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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２５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机动车污染

物排放对环境的污染，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

车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技术要求》等三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技术要求 （ＨＪ ４３７—
２００８）；

二、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放控制系统耐久性技术要求 （ＨＪ ４３８—２００８）；
三、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在用符合性技术要求 （ＨＪ ４３９—２００８）。
以上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

站 （ｂｚ ．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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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机动车污染

物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及其压燃式发动机、装用以天然气 （ＮＧ）或液化石油气
（ＬＰＧ）作为燃料的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及其点燃式发动机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
法。本标准是对 ＧＢ １７６９１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
法 （中国Ⅲ、Ⅳ、Ⅴ阶段）》中关于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内容的补充。

本标准技术内容修改采用欧盟 （ＥＵ）指令 ２００５ ／ ５５ ／ ＥＣ 《关于协调各成员国采取措施防治车用压
燃式发动机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排放，以及燃用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的车用点燃式发动机气态污染物

排放法律的理事会指令》，以及其修订指令 ２００５ ／ ７８ ／ ＥＣ、２００６ ／ ５１ ／ ＥＣ 中的有关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
的内容。

本标准附录 Ａ、附录 Ｂ、附录 Ｃ、附录 Ｄ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济南汽车检测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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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

汽车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技术要求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及其压燃式发动机、装用以天然气 （ＮＧ）或液化石油气
（ＬＰＧ）作为燃料的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及其点燃式发动机的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设计车速大于 ２５ ｋｍ ／ ｈ 的 Ｍ２、Ｍ３、Ｎ１、Ｎ２ 和 Ｎ３ 类及总质量大于 ３ ５００ ｋｇ 的 Ｍ１ 类
机动车装用的压燃式 （含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及其车辆的 ＯＢＤ 系统的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
查。

若装备压燃式 （含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的 Ｎ１ 和 Ｍ２ 类车辆已经按照 ＧＢ １８３５２ ３—２００５ 《轻型
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阶段）》的规定进行了 ＯＢＤ系统型式核准，则其发动机
可不按本标准进行型式核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１７６９１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

Ⅲ、Ⅳ、Ⅴ阶段）

ＧＢ １８３５２ ３—２００５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阶段）

ＨＪ ４３８—２００８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放控制系统耐久性技术要求

ＩＳＯ ２５７５ 道路车辆 控制指示器和信号用符号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３ 道路车辆 车辆与排放有关诊断用外部试验装置之间的通讯 第 ３ 部分：诊断连
接器和相关的电路：技术要求及使用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４ 道路车辆 车辆与排放有关诊断用外部试验装置之间的通讯 第 ４ 部分：外部试
验装置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 道路车辆 车辆与排放有关诊断用外部试验装置之间的通讯 第 ５ 部分：排放相
关的诊断服务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６：２００５ 道路车辆 车辆与排放有关诊断用外部试验装置之间的通讯 第 ６ 部分：诊
断故障代码的定义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４ 道路车辆 对控制器区域网 （ＣＡＮ）的诊断 第 ４ 部分：与排放有关系统的要求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 推荐标准：串行控制和通讯车辆网络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３ 车辆外部诊断连接器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７３ 应用层 诊断

ＳＡＥ Ｊ２０１２ 诊断故障代码的定义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 １７６９１ 和 ＨＪ ４３８—２００８ 确立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 １ 失效策略 ｄｅｆｅａ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下述任何一种策略均被认为是失效策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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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辅助排放控制策略 （ＡＥＣＳ），它使汽车在合理的正常使用条件下，排放控制效能低于基础排
放控制策略 （ＢＥＣＳ）下的排放控制效能；或

一种基础排放控制策略 （ＢＥＣＳ），它可对型式核准试验工况和其他运行工况加以区分，当发动机
或汽车在型式核准试验工况之外的工况下运行时，排放控制效能低于型式核准水平；或

ＯＢＤ系统可对型式核准试验工况和其他运行工况加以区分，当发动机或汽车在型式核准试验工
况之外的工况下运行时，提供低于型式核准时的监测水平 （及时性准确性）。

３２ 降氮氧化物 （ｄｅＮＯｘ）系统 ｄｅＮＯｘ ｓｙｓｔｅｍ
设计用来降低氮氧化物 （ＮＯｘ）的排气后处理系统 ［如主动和被动的稀燃式发动机的 ＮＯｘ 催化

器，吸附型 ＮＯｘ 催化器以及选择性催化还原 （ＳＣＲ）系统］。

３３ 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ｅＮＯｘ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ｆｉｌｔｅｒ
设计用来同时减少氮氧化物 （ＮＯｘ）和颗粒物 （ＰＭ）的排气后处理系统。

３４ 排气后处理系统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安装在发动机排气系统中的催化转化器 （氧化或三效），颗粒物捕集器、ｄｅＮＯｘ 系统、组合式降

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或其他任何能降低排气污染物的装置，但不包括废气再循环 （ＥＧＲ）系统。

３５ 排放控制系统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指排气后处理系统、发动机电控单元 （ＥＥＣＵ）、安装在发动机排气装置中为 ＥＥＣＵ 提供输入信号

或接受 ＥＥＣＵ输出信号的排放相关部件、ＥＥＣＵ与任何其他动力总成或汽车排放控制单元之间的通信
界面 （硬件或软件，如适用）。

３６ 排放控制监测系统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用来确保 ＮＯｘ 控制措施按照第 ５ ５ 条的要求在发动机系统上正确执行的监测系统。

３７ 发动机系统 ｅｎｇ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发动机电控单元 （ＥＥＣＵ）与任何其他传动系或汽车的控制单元之间的

通信界面 （硬件和软件）。

３８ 排放默认模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ｍｏｄｅ
当 ＯＢＤ系统监测到排放控制策略 （ＥＣＳ）的故障并且故障指示器已被激活时，一种辅助排放控制

策略 （ＡＥＣＳ）将被激活，在这种策略下不再从已失效的部件或系统获得输入信号。

３９ 取力装置 ｐｏｗｅｒ ｔａｋｅ ｏｆｆ ｕｎｉｔ
由发动机驱动的功率输出装置，可为汽车上安装的辅助设备提供动力。

３１０ 故障 ｍ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指排放控制系统的劣化或失效 （包括电器失效），这些劣化或失效会导致排放超出第 ５ １ ３ 条中

规定的限值或导致排气后处理系统由于无法达到其正常功能的工作范围而导致排放物超出第 ５ １ ３ 条
中的限值 （如适用）；或 ＯＢＤ系统本身不能完成本标准监测要求的任何情况。另外制造企业可把排放
未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中规定的限值的劣化和失效也认为是故障。

３１１ 严重功能性故障 ｍａｊ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
排气后处理系统中永久的或暂时性故障。这些故障会立刻或即将导致发动机系统气体或颗粒污染

物排放增加，而这种排放物的增加程度是不能由 ＯＢＤ系统正确估计到的。

３１２ 故障指示器 ｍ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ＭＩ）
当连接于 ＯＢＤ系统的与排放相关的任何零部件或 ＯＢＤ 系统本身发生故障时，能清楚地提示汽车

驾驶员的一种可视的指示器。

３１３ ＯＢＤ 发动机系族 ＯＢＤ ｅｎｇｉ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
进行 ＯＢＤ系统型式核准时，制造企业按第 ８ １ 条要求制造的具有相同 ＯＢＤ 系统设计参数的一组

发动机系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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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反应剂 ｒｅａｇｅｎｔ
贮存于车载贮存罐内一种介质，按照排放控制系统的要求供给排气后处理系统 （如需要）。

３１５ 暖机循环 ｗａｒｍｕｐ ｃｙｃｌｅ
发动机经充分运转，使冷却液温度比发动机启动时上升至少 ２２ Ｋ，并到达一个最低温度 ３４３ Ｋ

（７０ ℃）的过程。
３１６ 访问 Ａｃｃｅｓｓ

通过标准的诊断串行接口，获取所有与排放相关的 ＯＢＤ 数据。该数据包括与汽车排放相关的零
部件检查、诊断、维护或修理时的所有故障代码。

３１７ 缺陷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汽车 ＯＢＤ系统中，有最多不超过两个独立部件或系统被 ＯＢＤ 系统间断或连续监测，而这些监

测的工作特性会影响 ＯＢＤ 系统对这些部件或系统的其他方面的有效监测，或者不能逐条满足 ＯＢＤ
系统的所有要求。根据第 ４  ４ 条的要求，可以批准型式核准、注册和销售带有这种缺陷的发动机
或汽车。

