备出现故障时，均应及时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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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配电设施

4.1 供配电设备

4.1.1 实测项目

表4.1.1 供配电设备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高压断路器

柜、户外高压

真空重合器

断路器触头、

真空泡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五防”功能

在断路器处于分闸位置时，手车能抽出和插

入。在手车处于不同位置时一次、二次回路正

常。断路器与接地开关的机械联锁正常。柜后

的上、下门联锁正常。仪表板上带钥匙的控制

开关（或防误型插座）正常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穿墙套管
穿墙套管无破损

目测

排气通道
排气通道无堵塞

目测

二次端子
端子无锈蚀

目测

线圈 线圈绝缘良好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分合闸试验

分、合闸能正常进行。电磁式弹簧操动机构无

卡塞

运行
电气整定值满足电力系统要求。保护装置能与

中央信号系统协调配合

△高压互感器

与避雷器柜

高压互感器 无污染、裂痕 目测

断路器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

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避雷器 避雷器无放电痕迹。接地扁钢无腐蚀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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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高压计量柜、高

压馈出柜

电流互感器 无污染、损伤，绝缘良好
目测并实际

操作

断路器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

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计量仪表
计量、馈出仪表无污染，计量准确.仪表检验按

“电力电容器柜”中“仪表” 执行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仪表 仪表外观洁净，正常显示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高压隔离开关、

复合式开关

触头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操作机构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滞

断路器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

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负荷开关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操作机构正常，分、

合闸无卡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高压熔断器 外观无烧伤痕迹

△电力变压器 10KV、 35KV

无污染、漏油，油量足够。无异常声响。铭牌

洁净。绝缘套管无裂痕。接线端子无锈蚀。变

压器围栏完好

感官检查

无异常声响以及过热；铭牌无污染；绝缘套管

无污染及裂痕；接线端子无污染以及松动
感官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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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箱式变电站、隧

道变电所监控

工作站

总体

箱体外壳无污染、无破损、无锈蚀。室内温度

和湿度符合要求。电缆进出线孔封堵密实。挡

鼠板无损坏

目测

温湿度计

断路器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

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电力电容器

柜

电力电容器
外观无污染。无漏油、无膨胀现象。无击穿现

象
目测

接触器
无机械卡滞，无异响。触头无烧损痕迹，闭合

紧密，引线接头要无锈蚀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控制器 控制器工作正常 实际操作

熔断器 外观无烧伤痕迹 目测

断路器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

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仪表 仪表外观洁净，正常显示 目测

低压开关柜、节

能柜

总体

外观无裂痕，柜门及柜体完好，无锈蚀触头无

烧伤，接触紧密。无明显的噪声脱扣器正常。

引线接头无污染、无松动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接触器
无机械卡滞，无异响。触头无烧损痕迹，闭合

紧密，引线接头要无锈蚀

互感器 无污染。 外部接线断开

熔断器 外观无烧伤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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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低压开关柜、节

能柜

断路器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

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热继电器

继电器外壳清洁、完整、嵌接良好，外壳与底

座接合要紧密牢固，安装端正

目测

实际操作

热元件无烧毁。进出线头无脱落。接线螺钉安

装固定。动作机构运行状况。继电器洁净

目测

实际操作

低压开关柜、节

能柜

热继电器 一般性校验符合要求

查询使用记

录或值班日

志（每天一

次）

二次回路 端子排无污染，接线无松动
目测

实际操作

断路器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

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仪表 仪表外观洁净，正常显示
目测

实际操作

双电源转换开

关

转换开关外壳清洁、完整。外壳与底座接合紧

密牢固，安装端正
目测

转换开关端子接线牢固可靠。构件无磨损、无

损坏。转换开关端子无锈蚀。手柄转动后，静

触头和动触头可以同时分合。转换开关可动部

分灵活，旋转定位要可靠、要准确。无开关接

线柱相间短路。控制达到要求。各部件的安装

完好情况，螺丝拧紧情况，焊头牢固的情况

查询使用记

录或值班日

志（每天一

次）

△配电箱、插座

箱、控制箱、检

修箱

断路器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

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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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配电箱、插

座箱、控制箱、

检修箱

接触器
无机械卡滞，无异响。触头无烧损痕迹，闭合

紧密，引线接头要无锈蚀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熔断器 外观无烧伤痕迹 目测

二次回路 端子排无污染，接线无松动
目测

实际操作

箱体
接地良好，外观无锈蚀、破损，锁具及箱体完

好，基础牢固完好。箱体封堵完好
目测

照明控制箱 自动集控手动操作正确 实际操作

风机启动及控

制柜
无腐蚀及积水。接触良好 目测

变电所电力电

缆、变电所内

接地母线、隧

道 内 接 地 母

线、隧道及洞

口外场设施接

地网、地埋线

缆标志桩、消

防、报警控制

总线及供电线

缆

总体 外表无损伤情况。接头处正常，无烧焦痕迹 目测

隧道内线缆槽

道（托架）线

缆过桥保护管

及托架

总体

外表无变形、断开。部件连接紧固。无腐蚀。

接地良好。线缆槽道无明显锈蚀、断裂，固定

完好，托架无明显缺失

目测

线缆管道井 总体
无杂物垃圾、无积水、无积油、无泥沙沉积、

井盖完好
目测

变电所内电缆

沟
总体

电缆沟干净，无杂物垃圾，无积水、无积油，

盖板完整。结构完好，无坍塌

目测

参数稳压器、

稳压电源
外部检查

电缆接线端子无松动。输入输出电缆完好，无

破损。封堵、线缆、设备标识清晰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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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参数稳压器、

