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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天然气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发动机排放控制车载诊断系统（OBD）
的功能要求及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定义了重型天然气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发动机排放控制车载诊断系统（OBD）的术语和定义、

检测条件及内容、功能要求及检测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按GB17691-2018型式检验的装用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的重型天然气混合动力电动

汽车OBD系统的整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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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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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HJ 1239.1-2021 重型车排放远程监控技术规范 第一部分 车载终端

HJ 1239.3-2021 重型车排放远程监控技术规范 第三部分 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3 术语和定义

GB 17691-2018、GB/T 19596-2017、HJ 1239.1-2021、HJ 1239.3-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3.1

混动车辆驾驶循环 Hybrid vehicle driving cycle

混合动力车辆驾驶循环是指由从车辆起步或发动机启动开始（先到为准），至车辆下次上电

（KEY-ON）且发动机下次启动前组成的连续过程，应包括发动机启动、运行、停机、车辆下电

（KEY-OFF）和车辆下次上电（KEY-ON）。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发动机启停应视为驾驶循环的一部分。

3.2

混动车辆操作过程 Hybrid vehicle operation sequence

是指由车辆上电（KEY-ON）、发动机启动、发动机运转、发动机停机、车辆下电（KEY-OFF）
和直到下次车辆上电（KEY-ON）、发动机启动组成的时间过程；在该过程中，一个指定的OBD 系统

应能完成监测；若存在故障，应能被监测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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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动专用分母计数器 Hybrid vehicle Denominator

是指混动车辆驾驶循环的数目。

4 检测内容及条件

4.1 检测内容

整车进行OBD系统检查时，可以对如表1中所有内容或部分内容进行检查。针对需要发动机较长运

行时间的检查项目，可通过修改计数器值，以达到缩短试验时间的目的。其中失火模拟和氧传感故障模

拟不允许通过更改标定软件的方式进行。

表 1 检测内容

类别 项目

OBD基本功能检查

OBD诊断接口

故障指示器

OBD信息读取功能

OBD系统监测功能检查

故障类型

电路故障

合理性故障

功能性故障或严重性功能性故障

验证项目

激活模式及故障信息

永久故障码

数据流和冻结帧信息

MI计数器

B1计数器

驾驶诱导系统限制功能测试

MI激活和消除

在用监测性能检查 一般分母计数器计数功能

远程排放终端功能检查
OBD信息检查

数据流信息检查

根据故障类型可分为电路故障、合理性故障、功能性故障或严重性功能性故障。测试过程可根据测

试周期、车辆是否能运行、故障件是否易得等情况适当选择。可选取一定数量的故障进行测试，所选的

故障能够覆盖 A、B1、B2、C 四类故障。

4.2 检测条件

4.2.1 环境条件

需符合GB 17691-2018中OBD系统监测的环境要求，具体如下：

a) 海拔低于 2500m；

b) 环境温度大于或等于 266K（-7℃）；

c) 环境温度小于或等于 311K（38℃）

4.2.2 车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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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测试车辆应满足以下条件：

a) 车辆应正常使用和维护保养，未经改动。车辆的 OBD系统工作正常，且未有影响污染物排放

控制装置正常工作的报警或故障。

b) 试验开始前对可再充能量存储系统（动力蓄电池、超级电容器和机电飞轮等）进行充分放电或

车辆运行，直至车辆启动后发动机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4.2.3 混合动力 OBD 验证循环条件

混合动力OBD验证循环条件如下：

a) KEY-ON状态保持不少于 1min，KEY-OFF 状态保持不少于 5min或发动机 ECU断电；

b) 电路故障验证循环可参照混动车辆驾驶循环或混动车辆操作过程简易操作，单个循环内发动机

连续运行至少 5min，循环次数参考企业申报文档；

c) 合理性故障验证、功能性故障或严重性功能性故障循环，需进行实际道路行驶测试，发动机的

累计功应达到发动机WHTC循环功的 4～7倍，车辆载荷应满足 GB 17691-2018中 K.8.3.1要
求的范围，平均车速及道路占比（允许 5%的偏差）应满足 GB 17691—2018 中 K.5.1.3 的要

求，如表 2所示。

表 2 车速要求

车辆类型

平均车速要求

市区路 市郊路 高速路

车速
km/h

占比
%

车速
km/h

占比
%

车速
km/h

占比
%

M1、N1（执行 GB 18352.6标准的车辆除外） ＜30 34 60 ～ 90 33 ＞90 33
M2、M3和 N2（城市车辆除外） ＜30 45 45 ～ 70 25 ＞70 30
N3（城市车辆除外） ＜30 20 45 ～ 70 25 ＞70 55

