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中汽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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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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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地还原构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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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标准建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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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7 月，正式向中汽协会提出立项申请，并参与了立项评审。



2024 年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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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仿真场景库的场景测试 方法与评价》标准立项评审会议，会上专家一致

通过同意标准立项。

2024 年 10 月，中汽协会批准该标准正式立项，计划任务编号 2024-74，计

划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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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牵头单位：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标准的起草、验证。

共同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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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智行众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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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4 月～8月，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上海车云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吴江）、苏州智行众维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淞泓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相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研究工作小组，就

智能网联汽车基于路侧感知数据重构的仿真测试现状进行行业研究。结合设备生

产企业和整车厂的现状，编写了《智能网联汽车 基于路侧感知数据的仿真测试

场景重构规范》的第一版草案和其他立项材料。

2024 年 8 月 27 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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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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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路侧感知数据的仿真测试场景重构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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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路侧感知数据的仿真测试场景重构规范》通过立项申请。

2024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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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路侧感知数据

重构仿真测试方法进行讨论。会议形成如下一致意见。增加对 GB/T 40429 汽车

驾驶自动化分级的引用，在参考文献中加入了 SAE J3016 驾驶自动化分级；感知

信息中增加目标物在本条数据时间下被感知到的尺寸信息，增加重构流程图；工

作组根据会议结果和内部讨论后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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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版草案。

2024 年 10 月，中汽协会批准该标准正式立项，计划任务编号 2024-74，计

划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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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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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侧感知数据应

帧率优于 5Hz；修改 L5 为 5 级；重构流程中增加了对数据治理次数的判断。工

作组根据会议结果和内部讨论后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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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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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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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路侧感知数据的仿真测试场景重建，重建满足 0-5 级别自

动驾驶汽车在环仿真测试需求的场景，基于其他相似数据格式的仿真测试场景重

建参照执行。是场景重构的通用方法。

2.1.2 指导性原则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基于路侧感知数据重构仿真测试场景的数据和

场景要求、测试场景重建方法及流程。

2.1.3 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对智能网联汽车基于路侧感知数据重构仿真测试做出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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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基于路侧感知数据重构仿真测试场景的数据和

场景要求、测试场景重建方法及流程。场景数据包括来源要求、内容要求、格式

要求和质量要求。场景要求包括数据信息完整、场景时长、场景误差等要求。重

构流程包括数据检验、数据预处理、场景重构、场景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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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几次研讨会上相关专家的充分研讨，重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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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路侧感知数据的仿真测试场景重构规范》与其他现行

标准协调配套良好，它引用了 GB/T 40429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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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