稳压电源
内部清洁 设备内部清洁良好 目测

△UPS 电源、

EPS 电源

箱体 清洁表面。检测、紧固连接端子。接地良好 目测

电池组

电池组外观无污染损伤，温度正常。电池的电

压正常。电池的绝缘正常。应急电源切换过程

中，相应设施工作正常

查询使用记录

或 值 班 日 志

（每天一次）

充电机及浮充

电机
输出直流电压、电流正常情况。整流装置正常 实际操作

△自备发电设

备

负荷运行

30min 以上

启动、停止试验。油压、异响、振动、过热检

查。额定转数及电压确定。预热的情况正常。

各部分温度正常。各机械的动作状态灵活。自

动调节励磁正常，响应时间正常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柴油发动机

外观无污染、无损伤。计量表无异常，无漏油、

漏水。“三滤”更换。各部分加油。各部位无

松动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发电机 外观无污染、损伤 目测

接线 连接牢固可靠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启动装置

外观无污染、无明显损伤。计量表正常。无异

响、无振动。各部位无污染、无损伤，油量正

常情况，无变形、无松动。属装置正常情况。

直流电动机可以满足启动要求。直流电动机正

常情况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燃料装置

外观无污染、无损伤。无漏油，贮留量情况。

泵运行状态正常情况。燃料过滤器的手动操作

要保持可靠。油位计及漏油开关的动作状态正

常。各部分无松动。有独立储油间

润滑油装置

外观无污染、损伤。燃料过滤器手动操作正常。

泵的运行状态无异常。油的黏度正常。保温装

置的运行状态无异常

冷却塔方式冷

却装置

外观无污染、损伤。冷却水量、水温正常，无

漏水。运行状态。浮球阀的工作状态正常。轴

承部位加油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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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自备发电设

备

散热器方式冷

却装置

外观无污染、损伤。冷却水量、水温正常，无

漏水。风扇工作状态正常。压力栓的工作状态

正常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空气净化器或

换气扇

外观无污染、损伤。工作状况无异常。排气颜

色无异常。排气管、支撑接头无裂纹、腐蚀。

空气净化器无污染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减振装置 减振橡胶、锚具螺栓无变形、损伤 目测

控制台

外观无污染、损伤。计量仪表、显示灯、故障

显示器无异常。操作开关、继电器、电磁开关、

配线断路器无异常。柜内配线无异常，无污染、

损伤、过热、松动、断线。电压、电流、测量。

运行时间计量正常情况。供配电柜中定期检修

项目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配线管 各接头无松动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接地线 无断线、连接部位状态、接地电阻正常情况

防雷器监控系

统设备、防雷

设施远程自动

监测主机、电

力监控主机、

防雷检测报警

单元、隧道变

电所安防系统

防雷装置
电源和信号输入端的浪涌保护器完好。外部防

雷装置安装牢固，连接导线绝缘良好情况

目测及接地电

阻测试仪

接地装置
无腐蚀。接地电阻正常。紧固接地连接。保护

处理接地连接段

通信电源箱
柜内设备及接

线端

设备表面无尘土、线路整齐，表示清晰、无老

化破裂、接线端子连接牢固，无锈蚀；设备工

作状态正常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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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标

交流配电屏、

参稳、UPS、发

电机组控制柜

绝缘电阻

≥2MΩ
兆欧表、接地

电阻测试仪

变电所联合接

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试

仪

隧道联合接地

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试

仪

UPS 输出电压

精度
380V±1% 万用表

参稳输出电压

精度
380V±2% 万用表

UPS 及参稳三

项输出电压不

平衡度

±5% 万用表

室内设备、列

架的绝缘电阻

交流配电箱（柜）

（ 兆 欧 表 测

量）无要求时

应≥2 MΩ（设

备安装后）

直流配电箱（柜）

交流稳压器

不间断电源

设备安装的水

平度
≤2mm/m 量具实测

设备安装的垂

直度
≤3mm/m

用铅锤和量具

实测

发电机组容量

测试
符合设计要求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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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2 指标

