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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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QB XXX《道路运输车辆标杆车型技术要求》的第1部分。T/ZQB XXX已经发布了以下部

分： 

——第1部分：厢式货车。 

本文件由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运输装备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xxx。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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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物流行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道路运输车辆作为道路运输体系中的关键

元素，不仅承载着各类商品的安全运输重任，还直接关联到运输效率、环境保护、交通安全，以及物

流成本控制和从业人员健康等多方面工作的系统优化。编制《道路运输车辆标杆车型技术要求》系列

团体标准，旨在树立行业标杆，促进我国道路运输车辆装备整体上的性能、质量和安全水平提升，加

快道路运输行业运力结构调整步伐，助力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标准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 第 1部分：厢式货车。 

—— 第 2部分：自卸汽车。 

—— 第 3部分：牵引车辆。 

—— 第 4部分：挂车。 

《道路运输车辆标杆车型技术要求  第1部分：厢式货车》标准的制定，旨在引领和规范先进厢式

货车的设计、制造和使用，确保其满足当前及未来道路运输的需求。本部分技术要求综合考虑了厢式

货车在安全、高效、经济、舒适及智能等方面的关键指标，力求通过科学合理的指标设定，推动厢式

货车技术的升级与进步。此外，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推广，本标准也充分考虑了新

能源厢式货车的技术特点和发展趋势，为其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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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车辆标杆车型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厢式货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运输车辆标杆车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安全维度测试评价方法、高效维度测试评

价方法、经济维度测试评价方法、舒适维度测试评价方法、智能维度测试评价方法，以及评分方法与

判定等。 

本文件适用于最大设计总质量大于3500kg的普通厢式货车和冷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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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1-2022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 第1部分：类型 

GB/T 4970 汽车平顺性试验方法 

GB 5768.3-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T 6323 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 12539 汽车爬陡坡试验方法 

GB/T 12540 汽车最小转弯直径、最小转弯通道圆直径和外摆值测量方法 

GB/T 12543 汽车加速性能试验方法 

GB 12676 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8385-2024 纯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GB/T 18386.2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第2部分：重型商用车辆 

GB/T 18697 声学 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 

GB/T 26773 智能运输系统 车道偏离报警系统 性能要求与检测方法 

GB 29753 道路运输 食品与生物制品冷藏车 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3577-2017 智能运输系统 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系统 性能要求和测试规程 

GB/T 40475-2021 冷藏保温车选型技术要求 

GB/T 41797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JT/T 389 厢式挂车技术条件 

JT/T 719 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JT/T 882-2014 道路甩挂运输货物装载与栓固技术要求 

JT/T 1178.1-2018 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1部分：载货汽车 

JT/T 1242 营运车辆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性能要求和测试规程 

JT/T 1524 营运车辆全景环视系统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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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6773、GB 29753、JT/T 124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厢式货车 rigid truck with box body 

载货部位的结构为厢体且与驾驶室各自独立、厢体顶部为封闭、不可开启的载货汽车。 

[来源：GB/T 3730.1-2022，6.1.4，有修改] 

3.2  

标杆车型 benchmark vehicles 

在整车结构、配置、功能及性能指标方面表现优异，具有引领道路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作用的车型。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厢式货车标杆车型包含五个一级评价指标：安全、高效、经济、舒适及智能。其中，安全作为基

础指标，用于考查车辆安全行车和使用的基本性能；高效、经济、舒适、智能作为竞争指标，是运输企

业选车、用车最关注，充分体现运行效益和使用便捷性的技术指标。其中智能占比较小，用于满足紧急、

突发状况和危险驾驶操作等安全监控和应急处置的需求，是引导先进智能技术应用的技术指标。 

4.2 厢式货车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厢式货车标杆车型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适用车型 

安全 

行车安全 

发动机接合的0型制动 燃油/纯电动 

弯道制动 燃油/纯电动 

蛇行试验稳定性 燃油/纯电动 

重复制动 燃油/纯电动 

货物安全 

货箱平顺性 燃油/纯电动 

降温性能
a 

燃油/纯电动 

保温性能
a  
 燃油/纯电动 

行驶温度记录与监控
a
  燃油/纯电动 

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地板强度及刚度 燃油/纯电动 

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 燃油/纯电动 

高效 

装卸能力 
载质量利用系数 燃油/纯电动 

起重尾板配置 燃油/纯电动 

动力性能 
（0~50）km/h加速性能试验 燃油/纯电动 

爬陡坡试验 燃油/纯电动 

通过性能 最小转弯直径 燃油/纯电动 

经济 

能耗 

燃料消耗量 燃油 

能量消耗量 纯电动 

续驶里程 纯电动 

使用经济性 

购车成本 燃油/纯电动 

维修经济性 燃油/纯电动 

维修高效性 燃油/纯电动 

舒适 

驾驶室平顺性 脉冲输入行驶平顺性 燃油/纯电动 

噪声 匀速行驶驾驶员耳旁噪声 燃油/纯电动 

操控性 

驻车及低速性能 燃油/纯电动 

直线行驶 燃油/纯电动 

弯道行驶 燃油/纯电动 

人机工程 
区域空间 燃油/纯电动 

进出及移动便利性 燃油/纯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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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性能 燃油/纯电动 

操作便利性 燃油/纯电动 

维护便利性 燃油/纯电动 

智能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功能 

目标车辆静止测试 燃油/纯电动 

目标车辆移动测试 燃油/纯电动 

行人测试 燃油/纯电动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功能 

闭眼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燃油/纯电动 

头部姿态异常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燃油/纯电动 

接打手持电话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燃油/纯电动 

打哈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燃油/纯电动 

抽烟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燃油/纯电动 

全景环视系统功能 

全景拼接 燃油/纯电动 

驾驶员盲区监测 燃油/纯电动 

视图切换 燃油/纯电动 

静态辅助线 燃油/纯电动 

动态辅助线 燃油/纯电动 
a
 只适用于冷藏车。 

5 安全维度测试评价方法 

5.1 行车安全 

5.1.1 发动机接合的 0型制动 

试验车辆按照 GB 12676规定的试验方法在具有良好附着性能的路面上进行满载状态下的发动机接

合的 0型制动，试验车速为 60km/h，评价指标为制动距离（m）。 

5.1.2 弯道制动 

试验车辆按照 JT/T 1178.1 规定的试验方法在附着系数小于或等于 0.5，车道中心线半径 150m、宽

3.7m 的平坦圆弧车道上，进行满载状态下的全力制动，观察车辆是否保持在车道内。评价指标为能使

车辆在制动后保持在车道内所能达到的最大制动初速度（km/h）。 

5.1.3 蛇行试验稳定性 

试验车辆按照 GB/T 632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满载状态下的蛇行试验，根据 QC/T 480选择标桩间

距及基准车速，评价指标为基准车速下平均横摆角速度峰值（°/s）。 

5.1.4 重复制动 

试验车辆按照 GB 12676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满载状态下的重复制动试验。试验结束后 1 min，应

在发动机脱开的情况下，以与 0 型试验相同的条件（特别是恒定控制力不应大于实际使用的平均控制

力）测定行车制动系统的热态制动性能（温度条件可不同），主要评价指标为重复制动试验后相对于冷

态状态下发动机脱开的 0型试验制动距离的比值。 

5.2 货物安全 

5.2.1 货箱平顺性 

试验车辆按照 GB/T 4970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满载状态下的脉冲输入行驶试验，试验车速为 40km/h，

