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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四轮驱动车辆场景越野能力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攀爬、丛林、沙漠、长途穿越等越野场景。本标准适用于燃油动力及非插

电式混合动力车辆动力类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089-2001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场景越野能力 Scenario off-road capability

特定越野场景中，四轮驱动车辆依靠自身动力传动系统、悬架系统、通过性参数以及越

野装备配置等性能，行驶通过复杂地形地面的能力。

3.2

越野能力评价 Off-road capability evaluation

依据特定越野场景对车辆越野能力的差异化需求，从动力传动系统、悬架系统、通过性

参数以及越野装备配置等多个维度，衡量车辆的特定场景越野能力，并形成定量化的越野能

力分数。

3.3

越野能力等级 Off-road capability rank

根据场景越野能力评价分数，按照越野能力由低到高，划分为 1-10 的等级，体现车辆

在特定越野场景中的越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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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攀爬比 Total drive ratio

车辆传动系统的最大传动比，通常为变速箱最低挡传动比、分动器低速挡传动比以及主

减速器传动比的乘积。

3.5

轮间限滑能力 Limited slip ability in drive axle

当驱动桥一侧车轮失去附着时，将车辆驱动力有效输出给具有良好附着车轮的能力。

3.6

车轮端单位质量牵引力Wheeltractionforce per kg

车辆动力单元驱动力经传动系统减速增扭后传递至车轮端的牵引力与车辆总质量的比

值。

3.7

综合续航里程 Cruising range

车辆单次加注满燃料后，所能够行驶的最高里程。根据油箱容积与WLTC（或 NEDC）
综合工况油耗计算得到。

3.8

悬架行程 Suspension travel

在水平地面，使用举升设备托起左前或右前车轮，当其余三个车轮中有任一车轮离开地

面时，举升设备的举升高度对应为该车辆的悬架行程。

3.9

越野场景可靠性 Reliability in off-road Scenario

车辆关键零部件，在越野场景中，无重大故障地完成越野行驶的能力或可能性。

3.10

日常通勤可靠性 Reliability in daily driving Scenario

车辆零部件，在日常通勤场景中，无故障地完成正常行驶及相关辅助功能的能力或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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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越野操作便利性 Operationconvenience of off-road equipment

车辆越野相关配置或功能，在越野场景中，实施操作的便利程度。

4 越野能力等级划分与标志

4.1 等级划分

针对攀爬、丛林、沙漠及长途穿越等四个越野场景，每个场景下车辆越野能力分为 10
个等级，从低到高对应 1-10级。场景越野能力级数越高，表示车辆的动力传动系统、悬架

系统、通过性参数及越野配置等方面，对该越野场景的适应能力越强，综合越野能力越高。

4.2 等级标志

等级标志由五轴雷达图构成，五个坐标轴范围为 0-10，分辨率为 0.1，分别对应车辆在

攀爬、丛林、沙漠、长途穿越场景的越野能力等级及日常通勤能力等级。

等级标志实行统一管理。

等级标志专属于参加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的同配置同款型车辆，当车辆重要配置发

生更新迭代，应向评定机构申请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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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

5.1 评价方法

针对攀爬、丛林、沙漠、长途穿越等越野场景及日常通勤场景，分别进行车辆能力分级

与评价。各场景下，车辆能力评价总分均为 1000 分，由满分为 10 分的单项评价分乘以该项

评价的场景权重得到。

单项评价时按“优秀”“良好”“中等”“较差”打分，评价内容、权重与分值分配见附

录 A。

根据车辆单项能力对不同场景下的越野能力贡献度的差异化，同一评价项依据不同场景

分别设定相应权重，但同一场景下所有单项权重总和为 100。

5.2 评价依据

针对场景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中，车辆单项能力的评价依据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5.2.1 基于性能参数的分数评价

