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性国家标准 

《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标准起草项目组 

2021年07月 

 

 



《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目  次 

一、 工作简况 ......................................................................................................................... 1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 3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 3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 10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 10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 10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 10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 11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 11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 11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 11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 11 



《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XX 稿）编制说明 

1 

 

《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汽车通过性是车辆的一项重要性能，指汽车在一定的车载质量下，以一定的平均车速通

过各种坏路及无路地带（如：沙地、沼泽、雪地等）和克服各种障碍（如：陡坡、台阶、壕

沟等）的能力。汽车通过性测试方法研究即明确汽车通过各种路面和障碍的试验方法，为汽

车的性能测试提供参考。 

GBT 12541-1990《汽车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自 1990 年发布以来，已实施三十余年，

在此期间主要为越野汽车提供了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参考。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GB/T 

3730.1 等标准也进行了修订，将运动型乘用车等近年来出现的新的车型类别纳入标准中。运

动型乘用车等车型，在地形通过性和软地面通过性等方面具有有别于传统轿车的优势，行业

需要新的通过性标准来满足除越野车以外的其他车型的试验需要。 

2020 年 12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 (2020） 53 号），下达标准计划名称为《汽

车通过性试验方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69 部队、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单

位负责标准编制，计划号为 20205122-T-339。 

2、协作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69 部队、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

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中汽研

汽车检验中心（宁波）有限公司等。 

3、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GB/T 12541-XXXX《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标准起草小组自 2019 年 4 月开始正式进行

标准的起草工作。 

1）2019 年 4 月，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五工作组会议对 GB/T 12541 《汽

车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进行了研究讨论。定远汽车试验场介绍了标准项目的预研情况。原

标准规定的方法长期以来主要应用于军用越野汽车的地形通过性试验，而对于市场中越来越

多的 SUV 等车型缺少相应的试验评价方法，对于车辆的研发和整体性能的提高缺少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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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标准修订的目的是结合我国测试技术和汽车技术现状，对原有标准进行项目细化扩充，

增加针对 SUV 等汽车的测量项目和方法。针对标准修订预研情况，中汽中心标准所、广汽

丰田、江淮汽车对标准修订方向提出建议意见。工作组经讨论建议慎重考虑车辆类型，增加

/代替原类别。此外对于民用车的试验内容，请工作组成员单位提供参考。 

2）2019 年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69 部队、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

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等单位在前期预研基础上，结合工作组起草组给出的意见建议，

整理了该标准修订的初步草案。2019 年 11 月 26 日，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

六次工作组会议在无锡召开。定远试验场代表起草组介绍了该标准的修订方案（标准名称改

为《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计划将扩展适用范围，便于 SUV 等车型进行试验，增加相关

术语定义、细化试验方法、增加地面通过性试验。一汽提出该标准目前名称为汽车通过性，

应该适用于所有汽车。泛亚提出根据区域特征明确适用的通过性项目。会议建议明确适用范

围，要求起草单位细化地面和地型的定义、增加相关参数和示意图（矢量图），进行通过性

测试评价方法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立项材料。会后，起草单位根据会议讨论内容对标准

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3） 2020 年 4 月，起草组根据专家给出的意见建议，结合秘书处工作要求完成了立项

材料的准备。秘书处组织了工作组会前起草组讨论会，对草案格式和语言等进行了进一步完

善。4 月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七工作组会议以网络形式线上召开，会上定远试

验场对《汽车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标准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针对地形通过性要求，增

加了扭曲、侧坡和坡道三种地形要求，同时增加了地面通过性的要求。针对工作组第十六次

会议的意见，增加了评价指标以及主观评价的要点，明确了地面通过性对试验场地的要求。

会上起草组广泛听取了各方意见，起草组组织讨论修改后，请整车分技术委员会对立项申请

进行投票表决，并于 2020 年 5 月正式上报立项申请。 

4）2020 年 11 月，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八次工作组会议在海南省琼海市

召开，整车试验方法工作组秘书处汇报了《汽车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立项进展情况，该标

准已按照工作计划提交立项材料，目前在方案验证阶段，秘书处会后协调有关单位按照会上

汇报的修订方案进行试验。会后各单位对标准草案提出了建议。 

5）2020 年 12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 (2020） 53 号），下达标准计划名称为《汽

车通过性试验方法》。会后，秘书处根据会上工作安排，对试验验证工作进行部署。前期该

标准由中汽中心组织定远试验场和北汽越野车完成了预研，根据标准研究计划和必要性，邀

请各单位对 M 类车适用试验项目进行试验并记录数据，并邀请大家对标准文本提出修改意

见。 

6）2021 年 3 月，秘书处组织起草组线上召开会议对标准逐条进行讨论，并召开线上起

草组会议对标准草案进行研讨，就前期各单位开展试验情况进行了交流，对试验中发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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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讨论修改，形成征求意见初稿。对未开展的试验安排了试验计划，协调了试验车辆、

试验场地和试验人员。邀请定远试验场、江淮汽车、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等单位，在定远汽车试验场组织开展了试验验证工作。试验后，组织定远试验场等单位以线