发电机组相序 与机组输出标志一致
相序指示器测

试

发电机组输出

电压稳定性
符合设计要求 万用表

自动发电机组

自启动转换功

能测试

失电掉电后，机组能自动启动，稳定后送入规

定的线路上，可手动优先切换
实际操作

机组供电切换

对机电系统的

影响

机电系统所有设备不因受到机组电源切换，而

工作出现异常
感官检查

电源室接地装

置施工质量检

查

接地体引入线与接地体的连接牢固、防腐层无

脱落、无锈蚀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测试电压 测试输出电压 万用表

电池组
供电电路停电后，应急电源设备供电时间不小

于 30 分钟
实际操作

4.1.2 外观鉴定

1）配电屏、设备、列架稳固。

2）设备表面无灰尘、无锈蚀；部件标识正确、清楚。

3）电源输出配线布放整齐、标识清晰。

4）设备内布线整齐、绑扎牢固，接线端头焊（压）结牢固、平滑；编号标识清楚。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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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照明设施

5.1 照明设备

5.1.1 实测项目

表5.1.1 照明设施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隧道照明灯

具、室内应急

照明灯（高压

钠 灯 、 LED

灯）、有源诱

导灯

总体

电磁接触器、配电箱柜无积水。开关

装置定时的准确性与动作状态无异

常。补偿电容器、触发器、镇流器、

接触器无损坏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各安装部位 无松动、腐蚀 目测

照明线路
回路工作正常，表面无损伤，相间、

对地绝缘满足要求
兆欧表测量

检修孔

无积水 目测

洞外路灯（高

压钠灯、LED

灯）

灯杆

外观无裂纹，焊接及连接部位状况。

无损伤及涂装破坏。接地端子无松动。

接地良好

目测

实际操作基础
无开裂、损伤。锚具、螺栓无生锈、

松动

灯体 无损坏

隧道照明控

制系统、隧道

照明控制系

统软件

变电所照明控制柜、

有源诱导灯控制器
接地良好。自动集控手动操作正确。

无腐蚀及积水。接触良好

目测

实际操作

隧道内照明配电箱

2 指标

绝缘电阻 强电端子对机壳≥50MΩ 兆欧表测量

变电所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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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标

隧道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灯具启动时间的可调

性（包括 LED）
照明回路组的启动时间间隔、可控 实际操作

启动、停止方式

本地手动（隧道内及变电所）

本地自动（逻辑控制器）

远程手动（监控中心）

实际操作

照度（入口段、过渡

段、中间段）
入口段、过渡段、中间段及出口段 照度计

照度总均匀度、纵向

均匀度
符合设计要求 照度计

紧急照明
双路供电照明系统，主供电路停电时，

应自动切换到备用供电线路上
实际操作

路段直线段照度及均

匀度
符合设计要求 照度计

自动、手动两种方式

控制全部或部分照明

器的开闭

可控 实地操作

定时控制功能 可控 设定时间，观察

5.1.2 外观鉴定

1）照明灯具安装固定、牢固、端正。

2）照明设备的电力线、信号线、接地线端头固定牢固、无锈蚀、标识清楚。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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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风设施

6.1 射流风机

6.1.1 实测项目

表6.1.1 射流风机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隧道射流

风机

总体、隧道内电控箱、

变电所控制柜

风机运转过程中无异响。风机正、

反转正常。配电箱柜无积水

查询使用记录或值

班日志（每天一次）

风机吊架
无松动、腐蚀现象。安全吊链的松

紧程度符合要求。紧固连接件牢固
目测

叶片 叶片清洁，无异响 目测

电动机 转动轴无振动、异响、过热
查询使用记录或值

班日志（每月一次）

变电所风机

控制柜
总体

接地良好。可编控制程序正确。无

腐蚀及积水。接触良好

目测查询使用记录

或值班日志（每天一

次）

隧道内风机

控制箱
总体

接地良好。自动集控手动操作正

确。无腐蚀及积水。接触良好

目测查询使用记录

或值班日志（每天一

次）

2 指标

绝缘电阻 强电端子对机壳≥50MΩ 兆欧表

变电所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隧道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风机全速运转时风机

噪声
无异响 声级计

响应时间

发送控制命令后至风机启动带动

叶轮转动时的时间≤5s，或符合设

计要求

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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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标

数据的传输性能 分中心内数据显示正常 目测

方向可控性
接收手动、自动控制信号改变通风

方向
实际操作

运行方式
风机具有手动、自动两种运行方式

以控制风机的启动、停止、方向
实际操作

本地控制模式

自动运行方式下，可以接收多路检

测器的控制，控制风机启动、停止

与方向

实际操作

远程控制模式

自动运行方式下，通过标准串口，

接收本地控制器或计算机控制系

统的控制，控制风机启动、停止与

方向

实际操作

运转电流 风机运转时电流值在额定值内 实际操作

6.1.2 外观鉴定

1）通风设备安装稳固、位置正确。

2）通风设备的电力线、信号线、接地线端头制作规范；按设计要求采取线缆保护措施、

布线排列整齐美观、安装固定符合要求、标识清楚。

3）设备表面光泽一致、无划伤无刻痕、无剥落、无锈蚀。

4）控制柜内布线整齐、美观、绑扎牢固、接线端头焊（压）结牢固、平滑；编号标识

清楚，预留长度适当；柜门开关灵活、出线孔密封措施得当，机箱内无积水、无霉变、无明

显尘土，表面无锈蚀。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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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消防设施