针对能够以直接或间接数据参数体现车辆子系统场景越野能力的相关指标，采用性能参

数或结构设计参数，作为该项能力的评价依据，对该项目能力进行分数评价。如，发动机最

大转矩、最大功率，接近角、离去角等。

5.2.2 基于配置构型的分数评价

针对难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数据形式表征车辆子系统场景越野能力的相关指标，采用子系

统构型及配置作为评价依据，对该项目能力进行分数评价。如，四驱系统结构形式类型（分

时四驱、实时四驱、适时四驱），轮间限滑机构形式等。

5.2.3 基于主观评测的分数评价

基于主观评测的分数评价，针对难以客观量化的车辆子系统性能相关指标，通过用户反

馈大数据或经培训的评价人员，根据人体的视觉、听觉、触觉、体感等感觉器官，在典型的

场景越野中，对车辆的舒适性、稳定性、操控性等各项性能的主观感受，进行分数评价，将

评价结果进行综合权衡量化，单项满分 10 分。

5.3 评价内容

场景越野能力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动力传动及四驱系统、通过性几何参数、车身总体及结

构、悬架系统、越野配置及辅助功能、舒适性及可靠性等六个一级指标，并进一步分解为

44个二级指标。

5.3.1 动力传动及四驱系统

5.3.1.1 变速箱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变速箱类型、越野工况耐久性和可靠性，评价是否适用于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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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场景，是否容易出现过热保护、动力中断、动力流失等不利于越野行驶的故障或现象。

5.3.1.2 四驱系统

该指标主要从越野场景及日常通勤场景需求的角度，考查车辆的四驱系统结构、越野工

况耐久性和可靠性、以及日常通勤工况应对复杂路面条件的自适应能力，是否具有低速挡、

是否具有中央差速器、前后桥动力传递方式以及极限工况下的前后桥动力分配比例。

5.3.1.3 攀爬比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动力传动系统对动力单元输出扭矩的减速增扭能力。

5.3.1.4 轮间限滑能力（前桥）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前桥驱动力在左右车轮之间的分配能力，当一侧车轮失去附着力时，

是否能够将有效驱动力高效、持久、可靠地输出给有良好附着的车轮，是否能够接收驾驶员

的主动控制指令，是否存在动力输出跳变导致车辆侧滑或舒适性下降，是否具备相关安全性

控制逻辑或技术措施。

5.3.1.5 轮间限滑能力（后桥）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后桥驱动力在左右车轮之间的分配能力，当一侧车轮失去附着力时，

是否能够将有效驱动力高效、持久、可靠地输出给有良好附着的车轮，是否能够接收驾驶员

的主动控制指令，是否存在动力输出跳变导致车辆侧滑或舒适性下降，是否具备相关安全性

控制逻辑或技术措施。

5.3.1.6 轮胎花纹类型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所采用的轮胎花纹类型，是否满足典型越野场景或日常通勤场景，

对轮胎性能的坚固安全、附着稳定、静音节油等多样化的需求。

5.3.1.7 车轮端单位质量牵引力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动力传动至车轮端的牵引力情况。是否具有足够的车轮端牵引力储

备，能够适应高难度越野工况的挑战、深度的越野改装等。

5.3.1.8 0-100km/h加速时间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动力性能，是否具有足够的加速能力，能够完成部分高难度越野工

况的挑战。

5.3.1.9 综合续航里程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在单次加注满燃料之后的续航能力情况，是否具有足够的续航里程

支持完成相关越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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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通过性几何参数

5.3.2.1 接近角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几何通过性，在通过各种障碍（陡坡、侧坡、壕沟、台阶等）时，

避免发生触头失效的能力。

5.3.2.2 离去角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几何通过性，在通过各种障碍（陡坡、侧坡、壕沟、台阶等）时，

避免发生拖尾失效的能力。

5.3.2.3 纵向通过角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几何通过性，在通过各种障碍（陡坡、侧坡、壕沟、台阶等）时，

