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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 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技术规范（报批稿）》和《乘

用车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技术规范（报批稿）》TIAA 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TIAA）标委会立项计划，《乘用车 自

动紧急制动系统技术规范》（计划号：TIAA2022001-A1）和《乘用车 全速

自适应巡航系统技术规范》（计划号：TIAA2022002-A1）于2022年2月底正

式立项，主要负责牵头单位：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立项阶段： 

2022年1月18日，车联（TIAA）标委会以线上的方式，组织召开了两项标

准的立项评审会议，来自TIAA标委会、德赛西威、清华大学、中国一汽的5

位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对两项标准进行了立项审核。会上，奇瑞新能源汽

车标准项目负责介绍了本标准制定的目的及标准框架，与会专家评审通过了

该项目，确定立项计划。 

车联（TIAA）于2022年2月28日正式《乘用车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技术规

范》（计划号：TIAA2022001-A1）和《乘用车 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技术规

范》（计划号：TIAA2022002-A1）标准计划。 

工作组起草（调研、草稿）阶段： 

计划下达后，起草单位编制组成员对市场主流新能源汽车自动紧急制动

系统（AEBS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FSRA系统）配置进行了详细的

考察与调研，并全面收集与解读现有国外、国内相关测试标准，了解当前AEBS

系统和FSRA系统测评实际运行情况及及痛点需求。 

工作组讨论1稿（调研、草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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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2日，起草组单位在线上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北京理工睿行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科技大学、长沙莫之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宏景

智驾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安智

杰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专家参加会议和讨

论，确定了由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两项标准的编制工作小组，

组长单位，牵头该项标准工作， 

本次会上对标准范围、系统架构以及标准框架进行了重点讨论。 

会上，上富针对FSRA系统提出“增加对试验用设备和精度提出要求”，

起草组同意纳入标准，但具体流程需要依据起草组意见进一步修改。 

宏景智驾针对FSRA系统提出“需对数据处理方式进行描述”，并对数据

处理方式给出一定的建议，起草组同意纳入标准。 

宏景智驾针对FSRA系统提出了“静止车辆识别与响应场景中，建议被测

车辆最大速度80km/h修改为70km/h”，起草组认为，当前产品技术能力更新，

市场上大部分车型已具备该项能力，因此建议维持最大速度80km/h。 

长沙莫之比针对FSRA系统提出增加“ACC低速跟车过程中，有第三目标

车加塞”场景，会上对此提议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本次会议对此提议暂时

不做结论，待会下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工作组讨论1稿。 

工作组讨论2稿（调研、草案）阶段：  

2022年5月24日，起草单位在线上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会上，深圳安智杰针对FSRA系统中低速车辆切入识别与响应场景下“横

向速度上下限”提出建议“应保证低速目标车辆切入过程中，被试车辆不应

安全通过”，起草组同意纳入标准，线上初步讨论后，建议该场景下横向速

度维持在0.6-0.8m/s。恒润科技针对FSRA系统中目标车辆切出识别与响应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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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被试车辆左右两侧均应进行测试，并列举测试的必要性，起草组同