加速度传感器安装在车厢地板中心，评价指标为最大（绝对值）加速度响应（m/s
2
）。 

5.2.2 降温性能 

冷藏车按照 GB 29753 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冷藏车进行降温性能试验，评价指标为达到规定温度所需

时间。 

5.2.3 保温性能 

冷藏车按照 GB 29753 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冷藏车进行保温性能试验，评价指标为车厢内部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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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值。 

5.2.4 行驶温度记录与监控 

检查冷藏车是否满足 GB/T 40475-2021中 7.2的要求。 

5.2.5 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地板强度及刚度 

试验车辆按照 JT/T 389规定的方法进行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强度及刚度试验，评价指标为测试

过程中被测试结构的最大变形量（mm）。按照 JT/T 389 规定的方法进行车厢地板强度试验，检查车厢

地板是否发生明显变形。 

5.2.6 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 

N2类车辆按照JT/T 1178.1-2018附录E对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进行检查，N3类车辆按照JT/T 882-

2014附录C对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进行检查。 

6 高效维度测试评价方法 

6.1 装卸能力 

6.1.1 载质量利用系数 

通过载质量（包含驾驶室乘员质量，65kg/人）除以整备质量（不包含液压尾板质量）计算得到载

质量利用系数。 

6.1.2 起重尾板配置 

检查试验车辆是否标配起重尾板。 

6.2 动力性能 

6.2.1 （0~50）km/h加速性能试验 

汽油或柴油车辆参照 GB/T 12543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满载状态下的（0~50）km/h 加速性能试验；

纯电动车辆参照 GB/T 18385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满载状态下的（0~50）km/h加速性能试验。往返测量

各三次，取所有有效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的最终结果，评价指标为加速时间（s）。 

6.2.2 爬陡坡试验 

汽油或柴油车辆按照 GB/T 12539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12%、18%、30%三种规定坡道的爬陡坡试验；

纯电动车辆按照 GB/T 18385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12%、18%、30%三种规定坡道的爬陡坡试验。评价指

标为顺利通过的坡度（%）。 

6.3 通过性能 

6.3.1 最小转弯直径 

试验车辆按照 GB/T 12540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最小转弯直径试验，评价指标为最小转弯直径（m）。 

7 经济维度测试评价方法 

7.1 能耗 

7.1.1 燃料消耗量 

汽油或柴油车辆按照 JT/T 719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满载状态下的燃料消耗量试验，评价指标为百

公里燃料消耗量（L/100 km）。 

7.1.2 能量消耗量 

纯电动车辆按照 GB/T 18386.2 规定的缩短法进行能量消耗量试验，评价指标为能量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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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km）。 

7.1.3 续驶里程 

纯电动车辆按照 GB/T 18386.2规定的缩短法进行续驶里程试验，评价指标为续驶里程（km）。 

7.2 使用经济性 

7.2.1 购车成本 

按照附录 A 规定的方法对购车成本进行评价。 

7.2.2 维修经济性 

按照附录 A 规定的方法对维修经济性进行评价，评价指标为关键配件单位里程更换频次、关键维

修项目单位里程维修频次、单位里程维护频次、零整比系数。 

7.2.3 维修高效性 

按照附录 A 规定的方法对维修高效性进行评价，包括维修网点覆盖数量、维护信息易用、维修信息

易用、维修培训及支持。 

8 舒适维度测试评价方法 

8.1 驾驶室平顺性 

8.1.1 脉冲输入行驶平顺性 

试验车辆按照GB/T 4970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脉冲输入行驶平顺性试验，试验车速为40km/h，加速

度传感器安装在驾驶员座椅坐垫上方，评价指标为最大（绝对值）加速度响应（m/s
2
）。 

8.2 噪声  

8.2.1 匀速行驶驾驶员耳旁噪声 

试验车辆按照GB/T 18697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匀速行驶驾驶员耳旁噪声试验，试验车速为40km/h、

60km/h、80km/h三种，每个车速往返各测量一次，计算往返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该车速下的测量结果。

最终评价指标为各车速下驾驶员耳旁噪声平均值（dB（A））。 

8.3 操控性  

8.3.1 驻车及低速性能 

按照附录B规定的方法对驻车及低速性能进行主观评价。 

8.3.2 直线行驶 

按照附录B规定的方法对直线行驶进行主观评价。 

8.3.3 弯道行驶 

按照附录 B 规定的方法对弯道行驶进行主观评价。 

8.4 人机工程  

8.4.1 区域空间 

按照附录B规定的方法对区域空间进行主观评价。 

8.4.2 进出及移动便利性 

按照附录B规定的方法对进出及移动便利性进行主观评价。 

8.4.3 视野性能 

按照附录B规定的方法对视野性能进行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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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操作便利性 

按照附录B规定的方法对操作便利性进行主观评价。 

8.4.5 维护便利性 

按照附录B规定的方法对维护便利性进行主观评价。 

9 智能维度测试评价方法 

9.1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功能 

9.1.1 目标车辆静止测试 

试验车辆按照JT/T 124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目标车辆静止测试，评价是否满足通过性要求。 

9.1.2 目标车辆移动测试 

试验车辆按照JT/T 124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目标车辆移动测试，评价是否满足通过性要求。 

9.1.3 行人测试 

试验车辆按照JT/T 124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行人测试，评价是否满足通过性要求。 

9.2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功能 

9.2.1 闭眼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试验车辆按照 GB/T 41797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出率及准确率试验，仿人机器人分别在不同光照

条件（白天、夜晚）、不同穿戴条件（裸眼、戴墨镜、戴眼镜）条件下执行闭眼行为，计算检出率（%）

及准确率（%）作为评价指标。 

9.2.2 头部姿态异常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试验车辆按照 GB/T 41797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出率及准确率试验，仿人机器人分别在不同光照

条件（白天、夜晚）、不同穿戴条件（裸眼、戴墨镜、戴眼镜）条件下执行头部姿态异常行为，计算检

出率（%）及准确率（%）作为评价指标。 

9.2.3 接打手持电话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试验车辆按照 GB/T 41797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出率及准确率试验，仿人机器人分别在不同光照

条件（白天、夜晚）、不同穿戴条件（裸眼、戴墨镜、戴眼镜）条件下执行接打手持电话行为，计算检

出率（%）及准确率（%）作为评价指标。 

9.2.4 打哈欠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试验车辆按照 GB/T 41797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出率及准确率试验，仿人机器人分别在不同光照

条件（白天、夜晚）、不同穿戴条件（裸眼、戴墨镜、戴眼镜）条件下执行打哈欠行为，计算检出率（%）

及准确率（%）作为评价指标。 

9.2.5 抽烟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试验车辆按照 GB/T 41797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出率及准确率试验，仿人机器人分别在不同光照

