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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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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学会、中国航空工业第６１１研究

所、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广州银宜智能交通有限公司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潘汉中、包勇强、王金铭、卓恺侣、常庆宪、耿磊、胡忠毅、李爱民、龚标、贾灿皋、

郑金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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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汽车行驶记录仪（以下简称记录仪）的使用，对遏止疲劳驾驶、车辆超速等交通违章、约束驾驶人员

的不良驾驶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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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以立法的形式在部分客运车辆及货车上强制安装使用记录仪，我国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在少数地区也曾试用过由国内一些科研机构及企业自主研制的数字式记录仪。国

内外的使用情况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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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驾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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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通事故呈上升趋势，尤其是长途客运车辆的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为此，公安部、交通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于２００１年底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公路客运交通安全管理的通告》，通告要求：长途客运车辆应

当逐步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行车记录仪。同时，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深入开展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工作，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定了《２００２年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工作方案》），《工作方案》中明确规定对疲劳驾驶、车辆超速等８项违章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在

这种情况下，尽快制定记录仪国家标准对规范我国记录仪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落实两部一局的通告要

求、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人员对国外记录仪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充分调研，对国外汽车行驶记

录装置标准起草的最新进展一直进行跟踪。标准中记录仪的功能要求、技术指标、测试方法等内容全面

参考了国外的先进标准，力求标准技术起点不落后，产品各项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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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和记录仪产

品技术水平的实际情况。

本标准参考的主要国外标准如下：

———（ＥＣ）Ｎｏ１３６０／２００２ｏｆ１３Ｊｕｎｅ２００２ａｄａｐ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ｅｖｅｎｔｈｔｉｍ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ＥＣ）Ｎｏ３８２１／８５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ｎｒｏａ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Ｃ）Ｎｏ２１３５／９８ｏｆ２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８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ＥＣ）Ｎｏ３８２１／８５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ｎｒｏａ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８８／５９９／ＥＥＣ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ＥＥＣ）Ｎｏ３８２０／８５ａｎｄ（ＥＥＣ）Ｎｏ３８２１／８５

———（ＥＥＣ）Ｎｏ３８２１／８５ｏｆ２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８５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ｎｒｏａ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ＥＣ）Ｎｏ３８２０／８５ｏｆ２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８５ｏｎ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ｎｇｔｏ

ｒｏａ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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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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记录仪）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安装、标志、标

签和包装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记录、存储、显示、打印输出车辆有关行驶状态信息的汽车行驶记录装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Ａ：低温（ｉｄｔＩＥＣ６８２１：

１９９０）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２：

１９７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Ｃａ：恒定湿热试验方法（ｅｑｖＩＥＣ６８２３：

１９８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ａ和导则：冲击（ｉｄｔＩＥＣ６８

２２７：１９８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和导则：振动（正弦）（ｉｄｔ

ＩＥＣ６８２６：１９８２）

ＧＢ４０９４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和信号装置的标志

ＧＢ／Ｔ１２５３４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ＧＢ／Ｔ１６７３６—１９９７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ＶＩＮ）内容与构成（ｉｄｔＩＳＯ３７７９：１９８３）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１９９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ｉｄｔ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４２：

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１９９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ｉｄｔＩＥＣ

６１０００４３：１９９５）

ＧＡ３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

ＱＣ／Ｔ４１３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汽车行驶记录仪　狏犲犺犻犮犾犲狋狉犪狏犲犾犾犻狀犵犱犪狋犪狉犲犮狅狉犱犲狉

对车辆行驶速度、时间、里程以及有关车辆行驶的其他状态信息进行记录、存储并可通过接口实现

数据输出的数字式电子记录装置。

３．２

车辆特征系数　狏犲犺犻犮犾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

车辆行驶每公里里程时驱动速度传感器的转数（ｒ／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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