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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基于机器视觉的隧道视频事件检测系统对于公路运营单位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和控制事态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当前国内视频事件检测系统品牌较多，检测功能和检测精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根本

原因是视频识别核心算法存在差异，导致其对应的测试方法较难统一。 

本文件明确了公路隧道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测试过程、方法和要求，其编写目的是通过系统准确

性和可靠性的评价，提升隧道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本文件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反馈至广东交科检测有限公司(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广从八路1180号，邮政编码: 510080) ，以便修订时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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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隧道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测试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隧道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的检测项目、检测要求和检测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单向通行的隧道段所使用的后端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其他交通事件视频检

测系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789—2012  视频交通事件检测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789—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交通事件视频检测 video traffic incident detection  

采用图像处理、目标识别和目标跟踪等技术进行道路交通事件和交通参数检测的一种手段。 

 

异常停车事件 abnormal-stop incident 

车辆在道路上由行驶改变为静止状态，且静止时间不小于某一设定值的交通事件。 

 

行人事件 pedestrian entry incident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或其他禁止进入的区域，且行走时间或行走距离不小于某一设定值的交通事件。 

 

抛洒物事件 loss incident 

车道上物体从行驶车辆上遗落在车道上，干扰车道通行，且其状态持续时间不小于某一设定值的交

通事件。 

 

火灾事件 fire incident 

道路上出现肉眼可辨识的烟雾或火焰，且其状态持续时间不小于某一设定值的交通事件。 

 

摩托车事件 motorcycle entry incident 

摩托车驶入机动车道或其他禁止进入的区域，且行驶时间或行驶距离不小于某一设定值的交通事

件。 

 

拥堵事件 jam incident 

道路上出现单车道或多车道拥堵状况，影响道路畅通的交通事件。 

 

施工事件 construction incident 

道路上出现围闭单车道或多车道或紧急停车带进行施工作业的事件。 

 

重复告警 duplicate alarm 

系统对发生在同一时间地点的同一个事件反复多次的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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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报率 rate of failed alarm 

系统在正常工作状态中，交通事件发生但未能检测并告警的次数占实际发生交通事件总次数的比

值。 

 

准确率 rate of accurate alarm 

系统在正常工作状态中，非重复正确告警次数占系统产生的告警总次数的比值。 

 

及时性 timeliness 

系统在正常工作状态中，满足交通事件的自动检测及告警的响应时间要求。 

 

模拟隧道环境 simulated tunnel environment 

实体隧道试验场或通车隧道封闭路段等不易受外界因素干扰的场地。 

 

营运隧道环境 operation-period tunnel environment   

交工并已经投入使用的隧道路段环境。 

 

试验测试 pilot testing 

系统在模拟隧道环境下进行的验证其功能和性能的测试。 

 

验收测试 acceptance testing 

系统投入使用前，验证其能否在实际使用环境中正常运行的测试。 

 

周期测试 maintenance testing 

系统投入使用后，为确保其长期稳定运行，定期对系统性能进行核查的测试。 

4 基本要求 

测试流程 

4.1.1 公路隧道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以下简称为“视频检测系统”）检测一般工作流程分为工作

准备、现场测试和检测结果评定三个阶段。 

4.1.2 工作准备阶段应开展资料准备、方案编制和试验筹备等工作。其中，方案编制应根据测试对象、

测试项目、测试环境、测试频率等，进行编制。 

4.1.3 现场测试阶段分为功能要求检查和性能测试两个阶段。当功能要求检查满足要求后，方可进入

性能测试阶段。性能测试分为试验测试、验收测试和周期测试三种类型。 

4.1.4 检测结果评定阶段应开展数据统计、结果评定和报告编制等工作。其中，结果评定根据检测数

据统计分析，得出检测结论。 

测试器具 

视频检测系统现场测试器具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视频检测系统试验测试阶段器具要求 

序号 测试器具及辅助设备 要求 

1 标准时钟 支持标准 SNTP协议，支持网络校准 

2 测距仪 计量特性：（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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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视频检测系统试验测试阶段器具要求（续） 

