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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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1-1990《汽车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与GB/T 12541-1990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由越野汽车扩展至M类、N类、G类汽车（见第1章）； 

b) 增加了通过性参数、软地面通过性、横向通过半径的术语和定义及其英文译名（见第3章）； 

c) 更改了试验条件（见4.1， 1990版的4.1）； 

d) 删除了试验仪器设备的要求（1990版的4.2），增加了测量精度要求（见4.2）； 

e) 增加了试验项目章节（见4.3）； 

f) 增加了通过性参数测量方法（见5.1）； 

g) 更改了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见5.2.2、5.2.3，1990版的6.1-6.9）； 

h) 增加了“扭曲路”“侧向坡”“坡道”的试验方法（见5.2.3、5.2.5、5.2.6）； 

i) 增加了软地面通过性试验方法（见5.3）； 

j) 增加了车型对应试验项目推荐表（见附录A）； 

k) 更改了试验结果记录表（见附录B，1990版的附录B）； 

l) 更改了地形通过性设施特征表（见附录C，1990版的附录A）； 

m) 增加了软地面通过性试验软地面选择基本原则（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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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0年首次发布为GB/T 12541-1990《汽车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 

——本次为首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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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通过性参数、地形通过性和软地面通过性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M类、N类、G类汽车，其他车型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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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3 汽车和挂车的术语及其定义 车辆尺寸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 12673 汽车主要尺寸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30.3及GB/T 12673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通过性参数 passing capability parameters 

车辆通过能力的客观参数指标。 

示例：接近角、离去角、最小离地间隙、纵向通过角、横向通过半径。 

 

地形通过性 terrain passing capability 

车辆通过某些地形（如垂直障碍物、凸岭、水平壕沟、路沟、弹坑、扭曲路、涉水池、侧向坡、坡

道等）的能力。 

 

软地面通过性 soft ground passing capability 

车辆通过某些软地面（如沙地、翻耕地、泥泞地、沼泽地、稻田地、雪地等）的能力。 

 

横向通过半径 lateral passing radius 

车辆静止条件下，同一车轴的左右车轮内侧接地点与底盘某一低点，在X基准平面内的投影形成的

最大弧圆半径。 

4 试验条件 

通用条件 

4.1.1 车辆准备、试验气象条件应符合 GB/T 12534的规定。 

4.1.2 试验车辆轮胎花纹的磨损量不应超过原始花纹高度的 1/5。 

http://www.so.com/s?q=%E9%80%9A%E8%BF%87%E8%83%BD%E5%8A%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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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同一车型有不同车轮型号时，应选取配备最小轮辋尺寸车轮的车辆进行试验。 

4.1.4 试验车辆轮胎气压调节至设计要求气压值，装有可调气压轮胎时，按制造商设计要求调至合适

气压。 

4.1.5 试验车辆调整至制造商要求的悬架状态（可调悬架）。 

4.1.6 试验车辆按制造商设计的轮荷要求进行装载。 

测量参数及准确度要求 

测量参数单位、准确度见表 1。 

表1 测量参数单位、准确度 

测量参数 单位 准确度 

长度/高度 mm ±1mm 

距离 m ±1 mm 

车轮转速 r/min ±0.5 % 

牵引力 kN ±1.0 % 

速度 km/h ±1.0 % 

发动机转速 r/min ±1.0 % 

轮胎气压 kPa ±2 % 

时间 s ±1 s 

角度 ° ±0.1° 

质量 kg ±0.5% 

试验项目 

4.3.1 通过性参数包括接近角、离去角、最小离地间隙、纵向通过角、横向通过半径。 

4.3.2 地形通过性试验地形包括垂直障碍物、凸岭、水平壕沟、路沟、弹坑、扭曲路、涉水池、侧向

坡、坡道。 

4.3.3 软地面通过性试验参数包括汽车通过软地面的滚动阻力系数、车辙深度、牵引系数、牵引效率、

最大拖钩牵引力。 

4.3.4 各车型对应试验项目推荐表见附录 A。 

5 试验方法 

通过性参数 

5.1.1 测量准备 

5.1.1.1 测量场地应为有水平坚硬覆盖层的支承表面。 

5.1.1.2 车辆可活动零部件（车门、发动机盖、行李箱盖、货箱栏板等）应处于关闭状态，车外附件

（号牌板（架）、外挂备胎等）应处于制造商设计状态。 

5.1.1.3 车辆转向车轮应以直线前进状态置于测量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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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接近角 

