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验与

技术等级评定

GB 18565-2016、JT/T 198-2016解 读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验与
技术等级评定

GB 18565-2016、JT/T 198-2016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1号部令宣贯组
2016年4月·杭州

标 准 介 绍



GB 18565 内容介绍

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要求1

2 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要求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3

4

5

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的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的判定与处理

标准实施的过渡期要求



一、

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要求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1
结构要求

2
配置要求

3
防火要求

4
性能要求

准入要求



1、结构要求（12条）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1）

道路车辆外
廓尺寸、轴
荷及质量限

值
GB 1589

（2）

上部结构强
度

GB 17578

（3）

货车驾驶室
的强度和安

装强度
GB 26512

（4）

货车喷涂
信息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5）

客车座椅及
其车辆固定
件的强度
GB 13057

（6）

客车应急出
口、应急控
制器、玻璃
破碎装置

（7）

牵引车与挂
车连接装置

（8）

牵引车与其
挂车之间的
气动连接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9）

挂车自行制
动装置

（10）

甩挂运输车
辆结构

（11）

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结构
GB 21668

（12）

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标志



2、配置要求（12 条）

3、防火要求（6 条）

（1）内饰材料燃烧特性；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2）发动机后置的客车发动机舱内自动灭火装置；

（3）缓速器的安装部位上方隔热板或具阻燃性的隔热材料；

（4）发动机舱内的线束耐温阻燃电线；

（5）客车和货车车载电器设备的供电导线、低压电线要求；

（6）客车乘员舱内和货车驾驶室内配置手提式灭火器（数量和放置位置）



4、性能要求（5 项）

(1) 动力性（3 条）

客车：客车的动力性以比功率评价，应符合JT/T 325的相关要求。

货车：满载条件下的最高设计车速应不小于70km/h 。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货车：满载条件下的最高设计车速应不小于70km/h 。

汽车列车：按总质量，以比功率评价。

最大总质量 G
t

G ＜18 18≤G＜43 43≤G＜49

比功率

kW/t
≥6.88 ≥4.30 + 46.00/G ≥5.40



(2) 燃料经济性（3 项）

——燃用柴油或汽油且最大总质量超过3500 kg的客车，其燃料消耗

量应符合JT 711的要求，试验方法执行JT 711的规定。

——燃用柴油或汽油且最大总质量超过3500 kg的货车，其燃料消耗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量应符合JT 719的要求，试验方法执行JT 719的规定。

（交通运输部2009年第11号部令《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检测和监

督管理办法》达标车型、参数核查）

——轻型商用车辆和乘用车的燃料消耗量应符合GB 20997和GB

19578的要求，试验方法执行该两项标准的有关规定。

（工信部）



(3) 制动性

a、冷态制动效能、热态制动效能

客车和货车、挂车（工信部公告, GB 12676）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b、汽车列车（制动协调性要求，在用车部分介绍）

——制动时序。

——制动力的分配。



（4) 排放性（环保部）

客、货道路运输车辆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5) 行驶稳定性

1、客车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1、客车

在满载条件下沿特定曲线匀速行驶，当车辆质心处的最大向心加速度达

到0.4g的稳定状态时，车辆不发生侧翻或侧滑。

2、货车

▲ N2、N3类货车满载条件下沿特定曲线匀速行驶，车辆质心处的向心加

速度达到0.35g时，车辆不发生侧翻或侧滑，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以及罐式

车辆应达到0.4g。



▲ 半挂牵引车在空载、水平静止条件下，向左侧和右侧的最大侧

倾稳定角不应小于35°。最大侧倾稳定角的测量方法按照GB/T 14172规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定的汽车静侧翻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进行。

▲ O3、O4类挂车满载时同一车轴轮胎接地点外侧间距与质心高度

的比值应不小于0.9。



GB 18565 内容介绍

小 结

★ 对主机厂提出的要求。

★ 对于新生产车辆：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 对于新生产车辆：

综检机构：配置要求：JT/T 198，核查10项

燃料消耗量达标车型及参数核查、灭火器。

★ 对于非转营需查验货车总质量标识、栏板高度、封闭式客 车

玻璃破碎装置等。



二、

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要求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1
唯一性
认定

