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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年来，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探索了窄岛化智慧收费站建设，各地因

地制宜，提出了适合本地收费技术发展的解决方案，总体来看，建设方案各异，

一是收费岛尺寸不同，ETC 岛宽存在 0.45m、1m、1.2m 等方案，两 ETC 车道中

间还存在无岛情况。二是雨棚轻量化设计方案不同，主流的是采用钢框结构、

在收费站广场全车道设置；青海扁门采用左右两侧两个独立的翼状伸出结构；

甘肃甘棠采用膜结构进行建设。三是智能收费系统采用的技术架构不同，贵州

综保收费站收费系统部署在集团区域云，收费数据在云上产生、云上运维，在

站级收费站部署备份系统，应急时启用；贵州百花湖收费站收费系统部署在站

级云，在站级处理收费业务。四是标准内容的边界不同，窄岛化收费站在土建、

房建、机电、交安设施等方面的要求与传统收费站不同，标准对所有内容进行

规定还是聚焦土建、房建、机电也是需要明确的内容。

因此，有必要结合贵州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发展实际，开展收费站窄岛化建

设影响因素研究，就收费岛最优尺寸、雨棚轻量化设计方法以及收费系统集成

思路等行业共性问题开展论证，制定相应的收费站窄岛化设计技术指南，逐步

推动收费站向标准化、智能化、智慧化方向发展。本标准的发布有利于规范和

促进窄岛化收费站在贵州省高速公路收费站中的应用，引领贵州省通过简约化

大棚、窄岛化车道等建设，降低建设成本；在不增加土地供给的情况下，以拓

宽车道、增加车道数量等方式提升车辆通行效率；通过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对

传统人工操作步骤的替代，实现收费站向服务站的转变，提高收费站的服务质

量。在全国高速公路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浪潮的推动下，努力打造数字化

转型“贵州高速样板”，构建基于大数据的产业经营创新模式，积极探索智慧收费

站等标志性多跨场景应用，赋能运营管理提质增效。

本指南包括 9章和 1个附录，规定了高速公路收费站窄岛化设计的技术要求。

第 1~5 章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缩略语、基本要求，第

6~9 章分别对收费车道、收费岛、交通安全设施、收费天棚和智慧云舱等其他设

施提出了技术要求，附录 A 给出了云收费系统的系统构成和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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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来源、编制单位、主要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本指南任务来源于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科技项目，由贵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组织申报此项标准制订计划。

（二）编制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为贵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贵州贵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贵州省交通规划勘案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

表 1起草人及所做的工作

序号 起草人 工作单位 本标准主要工作

1 方志江
贵州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总体推进标准编制工作；统筹协调各参编单位工作进度；

2 敖登榜
贵州贵平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协调推进标准编制工作；分析并确定标准总体结构；把关

标准技术条款内容；1 范围、3 术语和定义、5 基本要求等

章节的编制。

3 钱越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院

把握标准编制原则；确定标准总体架构；把握关键技术方

向选定，以及关键能力要求的确定；具体参与 1 范围、3

术语和定义、5 基本要求等章节的编制。

4 陈涛
贵州贵平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协调推进标准编制工作；分析并确定标准总体结构；把关

标准技术条款内容；1 范围、3 术语和定义、5 基本要求等

章节的编制。

5 付雷
贵州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把关标准技术条款内容；1 范围、3 术语和定义、5 基本要

求等章节的编制。

6 卢立阳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院

协调各参编单位工作进度；具体参与 1 范围、2 规范性引

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章节的编制。

7 陶俊
贵州贵平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负责 6 收费车道、参与 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

8 汪林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院

分析收费系统技术要求；参与 3 术语和定义、附录 A 等章

节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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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起草人 工作单位 本标准主要工作

9 虞思洋
贵州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负责附录 A 的编制，参与 5 基本要求、6 收费车道、7 收

费岛等章节的编制。

10 喻彪
贵州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参与 5 基本要求、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工

作

11 钟剑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所

负责附录 A 的编制，参与 5 基本要求、6 收费车道、7 收

费岛等章节的编制。

12 冯旭
贵州贵平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参与 5 基本要求、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工

作

13 杨洋
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直属支队
参与附录 A 等章节的编制工作。

14 安自学
贵州贵平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负责 6 收费车道、参与 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

15 全圣彪
贵州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负责 7 收费岛参与 5 基本要求、参与 6 收费车道等章节的

