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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道路交通信号灯

信息服务系统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移动互联网采集、处理和发布道路交通信号灯数据的技术要求，包括参考架构、

基本流程、信息交互内容、数据质量指标要求及计算方法、测试流程、主观评价等方面。

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的开发、集成、验证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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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6-201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 25280-2010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

GB/T 40429-2021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GA/T 1743-2020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T/CCSA 441-2023 车联网服务平台网络安全防护要求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 traffic signal control machine

能够改变道路交通信号顺序、调节配时并能控制道路交通信号灯运行的装置。

［来源：GB 25280-2010， 3.1］

3.1.2

道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系统 traffic signal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指通过采集和处理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并将处理后的数据提供给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完整服务系

统。

3.1.3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数据 traffic signal control data

由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产生的描述交通信号灯状态的数据,包括信号灯相位、灯色和时长等信息。

3.1.4

信号灯数据质量 traffic signal data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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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用于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的信号灯数据满足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及时性等要求的程度。

3.1.5

准确性 accuracy

接收端收到的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数据与交通信号灯实际状态相同的比例。

3.1.6

主观评价 subjective evaluation

从使用者主观感受的角度对服务质量进行的评价,通过定性描述和定量打分的方法实现。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UNIX:综合信息和计算系统(Uniplexed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ing System)

UTC:协调世界时(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

4 系统架构和流程

4.1 参考架构

道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系统参考架构如图 1 所示，应包括交通信号灯数据源、道路交通信号灯

数据源平台、道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和车端，其中：

a) 交通信号灯数据源:负责采集原始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包括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信号

灯数据读取装置等，可参考附录 A。

b) 交通信号灯数据源平台:接收原始道路信号控制数据,并对信号灯数据质量负责的数据源平台。

c)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从交通信号灯数据源平台获取道路交通信号灯实时数据，并

接收车辆实时位置与运动状态数据，通过信息的匹配运算，为车辆提供信号灯实时信息，对

信号灯数据质量负责的服务运营平台。

d) 车端:实时接收信号灯信息的企业及车辆用户，包括用户车辆及车辆生产企业的相关信息化

平台等。

图 1 系统参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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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本流程

系统应具备如下的基本信息交互流程:

a) 区域内连续交叉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数据源应实时上传信号灯数据到交通信号灯数据源平台，

其中数据链路A满足5.1的要求。

b) 交通信号灯数据源平台汇聚各路口实时的交通信号灯数据，进行数据质量分析及数据处理后,

推送到道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其中数据链路B满足5.2的要求。

c) 车端周期性上传车辆位置和状态信息到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其中数据链路C满足

5.3的要求。

d)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根据车辆位置匹配出对应路口的信号灯实时数据。

e) 道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将交通信号灯数据封装后发送给车端，其中数据链路D满

足5.4的要求。

f) 车端接收数据后在车载系统中展示信号灯实时信息。

5 信息交互内容

5.1 交通信号灯数据源上传协议

交通信号灯数据源上传数据至交通信号灯数据源平台,应遵循GA/T 1743-2020的要求。

5.2 交信号灯数据源平台上传协议

交通信号灯数据源平台上传数据至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系统,应遵循GA/T 1743-2020的要求。

5.3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下发信息内容

道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下发给车端的信息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下发信息内容

字段 必要性 类型 说明

timeStamp 必选 Double 时间戳，表示该消息发送的时间戳。为 UNIX 时间戳，1970 纪元后

经过的毫秒数，单位为毫秒。

name 可选 String 路口名称

intersectionId 可选 String 路口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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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字段 必要性 类型 说明