2
电子控制
系统

3
外观及
整备

4

性能要求

使用过程管理



1、唯一性认定（2 项）

GB 18565 内容介绍

外观及整车装备（人工检验）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1）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的号牌号码、类型、品牌型号、燃料类别、车身

颜色、发动机号、底盘号或VIN 号、挂车架号、中重型货车及挂车的外廓

尺寸、货车车箱栏板高度应与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道路运输证记载的

内容及其它相关资料一致

（2）客车的座(铺)位数应与道路运输证核定的数量一致。



2、电子控制系统（增）

装有车载诊断系统（OBD）的车辆不应有与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防抱

制动装置（ABS）和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及其他与行车安全相关的故

障信息。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障信息。

3、发动机

传动带（增）：助力转向传动带和空气压缩机传动带无裂痕、油污和过

量磨损，运转良好。空气压缩机传动带的松紧度符合规定。对于采用齿轮

传动的空气压缩机，其齿轮箱无异响和漏油现象。



4、电气线路及仪表

增加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

5、安全防护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随车配备与车辆类型相适应的灭火器，灭火器应在有效期内，并

安装牢靠和便于取用。对于客车，仅有一个灭火器时，应设置在驾驶人

附近。当有多个灭火器时，应在客厢内按前、后或前、中、后分布，其

中一个应靠近驾驶人座椅

▲随车配备停车楔，数量不少于两只，并妥善放置。



1、动力性（新评价方法）

解决了以下问题（现行方法 GB/T 18276）：

GB 18565 内容介绍

性能要求（线上检验项目）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1）测试车速偏差，提高测试准确性；

（2）满负荷检测的过加载；

（3）检测安全性；

（4）风冷式电涡流机热衰退；

（5）驱动轮与滚筒间滑移。



达 标 法：P ≥ 0.75 PE

动力性以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进行评价（两种工况）：

1、额定功率工况下（压燃），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应不小于额定功率车速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即：VW ≥ VE 

Vw —— 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Ve —— 额定功率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2、额定扭矩工况下（点燃），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应不小于额定扭矩车速

即：VW ≥ Vm

Vm —— 额定扭矩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GB 18565 内容介绍

额定功率工况（压燃式）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额定扭矩工况（点燃式）



2、燃料经济性（碳平衡法）

燃用柴油或汽油、总质量大于3500 kg的在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

值及评价方法应符合GB/T 18566的规定。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燃料消耗量限值

▲ 已列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布的《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达标车型表》

的车辆，其燃料消耗量限值为车辆《燃料消耗量参数表》中50km/h或60km/h满载

等速油耗的114%；

▲ 未列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布的《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达标车型表》

的车辆，其燃料消耗量限值的参比值见附录C。（汽油车为1.15倍柴油车）



判定方法

▲ 当检测结果小于等于限值，判定该车燃料消耗量为合格。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 当检测结果大于限值，允许复检两次。一次复检合格，则判定该车

燃料消耗量为合格。

▲ 当检测结果和复检结果均大于限值，判定该车燃料消耗量为不合格



3、制动性

台架检验行车制动性能（增加了O3、O4类挂车要求）

▲ 整车制动率、轴制动率和制动不平衡率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汽车列车制动性能

对于多轴汽车而言，在不能保证所有轴都同步抱死的情况下，轴的抱

死顺序，抱死时差对制动稳定性有相当大的影响。一些汽车列车驾驶员将

转向轮的制动效能人为调整降低甚至解除制动，或采用“点刹”操作，以

牺牲整车制动效能换取制动协调性和稳定性。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2012）规定：挂车最后轴