编制

16 李恒煜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所

负责 7 收费岛参与 5 基本要求、参与 6 收费车道等章节的

编制

17 朱辉
贵州省交通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执法支队

负责 7 收费岛参与 5 基本要求、参与 6 收费车道等章节的

编制

18 戴沈松
贵州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参与附录 A 的编制工作。

19 刘东
贵州贵平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参与 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工作

20 吴玉兰
贵州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参与 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工作

21 许高
贵州贵平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参与 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工作

22 陈静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

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

参与 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工作

23 杨裕成
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

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 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工作

24 吴祖松
贵州贵平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参与 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工作

25 谭正宇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

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

参与 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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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起草人 工作单位 本标准主要工作

26 陈登亮
贵州省公路建设养

护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 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等章节的编制工作

三、编制方法及主要编制过程

编写组采用文献调研、走访座谈相结合的方法，就收费岛最优尺寸、雨棚

轻量化设计方法、收费系统技术路线、机电设备集成思路等行业共性问题开展

专题论证，并邀请专家进行论证和指导，并在总结国内高速公路收费站数字化、

智能化、集约化多年来相关科研成果和工程经验，参考已有标准的基础上，完

成了标准的编制。

起草单位多次组织高速公路运营公司、交通科研院所、ETC 设备厂商等部

门专家、设备研发生产制造者进行研讨，交流和沟通。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 2024 年 3 月 10 日，由贵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贵州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标准起草启动会，贵州贵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交通

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贵州省交通规划勘案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

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参加。会上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并结合前

期贵州交通厅科技项目《收费站窄岛化建设方案研究与评价分析》工作基础，

确定了本标准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明确了标准边界和标准结构，制定了标

准编制计划及任务分工。

（2） 2024 年 3 月 26 日，为更好的推进标准制定，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

究院组织展开了标准编制专家咨询会，论证收费岛最优尺寸、雨棚轻量化设计

方法以及智收费系统集成思路等行业共性问题，诚邀了来自设计、集成、运营

等单位的行业专家代表参会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2024 年 3 月-5 月，起草组前往安徽方兴大道收费站、湖北点军收费

站现场调研，并采用文献调研的方式调研了广州三元里、湖北宜昌高岚、湖南

宁韶高速南田坪、杭金衢高速浦江、重庆 G65 包茂高速巴南、云南昆石大叠水

等窄岛化收费站岛宽和机电系统集成情况以及青海扁门、甘肃甘棠等轻量化雨

棚建设情况，总结凝练其技术方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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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4年 5 月 10日，起草组召开了标准技术研讨会对标准稿进行讨论，

并重点对收费系统技术现状和发展等进行了讨论，调整了标准编制原则、标准

架构。标准分为了 1 前言、2 总则、3 规范性引用文件、4 术语和定义、5 总

体要求、6 收费站建设、7 车道建设、8 服务岗亭建设，以及附录 A 主要设备

技术要求和附录 B 施工技术要求等章节。

（5） 2024 年 6 月 4 日，起草组召开了标准技术研讨会，并邀请省交通运

输厅建设养护管理处领导参会，对标准的定位、边界、主要内容、技术路线、

车道建设、服务岗亭建设等内容进行了讨论，确定标准要聚焦收费岛、收费车

道、交通安全设施、天棚等与窄岛化建设密切相关的内容，并优化了标准结构，

调整为 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4 基本要求、5 收

费站规划设计、6 收费系统、7 交安设施、8 其他。

（6） 2024年 7 月 16日，起草组召开了贵平高速收费站窄岛化设计研讨会，

研讨了设计过程中标准缺位情况，论证了天棚立柱、收费车道数量对岛宽和车

道的取值影响。

（7） 2024 年 7 月 17 日，前往综保收费站、百花湖收费站进行收费站无亭

化改造试点调研，再次召开标准技术研讨会对标准稿进行讨论。重点研究了国

内相关机构的收费站建设在研标准，并针对试点经验总结和存在问题分析，结

合收费系统集成化现状，对本指南进行了结构和格式调整。标准格式改为按照

国标 GB/T 1.1—2020 要求编制。结构改为 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

语和定义、缩略语、4 基本要求、5 收费岛、6 收费站规划设计、7 收费系统、

8 交通安安全设施、附录 A（规范性）收费岛布局示例、附录 B（规范性）收费

岛施工技术要求。

（8） 2024 年 7 月 28 日，起草组召开了讨论会（线上），邀请公路院安全

相关专家就设备安全技术要求进行了讨论，结构调整为 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

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缩略语、5 基本要求、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8 交

