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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性国家标准《汽车用超声波传感器总成》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乘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道路

交通安全事故逐年增多，交通安全成为整个行业技术进步的重点研发目标。汽

车用超声波传感器总成是驾驶安全辅助的重要感知部件，可实现辅助驾驶、辅

助泊车、辅助倒车、防撞警示等功能，超声波传感器总成技术已在汽车上应用

多年，技术成熟度高，产业规模庞大，我国具有自主可控的研发与生产能力。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2018 年 8 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启

动了该项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工作。2019 年 10 月 17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下达了（国标委发（2019）29 号）推荐性国家标准《汽车用超声波传感器总成》

制定计划，计划编号为 20193385-T-339，主要起草单位包括深圳豪恩汽车电子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君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等。 

1.2. 主要工作过程 

受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汽

车电子与电磁兼容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4/SC29）于 2018 年 4 月启动推荐性

国家标准《汽车用超声波传感器总成》（以下简称“超声波传感器”）标准的研

究工作。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恩公司”）作为

牵头起草单位，重庆君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成都西电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等国内外整车企业、零部件企

业和研究机构，共同成立标准起草组，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要求完成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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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任务。 

2018年 1 月，车载电子标准研究工作组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来

自国内外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 110 余位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部署了 GB/T《汽车用超声波传感器总成》标准预研工作，并面向工作组成

员征集起草单位。 

2018年 4 月，车辆外部信息感知装置标准起草组 2018 年第二次会议在杭州

召开，来自国内外汽车整车、零部件以及技术机构等 60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标准的制定背景、主要框架和技术内容进行了介绍，经与会专家充分讨

论后，正式成立了本标准的起草组，并确定了标准牵头单位。 

2018年 6 月，车辆外部信息感知装置标准讨论会在天津召开的，来自国内

外汽车整车、零部件以及技术机构的 40 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议。起草组在前期走

访调研和预研工作基础上，对国内超声波总成的技术水平、产品规模以及应用

前景进行了介绍，并提交会议讨论了标准架构和标准草案，对主要技术要求和

技术指标、试验方法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听取了与会专家对标准制定的意见和

建议。 

2018年 8 月，车辆外部信息感知装置起草组 2018年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来自国内外汽车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等 7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本标准的专题会议上，豪恩公司向与会专家详细介绍了标准架构和现行国内

相关标准的协调关系，并重点讲解了本标准草案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同时

听取了与会专家的讨论意见。经会议讨论，认为本标准技术结构正确，标准草

案比较完善，会上秘书处责成起草组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并立项草案，正式向

国标委申请立项。 

2019年 10 月 17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国标委发［20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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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

知》”，本标准正式获批立项，项目编号为“20193385-T-339”。 

2020年 4 月中旬和 7 月下旬，标准起草组共召开 2 次网络视频会议，起草

组的 10 余位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对标准草案进行了逐条讨论与审议。 

2020年 6 月-7 月，标准验证试验在豪恩公司试验室开展。 

2020年 10 月 21 日，标准起草组会议在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汽车整车、

零部件企业和技术机构等 10 多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对本标准（征求意

见讨论稿）进行了逐条讨论与审议，并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0年 12 月，车载电子工作组 2020 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来自

国内外整车及零部件企业、行业相关机构的 100 余位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牵

头单位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听取了与会专家对标准的

意见与建议，对与会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释说明。 

2021年 1 月 15日-3 月 15 日，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网站上面向全行业公开征求意见。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 

2.1 编制原则 

1）标准文本依据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2）本标准不限制技术路线，不限制产品形态，重点规定技术要求及测试方

法； 

3）本标准依据目前国内外同行业定型批量生产所使用的超声波评价方法和

车规级环境评价要求，结合产业实际现状，提出要求及试验方法。本标准在编

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行业管理部门、整车企业、相关零部件配套企业、检测

机构和等相关方对于系统的设计、验证、生产、使用和管理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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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技术内容 

2.2.1 标准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超声波传感器总成的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适