条件（白天、夜晚）、不同穿戴条件（裸眼、戴墨镜、戴眼镜）条件下执行抽烟行为，计算检出率（%）

及准确率（%）作为评价指标。 

9.3 全景环视系统功能 

9.3.1 全景拼接 

试验车辆按照JT/T 1524的规定对全景拼接功能要求进行检验， 

9.3.2 驾驶员盲区监测 

试验车辆按照JT/T 1524的规定对驾驶员盲区监测功能要求进行检验， 



T/ZQB XXX—XXXX 

10 

9.3.3 视图切换 

试验车辆按照JT/T 1524的规定对视图切换功能要求进行检验， 

9.3.4 静态辅助线 

试验车辆按照JT/T 1524的规定对静态辅助线功能要求进行检验， 

9.3.5 动态辅助线 

试验车辆按照JT/T 1524的规定对动态辅助线功能要求进行检验， 

10 评分方法与判定 

10.1 按照附录 C 评分标准对试验样车安全、高效、经济、舒适、智能等维度分别进行打分，并计算综

合得分及得分率。 

10.2 标杆车型称号共分为两类，包括： 

1）安全、高效、经济、舒适、智能中单个维度标杆车型称号，如“安全标杆车型”； 

2）五星标杆车型。 

10.3 当满足以下要求时，可获得单个或几个维度标杆车型称号： 

1）安全、高效、经济、舒适、智能中某个或某几个维度得分率≥85%； 

2）其他维度得分率≥60%； 

10.4 当满足以下要求时，可获得“五星标杆车型”称号： 

1）综合得分率≥85%； 

2）安全维度得分率≥85%； 

3）其他维度得分率≥7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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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A  

（规范性） 

使用经济性评价方法 

A.1 样本来源 

A.1.1 对未上市车型，主机厂提供类似车型（如使用相同品牌总成等）对应的VIN编码信息，基于类型

车型VIN编码信息随机抽取样本。 

A.1.2 对已上市车型，主机厂提供车型品牌对应的VIN编码信息，基于VIN编码信息随机抽取样本。 

A.2 购车成本 

根据车辆落地价格进行评分，具体评分方法见A.5.2。 

A.3 维修经济性 

A.3.1 关键配件单位里程更换频次 

A.3.1.1 定义 

关键配件在单位里程（100000km）被更换的次数。参考质保公里数。 

A.3.1.2 计算方法 

A.3.1.2.1 统计所有样本车辆每个关键配件被更换的总次数，并求和。 

A.3.1.2.2 计算所有样本车辆的最新行驶里程总和。 

A.3.1.2.3 公式：关键配件单位里程更换频次=（总更换次数求和/样本车辆数量/最新行驶里程总和）

*100000。 

A.3.2 关键维修项目单位里程维修频次 

A.3.2.1 定义 

每辆车在在单位里程（100000km）进行关键维修项目的次数。 

A.3.2.2 计算方法 

A.3.2.2.1 统计所有样本车辆每个关键维修项目执行的总次数，并求和。 

A.3.2.2.2 计算所有样本车辆的最新行驶里程总和。 

A.3.2.2.3 公式：关键维修项目单位里程维修频次=（总维修项目执行次数/样本车辆数量/最新行驶里

程总和）*100000。 

A.3.3 单位里程维护频次 

A.3.3.1 定义 

每辆车在单位里程（100000km）内进行保养的次数。 

A.3.3.2 计算方法 

A.3.3.2.1 统计所有样本车辆每辆车保养的次数，并求和。 

A.3.3.2.2 计算所有样本车辆的最新行驶里程总和。 

A.3.3.2.3 公式：单位里程保养频次=（总保养次数/样本车辆数量/最新行驶里程总和）*100000。 

A.3.4 单位里程修理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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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1 定义 

每辆车在单位里程（100000km）内出现故障的次数。 

A.3.4.2 计算方法 

A.3.4.2.1 统计所有样本车辆每辆车出现故障的次数，并求和。 

A.3.4.2.2 计算所有样本车辆的最新行驶里程总和。 

A.3.4.2.3 公式：单位里程故障频次=（总故障次数/样本车辆数量/最新行驶里程总和）*100000。 

A.3.5 零整比系数 

A.3.5.1 定义 

该车型所有零部件单独计算价格总和除以整车的销售价格，得出的比值。 

A.3.5.2 计算方法 

A.3.5.2.1 统计该车型所有零部件价格，并求和；统计该车型整车的销售价格。 

A.3.5.2.2 计算零整比系数，评估零整比系数的高低。低于400%，则为满分；高于400%低于600%，按比

例计算，得分=满分-（零整比系数-400）*(满分/200）；高于600%，则不得分。 

A.3.5.2.3 公式：（所有零部件价格总和/整车销售价格）×100%。 

A.4 维修高效性 

A.4.1 维修网点覆盖数量 

A.4.1.1 定义 

基于维修记录，统计每个品牌承修企业数量。 

A.4.1.2 计算方法 

A.4.1.2.1 基于样本车辆的维修记录，统计每个车型在调研区域内承修企业的数量。 

A.4.1.2.2 公式：维修网点覆盖数量=承修企业数量。 

A.4.2 维护信息易用 

A.4.2.1 定义 

车型应可在官网或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服务网免费查阅维护信息。维护信息应至少包括定期维

护项目、维护项目检查内容、维护作业方法、维护间隔设置及润滑油、冷却液等油液的规格参数。 

A.4.2.2 计算方法 

A.4.2.2.1 检查汽车生产企业官网或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服务网是否提供该车型免费的维护信息。 

A.4.2.2.2 评估提供的维护信息是否完整、易于获取且公开及时。 

A.4.2.2.3 评分标准包括信息的完整性、易获取性和公开及时性等，综合评分。 

A.4.3 维修信息易用 

A.4.3.1 定义 

维修信息应易于获取，内容完整，公开及时，包括安全注意事项、维修作业方法、电路图、故障诊

断及排除、零部件信息等。 

A.4.3.2 计算方法 

A.4.3.2.1 检查该车型的维修信息公开渠道是否正确。 

A.4.3.2.2 评估提供的维修信息是否完整、易于获取且公开及时。 

A.4.3.2.3 评分标准包括信息的完整性、易获取性和公开及时性等，综合评分。 

A.4.4 维修培训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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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1 定义 

汽车生产企业应提供该车型的维修培训和售后技术支持。 

A.4.4.2 计算方法 

A.4.4.2.1 检查汽车生产企业是否提供该车型的维修培训记录。 

A.4.4.2.2 评估提供的培训和支持的质量，包括培训技术支持的响应速度、覆盖范围等。 

A.4.4.2.3 评分标准基于培训和支持的综合质量，例如培训技术支持响应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得满分，

反之则扣分。 

A.5 分数计算方法 

A.5.1 分数构成 

总分10分，其中购车成本1分，维修经济性指标5分，维修高效性指标4分。 

A.5.2 购车成本分值计算方法 

A.5.2.1 确定落地价基准数据。采用历史调研数据作为基线数据，若该车型无历史调研数据，则本次同

时采样同等车型的5个主流品牌数据作为基线数据。每次测评数据入库后，与原历史数据共同处理分析

后作为下一次的评价的基准数据。 

A.5.2.2 根据表A.1计算购车成本评分，区间段采用线性插值进行评分。 

表A.1 购车成本评分 

落地价（元） 得分 

≤5个主流品牌中的最低落地价 1 

≥5个主流品牌中的最高落地价 0.6 

A.5.3 维修经济性指标分值计算方法 

A.5.3.1 关键配件单位里程更换频次（0.9分） 

样本车辆中所有关键配件的更换频次越低，得分越高。具体评分见表A.2。 

表A.2 关键配件单位里程更换频次评分 

频次（次） 得分 

≤8 0.9 

9-12 0.7 

13-15 0.5 

≥16 0 

A.5.3.2 关键维修项目单位里程维修频次（0.9分） 

所有样本车辆的单位里程维修频次越低，得分越高。具体评分见表A.3。 

表A.3 关键维修项目单位里程维修频次评分 

频次（次） 得分 

≤3 0.9 

4-6 0.7 

7-9 0.5 

≥10 0 

A.5.3.3 单位里程维护频次（1分） 

维护保养频次适度得分最高，频次过高或过低均减分。具体评分见表A.4。 

表A.4 单位里程维护频次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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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次） 得分 