序号 测试器具及辅助设备 要求 

3 测试车辆 测试车辆应包括小客车、货车、施工车辆等 

4 测试用烟饼 
烟饼发烟颜色宜为白色； 

计量特性：（50～80）g 

测试隧道环境 

4.3.1 根据性能测试场景要求应分为模拟隧道环境与营运隧道环境。 

4.3.2 试验测试可在模拟隧道环境中进行，且应具备良好的光照条件，隧道内测试环境照度不小于 50 lx。 

4.3.3 验收测试和周期测试应在营运隧道环境中进行。 

视频和网络传输质量 

4.4.1 视频质量 

视频源应为数字视频信号，图像分辨率应不低于1280×720，且宜满足1920×1080以上。视频码率应

不小于1Mbps，帧率宜不小于25帧/s。 

4.4.2 网络传输质量 

视频检测系统的网络环境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网络带宽不小于 100Mbps； 

b) 网络时延峰值不大于 400ms； 

c) 平均时延不大于 50ms； 

d) 丢包率不高于 0.1%； 

e) 丢帧率不高于 20%。 

5 系统功能要求  

交通事件检测 

视频检测系统检测类型应包含但不限于异常停车事件、行人事件、抛洒物事件、火灾事件、摩托车

事件、拥堵事件和施工事件的检测。 

事件自动告警 

视频检测系统应能自动进行交通事件检测、输出检测结论并以声音及弹窗等不同形式进行告警提

示。 

事件信息记录 

视频检测系统应能将检测到的全部交通事件信息进行记录、保存并导出。信息应包含事件类型、发

生时间、隧道名称、线路方向、摄像枪编号、摄像枪桩号和车道等。 

事件处置痕迹管理 

视频检测系统应具备告警后人工确认功能，并自动记录系统告警时间和人工处置时间。 

事件图像存储 

视频检测系统应能自动存储所检测的交通事件发生过程的图片及视频数据。数据应含时间属性，视

频拍摄时长应可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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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自诊断 

视频检测系统应能对视频信号丢失、图像质量降低、前端设备故障和网络通讯故障等异常状况进行

自动诊断并提示通知。 

时钟同步 

视频检测系统系应能进行统一的时间源同步，时间源为卫星信号或网络时间协议服务器。 

6 功能要求检查 

功能要求检查为主观评定项目，应按5.1-5.7规定的内容逐项检查。 

7 性能测试方法 

性能测试指标 

7.1.1 漏报率 

针对某一类事件发生但未能检测并告警的次数与某一类事件发生的总次数对比进行统计，按公式（1）

计算得到事件漏报率。 

 𝐶𝑙 =
𝑇𝑙

𝑇𝑡
 ················································································ (1) 

式中： 

𝐶𝑙——某一类事件的事件漏报率； 

𝑇𝑙——某一类事件发生但未能检测并告警的次数； 

𝑇𝑡——模拟隧道环境中某一类事件模拟发生总次数或营运隧道环境中某一类事件实际发生

总次数。 

7.1.2 准确率 

针对某一类事件的正确告警次数与系统告警总次数对比进行统计，按公式（2）计算得到检测准确

率。 

 𝐶𝑎 =
𝑇𝑟

𝑇𝑤
 ··············································································· (2) 

式中： 

𝐶𝑎——某一类事件的检测准确率； 

Tr——某一类事件的正确告警次数，不包含重复告警； 

Tw——某一类事件在系统产生的告警总次数，包含重复告警。 

7.1.3 告警延时 

针对某一次事件在时钟同步条件下视频检测系统告警时刻与事件实际发生时刻的时间差，按公式（3）

计算得到告警延时。 

 𝐶𝑑𝑖 = 𝐶𝑠𝑖 − 𝐶𝑟𝑖 ········································································· (3) 

式中： 

𝐶𝑑𝑖——某一次事件的告警延时，i表示第i次发生的事件； 

𝐶𝑠𝑖——视频检测系统告警时刻，i表示第i次发生的事件； 

𝐶𝑟𝑖——事件实际发生时刻，i表示第i次发生的事件。 

性能要求 

模拟隧道环境下和营运隧道环境下系统不同事件类型的漏报率、准确率和及时性参照下表要求。异

常停车事件、行人事件和拥堵事件等三类事件应满足下表2要求，抛洒物事件、火灾事件、摩托车事件

和施工事件等四类事件宜满足下表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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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异常停车事件、行人事件和拥堵事件检测性能指标要求 

