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7：
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草案编制说明

（参考格式）

1、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检测仪器设备国产化验证评价指南 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

英文
Guidance on ver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hina-made Testing
instrument for ac electric chassis dynamometer system

1.2 与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一致性程

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

件名称和文件

号

2022年 2月，认监委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一批认证认可行业

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国认监[2022]1号）

计划编号 2021RB012

1.4 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8 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重庆凯瑞测试装备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广东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长安新

能源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康士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湖北三环汽车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

1.7 起草组成

员

肖成诚、王骏、李貌、唐俊岭、秦俊、姚玉先、乐中耀、王侃、兰楠、黄兴、赵红

全、吉黎明、杨勇、黄金林、张立博、刘大鹏、邱慧龙、李红胜、曹锋、蒋建凡、

殷翔、朱向洪、殷翔

1.8 标准体系表

内编号
无

1.9 调整情况 无

2、背景情况



-2-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在“双碳”战略的指导下，全球各大汽车制造商都在竭尽全力降低碳排放。无

论是针对传动燃油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作为汽车模拟工况行驶的重要工具，汽车

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一直在研发验证测试中广泛应用。是整车排放测试、纯电动汽

车续航里程测试的重要组成设备。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蓬勃发展，

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将会越来越多的用于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测试以及智能网联

汽车的智能化功能测试。

长期以来，由于汽车研发试验测试装备市场需求少，行业规模小。未引起行业

内的足够的重视。在新车型式试验中采用的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只能依赖国外进

口，相关的技术被欧美等汽车工业发达的国家垄断。国产的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技

术发展缓慢。随着国家鼓励技术创新，在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的契机中，部分国产

设备制造商也开始在底盘测功机技术上取得突破，推出了国产设备。但目前国产设

备制造商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产品缺乏统一的技术要求和标准指导。导致市场混

乱，产品陷入低价，劣质恶性竞争。给车企、检测机构用户在选择国产底盘测功机

时带来很大的困惑。信任度降低，极大的影响了整个国产设备的产品形象。用户在

选择国产设备时变得非常谨慎。

现阶段，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权威的技术验证数据是检测机构、主

机厂等不敢购买国产底盘测功机的重要原因。作为关键重大的测试设备，设备制造

商也期望有统一的评价要求。因此开展验证和评价工作以及标准制定工作，是推动

行业自主创新，配合国家供给侧改革精神力支持国产科学仪器质量提升，助力国产

检测仪器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国产设备的评价认证，精准定向、持续推动国产仪器

设备的改进与提升，提高国产仪器品牌的认可度。可以极大的促进和改善该类国产

测试装备的行业发展。

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编制。

本标准属于行业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

标准不矛盾，是对以下汽车排放测试等标准中提到的底盘测功机的技术要求的完

善和补充：

GB 18352.6—201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7691—2018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T 12545-2008 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GB/T 18386-2017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3 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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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分工情况

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分工如下：

单 位 姓 名 任务、分工

重庆凯瑞测试装备有限公司 肖成诚 项目负责人

重庆凯瑞测试装备有限公司 王骏 项目骨干

重庆凯瑞测试装备有限公司 李貌 项目骨干

重庆凯瑞测试装备有限公司 唐俊岭 项目骨干

重庆凯瑞测试装备有限公司 秦俊 项目骨干

重庆凯瑞测试装备有限公司 姚玉先 项目骨干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乐中耀 项目管理负责人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王侃 设备调研分析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兰楠 项目骨干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黄兴 项目骨干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赵红全 项目骨干、项目管理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吉黎明 项目骨干

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杨勇 项目骨干

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黄金林 项目骨干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张立博 项目骨干

广东汽车检测中心 邱慧龙 项目骨干

长春汽车检测中心 刘大鹏 项目骨干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蒋建凡 项目骨干

广东康士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红胜 项目骨干

湖北三环汽车有限公司 朱向洪 项目骨干

西安交通大学 曹锋 项目骨干

西安交通大学 殷翔 项目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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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起草阶段

2021年 12月，组建预研标准工作组，涵盖设备研发生产、使用方、高校、检测

机构等 10余家单位，对相关试验方法、试验指标进行了收集。

2022年 2 月，认监委发布关于下达 2022年第一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项目的通知（国认监【2022】1号），本标准正式下达任务。