避免发生顶起失效的能力。

5.3.2.4 最小离地间隙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几何通过性，在通过各种障碍（陡坡、侧坡、壕沟、台阶等）时，

能够无碰撞地通过地面凸起的能力。

5.3.2.5 最小转弯半径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几何通过性，是否具有能够通过狭窄弯曲地带或绕过不可越过的

障碍物的能力。

5.3.3 车身总体及结构

5.3.3.1 车身尺寸级别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在成员乘坐空间及行李装载空间上的能力表现，是否满足典型越野

场景或日常通勤场景，对于车身尺寸级别的差异化需求。

5.3.3.2 车身结构类型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车身结构类型在刚度、可靠性、耐久性、轻量化等方面的性能特

点，是否满足典型越野场景或日常通勤场景，对于车身结构类型的差异化需求。

5.3.3.3 涉水深度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所能通过的安全水域的最大深度，是否出现发动机吸气口进水、排

气口进水、冷却风扇浸入水中、部分电器或线路短路等。

5.3.3.4 最大侧倾稳定角

该指标通过最大侧倾稳定角，考查车辆在侧坡路面行驶时的抗侧倾能力，是否容易在侧

坡行驶工况中发送侧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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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5 防滚架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是否安装有防滚架，是否能够增强车身强度和抗扭曲度，是否能够

起到保护车内乘员的重要作用，是否侵占车内乘坐空间等。

5.3.4 悬架系统

5.3.4.1 悬架行程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行驶至馒头包、炮弹坑、起伏地形等交叉轴工况时，车轮保持与地

面贴合附着的能力。

5.3.4.2 悬架结构形式（前桥）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前悬架结构形式与越野场景及日常通勤场景的适应度情况，是否

有利于改装，是否有利于提高通过性，是否具有较小的非簧载质量，左右侧车轮是否能够独

立跳动，是否有利于降低车辆质心。

5.3.4.3 悬架结构形式（后桥）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后悬架结构形式与越野场景及日常通勤场景的适应度情况，是否

有利于改装，是否有利于提高通过性，是否具有较小的非簧载质量，左右侧车轮是否能够独

立跳动，是否有利于降低车辆质心。

5.3.4.4 悬架刚度先进技术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悬架的弹性元件结构形式与越野场景及日常通勤场景的契合度情

况，是否具有较强的越野可靠性，是否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刚度特性，是否具有变刚度调节或

控制能力，是否具有车高或车身姿态调节或控制能力，是否具有智能化的越野或通勤场景自

适应能力。

5.3.4.5 悬架阻尼先进技术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悬架的阻尼元件结构形式与越野场景及日常通勤场景的契合度情

况，是否具有较强的越野可靠性，是否具有良好的散热能力，是否能够通过手动、自适应或

电控等方式调节阻尼特性的能力，是否具有智能化的越野或通勤场景自适应能力。

5.3.4.6 横向稳定控制先进技术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的横向稳定控制先进技术，是否能够在越野场景下断开横向稳定杆

或者通过电动或液压技术降低悬架系统侧倾刚度，是否能够在高速行驶时连接横向稳定杆或

者通过电动或液压技术提高悬架系统侧倾刚度。

5.3.5 越野配置及辅助功能

5.3.5.1 强化拖车钩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配备的强化拖车钩情况，是否具有足够的强度、数量，能够满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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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场景活动中的自救或互救需求。

5.3.5.2 绞盘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配备的越野绞盘情况，是否具有足够的牵引力，是否便于操作，是

否具有抗污、防水能力及较高的可靠性。

5.3.5.3 涉水喉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是否配置有涉水喉等装备，是否能够有效抬高发动机进气口位置，

是否能够有效防止车辆在涉水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是否能够滤除发动机吸入空气中的沙尘。

5.3.5.4 防脱圈车轮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是否配置有防脱圈车轮等装备，是否能够帮助车辆在越野场景低胎