意纳入标准。 

深圳安智杰针对AEBS系统中关于“碰撞预警时机：碰撞预警阶段不应在

预计碰撞时间4 s前开始，且最晚应在紧急制动阶段开始前1s”提出考察过于

严苛，对于行人横穿等紧急情况，无法满足该项要求，会上对此提议进行了

热烈讨论，最后本次会议对此提议暂时不做结论，待会下进行进一步研究和

完善。 

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工作组讨论2稿。 

工作组讨论3稿（调研、草案）阶段： 

2022年6月30日，起草单位在线上召开了第三次会议。 

会上，广电计量针对AEBS系统和FSRA系统均提出“对车辆载荷、车辆

轮胎要求，需详细描述”，会上一致同意纳入本标准。 

德赛西威基于该标准是对现有标准的补充，针对AEBS系统和FSRA系统

均提出“增加该标准需满足国标要求”，起草组同意纳入标准。 

德赛西威针对FSRA系统提出“增加车间时距、直道探测距离测试场景”，

起草组认为该场景在GB/T 20608-2006中均有描述，且已增加了该标准满足国

标要求的条款，因此未采纳。 

针对长沙莫之在第一次会议提出的是否增加“ACC低速跟车过程中，有

第三目标车加塞”场景再次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由于该场景缺

乏交通安全大数据支撑、场景短期内难以精炼，最终决定现阶段暂不考虑增

加该场景。 

针对深圳安智杰在第一次会议提出的“碰撞预警时机：碰撞预警阶段不

应在预计碰撞时间4 s前开始，且最晚应在紧急制动阶段开始前1s考察过于严

苛，对于行人横穿等紧急情况，无法满足该项要求” 再次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最后一致同意，条款中增加说明“如果遇到前方车辆突然插入、前方车辆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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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制动等工况，碰撞不能被及时预测导致无法在紧急制动 1s 前发出碰撞预警

信号， 则碰撞预警信号应不晚于紧急制动阶段发出”。 

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工作组讨论3稿。 

征求意见阶段： 

车联TIAA于2022年7月28日发布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于

2022年8月29日完成征求意见，期间共计收到来自赛格导航单位的3条建议，

并均已采纳修改。 

送审阶段： 

车联（TIAA）于2022年12月9日组织召开该标准的送审稿评审会议，具体

参会专家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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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家 职务 

1 王立建 TIAA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顾问 

2 粟  欣  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教授 

3 王亚飞  上海交通大学智能汽车所书记 

4 蔡世民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智能驾驶系统开发主任 

5 郑洪江  博泰车联网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主任 

参会专家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审查，经质询和讨论，通过了对该标准送

审稿的审定，建议工作组根据本次会议的意见修改后提交相关报批资料报批。 

报批公示： 

本标准于2023年5月15日-5月29日予以报批公示。 

3、主要参加单位（此处以首字母先后排序） 

本标准由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起草，北京理工睿行、长沙

莫之比、德赛西威、电子科技大学、广电计量、宏景智驾、经纬恒润、上海

检测中心、珠海上富、深圳安智杰等单位参与起草和讨论。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1、标准编制原则 

在编制过程中，本着以下原则对标准进行了起草： 

——广泛征求生产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用户等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在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产品生产实践经验，本着科

学、严谨的态度制定标准； 

——标准规定的内容科学、合理，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标准能体现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先进性和创新性； 

——标准的编写符合 GB/T 1.1-2020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乘用车 FSRA 系统和 AEBS 系统的术语和定义、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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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试验方法。标准内容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缩略

语、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其中 FSRA 系统主要考察直道车辆识别与响应、

弯道车辆识别与响应、切入切出、超越相邻车道特殊车辆、启停场景，AEBS

系统主要考察静止目标识别与响应、低速目标识别与响应、制动目标识别与

响应、高速前车紧急避障、有遮挡行人横穿马路、相邻车道静止目标误响应、

相邻车道制动目标误响应、车道内铁板误响应场景。本文件适用于乘用车

FSRA 系统和 AEBS 系统的功能开发、验证。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暂无。 

四、标准中涉及到任何专利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到任何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该标准通过增加复杂测试场景、以及多维度评价指标，将进一步完善当

前 AEBS、FRSA 标准体系，促进当前乘用车智能驾驶测评的持续健康发展。 

六、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对比分析及采用情况 

本标准在场景设计和性能要求上参考了部分测评规范，涉及的相关规范

有：  

• ISO 22179 智能运输系统：全速范围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性能要求和测

试程序 

• GB/T 20608 智能运输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性能要求与检测方法 

• GB/T 39263 道路车辆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 术语及定义 

• GB/T 38186 商用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 GB/T 39263 道路车辆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 术语及定义 

• GB/T 39901 乘用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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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T 1242 营运车辆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性能要求和测试规程 

• CCRT 中国汽车消费者研究与评价管理规则  

• i-VISTA 智能行车-辅助试验规程 

• i-VISTA 智能行车-辅助评价规程 

• C- NCAP 中国新车评价规程 

• E- NCAP 欧洲新车评价规程 

七、标准在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车联（TIAA）的标准体系框架图见下图。 

 

    本标准属于智能汽车、智能交通标准体系“数据和信息通信”大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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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标准的贯彻与实施意见与建议 

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即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