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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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 12535—2007《汽车起动性能试验方法》，与GB/T 12535—2007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拖动时间的术语和定义（见3.1，2007版的第3章）； 

——增加了起动性能的术语和定义（见3.2）； 

——更改了测量参数的要求（见第4章，2007版的第4章）； 

——增加了试验地点的详细要求（见5.2）； 

——更改了车辆试验质量的要求（见5.3，2007版的5.1）； 

——更改了试验环境中低温环境的要求（见5.4.1，2007版的5.5）； 

——增加了新能源汽车试验环境中低温环境的要求（见5.4.1）； 

——增加了试验环境中高原环境的要求（见5.4.2）； 

——增加了试验方法的总体要求（见6.1）； 

——更改了冷机起动的静置条件（见6.2.1.1，2007版的6.1.2）； 

——增加了冷机起动的操作要求（见6.2.1.2、6.2.1.3）； 

——更改了起动次数和拖动时间的要求（见6.2.2，2007版的6.1.4）； 

——增加了新能源汽车的起动性能要求（见6.2.3、6.2.4、6.2.5）； 

——更改了预热试验的要求（见6.3，2007版的6.2）； 

——增加了倒挡起步性能要求（见6.4.1）； 

——更改了前进挡起步性能要求（见6.4.2、6.4.3，2007版的6.3.1、6.3.2）； 

——增加了两用燃料汽车、天然气汽车、液化石油气汽车的起动性能要求（见6.5）； 

——更改了附录A试验记录表（见附录A，2007版附录A)。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77年首次发布为GB 1334—1977； 

——1990年第一次修订,标准号改为GB/T 12535,标准名称改为《汽车起动性能试验方法》；2007

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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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起动性能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起动性能的术语和定义、测量参数、试验条件、试验方法和试验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M类和N类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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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4—1990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089、GB/T 1959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拖动时间  starting time 

汽车发动机起动成功后，自起动机接通至发动机转速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怠速转速的时

间。 

3.2  

起动性能  starting performance 

汽车在一定温度、大气压力的环境中按要求静置后，通过汽车的起动时间、起步行驶等

性能来表征汽车的机动运行能力。 

4 测量参数 

试验测量参数的单位、准确度要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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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测量参数及其单位、准确度 

名称 单位 准确度 

时间 s ±0.1(0~24 h） 

电压 V 1%（0~30 V) 

电流 A 1%(0~1000 A) 

转速 r/min 1%（0~10000 r/min） 

温度 ℃ 1.5%（-50 ℃~100 ℃） 

气压 kPa 0.25%（50~110 kPa） 

车速 km/h 1%（0~500 km/h） 

风速 m/s 0.5%（0~30 m/s） 

海拔高度 m 10 m（-500~6000 m） 

质量 kg 1%（0~20000 kg） 

 

5 试验条件 

5.1 试验车辆 

5.1.1 试验车辆的准备应按照 GB/T 12534—1990 中 3.2、3.5、4.1及 4.2的要求进行。 

5.1.2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应按照汽车的使用说明书或有关技术资料的规定，选用相应

牌号的燃油、发动机油、变速箱油、助力转向油、分动箱油、离合器油、冷却液、制动液等。 

5.1.3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试验车辆可按照汽车制造商规定，装配专用起动附件，如辅

助起动装置（燃油蒸发器、加注启动液装置、预热塞及加热器等）和保温装置（发动机保温

罩，散热器保温装置及蓄电池保温箱等）。 

5.1.4 应使用汽车制造商规定的蓄电池，起动电缆和搭铁电缆。各线路连接可靠，蓄电池

工作良好。在车辆开始静置之前，车辆的蓄电池或动力电池等储能电池的电量和电压等应在

汽车制造商规定的范围之内。 

5.1.5 试验车辆的驻车制动应处于自由放开状态。 

5.2 试验地点 

5.2.1 在室外进行试验，停放试验车辆的道路应水平、坚实、平整、干燥。 

5.2.2 在室内进行试验，环境试验室内应具备符合试验要求的底盘测功机、低温环境仓、

高原环境仓等设施。 

5.3 车辆试验质量及载荷分布 

5.3.1 M1类车辆和最大设计总质量小于 2000 kg的 N1类车辆试验质量及载荷分布按照如下

要求： 

——当车辆的 50%最大允许装载质量小于等于 180 kg时，试验质量为整车整备质量加上

18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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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辆的 50%最大允许装载质量大于 180 kg时，车辆的试验质量为整车整备质量加

上 50%的最大允许装载质量（包括测量人员和仪器的质量），载荷分布尽量均匀。 

5.3.2 M2、M3类汽车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小于 2000 kg的 N类车辆试验质量及载荷分布按照

如下要求： 

——M2、M3类客车为空载； 

——其他车辆为满载，载荷应均匀分布。 

5.4 试验环境 

5.4.1 低温环境 

低温环境的环境温度要求见表2。 

表2   低温环境温度要求 

试验类别 

环境温度 

℃ 

内燃机汽车 
纯电动汽车 

增程式电动汽车 

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 

不可外接充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一般起动 -10±1 -10±1 -10±1 

-10±1 
低温起动 

-30±2 -20±2 -30±2 

-35±2
α
 —— -35±2

α
 

α
环境温度为（-35±2）℃的低温起动性能为汽车制造商选做项。 

 

