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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EC-PAC 全国新能源商用车性能评价赛

项目和细则

推动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和汽车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家先后发布了《绿色交通“十

四五”发展规划》、《关于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促

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

区试点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政策文件，将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重要发展

领域，加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

新能源汽车产业聚焦发展高密度能量电池技术、安全技术、高效率

电驱动技术、轻量化技术和制动能量回收等综合节能与智能化技术，深

受市场认可。2023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全年产销分别完成 958.7 万辆和

949.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5.8%和 37.9%，市场占有率达到 31.6%。传

统燃油车的占比逐步下降，有序推动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展。

2023 年，商用车（Commercial vehicle）市场实现复苏性增长，2023

年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403.7 万辆和 403.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6.8%

和 22.1%，客车、货车产销实现同比两位数的较快增长。商用车保有量占

比约 12%，但碳排放超过 55%，是碳减排所有车辆中的关键车型。近年来，

纯电动商用车在城市公交、出租、城市物流配送、短途运输、城建物流

以及矿场等特定场景得到大量推广应用，有力推进了“双碳”工作在能

源商用车领域的纵深开展，促进相关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化推广应用。

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中国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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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城市客运分会、西部（重庆）科学城管委会、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原“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主

办的 EB-PAC 全国新能源公交车性能评价赛，自 2018 年以来已连续四届

成功举办，国内商用车企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累积共有来自

全国的 50家企业、80 余款车型参赛。EB-PAC 已逐渐成为国内主流车企

业展现新能源商用车领域节能环保关键技术研发实力、技术进步和车型

风采的重要平台。

2023 年 10 月 12 日，商务部、工信部等 9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

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

汽车等新型赛事活动。为持续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由交通运输部科学

研究院、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西

部（重庆）科学城管委会、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

联合主办，并由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的 2024 EC-PAC

全国新能源商用车性能评价赛（以下简称评价赛），将于 2024 年 6 月在

重庆机动车强检试验场开赛。

2024 年评价赛将在新能源公交车的基础上，拓展到货车领域，结合

新能源商用车的应用场景，对车辆的能耗、续驶里程、动力性、舒适性、

制动性、安全性和人机交互等方面进行综合测评，向行业展示新能源商

用车的最新技术应用成果，促进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推动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在商用车领域纵深开展，推进交通运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一、赛事概况

赛事名称：2024 EC-PAC 全国新能源商用车性能评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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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时间：2024 年 7 月

赛事地点：重庆机动车强检试验场（重庆市高新区新金大道 9号）

二、参赛车型

（一）参赛企业及车辆要求

1.参赛企业及车辆应为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内的生产企业和商用车（具体车型详见表 1 所示），

且报名车型须为 2021 年 1月 1日之后且 2024 年 6月 30 日之前进入《公

告》内的车型，且应保持状态一致；

2.动力电池类型为锂离子电池，公交车充电方式为直流充电；

3.车辆空调具备制冷模式；

4.车辆需安装有绝缘电阻监控系统；

5.参赛车型需满足相关安全类标准及规范的要求；

6.各企业可报名参加各分组的比赛，每个分组最多可报名 1 个车型，

参赛车辆报名表见附表 1。比赛开始前对样车整备质量、车长、配置以及

储能装置等主要参数、配置按照产品《公告》备案参数进行一致性核查，

样车核查表见附表 2。

（二）评价赛车辆分组

参赛车辆按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结构型式等进行分组，在各分组

内进行各单项奖、全能奖的评比。如果各组参赛车数量低于 3 辆，则取

消该组比赛。参赛车辆分组情况见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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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赛车型及分组

序号 车型类别 分组（最大总质量及结构型式）

1.

N1类纯电动厢式

运输车

（3.2t 组）

最大总质量≥2800kg，且总质量≤3200 kg，车身长度＞4700mm，且≤

5200mm 的 N1类纯电动厢式运输车，车厢结构整体封闭（与驾驶室连成

一体、驾驶区与货舱有效隔离），采用三类底盘或整车改装的纯电动

厢式运输车

2.

N1类纯电动厢式

运输车

（3.5t 组）

最大总质量＞3350kg，且≤3500kg 的 N1类纯电动厢式运输车。车厢长

度＞2500mm，车厢与驾驶室分离，采用二类底盘改装的纯电动厢式运

输车

3.

N2类纯电动厢式

运输车

（4.5t 组）

最大总质量＞4300kg，且≤4500kg 的 N2类纯电动厢式运输车。车厢长

度＞4000mm，车厢与驾驶室分离，采用二类底盘改装的纯电动厢式运

输车

4.
重型公路型纯电

动自卸车
四轴公路型纯电动自卸车，最大总质量为 31000kg，货厢高度大于 1m

5.
重型公路型换电

式纯电动自卸车

四轴公路型换电式纯电动自卸车，最大总质量为 31000kg，货厢高度大

于 1m

6. 公交车
按照参赛车型长度分为 5.80m～6.89m、6.90m～8.0m、 8.005m～9.0m、

10.0m～11.0m 组

三、奖项设置

（一）全能奖

各分组内车型分别根据节能、续驶、动力、主观评价等单项评分的

成绩，按车辆综合性能评价方法加权计算总成绩，总分最高且满足相关

附加条件者获奖。如果评分最高但不满足相关条件，该奖项可按评分高

低依次顺延至满足相关条件者；如果均不满足条件，该奖项空缺。

（二）单项奖

取各分组车型节能、续驶各单项评分的前三名，且满足相关附加条

件者，进行各单项奖评比。其中获奖比例不能超过该分组参赛车型数量

的 50%。

非公交车组取动力评分的前三名，且满足相关附加条件者，进行动

力奖评比。其中获奖比例不能超过该分组参赛车型数量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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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分最高但不满足相关条件，单项奖可按评分高低依次顺延至