trafficLightSta

tus
可选 integer

路口信号机的工作状态指示。例如：如果参数含义表示'停止计时

状态激活'和'用于硬件故障检测'，那么二进制为

00000000000110，对应十进制为 6，该参数值填写 6。

二进制第 x位数字为 1对应的含义：

0：手动控制状态开启

1：停止计时状态激活

2：用于硬件故障检测

3：优先状态激活

4：信号优先级状态激活

5：固定配时

6：基于交通流状态的配时

7：备用操作，可部分关闭或闪烁

8：故障模式

9：控制状态关闭

movements 必要 Movement 数组 该进口道各运动方向的信号灯灯态集合

Movement

type 必选 Integer

当前转向类型 type：

1：左转

2：直行

3：右转

4：掉头

lightState 必选 Integer

定义信号灯相位的灯色状态。支持 GB 14886-2016 规定的红绿黄三

种信号灯灯色，以及亮灯、 闪烁和熄灭三种状态。

取值范围：

0：不可用

1：黑色（熄灭状态）

2：红色闪烁

3：红色

4：绿色闪烁

5：通行允许相位（通行绿）

6：通行保护相位（保护绿）

7：黄色

8：黄色闪烁

likelyEndTime 必选 Integer 当前灯色剩余时间

nextDuration 必选 Integer
表示该相位状态第二次出现的（固定或预测）持续时长，在相位固

定情况下，即当前灯状态的固定时长

lightStateConfi

dence
必选 Double

灯色状态置信度水平，数值范围 0～100. （%）

likelyEndTimeCo

nfidence
必选 Double

倒计时置信度水平，数值范围 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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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车端上传信息内容

车端上传至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的信息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车辆状态信息交互内容

数据 必要性 类型 备注

longitude 必选 Double 经度，范围±180 度，东经为正，西经为负。单位：10^-7 度。

latitude 必选 Double 纬度，范围±90 度，北纬为正，南纬为负。单位：10^-7 度。

timestamp 必选 Double 发布消息的时间。距 UTC 时间'1970-01-01 00:00:00' 的毫秒数。

speed 必选 Double 速度，单位 0.02m/s；数值 8191 表示无效数据。

heading 必选 Double
航向角，为运动方向与正北方向的顺时针夹角。范围 0~359.9875。单

位：0.0125°。

coordinateSystem 必选 String 坐标系类型,WGS84，GCJ02，BD09，CGCS2000。默认值为 GCJ02。

6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质量

6.1 应用场景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道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场景可分为：

a） A类场景：用于GB/T 40429-2021规定的L3及L3以上的自动驾驶系统的协同感知；

b） B类场景：用于GB/T 40429-2021规定的L2及L2以下的车辆的信息展示或预警提醒的应用

场景。

6.2 数据质量指标要求

交通信号灯数据质量应符合表3的要求，数据质量的测试方法应遵循附录B的要求。

表 3 道路交通信号灯数据质量指标要求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指标要求

A类场景 B 类场景

信号灯灯色准确率 车端接收的灯色与路口实际灯色一致即为准确 ≥99.99% ≥99%

信号灯灯色跳变占比 评估车端接收的灯色状态在相邻采样点之间发生不连续跳变的程度 ≤0.01% ≤0.1%

信号灯倒计时准确率
车辆端接收到的倒计时与实际路口倒计时完全一致（不包括分段配时

路口的配时方案过渡阶段和人工控制模式时间段内）
≥99% ≥95%

信号灯数据发送频率 采样周期内，路侧发送交通信号灯频率的平均值 5Hz 2Hz

丢包率 丢包率定义为所丢失数据包数量占所发送数据组的比率 ≤0.1% ≤1%

系统时延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生成交通信号灯信息到车端收到数据之间的平均

时间差
≤20ms ≤500ms

平均时延抖动 反应分组延迟的最大（平均）变化程度 ≤50ms ≤100ms

路口连续性
车辆行驶通过一个路口时,能够连续得接收到对应路段的信号灯数据的

比率
9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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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指标要求

A类场景 B 类场景

区域可用率
在一个统计周期内,一个定义区域内全部路口中,实际可正常提供交通

信号灯数据服务的路口所占比例
99% 80%

信号灯完整性
评估在各路口各进口道上，车辆是否能够接收到完整的各个运动方向

的信号灯信息
99.99% 99%

7 安全要求

道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的安全要求，宜遵循T/CCSA 441-2023中的第8章的第三级安全

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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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交通信号灯数据上传方式

A.1 信号灯数据采集装置

信号灯数据采集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通过接收电平信号并进行转换，以采集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的数据。

b) 采集器通过串口、以太网等有线方式与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连接。

c) 采集器按标准协议采集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数据,并将其传输至交通信号灯数据源平台。

d) 该装置具备远程管理和配置工作参数的功能。

e) 采取安全防护功能,防止非法访问。

A.2 直接上传

交通信号灯数据直接上传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将数据直接上传至交通信号灯数据源平台。

b) 通过4G、5G等移动网络实现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的直接连接。

c)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应具备标准的数据上传接口。

d) 上传的数据经过安全校验，以确保数据完整性和真实性。

e) 具备处理不同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品牌和型号之间差异的能力。

A.3 云云对接

云云对接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与第三方云平台进行数据对接。

b) 通过标准接口,实时获取第三方平台的信号灯数据。

c) 具备处理不同云平台的数据格式和传输协议的能力。

d) 优先采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安全认证方式。

e) 允许第三方平台调用服务系统提供的开放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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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数据质量测试方法

