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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杆的标准现状及其标准化建议 

徐 韬 

中电科公共设施运营有限公司  上海 

【摘要】综合杆是指通过使用新型、有效、安全可靠的通讯方式,完成对多种设备的集成控制与管理的

系统。文章通过梳理综合杆的构成、功能。针对综合杆标准现状,梳理了综合杆的标准化要求。在明确概念、

统一标准、网关标准化、技术结合实际、管理平台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给出了一些具体应用思路与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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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composite pole and its standardization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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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integrated pole is a system that completes the integrated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a variety of equipment by using a new, effective, safe and reliable communication mode. This paper combs 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integrated ro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grated rod standard, the 
standardization requirements of integrated rod are sorted out. Some specific application ideas and opinions are 
given in terms of clarifying the concept, unified standards, gateway standardization, combining technology with 
practice, management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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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杆概述 
城市综合杆由多功能杆及综合设备柜、综合电

柜、综合管路及附属设备等以及杆上和机箱下的搭

载载体、电缆管道、电力供应和服务保障等构成，

属于新型公用设施[2]。 
综合杆以主、辅助杆为主体，在实现智能交通

照明和交通信号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增加功能单元，

既实现一杆多用（合杆），也支撑各种功能设施的

管理和互动，其重要功能包括： 
（1）智能灯光管理（照明开关、调光、故障上

报、信息采集等）； 
（2）道路运行管理（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牌、

路名牌等）； 
（3）环境信号传感控制功能（感受环境和杆体

的力热声光电、交通等参数）；[3] 
（4）公共通信接口功能）； 
（5）城市公共服务（信息发布、环境监测、井

盖监测、通信基站、景观花篮等）； 

（6）公共信息及公共服务系统（公众广播电台、

图文互动、一键求助设施等）； 
（7）智能安全功能（治安防护摄像头等）； 
（8）其他的科技功能（比如智能充电桩等）； 
综合杆已成为城市物联网连接入口，是智能城

市中信息收集、信息传递、公共信息发布的重要智

能节点。 
2 综合杆标准现状 
国际上，欧美、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综合杆工程

开展较早，但主要还停留在智能路面行驶控制和路

面灯光控制系统的技术层次。智能路面运动控制的

路面灯光管理系统在美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发达国

家的地方都有不少的应用，集成灯光、基站、噪声

感应器的综合杆在国家都已安装。对于规范方面,落
地的综合杆规范非常少，只有关于智能交通照明控

制系统的规范，比如 TALQ 技术规范。国内部分省

市也于二零一五年前后相继进行了道路交叉口的整

治政策研发。由于资金、政府支持等各种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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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都未能大幅推进。上海在 2018 年开始了中心城

区 100km 综合杆工程，至此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开始

了"城市综合杆"工程较大规模的推广。目前，我国

城市综合杆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江苏、

四川、湖北等省份均有部分使用，而关于综合杆的

国家标准才刚刚开始，详见表 1、表 2。 
从表一、表二看出,目前中国杆标准主要以技术

标准、团体标准和地方技术标准为代表，学会、协

会、联盟和产业机构起到了很大的影响。T/CALI08
02—2019《多功能杆技术规范》侧重于综合杆的产

品要求，并未涵盖其中的工程建设和运维工作方面

的具体内容。另外，在表二中还可以看到，上海地

区、深圳、江苏等主要城市在路面整体综合杆规范

编制领域是先行者。《上海地区市路面合杆整改施

工管理技艺导则（试用）》是在上海地区市住宅和

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监督管理委员的积极组织者下制

定的，遵循“多杆合一”“多箱合一”“多头合一”

集约化建设原则上，实行各种路杆的集成整体统一

规范。另外，上海地区市还制定了《上海地区市路

面整体综合杆工艺规范要求（试用）》、《上海地

区市路面整体综合设施箱要求》和《上海地区市综

合杆工程和运营养护标准》等标准。T/SPIA001—2
019《智能杆体系构建与运维工艺规范要求》不仅仅

对杆体、挂载装置、供水、电磁兼容、漏电保护、

防雷、抗风、防腐蚀等给出要求，还包括建造施工

管理包括运维。《广州城市智能灯杆及路面合杆整

治施工技术导则》明确了路面合杆的功能特点、体

系布局条件、杆体设置条件、智能照明标准、附属

装置设计及其建造技艺和安全管理工作运维要求。 

表 1  城市综合杆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引用列表 

序

号 

专

业 

对应主要标准 

杆件 管线 点位 基础 

01 

道

路

照

明 

《道路照明灯杆

技术条件》（CJ/T 

527—2018）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

规划规范》（GB50289

—2016）《电力工程电

缆设计标准》

（GB50217—2018）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

2015）《道路照明工程建设技术规程》

（DG/TJ08-2214—2016）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50007—2011） 