车辆前轴前端突出点向车辆静载荷前轮轮胎引出切平面，且使车辆前轴前方任何固定在车辆上的

刚性部件在切平面之上，测量切平面与支承表面之间所夹的夹角∂1，如图1所示，在整备质量和/或最大

设计总质量下各测量一次，并将测量结果记录于附录B。 

 

图1 接近角示意图 

5.1.3 离去角 

车辆后轴后端突出点向车辆静载荷后轮轮胎引出切平面，且使车辆后轴后方任何固定在车辆上的

刚性部件在切平面之上，测量切平面与支承表面之间所夹的夹角∂2，如图2所示，在整备质量和/或最大

设计总质量下各测量一次，并将测量结果记录于附录B。 

 

图2 离去角示意图 

5.1.4 最小离地间隙 

在与GB/T 12673规定的车辆纵向Y基准平面（如图3所示）等距离且平行的两个平面（A、B）之间部

分，在车辆同一轴上（如车辆各轴轮距不一致时取最大轮距的轴）两端车轮内缘间最小距离的80%的两

平面之间，目测选取车辆底部3-5个低点，逐一测量低点与车辆支承平面的垂直距离h，取最小值记录为

最小离地间隙，如图4所示，在整备质量和/或最大设计总质量下各测量一次，并将测量结果记录于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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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Y基准平面 

 

图4 最小离地间隙示意图 

5.1.5 纵向通过角 

对于两轴车辆，在两轴中间目测选取3-5个较低点，将选定的点平移至任意一侧两轮中心平面内，

通过平移后的点作与前、后车轮外缘的切线，测量前、后切线与支撑平面的夹角∂3、∂4，相加取最小值

记录为整车纵向通过角∂，如图5所示。 

对于多轴车辆，按照两轴车辆测量方法，分别测量相邻两轴间纵向通过角，所得角度中最小角度为

整车纵向通过角。 

在整备质量和/或最大设计总质量下各测量一次，并将测量结果记录于附录B。 

 

图5 纵向通过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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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横向通过半径 

取车辆一轴（如车辆各轴轮距不一致时取最大轮距的轴）的左、右车轮与支承平面接触的最内侧点

（点A、点B）测量两点间的距离L，沿车辆前进方向在支承平面作车辆中心线X，目测选取车辆底部除车

轮外的3-5个较低点C，记录点C离地高度h及点C在支承平面投影距中心线X的距离L1，在同一平面内按L、

L1、h确定点A、点B、点C的关系，并绘制经过点A、点B、点C的圆弧，选取的3-5个较低点分别绘制的圆

弧半径中的最大值即为车辆横向通过半径，如图6所示，在整备质量和/或最大设计总质量下各测量一次，

并将测量结果记录于附录B。 

 

图6 横向通过半径示意图 

地形通过性 

5.2.1 试验准备 

5.2.1.1 按制造商设计要求，按照附录 C选择汽车地形通过性设施。 

5.2.1.2 试验车辆安装仪器设备，试验前车辆充分预热。 

5.2.1.3 制造商无特殊要求，车辆调整至最大设计总质量状态。 

5.2.2 垂直障碍物 

5.2.2.1 根据制造商和车辆设计要求，车辆可以前进挡驶上/前进挡驶下/倒挡驶上/倒挡驶下垂直障

碍物。 

5.2.2.2 手动变速器置于最低挡/倒挡，如有副变速器挡位也置于最低挡，自动变速器置于 D/R挡（或

按制造商设计要求），全驱车调整至全轮驱动状态。 

5.2.2.3 驶上垂直障碍物时，车辆以不大于 5 km/h的车速行驶至车轮接近垂直障碍物时制动停车，保

持挡位不变，松开制动踏板，选取合适油门开度，前进/倒车驶上垂直障碍物。 

5.2.2.4 驶下垂直障碍物时，车辆以不大于 5 km/h的车速行驶至车轮接近垂直障碍物时制动停车，保

持挡位不变，适当调整制动踏板力，前进/倒车缓慢驶下垂直障碍物。 

5.2.2.5 观察在通过垂直障碍物过程中车辆运动状况及其部件与地形设施有无接触、碰撞或其部件间

有无干涉等现象。 

5.2.2.6 车辆通过垂直障碍物过程中，若除车轮外车辆未出现与垂直障碍物接触、碰撞或部件间干涉。

通过后停车检查未出现部件碰撞损坏、连接件损坏或松动、总成工作异常等现象，可适当调节垂直障碍

物高度，重复 5.2.2.2-5.2.2.5，直到达到或者接近所能通过的最大值，将通过情况等记录在附录 B对

应的记录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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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7 车辆通过垂直障碍物过程中，若除车轮外车辆出现与垂直障碍物接触、碰撞或部件间干涉。

