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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标准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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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标准动态

1.1 T/CSAE《民用机场陆侧区域 智能网联汽车功能要求及管理规范》
标准立项

 中国民航大学、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牵头发起的《民用机场陆侧区域 智能网联汽车功能要求及管理规范》标准已通过

立项审查，正式列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研制计划，起草任务书编号为：2024-055。

标 准 研 制 背 景 和 研 制 意 义 主 要 内 容

◼总体要求：规定了车辆在机场陆侧的行驶要求和运行过程中的信息
管理要求。

◼陆侧区域智能网联汽车功能要求：在机场陆侧区域场景下，智能网
联汽车的自主泊车功能、车辆故障自检功能、交通标志识别功能、
天气环境感知功能、人机交互功能和车辆网联通信功能要求等。

◼其他要求：智能网联汽车在应急场景下的要求以及使用者/管理者对
车辆的运行服务评价。

➢ 随着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已经逐

步扩展延伸至机场陆侧区域。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和市场潜

在需求引导下，亟需开展相关标准研制，以规范智能网联汽

车在机场陆侧区域各场景下的行驶要求及管理

政策支持

市场需求

智慧机场的建设

智能网联车的发展

机场无人驾驶装备的建设

标准体系的建设

先路侧后空侧的建设

内容 相关文件

《车联网发展创新行动计划（2015-2020年）》

《交通运输部关于促进道路交通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指导意见》

《机场无人驾驶设备应用路线图（2021-2025）》

《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

《中国民航四型机场建设行动纲要（202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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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2023版）》

民用机场路侧区域智能网联车相关标准的制定

范围

总体要
求

引用文
件

标准
内容

车辆功
能应用
场景要

求

术语和
定义

其他要
求

智能网联车辆行驶要求

运行状态信息管理要求

自助泊车系统

车辆故障自检功能

交通标志识别功能

天气环境感知功能

人机交互功能

车辆网联通信功能

车辆应急场景要求

智能网联车辆评价要求



5

联盟标准动态

 本标准由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牵头，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车载端的信息安全架构及目标、

信息安全分级、信息安全技术要求，仅适用于同时具备对外通信和对内通信功能或具备通话、录音、导航和娱乐等相

关服务功能的汽车车载端信息交互系统。

1.2 T/CSAE《智能网联汽车车载端信息安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

主要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缩略语
5 车载端信息安全架构及目标
5.1 车载端安全架构
5.2 整体安全目标
5.3 硬件安全目标
5.4 操作系统安全目标
5.5 应用软件安全目标
5.6 对内通信安全目标
5.7 对外通信安全目标
5.8 数据安全目标
5.9 升级安全目标
5.10 日志安全目标
6   车载端信息安全分级
6.1 各级之间的关系
6.2 分级描述

7 车载端信息安全技术要求
7.1 整体安全
7.2 硬件安全
7.3 操作系统安全
7.4 应用软件安全
7.5 对内通信安全
7.6 对外通信安全
7.7 数据安全
7.8 升级安全
7.9 日志安全
参考文献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体系及车载端信息安全架构示意图

硬件安全

操作系统安全

应用软件安全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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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日
志
安
全

升
级
安
全

对
外
通
信
安
全

对
内
通
信
安
全

云端安全

路侧设备安全

总线/网关安全

各级别子系统
安全

通信安全

车载端安全
车辆安全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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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标准动态

 本标准由国汽智联、北汽、中汽院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招商车研牵头，规

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车辆在环仿真测试平台功能要求，系统构成及关键系统性能指标要求，同时规定了车辆在环仿真测

试平台的实验室环境及相关辅助设施、被测车辆要求，主要用于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的功能测试。

1.3 T/CSAE《智能网联汽车 车辆在环仿真测试平台 第1部分：试验台架式
平台搭建要求及方法》征求意见

主要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符号和缩略语
5 总体要求
5.1 车辆在环仿真测试平台基本构成
5.2 车辆在环仿真测试平台总体要求
6   车辆在环仿真测试平台硬件要求
6.1 硬件总体要求
6.2 硬件选型方法和要求
7   车辆在环仿真测试平台软件要求
7.1 总体要求
7.2 软件功能要求
8   车辆在环仿真测试平台运行环境
要求
8.1 运行环境总体要求
8.2 实验室功能区域划分要求
8.3 实验室消防系统要求
8.4 实验室电气系统要求