满足相关条件者；如果均不满足条件，该奖项空缺。

（三）附加条件

1.安全性将作为否决项：若车辆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车辆的绝缘监

控系统提示安全类故障、或车辆在涉水池中自动切断动力输出无法依靠

自身动力驶出，则该车不进行各单项奖和全能奖的评比；试验中车辆不

出现 2 级故障及以上影响车辆行驶的故障；制动过程中，车辆超出试验

车道，则该车不进行各单项奖和全能奖的评比。

2.续驶里程评奖的车型，其节能水平的排名须位于同组节能平均水

平及以上。

3.节能评奖的车型，其动力性水平的排名不能为最后一名，主观评

价制冷与通风项目排名不能为最后一名。

4.动力性评奖的车型，其节能性水平的排名不能为最后一名。

5.全能奖评奖的车型，其各单项成绩的排名均不能为最后一名，无

取消评奖资格情形发生，且该配置车型（同整备质量）上传工信部合格

证数量不小于 5 个。

四、评价赛项目及评分规则

新能源公交车测评项目和方法见附件一所示。

新能源载货车测评项目和方法见附件二所示。

五、比赛异常情况的处理

在正式比赛开始后，若参赛样车在比赛过程中发生故障（安全类故

障除外），允许企业有一次排除故障的机会，并填写附表 3 现场异常情



6
，

况处理表，经裁判组同意后，在至少 2 名裁判的见证下由企业安排技术

人员尽快排除故障，企业不得私自排除故障，车辆故障排除后，已经完

成测试的项目必须重新进行测试，组委会在评价赛期间内尽可能安排测

试，对于无法完成重新测试的车辆，取消评奖资格。

六、附件

附件一：新能源公交车测评项目和方法

附件二：新能源载货车测评项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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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新能源公交车测评项目和方法

一、测试项目和评分方法

相关测试项目、指标及测试方法见表 1 所示。

表 1 新能源公交车测试项目、指标及测试方法

序号 项目 指 标 测试方法概要

1 节能
吨百公里电

耗

车辆 SOC 在 80%以上开始出发，按照规定工况行驶，总计行驶约

33km，使用功率分析仪测试循环赛过程中的电量，计算吨百公里

耗电量（kWh/100km.t）

2 续驶 续驶里程 根据循环工况的用电量和动力电池最大可用电量，推算续驶里程

3 动力

爬坡时间
在 12%的坡道底部起步并通过该坡道，记录车辆从起步爬至坡顶

的时间

加速时间

在平直路面上车辆原地起步，将车辆加速至（30±1）km/h 并保

持匀速行驶，然后将加速踏板踩到底，加速至 60km/h，记录车辆

30km/h～60km/h 的加速时间

4 舒适

车内噪声

车辆在平直路面上以 50km/h 速度匀速行驶，分别测量驾驶员耳旁

和车内后桥上方的噪声

在平直路面上车辆原地起步，将加速踏板踩到底，测量车辆（0～

50）km/h 的加速过程中驾驶员耳旁和车内后桥上方的噪声

随机输入平

顺性

车辆在平直路面上以 40km/h 的速度匀速行驶，测量副驾驶座椅处

的垂直方向加权加速度均方根值

脉冲输入平

顺性

车辆以 30km/h 的速度匀速通过三角凸块，测量副驾驶座椅处垂直

方向最大加速度响应

5
主观

评价

驾驶员群体

主观评分
对转向、制动、空调等方面进行主观评价

6
电磁

兼容

低频磁场发

射强度

分别在从静止状态以最大加速度行驶至 60km/h 的工况和 40km/h

匀速行驶的工况下，测量驾驶员座椅处以及后排座椅处的低频磁

场发射强度裕量值

7 安全 涉水性能

车辆以约 10km/h 速度匀速行驶至 300mm 水深的涉水池（N1类涉水

深度为 200mm）中部，在涉水池中停车不低于 2min（不断电），

然后通过涉水池。

另外，安全性作为否决项，若车辆在涉水试验过程中，车辆的绝缘

监控系统提示安全类故障、或车辆在涉水池中自动切断动力无法依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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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动力驶出、或无法通过车内操纵打开乘客门，或试验中车辆出现 2 级