或者未通过或通过后停车检查出现部件碰撞损坏、连接件损坏或松动、总成工作异常等现象。分析原因

后按照 5.2.1.1重新选定垂直障碍物高度，按照 5.2.2.2-5.2.2.6重新试验。 

5.2.3 凸岭、水平壕沟、路沟、弹坑、扭曲路 

5.2.3.1 手动变速器置于最低挡，如有副变速器挡位也置于最低挡，自动变速器置于 D 挡（或按制造

商设计要求），全驱车调整至全轮驱动。 

5.2.3.2 车辆以不大于 5km/h 的车速行驶至前轮接近相应地形时制动停车，保持挡位不变，松开制动

踏板，选取合适油门开度，通过相应地形设施，观察在通过相应地形过程中车辆运动状况及其部件与地

形设施有无接触、碰撞或其部件间有无干涉等现象。 

5.2.3.3 车辆通过地形过程中，若除车轮外车辆未出现与地形设施接触、碰撞或部件间干涉。通过后

停车检查未出现部件碰撞损坏、连接件损坏或松动、总成工作异常等现象，可适当调节地形参数，重复

5.2.3.1-5.2.3.2，直到达到或者接近所能通过的最大值，将各项试验情况记录在附录 B 对应的记录表

中。 

5.2.3.4 车辆通过地形过程中，若除车轮外车辆出现与地形设施接触、碰撞或部件间干涉。或者未通

过或通过后停车检查出现部件碰撞损坏、连接件损坏或松动、总成工作异常等现象。分析原因后按照

5.2.1.1重新选定地形参数，按照 5.2.3.1-5.2.3.3重新试验。 

5.2.3.5 根据制造商要求，扭曲路试验时可在对角车轮处于扭曲路最高点时停车重新起步，记录起步

情况。 

5.2.4 涉水池 

5.2.4.1 手动变速器置于最低挡，如有副变速器挡位按制造商要求选择，自动变速器置于 D 挡（或按

制造商设计要求），全驱车调整至全轮驱动。 

5.2.4.2 按车辆制造商规定的涉水技术要求，检查调整车辆的技术状况。 

5.2.4.3 以不大于 10 km/h 的车速驶入选定深度的涉水池，匀速行驶至少 500 m，如果水池距离小于

500 m，应重复试验使涉水距离累计不小于 500 m，包括车辆在水池外的总试验时间应少于 20 min。 

5.2.4.4 车辆通过涉水池后，若驾驶室内、空气滤芯、各油液内未出现进水情况，起动机、离合器、

制动系、电器附件等（电动汽车观察仪表和绝缘电阻）工作正常，可适当调节涉水池深度，重复 5.2.4.1-

5.2.4.3，直到达到或者接近所能通过的最大值，将涉水深度、通过时间、通过距离、通过情况等记录

在附录 B对应的记录表中。 

5.2.4.5 涉水过程中若发动机熄火，或车辆通过涉水池后驾驶室内、空气滤芯、各油液内等出现进水

情况，起动机、离合器、制动系、电器附件等（电动汽车观察仪表和绝缘电阻）工作异常。分析原因后

按照 5.2.1.1重新选定涉水池深度，按照 5.2.4.1-5.2.4.4重新试验。 

5.2.4.6 若涉水过程中，发动机熄火，不宜再次起动，可拖拽出涉水池。若制造商有再次起动验证需

求也可按实际要求执行。 

5.2.5 侧向坡 

5.2.5.1 手动变速器置于最低挡，如有副变速器挡位按制造商要求选择，自动变速器置于 D 挡（或按

制造商设计要求），全驱车调整至全轮驱动。 

5.2.5.2 将车辆停于接近侧向坡的连接路段。 

5.2.5.3 起步后以不大于10 km/h的车速匀速通过侧向坡，车辆的前进方向应与侧向坡路面方向平行，

往返各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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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4 若行驶过程中车辆未出现沿侧向坡下滑、侧翻趋势，或仪表故障报警，可适当调节侧向坡参

