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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装备标准体系研究报告

—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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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智能网联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是我国实现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举措。

1.1  发展现状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伴随车辆开发全流程

国家汽车产业战略发展规划 测试装备是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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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策及标准现状

n 近年来国家对智能制造装备行业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先后出台多项顶层政策引导智能制造装备行业发展。

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及标准 内容

2016年8月 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

以质量提升工程为抓手，坚持标准与产业发展相
结合，完善质量治理体系，提高标准的技术水平
和国际化水平

2017年4月 工信部、发改委和科技部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推进技术标准、测试评价、基础设施、国际合作
等产业支撑平台建设，形成支撑产业发展的系统
化服务能力，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

2021年3月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

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
关工程，完善激励和风险补偿机制，推动首台
（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示范应用，
加强高端科研仪器设备研发制造

2021年9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检验检测行业做优做强的指导意见》

鼓励检验检测机构参与检验检测仪器设备、试剂
耗材、标准物质的设计研发，加强对检测方法、
技术规范、仪器设备、服务模式、标识品牌等方
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国产仪器设备“进口替
代”验证评价体系，推动仪器设备质量提升和
“进口替代”

2023年2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 《智能检测装备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

目标到2025年智能检测技术基本满足用户领域制
造工艺需求，核心零部件、专用软件和整机装备
供给能力显著提升，重点领域智能检测装备示范
带动和规模应用成效明显，产业生态初步形成，
基本满足智能制造发展需求

2018年-今 国际标准化组织道路车辆委员会 ISO19206《道路车辆评定主动安全功能的目标车辆、易受伤害的道路
使用者和其他物体的试验装置》系列标准

乘用车尾端目标物、行人目标物、自行车骑行者
目标物、3D车辆目标物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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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意义

n 开展测试装备标准化工作需要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装备标准体系。

02.提高测试效率

      提供统一的测试工具和环境，简化

测试流程和操作步骤。同时，设备的互操

作性也能够促进不同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

和联动，降低测试成本和时间，提高测试

效率和准确性。

04.推动技术发展和创新

      规范测试装备的设计、生产、使用等环节，

减少了设备之间的兼容性问题，有助于推动技

术创新和应用的推广。

01.统一测试标准

      标准化的测试设备可以为制定统一

的测试标准和规范提供依据，确保测试过

程的一致性，从而更好地比较和评估测试

结果，提升测试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03.保障安全性和可靠性

  要求设备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和规

范，确保测试过程中的数据安全、设备稳

定性和测试结果的可信度。标准化设备可

以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并通过严格的验

证和认证手段来确保测试结果的可靠性。

助于标准化的开展，助于了解标准的全貌，助于方便正确的使用标准。

标准化

标准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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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厂

2.1  研究团队

n 由中汽中心及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100多位行业技术专家，分为计量、目标物、仿真&网联、信
息安全、数据采集5个小组对测试装备开展研究工作。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部分）

&

检测研究机构 制造服务商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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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方法

2.2  研究历程

n 项目组历时1年半，对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装备标准化需求、必要性、可行性开展了大量研究探讨工作，梳理归纳研究
内容，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形成报告发布。

2022.5

2022.8

2023.5

2022.6

2022.10

2023.9

第一次线上会议，成立项
目工作组

第二次会议，分析测试装备
标准化需求

项目组第四次会议，确立各组
材料报告框架及逻辑划分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装备标
准体系启动会

第三次线上会议，对标准
体系子领域划分讨论

第五次会议，讨论各组
调研材料，形成初稿

2023.11征求处理意见，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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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评价是由测试人员、测试设备、测试对象、测试方法和测试场景共同组成的“人→机→料→法
→环”系统工程，项目组围绕测试工程对测试装备开展研究工作。

2.3  测试工程

01.测试人员

负责在全过程中的研究、操作、

分析、评价等综合工作，对测试

人员技术、经验等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05.测试场景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环境的核心是

场景，相比于传统汽车测试构建

的各种工况，场景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显著提升，构建场景的各类

装备、设施需求也因此增加

02.测试设备

“多支柱法”催生测试装备新需求，逐步
向高精度、信息化和定制化方向发展，并
呈现出多领域多功能装备融合的特点

03.测试对象

由“黑盒”向“灰盒”转变，在特定功能

或部件的测试中甚至转变为“白盒”，生

产企业的身份也向测试评价的参与者演进，

产品的管理工程也成为审核评估的一部分

04.测试方法

从产品测评升级为企业流程和产品合规并

重的“二元”测试评价体系，产品测评也

拓展到客观测试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综合

测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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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装备范围

3.1  对象范围

n 基于“多支柱法”及测试装备应用的全生命周期，将标准对象范围定为：仿真测试设备、封闭场地测试设备、实际
道路测试设备、智能座舱测试设备、信息安全测试设备、网联测试设备、计量设备。

多支柱法

仿真 封闭场地 实际道路

数据保障

智能座舱计量

智
能

网
联

环境

暗室整车仿真

数采及惯导

控制系统

目标物

信息安全

驾驶模拟器

场景库

环境模拟系统及运动平台

V2X场景设备集成 实际道路随机场景

车内智能

传感器

数采主机

监控平台

目标物标定

传感器标定

惯导计量GNSS模拟

射频信息安全测试

网络信息安全测试

总线信息安全测试

Web漏洞扫描工具

（部分样例）

触屏测试

机械臂、人工嘴等交互测试

HUD色度计、亮度计

气相色谱-质谱香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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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装备的标定设备、溯源方法
等为测试验证的准确性、一致
性提供保障。

3.2  分类方法

n 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本质是验证其目标和事件的探测与响应（OEDR，Object and Event Detection and Response）能
力。结合“三支柱”及测试装备应用全生命周期，实现测试装备标准体系的分类。

基于

符合真实特征的、可以控制其
产生测试所需的各类实体和信
号变化的设备，用于建立测试
场景。这类设备可细分为目标
物设备、信号设备、 环境设备。

能够采集和处理各类交互、车辆
状态及感知数据的设备，用 于记
录测试过程和分析测试结果。这
类设备可细分为环境感知设备、
车辆信息采集设备和数采处理设
备。

数采设备

对象设备

计量设备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装备分类逻辑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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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基本原则

4.1  原则及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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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整体架构

4.2 整体架构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标准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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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体系内容

4.3 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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