2-4 1 

5-8 0.8 

9-12 0.6 

≥13或＝1 0.5 

＜1 0 

A.5.3.4 单位里程修理频次（1.2分） 

车辆故障修理频次越低，得分越高。具体评分见表A.5。 

表A.5 单位里程修理频次评分 

频次（次） 得分 

≤2 1.2 

3-6 0.9 

7-10 0.5 

≥11 0 

A.5.3.5 零整比系数（1分） 

根据计算的零整比直接计算得分。具体评分见表A.6。 

表A.6 零整比系数评分 

零整比 得分 

≤400% 1 

400%-600% 1-（零整比系数-400%）/200%*1 

＞600% 0 

A.5.4 维修高效性指标分值计算方法 

A.5.4.1 维修网点覆盖数量（1分） 

覆盖面越广，得分越高。具体评分见表A.7。 

表A.7 维修网点覆盖数量评分 

维修网点覆盖数量（户） 得分 

＞1000 1 

800-1000 0.8 

600-800 0.6 

400-600 0.4 

＜400 0.2 

A.5.4.2 维护信息易用（1分） 

A.5.4.2.1 信息完整、易于获取且公开及时得分越高。评估分为信息完整性（0.5分）、易获取性（0.3

分）、及时性（0.2分）。 

A.5.4.2.2 信息完整度越高，得分越高。信息完整性具体评分见表A.8。 

表A.8 信息完整性评分 

信息完整性 得分 

车辆定期维护项目 0.1 

维护项目检查内容 0.1 

维护作业方法 0.1 

维护间隔设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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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冷却液等油液的规格参数 0.1 

A.5.4.2.3 信息越容易获取，得分越高。信息易获取性具体评分见表A.9。 

表A.9 信息易获取性评分 

信息易获取性 分数 

信息可从企业官网或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服务网免费查阅 0.1 

注册、登录、支付便捷 0.1 

查找便捷 0.1 

A.5.4.2.4 维护信息公开越及时，得分越高。及时性具体评分见表A.10。 

表A.10 及时性评分 

及时性 分数 

维护信息及时公开 0.2 

A.5.4.3 维修信息易用（1.6分） 

A.5.4.3.1 信息完整、易于获取且公开及时得分越高。评估分为信息完整性（1分）、易获取性（0.3分）、

及时性（0.3分）。 

A.5.4.3.2 信息完整度越高，得分越高。信息完整性具体评分见表A.11。 

表A.11 信息完整性评分 

信息完整性 分数 

安全注意事项 0.1 

维修作业方法 0.2 

电路图 0.2 

故障诊断及排除 0.3 

零部件信息 0.2 

A.5.4.3.3 信息越容易获取，得分越高。信息易获取性具体评分见表A.12。 

表A.12 信息易获取性评分 

信息易获取性 分数 

信息可从企业官网或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服务网查阅 0.1 

注册、登录、支付便捷 0.1 

查找便捷 0.1 

A.5.4.3.4 维修信息公开越及时，得分越高。及时性具体评分见表A.13。 

表A.13 及时性评分 

及时性 分数 

维修信息及时公开 0.3 

A.5.4.4 维修培训及支持（0.4分） 

A.5.4.4.1 培训技术支持响应越迅速、覆盖范围越广得分最高。 

A.5.4.4.2 评估分为培训技术支持响应速度（0.2分）、覆盖范围（0.2分）。培训技术支持响应速度通

过培训记录进行判断，频次越多、响应速度越快，得分越高。具体评分见表A.14。 

表A.14 培训响应速度评分 

培训响应速度 分数 

新车型上市1年内，≥2次/半年及上市1年后，≥1次/年。 0.2 

新车型上市1年内，≥1次/半年及上市1年后，≥1次/年。 0.1 

新车型上市1年内，0次 0 

培训覆盖范围通过培训记录进行判断，范围越广，得分越高。具体评分见表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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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5 培训覆盖范围评分 

培训覆盖范围 分数 

覆盖全国维修网点≥60% 0.2 

覆盖维修网点≥30% 0.1 

覆盖维修网点≤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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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操控性及人机工程主观评价 

B.1 评价人员 

B.1.1 操控性及人机工程采用主观评价方法，主观评价人员应具备丰富经验且通过相关考核。 

B.1.2 主观评价人员数量至少3名。 

B.2 评分标准 

采用十分制评价打分，评价人员根据车辆性能指标差距进行打分。为了使主观评价数据能够体现车

辆性能之间的细微差距，推荐采用0.25分作为评价最小分度值，即将1分分为0、0.25、0.5、0.75四个

分数档。十分制评价等级及对应分数见表B.1。 

表 B.1 主观评价评分标准 

分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评价 极差 差 较差 稍差 
勉强 

接受 
接受 较好 好 很好 完美 

类别 不可接受 
有条件

接受 
可接受 

评价者 所有用户抱怨 普通用户抱怨 挑剔用户抱怨 评价师抱怨 没有抱怨 

缺陷 
功能

丧失 

严重 

缺陷 

有 

缺陷 

需要 

改进 
较多 少 很少 极少 

几乎感

觉不到 
感觉不到 

分数说明： 

[1～5）：表示产品性能不可接受，所有用户对产品性能都反映差，没有达到能够上市的水平，需要对性能进行改进。 

[5～6）：表示产品性能满足最低安全要求，基于当前技术无法达到或者达到相关性能需要投入较多费用，导致产品性能

可勉强接受但用户抱怨较多，需要进行性能改善。 

[6～7）：表示产品性能可以接受，产品性能达到最低要求，部分用户会产生抱怨，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一般。 

[7～8）：表示产品性能良好，产品性能满足开发要求，很少用户会产生抱怨。 

[8～10]：表示产品性能优异，该性能可作为产品的卖点、处在能够被推荐的状态。 

B.3 操控性 

B.3.1 驻车及低速性能 

对驻车及低速性能包含的转向力矩、转向回正性、转向机动性、转向对称性进行打分，计算所有主

观评价人员打分的平均分得到驻车及低速性能十分制得分。具体评价内容如下： 

1）转向力矩：评价车辆在静止及低速行驶时，转动转向盘至极限位置，静态、低速时转向力的大

小、左右力的一致性以及增益情况，有无力矩波动的现象以及程度。 

2）转向回正性：评价车辆在前进/倒车低速行驶时转向盘回到中间位置的一致性和流畅程度。评价

回正时速度的快慢，回正残留角大小及是否存在超调，回正过程是否存在不连贯等现象。 

3）转向机动性：评价转向盘至极限位置时转向盘圈数，掉头时转弯半径的大小，转向盘转角的实

际需求与预期的感觉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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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向对称性：评价转向盘在左右极限位置时对应转角的对称性，以及在左右转向过程中的力矩