数，重复 5.2.5.1-5.2.5.3，直到达到或者接近所能通过的最大坡度，将侧向坡坡度、侧向坡长度、通

过时间和通过情况等记录在附录 B对应的记录表中。 

5.2.5.5 若行驶过程中车辆出现沿侧向坡下滑、侧翻趋势，或仪表故障报警，分析原因后按照 5.2.1.1

重新选定侧向坡，按照 5.2.5.1-5.2.5.4重新试验。 

5.2.6 坡道 

5.2.6.1 根据制造商和车辆设计要求，车辆可以前进挡驶上/前进挡驶下/倒挡驶上/倒挡驶下坡道。 

5.2.6.2 检查驻车制动系统正常后，将车辆停于接近坡道区域的平直路段。 

5.2.6.3 手动变速器置于最低挡/倒挡，如有副变速器挡位也置于最低挡，自动变速器置于 D/R挡（或

按制造商设计要求），全驱车调整至全轮驱动。 

5.2.6.4 前进/倒车上坡时，起步后选取合适油门开度，当汽车处于测量路段时，靠自身制动系统停住，

变速器放入空挡，发动机熄火 2 min，再起步爬坡。 

5.2.6.5 爬坡过程中观察各仪表（如水温、机油压力）的工作情况，观察车轮、离合器是否打滑，爬

至坡顶后，停车检查各部分有无异常现象发生，并做记录。 

5.2.6.6 若爬坡中车速不断升高或趋于稳定通过测量路段，则爬坡成功。可适当调节坡道参数，重复

5.2.6.1-5.2.6.5，直到达到或者接近所能通过的最大坡度，坡度、测量路段长度、通过时间、发动机

转速和通过情况等记录在附录 B对应的记录表中。 

5.2.6.7 若爬坡失败，分析原因后按照 5.2.1.1重新选定坡道参数，按照 5.2.6.1-5.2.6.6重新试验。 

5.2.6.8 前进/倒车下坡时，车辆以不大于 5 km/h 的车速行驶至接近坡道区域的平直路段，保持挡位

不变，适当调整制动踏板力，缓慢下坡。观察在通过下坡过程中车辆运动状况及除车轮外其他部件与坡

道有无接触、碰撞或其部件间有无干涉等现象。 

5.2.6.9 若没有制造商规定坡道的坡度，可增减装载质量或采用变速箱较高一挡进行试验，再按公式

（1）折算为最大设计总质量下，变速器使用最低挡时的爬坡度。 

  

𝑡𝑎𝑛𝛼𝑚 × 100% = 𝑡𝑎𝑛 {𝑠𝑖𝑛−1 [
𝑠𝑖𝑛𝑎1𝐺𝛼

𝑖1
𝑖2

+cos 𝛼1(𝐺𝑎1
𝑖1
𝑖2

−𝐺𝛼)𝑓

𝐺𝛼
]} × 100% ······················································ (1) 

式中： 

𝑡𝑎𝑛𝛼𝑚 × 100%——最大爬坡度； 

α1——试验时的实际坡度角，单位为度（°）； 

𝐺𝑎1
——汽车实际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𝐺𝛼— —汽车最大设计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𝑖1— —最低挡总速比； 

𝑖2— —实际总速比； 

ƒ——滚阻系数，一般取0.01。 

软地面通过性 

5.3.1 试验准备 

5.3.1.1 按制造商设计要求，参见附录 D选择软地面试验场地，试验前车辆充分预热。 

5.3.1.2 在选定的试验场地内，划分预测路段和测量路段，每段不少于 20 m，并进行标记。 

5.3.1.3 试验车辆安装车轮转速仪、速度仪、发动机转速计等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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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 手动变速器挡位置于最低挡（滚动阻力系数和车辙深度测定除外），如有副变速器挡位也置

