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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3401/T 310《市政设施编码及户外标识》的第3部分。DB3401/T 31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

分： 

—— 第 1部分：桥隧； 

—— 第 2部分：道路； 

—— 第 3部分：照明设施。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合肥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合肥市瑶海区市政养护管

理处、合肥市包河区市政工程管理处。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沈辉、盛文、任青龙、吴胜林、龚敏、常峥、徐德银、刘书伟、王航、张振、

马冠莉、周海丰、丁传鑫、计刚、孙巍、吴玉龙、刘菖、王寒冰、胡枭、徐涛、程昉、王朦、年婷婷、

孙博宇、郑朋、李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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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市政设施编码及户外标识是实现市政设施精准管养，确保市政设施安全运行，打造智慧市政的重要

基础信息，广泛应用于市政设施的规划、建设、维护领域。 

DB3401/T 310旨在确立市政设施编码及户外标识的技术要求，拟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桥隧。目的在于规定桥隧相关设施编码、户外标识的技术要求。 

——第2部分：道路。目的在于规定道路相关设施编码、户外标识的技术要求。 

——第3部分：照明设施。目的在于规定照明相关设施编码、户外标识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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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设施编码及户外标识 

第 3 部分：照明设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市政照明设施的编码、符号表示和户外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市政照明设施编码及户外标识的设计、检测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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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8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GB/T 15425  商品条码 128条码 

GB/T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18833  道路交通反光膜 

GB/T 21049  汉信码 

GB/T 23704  二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DB3401/T 310.1—2023  市政设施编码及户外标识 第1部分：桥隧 

DB3401/T 310.2—2023  市政设施编码及户外标识 第2部分：道路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编码 

4.1 组成 

4.1.1 照明设施编码由设施系列号、位置码组成，其结构如图 1所示。 

4.1.2 设施系列号由分类代码和 ID号构成： 

a) 分类代码可分为大类代码、中类代码、小类代码、微类代码； 

b) ID 号是分配给每个设施实体永久性的代码，与大类、中类、小类、微类代码一起构成设施实

体的唯一标识。 

4.1.3 位置码由合肥市市政设施管理区域代码、道路/桥隧代码、路段/桥段代码、位置标识顺序码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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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照明设施编码结构 