３１８ 劣化部件 ／系统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 ｓｙｓｔｅｍ
为进行 ＯＢＤ系统型式核准试验，制造企业用可控方法特制的已劣化的发动机系统或排气后处理

的部件 ／系统。
３１９ ＯＢＤ试验循环 ＯＢＤ ｔｅｓｔ ｃｙｃｌｅ

ＥＳＣ另一版本的试验循环，与 ＧＢ １７６９１ 附录 Ｂ 附件 ＢＡ 第 ＢＡ２ ７ 条规定的 ＥＳＣ 循环具有相同顺
序的 １３ 工况，但每个工况的时间减少为 ６０ ｓ。
３２０ 操作循环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用于确认熄灭故障指示器 （ＭＩ）的工况循环。它由发动机启动、发动机运转、发动机停机和一
直到下次发动机起动的时间过程组成，在这个循环期间 ＯＢＤ 系统应能完成监测，若存在故障应能被
监测到。

３２１ 预处理循环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
为了使发动机运行稳定、使排放控制系统和 ＯＢＤ 系统监测准备就绪，至少运行三个连续的 ＯＢＤ

试验循环或排放测试用试验循环。

３２２ 无限制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不依靠从制造企业获得的访问码或类似设备就可进行的访问，或如果被访问的信息是非标准化

的，则不需要任何独特的解码信息就可对所产生的数据进行访问。

３２３ 修理信息 ｒｅｐａｉ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制造企业向授权经销商 ／修理厂提供的对汽车进行诊断、维护、定期监测或修理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些信息应包括维修手册、技术指南、诊断信息 （如用于测量的理论最小值和最大值）、电路图、适

用于某发动机机型的软件标定识别号、根据车辆制造企业的规定关于电子系统的软件升级信息、对个

别和特殊情况的说明、有关工具和设备的资料、数据记录信息、双向监测和试验的数据。制造企业有

权不提供受知识产权和法律保护的信息，或作为制造企业 ／或零部件供应商的专门技术秘密，但不应
该不正当地隐瞒必要的技术信息。

４ 型式核准及申请

４１ 型式核准的申请

ＯＢＤ系统型式核准的申请按照 ＧＢ １７６９１ 中第 ４ 章的规定执行，制造企业应同时提供本标准附录
Ａ要求的相关信息。
４２ 型式核准试验

ＯＢＤ系统型式核准试验应按附录 Ｂ规定的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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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发动机系族中选择一台有代表性的发动机机型 （见 ＧＢ １７６９１ 第 ９ 章）用于 ＯＢＤ 系统验证试
验，或可把 ＯＢＤ发动机系族内源机的 ＯＢＤ系统的试验报告提交型式核准机构，申请扩展核准，替代
实测 ＯＢＤ系统验证试验。
４３ 型式核准

按照第 ４ ２ 条的方法进行核准试验并满足第 ５ 章要求的发动机机型 ／车型将被给予型式核准。
４４ 存在缺陷的 ＯＢＤ系统的型式核准
４４  １ 即使 ＯＢＤ系统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缺陷而不能完全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制造企业仍可向型式核
准机构提出型式核准申请的请求。

４４  ２ 型式核准机构考虑该请求时，应确认制造企业提出的缺陷要求是否可行合理。

型式核准机构应对制造企业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制造企业应详细说明下列因素但不限于：技术

可行性、订货交货时间和生产周期 （包括发动机设计和电控单元编程逐渐采用和淘汰周期）、ＯＢＤ 系
统满足本标准要求的有效性以及制造企业为满足本标准的各项要求所作努力，接受标准所演化出来的

全部内容。

４４  ３ 型式核准机构不接受完全没有诊断监测的缺陷申请。

４４  ４ 型式核准机构不接受制造企业未考虑第 ５ １ ３ 条规定限值的缺陷申请。
４４  ５ 在确定识别缺陷的顺序时，应首先确定关于第 ５ ３ ２ １ 条、第 ５ ３ ２ ２ 条、第 ５ ３ ２ ３ 条、第
５ ３ ２ ４ 条和第 ５ ３ ５ 条关于 ＯＢＤ１ 阶段的缺陷，和第 ５ ４ ２ １ 条、第 ５ ４ ２ ２ 条、第 ５ ４ ２ ３ 条、第
５ ４ ２ ４ 条和第 ５ ３ ５ 条关于 ＯＢＤ２ 阶段的缺陷。
４４  ６ 在型式核准之前或在型式核准时，除附录 Ｄ 第 Ｄ８ ５ 条规定之外，不批准任何有关第 ５ ３ ３
条、第 ５ ５ 条和附录 Ｄ要求内容的缺陷。
４４  ７ 有缺陷期

４４  ７  １ 发动机机型和装用该发动机机型的汽车自型式核准之日起，两年内可携带某种缺陷；如果

可充分证明为纠正某缺陷需对发动机进行重大改进且另外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此时带有该缺陷的时

间可不超过 ３ 年。
４４  ７  ２ 如果在已批准的车型上发现某种缺陷，制造企业可以申请原型式核准机构追溯批准该缺

陷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自通知型式核准机构之日起，可携带该缺陷两年。如果能充分证明，

为纠正某缺陷需对发动机进行重大改进且另外需两年以上的时间，此时带有该缺陷的时间可不超

过 ３ 年。若型式核准机构通过审查认为不能批准该缺陷，发动机企业应提出对已销车型的整改措
施。

５ 技术要求和试验

５１ ＯＢＤ系统及限值
５１  １ 国Ⅳ阶段

所有达到 ＧＢ １７６９１ 中第Ⅳ阶段排放水平的压燃式发动机和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应配备车载诊
断 （ＯＢＤ）系统，并按照第 ５ ３ 条 （ＯＢＤ １ 阶段）及第 ５ ５ 条 （确保 ＮＯｘ 排放控制措施正确工作的要
求）设计、安装、生产发动机或车辆。

５１  ２ 国Ⅴ阶段

所有达到 ＧＢ １７６９１ 中第Ⅴ阶段排放水平的压燃式发动机或点燃式气体燃料发动机及装用压燃式
发动机或点燃式气体燃料发动机的汽车应配备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并按照第 ５ ４ 条 （ＯＢＤ ２ 阶段）
及第 ５ ５ 条 （确保 ＮＯｘ 排放控制措施正确工作的要求）设计、安装、生产发动机或车辆。

对于气体燃料发动机或装用气体燃料发动机的汽车，若未采用废气再循环 （ＥＧＲ）和 ／或降氮氧
化物排气后处理系统，可不执行第 ５ ５ 条 （ＮＯｘ 控制）的要求。
５１  ３ ＯＢ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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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ＯＢＤ限值

排放阶段 ＯＢＤ系统
限 值

ＮＯｘ ／［ｇ ／（ｋＷ·ｈ）］ 颗粒物（ＰＭ）（４）／［ｇ ／（ｋＷ·ｈ）］

Ⅳ ＯＢＤ １ ＋ ＮＯｘ 控制（１） ５ ０（２）／ ７ ０（３） ０ １

Ⅴ ＯＢＤ ２ ＋ ＮＯｘ 控制（１） ３ ５（２）／ ７ ０（３） ０ １

ＥＥＶ ＯＢＤ ２ ＋ ＮＯｘ 控制（１） ３ ５（２）／ ７ ０（３） ０ １

注：（１）确保 ＮＯｘ 控制措施正确工作要求的简称；

（２）此限值仅适用于 ＮＯｘ 控制限值，当 ＥＴＣ试验排放值超过此限值时故障指示器激活（见第 ５ ５ ３ ２ 条）；

（３）此限值为 ＯＢＤ １、ＯＢＤ ２ 及 ＮＯｘ 控制的限值；对于 ＯＢＤ １ 是 ＥＳＣ试验循环下的限值，对于 ＯＢＤ ２ 及 ＮＯｘ
控制是 ＥＴＣ试验循环下的限值，同时对于 ＮＯｘ 控制超过此限值扭矩限制器将被激活；