7.1 消防设备

7.1.1 实测项目

表7.1.1 消防设施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火灾 报

警设施

感烟火灾探测器 表面洁净。探测器功能正常

目测并实际操作

火灾报警处理器 表面洁净。探测器功能正常

感温光纤报警处理器 表面洁净。探测器功能正常

洞（内外）声光报警器 表面洁净。探测器功能正常

洞内火灾手动报警按钮、

消火栓报警按钮

表面洁净。探测器功能正常。

防水性能符合要求

火灾报警主控制器
表面洁净。探测器功能正常。

线缆连接正常

液位 检测

器
总体 功能正常

实际操作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消火 栓

及隧 道口

消防栓、消

防水带、消

防水枪

总体

无漏水、腐蚀，软管、水带无

损伤。放水正常及喷水距离符

合要求

目测并实际操作

隧道 内灭

火器 箱及

隧道 内灭

火器

总体

灭火器外观无腐蚀。灭火器的

数量、灭火剂充装量、有效期

符合要求。设备箱体及标识清

晰无破损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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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消防 专用

发电机组
总体

运转时无异响、振动、过热。

外观无污染、损伤。各连接部

良好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周一次）

泡沫 灭火

装置
总体

表面洁净，灭火装置完整，灭

火器压力指标正常。泡沫剂有

效性符合要求

目测并实际操作

△稳压泵、

排污泵、消

防泵、深井

泵

总体

运转时无异响、振动、过热，

压力上升时闸阀的动作正常。

外观无污染与损伤。轴承部位

加油与排气符合要求。泵体各

紧固部件连接螺栓连接良好

目测并实际操作

稳压罐 总体
外观无污染、损伤。送水加压

功能正常
目测并实际操作

消防管道 总体

无漏水，闸阀操作灵活。管支

架无腐蚀、松动情况。洞外及

隧道内水管防冻、防盐雾腐蚀

目测并实际操作

消防 管道

伴热带、集

肤伴热管

总体
发热均匀以及控温准确符合

要求
测温仪

电伴 热控

制主机、隧

道内 电伴

热控制箱

总体

外观无污染、无裂痕。触头无

烧伤，接触紧密。脱扣器正常。

引线接头无污染、无松动

目测、接地电阻测

试仪测量，实际操

作

断路器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

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

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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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消防 供电

主控柜、消

防泵 控制

柜、配电控

制混合柜、

循环 及自

控装置柜

总体

外观无污染、无裂痕。触头无

烧伤，接触紧密情况。无明显

的噪声。脱扣器正常。接地值

能满足系统保护要求。引线接

头无污染、无松动

目测、接地电阻测

试仪测量

消防 供电

主控柜、消

防泵 控制

柜、配电控

制混合柜、

循环 及自

控装置柜

断路器

触头无烧损，接触紧密无异响

真空泡无损坏

操作机构正常，分、合闸无卡

滞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伴热 变压

器
总体

外观无污染、无裂痕。无明显

的噪声。引线接头无污染、无

松动

目测并实际操作

疏散 指示

标志、紧急

电话 指示

标志、紧急

停车 带指

示标志、消

防指 示标

志

总体
显示功能正常。外观无污染、

无破损、无锈蚀，字迹清晰
目测

横通道门

总体

门体连接固定，门体上升下降

顺畅无异响，远程及本地控制

均可靠有效，无火灾等突发状

况，门应保持常闭状态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通道门指示标志 标志齐全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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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标

绝缘电阻 强电端子对机壳≥50MΩ 兆欧表

变电所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隧道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火灾报警器灵敏度

按下报警器时，触发警报器，

并把信号传送到火灾控制器

和上端计算机；可靠探测火

灾，不漏报、不误报

模拟测试

消火栓的功能
打开阀门后在规定的时间内

达到规定的射程
实际操作

其他灭火器材的功能 按使用说明书 抽测 1个

火灾探测器 设计要求

模拟测试 1次，或

查施工记录、历史

记录

7.1.2 外观鉴定

1）消防设施安装稳固、位置正确，与隧道协调、美观。

2）消防设施的电力线、安装固定、标识清楚。

3）设备表面光泽一致、无划伤、无刻痕、无剥落、无锈蚀。

4）控制箱内布线整齐、美观、绑扎牢固，接线端头焊（压）结牢固、平滑并进行

了热塑封合；编号标识清楚，预留长度适当；箱门开关灵活、出线孔密封措施得当，机

箱内无积水、无霉变、无明显尘土，表面无锈蚀。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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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监控与通信设施