2022年 6月 2日，本标准开展了启动会，邀请了行业企业参与，组建了标准工作

组；同时召开标准草案研讨会，对本标准的任务来源、技术内容、编制说明等进行了

简要介绍，确定了标准草案基本框架、指标限值等，并宣布成立标准起草组，起草标

准初稿。

2022年 9月初，召开第二次标准草案研讨会，在标准框架的基础上，对相关试验

指标、试验方法在工作组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对各成员单位所提的意见和建议进行

汇总，经分析研究，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并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正，形成标准讨论稿。

2022年 9月底，召开了第三次标准研讨会，在标准讨论稿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各

参与单位人员意见，对部分指标及试验方法进行了研究讨论，根据各参与单位意见，

对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正完善，初步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022年 10月至 11月初，对标准有关评价方法进行了验证试验，进一步完善了征

求意见材料。

3.3 征求意见阶

段

2022 年 11 月，标准牵头单位将征求意见稿发送至认监委审核，符合条件后将在

认证认可标准化信息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结束后，标准牵头单位将汇总

相关意见，组织参与起草的单位和人员进一步研讨，对相关意见进行讨论处理，形成

征求意见处理汇总表，同时对标准进行相应修改，进一步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及编制

说明。

3.4 标准预审查

阶段

3.5 标准审查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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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设备主要用于汽车整车性能、排放污染物、可靠性耐久性等测试，是汽车研发和

验证环节的重要测试设备。近年来，汽车相关技术发展迅速，各汽车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对交流电力底盘

测功机设备的需求量较大，为测试设备产业发展，推动国产测试设备质量升级，本标准对国产交流电力底

盘测功机设备的测试评价体系进行全面梳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基础性指标

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设备集成了机械系统、电气系统、保护系统和控制系统等，是一套集成度较高的

测试设备，因此首先考察其外观结构是否完好、操作是否便捷以及功能是否完备等。

基础性指标主要包括：外观结构、功能性、控制界面、操作便捷性、兼容性、国产化率。对基础性指

标的评价主要通过主观观察、感受及简单检查进行。

二、性能指标

结合具体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应用场景，考察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设备的性能表现，重点关注交流电

力底盘测功机设备的准确度、稳定性、重复性以及可靠性等指标的实现。

性能指标主要包括各参数准确性、稳定性、可靠性及重复性。性能指标的评价方法需要进行实际的测

试，标准制定过程中，性能指标部分涉及的参数是各参与单位讨论较多的部分，通过多次交流及试验论证，

最终针对此部分指标要求及试验方法各参与单位达成了一致。

三、安全指标

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设备运行过程中，需要确保试验人员、设备等安全，故对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设

备的电气、结构、机械、功能性等方面的安全性进行验证评价。

安全性指标主要考虑了电气安全、结构安全、机械安全以及功能安全几个方面。其中结构安全、机械

安全和功能安全通过简单检查的方式进行评价，电气安全试验包括接触电流、介电强度以及保护接地测试，

主要引用了现阶段较为成熟的国标中的测试方法。

四、维保指标

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设备结构相对复杂，使用、维护保养成本高，因此对交流电力底盘测功机的维保

经济性、周期性以及软件升级等方面进行考察。

维保指标主要包括维保经济性、周期性、难易程度、备件充足性。通过设备具体使用情况以及设备维

保维修难易程度进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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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情况（基础类标准除外）

5.1 验证单位情

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重庆凯瑞测试装备有限

公司
肖成诚、王骏等 2022.11.3-2022.11.6

5.2 试验、验证、

试行过程

实际测量、运行设备

5.3 验证数据分

析

此次验证是在设备公司企业重庆凯瑞测试装备有限公司进行，主要进行性能指标

验证，验证数据如下：

一、基础性能指标验证：

1、 外观结构：设备弯管整齐平整，标识清晰，漆面均匀，结构紧凑，线束、位置探

测、绑车机构布局相对合理；

2、 功能性：功能具由道路模拟（基本功能）、恒速试验、恒力试验、性能试验（包

含最低稳定车速、最高车速、滑行试验、爬坡试验，加速性能试验、驱动轮功率

试验）；

3、 控制界面：控制界面为全中文界面，界面简洁明了易懂易操作；

4、 操作便捷性：绑车、对中操作简单方便；

5、 兼容性：设备可扩展预留接口，可与环境仓系统、消防系统进行报警兼容；与数

采、CVS、油耗仪进行数据交互；

6、 国产化率：电机、控制器、软件为国产产品，变频器采用 ABB 变频器（瑞士）、

传感器采用 Interface(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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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试验、验证、

