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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9056—2003《汽车行驶记录仪》,与GB/T19056—2003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引言(见引言,2003版的引言);
———修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3版的第1章);
———修改了汽车行驶记录仪、连续驾驶时间的定义(见3.1、3.5,2003年版的3.1、3.3);
———删除了车辆特征系数、上载、下传的定义(见2003年版的3.2、3.5、3.6);
———增加了脉冲系数、行驶开始时间、行驶结束时间、连续驾驶开始时间、连续驾驶结束时间、超时

驾驶、最近2个日历天、定位模块、定位精度、位置信息的定义(见3.2、3.3、3.4、3.6、3.7、3.8、

3.10、3.11、3.12、3.13);
———修改了一般要求,提出了一体式结构、前面板尺寸等要求(见4.1,2003年版的4.1);
———修改了电气部件,提出了对连接导线、插接器、熔断器等电气部件的性能要求(见4.2,2003年

版的4.2);
———修改了功能要求,增加了行驶记录功能、定位功能,在行驶记录功能中增加了安全警示功能(见

4.4.1、4.4.2、4.4.1.4);
———修改了数据记录功能,其中增加了行驶速度记录、位置信息记录、安装参数记录、日志记录等要

求,修改了事故疑点记录、驾驶人身份记录、里程记录的要求(见4.4.1.2,2003年版的4.4.3、

4.4.5);
———修改了数据通信功能,增加了驾驶人身份识别通信的要求,修改了数据通信接口、RS232串行

通信和USB通信的要求(见4.4.1.3,2003年版的4.4.8);
———修改了显示功能,对显示器、显示内容和操作按键等提出统一要求(见4.4.1.5,2003年版的

4.4.6);
———修改了打印输出功能,修改了打印输出方式、打印数据格式(见4.4.1.6,2003年版的4.4.7);
———增加了性能要求,其中增加了行驶记录性能、定位性能,将原标准中的时间记录误差、速度记录

误差、里程记录误差列入行驶记录性能的要求(见4.5.1、4.5.2,2003年版的4.4.3、4.4.4、

5.5.3);
———修改了数据分析软件中对图表的要求(见4.6,2003年版的4.5);
———修改了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中低温试验的温度指标(见5.8.3,2003年版的5.12.3);
———修改了静电放电抗扰度(见4.12、5.12,2003年版的4.11、5.16);
———删除了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2003年版的4.12、5.17);
———增加了瞬态抗扰性(见4.13、5.13);
———修改了检验规则(见第6章,2003年版的第6章);
———增加了安装位置、接线要求(见7.3、7.4);
———修改了附录A RS232串行数据通信协议(见附录A,2003年版的附录A);
———增加了附录B USB(通用串行总线)数据存储格式(见附录B);
———增加了附录C 驾驶人身份识别IC卡数据存储格式(见附录C);
———修改了附录D 事故疑点数据曲线(见附录D,2003年版的附录B);
———修改了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2003版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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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

队、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导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本

安仪表系统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军、潘汉中、王学平、王金铭、龚标、侯心一、黄细富、祝文甫、黄迎胜、沈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905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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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汽车行驶记录仪的使用,对遏止疲劳驾驶、车辆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保障车辆行驶安全以及道路

交通事故的分析鉴定具有重要的作用。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以立法形

式在部分客运车辆及货车上强制安装使用汽车行驶记录仪。国内外的使用情况表明,汽车行驶记录仪

为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了有效的执法工具、为道路运输企业提供了管理工具、为驾驶人提供了其驾驶

活动的反馈信息,其使用对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起到了直接作用。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制使用汽车行驶记录仪,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推荐性国家

标准《汽车行驶记录仪》(GB/T19056—2003);2004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对汽车行驶记录仪使用范围及超时驾驶的限值作了规定;2005年5月1日,根据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颁布了GB/T19056—2003《汽车行驶记录仪》的第1号修改单,将超时驾

驶的限值修改为4h;2004年7月起,汽车行驶记录仪开始在全国营运客车等车辆上逐步开始应用。
为了加强汽车行驶记录仪的管理和使用,2009年7月1日全国道路交通安全部际联席会议《关于

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对重点车辆的动态安全监管。工信部门要会同公

安、交通运输、安全监管、质检等部门研究提出推广汽车行驶记录仪(含卫星定位功能)的实施步骤和方

案,并联合制定和出台汽车行驶记录仪安装使用管理规定;2009年,要率先在大型营运客车、危险化学

品运输车、校车上强制安装使用汽车行驶记录仪,并建立动态监控信息平台,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强化

动态安全监管”。为配合部际联席会议要求的实施,从技术上更好地规范汽车行驶记录仪,2009年7月

23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汽车行驶记录仪》标准修订任务。
标准工作组在技术、管理等多方面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次标准修订的原则:一是完善通信协议、

统一产品形式;二是适当拓展基本功能和提高产品技术等级。
本次修订中对汽车行驶记录仪的功能要求、技术指标、测试方法等内容参考了国外的先进标准,产

品各项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继续与国外相关标准的规定尽可能保持一致。同时,本标准内容的规定也

充分考虑了我国的道路交通管理、道路运输和汽车行驶记录仪产品技术水平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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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 行 驶 记 录 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行驶记录仪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安装、标志、标签和包装等

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行驶记录仪的设计、制造、检验及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2312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

GB/T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A:低温

GB/T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B:高温

GB/T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2423.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和导则:振动(正弦)

GB4094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16649.1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1部分:物理特性

GB/T16649.2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2部分:触点的尺寸和位置

GB16735—2004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

GB/T19951—2005 道路车辆 静电放电产生的电骚扰试验方法

GB/T21437.2—2008 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2部分:沿电源线的电瞬态

传导

GA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

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汽车行驶记录仪 vehicletravellingdatarecorder
对车辆行驶速度、时间、里程、位置以及有关车辆行驶的其他状态信息进行记录、存储并可通过数据

通信实现数据输出的数字式电子记录装置。

3.2
脉冲系数 impulseratio
车速传感器在车辆行驶1km距离过程中产生的脉冲信号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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