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中汽协会《智能网联汽车 场景原始数据 采集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整车测试与验证变得越来

越重要。目前主要有基于里程和基于场景的测试方法两大类。然而，在实际的道

路测试过程中，由于交通情况复杂多变、测试场景难以穷尽，以及测试成本高昂

等问题，传统的实车测试方法已难以满足智能网联汽车全面测试的需求。因此，

基于场景库的智能网联汽车仿真测试技术逐步成为最重要的测试技术。

基于场景的测试核心目的是在仿真环境中模拟真实世界的道路场景，以便对

智能网联汽车的性能和安全性进行全面、高效的测试。通过重构场景，我们可以

模拟出各种复杂的交通情况、天气条件以及道路状况，从而验证自动驾驶系统在

不同场景下的适应性、可靠性和智能性。同时，场景重构技术还可以大大降低测

试成本，缩短测试周期，提高测试效率。场景库中的测试场景对现实世界的覆盖

率越高，仿真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就越高。目前国内腾讯、中汽中心、中国汽研、

百度、51world 等公司均建立了自己的自动驾驶仿真测试场景库。

场景库中用到的数据可以是真实数据、模拟数据或由真实场景数据合成的仿

真数据。其中路侧感知数据在场景库的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路侧感知数

据是真实道路环境中的客观反映，基于路侧感知数据的场景库构建可极大地提升

场景库的真实性，使仿真测试结果更加贴近实际驾驶环境。同时路侧感知数据涵

盖了天气情况、交通状况、道路类型等丰富场景库的内容，使测试场景更加多元

化。路侧感知数据中包含的车辆实时速度、加速度、角速度等信息，可以更加精

确地构建还原场景。

场景重构的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收集真实世界的路侧感知数据，

包括交通流量、道路标志、天气条件等信息；2.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数据检验和

数据预处理，采用先进的仿真技术和算法将采集数据转化为虚拟元素；3.通过场

景重构、场景校核，利用先进的仿真技术和算法，将这些数据转化为仿真测试场

景中的虚拟元素；4.通过仿真软件将这些虚拟元素组合成完整的测试场景；5.

对场景进行场景重构后的质量校验，去掉异常、不合理的、不满足车辆动力学的

场景。

然而在场景重构过程中，存在一些混乱不清晰的地方需要标准来规范。首先，

路侧感知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标准需要明确，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其次，

仿真测试场景的重构方法和标准需要统一，以避免因不同团队或公司采用不同的

重构方法而导致的测试结果不一致。因此，为了保证智能网联汽车场景建立的规

范性和一致性，降低测试成本，提高测试效率，从而保证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测试

的准确性，提升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性，建立统一的智能网联汽车基于路侧感知

数据的仿真测试场景重构规范是十分必要的。

2023 年 11 月，工作组正式向中汽协会提出立项申请。



2023 年 12 月 4 日，工作组参与了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召开的《智能网联汽

车 场景原始数据 采集规范》标准立项评审会议，会上专家一致通过同意标准立

项。

2023 年 4 月，中汽协会批准该标准正式立项，计划任务编号 2024-17，计划

名称《智能网联汽车 场景原始数据 采集规范》。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牵头单位：苏州智行众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标准的起草、验证。

共同起草单位：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车云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吴江）、上海淞泓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先

导（苏州）数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天翼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水木灵境（重庆）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科学城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中心（重庆）有限公司、载合汽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招商局检测车辆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长春汽车检测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嘉丰车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参与标准研讨与验证。

（三）标准研讨情况

2023 年 8 月～11 月，苏州智行众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上海国际汽车城

（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相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研究工作

小组，就智能网联汽车场景原始数据采集的现状进行行业研究。结合设备生产企

业和整车厂的现状，编写了《智能网联汽车 场景原始数据 采集规范》的第一版

草案和其他立项材料。

2023 年 12 月 4 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召开《智能网联汽车 场景原始数

据 采集规范》标准立项评审会议，会议由 7名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工作组进

行了立项工作汇报，专家组进行了咨询，专家组一致认为目前智能网联汽车场景

原始数据的采集国内外尚无相应的标准规范，该项标准的编制对于智能网联汽车

仿真测试场景产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一致同意《智能网联汽车 场景原始数据

采集规范》通过立项申请。

2024 年 1 月 24 日，工作组召开第一次研讨会，就第一版标准草案开展现场

交流讨论。会议邀请了专家做现场指导。重点对智能网联汽车场景原始数据采集

的设备要求和流程进行讨论。会议形成如下一致意见。增加采集数据种类的详细

描述；删除数据采集流程的内容。工作组根据会议结果和内部讨论后形成《智能

网联汽车 场景原始数据 采集规范》的第二版草案。

2024 年 4 月，中汽协会批准该标准正式立项，计划任务编号 2024-17，计划

名称《智能网联汽车 场景原始数据 采集规范》。

2024 年 8 月 20 日，工作组召开第二次研讨会，就第二版标准草案开展现场

交流讨论。会议邀请了专家做现场指导。会议形成如下意见：将数据采集设备的

具体要求抽象为采集要求；增加数据采集监控要求的内容。工作组根据会议结果

和内部讨论后形成《智能网联汽车 场景原始数据 采集规范》的第三版草案。

2024 年 12 月 2 日，工作组针对标准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初稿逐段逐句地进行

了讨论，并对个别文本错误进行了修订，增加了采集协议的举例。会后工作组一

致同意将标准征求意见稿提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申请公示征求意见。

2025 年 1 月 10 日，工作组正式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出征求意见申请。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制定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进行编制。

2.1.1 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的采集过程，其他数据采集过程可参照

使用。2.1.2 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场景原始数据采集的流程和操作要求，包括一般

要求、采集数据种类、数据采集设备要求、数据采集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的采集过程，其他数据采集过程可参照

使用。

2.1.3 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对智能网联汽车场景原始数据的采集做出了规定，与 GB/T 40429 汽

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等文件协调统一。

2.1.4 兼容性原则

本文件提出的技术要求充分考虑了当前国内外关于智能网联汽车仿真测试

场景库的发展现状，并注重技术前瞻性和实用性，具有普遍适用性。

2.1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场景原始数据采集的流程和操作要求，包括一般

要求、采集数据种类、采集设备要求、数据采集要求等。采集数据种类包含车辆

操作、车辆行驶数据、路况场景数据、道路信息数据、道路周边信息数据和实时

交通数据。数据采集要求包含数据采集源、数据采集规划、采集协议、数据存储、

数据采集监控要求等。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不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通过几次研讨会相关专家的充分研讨，原始数据采集方法已获得行业认可。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智能网联汽车 场景原始数据 采集规范》与其他现行标准协调配套良好，

它引用了 GB/T 28046.2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 2部

分：电气负荷》、GB/T 28046.3《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

3 部分：机械负荷》、GB/T 28046.4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

试验 第 4部分：气候负荷》等的内容，与其他标准不发生矛盾。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由于在标准修订期间，国内许多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企业对标准中所有的相应

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及试验验证，建议发布实施后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联合标

准起草单位组织标准宣贯。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不做强制要求，目的在于促进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标准工作组

2025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