（４）不适用于气体燃料发动机。

５２ ＯＢＤ系统一般要求
５２  １ ＯＢＤ系统的设计、结构和在汽车上的安装应保证其在发动机全寿命期内能够识别故障的种
类。但型式核准机构应接受这样一种情况，即发动机使用期超过 ＨＪ ４３８—２００８ 中定义的相应的有效寿
命期后，ＯＢＤ系统性能可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劣化，在 ＯＢＤ 系统向驾驶员发出故障报警信号之前，
排放可能超出了第 ５ １ ３ 条中相应的限值。
５２  ２ 每次发动机启动后，如果工况条件符合诊断的要求，一系列的诊断检查应启动，并且至少完

成一次。工况条件的选择应使之在正常行驶时都会出现，如在附录 Ｂ第 Ｂ２ 条中的试验工况，在该工
况下所有的诊断应都能完成。

不要求制造企业为了某 ＯＢＤ功能监测目的，在通常工况某部件或系统不需工作的情况下，专门
激活该部件或系统使其工作（例如，ｄｅＮＯｘ 系统或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的反应剂贮存罐的加

热器在其非正常起作用时被激活）。

５２  ３ 为监测故障，并把指示出错误故障的风险降至最低，ＯＢＤ 系统可以包含测量、传感或对运行
变量响应的装置（如车速、发动机转速、所选档位、温度、进气管压力或任何其他参数等）。

５２  ４ 以对发动机的检查、诊断、维修为目的对 ＯＢＤ系统的访问应是无限制的和标准化的。所有与
排放相关的故障码应与附录 Ｄ中第 Ｄ８ ５ 条规定内容一致。
５３ ＯＢＤ １ 阶段要求
５３  １ 所有柴油发动机和装用柴油发动机汽车的 ＯＢＤ 系统，当出现的故障导致排放超出第 ５ １ ３ 条
中相应的限值时，应当显示排放相关部件或系统的故障，并向驾驶员提示故障的存在。

５３  ２ 为满足 ＯＢＤ １ 阶段的要求，ＯＢＤ系统应监测：
５３  ２  １ 安装在单独壳体内催化转化器（如装有）的完全拆除，它可以是 ｄｅＮＯｘ 系统或颗粒物捕集器
系统的一部分。

５３  ２  ２ 降氮氧化物（ｄｅＮＯｘ）系统效率的降低（如装有，仅针对 ＮＯｘ 污染物）。
５３  ２  ３ 颗粒物捕集器效率的降低（如装有，仅针对颗粒物污染物）。

５３  ２  ４ 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效率降低（如装有，针对 ＮＯｘ 和颗粒物污染物）。
５３  ３ 严重功能性故障

５３  ３  １ 作为对第 ５ ３ ２ １ 条 ～ 第 ５ ３ ２ ４ 条要求的替代方法，柴油发动机 ＯＢＤ １ 阶段可监测下列排
气后处理系统的严重功能性故障：

ａ）安装在单独壳体内催化转化器（如装有），它可以是 ｄｅＮＯｘ 系统或颗粒物捕集器的一部分；
ｂ）ｄｅＮＯｘ 系统（如装有）；
ｃ）颗粒物捕集器（如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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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 颗粒物系统（如装有）。
５３  ３  ２ ｄｅＮＯｘ 系统的严重功能性故障。例如，ｄｅＮＯｘ 系统完全拆除或用一个假系统替代（人为的严
重功能性故障）、ｄｅＮＯｘ 系统缺少必需的反应剂，ＳＣＲ系统电器件的故障，ｄｅＮＯｘ 系统的任何部件电方
面的故障（如传感器、执行器、反应剂定量控制装置），包括反应剂加热系统、反应剂喷射系统的故障

（如：空气不供应、喷嘴堵塞、喷射泵故障）（如适用）。

５３  ３  ３ 颗粒物捕集器系统严重功能性故障。例如，颗粒物捕集器载体烧结或堵塞导致压差超出制

造企业规定范围，颗粒物捕集器中任何部件的电方面的故障（如：传感器、执行器、定量控制装置），

反应剂定量喷射系统（如喷嘴堵塞、定量喷射泵故障）的任何故障（如适用）。

５３  ４ 制造企业可以向型式核准机构证明某个部件或系统不需监测。当该系统或部件完全失效或拆

除后，采用 ＥＳＣ循环测试时，发动机排放不会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中规定的相应限值。但这个规定不适用
ＥＧＲ、ｄｅＮＯｘ 系统、颗粒物捕集器、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捕集器系统，也不适用于用来监测严

重功能性故障的部件和系统。

５３  ５ 应监测燃油喷射系统的电器元件、电子燃油计量装置和正时执行器的电路连续性（即开路和

短路）及总功能性故障。

５３  ６ 应监测发动机或排气后处理系统与排放相关的、且与发动机电控单元相连的部件或系统，这

些部件或系统的故障会导致排气污染物排放量超出第 ５ １ ３ 条中规定的限值。例如，至少应包括废气
再循环（ＥＧＲ）系统、空气质量流量或空气体积流量（和温度）、增压压力和进气歧管压力（和实现这些
功能的相关传感器）的监控和控制的系统或部件、ｄｅＮＯｘ 系统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电子激活主动再生
型颗粒物捕集器的传感器和执行器。

５３  ７ 任何与电控单元连接的、与排放相关的发动机或排气后处理的部件或系统应进行电路断路监

测，除非已采用其他监测方法。

５３  ８ 对于装有消耗型反应剂的排气后处理系统的发动机，ＯＢＤ系统应监测：
ａ）任何必需的反应剂的缺少；
ｂ）反应剂的消耗量；
ｃ）反应剂给料活动。

５４ ＯＢＤ ２ 阶段要求
５４  １ 所有柴油发动机或气体燃料发动机及装用柴油发动机或气体燃料发动机的汽车的 ＯＢＤ 系统，
当出现的故障导致排放超出第 ５ １ ３ 条中相应的限值时，应当显示排放相关部件或系统的故障，并向
驾驶员提示故障的存在。

ＯＢＤ系统应考虑发动机电控单元（ＥＥＣＵ）与其他动力传动或汽车电控单元之间的通信界面（硬件和
通信）交换信息时，对排放控制正常功能的影响。ＯＢＤ 系统应监测 ＥＥＣＵ 与汽车其他部件的电控单元
提供连接的介质之间的通信完整性（如通信总线等）。

５４  ２ 为满足 ＯＢＤ ２ 阶段的要求，ＯＢＤ系统应监测：
５４  ２  １ 安装在单独壳体内催化转化器（如装有）的效率下降，它可以是 ｄｅＮＯｘ 系统或颗粒物捕集器
的一部分。

５４  ２  ２ ｄｅＮＯｘ 系统效率的降低。（如装有，仅针对 ＮＯｘ 污染物）
５４  ２  ３ 颗粒物捕集器效率的降低。（如装有，仅针对颗粒物污染物）

５４  ２  ４ 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效率降低。（如装有，针对 ＮＯｘ 和颗粒物污染物）
５４  ２  ５ 发动机电控单元（ＥＥＣＵ）与其他动力总成或汽车电气或电子系统［如变速箱电控单元
（ＴＥＣＵ）］之间的通信界面的电中断。
５４  ３ 制造企业可以向型式核准机构证明某个部件或系统不需监测。当该系统或部件完全失效或拆

除后，采用 ＥＴＣ 循环测试时，发动机排放不会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中规定的限值。但这个规定不适用
ＥＧＲ、ｄｅＮＯｘ 系统、颗粒物捕集器、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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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４ 应满足第 ５ ３ ５ ～ ５ ３ ８ 条的监测要求。
５５ 确保 ＮＯｘ 控制措施正确工作的要求（简称 ＮＯｘ 控制）
５５  １ 一般要求

５５  １  １ 在型式核准中，如果发动机系统需要反应剂，制造企业应说明排气后处理系统消耗的反应

剂的特性。

５５  １  ２ 在型式核准中，制造企业应该向检验机构证明需要反应剂的发动机系统，在适用的排放测

试循环中，氨的排放平均值不超过 ２５ × １０ － ６。
５５  １  ３ 对于需要反应剂的发动机系统，安装在车辆上的每个独立的反应剂贮存容器都应有一种能

获取容器内流体的取样方法，取样点应不需使用特殊的工具或设备就能得到。

５５  ２ 维修保养说明要求

５５  ２  １ 制造企业在说明书中应指出，如果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故障指示器将激活