用于汽车使用的超声波传感器总成。 

2.2.2 技术要求 

2.2.2.1 性能要求 

1）频率：传感器的频率由供需双方协商，按照5.3.1进行测试，其公差范围应

不大于1KHz。 

2）余振：不大于2.0ms。 

3）探测范围：传感器总成的探测范围可根据应用场景来确定，其范围见表1。 

表1 探测范围 

分类 
应用场景 

探测距离（D） 

m 

水平角度(α) 

° 

垂直角度(β) 

° 

Ⅰ类 泊车/涉水/盲点侦测等 0.2～4.5 30～60 30～60 

Ⅱ类 倒车/驻车/车内监控/开门防撞等 0.2～2.5 90～120 45～60 

注：角度精度为5°，具体应用分类由供需双方协商 

4）探测覆盖率 

a区、水平探测覆盖率：以极坐标（0.2m,α/2）和（0.2m,-α/2）到极坐

标（0.6m, α/2）和（0.6m, -α/2）范围内，有效探测点与范围内要求点的比

例需大于90%；以坐标点（0.6m，α/2）和（0.6m ，-α/2）到（0.6m×Sinα

/2，Dmax）和（-0.6m×Sinα/2，Dmax）范围内，有效探测点与范围内有效点

的比例需大于80%。 

其它范围探测不做要求。 

b区、垂直探测覆盖率：以极坐标（0.2m,β/2）和（0.2m,- β/2）到极坐

标（0.6m, β/2）和（0.6m, -β/2）范围内，有效探测点与范围内要求点的比

例需大于90%；以坐标点（0.6m，β/2）和（0.6m ，-β/2）到（0.6m×Sin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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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max）和（-0.6m×Sinβ/2，Dmax）范围内，有效探测点与范围内有效点

的比例需大于80% 

其它范围探测不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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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某车型倒车警示传感器水平探测范围包络图 

4）分辨力：总成的分辨力为10mm。 

5）探测精度：总成的探测精度在0.2m至1.0m范围内为±30mm；大于1.0m至

最远距离范围内为探测距离的±3%。 

6）启动要求 

a）启动信号：传感器的输入的启动信号格式和通讯协议，应符合供需双方

协商达成一致的信号格式。 

b）启动时间：传感器的启动时间应不大于600ms。 

7）输出信号：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可为视觉指示或听觉指示等，也可由供需

双方协商确定。 

2.2.2.2 车规环境评价要求 

1）电气性能：依照GB/T 28046.2的规定，包含直流供电电压、过电压、叠

加交流电、供电电压缓降或缓升、供电电压缓降和快升、供电电压瞬态变化、



第 6 页 / 第 10 页 

反向电压、短时中断供电、开路、短路保护、绝缘电阻、参考接地和供电偏移

等极端电压条件下的要求。 

2）电磁兼容：依照GB/T 18655、GB/T 19951、GB/T 21437、GB/T 21437、

GB 34660的规定，包含对静电放电产生的电骚扰抗扰、对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

电骚扰抗扰、对电磁辐射的抗扰、无线电骚扰特性。 

3）机械性能：依照GB/T 28046.3的规定，包含机械振动、机械冲击、自由

跌落、碎石冲击和线束拉脱力。 

4）防尘防水： 

安装在车内的总成外壳的防尘防水等级为IP5KX。 

安装在车外的总成外壳的防尘防水等级为IP6K7。 

5）环境耐候性：系统的贮存环境条件和工作环境条件应满足表2。 

表2 温湿度范围 

汽车上安装位置 
贮存环境温度 

℃ 

工作环境温度(Tmin～Tmax) 