是否对称。 

B.3.2 直线行驶 

对直线行驶包含的转向响应、转矩反馈、转向控制、转向对称性进行打分，计算所有主观评价人员

打分的平均分得到直线行驶十分制得分。具体评价内容如下： 

1）转向响应：在车辆直线行驶时，评价转向盘的自由行程大小，车辆横摆角和侧向加速度随转向

角的增益是否线性，增益大小是否适中。 

2）转矩反馈：在车辆直线行驶时，评价转向盘扭矩自由行程大小，扭矩随转向角的变化及扭矩随

车速的增益大小，转向力随转角增加的线性感，评价转向摩擦力、阻尼的大小。 

3）转向控制：车辆在直线行驶时以小角度转向输入，扭矩的反馈和车辆的响应、转向盘转角是否

一致，转向控制是否准确，转向总体感觉是否自然。 

4）转向对称性：车辆在直线行驶时评价转向盘位置是否水平，左右小转向输入的响应程度，力矩

的建立是否对称。 

B.3.3 弯道行驶 

对弯道行驶包含的转向响应、转矩反馈、转向控制、转向回正进行打分，计算所有主观评价人员打

分的平均分得到弯道行驶十分制得分。具体评价内容如下： 

1）转向响应：车辆在弯道行驶时，评价横摆角速度、侧向加速度随转角变化的响应程度，响应是

否线性，转向输入后车辆响应是否有延迟，评价延迟时间的长短。 

2）转矩反馈：车辆在弯道行驶时，评价扭矩随车速增加的变化，转角输入和扭矩增长是否线性，

转向力和回正力差异的大小，转向力是否清晰。 

3）转向控制：车辆在弯道行驶时，评价转向力矩、转向盘角度与车辆响应在转向中心区域是否一

致 。 

4）转向回正：车辆在弯道行驶时以不同速度释放转向盘，评价转向回正速度是否过快或过慢，转

向盘回到中心位置的能力、是否存在超调及超调后的衰减快慢。 

B.4 人机工程 

B.4.1 区域空间 

对区域空间包含的驾乘空间、储物空间、拓展空间、卧铺空间、货厢空间进行打分，计算所有主观

评价人员打分的平均分得到区域空间十分制得分。具体评价内容如下： 

1）驾乘空间：评价在每个座位上在乘坐、观察、驾驶、调节的过程中头部空间、肩部空间、肘部

空间、臀部空间、膝部空间、脚部空间等位置是否舒适，是否存在压抑感，活动空间是否充足；评价车

辆座椅、车门内板、歇脚板、座椅扶手等对驾驶员的支撑性是否舒适。  

2）储物空间：主要评价驾驶室内各处可放置的储物格、门内板、卧铺下、座椅下等区域内储物空

间的数量、体积是否足够，各储物空间的形状、深度是否合理美观、取放物品是否便利。  

3）拓展空间：评价车辆的其他拓展空间，如备用尿素桶、水桶、随车携带常用工具等，是否有提

升用户使用便利性的空间，是否有创新设计、是否考虑人性化和实用性。  

4）卧铺空间：主要评价卧铺的宽度、长度、净空间是否充裕，进出铺位是否便利。卧铺的材质、

软硬度是否舒适。  

5）货厢空间：主要评价货厢可供使用的容积及实用性，包括货厢的容积大小、货厢的地板是否平

整、是否具有异形结构、货物是否易于固定、在有积水情况下厢门开启时有无向内的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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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进出及移动便利性 

对进出及移动便利性包含的进出便利性、驾驶室内移动便利性、装卸货物便利性进行打分，计算所

有主观评价人员打分的平均分得到进出及移动便利性十分制得分。具体评价内容如下： 

1）进出便利性：评价驾乘人员从车外进入驾乘位置和从驾乘位置下车的过程中，身体幅度是否过

大，头部、身体、腿部、脚部是否会碰到立柱、转向盘、仪表台、舱门、座椅等及其他部件。评价在进

出一、二级台阶抬脚高度、进出时的跨度、纵向深度是否合理；拉手大小、形状、位置是否合理。  

2）驾驶室内移动便利性：评价驾驶室地板平整程度；在驾驶室内，驾乘人员由当前位置移动至其

他位置过程中，地板、仪表台、挡位杆、转向盘等部件是否会对移动形成干扰，头顶空间是否足够， 评

价对人员移动便利性的干扰及触碰幅度的大小。  

3）装卸货物便利性：评价货物进出舱门、货厢门时的空间难易度。装卸货物的便利性，包括货厢

的开口尺寸、装载门槛的离地高度、门槛与地板间的高度差、货厢锁扣有无伤害性，在货品装卸时是否

方便。  

B.4.3 视野性能 

对视野性能包含的驾驶员前向视野、驾驶员车内视野、驾驶员内、外视镜视野、驾驶员辅助视野、

雨刮视野、乘员视野、眩目与反光、视认性进行打分，计算所有主观评价人员打分的平均分得到视野性

能十分制得分。具体评价内容如下： 

1）驾驶员前向视野：主要评价驾驶员透过挡风玻璃观察到的视野开阔程度。包括对前方下部视野

盲区接受程度，以及发动机舱罩、顶棚前端、高位箱、内后视镜、前挡风玻璃黑区、遮阳板对前向视野

的影响；评价A柱饰板、外后视镜安装支架、雨刮对视野是否有较大影响。  

2）驾驶员车内视野：主要评价驾驶员在正常坐姿下观察车厢内部的视野范围。评价中控台及中控

面板的多媒体控制按钮各显示屏、控制面板、应急警示开关等的视野范围，以及是否存在视野遮挡、视

角安全。  

3）驾驶员内、外视镜视野：主要评价驾驶员通过内、外视镜所能观察到的视野范围是否足够宽泛、

视野盲区的大小，以及内、外视镜尺寸、调节、镜片位置、外后视镜曲率对视野的影响。  

4）驾驶员辅助视野：评价车辆辅助视野图像在白天及夜间是否清晰、倒车轨迹显示准确度及视野

开阔程度。  

5）雨刮视野：评价车辆雨刷刮刷区域面积大小、刮刷干净程度、A柱附近刮刷残余面积、雨刷刮板

的突出部分等。  

6）乘员视野：主要评价乘员的前方、侧方以及驾驶室内观察到的视野范围。分别评价前方视野盲

区接受程度，以及发动机舱罩、仪表台、雨刮对视野是否有影响，顶棚前端、高位箱、前挡风玻璃黑区、

遮阳板对视野的影响。评价乘员视野能否接受以及窗台线、玻璃尺寸、车窗可视底边、车窗可视宽度、

前后座椅（头枕）的影响。  

7）眩目与反光：主要评价前挡风及后窗视野区域、后视镜区域、侧方区域、天窗区域、仪表台区

域及车辆其他部位是否反光，及对驾驶员视野干扰程度。评价夜间组合仪表、中控显示器、开关按键背

光是否刺眼、眩目。  

8）视认性：主要评价人眼识别车内显示、操纵件标识的组合仪表数字、刻度、指针图像色彩照度

是否鲜艳明丽，亮度是否清晰醒目，对比度是否明显，组合仪表数字、刻度、指针图像的尺寸大小是否

足够明显，指针图像的辨识度是否易懂，开关、按键、旋钮的功能对应的标识是否容易识别及理解。  

B.4.4 操作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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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操作便利性包含的车门开闭便利性、货厢开闭便利性、车内开关、按键、旋钮操作便利性、车窗