城市车辆 ＜30 70 45 ～ 70 30 -

5 功能要求

5.1 OBD 系统基本功能要求

OBD系统基本功能为重型车OBD整车检验的必做项目，应根据企业备案OBD文档选择通信协议和通信

波特率，使用通用检测仪进行相关测试。

5.2 OBD 系统通信协议要求

通信协议可采用基于ISO 15765-4 的 ISO 27145（基于 CAN）、基于ISO 13400 的ISO 27145（基

于TCP/IP）、SAE J1939-73满足GB 17691-2018附录F中的其中一种。OBD系统基于CAN的有线通信波特率

应该为250kbps或500kbps。

6 检测方法

6.1 OBD系统基本功能检查

6.1.1 诊断接口检查

6.1.1.1 接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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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D 的诊断接口应该是在车辆内驾驶员侧及控制台驾驶员侧边缘的地脚附近位置（如果没有中央

控制台则是车辆的中心线），并且接口位置不能高于最低调节位置的方向盘的底部。诊断接口可能不在

中央控制台之上或之内（如果不靠近安装在车辆地面的档位选择拉杆，制动拉杆或者杯架，也不靠近收

音机、空调系统或者导航系统）。诊断接口位置应该很容易找到和便于操作（例如，连接一个非车载工

具）。对于带有驾驶员侧门的车辆，当驾驶员侧门打开时，人员站（或蹲）在驾驶室侧外面能很容易找

到对接口并连接访问接口。如果诊断接口在特定的设备箱内，该箱子的门应该可以在不需要工具的情况

下手动打开，并且箱子上要清楚的标示“OBD”以识别诊断接口。

6.1.1.2 接口形状

车辆与外部诊断设备（如诊断工具）的连接接口应该标准化，并且符合 IS0 15031-3 或SAE J1939-13
的指定要求。

6.1.2 故障指示器 MI 外观检查

要求故障指示器 MI 是在任何光照条件下都能觉察到的可视信号，故障指示器采用 ISO 7000 规

定的 0640 符号定义的黄色或琥珀色报警信号。

6.1.3 OBD 信息读取功能检查

能读取GB 17691-2018中F.4.7.1 OBD记录的信息，冻结帧信息，数据流信息。其中冻结帧信息，数

据流信息满足附FE中的强制项的要求，便可判定合格。

6.2 OBD系统监测功能检查

6.2.1 故障模拟方法

根据所选取的故障类型，一般电路类故障模拟可通过断开传感器（执行器）的接插件或对应针脚，

或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短接相应的针脚。合理性故障、功能性故障或严重性功能性故障模拟，一般堵塞

相应的管路、制造管路漏气、将传感器置于空气中等，可按照企业提供的相应演示文档模拟故障。

6.2.2 试验流程

故障验证试验流程如下：

a) 故障选择；

b) 确认当前无故障；

c) 模拟故障；

d) 按照企业备案运行足够的混动驾驶循环或混合动力验证 OBD循环；

e) 核查激活故障模式及故障信息；

f) 核查永久故障码（如需）；

g) 核查连续-MI计数器或 B1计数器（如需）；

h) 核查驾驶员诱导系统的驾驶性能（如需）；

i) MI激活消除（如需）；

j) 清除故障码；

k) 符合性判断。

6.2.3 故障信息核查

所有验证项目的 OBD故障信息记录应符合 GB 17691-2018中 F.4.3要求。故障的判定循环、O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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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仪读取的故障代码和故障等级等信息与备案信息一致的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6.2.4 MI激活及激活消除方案验证