℃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 

％ 

无特殊要求 -40～90 -40～85 
25～75 

乘客舱内太阳直射处 -40～95 -40～90 

对总成进行环境试验的内容包括：依照GB/T 28046.4的规定，低温贮存、低

温工作、高温贮存、高温工作、温度梯度、温度循环、湿热试验、冰水冲击、

盐雾腐蚀和气候老化。 

6）化学腐蚀：依照GB/T 28046.5的规定，总成应按照不同的安装位置，选

择试剂和暴露条件进行化学腐蚀试验，试验后表面不应有起泡、龟裂、脱落、

锈蚀和机械损伤，镜头表面不应有气泡、划痕、裂纹缺陷。 

7）耐久性：本标准提出了高温耐久性和温度交变耐久性评价的要求和测试

方法，包括高温耐久性和温度交变耐久性，但是耐久性试验是否开展由供需双

方协商决定，本标准为耐久性试验提供可供参考的要求及评价、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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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耐久性按照Arrhenius耐久性模型进行计算，以耐久性10年，每天工作

2小时计算，推荐安装在乘客舱内太阳直射处的DUT,高温耐久性寿命试验的持续

时间为1407h;推荐安装在无特殊要求区域的DUT，高温耐久性寿命试验的时序时

间为1200h。温度交变耐久性按照Coffin-Manson耐久性模型进行计算，以耐久

性10年，每天使用2次计算，推荐安装在乘客舱内阳光直射区的DUT,温度交变耐

久性试验循环时间为135min，连续进行543个循环;推荐安装在无特殊要求区域

的DUT，温度交变耐久性试验循环时间为132min，连续进行325个循环。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起草组内的零部件供应商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在定型批量生产的产品中随

机抽样作为验证试验的样品。 

2020年 7～8 月，功能验证试验在豪恩公司开展，具体试验内容如表 3 所示，

部分试验图片如图 2 所示。 

说明：本标准中的产品属于定型批量生产的产品，有关环境评价中的电气

性能、电磁兼容、机械性能、防尘防水、环境耐候性、化学负荷等视同该产品

的定性试验的符合性，不再安排专门的验证试验。由于汽车用超声波传感器再

汽车的应用场景较多，因各主机厂的个性化需求，其供货状态、通讯协议、输

出指示等的不一致，不便于统一规定。通常在测试和试验中需要借助辅助测试

装置（收发装置），基于其用途和行业现实生产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对收发装

置的定义和使用进行了定义，以便于使用本标准。 

表 3 功能验证试验内容 

序号 试验内容 标准条款 试验结果 

1 频率 4.3.1、5.3.1 符合 

2 余振 4.3.2、5.3.2 符合 

3 
探测范围： 

探测距离、水平探测角度、垂直探测角度 

4.3.3、5.3.3.1.1 

5.3.3.1.2.1、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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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2.2 

4 
探测覆盖率： 

水平覆盖率、垂直覆盖率 

4.3.4.1、5.4.3.1、 

5.4.3.2 
符合 

5 分辨力 4.3.5、5.3.5 符合 

6 探测精度 4.3.6、5.3.6 符合 

7 启动时间 
4.3.7.1、5.3.7.1、 

5.3.7.2 
符合 

8 输出信号 4.3.8、5.3.8 符合 

     

频率测试                             余振测试 

  

            探测距离测试                  水平探测角度测试    垂直探测角度测试 

  

    

 

 

水平覆盖率测试     垂直探测覆盖率测试     分辨力测试        探测精度测试 

 

 

 

 

启动信号测试                            启动时间测试 

图 2部分验证试验现场 

4 专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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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5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给出了总成的功能和车规级环境条件下的评价要求。本标准的实施可以

规范产业行为，有效地提升总成技术水平，为汽车相关安全改善汽车安全性能，

为汽车智能网联提供车外感知系统传感器技术参考，同时本标准的实施将大大推动

基于超声波技术在汽车电子技术上的发展。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目前国际上也没有针对此类系统的车规级产品标

准。 

7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汽车电子与电磁兼容领域的零部件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均协调一致。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运用超声波技术实现的汽车外部感知系统传感器的第一个推荐性

国家标准。本标准的发布对制定诸多汽车外部感知系统传感器推荐性国家标准

起到借鉴和推动的作用，同时对汽车的智能化（自动化）驾驶以辅助安全以及

主、被动安全的系统设计提供支持。推荐为管理机构的认证、检测和市场监督

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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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