升降便利性、踏板布置、挡位操作便利性、卧铺/遮阳帘操作便利性、外接功能便利性、生活设施便利

性进行打分，计算所有主观评价人员打分的平均分得到操作便利性十分制得分。具体评价内容如下： 

1）车门开闭便利性：评价车外开启车门时拉手高度位置是否合适、车门开闭力是否适中、车门开

启角度是否合适、车门开启时限位感是否明显；进入车内后开闭车门，评价把手的位置是否合适、握感

是否舒适、强度是否合适。  

2）货厢开闭便利性：评价货厢（或栏板）锁具的位置、大小、操作力是否合适，货厢门（或栏板）

的开度是否足够、开闭货厢门或栏板的操作力是否合适、货厢门开启后是否具有限位。  

3）车内开关、按键、旋钮操作便利性：评价车门区域、中控区域、座椅区域、天窗区域、卧铺区

域的开关、按键、旋钮的位置、操作力、开关行程、挡位感、阻尼感、有无松旷、声品质及外观质感。  

4）车窗升降便利性：评价车窗升降功能是否有一键升降系统、一键升系统等功能，是否配备全车

一键升降系统。评价车窗升降功能在运行时的速度是否合理，在上升、下降、上升变下降、下降变上升

运行工况下是否稳定。评价车窗升降功能在升降运行及结构翻转的过程中是否产生震颤，观察车窗升降

时玻璃是否有晃动，升降机、上升至顶、下降脱槽时声音的大小、升降噪音品质。评价车辆一键升降系

统防夹功能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性及灵敏度。  

5）踏板布置：评价离合器踏板、油门踏板、制动踏板的位置、高度、大小、形状、踏板间距、踏

板角度等是否合理，是否便于驾驶员在不同踏板之间来回切换；评价歇脚板的位置、大小、角度等是否

合理。  

6）挡位操作便利性：评价排挡位置设置是否利于驾驶员操作，挡位高度设置是否合理，挡位显示

辨识度是否明显、是否易于辨识，排挡是否贴合掌心、摩擦力是否适中，车辆怠速工况下，评价换挡力

是否合适，车辆换挡过程中是否存在跳挡等异常情况。  

7）卧铺/遮阳帘操作便利性：针对设置有卧铺及遮阳帘的车辆，评价打开或收起卧铺和遮阳帘的操

作空间是否足够、操作力是否适中，操作行程是否合理。  

8）外接功能便利性：评价车辆内部USB 接口、无线充电等外接功能是否使用方便，是否有合适的

位置固定手机支架。  

9）生活设施便利性：评价简易加热装置、生活厕所、冰箱、晾衣装置等，座椅折叠工作台功能及

其他生活设施的使用便利性。 

B.4.5 维护便利性 

对维护便利性进行打分，评价机油检查标尺、冷却液加注口、制动液加注口、转向液加注口、尿素

加注口、玻璃清洗剂加注等处标识是否清楚，实际加注时是否方便。车辆维护时更换发动机油、变速器

油、空调滤芯、润滑油（脂）等是否方便快捷。计算所有主观评价人员打分的平均分得到维护便利性十

分制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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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评分标准 

C.1 普通厢式货车评分标准 

C.1.1 车型划分 

根据最大允许总质量将车型划分成以下质量段，分别对应不同的指标分值及限值。如表C.1所示。 

表C.1 车型质量段划分 

序号 车辆最大允许总质量G（kg） 类别 

1 3500＜G≤4500 A 

2 4500＜G≤8000 B 

3 8000＜G≤12000 C 

4 12000＜G≤16000 D 

5 16000＜G≤18000 E 

6 18000＜G≤25000
a
 F 

7 25000＜G≤31000
b
 G 

a
当驱动轴为每轴每侧双轮胎且装备空气悬架时，总质量最大限值为26000kg； 
b
当驱动轴为每轴每侧双轮胎且装备空气悬架时，总质量最大限值为32000kg； 

C.1.2 指标分值分配 

指标分值分配如表C.2所示。 

表C.2 指标分值分配 

一级

指标 

一级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分值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分值 

燃油/纯电动 燃油/纯电动 燃油 纯电动 

安全 25 

行车安全 15 

发动机接合的0型制动 4 4 

弯道制动 3 3 

蛇行试验稳定性 4 4 

重复制动 4 4 

货物安全 10 

货箱平顺性 2 2 

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地板

强度及刚度 
6 6 

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 2 2 

高效 25 

装卸能力 
8 载质量利用系数 8 8 

2 起重尾板配置 2 2 

动力性能 10 
（0~50）km/h加速性能试验 5 5 

爬陡坡试验 5 5 

通过性能 5 最小转弯直径 5 5 

经济 25 

能耗 15 

燃料消耗量 15 / 

能量消耗量 / 7.5 

续驶里程 / 7.5 

使用经济性 10 

购车成本 1 1 

维修经济性 5 5 

维修高效性 4 4 

舒适 15 驾驶室平顺性 4.5 脉冲输入行驶平顺性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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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匀速行驶驾驶员耳旁噪声 2 2 

操控性 4.5 

驻车及低速性能 1.5 1.5 

直线行驶 1.5 1.5 

弯道行驶 1.5 1.5 

人机工程 6 

区域空间 1 1 

进出及移动便利性 0.5 0.5 

视野性能 1.5 1.5 

操作便利性 1.5 1.5 

维护便利性 1.5 1.5 

智能 10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功能 
4 

目标车静止测试 1.5 1.5 

目标车移动测试 1.5 1.5 

行人测试 1 1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

系统功能 
4 

闭眼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1 1 

头部姿态异常行为下检出率与

准确率 

1 1 

接打手持电话行为下检出率与

准确率 

1 1 

打哈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0.5 0.5 

抽烟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0.5 0.5 

全景环视系统功能 2 

全景拼接 0.4 0.4 

驾驶员盲区监测 0.4 0.4 

视图切换 0.4 0.4 

静态辅助线 0.4 0.4 

动态辅助线 0.4 0.4 

C.1.3 安全维度评分标准 

C.1.3.1 行车安全 

C.1.3.1.1 发动机接合的O型制动 

按照表C.3对发动机接合的0型制动进行评分。 

表C.3 发动机接合的0型制动评分 

制动距离（m）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20.00 20.00 20.00 25.00 25.00 25.00 25.00 4 

43.78 43.78 43.78 43.78 43.78 43.78 43.78 2.4 

注1：区间段采用线性插值法计算相应得分，所得分数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注2：以A类车为例，制动距离不超过20m，以4分计算；制动距离超过43.78m，以2.4分计算，下同。 

C.1.3.1.2 弯道制动 

按照表C.4对弯道制动进行评分。 

表C.4 弯道制动评分 

确保车辆制动后能保持在车道内的制动初速度（km/h）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3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1.8 

C.1.3.1.3 蛇行试验稳定性 

按照表C.5对蛇行试验稳定性进行评分。 

表C.5 蛇行试验稳定性评分 

基准车速下平均横摆角速度峰值（°/s）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G≤

6000kg 

G＞

60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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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8.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 

20.00 2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4 

C.1.3.1.4 重复制动 

按照表C.6对重复制动进行评分。 

表C.6 重复制动评分 

重复制动试验后相对于冷态状态下发动机脱开的0型试验制动距离的比值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4 

1.66 1.66 1.66 1.66 1.66 1.66 1.66 2.4 

C.1.3.2 货物安全 

C.1.3.2.1 货箱平顺性 

按照表C.7对货箱平顺性进行评分。 

表C.7 货箱平顺性评分 

货箱中心地板处的最大（绝对值）加速度Zmax（m/s2）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2 