序号 测试指标要求 
交通异常事件类型 

停车 行人 拥堵 

1 漏报率（%） ≤2 ≤2 ≤2 

2 准确率（%） ≥95 ≥95 ≥90 

3 告警延时（s） ≤10 ≤10 ≤30 

表3 抛洒物事件、火灾事件、摩托车事件和施工事件检测性能指标要求 

序号 测试指标要求 
交通异常事件类型 

烟雾 摩托车 抛洒物 施工 

1 漏报率（%） ≤20 ≤5 ≤20 ≤5 

2 准确率（%） ≥90 ≥95 ≥85 ≥90 

3 告警延时（s） ≤90 ≤10 ≤30 ≤10 

试验测试 

7.3.1 测试方法 

试验测试具体步骤如下： 

a) 根据各类型交通事件的模拟试验的需求，选择 4.2中的测试器具进行模拟试验； 

b) 统计每一类型事件的发生情况，并用 7.1中的公式进行计算得到漏报率、准确率和告警延时数

据。 

c) 测试结果应按附录 A.1中测试记录表格式记录并按附录 B生成测试报告。 

7.3.2 模拟试验要求 

各类型交通事件的模拟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异常停车事件：车辆在隧道内行进一段距离后减速，并在检测区域内停车滞留 10s； 

b) 行人事件：测试人员从任意位置走入检测区域或随车驶入检测区域内后下车，并滞留 10s； 

c) 抛洒物事件：人为抛出一定尺寸的物体至路面，所用抛洒物体积为 20cm×20cm×20cm，并在

路面停留 1分钟以上,当测试距离小于 100m时，抛洒物体积宜为为 10cm×10cm×10cm； 

d) 火灾事件：用烟饼模拟车辆起火导致的浓烟，确保烟雾持续时间 2分钟； 

e) 摩托车事件：测试人员从任意位置驶入并经过检测区域； 

f) 拥堵事件：在检测区域内每车道布置 5辆以上车辆模拟拥堵缓行，平均车速为 5～10km/h； 

g) 施工事件：用反光锥在检测区域内连续围闭施工区域。 

h) 模拟试验应在隧道内前端检测设备的有效检测范围内进行。 

7.3.3 测试有效性要求 

测试有效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异常停车事件、行人事件和抛洒物事件的有效模拟次数宜不少于 50次；火灾事件、摩托车事

件和施工事件的有效模拟次数宜不少于 20次；拥堵事件的有效模拟次数宜不少于 10次； 

b) 试验测试应在模拟隧道环境下进行或用按上述要求制作的交通事件标准视频源进行。 

验收测试 

7.4.1 测试方法 

验收测试具体步骤如下： 

a) 本阶段测试由不同型号的测试系统在相同环境下并行测试； 

b) 确定统计时段内某一类事件的实际发生总次数，实际发生的总次数按公式 4计算； 

c) 统计每一类型事件的发生情况，并用 7.1中的公式进行计算得到漏报率、准确率和告警延时数

据，测试结果应按附录 A.2中测试记录表格式记录并按附录 B生成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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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𝑇𝑎 = (𝑆1 + 𝑆2 +⋯𝑆𝑛) − (𝑆1 ∩ 𝑆2) −⋯(𝑆𝑛−1 ∩ 𝑆𝑛) + (−1)𝑛−1 × (𝑆1 ∩ 𝑆2 ∩ …𝑆𝑛) ·············· (4) 

