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汽协会《乘用车底盘误用试验方法》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工作简要过程

1.1 任务来源
随着当前汽车底盘电气化程度加深，如应用线控转向、轮毂电机驱动、空气悬架等技术，

对汽车底盘结构强度的要求日趋严格，各类电控设备应能承受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冲击后可

正常工作。当前底盘技术集成化技术发展，如 CTC/CTB、高清摄像头及雷达等新技术的应

用对车辆底盘强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车辆底盘强度不够轻易损坏，将显著增加车辆的

维修成本，也会显著增加用户抱怨。且当前各大主机厂基于车辆测试需要，均需要检测车辆

底盘结构强度是否满足用户误操作工况，测试结果可作为车辆结构强度优化的依据。

2023年 8月，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出乘用车底盘误用

团体标准编制需求，经标准立项申请、专家评审、立项审查及公示后，于 10月通过中汽协

函字[2023]538号文件，启动《乘用车底盘误用试验方法》团体标准研制计划。

1.2 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1.2.1 标准编写牵头单位：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负责标准牵头起草工作。

1.2.2 参与单位：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分别是：岚图科技有限公司、东风汽车工程研究院、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大学、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新研究开发院、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重型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上海瑞丰。（19 家单位，共 37 人，截止 2024 年 6 月 05

日）

1.2.3 任务分工。由标准牵头单位组织标准起草、试验验证等工作；标准参与单位提供试验

验证车辆及技术支持，且标准工作组参与单位支持典型工况及试验方法调研；其他工作根据

标准工作组各参与单位意愿进行安排。

1.3 标准研讨情况

序号 时间 标准工作内容

1 2023.8.31 通过标准立项评审

2 2023.11.2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下发团标立项通知的函

3 2024.12.25 完成标准草案初版

4 2024.1.17 标准工作组在海拉尔召开标准草案第一次讨论会

5 2024.1.19 将标准草案发送给参与企业

6 2024.3.15 标准草案第二次公开征集意见

7 2024.5 根据测试方法，协调车辆和资源进行验证，形成测试规程

8 2024.7 计划进行标准工作组进行标准草案第二次讨论

9 2024.7 计划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10 2024.8
计划根据公开征集的标准意见进行相关完善工作，进行标准送

审相关工作

11 2024.9 计划进行标准进一步完善及发布相关工作



2、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本标准编制原则为引导主机厂提升乘用车底盘误用结构强度，使车辆底盘能够承受用户

一定程度的误操作而不损坏。标准包含的主要内容有误用试验工况和误用试验方法。

标准应用范围为 M1 类乘用车，将从车辆要求、试验准备、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表达等

方面对乘用车底盘误用评价方法进行规定。标准中根据用户典型的车辆误用场景提取出误用

工况，包含误用工况特征、误用试验操作方法和客观参数测量方法。此外，标准中包含规范

性试验记录表格。

2.1 标准编制原则：

2.1.1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应用范围为 M1类乘用车，适用于传统车辆、新能源车辆和氢燃料电池电动车辆

底盘误用性能检测和评估，可在车辆底盘开发阶段及底盘结构强度验收阶段提供依据。

2.1.2 准确性原则

本标准规定了底盘误用的工况特征、试验方法及试验评价方法，底盘误用试验后进行底

盘结构件的目视检查及车辆姿态、关键零部件紧固力矩、四轮定位等客观参数测量，从主客

观两方面保证底盘误用性能评价的真实性、准确性，以满足汽车行业主机厂、零部件厂商实

际使用需要为原则，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2.1.3 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守协会制订标准的有关程序和规定，确保乘用车底盘误用试验方法的客观、

科学、严谨，使乘用车底盘误用试验方法标准能切实起到促进汽车行业发展，提升乘用车底

盘结构强度的作用。

2.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旨在引导汽车行业主机厂及零部件厂商规范进行乘用车底盘误用试验。