提示驾驶员车辆出现问题，并且车辆的操作性能也会降低。

５５  ２  ２ 说明书应使用非技术语言，指出正确使用和维护发动机的要求，包括消耗型反应剂的使

用。

５５  ２  ３ 如果车辆在正常保养期间之外需要补充可消耗反应剂，说明书应根据重型车辆的类型说明

反应剂的消耗量或添加频次。

５５  ２  ４ 说明书中应说明当进行强制性生产一致性检查时如何使用和补充必需的反应剂。

５５  ２  ５ 说明书中应明确提出，保证车辆用于减少排放污染的反应剂的及时添加和正常使用是使用

者的责任和义务。

５５  ３ 发动机系统的 ＮＯｘ 控制
５５  ３  １ 与 ＮＯｘ 排放控制有关的发动机系统的异常运转应通过放置于排气中的能对 ＮＯｘ 排放水平进
行监测的传感器来确定（例如，缺少所需反应剂、不正确 ＥＧＲ流量或 ＥＧＲ不动作等）。
５５  ３  ２ 发动机系统应具备监测排气中 ＮＯｘ 排放量的措施。当 ＮＯｘ 排放超过 ＧＢ １７６９１ 表 ２ 中相应阶
段 ＮＯｘ 限值加 １ ５ ｇ ／（ｋＷ·ｈ）时，应按照附录 Ｃ第 Ｃ１ ５ 条的要求激活故障指示器（ＭＩ）来通知驾驶员。
５５  ３  ３ 确定 ＮＯｘ 超标 （第 ５ ５ ３ ２ 条规定）原因的不可清除故障代码应储存；储存时间至少为发
动机工作 ４００ ｄ 或 ９ ６００ ｈ。ＮＯｘ 超标的原因，至少应明确以下几种情况 （如适用）：反应剂用尽、反

应剂定量给料动作中断、反应剂质量差、反应剂消耗量过低、不正确 ＥＧＲ 流量或 ＥＧＲ 不起作用。对
其他情况，允许制造企业用一个不可清除故障码 “高 ＮＯｘ 原因不详”指明，同时制造企业应在维修
资料中详细说明出现 “高 ＮＯｘ 原因不详”故障时，修理人员应如何查找故障。
５５  ３  ４ 当 ＮＯｘ 排放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中的 ７ ０ ｇ ／（ｋＷ·ｈ）这个限值时，应根据第 ５ ５ ５ 条的要求，激
活扭矩限制器来降低发动机性能，这种方式应能让汽车驾驶员明显觉察到。同时按照第 ５ ５ ３ ２ 条的
要求，当扭矩限制器起作用后，故障指示器还应不断警示驾驶员，并按照第 ５ ５ ３ ３ 条要求储存不可
清除故障代码。

５５  ３  ５ 在发动机系统仅依靠 ＥＧＲ而不采用排气后处理系统来控制 ＮＯｘ 排放的情况下，制造企业可
以采用替代方法来满足第 ５ ５ ３ １ 条对测定 ＮＯｘ 的排放水平的要求。在型式核准时，制造企业应证
明，与第 ５ ５ ３ １ 条要求相比，所采用的测定 ＮＯｘ 排放水平的替代方法具有等同性和足够的精确度，
并能按照第 ５ ５ ３ ２ 条、第 ５ ５ ３ ３ 条和第 ５ ５ ３ ４ 条规定的要求取得相同结果。
５５  ４ 反应剂控制

５５  ４  １ 需要使用反应剂来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在汽车仪表盘上应有一个特定的机械的或电子的指

示器来通知驾驶员反应剂贮存罐内反应剂的剩余量，反应剂贮量指示器应尽量安装在接近油面指示器

的位置。当反应剂贮量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反应剂贮量指示器应报警：

ａ）反应剂贮量低于贮存罐的 １０％容量或低于制造企业选择的高于 １０％的百分比；
ｂ）制造企业认为反应剂剩余量能行驶的距离小于燃油箱内剩余燃料所能行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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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４  ２ 当反应剂罐中的反应剂用尽时，应按照附录 Ｃ 中第 Ｃ１ ５ 条的要求激活故障指示器来提示
驾驶员，同时根据第 ５ ５ ５ 条的要求激活扭矩限制器。
５５  ４  ３ 制造企业可选择满足第 ５ ５ ４ ４ 条 ～ 第 ５ ５ ４ １１ 条要求作为第 ５ ５ ３ 条的替代方法。
５５  ４  ４ 发动机系统应有一种方法来确认液体反应剂的特性，反应剂特性由制造企业提出，并记录

在车辆上。

５５  ４  ５ 如果反应剂贮存罐中的反应剂特性不能满足制造企业规定的最低要求，应按第 ５ ５ ４ １１ 条
的要求执行。

５５  ４  ６ 发动机系统应具有测量反应剂消耗量的方法，并保证通过外部设备对发动机系统的访问能

获得反应剂消耗量信息。

５５  ４  ７ 通过标准的诊断串行接口应能获得发动机前 ４８ ｈ 运行期间或消耗至少 １５ Ｌ反应剂的运行期
间 （选择两者中较长者），发动机系统中反应剂的实际平均消耗量和理论平均消耗量。

５５  ４  ８ 为监测反应剂的消耗量，至少应监测下列发动机参数：

ａ）车载反应剂贮存罐内的反应剂液面；
ｂ）反应剂流量或反应剂喷入排气后处理系统的位置，应从技术上保证尽可能喷射到要求的喷入

点。

５５  ４  ９ 发动机系统在第 ５ ５ ４ ７ 条规定的时间内，反应剂实际平均消耗量与理论平均消耗量差值
超过 ５０％，应启用第 ５ ５ ４ １１ 条规定的措施。
５５  ４  １０ 在反应剂定量给料机构动作中断的情况下，应采取第 ５ ５ ４ １１ 条规定的措施。这种措施
在下述情况下不要求：

如果这种中断是由于发动机运行工况的需要，并由发动机电控单元要求的 （例如，发动机的排放

性能不需要反应剂定量给料的工况），而且发动机这种中断运行，应为制造企业已向型式核准机构递

交资料并加以明确说明的工况。

５５  ４  １１ 监测到第 ５ ５ ４ 节中的第 ５ ５ ４ ５ 条、第 ５ ５ ４ ９ 条和第 ５ ５ ４ １０ 条的任何故障时，应按
照第 ５ ５ ３ ２ 条、第 ５ ５ ３ ３ 条和第 ５ ５ ３ ４ 条顺序引发相同的结果。
５５  ５ 防止排气后处理系统损坏的措施

５５  ５  １ 发动机系统应包含一个扭矩限制器，它将警告驾驶员发动机系统运行异常或汽车正以不正

确方式行驶，从而促进驾驶员对故障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５５  ５  ２ 在遇上第 ５ ５ ３ ４ 条、第 ５ ５ ４ ２ 条、第 ５ ５ ４ ５ 条、第 ５ ５ ４ ９ 条或第 ５ ５ ４ １０ 条的情况
后，当车速为零时，应激活扭矩限制器，此时应是不需任何工具或按键来激活扭矩限制器，而是自动

激活扭矩限制器。

５５  ５  ３ 当扭矩限制器被激活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发动机扭矩不能超过下列给定值：

对于 Ｎ３ ＞ １６ ０００ ｋｇ、Ｍ１ ＞ ７ ５００ ｋｇ、Ｍ３ ／Ⅲ和 Ｍ３ ／ Ｂ ＞ ７ ５００ ｋｇ的车辆，发动机最大扭矩的 ６０％；
对于 Ｎ１，Ｎ２，Ｎ３≤１６ ０００ ｋｇ，３ ５００ ｋｇ ＜ Ｍ１ ＜ ７ ５００ ｋｇ，Ｍ２，Ｍ３ ／Ⅰ，Ｍ３ ／Ⅱ，Ｍ３ ／ Ａ 和 Ｍ３ ／ Ｂ≤

７ ５００ ｋｇ的车辆，发动机最大扭矩的 ７５％；
５５  ５  ４ 当发动机怠速时，如果激活扭矩限制器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则扭矩限制器应自动复原到未