故障及以上影响车辆行驶的故障。则该车不进行各单项奖和全能奖的评

比。

（一）单项性能评分方法

上述项目中，除安全性能外，其余各项最佳值得 100 分，最差值得

60分，其余在 60～100 分区间内按插值法计算得分，即：

某车型单项测试项目得分=60+40×(测试值-最差值)/(最佳值-最差

值)。

（二）车辆综合性能评分方法

根据节能、续驶、动力、舒适、电磁兼容等单项得分对车辆综合性

能进行评价，并按表 2的权重计算总分，总分越高综合性能越好。

其中，节能评分根据吨百公里电耗加权计算得分；续航评分根据续

驶里程加权计算；动力性评分根据爬坡时间和加速时间进行加权计算；

舒适性评分根据车内噪声和平顺性进行加权计算，车内噪声分别根据匀

速和加速两种状态下，驾驶员耳旁噪声和后桥上方噪声的得分进行加权，

平顺性根据随机输入和脉冲输入两种工况测试结果进行加权计算；EMC 评

分根据在加速和匀速两种工况下，驾驶座椅处和后排座椅处的低频磁场

发射强度得分进行加权计算。主观评价作为摸底测试项不纳入总分评价。

表 2 新能源公交车指标权重分配表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 权重 项目 权重 项目 权重

1 节能 40% 吨百公里电耗 100% —— ——

2 续驶 20% 续驶里程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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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力 15%
爬坡时间 40% —— ——

加速时间 60% —— ——

4 舒适 20%

匀速车内噪声 40%
驾驶员耳旁噪声 60%

后桥上方噪声 40%

加速车内噪声 30%
驾驶员耳旁噪声 60%

后桥上方噪声 40%

平顺性 30%

随机输入后桥上方座

椅垂直振动
60%

脉冲输入后桥上方座

椅垂直振动
40%

5
电磁兼容

（EMC）

5%

低频磁场发射强度（匀

速）
50%

驾驶员座椅处低频磁

场发射强度
50%

后排座椅处低频磁场

发射强度
50%

低频磁场发射强度（加

速）
50%

驾驶员座椅处低频磁

场发射强度
50%

后排座椅处低频磁场

发射强度
50%

6 主观评价
摸底测

试项
驾驶员群体主观评价 100% —— ——

7 安全 否决项 涉水安全
否决

项
—— ——

二、试验方法及要求

（一）比赛准备

1.样车核查

比赛前对样车整备质量、车长、配置以及储能装置等参数按照产品

《公告》备案参数进行一致性核查，样车核查表见附表 2，其中车长公差

允许范围为±1%，整备质量公差允许范围为+3%（参赛车辆实测整备质量

低于《公告》参数值、为负公差时，应通过配重等方式达到《公告》参

数值），储能装置电量须和产品《公告》备案参数一致，且应保持状态

一致。

2.加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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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参赛样车在赛前须按要求进行加载（如果核查参赛车辆整备质

量低于备案值，先加载至规定的整备质量），5.80m～6.89m 和 6.90m～

8.0m 段车型按 1.5t 质量加载，8.005m～9m 段车型按 2t 质量加载；10m

以上车型统一按 3t质量加载。

3.其他

（1）比赛驾驶员须经专业培训且具有相关测试驾驶经验，循环赛驾

驶员统一由评价赛承办方提供，其余单项赛驾驶员可由参赛企业提供，

且在抽签分组结束后，相应车辆的驾驶员应熟悉车辆操作。

（2）比赛样车需配置符合GB/T 32960.3-2016要求的车载终端，并

在比赛期间将车载终端数据直接上传至主办方提供的监测平台，且要求

车载终端每1s向监测平台至少发送1次数据。

（3）参赛车辆的绝缘电阻监控系统设置的绝缘电阻监控报警值不低

于1000Ω/V，且在样车核查时对该报警值进行验证。

（二）试验方法

1.循环赛

（1）评价赛测试工况引用GB/T 38146.2-2019《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

2部分：重型商用车辆》的中国城市客车行驶工况（CHTC-B），如图1所

示。测试场地路线以及指示牌示意图如图2、图3所示，循环工况特征统

计见表3所示。比赛场地最小转弯半径和最大转弯半径分别为55m和150m，

直线段最大长度2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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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循环工况特征统计(公交车组)

循环

次数

行驶时间

(h)

行驶距

离(km）

平均速度

(km/h)

最高车速

(km/h)

最大加速

度（m/s
2
)

最大减速

度（m/s
2
)

怠速时

间(s)

怠速时间

比例(%)

6 2.2 32.94 15.08 45.6 1.26 1.32 2930 22.37

图 1 公交车比赛循环工况

图 2 比赛场地示意图

图 3 指示牌示意图

（2）比赛前，参赛样车SOC应大于80%，如果环境温度大于28℃，应

提前30分钟开启空调并在最短时间内调整车内温度至26℃（如开启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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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n内无法降低车内温度2℃及以上，按最低温度和最高风速设定状态

