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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进一步明确GB 7258中关于车辆行驶跑偏量的要求，为车辆行驶跑偏量测量提供技术依据。 

本标准由全国车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武汉科技大学、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阳）、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周兴林、郭敬、冉茂平、肖神清、袁四海、朱鑫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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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行驶跑偏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M类、N类车辆在平直道路上匀速行驶时跑偏量测量的试验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534    车辆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089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车辆行驶跑偏    The vehicle driving deviation 

车辆在平直道路上行驶时，在驾驶员不对方向盘施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车辆不能维持直线行驶的

状态自行偏离的现象。 

3.2 

跑偏量   Running deviation distance 

车辆沿道路中心线在规定的速度下匀速自由行驶六十米偏离中心线的距离（单位：米）。 

3.3 

跑偏角  Running deviation angle 

车辆在所选跑偏起点、终点时刻与道路中心线夹角的差值(单位：度)。 

4 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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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试验仪器设备 

试验所用的设备应满足相关试验项目的要求，试验前应检查测量设备，确认功能正常，试验仪器的

具体要求见表1。 

表1 试验仪器设备明细表 

仪器名称 测量参数 精度 采样频率 

风速仪 风速 ±2.00% / 

温湿度仪 
环境温度 ±1.0℃ / 

相对湿度 ±3.0%RH / 

气压表 大气压强 ±0.15kPa / 

时间测试仪 时间 ±0.05s / 

测速仪 车速 ±0.2km/h ≥20Hz 

定位仪 （X，Y） ±0.010m ≥20Hz 

4.2 环境 

试验环境要求应满足GB/T 12534的规定。此外，试验道路的侧向风速应小于2m/s。 

4.3 试验场地 

试验应在清洁、干燥、平坦的，用沥青或混凝土铺装的直线道路上进行。试验道路长不小于200m，

宽不小于6m。 

4.3.1 纵向坡度 

试验路面的纵向坡度应不超过0.10％。 

4.3.2 横向坡度 

试验路面的横向坡度应不超过0.50%。 

4.4 车辆条件 

车辆应干净，车窗和乘客舱内通风装置应关闭，除非试验车辆有特殊要求。驱动模式选择汽车制造

厂推荐的正常行驶驱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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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轮胎 

轮胎气压充至汽车制造厂规定值，左右气压一致，且轮胎型号、制造商、胎面花纹一致。轮胎花纹

深度应在初始花纹深度的50%至90%之间。 

4.4.2 载荷状态 

车辆为整车整备质量，除驾驶员和检测仪器外。 

4.5 其他 

其他试验条件及试验车辆的准备按GB/T 12534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过程 

5.1.1 被测车辆沿着测试道路（见图 1）中心线快速加速至 60km/h后，以 60km/h的车速匀速行驶至 A

点。 

5.1.2 当汽车前端达到 A点时双手松开方向盘，使车辆保持 60±2km/h 的车速行驶至终点 Pn点。在 A

点双手松开方向盘后车辆的横摆角速度应不大于 2（°）/s。 

5.1.3 从 0P 点开始以一定采样频率采集 1P 、 2P 、……、直至 nP 点，记录车辆的车速、方向、位置等

信息。 

5.1.4 为消除进入跑偏测试区时方向盘上残余作用力对车辆行驶跑偏量的影响，A点到 P0点的距离为

40m，不做数据采集。 

5.1.5 车辆在 P0、P1、……Pn的运动轨迹应能构成一条平滑曲线，否则该次测量结果无效。 

5.1.6 车辆按 5.1.1 条至 5.1.3条的要求往返进行，每个方向至少进行 3次。同一方向 3次测量结果

相差不大于 0.1m，则认为测量结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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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匀速行驶跑偏轨迹示意图 

5.2 数据处理 

5.2.1 跑偏量计算 

根据测量装置获取的被测车辆的轨迹信息，可对匀速试验各跑偏参数进行求解，具体求解过程如下： 

1）被测车辆在检测点 1P 、 2P 、…、 nP 的速度分别为 1V 、 2V 、…、 nV （单位：km/h），其对应的

相对于前一点的跑偏角度（单位时间跑偏角）为 1 、 2 、…、 n ，据此拟合出车速与单位时间

跑偏角的关系式
4

4

3

3

2

21 VaVaVaVaa  ，由此可以得到车速为V 时单位时间跑偏角 ； 

2）由V 和 对检测点 1P 、 2P 、…、 nP 的数据进行校正，得到校正后的曲线 ''1 nPP ； 

3）跑偏角  （°）为： 

  nn  1  .................................... (1) 

4）跑偏量 L （m）为：  

 
6.3

nsin2sinsin
tan)''(''''' 111




VTVTVT
XXYYYYL nnnn


  ........ (2) 

 

式中：n ——跑偏测试区内检测点的个数； 

),( nn YX ——被测车辆的行驶跑偏轨迹在检测区域终点处的坐标,单位：m； 

      )','( nn YX ——校正后的车辆跑偏行驶轨迹在检测区域终点处的坐标，单位：m； 

      )'',''( nn YX ——若不发生跑偏，被测车辆在检测区域终点处的坐标，单位：m； 

      V ——待测车速，单位：km/h；； 

      T ——相邻两个检测点之间的时间差，单位：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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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测车速V 下车辆在单位时间T 内的偏转角，单位：°； 

     n 、1 ——车辆在对应检测点处行驶方向与道路中心线夹角，单位：°。 

5.2.2 试验结果 

按附录A的形式记录有效数据，计算每个方向有效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取往、返数值中较大的作为

最终结果。 

5.3 车辆行驶跑偏量限值 

车辆行驶跑偏量要求如表2所示。 

表2 车辆行驶跑偏量限值 

车辆种类 M1、N1、M2、N2 M3、N3 

跑偏量限值（m）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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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车辆行驶跑偏试验数据表 

车辆生产厂                     车辆型号                    车辆编号                                                                         

车辆类别                       发动机号                   VIN号码                                          

整车整备质量             kg  试验质量              kg   变速箱型式                  

轮胎气压（kPa）  前：                 后：              轮胎型号               

气温              ℃  大气压力            kPa      风速        m/s             

试验地点                  试验日期                          驾驶员              

 

次数 行驶方向 有效值(m) 平均值（m） 跑偏量(m) 

1 

往 

 

 

 

2  

3  

4 

返 

 

 5  

6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现象：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