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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共享停车系统 智能车位锁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共享停车系统智能车位锁的设备组成、一般要求、功能要求、性能要求、环境适

应性要求、机械可靠性要求、电磁兼容性要求、标志、包装与储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慧共享停车系统智能车位锁的设计、应用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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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925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3 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共享停车系统  smart shared parking system 

基于停车管理云平台和智能车位锁、中继器、网关、停车引导屏等设备的开放共享停车场管理系统，

可向用户提供扫码停车、开放式停车场、车位信息发布及共享、停车预约、车位导航、反向寻车、车位

自控、线上支付的停车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3.2  

智能车位锁  intelligent parking lock 

安装在停车位表面的一种机械装置。装置收到无线指令后自动落锁释放车位，车辆驶离后自动抬锁，

可实现精确化、智能化的车位级停车管理。 

3.3  

中继器  repeater 

连接智能车位锁和网关的一种数据中转设备，通过对数据信号的转发，来扩大无线自组网络的覆盖

范围。 

3.4  

网关  gateway 

连接智能车位锁、中继器与停车管理云平台的中心连接点设备，完成通信链路的建立、组网协议的

转换和数据包的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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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停车管理云平台  parking management cloud platform 

    智慧共享停车系统的数据中心和运营中心。平台采用云计算技术，通过统一的接口协议接入停车场

和停车位，可在云端实现对所有停车场和停车位的统一监管、统一运营、统一服务和统一结算。 

4 系统架构 

智慧共享停车管理系统分为设备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智能车位锁   中继器   网关   停车引导屏     

无线通信网络

停车管理平台

手机APP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

设备层

网络层

平台层

应用层

智慧共享停车管理系统

 

图 1  智慧共享停车管理系统架构图 

设备层：包含智能车位锁、中继器、网关、停车引导屏等设备。智能车位锁负责车位状态、设备状

态等信息的采集与上报；中继器负责将智能车位锁上报的信息转发至网关，并接收停车管理云平台下发

的指令，发送至智能车位锁；网关通过无线通信网络与停车管理云平台连接，实现信息的实时传输；停

车引导屏负责停车管理云平台输出信息的展示，引导车辆顺利进入目的车位。 

网络层：用于实现设备层与平台层之间信息交互的无线通信网络。 

平台层：即停车管理云平台，负责整个智慧共享停车管理系统的数据处理及运营服务，具备停车设

备管理、车位管理、计费管理、告警管理、故障管理、客户服务、车位预约、车位共享等功能。 

应用层：即用户APP/及微信客户端，具备用户注册、车位搜索、扫码停车、手机支付、车位预约、

行车导航等功能。 

5 设备构成 

智能车位锁主要由锁结构部分和硬件部分组成，硬件部分包括为控制单元、时钟模块、存储模块、

控锁模块、通信模块、车辆检测模块、串口/接口、蜂鸣器、电机、电源模块和电池。设备构成图如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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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能车位锁设备构成图 

锁结构部分：一种机械装置，通过传动结构实现开、关，实现对车位的管理。  

微控制单元：处理数据指令、驱动各模块芯片、车位监测算法处理、通信协议处理、低功耗处理等。 

时钟模块：为微控制单元提供精准的时间。 

存储模块：记录设备出厂信息和设备编号；记录接收到的车位状态信息，并将不能及时上传的数据

进项数据存储、记录。 

控锁模块：通过与用户手机搜索连接或与车载装置连接，实现对智能车位锁的开、关锁控制。 

通信模块：发送车位锁节点心跳、事件等数据到中继器、网关，接收中继器、网关来自停车管理云

平台的消息。 

车辆检测模块：采集当前的磁场值，并通过算法判决，实现车位状态的监测，车辆驶离自动升锁。 

串口/接口：与外部设备实现数据输入、输出。 

蜂鸣器：为智能车位锁提供声控提示。 

电机：带动传动结构运动实现开、关锁控制。 

电源模块：实现DC-DC转化，适配各模块所需工作电压。 

电池：为硬件部分提供电力。 

6 一般要求 

6.1 外观质量要求 

智能车位锁的壳体不应有凹坑、划伤、变形和裂缝等，表面涂层应平整均匀、颜色一致，不应有气

泡和龟裂等缺陷。 

6.2 材质结构要求 

智能车位锁的外壳材质，挡臂材质，锁结构应坚固，防水防尘、防冲击、防碾压和防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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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安装要求 

智能车位锁应安装在地面上，使用不少于3个膨胀螺丝固定，每个膨胀螺丝插入地面深度不小于

60mm。车位锁在停车位内的位置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保证安装后起到不落锁无法停车的效果即可，且不