B.1 指标计算方法

B.1.1 信号灯灯色准确率

通过统计道路交通信号灯的全量数据中的正确信号灯灯色数据的数量，然后除以总采样次数，可

以计算得到信号灯状态准确率。

��� = ����
�

………………(B.1)

式中：

���——信号灯灯色准确率；

����——正确信号灯灯色状态数；

�——总采样次数。

B.1.2 信号灯灯色跳变占比

通过统计道路交通信号灯的全量数据中的灯色跳变次数，然后除以总采样次数，可以计算得到信

号灯灯色跳变次数占比：

��� = ���

�
………………(B.2)

式中：

���——信号灯灯色跳变占比；

���——灯色跳变次数；

�——总采样次数。

B.1.3 信号灯倒计时准确率

通过统计道路交通信号灯的全量数据中的正确信号灯倒计时的数量，然后除以总采样次数，可以

计算得到信号灯倒计数准确率：

��� = ����
�

………………(B.3)

式中：

���——信号灯倒计时准确率；

����——正确信号灯倒计时次数；

�——总采样次数。

B.1.4 信号灯数据发送频率

通过统计一定周期内的道路交通信号灯数据总条数�、第一条与最后一条数据的时间戳差值��,
�/��，可以计算出信号灯数据的发送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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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B.4)

式中：

����——信号灯数据发送频率(单位:Hz)；

��——时间窗口时间戳差值(单位:s)；

�——时间窗口内道路交通信号灯数据总条数。

B.1.5 丢包率

对每一条预先设置好的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报文，若该服务报文缺少接收时间戳则认为发生丢包。

通过对整组信号灯场景信息服务数据报文的丢包情况和单程传输时延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丢包率。

� = �
�

………………(B.5)

式中：

�——丢包率；

�——丢包数；

�——信息报文发送数。

B.1.6 系统时延

对每一条预先设置好的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报文，通过比对云端发送时间戳�����，接收时间戳����

和云端服务器与车端服务器之间的授时固定误差可以得到该服务报文的单程传输时延∆� = ���� −
����� − �����，将统计周期内所有传输时延之和除以信息报文发送数，可以计算得到系统时延。

∆� = �=1
� ∆� ��

�
………………(B.6)

式中：

∆� ——系统时延（单位：ms）；

�� ——单个数据传输时延（单位：ms）；

� —— 数据包总数。

B.1.7 平均时延抖动

由系统时延∆�，可得平均时延抖动�：

� = �=1
� ∆��−∆�

2
�

�−1
………………(B.7)

式中：

∆� ——系统时延（单位：ms）；

�� ——单个数据传输时延（单位：ms）；

� ——数据包总数；

�——平均时延抖动（单位：ms）。

B.1.8 路口连续性

通过周期性统计车辆在经过路口的时候，信号灯场景信息服务报文中的道路交通信号灯数据与实

际道路交通信号灯完全符合的次数，得到连续接收正确数据的次数，然后除以总采样次数，可以计算

得出路口连续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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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B.8)

式中：

��——路口连续性；

��——连续接收正确数据的次数；

�——总采样次数。

B.1.9 区域可用率

基于统计周期内各路口道路交通信号灯数据的在线时间和总路口数量，计算区域内信号灯服务的

可用率：

�� = ���
�� ∗ �

………………(B.9)

式中：

��——区域可用率；

��——各路口在线时间；

��——总路口数量；

�——统计周期时间。

B.1.10 信号灯完整性

区域信号灯完整性指标，表示统计周期内各路口各进口道接收到的信号灯信息的运动方向与实际

道路交通信号灯的运动方向一致的比例。

��� = ���
���

………………(B.10)

式中：

���——信号灯完整性；

��——接收到的各方向有信号灯的个数；

��——实际各方向有信号灯的个数；

B.2 测试流程

B.2.1 信号灯状态准确率测试流程

信号灯状态准确率测试流程见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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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交通信号灯的灯色准确率测试流程

测试目的：

验证车端接收的交通信号灯灯色与实际交通信号灯灯色是否一致。

测试条件：

1. 测试车辆安装了交通信号灯数据接收测试软件。

2.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为测试车辆开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