按时开始比赛，在第一个循环结束时，仍然无法降低车内温度2℃及以上，

取消节能奖评奖资格），然后将空调温度调整为26℃，风速调整至自动

或者中速档位，再开始比赛。

（3）循环赛正式开始，开启能耗仪，驾驶员按照循环工况进行驾驶

操作。其中，在一个完整的循环工况中设置两次开门状态，开门时刻分

别为每次循环开始后第908s和第1270s，每次开门时间为17s，如图1所示

位置。

（4）在循环工况中有停车起步、加速、滑行减速和制动减速停车等

工况，在整个赛道上相应停车位置上设有若干个提示标牌予以提示驾驶

员。驾驶员通过车辆综合性能测试仪指示行驶，应保证车辆的当前速度

和工况规定的行驶速度误差在±3km/h范围内，在每个试验循环中，允许

超出公差范围的累计时间不超过30s，测试组人员通过车辆综合性能测试

仪监控当前车速和速度偏差，并适时调整。

（5）如在循环赛过程中车内温度高于28℃，将空调设置为最低温度

（风速设定不变），直到不高于26℃，再将温度原设定基础上调低一档，

即设定为25℃继续比赛；如果车内温度仍然无法降低，继续调低温度，

直到最低档；在最低档温度设置下，如果温度仍有高于28℃的情况，则

再将风速调为最高档直至循环赛结束（在此空调设定下，如仍然无法降

低温度2℃及以上，取消节能项目评奖资格）。如在循环赛过程中温度低

于24℃，将温度设定调高一档，但也应保证温度在26℃±2℃以内，否则

按照前述方法调整。



13
，

（6）循环赛共进行6个完整的循环工况，每完成1个循环工况后，驾

驶员填写主观评价表，然后驾驶员依次按顺序进行轮换，待完成第6个循

环工况后，结束能耗测试，同时记录整个循环赛过程中的能耗值。

按测试耗电量/（测试里程×整车测试总质量）换算吨百公里能耗。

2.单项赛

（1）加速时间

将参赛车辆行驶至加速测试赛道，档位可采用参赛企业推荐的动力

输出模式档位，将车辆加速至（30±1）km/h，并维持该速度匀速行驶，

然后将加速踏步快速踩到底，使车辆加速至 60km/h，记录车辆 30km/h～

60km/h 的加速时间，在相反方向行驶再做一次测试，取两次测试时间的

算术平均值，单位为 s。

（2）爬坡测试

将车辆停放于试验坡道的起步区域，档位可采用参赛企业推荐的最

强动力输出模式档位，比赛坡道坡度为 12%，起动车辆，车辆全加速起步，

记录车辆从起步爬至坡顶的时间，单位为 s，共进行两次爬坡测试，取两

次爬坡时间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其中爬坡赛道长度约 57m，坡度

12%。

（3）匀速行驶车内噪声

将参赛车辆行驶至噪声测试赛道，空调温度设定为最低值，将冷风

风速调至最高档，车辆行驶档位选择 D 档或正常行驶档位，车辆以 50km/h

的速度匀速行驶，分别测量驾驶员耳旁和后桥上方的车内最大噪声值，

每个测量点进行往返各 1 次测量，并记录 A 计权等效声压值。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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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耳旁和后桥上方各测量点 2 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中间结果。

其中，后桥传声器布置在后桥上方通道中间（车辆纵向中心线上），高

度为后桥左侧座椅表面上方（0.7±0.05）m处。

（4）加速行驶车内噪声

将参赛车辆行驶至噪声测试赛道，空调温度设定为最低值，将冷风

风速调至最高档，车辆行驶档位选择最强动力输出模式档位，车辆原地

全加速起步，直至车速达到 50km/h，分别测量驾驶员耳旁和后桥上方的

车内最大噪声值，每个测量点往返各进行 1 次测量，并记录 A 计权等效

声压值。分别计算驾驶员耳旁和后桥上方测量点的 2 次测量结果的算术

平均值作为中间结果。其中，后桥传声器布置在后桥上方通道中间（车

辆纵向中心线上），高度为左侧座椅表面上方（0.7±0.05）m 处。

（5）涉水测试

车辆匀速行驶至涉水池起步位置，然后以 10km/h 的速度匀速行驶至

涉水池（涉水池深度 300mm）中部停车，不低于 2min（不断电），然后

通过涉水池，涉水试验共进行一次，测试中观察车载仪表是否提示绝缘

故障等信息。

（6）随机输入平顺性

车辆以 40km/h 的速度匀速通过平顺性测试路段，测量后桥上方座椅

的垂直振动，每次测量时间至少 15s，记录该座椅垂直方向加权加速度均

方根值，往返两个方向各进行 1 次测量。计算两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中间结果。其中，加速度传感器布置在后桥上方，左侧靠近通道

处的座椅上。



15
，

（7）脉冲输入平顺性

车辆以 30km/h 的速度匀速通过三角凸块，测量后桥上方座椅的垂直

振动，记录该座椅垂直方向最大加速度响应，往返两个方向各进行 1 次

测量，计算两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中间结果。其中，加速度传感器

布置在后桥上方，左侧靠近通道处的座椅上。

（8）主观评价（摸底测试项目）

结合循环比赛，按照表 5，由驾驶员对车辆进行主观评价。采用“差、

中、好”三档评分，根据主观感受分别评分“1、2、3分”。

表 5 主观评价项目和方法

评价方法：采用“差、中、好”三档评分，根据主观感受分别评分“1、2、3分”。

序号 项 目 方 法 评分

1.