8.1 环境检测设备

8.1.1 实测项目

表8.1.1 环境检测设备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洞外 亮度

检测器
总体

误差符合要求。安装无松动。

仪器检测精度标定合格
实际操作

洞内 照度

检测器

感光单元
外观无污染、损伤。聚焦镜防

护罩符合要求

查询使用记录或

值班日志（每天一

次）

监控单元

外观无污染、无损伤。工作状

态、透过率指标符合要求。计

量仪、显示器、故障显示灯正

常。操作开关、继电器、电磁

开关、配线断路器正常。配线

无异常、污染、损伤、过热、

松动、断线等

感官检查

实际操作

CO\VI 检测

器

分析仪及自动校正装置

分析仪的指示值正确。空气过

滤器无污染。除湿装置的功能

符合要求。通风装置符合要求

实际操作

吸气装置

吸气泵的运转无异响、过热、

振动。外观无污染、无损伤。

检测仪读数无异常

采气口
隧道采气口过滤器的更换符

合要求

监控单元
按“能见度检测器”中“监控

单元”执行

仪器标定 仪器整体检测精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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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风速 风向

检测器

分析仪及自动校正装置
分析仪的指示值正确。自动校

正装置符合要求

使用风速仪监控单元
接“能见度检测器”中“监控

单元”执行

仪器标定 仪器整体检测精度符合要求

2 指标

绝缘电阻 强电端子对机壳≥50MΩ 兆欧表

变电所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隧道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数据的传输性能 分中心内数据显示正常

查询使用记录或

值班日志（每天一

次）

与风机、照明、消防、报警、

诱导、可变标志、计算机的控

制、监视功能

符合设计要求 模拟或实际操作

8.1.2 外观鉴定

1）各部件表面光泽一致、无划伤、无刻痕、无剥落、无锈蚀。

2）防雷接地和安全接地应分开设置，接地焊接牢固，焊缝饱满并做防腐处理；

3）金属机箱与安全保护地连接可靠，接地极引出线无锈蚀。

4）机箱内电力线、信号线、元器件等布线平直、整齐、固定可靠，标识正确、清楚，

插头牢固。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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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车辆检测器

8.2.1 实测项目

表8.2.1 车辆检测器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隧道 车

辆检测器

检测单元

外观无污染、无损伤。动作及

调整灵敏度符合要求。安装状

态良好

查询使用记录或

值班日志（每天一

次）

监控单元

外观无污染、无损伤。运行状

态。测量数据可靠。测量仪、

显示器、故障显示无异常。电

子线路板、继电器的安装状态

良好。柜内配线无损伤、过热、

松动、断线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2 指标

传输性能
48 小时观察时间内失步现象

不大于 3次或 BER≤10
-8

查日志或用数据

传输测试仪（每天

一次）

绝缘电阻
正常：强电端子对机壳≥50M

Ω

在试验的标准大

气条件下用经过

检定的高阻测试

仪在检测器接线

端子与机壳之间

测量绝缘电阻。测

试电压为 500V

变电所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隧道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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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标

自检功能

自动检测摄像头与控制器之

间线路的开路、短路状况及摄

像头的损坏情况

实际操作，产品在

正常工作状态下，

按说明书中的操

作程序对各功能

进行验证

唯一性识别功能
一辆车作用于两个车道时，检

测器计数输出为 1

实际操作，产品在

正常工作状态下，

按说明书中的操

作程序对各功能

进行验证

复原功能

加电后,设备能自动恢复到正

常通信状态，并被上位机或控

制系统识别，断电或故障前存

储数据保持不变

实际操作，产品在

正常工作状态下，

对各功能进行验

证

本地操作与维护功能
能够接便携机进行维护和测

试

实际操作，产品正

常工作状态下，对

各功能进行验证

线圈电感量 70μH～500μH
用电感测量仪器

实测

8.2.2 外观鉴定

1）机箱安装牢固、端正。

2）机箱表面涂层无剥落、无锈蚀。

3）金属机箱与接地极连接可靠，接地极引出线无锈蚀。

4）机箱的出线管与箱体连接密封良好，箱体内无积水、尘土、霉变。

5）机箱内电力线、信号线、元器件等布线平直、整齐、固定可靠，标识正确、清晰，

插头牢固。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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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视频监控系统

8.3.1 实测项目

表8.3.1 视频监控系统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闭路 电

视监 控系

统

摄像机
外观无污染、损伤。动作确认

良好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安装部位 无松动、锈蚀。 目测

控制装置

外观无污染、损伤。操作灵敏、

正常。与紧急电话等的联动试

验符合要求。与防灾控制的联

动试验符合要求。机内保养良

好

目测并实际操作

隧道动力监控检测单元
矩阵主机外部洁净、主机线

缆、整理线路符合要求
目测

触摸屏 外观无污染、损伤。功能正常 目测并实际操作

隧道变电所监视器
外观无污染、损伤。图像清晰、

稳定
目测

隧道变电所硬盘录像机
检查接头、可录像、录像回放

清晰
实际操作

△视频 事

件检测器
总体

外观无污染、损伤。测量数据

可靠
目测并实际操作

△隧道 口

道路 气象

站

总体

箱体外观无锈蚀、箱体门闭合

严密、开关灵活、无变形、无

尘土、无杂物；线路整齐，标

识清晰、无老化破裂；接线端

子连接牢固，无锈蚀；断路器

工作状态正常；防雷器工作状

态正常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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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大屏 幕投