压行驶时，避免发生轮胎脱圈故障。

5.3.5.5 陡坡缓降功能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是否配置有陡坡缓降功能，是否能够帮助驾驶员自动控制车辆平稳

通过陡峭的下坡坡段。

5.3.5.6 低速越野巡航功能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是否配置有低速越野巡航或相关类似功能，是否能够根据驾驶员设

定车速目标，实现越野场景下的低车速闭环控制，是否能够帮助驾驶员轻松应对，包括沙地、

泥地、炮弹坑、碎石路、陡坡攀爬等，各种复杂路面工况。

5.3.5.7 辅助转向功能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是否配置有辅助转向功能，该功能开启后是否能够有效减少转弯半

径，是否能够帮助提高车辆在狭小地形地域条件下的通过性。

5.3.5.8 地形模式（选择）控制功能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是否配置有地形模式（选择）控制系统，是否能够有效提高相应越

野地形工况下的车辆通过能力，是否能够自动识别地形工况为驾驶员提供有效的通过性辅助，

是否设置有丰富的地形模式以满足车辆复杂多样的越野工况需求。

5.3.5.9 自适应巡航及车道辅助功能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是否配置有自适应巡航及车道辅助功能，是否能够有效降低驾驶员

长途驾驶的疲劳度。

5.3.5.10 影像辅助功能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是否配置有影像辅助功能，是否能够通过视觉影像技术，清晰呈现

车辆 360°环境及车辆底部环境的虚拟视图，是否能够在复杂环境场景下，为驾驶员观察并

掌握车辆状态提高有效帮助。



T/CAAMTB XX-202X

9

5.3.5.11 涉水辅助功能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是否配置有涉水辅助功能，是否能够通过视觉或听觉的方式，向驾

驶员显示或提示涉水深度等辅助信息，提高涉水越野场景的行驶安全。

5.3.6 舒适性及可靠性

5.3.6.1 良好铺装路面行驶舒适性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在良好铺装路面行驶时的行驶舒适性，车辆轮胎、底盘悬架系统和

座椅是否能够有效衰减路面不平激励所引起的振动。

5.3.6.2 越野非铺装路（地）面行驶舒适性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在越野非铺装路（地）面行驶时的行驶舒适性，如越野路、碎石路、

搓板路、鹅卵石路、比利时路、沙地等，车辆轮胎、底盘悬架系统和座椅是否能够有效衰减

路面（地面）不平激励所引起的振动。

5.3.6.3 良好铺装路面操纵稳定性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在良好铺装路面上高速行驶时的操纵稳定性，车辆是否能够在驾驶

员不感觉过分紧张、疲劳的条件下，按照驾驶员通过转向系及转向车轮给定的方向（直线或

转弯）行驶，车辆是否能够有效抵抗外界干扰（路不平、侧风、货物或乘客偏载），保持稳

定行驶。

5.3.6.4 采暖降温性能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空调系统在严寒或高温环境下，是否具备能够快速调整车辆内部温

度，以达到迅速令驾驶员及乘客感到舒适的能力。

5.3.6.5 防尘防水性能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驾驶室的密封性能，是否能够在典型越野场景下，对外界粉尘、外

界流水等起到有效的密封阻隔。

5.3.6.6 越野场景可靠性满意度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用户对车辆在越野场景下的可靠性满意度，是否能够无重大故障地

完成越野行驶活动。

5.3.6.7 日常通勤可靠性满意度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用户对车辆在日常通勤场景下的可靠性满意度，是否能够无故障地

完成正常行驶及相关辅助功能。

5.3.6.8 越野操作便利性满意度

该指标主要考查车辆用户在典型越野场景中开展越野驾驶活动时，对车辆的四驱、差速

锁、地形模式等相关越野配置操作便利情况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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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评价人员

5.4.1 熟悉车辆行业法规和政策，熟悉车辆总体设计、评价与测试等工作，并经分级与评

价培训合格。

5.4.2 具有维护分级与评价工作客观、公平、公正的职业道德。

5.5 分级方法

车辆场景越野能力得分除以一百，并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即是车辆在该场景下的越野能

