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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路交通标线的逆反射亮度系数测量是保证道路交通标线可视性'进一步提高道路交

通安全的重要环节!为验证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测量逆反射亮度系数的可靠性!对

比手持式逆反射标线测量仪与车载式标线测量仪的适用性!使用便携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

仪与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分别进行试验!采集某道路的标线逆反射亮度系数$对比

测量试验数据发现!两设备各测点的数据基本吻合!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在稳定性

和测量精度方面都已达到试验要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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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在实际路况中对车辆起着

引导%分流%警示和限制的作用#是交通安全中至关

重要的工具$逆反射型道路交通标线结构简单%施

工便捷且造价低廉#是道路工程中应用范围最广%应

用时间最久的交通标线#其主要原理是通过涂敷的

反光玻璃珠对车辆灯光的反射实现夜间优良的可视

性$对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亮度系数的测量是保证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保障交通

安全至关重要的一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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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正常使用期

间白色%黄色逆反射标线的逆反射亮度系数分别不

应低于
3#

%

/#+;B

.

+

12

.

9h

10

#欧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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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标线材料+++道路标线性能及测试方法(对逆

反射亮度系数和漫反射亮度系数都作了要求$上述

两部标准中所用的测量设备均为手持式逆反射标线

测量仪$手持式逆反射标线测量仪自研发以来经过

了长年的现场检验和技术改进#测量技术相对成熟#

且便于携带#一直是市场主流测量设备$车载式道

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将车辆与测量设备相结

合#操作便捷#省时省力#不仅大大提高了测量效率#

而且能快速采集大量数据#这些优点使该设备一经

推出便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工程技术人员的关注$国

外对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已开展了大

量研究#研制了相对完善的设备#但国外设备昂贵#

引进成本过高$而国内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

测量仪还处于发展初期#需大量理论依据及试验数

据支撑$该文采用便携式标准测量方法及车载式测

量方法分别对道路交通标线进行测量#验证车载式

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的可靠性#为推进车载

式标线测量方法的研究提供技术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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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方法分析

$%$

"

静态测量方法与动态测量方法

2#0#

年#国家道路与桥梁工程检测设备计量站

建立了中国首个逆反射亮度系数量传溯源体系#实

现了标准量值的承载与复现#解决了逆反射标线标

准器%逆反射标线测量仪等标准器%测量仪的量传溯

源难题#统一了行业量值$此后#逆反射亮度系数测

试装置的相关研究陆续得以发展#手持式逆反射标

线测量仪已成为中国检测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亮度

系数的主流设备$

手持式逆反射标线测量仪体型较小%便于携带#

既可用于实际道路标线静态测量#也可用于室内相

关静态测量试验研究$该设备完全由测量人员手动

操作#测量过程可控性强#加上该设备经过长期的市

场检验#测量方法相对成熟#测量结果可靠$然而#

随着交通建设的不断发展#道路规模不断扩大#据不

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新建和改%扩建道路工程项目中

施划的路面标线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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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逆反射标

线测量仪受人力限制#无法满足如此巨大%日益增长

的测量需求$此外#中国现有道路标线测量方法主

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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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

求和检测方法(#该标准中标线采样的方法为!图形%

字符或人行横道线测量原理相同#这里暂不作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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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测量范围小于或等于
0#C+

时#以整个测量范

围为一个检测单位#在标线起点%终点及中间位置选

取
"

个
0##+

为核查区域#再从每个核查区域中随

机连续选取
0#

个测试点-测量范围大于
0#C+

时#

取每
0#C+

为一个检测单位#分别选取核查区域和

测试点$按照该方法获得的数据量较少#只能粗略

判断标线的逆反射性能#对于进一步分析标线各部

分质量的作用有限$同时#为保证道路测量作业的

安全性#使用手持式逆反射标线测量仪进行静态测

量时需对测量路段进行封闭#影响车辆通行$

经过国内外研发人员的努力#车载式道路交通

标线逆反射测量仪已趋于完善并开始投入使用$车

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将车载设备与测量

设备相结合#使用车载设备进行测量过程的测点控

制#能以设定的频率不间断采点的方式动态采集整

条道路标线上的逆反射亮度系数#其操作便捷#测量

速度快-采取软%硬件相结合#可快速采集并导出数

据$更重要的是#使用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

测量仪进行测量无需封路#可极大减小测量过程造

成的道路交通负担$目前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

射测量仪的价格较高#投入使用的数量少#测量过程

中需考虑光线环境及车速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且国

内没有正式发布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因此尚未普

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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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研究情况