直线行驶稳

定性主观评

价

1）直线行驶时，是否跑偏；

2）汽车加速时保持直线行驶的能力，是否跑偏和甩尾；

3）制动时保持直线行驶的能力，是否跑偏和甩尾

2.
转向操纵主

观评价

1）直线行驶时，小方向盘转角输入时，车辆响应是否直接和精确；

2）从转弯状态恢复到直线行驶状态的回正能力

3.
行车制动响

应主观评价

进行较轻和中等的行车制动时，评价：

1）评价制动踏板力的大小（是否发软、发硬），踏板力和踏板行程之

间的变化是否顺畅，是否有顿挫感；

2）是否可进行精确的制动调节，满足给定的工况曲线要求

4.
加速操纵响

应主观评价

踩踏板后加速响应的速度，加速过程中的顿挫感和平顺性，评价冲击、

抖动等情况

5.
操纵舒适性

评价

1）加速和制动踏板相互转换的方便性；

2）所用到的按钮旋钮等的手感和操纵力度舒适性

6.
制冷与通风

主观评价

在开启空调制冷功能后，在循环赛过程中，评价大腿、臀部、背部的

通气情况和发汗情况。如果循环赛中空调出现不制冷的情况，按最低

评 1 分

7.
工况曲线跟

踪能力评价

评价车辆按照规定的工况曲线行驶的操纵适应性，包括加速，制动，

恒速工况保持跟踪工况曲线的能力

对每一台车的主观评价，采用多个驾驶员轮流进行主观评价（在各

循环结束更换驾驶员时），然后对各驾驶员主观评价项目取平均值，并

累积求和作为主观评价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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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电磁兼容性

车辆荷电状态（SOC）在 20%以上，在两种车辆行驶状态下测试：一

是从静止状态以最大加速度行驶至 60km/h；二是匀速 40km/h 行驶。以

10Hz～400kHz 频率范围内低频磁场发射强度分别与国标 GB 8702-2014 规

定的磁场限值进行比较，得到各频率点的裕量值（限值减去测量值的代

数值），取其最小裕量值。测量位置分别是：1）驾驶员座椅处，以该位

置的最小裕量值作为测试结果；2）后排座椅处，取各测试点中的最小裕

量值作为测试结果。

（10）安全性

车辆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车辆的绝缘监控系统不提示安全类故障；

车辆不出现 2 级故障及以上影响车辆行驶的故障；车辆在涉水池中不发

生自动切断动力输出无法依靠自身动力驶出现象。

三、参考标准

GB 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8702-2014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T 4970-2009 汽车平顺性试验方法

GB/T 12543-2009 汽车加速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385-2005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GB/T 18386.2-2022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重型商用车辆

GB/T 25982-2010 客车车内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EB58F4DA91C9B2A2E05397BE0A0A7D33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EB58F4DA91C9B2A2E05397BE0A0A7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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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2960.3-2016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3部

分：通信协议及数据格式

GA 802-2019 道路交通管理 机动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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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能源载货车测评项目和方法

一、测试项目和评分方法

相关测试项目、指标及测试方法见表 1 所示。

表 1 新能源载货车测试项目、指标及测试方法

序号 项目 指 标 测试方法概要

1. 节能
吨百公里电

耗

车辆 SOC 在 80%以上开始出发，行驶约 33km，使用功率分析仪测试

循环赛过程中的电量，计算吨百公里耗电量（kWh/100km.t）

2. 续驶 续驶里程 根据循环工况的用电量和动力电池最大可用电量，推算续驶里程

3. 动力

爬坡时间
在坡度 18%的坡道底部起步并通过该坡道，记录车辆从起步爬至坡

顶的时间

加速时间
在平直路面上车辆原地起步，将加速踏板踩到底，加速至 50 km/h

以上，记录车辆从起步至车速达到 50 km/h 的时间

4. 舒适

随机输入平

顺性

车辆在平直路面上以 40km/h 的速度匀速行驶，测量副驾驶座椅处

的垂直方向加权加速度均方根值

脉冲输入平

顺性

车辆以 30km/h 的速度匀速通过三角凸块，测量副驾驶座椅处垂直

方向最大加速度响应

5.
制动

性
制动距离

总质量小于或等于 3500kg的车辆,在平直路面上保持 50 km/h 以上

匀速行驶，然后将制动踏板踩到底，减速至 0 km/h，记录车辆从

50 km/h 至 0 km/h 的距离，并监测车辆是否超出试验车道；总质

量大于 3500kg 的车辆,按 30 km/h 的初始速度进行制动

6. 安全
涉水性能

车辆以约 10km/h 速度匀速行驶至 300mm 水深的涉水池（N1类涉水

深度为 200mm）中部，在涉水池中停车不低于 2min（不断电），然

后通过涉水池。

制动性 制动试验时，车辆不应超出试验车道

7.
主观

评价

驾驶员群体

主观评分

(摸底测试)

对转向操纵、制动操纵、空调等方面进行主观评价

8.
电磁

兼容

低频磁场发

射强度(摸

底测试)

分别在从静止状态以最大加速度行驶至60km/h的工况和40km/h匀

速行驶的工况下，测量驾驶员座椅处的低频磁场发射强度裕量值

另外，安全性作为否决项，若车辆在涉水试验过程中，车辆的绝缘

监控系统提示安全类故障、或车辆在涉水池中自动切断动力无法依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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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动力驶出、或无法通过车内操纵打开车门，或制动性测试时车辆是超