2.2.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 M1类乘用车，其他类型车辆可参照执行。

2.2.2 标准内容框架：

主要的技术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车辆要求、试验准备、

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表达等。

2.2.3 标准试验方法

标准试验方法分为基础误用试验工况和高强度误用试验工况，对工况特征、试验方法和

参数测量要求进行了规定，包含 11 个底盘误用试验工况。

11.2.4 标准试验结果表达

标准中对底盘误用试验后的结果表达做了规定，包含目视检查结果、姿态变化数据及客

观测量数据。对具有 B 级电压电路的新能源车辆，还需要进行整车绝缘电阻的计算。对于试

验过程中的故障信息，需要包含但不限于车轮爆胎、零部件变形及损坏等，若有重要零部件

损坏及变形应附故障图片，并作故障情况说明。

3、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4. 主要关键指标（提炼底盘误用关键工况的方式方法、确定原则）

4.1 乘用车底盘误用工况提取

根据用户使用场景，提取典型路面特征作为标准中试验路况，集合成为底盘误用工况库

优先选择误用工况强度大，车辆易损工况，以达到误用工况考核强度要求，作为和耐久坏路

面工况的区分。在标准中误用特征主要包含凸坎、路阶、凹坑等，误用工况按照考核强度由

弱到强进行排序，分为基础误用工况和高强度误用工况。各类误用工况基本包含车辆用户在



典型路面上可遇到的误用场景，可保证对车辆底盘进行全方面考核。

4.2 乘用车底盘误用试验方法

标准中对底盘误用试验方法进行了规定，包含试验准备方法和各试验工况的执行方法。

试验准备方法包含车辆配载要求、底盘力矩检查、四轮定位检查等内容，确保试验车辆底盘

应符合制造厂规定的技术条件，以最佳的状态开展底盘误用试验。试验方法部分对各误用特

征工况尺寸、参数测量方法、试验车辆冲击角度、试验车速进行了规定。各误用工况的试验

方法均结合用户实际误用场景设定，既保证基础的误用性能要求，又保证对车辆进行合理考

核。试验方法中多数工况试验车速设定为 50km/h，主要是基于基于新的中国道路交通法实

施条例中规定的一般城市道路单车道的运行速度为 50km/h。

5. 试验验证情况
本团标通过广泛邀请汽车行业主机厂和零部件厂商参与团标制定过程，充分覆盖汽车

行业乘用车及零部件厂商各类企业。通过企业使用本标准进行乘用车整车和零部件搭载整车

的底盘误用试验，确认和检验标准的适用性、可操作性，针对验证过程中的问题，为修改和

完善标准提供依据。

在标准申请立项前，达安公司已经基于本标准进行了各类乘用车底盘误用测试，并根

据测试经验对标准试验工况选择、冲击车速确定、客观参数测量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组织了标准草案讨论会，进行广泛的意见征集工作，各参与单位

对标准草案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根据各参与单位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标准草案。

因本标准为结构强度验证试验，达安公司邀请了岚图汽车、合创汽车和东风研发总院等车企

对标准进行了验证，车型包含轿车、SUV、MPV 和越野车等车型，通过标准验证工作进一步

完善及补充标准内容。

此外，还通过邮件、在线问卷等方式，就标准的结构、工况规定、评价方式进行了多

次意见征集。通过上述方式，形成了标准工作组一致认可的标准草案。

6.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参考GB/T 12673—2019 《汽车主要尺寸测量方法》中8.5进行离地间隙测量，测量方法

与现有标准中一致；参考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进行含有B级电压电路的电

动汽车整车绝缘电阻值，测量方法与现有标准要求一致；参考GB/T 24549—2020 《燃料电

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进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车内氢泄漏量测量，测量方法与现有标准一

致。

7.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中国汽车主机厂及零部件厂商进行乘用车底盘误用试验方法的团体标准，希望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能够为行业内企业乘用车底盘误用试验提供依据，为底盘强度及结构优

化提供帮助，在保证基本的车辆底盘误用性能要求的基础上，对车辆底盘结构强度进行合理

考核。

主机厂及零部件厂商均可采用本标准中规定的试验工况，进行整车底盘结构强度验证或

零部件搭载整车的结构强度验证。试验车辆或考核零部件应能通过基础误用试验工况考核，

追求高性能底盘强度的企业可进行高强度误用试验工况考核。

8.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