影系统
总体

亮度一致性。色彩、分辨率。

经图像拼接控制器的视频图

像。视频矩阵的调用、切换。

开关视频、窗口缩放、移动、

多视窗显示等。图像参数调整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地图板 总体

日期、气象显示正确。其他显

示功能正常。道路动态光带显

示。亮度、色彩均衡和图像清

晰度。电源测试。紧急电话摘、

挂机信息显示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2
指

标

标

清

视

频

通

道

视频电平 700mV±30mV

电视信号发生器

发送 75%彩条信

号,用视频测试仪

检测

同步脉冲幅度 300mV±20mV

电视信号发生器

发送 75%彩条信

号,用视频测试仪

检测

回波 E ＜7%KF

电视信号发生器

发送2T信号,用视

频测试仪检测

亮度非线性 ≤5%

电视信号发生器

发送非调制五阶

梯信号，用视频测

试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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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

标

标

清

视

频

通

道

色度/亮度增益不等 ±5%

电视信号发生器

发送副载波填充

的10T信号或副载

波填充的条脉冲

信号,用视频测试

仪检测

色度/亮度时延差 ±100ns

电视信号发生器

发送副载波填充

的10T信号或副载

波填充的条脉冲

信号,用视频测试

仪检测

微分增益 ≤10%

电视信号发生器

发送调制的五阶

梯测试信号, 用

视频测试仪检测

微分相位 ≤10°

电视信号发生器

发送调制的五阶

梯测试信号, 用

视频测试仪检测

幅频特性 5.8MHz 带宽内 ±2dB

电视信号发生器

发 送 sinx/x 信

号, 用视频测试

仪检测

视频信杂比 ≥56 dB（加权）

电视信号发生器

发送多波群信号,

用视频测试仪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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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

标

Y/P

B/P

R 信

号

Y通道输出信号电平
（1.0±10%）VP-P（包括同步

信号）

GB/T 26684-2017

中 5.4.19

PR 通道输出信号电平
（±0.35±10%）V （以消隐

电平为 0V）

同上

PB 通道输出信号电平
（±0.35±10%）V （以消隐

电平为 0V）

Y通道幅频响应

±0.5dB（0MHz～24MHz）

＋0.5～-3dB（24MHz～27MHz）

＋0.5～-6dB（27MHz～30MHz）

GB/T 26684-2017

中 5.4.20

Y 信号非线性失真 ≤5%
GB/T 26684-2017

中 5.4.21

Y 通道的线性波形响应（K 系

数）
≤3%

GB/T 26684-2017

中 5.4.22

Y 通道信噪比（加权） ≥56dB
GB/T 26684-2017

中 5.4.23

Y/PB、Y/PR、时延差 不劣于±15ns
GB/T 26684-2017

中 5.4.24

R/G

/B

信

号

R、G、B通道输出信号电平
（1.0±10%）VP-P（包括同步

信号）

GB/T 26684-2017

中 5.4.25

R、G、B通道幅频响应

＋0.5dB（0MHz～24MHz）

＋0.5～-3dB（24MHz～27MHz）

＋0.5～-6dB（27MHz～30MHz）

GB/T 26684-2017

中 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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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

标

R/G

/B

信

号

R、G、B信号的非线性失真 ≤5%
GB/T 26684-2017

中 5.4.27

R、G、B 的线性波形响应（K

系数）
≤3%

GB/T 26684-2017

中 5.4.28

R、G、B通道信噪比（加权） ≥56dB
GB/T 26684-2017

中 5.4.29

G/R、G/B 时延差 不劣于±15ns
GB/T 26684-2017

中 5.4.30

同

步

信

号

行同步脉冲幅度

正极性：300±10%（以消隐电

平为 0V）mVp-p

负极性：300±10%（以消隐电

平为 0V）mVp-p

GB/T 26684-2017

中 5.4.32

行同步脉冲前沿抖动 ≤10ns 同上

随机信噪比（雪花干扰） 黑白≥37dB，彩色≥36dB 仪器测量，也可

人工（5 人以上）

主观评分，不小

于 4分为合格单频干扰（网纹） 黑白≥40dB，彩色≥37dB

指标

电源干扰（黑白滚道） 黑白≥40dB，彩色≥37dB

仪器测量，也可

人工（5 人以上）

主观评分，不小

于 4分为合格脉冲干扰（跳动） 黑白≥37dB，彩色≥31dB

强电端子对机壳绝缘电阻 强电端子对机壳≥50MΩ 兆欧表

变电所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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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标

隧道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安全接地 ≤4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防雷接地 ≤10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云台水平转动角 水平：≥350° 实际操作

云台垂直转动角 上仰≥15°，下俯≥90° 实际操作

监视范围 符合设计要求 实际操作

外场摄像机安装稳定性

受大风影响或接受变焦、转动

等控制时，画面动作平滑、无

抖动

实际操作

自动光圈调节 自动调节 实际操作

调焦功能 快速自动聚焦 实际操作

变倍功能 可变倍 实际操作

切换功能 监控中心可切换任意摄像机 实际操作

录像功能 可录像，且录像回放清晰 实际操作

硬拷贝功能 拷贝图像清楚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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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标 报警功能
监控中心可检测外场摄像机