于最低挡，自动变速器置于 D挡（或按制造商设计要求），全驱车使用全轮驱动。 

5.3.1.5 车辆调整至最大设计总质量状态。 

5.3.2 滚动阻力系数和车辙深度 

5.3.2.1 将试验车辆停放于预测路段，变速器置于空挡。 

5.3.2.2 牵引车通过牵引杆、拉力计与试验车辆连接，试验车辆和牵引车两端牵引杆高度保持一致，

并与试验车辆纵向中心线的铅直平面重合。 

5.3.2.3 牵引车以不大于 5 km/h 的速度拖曳试验车辆，匀速通过测量路段，采集车辆车速和拖曳力

（F）。 

5.3.2.4 记录试验车辆车速、拖曳力，通过后测量车辙接地面最低点与测量路段平面的高度差，记录

为车辙深度。 

5.3.2.5 按公式（2）计算滚动阻力系数（ f ）： 

 W

F
f =

 ·············································································· (2) 

式中： 

ƒ ——滚动阻力系数； 

F ——拖曳力，单位为牛（N）； 

W ——垂直负荷，单位为牛（N），一般取值为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与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5.3.2.6 试验至少进行三次，每次测量路段仅限于单次通过，不应重复行驶，滚动阻力系数和车辙深

度取算数平均值。 

5.3.3 牵引系数和牵引效率 

5.3.3.1 将试验车辆停放于预测路段，变速器置于空挡。 

5.3.3.2 试验车辆接入负荷拖车，试验车辆和负荷拖车两端牵引杆高度保持一致，并与试验车辆纵向

中心线的铅直平面重合。车辆起步，油门全开，调节负荷拖车的负荷，使车辆以稳定车速驶入测量路段，

采集通过测量路段的平均车轮转速（n）、平均车速（ua)、平均拖钩牵引力（Pk）。 

5.3.3.3 记录试验车辆车轮平均转速、平均车速和平均拖钩牵引力。 

5.3.3.4 按公式（3）计算牵引系数 Pf，公式（4）计算车轮滑转率（i0），公式（5）计算牵引效率 Te。 

 𝑃𝑓 =
W

Pk  ············································································· (3) 

式中： 

Pf ——牵引系数； 

Pk ——平均拖钩牵引力，单位为牛（N）。 

W ——垂直负荷，单位为牛（N），一般取值为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与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𝑖0 = （1 −
𝑢𝑎

𝑢𝑡
） × 100% = （1 −

𝑢𝑎×106

2𝜋𝑟×𝑛×60
） × 100% ····································· (4) 

式中： 

i0——车轮滑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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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通过测量路段的平均车速，单位为千米/时（km/h）； 

ut——通过测量路段的理论平均车轮车速，即车轮滚动一周的周长与车轮转速的乘积，单位为千米

/时（km/h）； 

r——轮胎的滚动半径，单位为毫米（mm）； 

n——通过测量路段的平均车轮转速，单位为转/分钟（r/min）。 

 
+

=
fP

P
T

f

f

e
（ 01 i- ）......................................................................... (5) 

式中： 

Te——牵引效率； 

Pf ——牵引系数； 

ƒ ——滚动阻力系数； 

i0——车轮滑转率。 

5.3.3.5 试验至少进行三次，每次测量路段仅限于单次通过，不应重复行驶，牵引系数和牵引效率取

算数平均值。 

5.3.4 最大拖钩牵引力测定 

5.3.4.1 将试验车辆接入负荷拖车停放于预测路段，试验车辆和负荷拖车两端牵引杆高度保持一致，

并与试验车辆纵向中心线的铅直平面重合。 

5.3.4.2 试验车辆起步，待车速稳定后驶入测量路段。负荷拖车逐渐加载，同时试验车辆加大油门，

至试验车辆驱动轮开始打滑以致车速接近 0 km/h 时，采集并记录试验过程中最大的拖钩牵引力。如试

验过程中发动机熄火，记录熄火前的最大的拖钩牵引力。 

5.3.4.3 试验至少进行三次，每次测量路段仅限于单次通过，不应重复行驶，三组最大的拖钩牵引力

取算数平均值。 

6 试验数据记录 

基本信息及试验数据记录参见附录B。 

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有下列内容: 

a) 试验目的; 

b) 试验内容; 

c) 试验的地形设施描述或其结构; 

d) 试验结果; 

e) 试验执行单位、参加者及报告人; 

f)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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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车型对应试验项目 