C.1.3.2.2 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地板强度及刚度 

按照表C.8~C.9分别对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及地板进行评分，最终计算平均分得到综合评分。 

表C.8 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刚度及强度评分 

测试过程中被测试结构的最大变形量（mm）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1.5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0.9 

注：试验载荷达到100%时，允许出现不超过20 mm，且不影响正常使用功能的永久变形。若不满足该要求，则该项得

分为0.9分。 

表C.9 地板刚度及强度评分 

指标要求 得分 

地板不出现明显变形 1.5 

C.1.3.2.3 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 

N2类和N3类车辆分别按照表C.10、C.11对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进行评分。 

表C.10 N2类车辆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评分 

指标类型 指标要求 得分 

车辆水平承载面上的系固点 满足JT/T 1178.1-2018附录E.1.1要求 1 

前墙上的系固点 满足JT/T 1178.1-2018附录E.1.2要求 1 

表C.11 N3类车辆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评分 

指标类型 指标要求 得分 

系固点位置 满足JT/T 882-2014附录C.2要求 1 

系固点数量 满足JT/T 882-2014附录C.3要求 1 

C.1.4 高效维度评分标准 

C.1.4.1 装卸能力 

C.1.4.1.1 载质量利用系数 

按照表C.12对载质量利用系数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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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2 载质量利用系数评分 

载质量利用系数 

得

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

车 

E类

车 

F类

车 

G类

车 整备质量

≤3500kg 

整备质量

＞3500kg 

整备质量

≤3500kg 

整备质量

＞3500kg 

整备质量

≤3500kg 

整备质量

＞3500kg 

0.66 0.77 0.66 0.77 0.66 0.77 1.05 1.05 1.05 1.05 8 

0.60 0.70 0.60 0.70 0.60 0.70 0.95 0.95 0.95 0.95 4.8 

C.1.4.1.2 起重尾板 

按照表C.13对起重尾板进行评分。 

表C.13 起重尾板评分 

指标要求 得分 

标配起重尾板 1.5 

C.1.4.2 动力性能 

C.1.4.2.1 （0~50）km/h加速性能试验 

按照表C.14对燃油车的（0~50）km/h加速性能试验进行评分。 

表C.14 （0~50）km/h加速性能试验评分（燃油车） 

加速时间（s）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13.00 15.00 20.00 25.00 33.00 34.00 35.00 5 

15.00 20.00 25.00 30.00 38.00 39.00 40.00 3 

根据纯电动车应用推广情况，本文件中目前仅对纯电动A类车限值进行规定，按照表C.15对（0~50）

km/h加速性能试验进行评分。 

表C.15 （0~50）km/h加速性能试验评分（纯电动车） 

加速时间（s） 
得分 

A类车 

7.0 5 

10.0 3 

C.1.4.2.2 爬陡坡试验 

按照表C.16对爬陡坡试验进行评分。 

表C.16 爬陡坡试验评分 

顺利通过的坡度（%）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30 30 30 30 30 30 30 5 

18 18 18 18 18 18 18 4 

12 12 12 12 12 12 12 3 

C.1.4.3 通过性能 

C.1.4.3.1 最小转弯直径 

按照表C.17对最小转弯直径进行评分。 

表C.17 最小转弯直径试验评分 

最小转弯直径（m）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13.80 15.80 17.80 19.80 20.80 21.80 22.80 5 

14.50 16.50 18.50 20.50 21.50 22.50 23.50 5 

C.1.5 经济维度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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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1 能耗 

C.1.5.1.1 燃料消耗量 

按照表C.18对燃料消耗量进行评分。 

表C.18 燃料消耗量评分 

燃

料

种

类 

百公里燃料消耗量（L/100km） 

得分 A类

车 

B类车 C类车 

D类

车 

E类

车 

F类车 G类车 

4500kg

＜G≤

7000kg 

7000kg

＜G≤

8000kg 

8000kg

＜G≤

9000kg 

9000kg

＜G≤

12000kg 

18000kg

＜G≤

20000kg 

20000kg＜G≤

25000kg
a
 

25000kg＜

G≤

31000kg
b
  

柴

油 

12.5 14.4 17.1 17.1 20.0 23.1 23.1 26.3 29.4 31.9 15 

13.2 15.2 18.0 18.0 21.0 24.3 24.3 27.7 30.9 33.6 9 

汽

油 

14.4 16.6 19.7 19.7 23.0 26.5 26.5 30.3 33.7 36.7 15 

15.2 17.5 20.7 20.7 24.2 27.9 27.9 31.9 35.5 38.6 9 

C.1.5.1.2 能量消耗量 

根据纯电动车应用推广情况，本文件中目前仅对纯电动A类车限值进行规定，按照表C.19对能量消

耗量进行评分。 

表C.19 能量消耗量评分 

能量消耗量（W·h/km） 
得分 

A类车 

320 7.5 

400 4.5 

C.1.5.1.3 续驶里程 

根据纯电动车应用推广情况，本文件中目前仅对纯电动A类车限值进行规定，按照表C.20对续驶里

程进行评分。 

表C.20 续驶里程评分 

续驶里程（km） 
得分 

A类车 

300 7.5 

200 4.5 

C.1.5.2 使用经济性 

C.1.5.2.1 购车成本 

按照附录A对性价比进行评分。 

C.1.5.2.2 维修经济性 

按照附录A对维修经济性进行评分。 

C.1.5.2.3 维修高效性 

按照附录A对维修高效性进行评分。 

C.1.6 舒适维度评分标准 

C.1.6.1 驾驶室平顺性 

C.1.6.1.1 脉冲输入行驶平顺性 

按照表C.21对脉冲输入行驶平顺性进行评分。 

表C.21 脉冲输入行驶平顺性评分 

驾驶员座椅坐垫上方的最大（绝对值）加速度Zmax（m/s2）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2.5 



T/ZQB XXX—XXXX 

26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1.5 

C.1.6.2 噪声 

C.1.6.2.1 匀速行驶驾驶员耳旁噪声 

按照表C.22对匀速行驶驾驶员耳旁噪声进行评分。 

表C.22 匀速行驶驾驶员耳旁噪声评分 

驾驶员耳旁噪声（dB（A））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63.00 63.00 63.00 63.00 63.00 63.00 63.00 2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1.2 

C.1.6.3 操控性 

C.1.6.3.1 驻车及低速性能、直线行驶、弯道行驶 

按照表C.23分别对驻车及低速性能、直线行驶、弯道行驶进行评分。 

表C.23 驻车及低速性能、直线行驶、弯道行驶评分 

主观评价十分制得分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1.5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0.9 

C.1.6.4 人机工程 

C.1.6.4.1 区域空间、进出及移动便利性、视野性能、操作便利性、维护便利性 

按照表C.24对区域空间、进出及移动便利性、视野性能、操作便利性、维护便利性进行评分。 

表C.24 区域空间、进出及移动便利性、视野性能、操作便利性、维护便利性评分 

主观评价十分制得分 

区域空间得分 
进出及移动便利性

得分 

视野性能、操作便

利性、维护便利性

得分 
A类

车 

B类

车 

C类

车 

D类

车 

E类

车 

F类

车 

G类

车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1 0.5 1.5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0.6 0.3 0.9 

C.1.7 智能维度评分标准 

C.1.7.1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功能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功能评分如表C.25所示。 