出试验车道，或试验中车辆出现 2 级故障及以上影响车辆行驶的故障，

则该车不进行各单项奖和全能奖的评比。

（一）单项性能评分方法

上述项目中，除安全性能和电磁兼容性项目外，其余项目最佳值得

100 分，最差值得 60 分，其余在 60～100 的区间内按插值法计算得分，

即：

某车型单项测试项目得分=60+40×(测试值-最差值)/(最佳值-最差

值)。

（二）车辆综合性能评分方法

通过节能、续驶、动力、舒适、制动等单项得分对车辆综合性能进

行评价，并按表 2 的权重计算总分，总分越高综合性能越好。

其中，节能根据吨百公里电耗加权计算；续航根据续驶里程加权计

算；动力性根据爬坡时间和加速时间加权计算；制动性根据制动距离加

权计算；舒适性根据随机输入平顺性和脉冲输入平顺性两种工况测试结

果加权计算。载货汽车电磁兼容性和主观评价项目作为摸底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不计入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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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指标权重分配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 权重 项目 权重 项目 权重

1 节能 40% 吨百公里电耗 100% —— ——

2 续驶 25% 续驶里程 100% —— ——

3 动力 20%
爬坡时间 40% —— ——

加速时间 60% —— ——

4 舒适 5% 平顺性 100%

随机输入座椅上方

垂直振动
60%

脉冲输入座椅上方

垂直振动
40%

5 制动 10% 制动距离 100% —— ——

6 主观评价
摸底测

试项
驾驶员群体主观评价 100% —— ——

7
电磁兼容

（EMC）

摸底测

试项

匀速低频磁场发射强度 50%
驾驶员处低频磁场

发射强度裕量值
50%

加速低频磁场发射强度 50%
驾驶员处低频磁场

发射强度裕量值
50%

8 安全 否决项 涉水安全和制动稳定性
否决

项
—— ——

二、试验方法及要求

（一）比赛准备

1.样车核查

比赛开始前对样车整备质量、车长以及储能装置等参数、配置按照

产品《公告》备案参数进行一致性核查，样车核查表见附表 2，其中车长

公差允许范围为±1%，整备质量公差允许范围为+3%（参赛车辆实测整备

质量低于《公告》参数值、为负公差时，应通过配重等方式达到《公告》

参数值），储能装置电量须和产品《公告》备案参数一致，且应保持状

态一致。

2.加载质量

各组参赛样车在比赛开始前须按要求进行加载，如果核查参赛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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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备质量低于备案值，先加载至规定的整备质量，然后按照表 3 规定进

行加载。

表 3 加载质量规定

序号 车型类别 分组（最大总质量及结构型式） 加载质量

1.

N1类纯电动厢式

运输车

（3.2t 组）

最大总质量＞2800kg，且总质量≤3200 kg，车身长度

＞4700mm，且≤5200mm 的 N1类纯电动厢式运输车，车

厢结构整体封闭（与驾驶室连成一体、驾驶区与货舱

有效隔离），采用三类底盘或整车改装的纯电动厢式

运输车

额定载质量

（加载至最

大总质量）

2.

N1类纯电动厢式

运输车

（3.5t 组）

最大总质量＞3350kg，且≤3500kg 的 N1类纯电动厢式

运输车。车厢长度＞2500mm，车厢与驾驶室分离，采

用二类底盘改装的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额定载质量

（加载至最

大总质量）

3.

N2类纯电动厢式

运输车

（4.5t 组）

最大总质量＞4300kg，且≤4500kg 的 N2类纯电动厢式

运输车。车厢长度＞4000mm，车厢与驾驶室分离，采

用二类底盘改装的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额定载质量

（加载至最

大总质量）

4. 纯电动自卸车
四轴公路型纯电动自卸车，最大总质量为 31000kg，货

厢高度大于 1m

总质量加载

至 25000kg

5.
换电式纯电动自

卸车

四轴公路型换电式纯电动自卸车，最大总质量为

31000kg，货厢高度大于 1m

总质量加载

至 25000kg

3.其他

（1）比赛驾驶员须经专业培训且具有相关测试驾驶经验，循环赛驾

驶员统一由评价赛承办方提供，其余单项赛驾驶员可由参赛企业提供，

且在抽签分组结束后，相应车辆的驾驶员应熟悉车辆操作。

（2）比赛样车需配置符合GB/T 32960.3-2016要求的车载终端，并

在比赛期间将车载终端数据直接上传至主办方提供的监测平台，且要求

车载终端每10s向监测平台至少发送1次数据。

（3）参赛车辆的绝缘电阻监控系统设置的绝缘电阻监控报警值不低

于500Ω/V，且在样车核查时对该报警值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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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验方法

1.循环赛

（1）目前我国汽车具有出口量大，覆盖国家地区广，主要用于城市

短途运输的特点。循环工况拟按GB 30510-2018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

限值中采用的工况，即GB/T27840-2011中的C-WTVC工况循环（该工况在

全球重型商用车的WTVC基础上调整后生成），并以其中的市区循环部分

和公路循环部分为主体，结合GB∕T 38146.2-2019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