车型对应试验项目见表A.1。 

表A.1 车型对应试验项目推荐表 

试验项目 
车型 

M1  M2 M3 N1 N2 N3 G 

接近角 ◆ ◆ ◆ ◆ ◆ ◆ ◆ 

离去角 ◆ ◆ ◆ ◆ ◆ ◆ ◆ 

最小离地间隙 ◆ ◆ ◆ ◆ ◆ ◆ ◆ 

纵向通过角 ◆ ◆ ◆ ◆ ◆ ◆ ◆ 

横向通过半径 ◆ ◆ ◆ ◆ ◆ ◆ ◆ 

垂直障碍 ◆ ◆ ◆ ◆ ◆ ◆ ◆ 

凸岭 —— —— —— —— —— —— ◆ 

水平壕沟 —— —— —— —— —— —— ◆ 

路沟 —— —— —— —— —— —— ◆ 

弹坑 —— —— —— —— —— —— ◆ 

扭曲路 —— —— —— —— —— —— ◆ 

涉水池 ◆ ◆ ◆ ◆ ◆ ◆ ◆ 

侧向坡 ◆ ◆ ◆ ◆ ◆ ◆ ◆ 

坡道 ◆ ◆ ◆ ◆ ◆ ◆ ◆ 

软地面 —— —— —— —— —— —— ◆ 

注： ◆表示车辆推荐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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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试验结果记录表 

B.1 试验车辆信息记录见表 B.1。 

表 B.1 试验车辆信息记录表 

车辆型号  VIN   发动机号  

里程表读数/km   整备质量/kg   最大设计总质量/kg  

出厂日期  测量人员   测量日期  

       

车轮位置 轮胎型号 
花纹高度/mm 

胎压/kPa 轮荷/kg 
设计值 实测值 

第   轴 
左侧 

 
    

右侧     

第   轴 
左侧 

 
    

右侧     

第   轴 
左侧 

 
    

右侧     

B.2 通过性参数测量记录见表 B.2。 

表 B.2 通过性参数测量记录表 

试验项目 整备质量状态 最大设计总质量状态 测量位置描述 

接近角/°    

离去角/°    

最小离地间隙/mm    

纵向通过角/°    

横向通过半径/mm    

B.3 通过垂直障碍物试验记录见表 B.3。 

表 B.3垂直障碍物试验记录表 

试验

序号 
垂直障碍物高度/mm 

通过方向

（上/下） 

挡位（前进

挡/倒挡） 

通过情况 

（通过/未通过） 

情况描述（如车辆运动状况及其

部件与地形设施有无接触、碰撞

或其部件间有无干涉等现象）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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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通过凸岭试验记录见表 B.4。 

表 B.4 凸岭试验记录表 

试验序号 凸岭高度/m 凸岭长度/m 
通过情况 

（通过/未通过） 

情况描述（如：车辆运动状况及其部件与地形设施

有无接触、碰撞或其部件间有无干涉等现象） 

1     

2     

3     

……     

B.5 通过水平壕沟试验记录见表 B.5。 

表 B.5 水平壕沟试验记录表 

试验序号 壕沟宽度/mm 
通过情况 

（通过/未通过） 

情况描述（如车辆运动状况及其部件与地形设施有无接

触、碰撞或其部件间有无干涉等现象） 

1    

2    

3    

……    

B.6 通过路沟试验记录见表 B.6。 

表 B.6 路沟试验记录表 

试验序号 

路面至沟底的高度/m 
通过情况 

（通过/未通过） 

情况描述（如车辆运动状况及其部件与地形设施有无

接触、碰撞或其部件间有无干涉等现象） h1 h2 

1     

2     

3     

……     

B.7 通过弹坑试验记录见表 B.7。 

表 B.7 弹坑试验记录表 

试验序号 弹坑深度/m 弹坑长度/m 
通过情况 

（通过/未通过） 

情况描述（如车辆运动状况及其部件与地形设施有

无接触、碰撞或其部件间有无干涉等现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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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B.8 通过扭曲路试验记录见表 B.8。 

表 B.8 扭曲路试验记录表 

试验

序号 

扭曲路

高度/m 
障碍间距/m 

通过情况 

（通过/未通过） 

停车起步 

（能否顺利

起步） 

情况描述（如：车辆运动状况及其部件与地

形设施有无接触、碰撞或其部件间有无干涉

等现象） 

1      

2      

3      

……      

B.9 通过涉水池试验记录见表 D.9。 

表 B.9 涉水池试验记录 

试验序号 1 2 3 …… 

涉水深度/mm     

通过时间/s     

通过距离/m     

通过情况（通过/未通过）     

情况描述（发动机是否熄火，车辆通过涉水池后驾驶室内、驱动

桥、变速器，空气滤芯、各油液内等部件出现进水情况，起动机、

离合器、制动系、电器附件等（电动汽车观察仪表和绝缘电阻）工

作异常） 

 