通安安全设施、9 其他设施、附录 A（规范性）云收费系统、附录 B（规范性）

特情处理系统、附录 C（资料性）收费岛布局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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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4 年 8 月 19 日，省交通运输厅向各有关单位征求《贵州省高速公

路收费站窄岛化设计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的意见。起草组编制形成贵州

省高速公路收费站窄岛化设计技术指南（送审稿）。

（10） 2024 年 10 月 25 日，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召开了《贵州省高速公路收

费站窄岛化设计技术指南（送审稿）》专家评审会，专家组同意指南通过审查，

要求编制单位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报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结

构调整为 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缩略语、5 基本要求、

6 收费车道、7 收费岛、8 交通安安全设施、9 其他设施、附录 A（资料性）云

收费系统。

（11） 2024 年 11 月 19 日，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了指南，形成了《贵

州省高速公路收费站窄岛化设计技术指南（报批稿）》。

四、制定（修订）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规则》、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GB/T 20002《标准中特定内容

的起草》的规定进行编写，同时还主要遵循以下编制原则：

1.依法性原则

从标准的制定程序到标准的条文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不

设定带有地方保护、部门管理权限的条文，也不提出过于强硬的措施要求。

2.先进性原则

在标准涉及的主要技术和性能参数方面，遵循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符合 ETC 联网收费的应用要求和发展趋势。

3.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中的基本要求、收费车道、收费岛设置方法，参照同类同期标准进

行制定，以便使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



7

4.实用性原则

坚持科学、系统、实效为主的原则完成标准的编制工作，符合贵州省地方

地理特点和公众行车需求需求，对当地智慧收费站升级具有现实意义。

（二）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指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现行有效的政策法律、

法规及有关规定。本指南符合国家强制标准 GB 5768.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和交通运输部强制标准 JTG6310-2022《收费公路联网

收费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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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范围

本指南的编制内容，以收费岛为主要规范对象，规定了高速公路收费站窄

岛化基本要求、收费车道、收费岛、交安设施、其他设施等建设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贵州高速公路收费站新建、改（扩）建的窄岛化设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南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本指南引用以下文件的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订）。

《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系列国家标准（GB/T 20851.1～4-201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202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道路交通标线》（GB 5768.3-2009）；

《收费公路联网收费技术标准》（JTG 6310-2022）；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JTG D80-2006）；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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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信息显示设备设置规范》（GAT 993-2021）；

《贵州省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实施指南》（JTT52/01-2020）；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优化调整高速公路收费站收费广场和站房设计相关事

宜的通知》（黔交建设﹝2019﹞121 号）。

3.术语和定义

考虑到本标准中收费站系统、收费车道系统技术要求需与现行收费公路联

网收费技术标准相一致，标志和标线、交通安全设施等需符合现行的《道路交

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道路交通标线》《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等要

求，因此使用现有标准中的相关术语；另外，标准根据收费站窄岛化特点和需

求，增加了诸如自助交易设备、自助/ETC 混合车道、IP 化设备、便携式收费终

端、智慧云舱、云收费系统、收费站窄岛化等术语，参考了同期在研标准进行

了定义。

4.缩略语

对标准正文中多次出现的词语列出了缩略语，提出了 CPC、ETC、MTC、

RSU 等 4 个缩略语。

5.基本要求

提出了收费站窄岛化建设宜在收费公路站级联网收费系统智慧化提升的基

础上进行。当联网收费系统集成安装或由上级系统集中控制和管理，收费车道

可不设收费亭，缩减收费岛宽度，进行收费站窄岛化建设。

提出了收费站窄岛化设计应与高速公路主体工程同步进行。

收费站采用云收费系统设计方案时，设计要求宜符合附录 A。

6.收费车道

车道类型按照收费方式分为 ETC 专用车道、自助/ETC 混合车道、ETC/MTC

混合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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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车道总数及设置、车道宽度等设置要求。按照文件黔交建设〔2019〕

121 号）《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优化调整高速公路收费站收费广场和站房设计相关