激活状态。如果不存在扭矩限制器激活状态进行改变的理由，扭矩限制器不应复原到未激活状态。

５５  ５  ５ 制造企业不应在车辆上设置开关或允许使用维修工具使扭矩限制器回到未激活状态。

５５  ５  ６ 扭矩限制器不能用于军用车辆、救援车辆、救火和救护车辆，这些车辆的扭矩限制器的永

久不激活状态只能由厂家设定，并对发动机系族内特殊用途的发动机指定特定的身份识别。

５５  ６ 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运行

５５  ６  １ 排放控制监测系统应保证在下述条件下正常工作：

ａ）环境温度 ２６６ ～ ３１３ Ｋ （－ ７ ～ ４０ ℃）；
ｂ）海拔低于 １ ６０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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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大于 ３４３ Ｋ （大于 ７０ ℃）。
上述监测条件不适用于对反应剂贮存罐中的反应剂剩余量的监测，在任何使用条件下，都应监测

反应剂的剩余量。

５５  ６  ２ 若跛行回家的策略被激活时，导致扭矩下降的比第 ５ ５ ５ ３ 条规定的还要低，此时排放控
制监测系统可以不工作。

５５  ６  ３ 如果排放默认模式启动，排放控制监测系统仍应按照第 ５ ５ 条的要求保持工作。
５５  ６  ４ 在 ４ 个 ＯＢＤ试验循环中不正确的 ＮＯｘ 控制措施应被监测到。
５５  ６  ５ 电控单元 （ＥＣＵ）中使用的在 ＥＴＣ测试循环中 ＮＯｘ 实际浓度与 ＮＯｘ 排放［ｇ ／（ｋＷ·ｈ）］的对应
关系的计算方法不被认为是失效策略。

５５  ６  ６ 如果型式核准机构根据 ＧＢ １７６９１ 中有关要求已经认可了发动机的辅助排放控制策略
（ＡＥＣＳ）。任何由于 ＡＥＣＳ 工作引起的 ＮＯｘ 排放增加达到第 ５ ５ ３ ２ 条规定的 ＮＯｘ 限值水平的情况，厂
家应在附录 Ａ第 Ａ３ １ ７ 条中提供的资料中详细说明。
５５  ７ 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失效

５５  ７  １ 应监测排放控制监测系统中各传感器在电方面的故障、传感器的拆除和无法监测到第

５ ５ ３ ２条和第 ５ ５ ３ ４ 条的情况而导致排放增加的故障。例如，影响诊断能力的直接测量 ＮＯｘ 浓度
的传感器、尿素质量传感器、监测反应剂给料动作的传感器、反应剂存量、反应剂的消耗量、ＥＧＲ
比率等。

５５  ７  ２ 一旦确定排放控制监测系统存在故障，系统应立即激活故障指示器来警告驾驶员。

５５  ７  ３ 如果故障在发动机运行 ５０ ｈ 后仍未得到修复，应按第 ５ ５ ５ 条的要求，自动激活扭矩限制
器。

５５  ７  ４ 当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确定故障已经不存在时，除第 ５ ５ ７ ５ 条指明的情况外，记录该故障
的故障代码可以从系统存储器内删除，并且，按照第 ５ ５ ５ ４ 条，扭矩限制器 （如适用）应复原。但

若是关于排放控制监测系统失效的故障代码，采用任何通用诊断仪都不能将其从系统存储器内清除。

５５  ７  ５ 按第 ５ ５ ７ １ 条的要求，在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要件被拆除或不工作时，应按照附录 Ｃ 第
Ｃ４ ２ 条要求储存一个不可清除的故障代码并至少保留之发动机工作 ４００ ｄ 或 ９ ６００ ｈ。
５６ ＯＢＤ系统的运行和监测功能的临时中断
５６  １ ＯＢＤ系统的运行

除第 ５ ５ ６ １ 条中的规定之外，ＯＢＤ系统对其他部件或系统的设计、结构和在汽车上的安装，在
如下条件工作时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ａ）环境温度变化范围 ２７５ ～ ３０３ Ｋ （２ ～ ３０ ℃）；
ｂ）海拔低于 １ ０００ ｍ；
ｃ）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范围 ３４３ ～ ３７３ Ｋ （７０ ～ １００ ℃）。
车辆的排放控制系统在上述条件及第 ５ ５ ６ １ 条中的条件之外运行时，ＯＢＤ 系统性能会表现出某

种程度的降低，可能导致在 ＯＢＤ系统向汽车驾驶员显示故障信号之前，排放超出第 ５ １ ３ 条规定的
限值，这种情况是允许的。

５６  ２ ＯＢＤ系统应不能中断，除非遇到下列一个或几个中断条件时，才允许临时中断。
５６  ２  １ 如果 ＯＢＤ系统的监测能力受油箱低液面影响，可以中断 ＯＢＤ 系统。当油箱的液面低于名
义容量 ２０％时，ＯＢＤ系统可以中断。
５６  ２  ２ 在 ＧＢ １７６９１ 中规定的辅助排放控制策略工作期间，受到影响的 ＯＢＤ系统可以临时中断。
５６  ２  ３ 当安全或跛行回家策略被激活时，受到影响的 ＯＢＤ系统可以临时中断。
５６  ２  ４ 对于设计可安装取力装置的汽车，仅在取力装置被激活并且汽车未行走的情况下，受到影

响的 ＯＢＤ系统允许中断。
５６  ２  ５ 在排气后处理系统 （即颗粒物捕集器、ｄｅＮＯｘ 系统或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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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再生期间，受到影响的 ＯＢＤ系统可临时中断。
５６  ２  ６ 当 ＯＢＤ系统在第 ５ ６ １ 条中规定的使用条件之外工作时，如果能够证明该工作条件使 ＯＢＤ
系统监测 （包括建立的模型）能力受到限制，受到影响的 ＯＢＤ系统可临时中断。
５６  ３ 若对某部件的评价存在安全或导致部件故障的风险，则不要求 ＯＢＤ系统进行这种评价。
５７ 故障指示器的激活及解活 （熄灭），故障代码的存储及清除应按附录 Ｃ的规定执行。
５８ 诊断信号应按附录 Ｄ的规定执行。
５９ 在汽车上安装带有 ＯＢＤ系统的发动机，汽车上的设备应满足下列规定：
５９  １ 符合附录 Ｃ 第 Ｃ１ １ 条、第 Ｃ１ ２ 条和第 Ｃ１ ５ 条关于故障指示器 （ＭＩ）和附加警示方式
（如适用）的要求。

５９  ２ 符合附录 Ｄ第 Ｄ８ ３ １ 条关于车载诊断工具使用的规定 （如适用）。

５９  ３ 符合附录 Ｄ第 Ｄ８ ６ 条关于与诊断工具连接接口的规定。

６ ＯＢＤ系统信息的获取

６１ 替换零部件、诊断工具和测试设备

６１  １ 型式核准或变更型式核准的申请，应同时提交 ＯＢＤ系统的相关资料。这些相关资料应使汽车
配件或零部件改装的制造企业能制造出与汽车的 ＯＢＤ 系统兼容且无故障的产品。同样，这些相关资
料也应使诊断工具和测试设备制造企业能够为排放控制系统的诊断提供有效而准确的工具。

６１  ２ 基于公正的原则，一旦接到申请，型式核准机构应将 ＯＢＤ系统相关资料提供给任何部件、诊
断工具或者测试设备的制造企业。

６１  ２  １ 对于备件或维修配件，只能申请涉及该部件或相关系统中部件的资料。

６１  ２  ２ 申请资料时，应对所需资料的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系族内的发动机型号规格准确描述。应
确认所要求的资料对开发备件、改造零部件、诊断工具或测试设备是必需的。

６２ 修理信息

６２  １ 制造企业应在合理的一视同仁的收费条件下，在修理信息 （包括后续改进和补充）提供给授

权经销商或修理厂之后的在 ３ 个月之内，将修理信息提供给满足第 ６ ２ ２ 条要求的企业。
６２  ２ 制造企业应使已合理付费的企业获得用于汽车修理、维护保养所需的技术资料，除非这些资

料受知识产权或基本法律保护，或用某种方式证明属于保密的技术，即使这种情况下，也不应隐瞒必

要的技术信息。

任何从事商业性服务或维修、道路救援、汽车检测以及备件和改造配件、诊断工具和测试设备的

制造或销售的人员，都具备获取这些资料的资格。

６２  ３ 型式核准和在用车检查的程序中，如果发现这些规定没有遵守，型式核准机构应采取适当措

施来确保维修信息的获得。

７ 生产一致性

７１ 当型式核准主管部门认为某车型的生产质量可能不满足要求时，从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样