的制动动作滞后于牵引车第一轴的时间不得大于0.2s。该要求可理解

为：挂车的制动动作应先于牵引车，如果存在滞后的话，挂车的制动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时间相对于牵引车前轴要尽可能的短。而我国汽车列车最为显著的使

用特点是挂车总质量和装载质量过大，“小马拉大车”现象普遍存在。

在此现状下，即使挂车最后轴的制动动作滞后于牵引车第一轴的时间

不大于0.2s，仍有可能造成不可控的折叠。因此，欧洲的规定更加符

合我国国情。



▲ 汽车列车制动时序（增）

汽车列车的制动时序应满足：挂车各轴的制动动作应不滞后于牵引

车各轴的制动动作，汽车列车的制动协调时间不大于0.80s。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 汽车列车制动力分配（增）

汽车列车制动力的分配应满足：牵引车（挂车）整车制动力与汽车

列车整车制动力的比值不应小于牵引车（挂车）质量与汽车列车质量比

值的90%，也即：牵引车（挂车）的整车制动率不应小于汽车列车整车

制动率的90%。



▲ 汽车列车的制动性能（增）

牵引车和挂车的制动性能均符合单车状态的要求。

根据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1号部令有关规定，挂车在办理道路运输证和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根据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1号部令有关规定，挂车在办理道路运输证和

年审时，查验其是否具有有效行驶证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签发的挂车行驶

证等） 。随着重型化货物运输和甩挂运输的普及，制动协调性等安全问题

将会更加突出，汽车列车和挂车的管理问题将逐步纳入管理范畴。



4、转向操纵性

▲ 转向轮横向侧滑量

转向桥采用非独立悬架的车辆，其转向轮（含双转向桥的转向轮）的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转向桥采用非独立悬架的车辆，其转向轮（含双转向桥的转向轮）的

横向侧滑量应在±5m/km范围内。

▲ 转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

最高设计车速不小于 100km/h 的道路运输车辆，其转向盘的最大自由

转动量不大于15°,其它道路运输车辆不大于25°。



5、 悬架特性（删除了用平板台检验的悬架效率）

设计车速不小于100km/h，轴质量不大于1500kg的客车,其轮胎在激

励振动条件下测得的悬架吸收率应不小于40%，同轴左、右轮悬架吸收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率之差不得大于15%。

6、车轮阻滞率（新评价指标）

各车轮的阻滞力不大于静态轴荷的3.5%。（7258，各车轮的阻滞力

不大于轮荷的10%）



“气缸压缩压力”、“车轮定位值”、“润滑检查”“最小转弯直

（维护项目、汽车公告强检项目、不可操作项）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径”、“转向轮最大转向角”、“汽车定置噪声”、“客车车内噪声”、

“汽车驾驶员耳旁噪声”、“客车防雨密封性”、“汽车和挂车的外部

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数量、位置、光色、最小几何可见角度 ”、“汽油

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控制”、“轴距差”、“滑行性能等。



三、

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的检验方法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1
仪器设备
基本要求

2
被检车辆

要求

3
唯一性认定
电子控制系统
外观及整备

查验

4

性能检验



1、唯一性认定

人工检验（外检，101项）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查验、核对道路运输车辆的号牌号码、类型、品牌型号、车身颜色、

发动机号、底盘号或VIN 号、挂车架号、重中型货车、挂车的外廓尺寸、

货车及挂车车箱栏板高度以及客车的实际座（铺）位数，应与行驶证、

机动车登记证、道路运输证记载的内容及其它相关资料一致。



外廓尺寸： 可采用专用设备，

也可采用钢卷尺和高度尺进行检验。

货箱栏板高度：采用钢卷尺检验。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外廓尺寸检测仪（JT/T 1012-2015）

采用钢卷尺和高度尺时，应在平整的

场地，用铅垂将车长、车宽投影在地面，用钢卷尺或其它量具测量投影

点的间距，车高可用钢卷尺直接测量，也可以采用高度尺等量具进行测

量。



2、系统、总成与装置

（1）电子控制系统

对于装有车载诊断系统的车辆，采用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按照使

用说明书规定的操作程序读取车辆故障信息。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用说明书规定的操作程序读取车辆故障信息。