试行评价

二、性能指标

1、准确度验证

1.1 鼓轮直径

针对 48 寸测功机进行了鼓轮试验，检测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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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试验、验证、

试行评价

1.2 鼓轮跳动

针对 48 寸测功机进行了鼓轮跳动试验，检测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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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试验、验证、

试行评价

1.3 表面粗糙度

针对 48 寸测功机进行了表面粗糙度试验，检测报告如下：

1.4 力测量系统静态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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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速度测定

1.6 寄生损失测定与补偿误差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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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加速度及基础惯量测定

1.8 加载响应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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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道路载荷曲线测定

第一组： 907.2 Kg，A=116.77，B=0，C=0

第二组：2721.6 Kg，A=834，B=0,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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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907.2Kg，A=38.37，B=-1.6335，C=0.05210

第四组：2721.6Kg，A=247.21，B=-4.4031，C=0.12057



-14-

2、稳定性验证：

由于此次为初次验证，稳定性此次不进行验证。

3、重复性验证：

3.1 寄生损失补偿误差测定

3.2 基础惯量测定

3.3 加载响应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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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道路载荷曲线测定

第一组：907.2 Kg，A=116.77,B=0,C=0；

第二组：2721.6 Kg，A=834，B=0,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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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907.2 Kg，A=38.37，B=-1.6335，C=0.05210；

第四组：2721.6 Kg，A=247.21，B=-4.4031，C=0.1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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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靠性验证：

由于此次为初次验证，故设备暂不作评价。

三、安全指标验证

1、电气安全：电气控制柜，接线牢靠，布线整齐，设计有防触电标识及接地标

识，满足电气安全要求；

2、结构安全：电气部分进出线端设计防护盖板乙方触电，机械结构上设计有防

护罩并贴示标识保护试验者人员安全；

3、机械安全：台架设计有安全护栏以保护轮胎旋转件，绑车装置均按照台架设

计强度并加以安全系数 3 进行设计达到 20000N；

4、功能安全：

4.1 设计有车辆位置感应装置 4 个，车辆爆胎或者偏移出发开关立即报警并急停，

实测有效；

4.2 对现场遥控手柄、电气柜、操作台三处急停按钮，设备急停并滑行停车，实

测有效；

4.3 信号保护功能，对设备转速信号、扭矩信号、控制线缆信号进行突然停止处

理，设备报警并急停，实测有效；对系统进行突然断电处理，设备自由停车，恢复通

电，设备正常运行，实测有效；

四、维保指标验证

1、维保周期及经济性

按照设备说明书，维保周期为 1 年一次，设备保养时长 5 天完成，备件货期 5 天，

维护保养金额小于设备合同金额 2%。

2、软件升级：此项为初次验证，暂不作评价。

五、综合评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 三级指标 评分

基础性指标

外观结构 8 —— ——

功能性 9 —— ——

控制界面 9 —— ——

操作便捷性 8 —— ——

兼容性 8 —— ——

国产化率 6 —— ——

性能指标

准确度

鼓轮直径 10
鼓轮跳动 10
表面粗糙度 10

力测量系统静态标定 8
速度测定 10

寄生损失测定与补偿误差测定 10
加速度及基础惯量测定 10

加载响应测定 10
道路载荷曲线测定 8

稳定性 0 —— ——

重复性 8 —— ——

可靠性 8 —— ——

安全指标

电气安全 10 —— ——

结构安全 10 —— ——

机械安全 10 —— ——

功能安全 10 —— ——

维保指标
维保周期及经济性 10 —— ——

软件升级 10 —— ——

最后评分结果：

评价分数 9.322 分

级别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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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其他应说明

的情况
无

6 附加说明（可选项）

6.1 宣贯标准

的建议
无

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无

6.3 重大分歧意

见的处理经过

和依据

无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无

6.5 参考文献

GB 18352.6—201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7691—2018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T 12545-2008 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GB/T 18386-2017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联系人 肖成诚 联系电话 18716429352 电子邮箱
xiaochengcheng@caeri.c

om.cn

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和第 6 章。

注 2：3.4 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 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 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用于

规程类标准，3.6 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注 3：3.1 和第 6 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 2022 年 1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