可妨碍临车位车辆的进车与倒车。 

7 功能要求 

7.1 信息采集功能 

智能车位锁应能实现信息的自动采集，采集信息的种类包括车位状态信息、设备状态信息、设备心

跳信息等。 

7.2 无线组网通信功能 

智能车位锁应能实现无线自动组网，采集的信息可通过无线通信的方式上传至网关。 

7.3 自动升锁功能 

智能车位锁应能实现车位状态检测，当车位无车辆停放时，应能自动恢复升锁。 

7.4 自动复位功能 

智能车位锁应支持挡臂在上升和下降时遇外力强制阻挡，能自动复位到原有状态。 

7.5 故障自检功能 

智能车位锁应具有故障自检和报警功能，对设备出现无法起锁、无法落锁、低电量等异常状态进行

报警提示。 

7.6 远程控制功能 

智能车位锁应支持云端远程控锁操作。 

7.7 无线管理功能 

智能车位锁应及支持固件无线升级和参数无线设置等维护性操作。 

8 性能要求 

8.1 工作电源 

智能车位锁可采用干电池或蓄电池供电。采用干电池供电时，使用寿命应不少于6个月；采用蓄电

池供电时，充电频率应不少于3个月/次。 

8.2 响应时间 

智能车位锁一次升锁/降锁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5s。 

8.3 通信距离 

智能车位锁与中继器或网关之间的通信距离应不小于50m。 

4 



X/XXX XXXXX—XXXX 

8.4 传输延时 

智能车位锁检测到车位状态变化后，应将信息实时上传至接收设备，最大传输延时应不大于500ms。 

8.5 检测准确率 

在车辆合规停放情况下，并行、串行车位的车位状态检测准确率应均不小于99%。城市轨道交通设

施周边（如地铁、轻轨附近区域），对车位状态的检测准确率应不小于99%。 

8.6 可靠性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智能车位锁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应不小于 5000h。 

9 环境适应性要求 

9.1 工作温度 

智能车位锁在环境温度为-20℃至+70℃情况下应能正常工作，且外观应无明显变形、损伤。 

9.2 工作湿度 

智能车位锁在环境湿度为10%RH至90%RH无凝结的情况下应能正常工作。 

9.3 防护等级 

智能车位锁的硬件主盒、电池盒应防水防尘，防护等级应符合GB 4208规定的IP67。 

9.4 耐温度交变性能 

智能车位锁应能承受温度由-20℃至+70℃循环变化的影响，经过5次温度循环变化后，设备应启动

正常、工作正常。 

9.5 耐高温湿热性能 

智能车位锁在温度+40℃，相对湿度93%的条件下，经过24h试验周期后，设备应启动正常、工作正

常。 

10 机械可靠性要求 

10.1 压力 

在工作环境中，智能车位锁的整体承受压力应不小于3T。 

10.2 振动 

智能车位锁工作时，在频率10Hz至150Hz的范围内进行扫频循环振动后，设备功能应正常，结构不

受影响，零部件无松动。 

11 电磁兼容性要求 

11.1 静电放电抗扰度 

5 



X/XXX XXXXX—XXXX 

智能车位锁应能承受GB/T 17626.2中规定的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试验要求如下： 

a) 对于接触放电，应能通过±2kV和±4kV的试验等级； 

b) 对于空气放电，应能通过±2kV、±4kV和±8kV的试验等级。 

试验后，设备应能正常工作。 

11.2 无线电骚扰限制 

智能车位锁的无线电骚扰限制应符合GB 9254中6.1规定的A级标准，辐射骚扰限制为47DBμV/m。 

12 标志、包装与贮存要求 

12.1 标志 

产品标志可采用直接喷刷、印制、粘贴及钉附等形式，标志应清晰，易于识别且不易随自然环境的

变化而褪色、脱落。产品标志上应注明一下内容：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执行标准号和产品编号。 

12.2 包装 

12.2.1 外包装箱宜采用瓦楞纸箱，内部应加缓冲材料，包装应牢固可靠，能适应常用运输、装卸工具

运送及装卸。 

12.2.2 产品包装箱内应随箱携带如下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装箱明细单； 

d) 随机备用附件清单； 

e) 其他有关技术材料。 

12.2.3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无易燃易爆产品的仓库中，周围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

冲击和强磁场作用。 

13 编码要求 

13.1 编码规则 

车位锁标贴编码由产品代码、年份代码、月份代码、日期代码和产品二维码组成，用阿拉伯数字标

识，可存储在停车管理云平台系统中，也可作为供人识读字符，直观获取车位锁信息。智能车位锁编码

结构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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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产品代码

年份代码

日期代码

产品二维码

月份代码

 

图 3  智能车位锁编码结构图 

产品代码：由 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表示智能车位锁的类型。 

年份代码：由年份后 2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表示智能车位锁生产年份。 

月份代码：由 2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表示智能车位锁生产月份。 

日期代码：由 2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表示智能车位锁生产日期。 

产品二维码代码：由产品二维码后 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示例：产品代码为“0501”，二维码编码为“00-006-666”，智能车位锁生产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27 日，根据编码

规则，设备编号即为“05011906276666”。 

 