对于逆反射亮度系数测量装置的研发#国外早

于国内#其测量技术更先进#测量方法更完善$国外

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的相关研究也先

于国内#其技术更完善$早在
2#00

年前后#丹麦

5:9<@

公司就推出了
P8P1)

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

逆反射测量仪#其基于相机%数码图像等处理技术#

通过更改配件可适配各种类型车辆#是专用于道路

标线逆反射亮度系数测试的设备$其操作简单#可

实现双线测量%日间和夜间可见度的相关测量$

国内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的研究

才刚刚起步$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于
2#02

年初步研制成一套道路交通标线光度性能动态快速

检测设备$

2#04

年#四川京炜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进

行相关研究#推出了
6:<=>)0

车载式道路交通标

线逆反射测量仪#建立了较完善的测量系统$

2#2#

年#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编写'车载式道路交

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实施细则(#为车载式道路交通

标线逆反射测量仪的动态逆反射亮度系数量值溯源

提供了一种方案$

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已成为道路

交通标线逆反射亮度系数测量的发展趋势#其智能

化%自动化%数字化的特点将使道路交通标线的光度

性能测量更高效%便捷$下面通过手持式逆反射标

线测量仪与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测量

数据对比分析#研究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

量仪的测量准确性及重复性#进一步优化道路交通

标线逆反射亮度系数测量方法$

&

"

比对试验

试验所采用的手持式逆反射标线测量仪为巴西

%('UP,e

的
)\Q\6P

#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

射测量仪为四川京炜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_

5

6P\

!见图
0

"$在综合考虑试验场地的平整性%车流

量等试验安全信息的前提下#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

区环港路上选取
0

条干燥%平整的路段作为试验路

段#其中采集数据路段标线为超车道左幅白色连续

标线$在试验路段上#使用钢卷尺测量
-##+

距离

作为采集数据路段#并在每
/+

处作标记$

图
$

"

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

&%$

"

静态测量

按照每
/+

一个测点#测量
-##+

试验路段标

线逆反射数据$除测量测点数据外#还测量测点相

邻前后位置的数据#排除异常数据!超过测量值

0#G

"后#把所测数据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测点的测

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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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测量

测试车以
/#C+

&

I

的速度#到达起始标记位置

时按下车载设备开始键开始测量#到达终点标记位

置时按下停止键停止测量#并存储测量数据$以该

方法重复测量
2

次#分别存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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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与分析

手持式逆反射标线测量仪和车载式道路交通标

线逆反射测量仪的测量数据对比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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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逆反射标线测量仪和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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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反射测量仪的比对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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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测量 动态测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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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态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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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测量 动态测量
0

动态测量
2

动态测量
"

0 2!.## 2!.04 !#.43 1 !! 3/.## 42.2# 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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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2.## 22.!4 #.## 22.$4 /$ !".-$ "#.4- !0.4" "$.#-

0/ 04."" 20.-2 2$.24 2/.3$ /3 -#.-$ /4.3/ !3.2! /4.!0

0- 2!.## 2#.23 2"./" 2-.$/ /4 "".-$ "4."3 "$.4$ "!.#0

0$ 2!."" 04.0" 22.4/ 24.-2 -# !-."" "/.!- !#.$- "$.0!

03 2-.## #.## 2".02 2".!2 -0 2$.## "/."! "3.-2 !#.0/

04 22.-$ #.## #.## 2!.33 -2 2!."" "2.-$ "0.$2 "/.24

2# 20.## #.## 2".20 2#.0- -" 2!."" "2."/ "4.-# 24.4-

20 20.## 2#."2 2!.02 2".-- -! 2-."" "$.2- "#.40 !0.#$

22 2#.## 2#."/ 2!.0/ 2/.0/ -/ "$."" "4.-!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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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 2".0/ 2$.4/ 22.-- $2 /".-$ /".3/ !#.4- /0.""