2部分：重型商用车辆部分工况，以及赛道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

比赛循环工况示意图如图1所示。单个循环工况总长度约5.49km。测试场

地、行车路线以及指示牌示意图如图2、图3所示，循环工况特征统计见

表3所示。比赛场地最小转弯半径和最大转弯半径分别为55m和150m，直

线段最大长度2200m。

图 1 载货车比赛循环工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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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比赛场地示意图

图 3 指示牌示意图

表 3 载货车循环工况特征统计示意

单个循环运

行时间(s)

单个循环行

驶距离(m)

总循环

次数

总行驶时

间(h)

行驶距离

(km）

平均速度

(km/h)

最高车速

(km/h)

930 5490 6 1.55 32.94 21.25 52.2

（2）比赛前，参赛样车SOC应大于80%，如果环境温度大于28℃，应

提前30分钟开启空调并在最短时间内调整车内温度至26℃（如开启空调

30min内无法降低车内温度2℃及以上，按最低温度和最高风速设定状态

按时开始比赛，在第一个循环结束时，仍然无法降低车内温度2℃及以上，

取消节能奖评奖资格），然后将空调温度调整为26℃，风速调整至自动

或者中速档位，再开始比赛。

（3）循环赛正式开始，开启能耗仪，驾驶员按照循环工况进行驾驶

操作。在循环工况中有停车起步、加速、减速和制动停车等工况，在整

个赛道上相应停车位置上设有若干个提示标牌予以提示驾驶员。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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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车辆综合性能测试仪指示行驶，保证车辆的当前速度和工况规定的

行驶速度误差在±3km/h范围内，在每个试验循环中，允许超出公差范围

的累计时间不超过30s，测试组人员通过车辆综合性能测试仪监控当前车

速和速度偏差，并适时调整。

（4）如在循环赛过程中车内温度高于28℃，将空调设置为最低温度

（风速设定不变），直到不高于26℃，再将温度在原设定基础上调低一

档，即设定为25℃继续比赛；如果车内温度仍然无法降低，继续调低温

度，直到最低档；在最低档温度设置下，如果温度仍有高于28℃的情况，

则再将风速调为最高档直至循环赛结束（在此空调设定下，如仍然无法

降低温度2℃及以上，取消节能项目评奖资格）。如在循环赛过程中温度

低于24℃，将温度设定调高一档，但也应保证温度在26℃±2℃以内，否

则按照前述方法调整。

（5）循环赛共进行6个完整的循环工况，每完成1个循环工况后，驾

驶员填写主观评价表，然后驾驶员依次按顺序进行轮换，待完成第6个循

环工况后，结束能耗测试，同时记录整个循环赛过程中的能耗值。

2.单项赛

（1）加速时间

将参赛车辆行驶至加速测试赛道停稳，将空调温度设定为最低值，

冷风风速调至最高档，可采用参赛企业推荐的最强动力输出模式档位，

然后将加速踏步快速踩到底，使车辆从静止加速至 50km/h 以上，记录车

辆的加速时间，在相反方向行驶再做一次测试，取正反方向两次测得结

果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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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爬坡测试

将车辆停放于试验坡道的起步区域，可采用参赛企业推荐的最强动

力输出模式档位，起动车辆，车辆全加速起步，记录车辆从起步爬至坡

顶的时间，单位为 s，共进行两次爬坡测试，取两次爬坡时间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最终结果。其中爬坡赛道长度约 30m，坡度 18%。

（3）涉水测试

车辆匀速行驶至涉水池起步位置，车辆以约 10km/h 速度匀速行驶至

300mm 水深的涉水池（N1类涉水深度为 200mm）中部，在涉水池中停车不

低于 2min（不断电），然后继续通过涉水池。涉水试验共进行一次，测

试中观察车载仪表是否提示绝缘故障等信息。N1类车型涉水深度为200mm，

其余车型涉水池深度为 300mm。

（4）随机输入平顺性

车辆以 40km/h 的速度匀速通过平顺性测试路段，测量副驾驶座椅处

的垂直振动，每次测量时间至少 15s，记录垂直方向加权加速度均方根值，

往返两个方向各进行 1次测量，取两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

加速度传感器布置在副驾驶处座椅上。

（5）脉冲输入平顺性

车辆以 30km/h 的速度匀速通过三角凸块，测量副驾驶座椅位置处的

垂直振动，记录该座椅垂直方向最大加速度响应，往返两个方向各进行 1

次测量，计算两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加速度传感器布置

在副驾驶处座椅上。

（6）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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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循环比赛，按照表 5，由驾驶员对车辆进行主观评价。采用“差、

中、好”三档评分，根据主观感受分别评分“1、2、3”分。对每一台车

的主观评价，采用多个驾驶员轮流进行主观评价（在各循环结束更换驾

驶员时），然后对各驾驶员主观评价项目取平均值，并累积求和作为主

观评价测试值，最终主观评价评分按照上述公式：60+40×(测试值-最差

值)/(最佳值-最差值)计算。

表 5 主观评价项目和方法

评价方法：采用“差、中、好”三档评分，根据主观感受分别评分“1、2、3”分。

序号 项 目 方 法 评分

1.

直线行驶稳

定性主观评

价

1）直线行驶时，是否跑偏；

2）加速时保持直线行驶的能力，是否跑偏和甩尾；

3）制动时保持直线行驶的能力，是否跑偏和甩尾

2.
转向操纵主

观评价

1）直线行驶时，小方向盘转角输入时，车辆响应是否直接和精确；

2）从转弯状态恢复到直线行驶状态的回正能力

3.