机，进行附录 Ｂ所述的试验。试验可在运行最多不超过 １００ ｈ 的发动机上进行。
７２ 若该发动机符合了附录 Ｂ所述试验的要求，则被认为 ＯＢＤ系统的生产一致性满足要求。
７３ 若从批量产品中所抽的发动机不能满足附录 Ｂ 所述试验的要求，应从批量产品中再随机抽取 ４
台发动机，进行附录 Ｂ所述试验。试验可在运行最多不超过 １００ ｈ 的发动机上进行。
７４ 若抽取的 ４ 台发动机中至少有 ３ 台满足了附录 Ｂ所述试验的要求，则被认为 ＯＢＤ 系统的生产一
致性满足要求。

７５ 若在检查或监督复查过程中，发现某一发动机型不能满足上述生产一致性检查要求，型式核准

机构应督促制造企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尽快恢复生产一致性，否则应撤销该机型的型式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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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汽车制造企业应采取生产一致性保证措施，确保每辆汽车出厂时其 ＯＢＤ系统能正常运行。

８ 型式核准的扩展

８１ ＯＢＤ 发动机系族的确定
８１  １ 定义为同一 ＯＢＤ 发动机系族的 ＯＢＤ 系统的各基本设计参数对系族内的各发动机系统应是相
同的。

８１  ２ 若一组发动机系统被认为属于同一 ＯＢＤ 发动机系族，下列基本参数应相同：
ａ）ＯＢＤ监测的方法；
ｂ）故障检出的方法。
这些方法应是已由制造企业通过相关的工程验证或其他适当的程序证明是等效的。

注：只要能满足上述准则，不属于同一发动机系族的发动机仍可属于同一 ＯＢＤ 发动机系族。

８２ 如果申请扩展的发动机型与已经核准的发动机型属于第 ８ １ 条描述的同一 ＯＢＤ 发动机系族，

并且满足下列条件，则该发动机机型给予扩展。

ａ）发动机制造企业相同；
ｂ）ＯＢＤ系统供应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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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型式核准申报材料

制造企业在提出型式核准申请时，应按照发动机源机和发动机系族分别对下列内容进行描述：

Ａ１ 故障指示器 ＭＩ的书面描述和示意图： ………………………………………………………………
Ａ２ ＯＢＤ系统监督的所有部件的清单和目的： …………………………………………………………

Ａ３ 下列项目 （ＯＢＤ基本工作原理）的书面说明：
Ａ３ １ 柴油机 ／气体燃料发动机
Ａ３ １  １ 柴油机 ／气体燃料发动机１）： ……………………………………………………………………

Ａ３ １  ２ 催化器监控１）：……………………………………………………………………………………

Ａ３ １  ３ 降氮氧化物 （ｄｅＮＯｘ）系统的监控１）： …………………………………………………………

Ａ３ １  ４ 颗粒物捕集器监控１）：……………………………………………………………………………

Ａ３ １  ５ 电子燃油系统监控： ……………………………………………………………………………

Ａ３ １  ６ ＯＢＤ系统监控的其他部件： ……………………………………………………………………

Ａ３ １  ７ ＮＯｘ 控制的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监测策略全面的详细的描述： ……………………………

Ａ３ １  ８ 电控单元 （ＥＣＵ）使用的在 ＥＴＣ 测试循环中 ＮＯｘ 浓度与 ＮＯｘ 排放［ｇ ／（ｋＷ·ｈ）］明确的对应
关系的计算方法： ……………………………………………………………………………………………

Ａ４ 故障指示器 ＭＩ激活准则 （固定的运转循环次数或统计方法）： …………………………………

Ａ５ ＯＢＤ系统所用的所有输出代码和格式的清单 （每一个都要加以说明）： …………………………

Ａ６ 严重功能性故障监测的基础参数的说明１）：…………………………………………………………

Ａ７ 制造企业应向检测机构提供排放控制系统内影响排放的潜在故障的描述。该资料应经过检测机

构和制造企业讨论并达成一致。

Ａ８ 扭矩限制器

Ａ８ １ 扭矩限制器激活的描述 ……………………………………………………………………………

Ａ８ ２ 全负荷曲线限制的描述 ……………………………………………………………………………

Ａ９ 当发动机电控单元 （ＥＥＣＵ）与任何其他动力系统或汽车控制单元交换信息时，如果对排放控制
系统的正常功能有影响，提供单元之间通信界面的描述 （硬件或通信）１）。

Ａ１０ 防止损害和篡改发动机电控单元 （ＥＥＣＵ）的措施和 Ａ９ 所涉及任何接口参数防止修改的措
施。

１）划掉不适用者。

Ａ１１ 如果进行型式核准的扩展，提供已核准机型的有关资料的复印件及判断能否进行扩展的数

据１）。

Ａ１２ 提供发动机系族的详细资料。

Ａ１３ 诊断接口位置描述。

Ａ１４ 根据第 ４ 章的要求，汽车制造企业应提供以下附加资料，以确保其 ＯＢＤ 系统与配件、维修零
件、诊断工具和检测设备的兼容性，除非这些资料涉及知识产权或涉及制造企业或 ＯＥＭ 供应商的技
术机密。同时下列资料应以附件型式重复提供给 ＧＢ １７６９１ 中附录 Ｅ型式核准证书中。
Ａ１４ １ 源机 ＯＢＤ系统型式核准时，预处理循环的类型和次数的描述。
Ａ１４ ２ 源机型式核准时，ＯＢＤ系统监测部件的 ＯＢＤ验证循环类型的描述。
Ａ１４ ３ 对所有传感部件及其故障监测和 ＭＩ激活策略 （运转循环的固定次数或统计方法）的详细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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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文件。包括对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每个部件相关的辅助参数的清单；所有使故障指示器激活的排放
相关部件和与排放无关部件的全部 ＯＢＤ 输出代码和格式 （每个均需解释）清单，故障代码是否可删

除及删除时间要求清单；针对 ＯＢＤ系统的每个故障代码扭矩限制器是否作用及作用时刻的清单。
Ａ１４ ４ 对于 Ａ１４ １ ～ Ａ１４ ３ 要求的信息，例如，可以通过下述的表格详细说明。

部件 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是

否可删除
监测策略

故障监

测准则

ＭＩ激活

准则
二级参数

扭矩限制器

作用时刻
预处理 验证试验

ＳＣＲ
催化器

Ｐ × × × 不可删除
ＮＯｘ 传感器

１ 和 ２ 信号

传感器 １ 和

２ 信号差值
第 ３ 循环

发动机转速，

发动机负荷，

催化器温度，

反应剂给料

动作等

立即

３ 个 ＯＢＤ试

验循环

（３ 个简化

ＥＳＣ循环）

ＯＢＤ试验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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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车载诊断 （ＯＢＤ）系统的型式核准试验

Ｂ１ 概述

本附录描述了安装在发动机上的 ＯＢＤ 系统功能的检查程序。通过对发动机电控系统或排放控制
系统中的与排放相关系统的故障的模拟来检测 ＯＢＤ系统的功能。
Ｂ１ １ 劣化部件或系统

为了对排放控制系统或部件的失效导致排放超出第 ５ １ ３ 条中相应限值的有效监测的验证，制造
企业应提供用于模拟故障的劣化部件和 ／或电子装置。

对于 ＯＢＤ １ 阶段型式核准，排放应采用 ＥＳＣ 试验循环来测试。劣化部件或装置所引起的排放应
不大于第 ５ １ ３ 条中相应限值的 １ ２ 倍。

对于 ＯＢＤ ２ 型式核准，排放应采用 ＥＴＣ 试验循环来测试。劣化部件或装置所引起的排放应不大
于第 ５ １ ３ 条中相应限值的 １ ２ 倍。

对于确保 ＮＯｘ 控制措施的型式核准，应采用 ＥＴＣ 试验循环来测试。劣化部件或装置所引起的排
放应不大于第 ５ １ ３ 条中相应 ＮＯｘ 限值加 １ ｇ ／（ｋＷ·ｈ）。
Ｂ１ １  １ 如果可以确定发动机上安装劣化组件或装置后，与第 ５ １ ３ 条中相应限值进行比较是不可
能的 （例如，达不到确认 ＥＴＣ 试验循环的统计条件），型式核准机构在制造企业提供技术论证条件
下，可以认为该组件或装置的故障是符合要求的。