13.2 编码功能 

通过此功能可以对系统的车位锁（设备编号、泊位编号、车位锁名称、设备状态、连接状态、工作

类型、所属控制器、设备活动状态、设备用途）进行管理，可对车位锁进行添加、信息修改、修改用途、

删除车位锁等操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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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联网产业标准联盟标准 

《智慧共享停车系统 智能车位锁通用技术要求》 

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深圳市物联网产业标准联盟2018年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之一，由深圳市凯达

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尔）提出。 

二、 制定过程 

1.组建标准研制工作组

在立项任务书下达后，为充分利用技术成果和自主研发力量，并结合企业的实践经验，

征集相关联盟会员单位成立了标准研制项目工作组，工作组由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组成。 

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是致力于智能交通领域自主创新研发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在动静态交通管理解决方案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公司所研发的智慧道路停车

系统以创新性的技术模式解决城市道路停车收费和管理难题，是道路停车收费领域运营模

式的重大创新。同时，公司取得了70多项国家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具备完善的“高精尖+产

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体系，并参与制定了《公共停车场（库）信息联网通用技术要求》

国家标准。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是是深圳市唯一专业从事标准化科研、服务和应用的准

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以其专业化的标准知识背景，为本标准的规范编制提供指引。  

2.需求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车辆增多，停车行业快速发展，车位级（车位锁）管理尤为

重要。传统的车位锁无论在环境适应性、防护性、用户体验、运维管理等等都存在诸多缺

点，且无成型的标准规范。《智慧共享停车系统 智能车位锁通用技术要求》以车位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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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及当今物联网大数据平台为背景，规范了适用于当前智慧停车行业的车位锁通用技术

要求。 

 本标准旨在通过规范统一的车位锁通用技术要求，规定包括产品的使用要求、功能要

求、性能要求等，从而指导智慧共享停车系统前端车位锁的设计、生产和应用，以此保证

智慧共享停车的场景使用要求，并与大数据后台相结合，完善智慧共享停车相关标准。 

3.标准编制

自本标准立项后，承担单位成立了项目组，对各成员主要工作内容进行了具体分工：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组织起草，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主要起草，深圳标准技术研究院承担了相应的协调工作，以其专业化的标准化知识背景，

为本标准的规范编制提供了指引。 

4.会议讨论

本标准草案完成后，标准编制工作组内部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并于2018年12月28

日在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举行了标准编制研讨会，来自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草案（第一稿）内容进行了深入、详细的探讨，

提出了合理性的修改意见，标准编制工作组在此次会议意见的基础上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认

真修改，形成了标准草案第二稿。 

5.标准征求意见

2019年8月，本标准将在全市范围内物联网企业、各大停车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化机

构部门等征求意见。 

三、 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守了以下原则： 

（1）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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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编制前和编制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技术分析，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

标准中的内容都是根据目前智能车位锁的实际应用和发展需求进行的总结，保证了标准的

适用性。 

（2）科学性 

本标准技术内容是在参考相关内容，并结合智能车位锁实际应用情况，并结合凯达尔

智慧停车共享系统测试结果，充分听取行业企业的建议后编制而成的，标准力求内容准确、

可操作，希望能为智慧停车共享系统的实际应用提供技术基础。 

（3）先进性 

智慧共享停车智能车位锁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国内外尚无相关标准。结合当前车位锁

行业现状及当今物联网大数据形势背景，该标准能够从智慧共享停车场景实际使用要求出

发，以创新性的技术模式解决城市道路停车收费和管理难题，是道路停车收费领域运营模

式的重大创新。 

四、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1.技术范围确定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共享停车系统智能车位锁的设备组成、一般要求、功能要求、性能

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机械可靠性要求、电磁兼容性要求、标志、包装与储存要求等方

面的内容。 

2.技术内容确定

1）术语和定义 

对重要术语和设备进行了定义，有利于对该产业不同称呼的理解，有助于整个产业规

范发展。 

2）系统和设备构成 

规定了智慧共享停车管理系统分为设备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智能车位锁主

要由锁结构部分和硬件部分组成，硬件部分包括为控制单元、时钟模块、存储模块、控锁

模块、通信模块、车辆检测模块、串口/接口、蜂鸣器、电机、电源模块和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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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和性能要求 

规定了智慧共享停车系统智能车位锁的信息采集、无线组网通信、自动升锁、自动复

位等功能要求，同时规定了工作电源、通信距离等性能要求。 

4）其他要求 

规定了智慧共享停车系统智能车位锁的环境适应性要求、机械可靠性要求1、电磁兼容

性要求、标志、包装与贮存要求以及编码要求。 

五、 技术方案和内容验证 

本部分充分考虑了智慧共享停车系统智能车位锁的实际应用，技术方案和内容充分吸

取了业界专家以及行业企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真实反映了智慧共享停车智能车位锁的当

前和未来需求。因此本标准的技术方案和技术内容是真实、可靠的，反映了智慧共享停车

的最新技术现状。 

六、 其它说明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鉴于深圳市物联网产业集聚优势，建议本联盟标准发布实施后，能尽快形成深圳特区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引导我市物联网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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