3. 准备测量设备采集道路交通信号灯实际状态，要求测量设备具备高精度和数据记录功能。

测试步骤：

1. 启动测试车辆，确保测试软件和测量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在不同时间段内，测试车辆重复行驶通过至少 20 个不同的路口。（进口道遍历）

3. 测试软件记录测试车辆接收到的交通信号灯的灯色状态。

4. 测量设备记录交通信号灯的实际灯色状态。

5. 每次行驶通过路口时，至少采集 50 条交通信号灯状态数据。

6. 比较测试软件记录的灯色状态和测量设备记录的实际灯色状态，计算每次测试的准确率。

7. 重复上述步骤，至少进行 30 次独立测试。

通过条件：

交通信号灯的灯色状态准确率均值应不低于 99.99%。

B.2.2 信号灯灯色跳变占比测试流程

信号灯灯色跳变占比测试流程见表 B.2。

表B.2 交通信号灯的灯色跳变占比测试流程

测试目的：

验证车端接收到的信号灯灯色跳变的占比是否满足要求。

测试条件：

1. 测试车辆安装了交通信号灯数据接收测试软件。

2.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为测试车辆开启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

3. 准备测量设备采集道路交通信号灯实际状态，要求测量设备具备高精度和数据记录功能。

测试步骤：

1. 启动测试车辆，确保测试软件和测量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在不同时间段内，测试车辆重复行驶通过至少 20 个不同的路口。

3. 测试软件记录测试车辆接收到的交通信号灯的灯色状态。

4. 测量设备记录交通信号灯的实际灯色状态。

5. 每次行驶通过路口时，至少采集 50 条交通信号灯状态数据。

6. 比较测试软件记录的灯色状态和测量设备记录的实际灯色状态，计算每次测试的灯色跳变占比。

7. 重复上述步骤，至少进行 30 次独立测试。

通过条件：

交通信号灯的灯色跳变占比均值应不高于 0.01%。

B.2.3 信号灯倒计时准确率测试流程

信号灯倒计时准确率测试流程见表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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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交通信号灯倒计时准确率测试流程

测试目的：

验证车端接收的交通信号灯倒计时与实际交通信号灯倒计时是否一致。

测试条件：

1. 测试车辆安装了交通信号灯数据接收测试软件。

2.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为测试车辆开启了数据推送服务。

3. 准备测量设备采集交通信号灯实际状态，要求测量设备具备高精度和数据记录功能。

测试步骤：

1. 启动测试车辆，确保交通信号灯数据接收测试软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测试车辆重复行驶至少 20 个不同的路口。

3. 测试软件记录测试车辆接收到的交通信号灯的倒计时数据。

4. 测量设备记录交通信号灯的实际倒计时。

5. 每次行驶通过路口时，至少采集 50 条交通信号灯倒计时数据。

6. 比较测试软件和测量设备的结果，计算准确率。

7. 重复上述步骤，至少进行 30 次独立测试,计算准确率均值。

通过条件：

交通信号灯倒计时准确率均值应不低于 99%。

B.2.4 信号灯数据发送频率测试流程

信号灯数据发送频率测试流程见表 B.4。

表 B.4 交通信号灯数据发送频率测试流程

测试目的：

验证交通信号灯数据发送频率是否达到要求，并具有稳定性。

测试条件：

1. 车端设备可以连接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并可以接收下发的交通信号灯数据。

2.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按照预定频率向车端下发交通信号灯数据。

测试步骤：

1. 启动测试车辆，并确保车端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在测试过程中，测试车辆行驶通过 20 个不同的路口。

3. 交通信号灯服务系统以预定的频率发送测试数据，持续时间为 30 分钟。可以在测试前确认预定的频率，例如

2Hz。

4. 车端设备接收测试数据，并统计接收到的数据条数。

5. 计算接收频率，重复测试 10 次，每次测试的持续时间为 30 分钟，然后取平均值。

通过条件：

车端接收交通信号灯数据的平均频率应不低于预定频率。

B.2.5 丢包率测试流程

丢包率测试流程见表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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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系统丢包率测试流程