8.5 实验室空调系统要求
8.6 实验室尾排系统要求
8.7 实验室降噪设计要求
8.8 实验室地面设计要求
8.9 实验室气路设计要求
8.10 实验室水路设计要求
9  系统集成调试流程和要求
9.1 连接测试
9.2 电气安全测试
9.3 匹配标定
9.4 激励测试
9.5 开环测试
9.6 闭环测试
附录A  （规范性）被测车辆资料需求

车辆在环仿真测试平台基本构成

测试环境辅助设备系统

驾驶员视景交互系统

驾驶员

被测车辆

（具备智能网联功能车辆）

传感器实时仿真系统

道路负载模拟系统

传感器仿真 场景仿真软件

测功机 转向模块

传感器
感知信息

车辆状态

横纵向
加载

场景
信息

车辆状
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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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标准动态

2.1 三项智能网联汽车国家标准发布

 2024年9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4年第22号、第23号中国国家标准公

告，共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推荐性标准3项，均为TC114归口，于2024年9月29日起实施.

序
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委会 标准主要内容

1
GB/T 

44433-
2024

汽车智能限速系统性能要
求及试验方法

TC114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限速系统的术语和定义、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适用于装备智能限
速系统具有提醒和控制功能的M、N类车辆。 本标准规定的技术内容包括一般要求，
提示要求，警告要求，控制要求，功能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2
GB/T 

44719-
2024

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
功能道路试验方法及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术语和定义、通用要求以及试验方法，适用于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M类、
N类汽车，其他类型车辆可参照执行。标准的对于其适用范围、需要哪些规范性引用
文件以及涉及到的术语及定义做了说明，对于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道路测试及
要求中测试环境要素和条件的一般要求进行说明，主要有测试环境的基本要求、网联
要求、道路配套设施要求等，根据现有的自动驾驶汽车发展现状并结合未来的发展趋
势，通过划定行驶区域的方式进行测试环境要素的分类。

3
GB/T 

44721-
2024

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
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基础要求、自动驾驶功能要
求、动态驾驶任务后援功能要求、人机交互功能要求和数据记录功能要求。 本标准适
用于装备自动驾驶系统的M类、N类汽车。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主要有：明确自动驾驶
系统的定义，梳理自动驾驶系统的必备功能（如自动驾驶功能、接管功能、数据记录
功能等），制定自动驾驶系统的通用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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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标准法规动态

 9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公开征集对《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意见，截

止日期为2024年10月25日。该项目的技术归口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 2023年8月14日，广电总局、工信部、市场监

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载音视频

管理的通知》，部署推动无线广播接收系统在

汽车领域安装。

• 无线广播接收系统在向驾乘人员主动发布突发

自然灾害（如地震、洪灾等）和其他安全信息

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调频广播发射台的覆盖半

径超过 100 公里，中波电台覆盖距离可达上千

公里，而2G/3G/4G/5G蜂窝接收终端到基站的

无线传输距离为几百米到上千米，汽车驾乘者

与基站同时遭受灾害的可能性极大，蜂窝基站

因为地震、洪水、台风等突发紧急情况损毁时，

车辆上的无线广播接收系统将起到关键作用。

目的和意义

本标准适用于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其测试评价体系，具体为终端和天线的功能、性能、车

规环境可靠性、电磁兼容等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已制定2项车载音视频系统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涵盖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终端要求，具体为：GB/T 

2630-2008《车载音视频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和 GB/T 26775-2011《车载音视频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国内尚无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终端强制性国家标准。

国内外情况

中国

2014年发布2014/53/EU 无线电设备指令（Radio EquipmentDirective，RED）

2017年6月13日之后，欧盟市场上只允许销售满足 RED 指令且取得 CE-mark 的无线电设备。同时

根据 2018年发布的《欧盟电子通信法规》（第113条，XI）要求，在欧盟市场上出售或出租的M类

新车中集成的任何车载无线电接收器应包含数字音频广播 DAB的功能，并在 2020年12月21日之前

将该法规转化为国家立法。

欧盟

美国

1997年发布了紧急警报系统（EAS）。EAS特点为按照地域进行划分，自动播报转发和接收设备的强制

性。按照美国联邦法规 第11部分 紧急警报系统(EAS)要求，当紧急信息发出后，所有划定范围内的广

播、电视以及手机运营商均自动切断目前播放的节目并切换紧急播报。

2.2 GB《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制修订计划项目公开征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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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标准法规动态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GB 44496—2024《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软件升级管理体系要求