  

 

B.10 通过侧向坡试验记录见表 B.10。 

表 B.10 侧向坡试验记录表 

试验序号 侧向坡坡度/% 侧向坡长度/m 通过时间/s 

通过情况 情况描述（行驶过程中车辆是否

出现沿侧坡下滑或侧翻趋势，或

仪表故障报警） 
正向 反向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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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坡道试验记录见表 B.11。 

表 B.11 坡道试验记录表 

试验序号 1 2 3 …… 

坡度/%     

测量路段长度/m     

通过时间/s     

发动机转速/（r/min）     

实际总质量/kg（如适用）     

通过方向（上坡/下坡）     

挡位（前进挡/倒挡）     

通过情况（通过/未通过）     

情况描述（观察各仪表（如水温、机油压力）的工作情况，观察车轮、

离合器是否打滑，爬至坡顶后，停车检查各部分有无异常现象发生） 
 

  
 

B.12 滚动阻力系数、车辙深度测量记录见表 B.12。 

表 B.12 滚动阻力系数、车辙深度测量记录表 

软地面名称（如沙地、翻耕地、泥泞地、沼泽地、稻田地、雪地）  

测量路段长度/m  测量路段宽度/m  

   

试验序号 试验车速/km/h 拖拽力/kN 车辆质量/kg 滚动阻力系数 车辙深度/mm 

1      

2      

3      

……      

B.13 牵引系数、牵引效率测量记录见表 B.13。 

表 B.13 牵引系数、牵引效率测量记录表 

软地面名称（如沙地、翻耕地、泥泞地、沼泽地、稻田地、雪地） 

测量路段长度/m  测量路段宽度/m  

    

试验序号 车速/（km/h） 车轮转速/（r/min） 
车轮滑转率

/% 

拖钩牵引力

/kN 
牵引系数 牵引效率 

1       

2       

3       

……       

B.14 最大拖钩牵引力测量记录见表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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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4最大拖钩牵引力测量记录表 

软地面名称（如沙地、翻耕地、泥泞地、沼泽地、稻田地、雪地）  

试验序号 拖钩牵引力/kN 备注 

1   

2   

3   

……   

最大拖钩牵引力/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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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C  

（规范性） 

地形通过性设施特征表 

车辆地形通过性设施特征见表C.1。 

表 C.1 车辆的地形通过性设施特征表 

名称 示例 特征 

垂直障碍物 

 

高度h为(1/3～4/3) rk，宽度不小于车宽，长度L不小于试验车

辆轴距 

凸岭 

 

凸岭长度L为6m，宽度不小于车宽，高度h分别为0.6m，

1.3m，2m 

水平壕沟 

 

宽度B为(1～4/3) rk，长度不小于车宽，深度h比rk略大；壕沟前

后均为平整地面 

路沟 

 

按图示角度，路面至沟底的高度组合，h1为1.0m，h2为0.3m；

h1为1.5m，h2为0.5m；h1为2.0m，h2为0.75m 

弹坑 

 

弹坑尺寸组合，长L为4.0m，深h为1.75m；长L为10.0m，深h

为2.0m；长L为14.0m，深h为3.0m 

扭曲路 

 

扭曲路尺寸组合：路面宽度B1不小于车宽，障碍间距L为1.0 

m，高h为0.1m；障碍间距L为2.0 m，高h为0.2 m；障碍间距L

为5.0 m，高h为0.5 m；障碍间距L为8.0 m，高h为0.8 m 

涉水池 

 

涉水池长L不小于50 m，深h不小于1.5 m，宽不小于5 m，出、

入池坡度为小于15 %，水深大于100 mm 

侧向坡 

 
侧向坡宽度不小于5 m，长度不小于30 m，坡度α为5%～40% 

坡道 

 

测试路段长L不小于20 m，坡道宽度不小于车宽，坡度α为

10%～100% 

注： rk为车辆车轮滚动半径，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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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软地面通过性试验软地面选择基本原则 