"# 03."" "#./- !".0! !2.!0 $" !!.-$ "3.4$ "3.22 "4.2-

"0 20.## 23.0! !".2" !#.// $! "#.-$ !0.-4 "$.-$ !/./"

"2 0$.## 2-."/ "-.0" 2!.-! $/ !0."" /2.$! /#.4! //.$4

"" 04."" 2$./2 "0."$ 2$.!# $- "$.""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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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2! 2/."0 "#.$4 $3 /2.## "3.-" !/.3/ !#.40

"- 2#.## 20.3# 2!.2$ 2-."2 $4 /3.-$ !$.-$ !/.4! !-.3$

"$ 0-.## 2#."4 2!.#- "3.04 3# !!.## /".!0 /!.-- /-.$2

"3 20.## 2-."# !3.4# 2$.2# 30 /".-$ /!.$/ /-.$2 /".3#

"4 03.-$ 20.!# 20.0# 2/.-" 32 /#."" !$.$2 !4.20 !4.!/

!# 0-.## 20.#2 2".33 22.3- 3" -"."" /$.32 /-.-- //."/

!0 2".## "3.44 -2.#0 --.$0 3! 33."" /-.2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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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0.$- $4./4 3".$- 3- 0#".-$ 0#4.2" 0#3.4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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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点位
逆反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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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测量 动态测量
0

动态测量
2

动态测量
"

测量点位
逆反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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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测量 动态测量
0

动态测量
2

动态测量
"

3$ 0#4.## 00/.!/ 003.24 44./- 0#! 0#!.-$ 00-."# 002.$# 00!.##

33 0"#."" 0#!.-/ 00/.43 0#/.#! 0#/ 0#!.## 02$./- 000.4/ 023.0-

34 00$."" 002.4" 4$.-" 0#4.00 0#- 023.-$ 0!2.#$ 02!.40 024.-"

4# 4"."" 3#.!! 4".0! -#.3/ 0#$ 00!.-$ 0"4.!3 020.3! 002./#

40 0##.-$ $2.40 -4./! $0.#2 0#3 0#/."" 0"-.0$ 0/-.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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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4" 4-./$ $$."3 002 0!!.-$ 0/!.24 0/2.0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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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 $$.-! $3.!/ 00! 0!-."" 0-/.-/ 0//./$ 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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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33.-$ 3".-- 4#./" 3!./# 00- 022.-$ 0/4./" 0"!.-0 00/./3

0## 4-.## 3/.!! 34.44 40.23 00$ 020.-$ 0-3.20 02#.-! 0/!.-!

0#0 42.## 3$.!/ $/.$- 4#.!- 003 0"".-$ 0--.#$ 02".-" 0$2.-$

0#2 4"."" 40.-- $/./! 4-.2! 004 02/.## 03/.$3 0//.3! 0-$.$"

0#" 4#.-$ 0#0.-! 3!.-3 0#2.!! 02# 02$."" 0-!.0# 02-.02 0/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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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逆反射标线测量仪和车载式道路交通

"""

标线逆反射测量仪的比对试验数据

从图
2

可看出,在测点
0#4

之前#车载式道路交

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的测量值和手持式逆反射标线

测量仪的测量值基本吻合#说明车载测量设备的测

量精度与测量稳定性较好-在测点
0#4

之后#两者数

据出现较大差异#这是因为测量终点位于路口#测试

车在终点前必须减速刹车#造成车辆%车载测试设备

测试探头前倾#测试角度发生变化#导致其测量值与

手持设备测量值的差异较大$另外#每次减速刹车

为人工操作#力道并非一致#导致测试角度变化并非

一致#所以
"

次测量值也存在一定差异$

'

"

结语

车载式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测量仪是道路交通

标线测量方法的大趋势#目前该测量设备在重复性%

测量精度等方面已趋于成熟$但在测量时由于车载

设备的加速%减速过程中容易造成测量设备倾斜#影

响测量结果$因此#应注意测量设备安装牢固性#选

用挠度小的安装配件#减小加速%减速过程中的倾斜

情况-其次在测量过程中缓慢加速%减速#尽量以恒

定的速度通过测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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