测试目的：

验证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系统的丢包率是否满足要求。

测试条件：

1. 测试数据生成器：用于模拟生成大量测试数据，包括发送总量和记录丢失量。

2. 数据接收端：用于接收测试数据并记录实际接收数量。

3. 准确的时间同步：确保测试数据的时间戳在发送和接收端之间同步，以便精确计算丢包率。

测试步骤：

1. 在测试前，进行时间同步，以确保发送和接收端的时间戳一致。

2.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系统发送 N条测试数据，其中 N应不小于 10000 条。

3. 数据接收端实时记录接收到的数据数量 M。

4. 根据式 B.5 计算丢包率。

5. 重复上述步骤进行多次测试，例如 10 次，以获取丢包率的均值。

通过条件：

丢包率的均值应不大于 0.5%。

B.2.6 系统时延测试流程

系统时延测试流程见表B.6。

表 B.6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系统时延测试流程

测试目的：

验证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发送数据到车端的平均系统时延是否满足要求。

测试条件：

1. 车端具备接收交通信号灯推送服务的应用。

2.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具备对应路口的交通信号灯信息推送能力。

3.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发送数据时添加时间戳。

4. 车端设备接收数据时也添加接收时间戳。

测试步骤：

1. 在测试前，确保车端设备、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以及测量设备的时间同步，以保证时间戳的准确性。

2. 启动测试车辆，行驶通过多个不同的路口。

3. 在每个路口，至少记录 50 条车端接收到的交通信号灯数据，包括灯色，倒计时和对应的时间戳。

4. 对比测量设备采集的实际信号灯颜色，倒计时和对应的时间戳。

5. 重复上述步骤，至少进行 30 次独立测试。

通过条件：

系统平均时延的均值应不超过 100ms。

B.2.7 平均时延抖动测试流程

平均时延抖动测试流程见表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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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交通信号灯数据平均时延抖动测试流程

测试目的：

验证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系统的平均时延抖动是否满足要求。

测试条件：

1. 车端具备接收交通信号灯推送服务的应用。

2.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具备对应路口的交通信号灯信息推送能力。

3.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发送数据时添加时间戳。

4. 车端设备接收数据时也添加接收时间戳。

测试步骤：

1. 在测试前，确保车端设备、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以及测量设备的时间同步，以保证时间戳的准确性。

2. 启动测试车辆，行驶通过多个不同的路口。

3. 在测试过程中，连续发送 N条测试数据，其中 N应不小于 10000 条，每条数据都带有时间戳。

4. 根据式 B.7 计算平均时延抖动。

通过条件：

平均时延抖动的均值应不大于 50ms。

B.2.8 路口连续性测试流程

路口连续性测试流程见表B.8。

表 B.8 交通信号灯数据路口连续性测试流程

测试目的：

验证车辆在连续通过多个路口时是否能够完整接收信号灯数据。

测试条件：

1. 测试车辆已安装信号灯数据接收测试软件。

2. 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运营平台已为测试车辆开启数据推送服务。

3. 准备测试场景,包含多个连续的路口。

测试步骤：

1. 启动测试车辆,沿预定路线通过 20 个连续路口。

2. 测试软件记录车辆进入和离开每个路口的时间。

3. 测试软件记录每个路口的信号灯数据接收情况。

4. 测量设备采集车辆前方交通信号灯实际状态。

5. 每次行驶通过路口时，至少采集 50 条交通信号灯状态数据。

6. 验证车辆在经过每个路口时接收到的信号灯数据是否与车辆前方实际的信号灯数据一致。

7. 计算正确接收的数据数量与总接收数据数量的比例。

8. 重复上述步骤，至少进行 30 次独立测试。

通过条件：

路口连续性比率应不低于 99%。

B.2.9 区域可用率测试流程

区域可用率测试流程见表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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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9 交通信号灯数据区域可用率测试流程