5、车辆要求

6、试验方法

7、同一型式判定

8、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

9、标准的实施

汽
车
软
件
升
级
通
用
技
术
要
求

标准概况 标准框架

标准性质 • 强制性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 • 适用于M类、N类和O类车辆

实施时间

• 对于新申请车辆型式批准的车型，自2026年1月1日起

开始执行

• 对于已获得车辆型式批准的车型，自2028年1月1日开

始实施

主要内容
• 规定了汽车软件升级的管理体系要求，以及用户告知、

版本号读取、安全保护、先决条件、电量保障、失败

处理等车辆软件升级功能方面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2.3 GB 44496—2024《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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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标准法规动态

2.3 GB 44496—2024《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2/3）

 软件升级管理体系要求明确了生产具有软件升级功能的车辆制造商应当具备软件升级管理体系要求，具体包括一般要

求、过程要求、文件和记录要求、安全保障要求以及在线升级附加要求。其中过程要求规定了软件升级管理体系中应

当具备的流程。

4.2.1 应具备一个过程，能唯一地标识与型式批准或召回相关车辆系统中所有初始和

更新的软件版本信息以及相关硬件部件信息，其中软件版本信息至少包括软件版本

号和相应升级包的完整性校验值。

4.2.2 当具备软件识别码时，应具备以下过程：

a)在软件升级前后，能访问软件识别码相关信息;

b)在软件升级后能更新相关软件识别码相关信息，至少包括以下信息:所有相

关的软件版本号;所有相关升级包的完整性校验值。

c)能验证软件识别码对应的软件版本信息与相关车辆系统中软件版本信息保

持一致。

4.2.3 应具备一个过程，能识别被升级车辆系统与车辆其他系统之间的相关性。

4.2.4 应具备一个过程，能识别软件升级的目标车辆。

4.2.5 应具备一个过程，能确认软件升级与目标车辆配置兼容性。该过程至少应包括

在发布软件升级前，确认目标车辆最新已知软硬配置的兼容性。

4.2.6 应具备一个过程，在发布软件升级前，能评估、识别和记录软件升级是否

会影响型式批准相关车辆系统，至少应包括软件升级是否会影响相关参数。

4.2.7 应具备一个过程，在发布软件升级前，能评估、识别和记录软件升级是否会

增加、更改或启用在型式批准时不存在或未启用的任何功能，或是否会更改、禁

用型式批准相关标准法规中定义的任何其他参数或功能。该评估至少应包括:

a)型式批准相关的信息条目是否需要修改;

b)型式检验结果是否不再适用软件升级后的车辆:

c)对车辆功能的修改是否影响车辆的型式批准结果。

4.2.8 应具备一个过程，在发布软件升级前，能评估、识别和记录软件升级是否会

影响除 4.2.6、4.2.7之外的任何车辆其他系统(该系统可能与车辆安全和持续运行

有关)，或是否会增加或更改车辆注册登记时的功能。

4.2.9 应具备一个过程，能将每次软件升级信息通知给车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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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B 44496—2024《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3/3）

 车辆要求明确了软件升级对车辆的具体要求，包括一般要求和在线升级附加要求。

5、车辆要求

5.1 一般要求

5.2 在线升级的
附加要求

升级包保护

软件识别码更新和读取

软件版本号更新和读取

软件识别码/版本号保护

• 车辆应保护升级包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合理地防止其受到损害和无效升级。

• 当车辆存储软件识别码时 ,车辆应具备更新软件识别码的能力,且每个软件识别码应能通过使用市场上可获取的
工具以标准接口(例如,OBD接口)进行读取。

• 当车辆未存储软件识别码时,车辆应具备更新软件版本号的能力,且与型式批准相关车辆系统的软件版本号应能
通过电子通信接口以标准化的方式进行读取,至少包括标准接口(例如,OBD接口)。

• 车辆应保护所存储的软件识别码和/或软件版本号免受篡改。

用户告知 • 在执行在线升级前,车辆应告知车辆用户有关在线升级的信息,至少应包括:目的；对于车辆功能的任何更改；完
成在线升级的预期时长；在线升级期间任何可能无法使用的车辆功能；有助于安全执行在线升级的任何说明。

用户确认 • 在执行在线升级前,车辆应得到车辆用户的确认。

先决条件 • 在执行在线升级前,车辆应确保满足先决条件。

电量保障 • 在执行在线升级前,车辆至少应确保有能完成在线升级(包括可能恢复到以前版本或使车辆进人安全状态)的足够
电量。

车辆安全 • 当执行在线升级可能影响车辆安全时,在执行在线升级时,车辆应通过技术措施确保安全。

驾驶安全 • 当执行在线升级可能影响驾驶安全时,在执行在线升级时,车辆至少应:确保车辆不能被车辆用户驾驶；确保任何
影响成功执行在线升级或影响车辆安全的车辆功能不能被车辆用户使用。