上会议形式多次讨论标准修改方案。 

7）2021年 4月，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第十八次工作组会议在江苏常州市召开，

定远汽车试验场及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张鹏代表标准起草组逐项介绍了前期试验

验证情况及标准征求意见初稿草案具体内容。与会专家就轮胎花纹、车辆载荷、测量工具、

各车型适用试验项目、涉水试验、坡道试验、地形规格等内容提出建议，会上进行了充分讨

论。会后，起草组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并就专家提出的各个车型开展项

目安排展开了问卷调查工作，整车分委会秘书处组织定远、北汽越野等单位完善征求意见稿

草案，经过多轮的商讨与修改，现结合工作组会上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完善。 

8）2021 年 6 月为保证标准草案质量，秘书处在安徽定远召开会议组织《汽车通过性试

验方法》征求意见初稿讨论会，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确定。起草组充分结合多次会议精神及

试验验证结果，对标准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就垂直障碍和爬坡试验提出了前进挡/倒挡驶

上/驶下通过的要求，并对横向通过半径的术语定义和测量方法进行了修改完善，讨论增加

了涉水试验中针对电动汽车的要求。并组织专家进行了地形通过性试验实践，加深对标准的

了解。会后秘书处组织定远试验场、北汽越野车等结合“《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征求意见

初稿讨论会”专家提出的意见，以线上会议形式充分交流，对标准草案进行充分完善。 

9）2021 年 7 月，秘书处与定远试验场、北汽越野车充分交流沟通，对标准进行进一步

的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编制原则 

（1）适用性原则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充分调研和征求了各汽车生产企业、汽车检测机构等单位的意见，

综合考虑了多种车辆的特点，选定了具有代表性的车辆通过性指标作为标准试验指标，保证

了标准的适用性。 

（2）可操作性原则 

在指定本标准的试验方法中，综合考虑车辆通过性试验的现有试验方法和试验条件，在

试验场对应地形设施上进行相关试验，在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的基础上，采用适用，

经济的试验方法，保证方法的可操作性。 

（3）规范性原则 

在标准的起草过程中，严格按 GB/T 1.1—2020 的要求规划标准内容。在条款的表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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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按照 GB/T 1.1 的规定表述。 

2、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2.1 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比对 

（1）主要差异 

与 GB/T 12541-1990《汽车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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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水平比对 

与 GB/T 12541-1990《汽车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相比，标准增加了通过性参数测量、

汽车软地面通过性试验方法，增加了汽车地形通过性试验设施，增加了各车型对应的试验项

目推荐表，使本标准能全面体现车辆的通过性能，满足多种车型通过性的试验需求，切实提

高了车辆通过性试验的有效性和符合性。 

2.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设置 7 个章节，具体包括： 

（1）范围 

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 

说明：对各车型所需开展通过性试验项目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广泛征求各汽车制造商、

各汽车检测机构的意见，确定了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的适用范围为 M 类、N 类、G 类汽车。 

（2） 术语和定义 

为明确汽车通过性的相关定义，便于理解和试验的开展，对通过性参数、汽车地形通过

性、汽车软地面通过性和横向通过半径术语和定义做出规范。 

（3）试验条件 

为保证试验结果的一致性，对汽车通过性试验的车辆状态进行规范，由于汽车通过性受

车轮和轮荷影响较大，且目前有部分车型配备有不同轮胎型号，因此提出了“同一车型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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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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车辆按制造商设计

的轮荷要求进行装载”的规定；因各企业测量仪器设备多样，为避免相似仪器的重复购买，

本标准仅规定了测量参数精度；对各车型所需开展通过性试验项目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广泛

征求各汽车制造商、各汽车检测机构的意见，推荐了各车型对应开展的试验项目。 

说明：2021 年 4 月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会议上专家提出“轮胎花纹的磨损量

不得超过原始花纹高度的 1/5”，应明确其缘由，与常用的轮胎花纹下限相协调。由于车辆通

过性与轮胎花纹之间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试验一般采用新轮胎，不使用花纹磨损过多的轮胎，

起草组综合考虑专家意见和现行标准的规定，本标准沿用现行标准规定，不作调整。 

（4）试验方法 

a) 通过性参数 

规定了通过性参数的测量准备，明确了接近角、离去角、最小离地间隙、纵向通过角和

横向通过半径的测量方法。 

说明：根据 2020 年底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会议上专家提出的意见，在通过性

参数测量中增加了横向通过半径的测量。2021 年 4 月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会议上

专家提出“测量板不属于标准设备，不应体现在测量方法中”的建议，起草组采纳了专家意

见，删除了测量板的相关内容，同时删除了其他测量方法中提到的测试设备和软件信息，仅

给出了测量方法。 

b) 地形通过性 

考虑到对车辆通过性能的全面考核和实际使用情况，增加了“扭曲路”“侧向坡”“坡道”

的试验方法； 

说明：根据 2021 年 4 月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会议上专家提出的意见和 2021 年