Ｂ１ １  ２ 如果在发动机上安装老化的组件或装置后，意味着试验中不能获取全负荷曲线 （正常工作

发动机测得的），甚至全负荷曲线的一部分也不能获取，型式核准机构在制造企业提供技术论证条件

下，可以认为该组件或装置的故障是符合要求的。

Ｂ１ １  ３ 对某些特殊情况 （例如，跛行策略被激活，发动机不能进行任何试验循环，或者 ＥＧＲ阀粘
连的情况等），不需采用可使发动机排放大于第 ５ １ ３ 条中规定限值的 １ ２ 倍的劣化部件或装置。这
些例外情况应由制造企业形成文件并获得检测机构的认可。

Ｂ１ ２ 试验原则

安装了劣化部件或装置的发动机进行试验时，如果故障指示器 （ＭＩ）被激活，则 ＯＢＤ 系统通过
型式核准。如果故障指示器 （ＭＩ）在低于第 ５ １ ３ 条中的限值时被激活，ＯＢＤ系统也通过型式核准。

对于第 Ｂ６ ３ １ ６ 条和第 Ｂ６ ３ １ ７ 条中规定的故障模式的特殊情况，以及对于严重功能性故障
的监测，则不需要采用可使发动机排放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中限值的 ２０％的劣化部件或装置。

Ｂ２ 试验描述

Ｂ２ １ ＯＢＤ系统的试验包括以下阶段：
ａ）按 Ｂ１ １ 规定，对发动机电控系统或排放控制系统部件的故障进行模拟；
ｂ）采用 Ｂ６ ２ 规定的预处理循环，对带有模拟故障的发动机进行预处理；
ｃ）按 Ｂ６ １ 规定的 ＯＢＤ试验循环运行带有模拟故障的发动机；
ｄ）判断 ＯＢＤ系统是否对该模拟故障作出反应，是否以合适的方式显示故障；
ｅ）按照 Ｂ１ １ 规定运行相应的排放测试循环，验证排放试验结果是否落在要求的限值区间内。

（如适用）

如果发动机性能 （例如功率曲线）受到了故障的影响，在 ＯＢＤ 试验循环不能严格按照循环要求
执行的情况下，继续完成 ＯＢＤ试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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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 ２ 作为替代方法，在制造企业要求下，根据 Ｂ６ 的要求，可采用电子模拟方法模拟一个或多个
部件的故障。

Ｂ２ ３ 如果制造企业向型式核准机构证明，在 ＯＢＤ试验循环工况下的监测会使在实际使用中监测工
况受到限制，制造企业可以提出要求在 Ｂ６ １ 规定的 ＯＢＤ试验循环之外工况下进行监测。

Ｂ３ 试验用发动机及燃料

Ｂ３ １ 发动机

试验发动机应满足 ＧＢ １７６９１ 中附录 Ａ中的附件 ＡＡ的技术要求。
Ｂ３ ２ 燃料

试验应使用 ＧＢ １７６９１ 中附录 Ｃ中规定的相应基准燃料。

Ｂ４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满足 ＧＢ １７６９１ 中对排放试验的要求。

Ｂ５ 试验设备

发动机测功机应满足 ＧＢ １７６９１ 中附录 Ｂ中的要求。

Ｂ６ ＯＢＤ试验循环

Ｂ６ １ ＯＢＤ 试验循环是一个试验时间缩短的 ＥＳＣ 循环。各个工况与 ＥＳＣ 试验循环的顺序相同
（ＧＢ １７６９１标准中附录 Ｂ附件 ＢＡ第 ＢＡ２ ７ １ 条）。发动机每个工况运行时间最多 ６０ ｓ，前 ２０ ｓ 完成转
速和负荷转换。每个工况中的转速应保持在 ± ５０ ｒ ／ ｍｉｎ 范围内，规定的扭矩应保持在该试验转速下最
大扭矩的 ± ２％内。

进行 ＯＢＤ测试循环不要求测量排气污染物。
Ｂ６ ２ 预处理循环

Ｂ６ ２  １ 当采用了 Ｂ６ ３ 规定的故障模式之一后，应对发动机及其 ＯＢＤ系统运行一个预处理循环。
Ｂ６ ２  ２ 在制造企业的要求下并得到型式核准机构同意后，可以选择最多不超过 ９ 个连续 ＯＢＤ 试验
循环进行预处理。

Ｂ６ ３ ＯＢＤ系统试验
Ｂ６ ３  １ ＯＢＤ １ 或 ＯＢＤ ２ 的验证
Ｂ６ ３  １  １ 按照 Ｂ６ ２ 进行预处理后，试验发动机按照 Ｂ６ １ 规定运行 ＯＢＤ试验循环。在试验结束
前，在 Ｂ６ ３ １ ２ ～ Ｂ６ ３ １ １０ 给定的任一条件下，ＭＩ都应激活。型式核准试验时，在故障模拟是在
不同的系统或部件上的情况下，故障总数不得超过 ４ 项。

如果型式核准试验时，是按照 ＯＢＤ 发动机系族来进行核准，申请核准的发动机不属于同一发动
机系族，型式核准机构对试验中发生的故障次数，最多将增加到 ＯＢＤ 发动机系族中发动机系族数的
４ 倍。在达到故障试验的最大试验次数前，型式核准机构可以随时作出决定减少试验。
Ｂ６ ３  １  ２ 如果发动机装有独立催化转换器，可以是 ｄｅＮＯｘ 系统或颗粒物捕集器的一部分，将其替
换为已劣化或有缺陷的催化器，或用电子仪器模拟。（如适用）

Ｂ６ ３  １  ３ 如果发动机装有 ｄｅＮＯｘ 系统 （包括构成系统的任何传感器），将其替换为已劣化或有缺

陷的 ｄｅＮＯｘ 系统，或用电子仪器模拟已劣化或有缺陷的 ｄｅＮＯｘ 系统，使其排放量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中
ＮＯｘ 的限值。（如适用）

但是，若发动机 ＯＢＤ系统仅监测 ｄｅＮＯｘ 系统严重功能性故障，在 ｄｅＮＯｘ 系统的试验中，应测试
故障指示器 （ＭＩ）在下列任何条件下是否激活，不需测试排放：

ａ）完全拆除系统或用假系统替换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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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缺少 ｄｅＮＯｘ 系统所需的反应剂；
ｃ）ｄｅＮＯｘ 系统中部件 （如传感器、执行器、定量控制装置）的电方面的故障，包括反应剂加热

系统的任何电方面的故障 （如适用）；

ｄ）ｄｅＮＯｘ 系统的反应剂供给系统故障 （如缺少空气供应、喷嘴堵塞、定量泵故障）；

ｅ）系统严重损坏。
Ｂ６ ３  １  ４ 如果发动机装有颗粒物捕集器，整体拆除颗粒物捕集器，或将其替换为已劣化或有缺陷

的颗粒物捕集器，使其排放量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中的颗粒物限值。（如适用）
但是，若发动机 ＯＢＤ系统仅监测颗粒物捕集器严重功能性故障，在颗粒物捕集器系统的试验

中，应测试故障指示器 （ＭＩ）在下列任何条件是否激活，不需测试排放。（如适用）
ａ）完全拆除颗粒物捕集器或用一个假的系统来替代；
ｂ）颗粒物捕集器载体严重融化损坏；
ｃ）颗粒物捕集器载体严重破裂；
ｄ）颗粒物捕集器任何部件的电方面的故障 （如传感器和执行器、定量给料控制装置）；

ｅ）颗粒物捕集器反应剂供给系统故障 （如喷嘴堵塞、定量给料泵故障）（如适用）；

ｆ）颗粒物捕集器由于堵塞而导致压力差超过制造企业规定范围。
Ｂ６ ３  １  ５ 如果发动机装有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 （包括构成系统的任何传感器），将其替

换为已劣化或有缺陷的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或用电子仪器模拟该系统的劣化或缺陷，使

其排放量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中的 ＮＯｘ 和颗粒物的限值。（如适用）
但是，若发动机 ＯＢＤ 系统仅监测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 颗粒物系统的严重功能性故障，在组合式

降氮氧化物 － 颗粒物系统试验中，应测试故障指示器 （ＭＩ）在下列任何条件下是否激活，不需测试
排放 （如适用）：

ａ）全部拆除系统或用一个假系统来替代；
ｂ）缺乏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所需的反应剂；

ｃ）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任何部件 （如传感器、执行器、定量给料控制装置）的电方面

的故障，包括反应剂加热系统 （如适用）；

ｄ）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颗粒物系统的反应剂供给系统的故障 （如缺乏空气供给、喷嘴堵塞、定量