（1）选配通用型，汽、柴油版可分别购置，最好选

用柴、汽通用版。

（2）具有OBD检测功能。

（3）车型覆盖广泛，更新及时。

（4）车辆系统支持全面。

（5）侧重读取和清除故障码功能，淡化其他功能。



（2）系统、总成与装置的其他检验项目

发动机、制动系、转向系、行驶系、传动系、照明、信号装置和标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识、电气线路及仪表、车身、附属设备、安全防护等，通过外观检查、

运行检查和底盘检查三种方式进行人工检验。



1、动力性 (达标法)

设备要求

▲ 应采用符合JT/T 445要求的底盘测功机进行检验。并装双驱动轴

性能检验方法（线上检验，10项）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车辆的检验采用三轴六滚筒式底盘测功机。

▲ 底盘测功机应能根据环境温度、湿度、气压等参数计算功率校正

系数，且能根据登录车辆参数和信息，计算测功机的加载力并进行恒力

加载。

▲ 底盘测功机的静态力示值误差为±1.0% ，恒力控制误差为±20N

，车速示值误差为±0.2km/h或±1.0%。



▲ 底盘测功机应能显示功率吸收装置的瞬时加载力和曲线以及瞬时

车速和曲线，并能通过外部显示设备提示操作。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车速和曲线，并能通过外部显示设备提示操作。



压燃式发动机车辆的检验要点（点燃式发动机略）

（1）底盘测功机不加载的条件下，选择直接档测取全油门的最高稳

定车速Va，并按公式计算额定功率车速Ve。

Ve = 0.86 Va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Ve = 0.86 Va

（2）底盘测功机逐步进行恒力加载至（FE ±20N）范围内并稳定3s后

，开始测取车速，当3s内的车速波动不超±0.5 km/h时，该车速即为驱

动轮轮边稳定车速Vw,Vw≥ Ve 即为合格。



计算加载力

Fe

发动机达标功率换算在驱动轮表面上的当

量驱动力（Fe），该驱动力克服轮胎滚动阻力、
测功机台架阻力、传动系允许阻力、发动机附
件阻力以及功率吸收装置加载阻力等五种阻力，
在检测环境状态下平衡后，驱动车轮达到稳定
车速。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Fe（当量驱动力 ）

FE（功率吸收装置加载阻力）

Fc（轮胎滚动阻力）

Ft（传动系允许阻力）

Ff（发动机附件阻力）

Ftc（测功机台架阻力）

系

统

阻

力



加载力（FE）

在检测环境状态下的驱动轮表面上驱动力与系统阻力达到力平衡：

Fe = Fc ＋ Ftc ＋ Ff ＋ Ft ＋ FE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Fe = Fc ＋ Ftc ＋ Ff ＋ Ft ＋ FE

由上式，通过公式变换可得出功率吸收装置的加载力（FE）：

FE = Fe – Fc – Ftc – Ff - Ft



2、燃料经济性（碳平衡法）

以汽油或者柴油为单一燃料，总质量大于3500kg的在用道路运输车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以汽油或者柴油为单一燃料，总质量大于3500kg的在用道路运输车

辆，燃料消耗量按GB/T 18566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可不解体检测车

辆油耗，安全、快捷。



设备要求

（1）底盘测功机

单驱动轴汽车检测采用10 t或13 t底盘测功机，双驱动轴汽车检测

采用三轴六滚筒式13 t底盘测功机。

（2）碳平衡油耗仪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2）碳平衡油耗仪

JT/T 1013-2015。



3、制动性

台架检验设备要求

采用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时：

（1）单边滚筒驱动电机的额定功率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Pd —— 单边滚筒驱动电机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

me —— 制动台额定承载轴质量，单位为公斤（kg）；

g —— 重力加速度，取9.81 m/s2；

V —— 滚筒线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2）用于检验多轴及并装轴车辆的制动台应符合：当滚筒直径为