表C.25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功能评分 

试验场景 指标要求 得分 

目标车辆静止测试 

满足JT/T 1242通过性要求 

1.5 

目标车辆移动测试 1.5 

行人测试 1 

C.1.7.2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功能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功能评分如表C.26所示。 

表C.26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评分 

试验场景 指标要求 得分 

闭眼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满足GB/T 41797规定的检出率及准确

率要求 

1 

头部姿态异常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1 

接打手持电话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1 

打哈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0.5 

抽烟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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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3 全景环视系统功能 

全景环视系统功能评分如表C.27所示。 

表C.27 全景环视系统功能评分 

试验场景 指标要求 得分 

全景拼接 

满足JT/T 1524通过性要求 

0.4 

驾驶员盲区监测 0.4 

视图切换 0.4 

静态辅助线 0.4 

动态辅助线 0.4 

C.2 冷藏车评分标准 

C.2.1 车型划分 

根据表C.1进行车型划分。 

C.2.2 指标分值分配 

指标分值分配如表C.28所示。 

表C.28 指标分值分配 

一级

指标 

一级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分值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分值 

燃油/纯电动 燃油/纯电动 燃油 纯电动 

安全 25 

行车安全 10 

发动机接合的0型制动 3 3 

弯道制动 2 2 

蛇行试验稳定性 3 3 

重复制动 2 2 

货物安全 15 

货箱平顺性 1 1 

降温性能 3 3 

保温性能 3 3 

行驶温度记录与监控 3 3 

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地板

强度及刚度 
4 4 

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 1 1 

高效 25 

装卸能力 
8 载质量利用系数 8 8 

2 起重尾板配置 2 2 

动力性能 10 
（0~50）km/h加速性能试验 5 5 

爬陡坡试验 5 5 

通过性能 5 最小转弯直径 5 5 

经济 25 

能耗 15 

燃料消耗量 15 / 

能量消耗量 / 7.5 

续驶里程 / 7.5 

使用经济性 10 

购车成本 1 1 

维修经济性 5 5 

维修高效性 4 4 

舒适 15 

驾驶室平顺性 
4.5 

脉冲输入行驶平顺性 2.5 2.5 

噪声 匀速行驶驾驶员耳旁噪声 2 2 

操控性 4.5 

驻车及低速性能 1.5 1.5 

直线行驶 1.5 1.5 

弯道行驶 1.5 1.5 

人机工程 6 
区域空间 1 1 

进出及移动便利性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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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性能 1.5 1.5 

操作便利性 1.5 1.5 

维护便利性 1.5 1.5 

智能 10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功能 
4 

目标车静止测试 1.5 1.5 

目标车移动测试 1.5 1.5 

行人测试 1 1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

系统功能 
4 

闭眼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1 1 

头部姿态异常行为下检出率与

准确率 

1 1 

接打手持电话行为下检出率与

准确率 

1 1 

打哈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0.5 0.5 

抽烟行为下检出率与准确率 0.5 0.5 

全景环视系统功能 2 

全景拼接 0.4 0.4 

驾驶员盲区监测 0.4 0.4 

视图切换 0.4 0.4 

静态辅助线 0.4 0.4 

动态辅助线 0.4 0.4 

C.2.3 评分标准 

C.2.3.1 说明 

冷藏车相关评价指标评分标准除特别规定外，均与普通厢式货车保持一致。 

C.2.3.2 发动机接合的O型制动 

按照表C.29对发动机接合的0型制动进行评分。 

表C.29 发动机接合的0型制动评分 

制动距离（m）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20.00 20.00 20.00 25.00 25.00 25.00 25.00 3 

43.78 43.78 43.78 43.78 43.78 43.78 43.78 1.8 

C.2.3.3 弯道制动 

按照表C.30对弯道制动进行评分。 

表C.30 弯道制动评分 

确保车辆制动后能保持在车道内的制动初速度（km/h）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2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1.2 

C.2.3.4 蛇行试验稳定性 

按照表C.31对蛇行试验稳定性进行评分。 

表C.31 蛇行试验稳定性评分 

基准车速下平均横摆角速度峰值（°/s）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G≤

6000kg 

G＞

6000kg 

8.00 8.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3 

20.00 2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8 

C.2.3.5 重复制动 

按照表C.32对重复制动进行评分。 

表C.32 重复制动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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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制动试验后相对于冷态状态下发动机脱开的0型试验制动距离的比值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2 

1.66 1.66 1.66 1.66 1.66 1.66 1.66 1.2 

C.2.3.6 货箱平顺性 

按照表C.33对货箱平顺性进行评分。 

表C.33 货箱平顺性评分 

货箱中心地板处的最大（绝对值）加速度Zmax（m/s2）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 

C.2.3.2 降温性能 

按照表C.34对降温性能进行评分。 

表C.34 降温性能评分 

达到规定温度所需时间（min）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3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1.8 

C.2.3.3 保温性能 

按照表C.35对保温性能进行评分。 

表C.35 保温性能评分 

保持制冷装置连续工作、车厢内部能持续符合规定温度的时间（min）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750 750 750 750 750 750 750 3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1.8 

C.2.3.4 行驶温度记录与监控 

按照GB/T 40475-202中7.2.1~7.2.6对样车进行逐项检查，按表C.36进行评分。 

表C.36 行驶温度记录与监控评分 

指标要求 得分 

满足GB/T 40475-202中7.2.1~7.2.6中适用条款要求 总分3分，若有1项不符合则扣除1分，扣完为止 

C.2.3.5 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地板强度及刚度 

按照表C.37~C.38分别对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及地板进行评分。 

表C.37 厢体前墙、侧墙、后墙刚度及强度评分 

测试过程中被测试结构的最大变形量（mm） 
得分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车 E类车 F类车 G类车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1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0.6 

注：试验载荷达到100%时，允许出现不超过20 mm，且不影响正常使用功能的永久变形。若不满足该要求，则该项得

分为0.6分。 

表C.38 地板刚度及强度评分 

指标要求 得分 

地板不出现明显变形 1 

C.2.3.6 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 

N2类和N3类车辆分别按照表C.39、C.40对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进行评分。 

表C.39 N2类车辆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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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型 指标要求 得分 

车辆水平承载面上的系固点 满足JT/T 1178.1-2018附录E.1.1要求 0.5 

前墙上的系固点 满足JT/T 1178.1-2018附录E.1.2要求 0.5 

表C.40 N3类车辆系固点数量及安装位置评分 

指标类型 指标要求 得分 

系固点位置 满足JT/T 882-2014附录C.2要求 0.5 

系固点数量 满足JT/T 882-2014附录C.3要求 0.5 

C.2.3.7 载质量利用系数 

按照表C.41对载质量利用系数进行评分。 

表C.41 载质量利用系数评分 

载质量利用系数 
评分标

准（百

分制） 

A类车 B类车 C类车 
D类

车 

E类

车 

F类

车 

G类

车 整备质量

≤3500kg 

整备质量

＞3500kg 

整备质量

≤3500kg 

整备质量

＞3500kg 

整备质量

≤3500kg 

整备质量

＞3500kg 

0.66 0.55 0.44 0.55 0.44 0.55 0.88 0.88 0.88 0.88 8 

0.40 0.50 0.40 0.50 0.40 0.50 0.80 0.80 0.80 0.80 4.8 

C.3 综合评分 

C.3.1 分别计算安全、高效、经济、舒适、智能五个维度得分。 

C.3.2 将所有评价指标得分相加得到综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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