力级别。

5.6 分级与评价

5.6.1 汽车制造商、经销商及个人用户均可向评定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车型参数及

被评价车辆；

5.6.2 评定机构根据细则开展分级与评价，并出具分级与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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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内容及评价方法

表 A.1 规定了攀爬场景中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内容及评价方法

表 A.1场景越野能力评价结果统计表

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场景

权重

单项

得分

评价

方法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动 力

传 动

及 四

驱 系

统

400

变速箱 6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四驱系统 6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比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轮间限滑能力（前桥）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轮间限滑能力（后桥） 8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类型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车轮端单位质量牵引力 8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0-100km/h 加速时间 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综合续航里程 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通 过

性 几

何 参

数

200

接近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离去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纵向通过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小离地间隙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小转弯半径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车身

总体

及结

构

100

车身尺寸级别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车身结构类型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深度 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大侧翻稳定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防滚架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 架

系统
200

悬架行程 1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结构形式（前桥）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结构形式（后桥）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刚度先进技术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阻尼先进技术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横向稳定控制先进技术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越 野

配 置

及 辅

助 功

能

50

强化拖车钩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绞盘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喉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防脱圈轮胎 1.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陡坡缓降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低速越野巡航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辅助转向功能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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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场景

权重

单项

得分

评价

方法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地形模式（选择）控制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自适应巡航及车道辅助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影像辅助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辅助功能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舒 适

性 可

靠性

50

良好铺装路面行驶舒适性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非铺装路（地）面行驶舒适

性
1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良好铺装路面操纵稳定性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采暖降温性能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防尘防水性能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场景可靠性满意度 2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日常通勤可靠性满意度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操作便利性满意度 1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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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规定了丛林场景中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内容及评价方法

表 A.2 丛林场景越野能力评价结果统计表

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场景

权重

单项

得分

评价

方法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动 力

传 动

及 四

驱 系

统

320

变速箱 6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四驱系统 6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比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轮间限滑能力（前桥）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轮间限滑能力（后桥）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类型 8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车轮端单位质量牵引力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0-100km/h 加速时间 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综合续航里程 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通 过

性 几

何 参

数

240

接近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离去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纵向通过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小离地间隙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小转弯半径 8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车身

总体

及结

构

120

车身尺寸级别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车身结构类型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深度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大侧翻稳定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防滚架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 架

系统
200

悬架行程 1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结构形式（前桥）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结构形式（后桥）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刚度先进技术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阻尼先进技术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横向稳定控制先进技术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越 野

配 置

及 辅

助 功

能

70

强化拖车钩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绞盘 1.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喉 1.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防脱圈轮胎 1.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陡坡缓降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低速越野巡航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辅助转向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模式（选择）控制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自适应巡航及车道辅助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影像辅助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辅助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T/CAAMTB XX-202X

14

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场景

权重

单项

得分

评价

方法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舒 适

性 可

靠性

50

良好铺装路面行驶舒适性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非铺装路（地）面行驶舒适

性
1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良好铺装路面操纵稳定性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采暖降温性能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防尘防水性能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场景可靠性满意度 2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日常通勤可靠性满意度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操作便利性满意度 1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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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规定了沙漠场景中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内容及评价方法

表 A.3 沙漠场景越野能力评价结果统计表

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场景

权重

单项

得分

评价

方法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动 力

传 动

及 四

驱 系

统

400

变速箱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四驱系统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比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轮间限滑能力（前桥）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轮间限滑能力（后桥） 8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类型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车轮端单位质量牵引力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0-100km/h 加速时间 6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综合续航里程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通 过

性 几

何 参

数

200

接近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离去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纵向通过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小离地间隙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小转弯半径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车身

总体

及结

构

100

车身尺寸级别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车身结构类型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深度 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大侧翻稳定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防滚架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 架