6 月组织的起草组会议讨论结果，考虑到车辆在积水路面等待信号灯等特殊情况，并参考

GB18384-2020《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涉水试验距离增加到 500m，并增加了电动汽车的检

查项目；考虑到试验安全问题，在爬坡试验开始前，增加对驻车制动的检验，并将全油门修

改为合适油门开度，考虑到车上上下平板拖车等使用场景，增加了“车辆可以前进挡驶上/

前进挡驶下/倒挡驶上/倒挡驶下坡道”的内容，并确定了试验方法；对于专家提出的坡道计

算公式存在大角度坡道误差较大的问题，修改了坡道计算公式；对于专家提出的关键零部件

涉水量、机油含水量等数据的测量，考虑到机油含水量等数据检测周期较长，且大部分试验

检测中心不具备测试能力，本标准未设置相关要求；根据 2021 年 6 月组织的起草组会议意

见，增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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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并

编写了试验方法。 

c) 软地面通过性 

规定了软地面通过性试验准备和试验方法，通过滚动阻力系数、车辙深度、牵引系数、

牵引效率、最大拖钩牵引力等参数评价车辆的软地面通过性能。 

依据相关文献资料，要精确的测量出弹性的驱动轮胎在软地面上的滚动半径是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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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滚动半径的大小不仅与路面和轮胎的特性有关。而且与车轮所受的垂直力和水平力

的大小有关。若车辆以较低的行驶速度（约 2 公里每小时）不带挂钩负荷，均匀稳定的行驶

在平坦的测量路段时，所测得的滚动半径即可认为基本上于车辆的滚动半径相同。因此可以

通过记录车辆以低速（约每小时 2km 速度），挂钩牵引力为零，驶入测量路段时的车轮转速

和行驶距离，计算出滚动半径。 

（5）附录 

附录 A 规定了各车型对应开展的试验项目。 

说明：根据 2021 年 4 月整车试验方法标准研究工作组会议上专家提出 “建议给出各车

型对应开展的试验项目” 的意见，起草组按照车型分类，就各类车型是否开展某一通过性

试验科目组织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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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水池、侧向坡和坡道试验推荐 M 类、N 类和 G 类车辆开展，

凸岭、水平壕沟、路沟、弹坑、扭曲路和软地面试验推荐 G 类车辆开展。 

附录 C 规定了车辆的地形通过性设施特征。 

说明：综合考虑道路停车时通常会遇到翻越路边石的情况以及大部分 M 类车辆的车轮

大小，设置垂直障碍物最低高度为 1/3 rk（rk 为车辆车轮滚动半径），约为 13cm，与路边石

的高度相近。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制定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69 部队、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

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宁波）有限公司等单位，分别对 M 类、N 类、G 类车辆

开展了通过性参数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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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如下： 

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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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20.4 23.3 142 19.7 / 

19.6 24.2 157 25.4 / 

20.1 19.5 215 13.5  

21.0 22.5 220 14.5 / 

M3 9.1 10.5 162 13.5 / 

N1 36.5 26.2 128 16.8 / 

G 40.1 46.2 402 15.7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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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M 类、N 类、G 类车辆选取部分地形通过性设施开展试验（包括：垂直障碍物、凸

岭、水平壕沟、涉水池、侧向坡、坡道、扭曲路）。试验照片和试验结果如下： 

试验项目 
车型 

M1  M2 N3 G 

垂直障碍 150mm 150mm --- 300mm 

凸岭 L=6m，h=0.6m L=6m，h=0.6m --- L=6m，h=2m 

水平壕沟 300mm 300mm --- 400mm 

路沟 --- --- --- h1=1.0m，h2=0.3m 

弹坑 --- --- --- L=10.0m，h=2.0m 

扭曲路 L=2.0 m，h=0.2 m --- L=2.0 m，h=0.2 m L=5.0 m，h=0.5 m 

涉水池 200mm 200mm --- 550mm 

侧向坡 40% 40% --- 40% 

坡道 30% 3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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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G 类车辆开展了软地面（翻耕地）通过性试验。试验照片和试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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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车辙深度 滚动阻力系数 牵引系数 牵引效率 滑转率 最大拖钩牵引力 

试验结果 230mm 0.031 0.165 0.51 40% 42.1kN 

结合实车试验，对标准中的试验准备、试验科目、试验方法进行了验证。摸底结果表明，

本标准制定的试验方法是可行的，试验科目是合适的。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汽车通过行试验方法通过增加通过性参数测量方法和汽车软地面通过性试验方法，补充

汽车地形通过性试验项目，为车辆的通过性评价提供了全面完整的依据；结合我国现有的测

试技术和汽车技术现状，将适用范围扩展到 M 类和 N 类车辆，并且进一步细化试验方法，

优化试验数据，为汽车通过性能的提升提供指导，促进车辆通过性水平及相应研发技术全面

升级。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无。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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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我国汽车标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内容，完善了现有整车试验方法标准体系。

经分析，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不协调之处，且贯彻了我国的有

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GB/T 12541-XXXX《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标准起草组 

2021 年 7 月 0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