测试目的：

验证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系统是否可以为区域内全部路口提供信号灯数据服务。

测试条件：

1. 定义包含多路口的测试区域。

2. 获得测试区域内全部路口的列表。

3. 测试车辆已安装信号灯数据接收测试软件。

4. 准备测量设备以采集交通信号灯的实际状态，确保设备具备高精度和数据记录功能。

测试步骤：

1. 测试车辆逐一驶过测试区域内的所有路口。

2. 测试软件记录每个路口的信号灯数据接收情况。

3. 检查每个路口的信号灯数据是否成功接收。

4. 统计测试区域内未接收到数据的路口数。

5. 根据式 B.9 计算区域可用率。

通过条件：

区域可用率应不低于 99%。

B.2.10 信号灯完整性测试流程

信号灯完整性测试流程见表B.10。

表 B.10 交通信号灯完整性测试流程

测试目的：

验证交通信号灯信息服务系统是否可以为区域内全部路口各进口道各运动方向提供信号灯数据服务。

测试条件：

1. 定义包含多路口的测试区域。

2. 获得测试区域内全部路口的列表。

3. 测试车辆已安装信号灯数据接收测试软件。

4. 准备测量设备以采集交通信号灯的实际状态，确保设备具备高精度和数据记录功能。

测试步骤：

5. 测试车辆逐一驶过测试区域内的所有路口。

6. 测试软件记录每个路口各个进口道各个运动方向的信号灯数据接收情况。

7. 测量设备记录各个路口各个进口道各个运动方向的实际交通信号灯的情况。

8. 根据式 B.10 计算信号灯完整性。

通过条件：

信号灯完整性应不低于 100%。

B.3 主观评价

B.3.1 主观评价指标

B.3.1.1 数据跳变感知度

数据跳变感知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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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信号灯灯色跳变感知度: 评估信号灯灯色状态在相邻数据点之间是否连续；

b） 信号灯倒计时跳变感知度:评估信号灯倒计时在相邻数据点之间是否连续。

B.3.1.2 信号灯切换位置准确性

路口切换位置感知：判断车辆在经过路口时是否在适当的位置进行路口切换，介于路口中心和对

向人行横道之间。

B.3.2 主观评价方法

B.3.2.1 数据跳变感知度评价细则：

数据跳变感知度评价细则如下：

a) 10分（无感知）：车辆在信号灯状态或倒计时变化时，驾驶员几乎没有察觉到明显的变化，

过渡平滑，不会干扰驾驶。

b) 8分（轻微感知）：驾驶员轻微感知到信号灯状态或倒计时的变化，但这种感知不会引起不

适或驾驶干扰。

c) 5分（明显感知）：驾驶员明显感知到信号灯状态或倒计时的变化，可能会引起轻微的不适，

但不会对驾驶造成严重干扰。

d) 0分（严重错乱）：信号灯状态或倒计时的变化对驾驶员造成严重的混乱和干扰，可能导致

危险情况的发生。

B.3.2.2 信号灯切换位置准确率评价细则

信号灯切换位置准确率评价细则如下：

a) 10分（精确匹配）：车辆在经过路口时始终位于适当的位置进行路口切换，介于路口中心和

对向人行横道之间。

b) 8分（较准匹配）：车辆在大多数情况下位于适当的位置进行路口切换，但偶尔可能出现轻

微的偏差。

c) 5分（一般匹配）：车辆在路口切换时位置一般，但存在明显的偏差。

d) 0分（不匹配）：车辆在经过路口时位置明显不适当，可能导致交通混乱或安全问题。

选取5名具有代表性和丰富评价经验的评价员,每个评价员对设定的评价场景分别进行20次评分测

试。汇总统计所有评价员的评分结果。

B.3.3 主观评价实施

主观评价实施流程如下：

a） 制定评价计划：确定评价流程和时间安排，明确评价的具体步骤。

b） 评价员选定：选择合适的评价员，确保其具有代表性和丰富的使用经验。

c） 设计典型评价场景：设计涵盖不同情境的评价场景，以便评估各项指标。

d） 进行评价并记录结果：评价员按照设定场景进行评价，同时记录他们的评价结果和感受。

e） 统计分析：对评价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以获取综合的主观体验评估结果。

f） 对比分析：将主观评价结果与客观指标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以获取全面的服务质量评估。

B.3.4 总体主观评价结果计算

总体主观评价结果计算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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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评价员的平均得分:对每位评价员在每个评价场景下的评分进行平均计算。这反映了他们的

主观意见。

b) 指标权重分配:为每个评价指标（如数据跳变感知度、信号灯切换位置准确性）分配权重，

以表明它们对总体评价的相对重要性。

c) 加权平均得分:对每个评价指标的平均得分进行加权平均，使用指标的权重来计算。

d) 总体主观评价得分:将各个指标的加权平均得分合并，得到总体主观评价得分。这个得分用

于衡量系统或产品在主观评价方面的性能。

e) 可选的归一化:根据需要，将总体得分归一化到一个标准分数范围（例如 0 到 100 分），以

便更容易理解和比较。

f) 当总体主观评价得分超过 80 分时，表示信号灯服务表现良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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