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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用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技术规范（报批稿）》团

标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TIAA）标委会立项计划号：

TIAA202302-A1进行编制，标准名称《车载用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技术规

范》。主要负责牵头单位：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工作过程

工作组起草（调研、立项）阶段：

2023年3月9日，车联TIAA在线上组织召开了立项评审会，具体参会专家

名单见下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1 王立建
TIAA 标准化委员会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主任委员

顾问

2 孔慧芳 合肥工业大学
教授/汽车电子与测控技术研究

所所长

3 吴陈青 极氪汽车 汽车附件开发专家

4 王淑琴 一汽红旗智能空间开发所 高级主任

5 王天一 一汽集团研发总院前瞻技术研究院 前瞻技术部创新技术研发主管

会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介绍《车载用有机发光二极管显

示屏技术规范》标准制定的目的、标准框架以及标准草案。与会专家对标

准立项申请材料和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和评审，提出了结论性意见，建议

将该项目列入 2023 年中关村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标准研制计划。

2023年3月15日车联下发<车联〔2023〕11 号>关于《车载用有机发光

二极管显示屏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正式通过立项的函，明确该标准的计划

号为TIAA202302-A1。

《车载用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技术规范》标准框架包括车载OLED显

示屏的外观质量、显示质量、电源适应性、暗室光学特性、触摸特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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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适应性和机械适应性等技术要求和检验试验方法等内容。在此基础上，

2023年4月，京东方完成第1稿的编写，由TIAA发给参编单位征求意见，并

为编写组的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做好了准备。

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2023年4月12日，TIAA组织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的专家约10多人在线上

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会议对文本内容及临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确认。这些意

见涉及SGS提出的显示屏的高低温Gamma要求、残像测试方法等等。提出的

意见比较顺利地取得一致，得到采纳或部分采纳，会上无重大分歧。

会后，主编单位京东方根据会议上确定为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意见内容

对第1稿进行了修改，形成第2稿，于2023年5月8日上报TIAA。TIAA发给各

参编单位。

第二次工作组会议：

2023年6月13日，TIAA组织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的专家约10多人在线上

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会上，围绕比亚迪对文本临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绝大部分

意见比较顺利地达成了一致，如根据产品测试和验证情况补充DCI-P3色域

覆盖率、串扰、寿命测试时间节点等等。

会后，主编单位京东方根据会议上提出要增加的性能要求进行数据验

证并对第2稿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形成第3稿，于2023年7月18日上报TIAA。

TIAA发给各参编单位。

第三次工作组会议：

2023年7月25日，TIAA组织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的专家约10多人在线上

召开了第三次会议。

会上，对比亚迪提出的10条书面意见进行了讨论，绝大部分意见顺利

达成了一致，如根据上比亚迪的意见在暗室光学特性表3中补充高温亮度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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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对比度衰减和色偏规格等要求。同时会上TIAA标准化委员会对标准文

本的格式提出了编辑性修改意见，要求确保满足征求意见稿的正确格式。

会后，主编单位京东方对会上遗留的面内色偏均一性规格要求进一步

确认并根据会议上确定为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意见内容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

改，形成征求意见稿于2023年7月31日上报TIAA。

征求意见阶段：

车联（TIAA）于2023年8月3日发布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并于2023年9月2日完成征求意见。

送审阶段：

车联(TIAA)于2024年4月15日在线上组织召开了该标准的送审稿评审

会，具体参会专家名单见下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1 王立建
TIAA 标准化委员会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主任委员

顾问

2 冯奇斌 合肥工业大学 副教授

3 员国良 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4 邓育茂 深圳创维汽车智能有限公司 高级结构工程师

会上，标准主编单位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介绍了标准的制定

背景、参编单位、编制过程、主要技术内容、征求意见的处理。与会专家

对标准的整体内容进行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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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套报批资料报批。会后

根据与会专家给出的建议修改完善标准内容形成报批稿。

报批公示：

本标准于2024年5月31日-6月14日予以报批公示。

3、主要参加单位

本标准由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SGS通标标准服务技术有限公司、武汉海

微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参与起草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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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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认证机构以及整车用户单位的

意见和建议，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车载用 OLED 显示屏的生产

和实践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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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规定了车载用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的技术要求和对应的测试

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的车载显示屏的性能评

价，采用其他技术的车用显示屏可参考使用。

三、标准中涉及到任何专利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到任何专利。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随着汽车行业朝着电气化、网络化、智能化、共享化方向发展，其对

中控显示、仪表盘、抬头显示器、后视镜、后座娱乐显示等需求持续增加，

带动车载显示市场规模的不断成长。经过多年发展，车载显示屏呈现大屏

化、多屏化、联屏化和曲面化，同时，a-Si LCD、LTPS LCD、OLED、Mini/Micro

LED、透明显示等不同的显示技术逐渐向汽车市场渗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

趋势，在众多显示技术中，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示屏因具有色彩好、

可视角度广、对比度高、响应时间快、功耗低等特点，在车载显示领域市

场逐步渗透，同时其可弯曲、折叠的柔性材质也为其产品提供了更多的设

计空间。从 2020 年底开始，国际市场大量量产车开始采用 OLED 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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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奥迪 e-tron、奔驰 EQS、新一代凯迪拉克 Escalade。国内市场，2020 年

上市多款量产车也开始采用 OLED 显示屏。根据 Omdia 的报告显示，车载显

示市场中 OLED 的份额正逐年提升。

虽然 OLED 车载显示屏的应用快速增长，但在国际标准、国家行业中关

于车载 OLED 显示屏产品规范的相关标准还处于空白。为规范产品规格，引

导技术发展方向，保护消费者权益，特申请制定《车载 OLED 显示屏技术规

范》的团体标准。标准的制定可快速响应车载显示市场对标准的需求并填

补现有标准空白，对提高 OLED 显示产品在车载电子领域的应用起到极大的

推动作用。

五、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对比分析及采用情况

国际电工委电子显示技术委员会IEC TC110已经成立OLED显示器件标准

工作组WG18，国内对口标委会为全国电子显示器件标准化委员会，开展OLED

显示器件标准研制工作，国内标准体系参照国际标准体系，系列标准的预

计结构如下：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1-1部分：总规范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1-2部分：术语与文字符号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3部分：显示屏分规范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4部分：显示模块分规范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4-1部分：用于屏下摄像的显示模块

详细规范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4-2部分：手机用显示模块详细规范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4-3部分：平板电脑用显示模块详细

规范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4-4部分：便携式计算机用显示模块

规范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5-1部分：环境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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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5-2部分：机械试验方法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6-1部分：测试方法-光学和光电参

数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6-2部分：测试方法-视觉质量和亮

室性能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6-3部分：测试方法-图像质量

国际标准体系中留有本标准制定内容的位置，在团体标准的基础上，

可争取推进为国际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对完善0LED显示国际标准体系，促

进显示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为中国车载

显示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提供有力的支持。。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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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与强制性国家标

准，同类标准和标准体系中其他标准无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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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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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标准的贯彻与实施意见与建议

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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