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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T ××××《汽车用液晶仪表》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

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2017-0748T-QC（计划名称为：汽车用液晶仪表）进

行编制。计划起草单位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等。 

2. 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的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组织国内

的整车生产企业、液晶仪表生产企业、检测机构等共同开展标准的制定。 

液晶仪表相对中控系统和舒适娱乐系统等产品，产品的安全等级和液晶屏的要求都要

高，在座舱电子中技术含量最重。因为产品的复杂多样，该标准要考虑的内容、涉及的内

容非常多，比一般的产品标准难度要大的多，比如说因仪表于行车安全之重要，要考虑到

可能的死机黑屏下，如何避免驾驶员盲开，如何充分发挥液晶屏的优势在显示报警上给客

户更清晰更方便的提示，如何在追求亮度和提高液晶屏的寿命之间进行取舍等。于 2017

年 10 月召开了汽车用液晶仪表标准启动会。这次会重点是技术交流和框架性的思路讨论。

就目前的主流产品、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我们国家的液晶仪表标准该怎么定，必须包括

哪些内容、涵盖哪些产品、对液晶屏是自成标准，还是作为液晶仪表总成的一部分等内容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形成了制定标准的基本共识。既涉及量化指标，又要兼顾每个

人的主观感受。既考虑全液晶表，又要兼顾目前市场上非常主流的组合液晶表。 

在启动会精神的基础上，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结合一些企业提供的技术资料，形

成了标准初稿。于 2018 年 4 月、2018 年 8 月、2018 年 12 月分别组织了三次标准讨论会，

经过前后 3 次讨论会，每次会议都安排技术交流环节，从液晶屏企业、到仪表企业、到主

机厂，不同层面都有专家的分享，每次会都有不同的讨论重点，每个试验项目和技术参数

都经历了充分讨论和争论，标准的总体内容得以确定，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 

   参与本标准起草的单位有：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江苏新通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

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本标准技术指标充分考虑和结合产品的实际现状，从行业需求出发，既考虑标准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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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性，又要避免不成熟的、验证不充分的指标在标准中出现，避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定义的对象为汽车液晶仪表总成，也就是总成所涉及、所表现的功能的对应要求，

包含各种表的参数显示信息（基本功能）、声音报警信息、显示符号信息等。 

——涉及的仪表种类，兼顾了乘用车、商用车和电动车常用的仪表，包括车速表、里

程表、转速表、燃油表、温度表、机油压力表、电压表、电流表、SOC 表、续驶里程表、

尿素液位表及气压表。 

——涉及的液晶仪表形式：全液晶仪表和组合液晶仪表。组合液晶仪表的液晶表部分

执行本标准，指针表部分执行 QC/T 727。727 未覆盖的指针表重新定义，也就是要考虑

SOC 表、续驶里程表、尿素液位表及气压表的相应要求。 

——显示方式只给出常用的指针式和数字式，其他如渐变式、光柱式、光带式等由企

业自定。 

——大客车仪表只考虑显示和报警基本功能，其他整合在一起的功能不予考虑。 

——转速表区别发动机转速和电机转速。 

——涉及的液晶屏：TFT 液晶屏（主流液晶屏）。 

1. 标准适用范围 

标准适用于 M、N 类汽车用 TFT 液晶仪表（包括车速表、里程表、转速表、燃油表、温度表、

机油压力表、电压表、电流表、SOC 表、续驶里程表、尿素液位表及气压表）。 

2. 标准主要技术指标 

2.1. 基本性能要求 

1）为减少液晶屏企业开发成本，引导五花八门的尺寸走向规范，明确对液晶屏尺寸

提出要求，对大尺寸和小尺寸分别推荐主流的几种尺寸。 

2）就连接器，在标准上的推荐方式为：按车型（乘用车、客车、卡车）分别给出推

荐的型式，目的是逐步引导和规范。 

3）基本误差：车速表基本误差涵盖指针和数字表。其他表基本误差只针对指针表，

数字表不需要考核基本误差。如续航里程表：目前都是数字式的，基本误差不涉及。 

4）对数字显示方式给出了刷新要求，对启动时间只规定-30℃下的参数且明确不含

动画时间（具有开机动画的由企业自定）。 

5）响应时间对指针式、数字式同样适用。 

6）声音报警音量对乘用车和商用车分别给出，给出分贝范围和距离，具体测试方法

由供需双方协商 

7）报警符号方面要求既给符号又给文字。 

2.2. 其他性能要求 

可靠性考核项目全面引用 GB/T28046 的试验方法。 

耐久性给出加速试验方法，便于试验室台架试验。即先高温连续工作，再做温度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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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循环时既有休眠状态，又有工作状态。 

屏幕刷新率主要取决于芯片，通过软件计算得到，不好给出试验方法，只做一般要求。 

静电放电的接触放电明确规定只打 pin 脚。 

色坐标为典型值加误差。因典型值受制于很多因素，材料、客户需求等，不做统一规

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如误差、响应时间等，都是根据参与起草供应商的试验验

证并经综合权衡、协商后给出，耐环境性能也是完全基于参与企业的日常验证基础和主机

厂的实际要求相结合给出的。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部

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汽车向电子化发展，仪表承担着重要任务，其功能越来越强大，从传统的信息显示

和报警，已经参与到整车安全信息显示和报警中，甚至集成了网关和车身控制器。相对中

控系统和舒适娱乐系统，产品的安全等级和液晶屏的要求都要高，在座舱电子中技术含量

最重。液晶仪表要兼顾美观靓丽、兼顾人机交互、兼顾驾驶习惯、兼顾信息显示和报警功

能等方面，产品研发非常复杂、更新换代又非常快，对企业的技术实力、研发团队的要求

非常高。 

液晶表被各个主机厂定位为科技感很强的功能件、造型件，重视程度高、要求高，

标准的尽快出台非常重要，建立秩序和规范，让行业有据可依。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

比情况 

本标准主要贴合了行业的实际现状、参照了个别企业标准，无采标。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汽车仪表标准体系中属于产品标准大类。本标准与有关标准保持协调。。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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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实施日期等） 

建议发布后立即执行。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