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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被动红外探测系统》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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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事故逐年增多。据相关资料介绍，夜间行车在整个公路交通中占四分之一，但发生的死

亡事故却占了一半。随着汽车安全技术重心逐渐从减少碰撞损失的被动安全技术向避免碰

撞的主动安全技术方向转变，被动红外探测技术在汽车上得到了广泛应用，使用被动红外

探测系统能够较为有效地提高夜间及恶劣环境条件下的行车安全。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2018年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启动该项标准的研

究与制定工作。2019年10月24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GB/T《汽车用被动红外探

测系统》标准制定计划（国标委发（2019）29号），计划编号为20193384-T-339，主要起草

单位包括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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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10月启动推荐性国家标准《汽车用被动红外探测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标准研究工作。 

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作为牵头起草单位，与中汽中心、海康微影、艾睿光电、

高德红外、飒特红外、津航物理、正印科技、上汽技术中心等国内主要零部件企业、主机

企业和测试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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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任务。 

2018年4月，感知起草组第二次会议在杭州召开，会上针对被动红外探测系统项目进行

了技术交流，并面向起草组征集主要起草单位。 

2018年6月，感知起草组讨论会在天津召开，会上确立了主要起草单位，并讨论了海康

汽车提供的标准立项草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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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感知起草组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起草组重点讨论了交流了国内外主

要厂家的产品和技术情况，并对标准必要专利进行了风险评估。通过对热像仪和探测器层

面的详细研讨，完成了标准草案初稿。 

2019年4月，感知起草组讨论会在惠州召开，起草组进一步明确了基于晶元方案的意

见，并确认只对整机和探测器提出技术要求，不对镜头做限制。基于实际使用情况，对热

像仪提出了防灼烧要求。 

2019年7月，感知起草组第四次会议在烟台召开，重点讨论了防灼烧试验方法，并要求

补充图像量化指标。删除了原探测器技术要求，明确不增加镜头污损报警功能。 

2019年11月，车载电子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此次为扩大会议，来自中汽中

心试验所、国内主机厂和零部件企业的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重点修改了识别距离的

人体模型。 

2020年3月-7月，主要起草单位针对当前草案确认了样机情况和试验能力，主要由艾睿

光电、飒特红外提供了验证样机，并进行了功能、性能和车规环境评价验证，由高德红外

提供了验证样机进行了车规环境评价验证，海康微影进行了部分功能与性能的试验验证，

北京正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部分图像性能的验证试验能力，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

津）有限公司提供了车规环境部分的试验能力，共同完成了标准的验证试验。 

2021年7月13日，在车载电子工作组大会上进行征求意见稿草案讨论，并形成了征求意

见稿。 

2021年7月30日-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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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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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规定系统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 

3）本标准依据目前国内外使用被动红外探测技术的情况，结合产业实际现状，对探测

系统提出技术要求及对应试验方法。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行业管理部门、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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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相关零部件配套企业、检测机构和探测器厂家相关方对于系统的设计、验证、生产、

使用和管理的实际需求。 

2.2  主要技术内容 

2.2.1 标准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感知车外环境的基于非制冷红外焦平面型探测器的汽车用被动红外探测

系统。 

2.2.2 技术要求 

2.2.2.1 功能要求 

1）显示模式：系统应至少具有白热或黑热两种显示模式的一种。 

2）图像调节：系统应具有自动亮度和对比度调节功能。 

3）窗口加热：系统应具有窗口加热功能。注：低温阈值2℃，高温阈值7℃。 

4) 防太阳灼烧：系统应具有防太阳灼烧功能。当探测器阈值过增益时，应对探测器进

行保护。探测器在太阳灼伤后可自行恢复。 

2.2.2.3 性能要求 

1）分辨率：探测器分辨率应不小于384×288像素。 

2）采样帧速率：探测器采样帧速率应不低于25 Hz。 

3）MTF值：本标准分别对中心视场和0.7视场的水平和竖直方面MTF作为评价指标，该

指标是衡量成像质量的重要参数。在中心视场内，水平和竖直MTF应≥0.28@f0(Nyquist)，

在0.7视场内，MTF应≥0.25@f0(Nyquist)。 

4）视场角：水平视场角应不小于24°，垂直视场角应不小于 18°。 

5）噪声等效温差NETD：环境温度在23℃±5℃时，应不大于 80 mK。 

6）最小可分辨温差MRTD：环境温度在23℃±5℃时，应不大于 500 mK。 

7）图像坏点：视场内不应出现坏点。 

8）开机稳定时间：开机稳定时间应不大于10 s，其中开机成像时间应不大于 5 s。 

9）系统延时：系统延时应不大于80 ms(分辨率384×288)或100 ms（分辨率64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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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识别距离：系统应能在不小于110m 处，识别出直立侧向静止假人目标，且目标在

成像区域像素点不少于12个。 

11）观测范围：如下图所示。 

 

12）热响应时间：设备的热响应时间应不大于10 ms。 

13）单位冻结时间：单位冻结时间应小于0.3 s。 

14）冻结时间间隔：画面稳定后，系统冻结时间间隔应不小于3 min。 

15）环境温度影响：在系统工作温度范围内，最小可分辨温差应不大于1000 mK。 

2.2.2.4 环境评价要求 

1）电气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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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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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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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机械振动、机械冲击、自由跌落、碎石冲击、镜头耐磨和线束拉脱

力。 

4）防尘防水：系统的防尘防水等级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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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分区域防尘防水等级 

安装位置 车辆外部 乘客舱内部 

系统部件 图像采集单元 控制器单元 图像采集单元 控制器单元 

防护等级 IP6K7 IP6K7 IP5K2 IP5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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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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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气压 

kPa 

无特殊要求 -40～90 -40～85 

25～75 50～106 
乘客舱内阳光直射

高温区 
-40～95 -40～90 

    对系统进行环境试验的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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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雾腐蚀和太阳光辐射。 

6）化学腐蚀：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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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耐久性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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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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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从 2020 年 6 月开始，验证试验分别在艾睿、飒特、海康厂家内部及北京正印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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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开展，具体试验内容如表 3 所示，部分试验图

片如图 4 所示。 

表 3 标准验证试验内容 

分类 试验内容 试验结果 

功能试验 
显示模式、图像调节、窗口加热、防高温

灼烧 
试验结果满足标准要求。 

图像性能

试验 

分辨率、采样帧频率、MTF、视场角、

NETD、MRTD、图像坏点、开机稳定时间、

系统延时、识别距离、观测范围、热响应

时间、单位冻结时间、冻结时间间隔、环

境温度影响 

部分样品能够满足标准要求。 

车规环境

评价试验 

电气性能、机械性能、环境耐候、防尘防

水、化学负荷、电磁兼容性、 

车规环境评价验证试验还在进行

中。 

注：太阳光辐射主要考核部品的外壳光老化性能，不直接涉及系统性能，故本次未

进行验证。 

以下为部分验证试验过程图片： 

 

 

图 4 部分验证试验现场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经评估不涉及专利。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本标准主要给出了系统的功能和图像性能要求，并且给出了系统在车规级环境条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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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求。本标准的实施将有效地提升系统技术水平，为改善行驶安全性能提供有力的技术

保障，同时，本标准的实施也将有力促进 ADAS 领域相关应用的发展。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经检索目前国际上也没有针对此类系统的车规级产品标准。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汽车电子与电磁兼容领域的产品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均协调一致。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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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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