的工作状态并在故障时报警
模拟故障实测

8.3.2 外观鉴定

1）各部件表面光泽一致、无划伤、无刻痕、无剥落、无锈蚀。

2）防雷接地和安全接地应分开设置，接地焊接牢固，焊缝饱满并做防腐处理；防雷引

下线及接地体所用材料规格、防腐与连接措施、安装位置符合设计要求；金属机箱与安全保

护地连接可靠,接地极引出线无锈蚀。

3）云台防护罩和机箱出线管与箱体连接密封好，箱体无积水、尘土、霉变。

4）机箱内电力线、信号线、元器件等布线平直、整齐、固定可靠，标识正确、清楚，

插头牢固。

5）地图板各显示区域布局合理，符合设计要求。

6）屏幕模块拼接完整，无明显歪斜，安装稳固、横竖端正。

7）屏幕基底色泽一致，无明显差异。

8）各显示区域有信息显示时清晰明亮、稳定。

9）地图板后箱内各设备之间布线整齐、美观，编号标识清楚；信号线和动力线及其接

插头座应明确区分，预留长度适当。

10）图像清晰、稳定、无抖动。

11）图像明亮、色泽鲜艳可调。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DB21/T XXXX—2024

41

8.4 紧急电话及广播设施

8.4.1 实测项目

表8.4.1 紧急电话及广播设施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紧急 电

话及广播

隧道紧急电话光纤熔接盒及

尾纤

保护性能、连接性能以及固定

性能良好，光衰在设计范围内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广播功放 外观无污染、无损伤 目测

紧急电话中继
指示灯正常使用。外观无污

染、无损伤
目测

话筒
外观良好。紧急播音试验符合

要求。话音清晰
目测并实际操作

扬声器（隧道内）
外观检查、接听试验符合要

求。广播内容清晰，无杂音
目测并实际操作

紧急电话（隧道口、内） 外观无污染、无损伤。通话效

果试验符合要求。内部检查良

好

目测并实际操作

可视紧急电话

2 指标

音量 ＞90dB（A）

在扬声器正前方

400mm 处，用声级

计

隧道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控制台绝缘电阻 ＞50MΩ 兆欧表

话音质量
话音要求清晰，音量适中，无

噪音，无断字缺陷
感官

呼叫功能 响应灵敏 实际操作

按键提示 按键提示简明易懂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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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标

噪声抑制

话机在通话过程及静态时，要

求无嗡嗡声、沙沙声及自激、

哨声等杂音

感官

通话呼叫功能
按下按钮，可呼叫监控中心控

制台
实际操作

呼叫排队功能
同时呼叫或通话时的呼叫，可

按优先级处理
实际操作

地址码显示功能 控制台显示呼叫位置 实际操作

振铃响应 呼叫在控制台有振铃响应 实际操作

语音提示功能
呼叫后，话机有等待信号或提

示音
实际操作

录音功能 控制台有自动录音功能 实际操作

故障报告功能
中心可自动立即显示故障信

息
实际操作

取消呼叫功能 控制台可取消呼叫 实际操作

打印报告功能
值班记录、事件、故障等文件

可打印
实际操作

定时自检功能
能检测到线路连接、电池、传

输故障等情况

实际操作,查养护

记录

手动自检功能
能检测到线路连接、电池、传

输故障等情况
实际操作

加电自恢复功能
加电后，控制台应自动恢复到

工作状态
实际操作，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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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外观鉴定

1）防雷接地要求与接地极焊接，焊缝饱满，焊后清渣并作防腐处理。

2）分机表面光泽一致、无划伤、刻痕、剥落，金属机箱或部件无锈蚀。

3）机箱内电力线、信号线、元器件等布线平直、整齐、固定可靠，标识正确、清楚。

4）机箱的出线管与箱体连接密封良好，箱体关键部位无积水、尘土、霉变。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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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本地控制器

8.5.1 实测项目

表8.5.1 本地控制器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隧道 现场

区域 控制

器

总体

通信功能、传输性能正常。自

检功能正常。断电自恢复功能

正常。主备功能正常

目测并实际操作

隧道 主区

域控制器
总体

通信功能、传输性能正常。自

检功能正常。断电自恢复功能

正常。主备功能正常

目测并实际操作

2 指标

强电端子对机壳绝缘电阻 ≥50MΩ 兆欧表

变电所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隧道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与计算机通信功能
按设计周期与中心计算机通

信
实际操作

对所辖区域内下端设备控制

功能

按设计周期或中心控制采集、

处理、计算各下端设备的数据
实际操作

本地控制功能
中心计算机或通信链路故障

时，具有独立控制功能
实际操作

断电时恢复功能
加电或系统重启动后可自动

运行原预设控制方案
模拟测试

双绞线性能 符合要求 线缆认证测试仪

8.5.2 外观鉴定

1）本地控制器设备表面无剥落、无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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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外部连接的电力线、信号线、接地线端头牢固、无锈蚀标识清楚。