5.4.2 高原环境 

5.4.2.1 一般海拔条件：海拔高度不低于 2200 m，不高于 2800 m，环境温度在 10 ℃至 25 ℃

之间。 

5.4.2.2 高海拔条件：海拔高度不低于 2800 m，不高于 5000 m，环境温度在 0 ℃至 15 ℃之

间。 

6 试验方法 

6.1 总体要求 

6.1.1 汽车起动性能试验的环境条件按照汽车制造商的要求，从 5.4给出的环境条件中选

定。 

6.1.2 汽车起动性能试验应按照 6.2～6.4的顺序进行。 

6.2 冷机起动试验 

6.2.1 试验准备 

6.2.1.1 试验车辆按要求停放，车辆静置时应按照制造商规定使车辆处于锁止状态。车辆

在规定的试验环境下静置不小于 8 小时，待冷却液和机油温度均达到规定的环境温度时止。

如果确认冷却液和机油温度达到环境温度，可适当减少静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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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对于手动变速箱的汽车，变速杆置于空挡，离合器为分离状态；对于自动变速箱

的汽车，变速杆置于 P 挡。 

6.2.1.3 起动时，油门踏板处于自由状态。 

6.2.2 内燃机汽车冷机起动试验 

起动机接通后，应在表 3规定的拖动时间内进行试验，若发动机能起动自行运转，则判

定起动成功；若发动机未能自行运转，则判定起动失败。连续进行起动试验次数应不超过表

3 要求，每次起动间隔时间应不小于 2分钟。 

表3  拖动时间和起动次数要求 

试验环境 拖动时间（s） 起动次数 

低温环境（℃） 

-10±1 10 1 

-30±2 20 2 

-35±2 30 3 

高原环境 
一般海拔条件 10 1 

高海拔条件 10 2 

 

6.2.3 纯电动汽车和增程式电动汽车冷机起动试验 

按照汽车制造商建议的起动操作步骤起动车辆，自车辆上电开始，“READY”或“OK”信

号装置应在一分钟内点亮。 

6.2.4 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不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冷机起动试验 

6.2.4.1 如冷机起动的动力源为发动机，按照 6.2.2 条规定进行试验。 

6.2.4.2 如冷机起动的动力源为动力电池，按照 6.2.3条规定进行试验。 

6.2.5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冷机起动试验 

按照汽车制造商建议的起动操作步骤起动车辆，记录自车辆上电开始，到“READY”或“OK”

信号装置点亮的时间。 

6.2.6 辅助起动装置要求 

如果汽车装备低温辅助起动装置，低温辅助起动装置必须是汽车制造商的标准配置，不

允许私自加装。试验时辅助起动装置应按使用说明书操作。 

6.3 预热试验 

6.3.1 内燃机汽车预热试验 

发动机起动后，原地怠速运转 5min。 

6.3.2 纯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预热试验 

可不进行预热试验，直接进入起步试验。如果需要预热，预热时间不超过 5min。 

6.3.3 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不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预热试验 

6.3.3.1 如冷机起动的动力源为发动机，按照 6.3.1 条规定进行试验。 

6.3.3.2 如冷机起动的动力源为动力电池，按照 6.3.2条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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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起步试验 

6.4.1 起动和预热试验后，使汽车处于倒挡倒车起步，行驶 3米至 5米，若一次不能起步，

可再进行一次，若仍不能起步，应终止试验，起动性能试验失败。 

6.4.2 停车后汽车处于最低前进挡起步，若一次不能起步，可再进行一次，若仍不能起步，

应终止试验，起动性能试验失败。 

6.4.3 车辆起步后应逐级升高挡位至车速达到 50km/h，车辆能平稳加速、发动机无熄火现

象，则判定汽车起步试验成功，反之则判定汽车起步试验失败。 

6.5 两用燃料汽车、天然气汽车、液化石油气汽车起动性能试验 

对于两用燃料汽车、天然气汽车、液化石油气汽车应按照汽车制造商规定使用的燃料进

行 6.2、6.3、6.4条试验。 

7 试验记录 

汽车起动性能试验结果的填写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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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试验记录 

试验汽车型号                          ； VIN号                                ；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怠速转速（r/min）          ；整车试验质量（kg）         ；

蓄电池型号            ；燃油牌号                 ；冷却液牌号                   ； 

变速箱油牌号        ；发动机机油牌号         ；辅助起动装置名称、型式         ； 

里程表读数（km）           ；环境温度（℃）            ；大气压力（kPa）              ； 

风速（m/s）                ；海拔高度（m）                ；风向                   ； 

试验地点                ； 路面状况                 ；试验日期                 ； 

驾驶员                     ；试验员                 

试验数据记录见表A.1。 

表A.1  试验数据记录表 

编

号 

测

定

总

时

间

/mi

n 

起动前 起动时 起动后 汽车起步 

发动机

各处温

度℃ 

蓄

电

池

电

压

V 

S 

O 

C 

拖

动

时

间

s 

OK

或

RE

AD

Y

点

亮

时

间 

s 

起

动

操

作

次

数 

起

动

机 

辅

助

起

动

装

置

操

作 

预热 

起

步

经

历

时

间 

s 

起

步

试

验

次

数 

机

油 

冷

却

液 

     
电

流 
 

预

热

时

间

s 

发

动

机

怠

速

r/

mi

n 

运

转

时

间

s 

冷

却

液

温

度

℃ 

机

油

温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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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并记录（起动状况、排气烟度、起动辅助装置的操作状况以及各电子产品等试验中

的异常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