6.2.4.1 MI激活

至少选取A类故障，B1类故障（＜200h和＞200h）和C类故障各1项进行MI的激活显示策略验证，

在钥匙上电未启动和发动机运行的情况下观察仪表盘上的MI是否按CB 17691-2018中F4.6.2对应的激活

模式显示策略显示。MI激活循环、模式需与企业提供的备案一致。

6.2.4.2 MI激活消除

连续-MI及短暂-MI消除方法如下：

a) 连续-MI激活消除方案验证

在当前驾驶循环没有检测到原先激活连续-MI的故障(即历史故障激活状态)，同时没有由于其他故

障而产生的连续-MI激活指令，则该“连续-MI”应转变为“短暂-MI”。随后3个连续的驾驶循环故障都未被

检测到，同时没有其他故障产生的MI激活指令，“短暂-MI”应解除激活（按模式1显示）。

b) 短暂-MI激活消除方案验证

一个完整的驾驶循环中短暂-MI故障不再被系统检测到，应在下一个驾驶循环开始前将该故障设置

为历史激活状态，随后3个连续的驾驶循环该故障都未被检测到，同时没有其他故障产生的MI激活指令，

“短暂-MI”应解除激活（按模式1显示）。

6.2.5 永久故障码

需随机选择进行 2 项永久故障码验证，即 A 类故障和 B1 类计数器超过 200h的故障各 1 项。

a) 永久故障代码记录功能

使连续-MI持续点亮的确认并激活的故障码记为永久故障码，并应最迟在该点火循环结束前把该永

久故障码存储到非易失性随机存储器中。

b) 永久故障代码是否可通过诊断工具清除验证

当前已确认并激活且使连续-MI激活点亮的故障代码，验证该故障码是否能通过外部诊断工具清

除，若能清除，则直接判定永久故障码验证不合格。

6.2.6 数据流和冻结帧

对于OBD系统监测功能验证的所有故障项，当故障码潜在或确认并激活后，数据流和冻结帧同时

满足GB 17691-2018标准中FE.1强制性要求项即可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具体项目见表3。

表 3 数据流与冻结帧检查

序号 内容 发动机数据流 冻结帧

1 计算负荷（当前转速下发动机最大扭矩的百分比） 强制性要求 强制性要求

2 发动机转速 强制性要求 强制性要求

3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强制性要求 强制性要求

4 大气压力(直接测量值) 强制性要求 强制性要求

5 发动机最大基准扭矩 强制性要求 -

6 发动机净输出扭矩 强制性要求 -

7 摩擦扭矩 强制性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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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序号 内容 发动机数据流 冻结帧

8 发动机燃料流量 强制性要求 -

9 空气质量流量传感器读取的进气量 强制性要求 强制性要求

6.2.7 MI 计数器

随机选择至少 1项 A类故障进行连续-MI计数器和累加的连续-MI计数器验证。

a) 当使连续-MI激活的故障在 3个驾驶循环内被检测到，连续-MI是否从之前冻结值开始计数：

1) 检查车辆状态确保无故障；

2) 记录连续-MI计数器和累加的连续-MI计数器初始值；

3) 模拟使连续-MI激活的故障；

4) 按MI激活原则运行不超过 2个驾驶循环确认并激活故障码；

5) 故障码确认并激活开始带故障运行超 1h 使连续-MI 计数器和累加的连续-MI 计数器至少

+1；
6) 恢复故障；

7) 运行 1个驾驶循环；

8) 故障码转变为历史故障；

9) 运行 1～2个驾驶循环；

10) 模拟使连续-MI激活的故障；

11) 运行不超过 2个驾驶循环确认并激活故障码；

12) 故障码确认并激活开始带故障运行超 1h 使连续-MI 计数器和累加的连续-MI 计数器至少

+1。
b) 当使连续-MI激活的故障在 3个操作过程后被检测到，连续-MI是否从 0开始重新计数：

1) 在第 a步后恢复故障；

2) 运行 1个驾驶循环；

3) 故障码转变为历史故障；

4) 运行 3个或以上驾驶循环；

5) 模拟使连续-MI激活的故障；

6) 运行不超过 2个驾驶循环确认并激活故障码；

7) 确认连续-MI计数器和累加的连续-MI计数器是否从 0开始重新计数。

c) 是否可以用 OBD诊断工具清除置零：

1) 模拟使连续-MI激活的故障;
2) 运行不超过 2个驾驶循环确认并激活故障码；

3) 故障码确认并激活开始带故障运行超 1h 使连续-MI 计数器和累加的连续-MI 计数器至少

+1；
4) 使用通用诊断仪清除故障码；

5) 确认连续-MI计数器和累加的连续-MI计数器是否重置归零。

d) 连续-MI计数器和累加的连续-MI计数器验证符合性判定：

1) 当连续-MI 激活的故障在 3 个驾驶循环内被检测到时，连续-MI 计数器和累加的连续-MI
计数器应从之前冻结值开始计数；

2) 当连续-MI激活的故障在 3个驾驶循环后被检测到，连续-MI计数器应从 0开始计数，累

加的连续-MI计数器应从之前冻结值开始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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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续-MI计数器应可以用 OBD诊断工具清除置 0，累加的连续-MI计数器不可以用 OBD
诊断工具清除置 0；