3）控制箱内布线绑扎牢固，接线端头焊（压）结牢固、平滑并进行热塑封合；编号标

识清楚。

4）箱门开关灵活、出线孔密封措施得当，机箱内无积水、无霉变、无明显尘土，表面

无锈蚀。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8.6 交通控制和诱导设施

8.6.1 实测项目

表8.6.1 交通控制和诱导设施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交通控制

和诱导设

施

洞外可变信息标志（F型、龙

门架）

外观良好。无不良像素管。整

体性能无异常。各接线端子无

松动。像素管符合要求。连接

螺栓紧固。杆体无锈蚀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隧道车道指示器、手动控制箱
外观良好。无不良像素管。线

端子无松动。连接螺栓紧固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隧道交通信号灯
外观良好。无不良像素管。接

线端子无松动

目测并查询使用

记录或值班日志

（每天一次）

监控配电

箱
总体 外观良好。接地良好

目测、接地电阻测

量

2 指标

强电端子对机壳绝缘电阻 ≥50MΩ 兆欧表

变电所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隧道联合接地电阻 ≤1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显示屏、信号灯、车道指示器

平均亮度

最大亮度和最小亮度符合设

计要求。无规定时，应不小于

8000cd/m
2

亮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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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标

发 光 单 元 色 度 坐 标

（x,y）

GB/T23828-2009 5.6.3

GB/T23826-2009 5.6.2

JT/T597-2004 5.6.3

GB14887-2011 5.4

GB/T23828-2009

6.6

GB/T23826-2009

6.6

JT/T597-2004

6.6

GB14887-2011

6.5

数据传输性能
24h 观察时间内失步现象不大于

１次或 BER 小于 10
-8

查日志和用数据传输

测试仪

复原功能

加电后,设备能自动恢复到正常

通信状态，并被上位机或控制系

统识别，断电或故障前存储数据

保持不变

实际操作检查

自检功能

能够向中心计算机提供显示内容

的确认信息及本机工作状态自检

信息

实际操作

显示内容
及时、正确地显示中心计算机发

送的内容
实际操作

亮度调节功能
能自动根据环境照度自动调节显

示屏的亮度
实际操作

8.6.2 外观鉴定

1）立柱、控制机箱及显示屏安装牢固、端正。

2）各部件表面光泽一致、无划伤、无刻痕、无剥落、无锈蚀。

3）控制机箱、立柱、法兰及地脚螺栓规格符合设计要求，防腐措施得当，裸露金属基

体无锈蚀。

4）防雷接地和安全接地应分开设置，接地焊接牢固，焊缝饱满并做防腐处理；防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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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线及接地体所用材料规格、防腐与连接措施、安装位置符合设计要求；金属机箱与接地极

连接可靠，接地极引出线无锈蚀。

5）显示屏、控制机箱的出线管与箱体连接密封良好，箱体内无积水、尘土、霉变。

6）显示屏、控制机箱内电力线、信号线、元器件等布线平直、整齐、固定可靠，标识

正确、清楚、插头牢固。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8.7 通信设施

8.7.1 实测项目

表8.7.1 通信设施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1

△通信设施

光缆、电力线缆、控制

线缆、隧道监控光纤熔

接盒及尾纤

光缆、电缆线路巡视检查符合

要求。尾纤（缆）、终端盒、

配线架外观良好。人孔内检查

符合要求。光纤通道后向散射

信号曲线测试检查良好。电缆

绝缘电阻测试符合要求。光

缆、电缆防雷和接地装置符合

要求
目测、感官并使用

OTDR 实际操作
隧道视频光端机、隧道

数据光端机、隧道音频

光端机、数据+音频光端

机、视频+数据光端机

正常发送光功率。光接收灵敏

度符合要求。无传输误码率

路由器、工业以太网交

换机

设备运行情况和网络运行数

据符合要求。告警显示符合要

求。散热风扇良好

视频事件检测器

计算机、紧急电

话控制主机、紧

急电话计算机、

电 力 监 控 计 算

机、火灾报警计

算机、火灾报警

服务器、变电所

空调

总体

控制软件与系统联动功能正

常。系统时钟功能正常。硬件

设备运行状况功能正常。数据

保存、备份功能正常。空调运

转正常

实际操作

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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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次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养护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

2 指标

接地连接的可靠性
工作地、安全地、防雷地按规

范要求分别连接到汇流排上

目测检查，必要时

用接地电阻测量

仪测量

工作电压 -57V～-40V 万用表

系统再启动功能

系统紧急关机后启动或作系

统倒换后，系统应能恢复正常

运行

实际操作

网络维护性测试 符合设计要求 网络测试仪

网络健康测试 符合设计要求 网络测试仪

8.7.2 外观鉴定

1）设备表面无灰尘、无锈蚀；部件标识正确、清楚。

2）电缆在槽道内标识清楚。

3）配线架上跳线的标识清楚、内布线整齐、美观；绑扎牢固、成端编号标识清楚。

以上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每一个证据减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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