车门防锁止 • 在执行在线升级时,车辆不应禁止车辆用户从车内解除车门锁止状态。

结果告知
• 在执行在线升级后,车辆应告知用户在线升级的结果：若成功,告知车辆用户所完成的更新,并及时更新车载电子

版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如有)；若失败,告知车辆用户处理建议。
• 若因车辆硬件原因无法通过车辆系统告知车辆用户,车辆制造商应证明其具备合理技术措施实现信息告知。

失败处理 • 当在线升级失败时,车辆应确保及时将车辆系统恢复至以前的可用版本或将车辆置于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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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联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建方案公示

 2024年9月13日，工信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联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建方案公示》。

车联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备）

秘书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筹建必要性

与已有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业务范围关联情况

加强与相关标准化组织的沟通协作，统筹协调做好车联网基础通
用和交叉融合领域标准制定工作

工作计划

拟承担的行业领域及业务范围 标准体系

✓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系列政

策关于加快车联网标准研究的决策部署。

✓ 凝聚共识，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创新和应用、

支撑引领产业发展。

✓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 国际电信联盟（ITU）

✓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

✓ 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等

✓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114

✓ 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268

✓ 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85

✓ 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576

✓ 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230

✓ 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26

✓ 全国音频、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242等

①基础通用：制定车联网术语定义、体系架构、评估测试、运营运维、监管支撑等标准。

②行业应用：制定车联网在车路信息交互、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等智慧交通领域的网联应用标准，在车辆身份认证与

安全、车辆运行管理、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等城市治理领域的网联应用标准，在信息感知与融合、先进驾驶辅助、自

动驾驶等领域的网联应用标准。

③数据应用：制定车联网数据在产生、存储、加工、流转、交易、销毁等各环节的数据技术与应用标准。

④算力应用：制定车联网算力计量、优化、分配、调度、监控等各环节的算力技术与应用标准。

⑤人工智能应用：制定人工智能在车联网感知计算、车路云交互、控制决策、调度治理等方向的技术与应用标准。

⑥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围绕智能网联汽车、信息通信、电子产品与服务，研究制定安全防护、网联通信、数据保护

等方向的技术与应用标准。

基础与通用、行业应用、数据技术与应用、算力技术与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网络与数据安全等

强化标准顶层设计，修订完善车联网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加强标准总体协调，推动跨部门、跨

行业标准研制

开展标准贯标推广，提高标准实施水

平

加快国际标准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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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9月，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敏感个人信息识别指南》。

 本《实践指南》给出了敏感个人信息识别规则以及常见敏感个人信息类别和示例，可用于指导各组织识别敏感个人信

息，也可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和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2.5 《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敏感个人信息识别指南》发布

敏感个人信息识别规则

a) 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个人信息，应识别为敏感个人信息:

1) 一旦遭到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 

2) 一旦遭到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危害; 

3) 一旦遭到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财产安全受到危害;

b) 常见敏感个人信息类别示例见本实践指南附录A。

c) 既要考虑单项敏感个人信息识别，也要考虑多项一般个人信息汇聚或融合

后的整体属性，分析其一旦泄露或非法使用可能对个人权益造成的影响，如

果符合a)所述条件，应将汇聚或融合后的个人信息整体参照敏感个人信息进

行识别与保护，

d) 法律法规规定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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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六项智能网联汽车标准进展

 2024年9月5日、9月9日，工信部科技司对448项行业标准进行报批，与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共有六项标准，两项

为汽车行业国家标准，四项为通信行业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所属行业 标准主要内容

1 20230388-T-339
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系统设

计运行条件

汽车

本文件规定了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运行条件的一般要求和基础元素集合，适用于装备自
动驾驶系统的M类、N类汽车，其他类型或装备其他等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的车辆可参
照执行。

2 20230390-T-339
基于LTE-V2X直连通信的车载
信息交互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

方法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长期演进的车用无线通信技术（LTE-V2X）支持直连通信的车载信
息交互系统的系统描述、车规环境要求、定位授时要求、功能要求、通信性能要求以
及试验方法等内容，适用于M类、N类车辆。

3 YD/T 6152-2024
智能手机与车载终端互联接口

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

通信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手机与汽车车载终端互联接口的相关功能、协议、性能、互操作等
技术要求及其对应测试方法，适用于智能手机与乘用车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互联接口
的设计、研发、生产和测试等过程。