245mm，中心距为460mm，主、副滚筒高差为30mm时，副滚筒上母线与地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面水平面的高度差为 mm。当滚筒中心距增大或减小10mm，副滚筒

上母线与地面水平面的高度差相应增大或减小2mm，当主、副滚筒高差

减小10mm，副滚筒上母线与地面水平面的高度差相应增大4mm。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滚筒反力式制动台采用副（前）滚筒上母线与地面平齐的安装方式，

由于主、副滚筒间存在中心距，所检车轮在制动台两滚筒上相对地平面有

一个下沉量H，轮心高度低于地面上的非检测车轮轮心高度。这种安装方式

对于两轴车制动性能的检测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但对于双转向桥和并

装轴等多轴车辆影响很大。



GB 18565 内容介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MFDD：汽车试验制动过程中，

整个减速过程的平均值。除去制动减速度增长阶段和制动减

速度衰减阶段后，由制动系充分发出的、较为稳定的减速度。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平板制动检验台检验

汽车列车应采用适用于多轴车辆的汽车列车制动性能检验台检验：

汽车列车制动时序的计算：以制动踏板开关的触发时刻为起始时标

，计算汽车列车各轴制动力分别达到静态轴荷的5%的时间及时间差；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汽车列车制动力分配的计算：

1）计算汽车列车整车制动率、牵

引车整车制动率和挂车整车制动率。

2）分别计算牵引车整车制动率、

挂车整车制动率与汽车列车整车制动率

的百分比。



4、排放性

（1）设备要求

点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采用排气分析仪检验；压燃式发动机排气

烟度采用不透光烟度计检验，对于2001年10 月1日前生产的在用车辆，

采用滤纸式烟度计检验。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采用滤纸式烟度计检验。

（2）检验方法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按GB 18285 规定的双怠速法或简易工况法检验

注：当被检车辆不适合外接发动机转速表时，可根据车载转速表指

示值控制发动机转速。

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按GB 3847规定的自由加速不透光烟度法或加载

减速法检验。



5、转向操纵性

（1）转向轮横向侧滑量：

采用适用于单、双转向桥的双板联动

侧滑检验台检验，侧滑检验台宜具有轮胎侧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向力释放功能。

（2）转向盘自由转动量

人工定性检查转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如

自由转动量与规定限值接近而无法判定时，应

按以下规定的方法进行定量检测。（等级评定

需定量测量）。



6、悬架特性

采用悬架台检验，删除了悬架效率评价指标及平板台检验方法。

7、前照灯远光发光强度和光束照射位置（略）

8、车速表示值误差（略）

9、车轮阻滞率（采用滚筒反力式制动台，不得采用平板台）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9、车轮阻滞率（采用滚筒反力式制动台，不得采用平板台）

10、喇叭（略）



四、

检验结果的判定与处理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1
检验项目

设置

2
检验结果

判定

3
检验结果

处理

退 出



1、检验项目设置

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验分为“人工检验”和“性能检验”：

——人工检验项目（101项）中，标记“★”的项目为关键项（85项），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标记“■”的项目为一般项（16项）；

——性能检验项目中（10项），“车速表示值误差”、“前照灯光束垂

直偏移”为“一般项”，“前照灯光束水平偏移”不参与评价，其

他项目为“关键项”。



2、检验结果判定

合格：人工检验项目及性能检验项目中，“关键项”的检验结果为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合格且“一般项”的不合格项数不超过6项时，检验结果判定为合格。

不合格：当有任一“关键项”的检验结果为不合格，或“一般项”

的不合格项数多于6项时，检验结果判定为不合格。



1、新车配置要求；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五、标准实施的过渡期要求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2、汽车列车制动时序和制动力分配 。