行车制动响

应主观评价

轻踩制动踏板，进行较轻和中等的行车制动时，评价：

1）评价制动踏板力的大小（是否发软、发硬），踏板力和踏板行程之

间的变化是否顺畅，是否有顿挫感；

2）是否可进行精确的制动调节，满足给定的工况曲线要求

4.
加速操纵响

应主观评价

踩踏板后加速响应的速度，加速过程中的顿挫感和平顺性，评价冲击、

抖动、噪声等情况

5.
操纵舒适性

评价

1）加速和制动踏板相互转换的方便性；

2）所用到的按钮旋钮等的手感和操纵力度舒适性

6.

制冷与通风

主观评价

在开启空调制冷功能后，在循环赛过程中，评价大腿、臀部、背部的

通气情况和发汗情况。如果循环赛中空调出现不制冷的情况，按最低

评 1 分

7.
工况曲线跟

踪能力评价

评价车辆按照规定的工况曲线行驶的操纵适应性，包括加速，制动，

恒速工况下，保持跟踪工况曲线的能力

（7）制动性

总质量小于或等于 3500kg 的车辆在平直路面上保持 50 km/h 以上匀

速行驶，然后将制动踏板踩到底，减速至 0 km/h，记录车辆从 50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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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0 km/h 的制动距离，并监测车辆是否超出试验车道。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车辆，按照 30km/h 的制动初速度进行制动试验。制动性试验在来回两

个方向上各进行一次，取两次结果的平均值。

（8）电磁兼容性

车辆荷电状态（SOC）在 20%以上，在两种行驶状态下测试，第一种

是从静止状态以最大加速度行驶至 60km/h，第二种是匀速 40km/h 行驶。

以 10Hz～400kHz 频率范围内的低频磁场发射强度分别与国标 GB

8702-2014 规定的磁场限值进行比较，得到各频率点的裕量值（限值减去

测量值的代数值），取其最小裕量值。测试点为驾驶员位置处。

（9）安全性

车辆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车辆的绝缘监控系统不提示安全类故障；

车辆不出现 2 级故障及以上影响车辆行驶的故障；车辆在涉水池中不发

生自动切断动力而无法依靠自身动力驶出现象；制动过程中，车辆不能

超出试验车道。

三、参考标准

GB 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8702-2014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 30510-2018 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

GB/T 4970-2009 汽车平顺性试验方法

GB/T 12543-2009 汽车加速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385-2005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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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386.2-2022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重型商用车辆

GB/T 25982-2010 客车车内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T 27840-2011 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测量方法

GB/T 32960.3-2016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3部

分：通信协议及数据格式

GB∕T 38146.2-2019 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 2 部分：重型商用车辆

GA 802-2019 道路交通管理 机动车类型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EB58F4DA91C9B2A2E05397BE0A0A7D33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EB58F4DA91C9B2A2E05397BE0A0A7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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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参赛企业及车型报名表

企业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 （公章） 联系人

生产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产品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商标

产品型号 车长（mm）

《公告》批次 充电方式 □交流 □直流

最大总质量（kg） 整备质量（kg）

货车额定载质量(kg)

（牵引车为鞍座最大允许

载质量）

《公告》续驶里程

（km）
公交车载客人数（人）

同配置车型（同整备质量）

上传合格证数（个）
空调冷热模式 □制冷 □冷暖

充电插座温度监控装置 □有 □无
熔断器和手动维

修开关
□有 无

产品基本配置信息

绝缘电阻监控系统 □ 配备 绝缘报警值（Ω）

动

力

电

池

系

统

生产企业

驱

动

电

机

系

统

生产企业

型 号 型 号

类 型 电压（V）

额定容量

（Ah）

额定功率

（kW）

总储电量

（kWh）

最大扭矩

(N.m)

其他情况说明

企业是否提单项赛驾驶员 □是 □否 其他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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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样车核查表

项目 参数 情况确认

整

车

VIN

车辆类别

生产企业

型号/同配置车型（同整备质量）上传合格证数

车辆里程表读数(km)

车长（mm）

整备质量（kg）/最大总质量（kg）

悬架型式

绝缘电阻监控系统报警值（Ω）

车内温度 26±2℃校核

熔断器和手动维修开关 □有 □无

充电插座温度监控装置 □有 □无

动

力

蓄

电

池

系

统

生产企业

类型

额定电压（V）

额定容量（Ah）

总储电量（kWh）

驱

动

电

机

系

统

生产企业

电机类型（交流/直流）

型号

电压（V）

额定功率（kW）

最大扭矩 (N.m)

备注：上述参数根据企业《公告》备案参数和样车实际状态进行核对，其中，车长变化在 1%以

内，整备质量应在+3%以内（为负公差时，应通过配重等方式达到《公告》参数值），储能装置

电量须和产品《公告》参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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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现场异常情况处理表

参赛企业名称：

参赛车辆型号名称：

现场异常情况描述

现场测试组：

时 间：

企业原因分析、解决措施及申请处理情况

参赛企业负责人：

时 间：

裁判组处理意见

裁判组：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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