4) 满足上述过程即可判定连续-MI计数器和累加的连续-MI计数器验证合格，否则不合格。

6.2.8 B1计数器

随机选择至少 1项 B1 类故障（建议 B1计数器初始值小于 190h）进行单一 B1计数器验证。

a) 当 B1类故障在 3个操作过程内被检测到，B1计数器是否从之前冻结值开始计数：

1) 检查车辆状态确保无故障；

2) 记录 B1 计数器初始值；

3) 模拟 B1 故障；

4) 按MI激活原则运行不超过 2个驾驶循环确认并激活故障码；

5) 故障码确认并激活开始带故障运行超 1h使 B1计数器至少+1；
6) 恢复故障；

7) 运行 1个驾驶循环；

8) 故障码转变为历史故障；

9) 运行 1个驾驶循环；

10) 模拟 B1 故障；

11) 运行不超过 2个驾驶循环确认并激活故障码；

12) 故障码确认并激活开始带故障运行超 1h使 B1计数器再至少+1。
b) 当 B1类故障在 3个操作过程后被检测到，B1计数器是否重置归零：

1) 在第 a步后恢复故障；

2) 运行 1个驾驶循环；

3) 故障码转变为历史故障；

4) 运行 3个或以上驾驶循环重新触发相同故障；

5) 确认 B1 计数器是否重置归零，从零开始计数。

c) 是否可以用 OBD 诊断工具清除置零：

1) 模拟 B1 故障；

2) 按MI激活原则运行不超过 2个驾驶循环确认并激活故障码；

3) 故障码确认并激活开始带故障运行超 1h使 B1计数器至少+1；
4) 用通用诊断仪清除故障码；

5) 确认 B1 计数器是否置零。

d) 单一 B1 计数器验证符合性判定：

1) 当 B1故障在 3个驾驶循环内被检测到，B1计数器应从之前冻结值开始计数；

2) 当 B1故障在 3个驾驶循环后被检测到，B1计数器应从 0开始计数；

3) 用 OBD诊断工具清除所有 B1类故障后，B1计数器不应置 0，应冻结并保存当前值；

4) 满足上述过程即可判定单一 B1 计数器验证合格，否则不合格。

6.2.9 驾驶员报警系统

观察仪表盘上是否有独立的驾驶员报警系统提供视觉警报，该警报不应和OBD警报（即MI-故障指

示器）或发动机维护警报相同，可采用标识符或其他符号。

6.2.9.1 初级驾驶性能限制系统

初级驾驶性能限制系统按GB 17691-2018附件GC的要求将发动机最大扭矩转速至调速器断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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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转速间的最大输出转矩降至外特性扭矩的 75%，即驾驶员初级性能限制激活后在扭矩点初始转速至

标定点转速之间扭矩百分比输出不能超过 75%，如图 1 所示。在初级驾驶性能限制系统激活后，发动

机峰值转矩转速以下转速段的转矩不能超过转矩限制后的峰值转矩。

图 1 驾驶员诱导初级限制示意图

6.2.9.2 严重驾驶性能限制系统

当严重驾驶性能限制系统激活条件满足后，车辆应采用“重启后限制”、“加油后限制”、“停车后限

制”和“限时限制”系统中的一种激活严重驾驶性能限制系统，稳定后的车速限制不超20km/h跛行运行。

6.2.9.3 驾驶员报警系统监测类型

驾驶员报警系统监测有专门的故障计时器，分别为监测系统计数器、EGR阀卡滞计数器。驾驶员报

警系统监测故障类型分为排放后处理器A类故障及EGR阀卡滞故障。

排放后处理A类故障或EGR阀卡滞故障导致驾驶员报警系统激活后，在发动机持续运行36h内故障

仍没有被修复，初级驾驶性能限制系统启用并激活；在发动机持续运行100h内故障仍没有被修复，严重

驾驶性能限制系统启用并激活。

6.2.9.4 驾驶限制功能验证

经主管部门许可后，可以通过修改计数器的方式进行驾驶性能限制验证，流程如下：

a) 清除历史故障；

b) 模拟触发驾驶员报警系统相关故障至激活并确认模式，观察仪表盘上是否有独立的驾驶员报警

系统提供视觉警报；

c) 运行发动机，修改计数器大于 36h小于 100h；
d) 钥匙下电后，重新启动发动机；

e) 实际道路不同档位下运行，检查扭矩百分比是否超 75%；

f) 完成步骤 e）后修改计数器大于 100h；
g) 钥匙下电后，重新运行发动机；

h) 实际道路不同档位下运行，稳定车速是否超 20km/h。

6.3 在用监测性能验证（只验证混动专用分母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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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动机单个驾驶循环内运行同时满足以下要求时，一般分母计数器应10s内加1。选择监测功能分

组的其中一项进行下述过程连续4次验证：

a) 在海拔≤2500m，-7℃≤环境温度≤38℃；

b) 发动机累计运行时间≥600s；
c) 发动机转速≥1150r/min或车速≥40km/h或负荷≥15%，累计运行时间≥300s（企业应在备案中明

确其运行条件）；

d) 车辆停车（车速小于 1.6km/h）发动机连续运行时间大于或等于 30s。

6.4 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数据检查

车载终端应能采集发动机运行时的排放相关数据并按HJ 1239.3-2021格式要求传输至国家平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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