式中： 

𝑇𝑎——某一类事件实际发生的总次数； 

𝑆1、𝑆2…𝑆𝑛——第n套系统的某一类事件正确且非重复告警次数。 

7.4.2 测试有效性要求 

验收测试有效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参与本阶段测试系统应不少于 3种型号； 

b) 检测总时长宜不少于 6个月或累计交通量达到 300万辆。 

周期测试 

7.5.1 测试方法 

周期测试具体步骤如下： 

a) 每一年度抽取已部署视频检测系统的隧道的监控录像，人工对比核查所抽取时间段内实际发

生的交通事件与系统告警事件之间的差异； 

b) 统计每一类型事件的发生情况，并用 7.1中的公式进行计算得到漏报率、准确率和告警延时数

据，测试结果应按附录 A.2中测试记录表格式记录并按附录 B生成测试报告。 

7.5.2 测试有效性要求 

周期测试有效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抽取的监控录像每月宜不少于 12个小时，且宜为每月中交通量最大的 12个小时； 

b) 测试时长时间跨度宜不少于 3个月； 

c) 抽取的监控录像应覆盖检测区域内不少于 20%的监控点位，且不少于 3个监控点位。 

8 记录与报告 

测试记录 

性能测试完成后数据应按附录A记录。测试记录应包含以下信息： 

a) 系统品牌与型号； 

b) 服务器硬件参数，包括 CPU参数、GPU参数、内存容量、硬盘容量等； 

c) 摄像机分辨率 

d) 服务器出厂日期 

e) 系统软件版本； 

f) 实际发生事件信息或模拟事件信息，包含事件类型、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 

g) 系统事件告警信息，包括正告警事件、误告警事件、漏报事件、重复告警事件等； 

h) 测试指标统计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按附录B记录，测试报告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测试基本信息； 

b) 委托单位信息； 

c) 测试、核验、批准人员信息 

d) 测试依据，包括试验所依据的标准规范、规程、设计资料等； 

e) 系统硬件参数； 

f) 测试内容与方法； 

g) 测试数据统计； 

h) 测试结论与建议； 

i) 现场测试图片。  



T/GDHS 014—2024 

7 

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公路隧道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测试现场记录表 

A.1 试验测试现场记录表 

试验测试现场记录表的格式见表A.1。 

表A.1 试验测试现场记录表格式 

________(事件类型)试验测试现场记录表 
被测单位：                                测试品牌与型号：                         

摄像机分辨率：                                                                     

服务器出厂日期：                           系统软件版本号：                        

服务器硬件参数：                                                                   

记录：                核对：                     复核：                日期： 

模拟事件信息 发生次数 

序号 
摄像机

编号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是否及 

时告警 
正确告警 错误告警 漏检 正确重复 错误重复 

1          

2          

3          

4          

5          

6          

7          

8          

合计       

测试指标 漏报率：________%        准确率：________%       及时性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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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验收、周期测试现场记录表 

验收、周期测试现场记录表的格式见表A.2。 

表A.2 验收、周期测试现场记录表格式 

________(事件类型)验收/周期测试现场记录表 
被测单位：                                测试品牌与型号：                         

摄像机分辨率：                                                                     

服务器出厂日期：                           系统软件版本号：                        

服务器硬件参数：                                                                   

记录：                核对：                     复核：                日期： 

实际发生事件信息 发生次数 

序号 实际发生时间 事件位置桩号 
是否及

时告警 
正确告警 错误告警 漏检 正确重复 错误重复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测试指标 漏报率：________%        准确率：________%       及时性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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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公路隧道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测试报告 

图B.1～图B.3给出了公路隧道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测试报告的格式。 

图B.1 公路隧道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测试报告封面格式 

测 试 报 告 

报告编号： 

委 托 单 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单位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 统 名 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 号/规 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批 准 人______________ 

（证书专用章）         核 验 员______________ 

     测 试 员______________ 

测  试  日  期：   年    月     日 

电话： 

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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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 公路隧道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测试报告内页格式 

报告编号： 

测试所依据的技术文件（代号、名称）： 

测试环境条件及地点： 

温度：      相对湿度： 

地点：      能见度： 

前端摄像机参数： 

分辨率：    视频压缩标准： 

电源供应：      防护等级： 

测试使用的设备参数： 

CPU：    GPU： 

内存：     硬盘： 

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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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公路隧道交通事件视频检测系统测试结果内页格式 

报告编号： 

测试结果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一、功能要求 

1.交通事件检测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2.事件自动告警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3.事件信息记录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4.事件响应痕迹管理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5.自动截图和录像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6.系统自诊断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7.时钟同步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二、性能测试要求 

1.漏报率  __________% 

2.准确率  __________% 

3.及时性  __________% 

测试结论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