4 YD/T 6183-2024
面向车载信息服务的电信业务

能力开放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面向车载信息服务的电信业务能力开放技术要求，包括业务开放模型与
架构、开放能力描述、开放接口要求等，适用于面向提供车载信息服务的车厂及汽车
信息服务提供商（TSP）进行电信业务能力开放的基础电信运营商及虚拟电信运营商。

5 YD/T 6205-2024 
基于LTE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核心网设备测试方法

本文件描述了基于LTE的车联网核心网设备的测试方法，包括测试配置、移动性管理实
体（MME）、V2X控制功能、归属用户服务器（HSS）的功能测试以及V3接口、V4
接口、V6接口功能测试，适用于基于LTE的车联网通信系统中的核心网设备的研发、
设计和测试。

6 YD/T 6220-2024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汽车用户数

据应用与保护评估方法

本文件规范了针对移动互联网汽车用户数据收集、存储、传输、使用、共享、交易、
披露、出境及销毁等各环节的用户数据应用与保护评估方法，适用于评估互联网汽车
服务企业保障客户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方面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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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QC《汽车智能驾驶计算芯片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征求意见

 本标准由  TC114（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等牵头起草，计划编号为2023-1143-QC，本文件规定了汽车智能驾驶计算芯片的软硬件要求、可靠性和安全

性要求、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文件适用于汽车智能驾驶计算芯片。

标准背景

⚫ 不同汽车计算芯片的性能设计和资源配置各有侧重，亟需通过标准化的测试来验证产品能力，解决行业选

型困难的问题。因此，急需智能驾驶计算芯片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标准化。

软件要求

⚫ 芯片至少具备可支持软件开发的工具和驱动，该类工具不局限于芯片企业提供，也可包含第三

方网站下载等方式。
⚫ 计算芯片具有架构和用途多样性的特点，标准基于该特点，提出软硬件、可靠性和安全性的明确要求，

对性能指标需要根据使用目的和架构特点进行选择。为适应计算芯片技术快速发展的特点，标准要求内

容的前提下也可根据实际需求增加要求和试验内容。

主要内容

整体要求

满足软硬件要求
满足可靠性和安全性

要求

应说明性能指标并至少包括CPU、编解码、
ISP、神经网络性能指标，可包括端到端
性能指标

硬件要求

⚫ 芯片至少应具备通用计算单元和智能计算单元。其他部件可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通过架构包含部件或者支

持外接实现，通用计算单元应至少包括 CPU，可包括微控制单元；智能计算单元应至少包括神经网络、

数据处理、图形处理器、图形处理单元、其他智能计算单元。

内存控制器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SRAM）

时间同步单元

智能驾驶计算芯片包含单元 智能驾驶计算芯片支持外接单元

视频编码器和解码器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只读存储器（ROM）

信息安全单元

智能驾驶计算芯片包含接口

通用接口

内存接口

闪存接口

通信接口

视频接入接口

启动源接口

硬件调试接口 显示接口

音频输入接口

操作系统 开发工具 驱动

可靠性和安全要求

环境可靠性基本要求 加速环境应力试验要求 电磁兼容性要求 安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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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QC《汽车安全芯片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征求意见

 本标准由  TC114（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牵头起草，计划编号为2024-0746T-QC，本文件规定了汽车安全芯片的

功能要求、电特性要求、性能要求、电磁兼容要求、信息安全要求、环境可靠性要求及试验方法。本文件适用于汽车

安全芯片的设计开发、制造、测试、评估和应用。

标准背景

⚫ 汽车安全芯片作为保护车辆系统安全、用户数据隐私及确保车辆功能正常运行的关键组件，不同汽车安全

芯片的功能设计和资源配置各有侧重，亟需通过标准化的测试来验证产品能力，解决行业选型困难的问题。

因此，急需汽车安全芯片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标准化。

技术要求

功能要求

电性能要求

⚫ 安全芯片支持在标定电

压10%范围内保证功能、

性能与声明一致，且具

备异常电源检测能力。

芯片标志
安全生命周

期管理
随机数

密码算法
支持

密钥管理 敏感数据管理

性能要求

密码算法性能

启动与唤醒性能

电磁兼容要求

功能安全要求

信息安全要求

随机数要求
密码算法

要求
密钥安全

要求
敏感数据安

全要求
接口安全要

求
固件安全要

求

试验方法

功能测试 电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 电磁兼容测试 信息安全测试

验证试验内容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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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江苏省备案三项智能网联汽车地方标准

