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中汽协会《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建设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经分三批、认定了七个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场地的测试基地，分别在北

京、西安、重庆，上海、泰兴、襄阳，亦庄，有力地推动了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工作健康有序

开展，进而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然后因单车智能导致的交通事故频发，以单车智能为

核心的自动驾驶技术路线正在全球遭遇发展瓶颈，如何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

车、路、人、云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

使得智能网联汽车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随着研发力度不断加大，智能网联汽车已逐步开

展封闭场地测试、公开道路测试、试点运营等活动。

但现阶段各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建设标准不统一，建设水平也参差不齐，各测试场的

高速公路、弯道、坡道、隧道、环岛等重点场景存在较大差异，V2X场景不够全面，没有

全面可行的、能支撑运营机构服务能力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场景建设技术要求规范。为科学、

合理的指导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全面综合建设，完善、提升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测试能

力，确保安全、可靠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过程，保证真实、有效的试验测试数据，同时提升

运营机构服务能力，推动国内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及产品广泛应用，有必要制定《智能网联汽

车测试场地建设技术要求》，包括道路几何要素技术要求、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智慧设施要

求、监控与通信要求和测试管理要求等内容，进一步规范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建设技术指

标，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建设内容，细化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建设参数，提升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场地测试能力，为国内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建设提供标准依据。

2023年 4 月 10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下达了《关于 2023年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通知

的函》（中汽协函字[2023]218 号），《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建设技术要求》批准立项，项

目计划号 2023-23。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由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牵头起草，由中公高远（北京）汽车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海

康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东研智慧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企业参与编制、修订等工作，为

完善团体标准提供大量宝贵意见。

（三）标准研讨情况
介绍标准立项、起草过程中召开的有关调研、讨论等会议情况，突出阶段性成果。

1、标准立项前期研讨

2021 年 12 月 25 日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召开内部研讨会，根据目前国内外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建设标准制定情况，提议起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建设技术要求团

体标准。

2022 年 3 月-8 月，完成国内智能网联测试场的现状调研，着手技术点梳理及立项准备

工作，起草标准框架，并对 V2X 场景搭建进行研究。

2、立项论证

2022年 9月 28日，7位来自行业组织、科技公司等领域的专家，按照中汽协会团体标

准立项论证有关要求，对《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建设技术要求》团体标准进行了立项论证。



经过项目汇报、现场问答和专家论证等环节，专家组专家全票通过同意立项。

3、标准起草

2022年 10 月至 12月，组建起草工作组，召开标准起草工作启动会，对标准的适用范

围、术语定义、总体技术要求、测试道路技术要求、V2X测试环境搭建技术要求、数据中

心技术要求、云控平台技术要求等标准规范性技术内容展开研讨；

2023年 2月至 9月，在行业协作、标准协同的基础上进行了标准编写工作；

2023年 11月 8日召开第一次标准研讨会，宣布了标准制定的启动，介绍任务来源、编

制背景、基于标准草案对标准大纲及各章节内容进行梳理和讨论，并进行专家组任务分工。

2023年 11月 22日召开标准标准工作第二次研讨会，详细讨论标准草案各章节内容，

并听取各参与单位的意见，经讨论确认，汇总修改意见；

2024年 3月 8日召开标准标准工作第三次研讨会，对上次会议上的修改内容进行确认，

并再次讨论标准中涉及的共性技术问题，汲取各参与单位的意见，并按照新意见修改文本，

在意见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写符合 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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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过程，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标准的要求

充分考虑了国内当前的行业技术水平，对草案内容进行多次征求意见和充分讨论。

1、立足自动驾驶技术及封闭场地测试标准发展现状，充分考虑现有或正在制定的相关

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2、充分考虑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的实际需求，包含多类要素，兼顾单车测试和网联

测试，可实现多种场景。

3、充分考虑现有测试场的实际建设情况和实际建设可实施性，ADAS功能测试对道路

要求以及测试场互认要求。

（二）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范了智能网联汽车封闭测试场地建设的测试道路技术要求、网联环境设施技术

要求及配套服务设施技术要求，其中对道路技术要求做出重点说明，V2X测试环境搭建技

术要求为主，不规定详细参数要求，避免标准过渡发散。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参考了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GB 5768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14886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 14887道路交通信号灯

GB/T 24973收费用栏杆

GB 50057-2016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34-201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33697公路交通气象监测设施技术要求

GB/T 18833道路交通反光膜

GB/T 29103道路交通信息服务通过可变情报板发布的交通信息

GB 25280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

GB50174-2017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CJJ 37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45-2015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JTG B01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D20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3370.1-2018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G D70/2—2014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JTG 2111-2021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设计规范

JTG D81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GA/T 1743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YD/T 3400-2018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总体技术要求

YD/T 3755-2020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支持直连通信的路侧设备要求

YD/T 3592-2019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基站设备技术要求

YD/T 3593-2019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核心网设备技术要求

DG/TJ 08-2256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信号设施养护技术标准

本标准与已发布的场地标准相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首先本标准明确提出封闭测试场分

区设计，即高速、城市、乡村，不同分区采用不同的设计标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同时同

一分区典型要素更加集中，可为后续不同应用场景深化设计提供基础；其次本标准在参数设

计上充分考虑测试需求，综合测试标准与设计标准，更加合理；此外，本标准将 V2X设施

及其他智能化设施布局纳入标准范围，对 V2X测试环境搭建提出相关要求，避免两条路线

的割裂，场地可同时满足单车测试和网联测试，协调性更好。因此，本标准部分技术要求处

于较为领先的地位，可为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建设提供强有力依据。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无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以及相关标准要求，同时与多个行团标也有较

好的适应性。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性质：①根据《标准化法》相关规定，本文件不属于强制性标准的规定范围；②建

议本文件为推荐性标准。

贯彻标准的建议：建议在标准归口单位的指导下，组织召开标准宣贯会或培训班，由标

准制定人讲解标准内容，对第三方测试机构、智能网联汽车研发企业进行宣传。并通过协会

网站、互联网发布标准和宣贯材料。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