设备技术更新升级：

1、发动机故障电脑诊断仪（电子控制系统）

2、三轴六滚筒底盘测功机（大车线，动力性、油耗）

3、碳平衡油耗仪油耗（大车线，油耗）

4、复合滚筒制动检验台（大车线）

GB 18565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4、复合滚筒制动检验台（大车线）

5、汽车列车制动检测系统（暂无要求）

6、双转向桥侧滑台（大车线）

7、外廓尺寸检测仪（非强制）

取消的设备：

转向盘转向角检验台、发动机综合分析仪、四轮定位仪、汽缸压力表、串接

式油耗计



1、技术等级划分

JT/T  198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划分为一级和二级。



2、评定项目和评定要求

（1）技术等级评定项目包括“核查评定项目”和“技术评定项

目”。其中，“技术评定项目”分为“关键项”、“一般项”和“分

级项”（同GB 18565）。

JT/T  198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2）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按“核查评定项目”和“技

术评定项目”进行评定。

（3）在用道路运输车辆按“技术评定项目”进行评定。

（4）技术等级评定的检测方法和不合格项的复检要求执行GB 

18565的规定。

（5）对于GB 18565中规定了实施过渡期的评定项目，从其规定。



3、评定规则

（1）一级车：

---“核查评定项目”达到一级；

JT/T  198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核查评定项目”达到一级；

---“关键项”均为合格；

---“一般项”的不合格项数不超过3项；

---“分级项”达到一级。



（2）二级车：

---“核查评定项目”至少达到二级；

---“关键项”均为合格；

JT/T  198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一般项”的不合格项数不超过6项；

---“分级项”至少达到二级。

（3）不符合一级和二级要求的车辆评定为不合格车辆。



核查评定项（GB 18565 配置要求）

JT/T  198 内容介绍

序
号

评定项目

客车评定要求
（GB 18565相关条款）

货车及挂车评定要求
（GB 18565相关条款）

一 级 二 级 一 级 二 级

1 制动防抱死装置 4.2.1 4.2.1

2 盘式制动器 4.2.2 ∥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2 盘式制动器 4.2.2 ∥

3 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 4.2.3 4.2.3

4 制动间隙自动调整装置 4.2.4 4.2.4

5 压缩空气干燥或油水分离装置 4.2.5 4.2.5

6 子午线轮胎 4.2.6 4.2.6 ∥

7 安全带 4.2.7 4.2.7

8 限速功能或限速装置 4.2.8 4.2.8

9 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 4.2.9 4.2.9 4.2.9

10 发动机舱自动灭火装置 4.3.2 ∥ ∥

注： 标记为“∥”项为不参与评级项。



JT/T  198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ABS指示灯



JT/T  198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JT/T  198 内容介绍

离合环
主

体

无离合控制环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离
合
控
制
环

体

主体



JT/T  198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子午线轮胎的的标识

对角安装 平行安装



技术评定项

关键项：

人工检验项目85项；性能检验10项：燃料消耗量、整车制动率、轴制

动率、驻车制动、排气污染物、转向轮横向侧滑量、悬架吸收率、远光发

JT/T  198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光强度、车轮阻滞力、喇叭声级。

一般项：

人工检验项目16项，性能检验2项：光束垂直偏移、车速表示值误差。

分级项：

人工检验项目5项：转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花纹深度、门窗玻璃、车

身高度差、车身表面涂装；性能检验2项：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制动不平

衡率（分级项同为关键项）。



特殊规定

1、注册日期在三个月以内的车辆（按机动车行驶证的注册日期核定）

，动力性视为一级；纯电动汽车不做评定。

JT/T  198 内容介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性视为一级；纯电动汽车不做评定。

2、注册日期在三个月以内的车辆，燃料经济性视为合格；以汽油或

者柴油为单一燃料且最大设计总质量超过3500kg的在用道路运输车辆应

进行燃料经济性评定，其他车辆不做评定。

3、注册日期在三个月以内的车辆，排放性视为合格。



规范综合性能检测，为部令贯彻实施提供支撑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