02 

交

通

安

全 

《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50009

—2012)《钢结构

设计规范》

(GB50017—2017) 

《城市建设工程管线

整体综合计划标准》

(GB50289—201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定与施工技术规

范》(GB14886—2016)《高速公路交通

标志和标线》(GB5768.1-8—2018)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50007—2011） 

03 

智

能

交

通 

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50009—

2012)《钢结构设

计规范》

(GB50017—2017)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

规划规范》（GB50289

—2016）《通信管道与

通道工程设计标准》

（GB50373—2019）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标准》

(GB50688—2011)(二零一九年版)《闯

红灯自动记录管理系统通用技术要

求》(GA/T496—2014)《城市道路交通

电子智能监控登记管理系统通用技术

要求》(GA/T497—2016)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50007—2011)《城

市道路公共安全交通管

理外场机械基础设施建

筑的通行规定》(GA/T65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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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目前我国主要的综合杆标准情况 

标准编号 标准规范名称 

T/CIES XXX—20XX 多功能综合杆系统技术规范（制定中） 

T/CALI 0802.1—2019 T/CALIO8O2.2

—2019 

综合杆技术规范第一项:一般要求与实验多用途杆技术标准,第二项:技术服务平台

规范与实践 

T/CALI 0802.3—2019 综合杆技术第三项:灯柱的一般规定与测量技术 

T.CALI0S02.4—2019 综合杆技术规范的第四项:通信协议与公用电话接入功能要求以及测试 

T/CALI0S02.5—2019 综合杆技术规范第五项:传感器结构以及测量 

T/CALI0S02.6—2019 综合技术规范第六项:公共数据的要求和测试 

T/CALI 0802.7—2019 T/CALI 0802.8

—2019 

综合杆技术标准第七项:摄像头需求与测试 

综合杆技术标准第八项:充电桩需求与测试 

T/CSA057—20XX 多功能杆功能模块的組装调试規范标准 

T/CSAXXX—20XX 多功能杆接口技术要求（拟立项） 

T/CSAXXX—20XX 多功能杆通信接口要求（拟立项） 

— 上海市高速公路合杆整改指导意见 

— 上海市道路综合杆技术要求（试行） 

—— 上海市道路综合设备箱技术要求 

— 上海市综合杆工程和运营管理技术规范 

T/SPLA 001—2019 综合杆网络开发及运维技术标准 

— 深圳市多功能杆智能控制系统科技研究与工程中心規范 

— 深圳市多功能杆系统技术规范及工程标准 

— 广州市智慧灯杆与道路合杆整治的技术指导 

T/GZBC 13—2019 广州智能灯柱(多功能杆)系统技术规范和重点工程建设标准 

— 广东省智慧灯杆及工程題设规范指引（新定中） 

DBJ 15 XX—2019 GBTXXXX—

20XX 

国家智能路灯杆技术标准(制订中)都市公共设施信息服务——智慧路灯照明基本

信息内容 

— 江苏省城市照明公司智能灯杆使用指南 

— 江苏省多功能杆智能控制系统科技与工程建设規范 

 
3 标准化工作的建议 
综合杆系统能够有效减少道路杆体林立的乱

象，节省地面和空气资源，将积极促进城市市政发

展集约化、基础建设现代化、服务快捷化以及城市

交通管理精细化的发展趋势。规范化、标准化，对

综合杆的应用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针对中国综合杆规范制订尚处在萌芽时期的现状，

本文就该规范提出以下意见，供大家借鉴。 
（1）综合杆的概念、结构等急需明确概念，以

便于进一步的标准化。 
（2）综合杆的网关作为关键设备，它具有本地

连接与远程智能城市控制系统间的衔接功能，且其

实现的功能、结构等都非常具有标准化的必要。 
（3）综合杆杆上承载的都是不同行业的专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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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如果此类设备遵循了相应行业标准的规范，其

技术特点就不能重复标准化。 
（4）综合杆综合系统建设工作还不能规模化进

行，其和所有功能部分及其网关间的软件连接也不

能过早地进行规范。系统设计时要全面考虑后期的

运维工作，不但应具有全寿命资产管理系统的功能，

更要具有对各种外场设备工作状态的数据收集与报

警功能。 
（5）大力培育全面复合型电气人员，使之掌握

专业知识，并具有前期沟通、技术咨询等项目执行

技能，在现场项目中更有效的处理各种情况。 
随着综合杆系列科技和产品的持续开发，以及

中国综合杆技术相关国家规范、行业规范、地区标

准的出台和执行，综合杆将在智能城市发展中起到

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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