系统
200

悬架行程 1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结构形式（前桥）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结构形式（后桥）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刚度先进技术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阻尼先进技术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横向稳定控制先进技术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越 野

配 置

及 辅

助 功

能

50

强化拖车钩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绞盘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喉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防脱圈轮胎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陡坡缓降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低速越野巡航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辅助转向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模式（选择）控制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自适应巡航及车道辅助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影像辅助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辅助功能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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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场景

权重

单项

得分

评价

方法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舒 适

性 可

靠性

50

良好铺装路面行驶舒适性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非铺装路（地）面行驶舒适

性
1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良好铺装路面操纵稳定性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采暖降温性能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防尘防水性能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场景可靠性满意度 2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日常通勤可靠性满意度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操作便利性满意度 1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T/CAAMTB XX-202X

17

表 A.4规定了长途穿越场景中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内容及评价方法

表 A.4 长途穿越场景越野能力评价结果统计表

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场景

权重

单项

得分

评价

方法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动 力

传 动

及 四

驱 系

统

340

变速箱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四驱系统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比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轮间限滑能力（前桥）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轮间限滑能力（后桥） 8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类型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车轮端单位质量牵引力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0-100km/h 加速时间 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综合续航里程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通 过

性 几

何 参

数

200

接近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离去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纵向通过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小离地间隙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小转弯半径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车身

总体

及结

构

170

车身尺寸级别 6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车身结构类型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深度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大侧翻稳定角 4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防滚架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 架

系统
160

悬架行程 6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结构形式（前桥）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结构形式（后桥）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刚度先进技术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阻尼先进技术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横向稳定控制先进技术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越 野

配 置

及 辅

助 功

能

65

强化拖车钩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绞盘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喉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防脱圈轮胎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陡坡缓降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低速越野巡航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辅助转向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模式（选择）控制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自适应巡航及车道辅助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影像辅助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辅助功能 0.2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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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场景

权重

单项

得分

评价

方法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舒 适

性 可

靠性

65

良好铺装路面行驶舒适性 0.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非铺装路（地）面行驶舒适

性
2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良好铺装路面操纵稳定性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采暖降温性能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防尘防水性能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场景可靠性满意度 2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日常通勤可靠性满意度 0.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操作便利性满意度 1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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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规定了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适应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内容及评价方法

表 A.5 日常通勤场景适应能力评价结果统计表

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场景

权重

单项

得分

评价

方法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动 力

传 动

及 四

驱 系

统

400

变速箱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四驱系统 8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比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轮间限滑能力（前桥）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轮间限滑能力（后桥）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类型 4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车轮端单位质量牵引力 8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0-100km/h 加速时间 3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综合续航里程 3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通 过

性 几

何 参

数

100

接近角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离去角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纵向通过角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小离地间隙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小转弯半径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车身

总体

及结

构

100

车身尺寸级别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车身结构类型 6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深度 0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最大侧翻稳定角 2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防滚架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 架

系统
230

悬架行程 1 参数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结构形式（前桥） 8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结构形式（后桥） 8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刚度先进技术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悬架阻尼先进技术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横向稳定控制先进技术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越 野

配 置

及 辅

助 功

能

60

强化拖车钩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绞盘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喉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防脱圈轮胎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陡坡缓降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低速越野巡航功能 0.5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辅助转向功能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模式（选择）控制功能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自适应巡航及车道辅助功能 2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影像辅助功能 1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涉水辅助功能 0 配置评价 10-8 7-5 4-2 1-0



T/CAAMTB XX-202X

20

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场景

权重

单项

得分

评价

方法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舒 适

性 可

靠性

110

良好铺装路面行驶舒适性 2.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非铺装路（地）面行驶舒适

性
0.5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良好铺装路面操纵稳定性 2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采暖降温性能 1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防尘防水性能 1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场景可靠性满意度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日常通勤可靠性满意度 2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操作便利性满意度 2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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