D.1 目的 

规定车辆软地面通过性试验软地面选择的基本原则和软地面特性参数的测量方法。 

D.2 测量参数及准确度精度要求 

测量参数单位、准确度见表 D.1。 

表 D.1测量参数单位、准确度 

测量参数 单位 准确度 

疏松层深度 mm ±1 mm 

车辙深度 mm ±1 mm 

圆锥指数 / ±0.5 % 

D.3 软地面选择 

D.3.1 选择表面平坦、均匀、物理特性一致且附着系数低的软地面。试验路段长度不小于40 m，宽度不

小于30 m。 

D.3.2 在预选的软地面纵、横方向每隔10 m选择测点，测定软地面的特性参数，包括疏松层深度、车辙

深度和圆锥指数，每个参数测点不少于6个。 

D.3.3 用直径为10 mm的测量杆（平头、有刻度线）以10 kg力垂直均匀插入软地面至不能继续插入为止，

测量疏松层深度，并在表D.2中记录。 

D.3.4 测量雪层深度时，应挖开雪层，用疏松层深度测量杆测量软、硬层厚度（软层指松散的雪，硬

层指冻结的雪）。并在表D.2中记录。 

D.3.5 试验车辆变速器、副变速器置于最低挡。以稳定车速通过预选软地面，通过后测量车辙接地面

最低点与测量路段平面的高度差，并在表D.2中记录为车辙深度。 

D.3.6 在预选软地面内，测量圆锥指数，圆锥贯入仪垂直均匀插入软地面，插入深度应大于车辙深度，

预选软地面各个区域圆锥指数宜一致。按图D.1绘制土壤的圆锥指数曲线。 

表 D.2 软地面特性参数记录 

测量参数 

测点1 

（起始

点） 

测点2 测点3 测点4 测点5 测点6 … 

离起始点距离/m        

疏松层深度/mm        

雪地疏松层软层厚度（如适用）/mm        

雪地疏松层硬层厚度（如适用）/mm        

车辙深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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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指数        

备  注 绘制圆锥指数曲线 

 

 

图 D.1 土壤的圆锥指数曲线 

D.3.7 根据圆锥指数CI，按公式(D.1)计算车辆圆锥指数VCI，按公式(D.2)计算机动指数MI。其中按公

式(D.3)计算接地压力系数k1，按公式(D.4)计算地隙系数k2，按公式(D.5)计算轮胎系数k4，按公式(D.6)

计算车轮负荷P。根据计算结果确定软地面是否选用： 

—— CI> VCI时，土壤的支承能力比车辆所需的支承能力大，车辆可以通过，选用； 

—— CI< VCI时，则车辆不能通过，不选用。 

 𝑉𝐶𝐼 = 25.5 + 0.456𝑀𝐼  ····························································· (D.1) 

式中： 

VCI——车辆圆锥指数； 

MI——机动指数。 

 𝑀𝐼 = 0.6(
54

31

kk

kk




＋𝑃－𝑘2） × 𝑘6 × 𝑘7＋20 ·········································· (D.2) 

式中： 

MI——机动指数； 

k1——接地压力系数； 

k2——地隙系数；   

k3——质量系数，G≤6804kg 取 0.9；6804kg<G≤l5876kg取 1.0； G>15876kg取 1.1； 

k4——轮胎系数； 

k5——花纹系数，轮胎有防滑链时取 1.05，无防滑链时取 1.00; 

k6——发动机系数，比功率(kW/t)≥7.35，取 1.0，比功率(kW/t) <7.35，取 1.05； 

k7——传动系数，液力式取 1.00，机械式取 1.05； 

P——车轮负荷，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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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𝑘1 =
mDL

G07.0




    ································································· (D.3) 

式中： 

k1——接地压力系数； 

G——车辆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L——轮胎宽度，单位为厘米（cm）； 

D——轮辋直径，单位为厘米（cm）。 

m——轮胎数,双轮作为单轮计算。 

 𝑘2 =
4.25

R
 ······································································· (D.4) 

式中： 

k2——地隙系数； 

R——离地间隙，单位为厘米（cm）。 

 𝑘4 =
100

L49.0
   ····································································· (D.5) 

式中： 

k4——轮胎系数； 

L——轮胎宽度，单位为厘米（cm）。 

 𝑃 =
454m

G


 ····································································· (D.6) 

式中： 

P——车轮负荷，单位为千克（kg）； 

m——轮胎数,双轮作为单轮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