4.2 要求 

4.2.1 分类代码长度为 8位，其中大类代码为 03，中类、小类和微类的取值应符合附录 A的要求，当

设施不可进行小类和/或微类划分时，其编号为 00。 

4.2.2 ID号长度为 6 位，由阿拉伯数字（0～9）和除 I、O 外的大写英文字母随机组成。 

4.2.3 合肥市市政设施管理区域代码的取值应符合 DB3401/T XXX.1—2023附录 B的要求。 

4.2.4 道路/桥隧代码表示设施所在道路 /桥隧的编号，其中道路代码取值应符合 DB3401/T 

XXX.2—202X中 4.2.4的要求，桥隧代码取值应符合 DB3401/T XXX.1—202X中 4.2.4 的要求。 

4.2.5 路段/桥段代码表示设施所在道路/桥隧的路段/桥段编号，其中路段代码取值应符合 DB3401/T 

XXX.2—202X中 4.2.5的要求，桥段代码取值应符合 DB3401/T XXX.1—202X中 4.2.5 的要求。 

4.2.6 位置标识顺序码表示设施位置顺序号，长度为 5位，由阿拉伯数字（0～9）和除 I、O外的大写

英文字母组成，各管养单位按下列要求划分并编制： 

a) 00000为位置标识顺序码的缺省值，不应分配给照明设施使用； 

b) 同种设施位置标识顺序码统一编号，不同设施位置标识顺序码从头编号。同一路（桥）段连

续的同种设施在不间断的情况下用一个位置标识顺序码（如：灯饰等）； 

c) 南北走向的位置按先由南往北方向，再由东往西编号逐渐递加；东西走向的位置按先由东往

西方向、再由南往北编号逐渐递加；环形位置按进入口方向，由左往右编号逐渐递加（即：

00001、00002……）。示意图见附录 B； 

d) 南北走向的道路/桥隧由东往西起，东西走向的道路/桥隧由南往北起，环形走向的道路/桥隧

按进入口方向，由左往右起，为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等。示意图见附录 B： 

1) 单排路灯，编码从 00001，00002开始，依次类推； 

2) 双排路灯，第一排编码为奇数（00001，00003……依次类推），第二排编码为偶数（00002，

00004……依次类推）； 

3) 三排路灯，第一排编码为除 3余 1的数（00001，00004，00007……依次类推），第二排

编码为除 3余 2的数（00002，00005，00008……依次类推），第三排编码为 3的倍数（00003，

00006，00009……依次类推）； 

4) 四排路灯，第一排编码为除 4余 1的数（00001，00005，00009……依次类推），第二排

编码为除 4余 2的数（00002，00006，00010……依次类推），第三排编码为除 4余 3的

数（00003，00007，00011……依次类推），第四排编码为 4的倍数（00004，00008，00012……

依次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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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大于两排的照明设施编码如内侧路灯数量少于外侧路灯数量总和的 25%，则内侧路灯编号以靠

近外侧路灯编号进行编制，如靠近 099号路灯，则编为 D099，靠近 100号路灯，则编为 D100），

示意图见图 2；如内侧仅一排，则内侧以奇数号外侧的编码进行改编，示意图见图 3； 

f) 对于新增的位置，首位统一为 J，从 J0001 开始编号，依次类推。因道路/桥隧新建、扩建、

外延等批量增加的位置时，如在原来路段/桥段末端后延，应顺延编号；如在原来路段/桥段

起点逆向延长时，首位为 N，逆向从 N0001 开始顺延编号，即南北走向的道路/桥隧由北往南

顺延编号，东西走向的道路/桥隧由西往东顺延编号。 

示例：原先某一设施在某一道路/桥隧的位置标识顺序码已编到 10000，顺延从 10001 开始编号，依次类推。 

g) 废弃的位置，位置标识顺序码不再使用；（序号应该是 a） 

a) 不跨管理区域的道路/桥隧的路灯杆，同一道路/桥隧不同路段/桥段的位置标识顺序码连续编

号；跨管理区域的道路/桥隧的路灯杆，位置标识顺序码由市级市政设施管理部门统一编码。 

示例：03010101WLJRAT340114H090100001，03 表示大类为照明，01表示中类为路灯，01 表示小类为灯杆，01 表示

微类为杆体，WLJRAT 表示随机 ID 号，340114 表示设施管理区域为新站区，H09 表示路灯所在道路为三十头路，01 表示

路段为第一段，00001 表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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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小于 25%位置标识顺序码示意图（四排路灯） 



DB 3401/T 310.3—2023 

4 

b
排

（
3
00

柱
）

0
00

0
2

0
00

0
4

0
00

0
6

0
01

0
2

0
01
0
4

0
01
0
6

0
01
9
6

0
01
9
8

0
02
0
0

0
05
9
6

0
05
9
8

0
06
0
0

c
排

（
1
00

柱
）

D
01

0
1

D
01
0
3

D
01
0
5

D
01
9
5

D
01

9
7

D
01
9
9

a
排

（
3
00

柱
）

0
00

0
1

0
00

0
3

0
00

0
5

0
01

0
1

0
01
0
3

0
01
0
5

0
01
9
5

0
01
9
7

0
01
9
9

0
05
9
5

0
05
9
7

0
05
9
9

 

图3 小于 25%位置标识顺序码示意图（三排路灯） 

5 符号表示 

5.1 照明设施的编码可采用一维码或二维码表示。 

5.2 照明设施一维码应满足： 

a) 编码方式符合 GB/T 15425的要求； 

b) 印刷质量符合 GB/T 14258的要求； 

c) 条高、长度应根据具体的内容要求确定，条高不小于 8 mm，长度不大于 165 mm； 

d) 一维码不与供人识读的字符在同一行，可放置在字符上方或下方； 

e) 必要时，一个标签上可以存在多条一维码。 

5.3 照明设施二维码应满足： 

a) 可采用符合 GB/T 21049 要求的汉信码或符合 GB/T 18284 的快速响应矩阵码作为照明设施二

维码； 

b) 印刷质量符合 GB/T 23704的要求； 

c) 二维码大小视所包含的内容和制作位置调整，边长不小于 10 mm。 

5.4 照明设施一维码或二维码展示位置应满足： 

a) 易扫描、易识读； 

b) 不易变形和污损； 

c) 适用时，同一类别的设施标识位置应保持一致。 

5.5 应根据照明设施的特点及识读需要选择贴标、挂牌、本体标识等标识固定方式。 

6 户外标识 

6.1 灯杆户外标识 

6.1.1 组成 

6.1.1.1 灯杆户外标识由道路/桥隧名称、户外标识码、报修（热线）电话号码、辅助信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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