事宜的通知》规定：ETC 和混合车道宽度均按 3.5 米，超宽车道宽度按 4.5 米(不

含路缘带宽度或硬路肩宽度)，预留车道宽度按 4.5 米，超宽车道应设置在最外

侧。当混合车道同时为超宽车道时，宽度应按 4.5 米实施。但收费岛窄化后，节

省出来的土地资源可以用于增加收费车道宽度或者扩展车道数量，各站可根据

实际情况，在 3.2~3.75m 之间确定适宜的车道宽度值。

7.收费岛

提出收费岛一般要求，即收费岛的设计和建设必须与收费站的机电系统以

及收费广场的规划布局相协调。收费岛上机电设施宜采用集成化、轻量化、智

能化、IP 化设备，满足收费业务流程智能化水平。收费岛上机电设备应便于快

速检修、维护，开口方式应不影响车辆通行和运维人员安全。应在收费岛后端

区域布设入口广场摄像机，用于车辆稽核和行人、非机动车等事件检测。

因为收费站智能化后，由站级云或者中心云集中控制的车道设备均需要具

备 IP 化远程控制功能，部分 I/O 接口设备，如车辆检测器等可通过 IP 接口转换

设备接入站级云收费系统。由收费车道工控机进行控制的车道设备（包括站级

采用了云收费系统，仍保留了车道工控机的情况），可以采用传统串口或 I/O 口

实现设备控制及数据传输。

收费岛类型根据岛宽分为 4 类，即 A 标准型收费岛、B 无亭中型收费岛、C

无亭紧凑型收费岛、D 软隔离无岛型，并规定了收费岛长度、高度、机修通道、

收费岛施工等要求。

按照《收费公路联网收费技术要求》（2007 年第 35 号公告）规定：ETC 匝

道收费站岛长标准值 48m，一般值 36~60m；MTC 匝道收费站岛长 28m，一般

值 24~28m。目前，所有车道均支持 ETC 收费，在设计收费岛长度时应根据 ETC

的交易特性、超限车辆劝返需求和收费站占地情况等，合理确定收费岛长度。

收费岛高度按照《收费公路联网收费技术要求》（2007 年第 35 号公告）规

定：收费岛高度 0.25~0.30m，收费岛窄化后，为保证岛上设备安全和邻道车辆

通行安全，增加了收费岛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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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化、智能化设备的配置首要任务是实现收费车道基本的收费功能，避

免过分集成降低收费车道运行效率。因此针对 ETC 专用车道收费岛、自助/ETC

混合车道收费岛、ETC/MTC 混合车道收费岛、潮汐收费车道收费岛，提出了收

费系统设备的要求、收费岛类型的选取原则等。

8.交通安全设施

交安设施应遵循《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D81）、《道路交通

标志和标线》(GB5768.2-2022)、《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

(JTGD80)和本省相关收费站建设要求。新建收费站的安全设施必须与收费站土

建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设置潮汐车道的收费广场，

应设置标志、标线、活动护栏等安全设施，给车辆提供明确引导及提示，确保

车辆安全行驶。

从交通标志、标线、其他设施等方面提出了针对窄岛化收费站的特殊设计

要求。

9.其他设施

规定了收费天棚、智慧云舱的设计要求。

收费天棚可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及车道特情处理情况，采用简约化方案，可

设置在 ETC/MTC 混合车道涉及人工停车缴费/取卡区域。收费天棚可采用装配

式结构。ETC 专用车道范围可不设置收费天棚，但要确保岛上设备防护等级满

足当地气候特点要求。自助/ETC 收费车道或 ETC/MTC 收费车道，收费天棚可

只设置在停车缴费或取卡区域。

为减少收费站的用地面积，缩短建设难度和工期，降低收费站建设成本，提

高收费广场运营管理效率，可在收费站建设智慧云舱。当收费站监控室距离收

费广场距离较近，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处理特情时，智慧云舱和收费监控室可

合设一处。智慧云舱宜设置在出口外广场路侧，面朝收费广场。土建条件受限

时，可适当调整位置。结合车流量和收费特情量的情况，合理确定智慧云舱面

积、工位数量和工作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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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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扩大标准宣贯的对象和范围

标准宣贯的对象可涵盖高速公路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相关部门，设备

生产制造商，以及设备测试企业，使标准宣贯具体到岗位。

宣传渠道方面，可通过省厅建养处、科技处、省内高速公路集团、建设项

目办等多种渠道，建成立体化、多形式、广泛的标准宣贯网络。

（二）开展标准宣贯培训

在省厅组织协调下，积极开展本标准的宣贯培训，使得业务人员、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及时了解、熟悉本标准，提高采标人员的标准应用水平，充分发

挥本标准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三）推进标准的有效应用

开展标准在实际道路环境下的测试，验证收费岛窄化的可用性，发现本标

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利于修订和完善标准，保障标准在应用中发挥

有效作用，促进对标准成果和试点应用经验的宣传与推广，实现技术研发、实

际应用与标准研制的有机互动。

（四）过渡期建议

本标准正式发布后进行标准宣贯的对象涵盖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高速公

路建设部门、设备生产商、集成商等。过渡期建议为 12 个月。

八、其他应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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