 2024年9月29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三项智能网联汽车标准，相关标准与2024年9月12日发布，将于

2024年10月12日起实施 .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1
DB32/T 

4845-2024
车联网激光雷达视频一
体机数据交互接口规范

该标准规定了车联网激光雷达视频一体机数据交互的总体架构,路侧设备、车联网数据交
换系统、车联网终端相互之间的数据交互接口协议,激光雷达视频一体机数据帧格式,车联
网数据交换系统和车联网终端交互接口格式，适用于面向车联网的激光雷达视频一体机
数据交互接口的设计、开发、测试与应用

2
DB32/T 

4846-2024
车路协同信息交互接口

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车路协同信息交互体系的总体架构,道路交通数据中台、车联网数据交互系
统和车联网终端相互之间信息交互的接口协议要求,接口要求和交互内容，适用于面向车
联网的车路协同信息交互接口的设计、开发、测试与应用,

3
DB32/T 

4847-2024

智能网联汽车路径规划
及行为决策系统通用技

术规范

该标准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路径规划及行为决策系统的总体框架,全局路径规划、行为决
策、局部路径规划的功能要求,性能测试所需的环境要求、测试道路、车载系统要求及测
试评价方法，适用于封闭、半封闭道路或特定开放式道路的智能网联汽车路径规划和行
为决策系统的设计、开发和测试。



19

03
国际标准法规

动态

美国发布《保障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网

联汽车》提案
01

02 WP.29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工作组就DCAS法

规修正案展开讨论



21

国际标准法规动态

3.2 WP.29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工作组就DCAS法规修正案展开讨论

 2024年9月11日至12日，ADAS工作组召开第34次会议，主要针对DCAS法规修正案展开讨论，英国、德国、法国、瑞

典、荷兰、欧盟委员会、国际汽车制造商组织（OICA）、欧洲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联合会（CLEPA）提出了各自意见。

OICA-CLEPA提出：

• R171-01系列修正案包括
20多项要求变更，不仅适
用于HOR和系统启动机动
的暂停，也适用于00系列
中定义的其他DCAS系统。

• 因要使符合00系列的DCAS
系统成为01系列的对象，
必须在纵向控制、变道控制、
驾驶员脱离确定逻辑和驾驶
员人机界面等方面进行开发
和变更。

• 此外，关于暂停 HOR 和系
统启动操纵，具有这些功能
的车辆已经在非欧洲市场实
现了商业化。因此，要使这
些车辆符合R171-01的要
求，需要相应的开发时间。

相关国家和组织主要对DCAS法规修正案以下部分提出看法
➢ Con tro llabi l i ty (5.3.6.1 & 5.3.6.1.1.)

➢ Restr ic t ion for the ini t iat ion of the manoeuvre by the system (5.3.7.2.3.5.
( f) ) Disabling withho ld ing of HORs (5.5.4.2.8.2.) Japan - to de lete; ETSC
– new edit ion;

➢ Spec if ic requiremen ts for lane-changes (6.2.4.1.)

➢ Clar if icat ion for the spec ific requiremen ts for lane-changes (6.2.4.1.1.)

➢ Periodic Report ing Add it ional information in Table 1 (7.2.3.1., Table 1)

➢ Declarat ion of system capabil i ty (Annex 3, Append ix 4, 1.; 3.; 6.)

➢ Test procedures (Annex 4, Posit ioning in the lane of trave l 4.2.5.1.1.1.3.)

➢ Test procedures (Annex 4, Posit ioning in the lane of trave l 4.2.5.1.1.2.1.
(b))

➢ Test procedures (Annex 4, Driver-ini t iated lane-changes, de let ion of
paragraphs 4.2.5.1.2.1.2., 4.2.5.1.2.1.3.)

➢ Rejection of the system-init iated manoeuvre by the dr ive r (5.3.7.2.4.1.)

➢ Veh icle speed when the system init iates a manoeuvre (5.3.7.2.4.10

➢ Spec ia l prov isions regarding system boundar ies (5.3.7.2.5.3.2.)

➢ Addit ional cond it ions for act iva tion of the system (5.5.3.2.1.)

➢ Definit ion of ‘Highway’ (2.27.)

➢ Driver overr ide. Values of longitudina l dece lerat ion . (5.5.3.4.1.1.)

➢ Defini t ion of ‘Manoeuvre’ (2.10.)

…………………………

DCAS法规修正案第一阶段过渡性规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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