给料泵故障）；

ｅ）ＮＯｘ 捕集系统严重损坏；
ｆ）颗粒物捕集器载体严重融化；
ｇ）颗粒物捕集器载体严重破裂损坏；
ｈ）由于颗粒物捕集器堵塞而导致压力差超过制造企业规定范围。

Ｂ６ ３  １  ６ 断开任何燃油系统电子燃油定量装置和正时执行器，使其排放量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规定的
限值。

Ｂ６ ３  １  ７ 断开任何其他与电控单元连接且与排放相关的发动机部件，使其排放量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
规定的限值。

Ｂ６ ３  １  ８ 在证明符合 Ｂ６ ３ １ ６ 和 Ｂ６ ３ １ ７ 的内容要求时，经型式核准机构同意，生产商可以
采取恰当的步骤来证明，当断开发生时，ＯＢＤ系统将会显示故障。
Ｂ６ ３  １  ９ 模拟 ＥＧＲ流量异常或 ＥＧＲ 不起作用的故障，使其排放量超过第 ５ １ ３ 条中规定的 ＮＯｘ
限值。（如适用）

Ｂ６ ３  １  １０ 发动机电控单元 （ＥＥＣＵ）与其他动力总成或汽车电气或电子系统 （如变速箱电控单元

（ＴＥＣＵ））之间的通信界面的电中断 （如适用）。

Ｂ６ ３  ２ ＮＯｘ 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验证
Ｂ６ ３  ２  １ 作为第 ４ 章型式核准申请的一部分，根据 Ｂ６ ３ ２ ２ ～ Ｂ６ ３ ２ ８ 的要求，制造企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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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台架试验来验证是否符合第 ５ ５ 条内容的要求。
Ｂ６ ３  ２  ２ 对于按照发动机系族或 ＯＢＤ 发动机系族的核准，如果制造企业向型式核准机构证明其
排放控制监测系统在系族内是相似的，可以选择系族内一个发动机机型 （源机）进行排放控制监测系

统的验证试验。

证明方式可以采用向型式核准机构介绍计算方法、功能分析等要素来完成。

源机在型式核准机构的同意下由制造企业进行选择。

Ｂ６ ３  ２  ３ 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验证试验由以下三个阶段组成：

选择：由型式核准机构在制造企业提供的异常工作情况清单内选择一个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故障

或一种 ＮＯｘ 控制措施异常工况。
确认：在发动机试验台架上运行 ＥＴＣ试验循环中测量 ＮＯｘ 排放，确认异常工况的影响程度。
验证：通过运行 ４ 个 ＯＢＤ试验循环，来验证系统对故障的反应 （扭矩降低、报警信号等）。

Ｂ６ ３  ２  ３  １ 对于选择阶段，制造企业应向型式核准机构提供对任何潜在的 ＮＯｘ 控制措施异常操作
和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潜在故障的监测策略的描述，以及这些会导致扭矩限制器激活或只是报警信号

激活的描述。

典型的异常工况清单，例如，反应剂用尽、导致反应剂定量给料动作中断的异常操作、反应剂品

质差、导致反应剂消耗量过低的异常操作、异常 ＥＧＲ流量或 ＥＧＲ不起作用等。
型式核准机构将从清单中选择至少 ２ 个最多 ３ 个 ＮＯｘ 控制系统异常操作或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故

障进行测试。

Ｂ６ ３  ２  ３  ２ 对于确认阶段，ＮＯｘ 的排放将使用 ＥＴＣ测试循环进行测量。ＥＴＣ 试验的结果用于确认
ＮＯｘ 控制监测系统在验证阶段应以哪个方式起作用 （扭矩降低和 ／或报警信号）。模拟故障的方式应使

ＮＯｘ 排放不大于第 ５ ５ ３ ２ 条或第 ５ ５ ３ ４ 条规定限值加１ ｇ ／（ｋＷ·ｈ）。

反应剂用尽的情况或用于验证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的故障不需要排放确认。

确认阶段，扭矩限制器应不激活 （强制关闭）。

Ｂ６ ３  ２  ３  ３ 对于验证阶段，发动机最多运行 ４ 个 ＯＢＤ试验循环。除了被认为是为了验证目的的故
障外，应无其他故障存在。

Ｂ６ ３  ２  ３  ４ 在开始 Ｂ６ ３ ２ ３ ３ 的试验程序之前，排放控制监测系统应为 “无故障”状态。

Ｂ６ ３  ２  ３  ５ 取决于所选 ＮＯｘ 的排放水平，系统应激活报警信号，并且除此之外，如适用，在试验
程序结束之前，应激活扭矩限制器。一旦 ＮＯｘ 控制监测系统正常起作用，试验程序可以停止。
Ｂ６ ３  ２  ４ 若排放控制监测系统主要是通过位于排气系统上的传感器监测 ＮＯｘ 排放量，制造企业可
以选择直接监测某一系统的功能进行符合性确定 （例如，定量给料机构动作的中断，ＥＧＲ 阀门的关
闭），在这种情况下，所选系统的功能性将被验证。

Ｂ６ ３  ２  ５ 扭矩限制器对扭矩的降低 （第 ５ ５ ５ ３ 条）应按照 ＧＢ ／ Ｔ １７６９２ 标准中的发动机净功率测
试方法与发动机综合性能一起核准。对于验证试验，制造企业应向型式核准机构证明，正确的扭矩限

制器部分已包括在发动机电控单元内。在验证试验中不需要进行单独的扭矩测量。

Ｂ６ ３  ２  ６ 作为 Ｂ６ ３ ２ ３ ３ ～ Ｂ６ ３ ２ ３ ５ 的替代，排放控制监测系统和扭矩限制器的验证可以选
择在汽车上进行。汽车应在道路上或试验场上行驶，带有所选择的排放控制监测系统的异常工况或故

障，报警信号和扭矩限制器应按照第 ５ ５ 条，特别是第 ５ ５ ５ ２ 条和第 ５ ５ ５ ３ 条的要求激活。
Ｂ６ ３  ２  ７ 判断贮存在电子控制单元存储器中不可清除的故障代码是否满足第 ５ ５ 条的要求，在验
证试验结束之前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ａ）通过 ＯＢＤ系统通用诊断仪，确认存储于 ＯＢＤ系统电控单元存储器中的按照第 ５ ５ ３ ３ 条确定
的相应的不可清除故障代码，并且型式核准机构使用通用诊断仪不能擦除故障代码。

ｂ）型式核准机构使用通用诊断仪确认在试验过程中报警信号激活后的时间记录 （附录 Ｃ 第
Ｃ４ ２ 条），并且通用诊断仪不能擦除故障时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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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型式核准机构确认制造企业的设计要素表明该不可清除的故障信息按照附录 Ｃ 第 Ｃ４ ２ 条的
要求至少存储 ４００ ｄ 或 ９ ６００ ｈ 的发动机运行时间。
Ｂ６ ３  ２  ８ 制造企业应该向型式核准机构证明需要反应剂的发动机系统，在 ＥＴＣ 排放测试循环中，
氨的排放平均值不超过 ２５ × １０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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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故障指示器及故障代码

Ｃ１ 故障指示器 （ＭＩ）的激活

Ｃ１ １ ＯＢＤ系统应带有一个能迅速让驾驶员觉察的故障指示器 （ＭＩ）。除第 Ｃ１ ２ 条情况外，故障
指示器 （符号或灯）除了向驾驶员指示应急模式或跛行回家程序外，只能用于指示与排放相关的故

障，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与安全相关的信息具有最高级优先性。在所有合理照明条件下，ＭＩ 应
可见。当 ＭＩ被激活时，应显示一个符合 ＩＳＯ ２５７５ （符号序号 Ｆ０１ 或 Ｆ２２）的符号 （仪表板上的灯或仪

表板上的符号）。车辆不得为排放相关问题安装多个一般目的的 ＭＩ。允许使用特殊用途的独立信号装
置 （如制动系统、系上安全带、机油压力、维护需要或指示 ｄｅＮＯｘ 系统缺少所需反应剂）。禁止使用
红色的故障指示器。

Ｃ１ ２ 故障指示器 （ＭＩ）用于提示驾驶员汽车需要进行紧急维护。也可以同时在汽车仪表盘上显示
适当的短信息提示车辆需进行紧急维修。

Ｃ１ ３ 对于需要一个预处理循环 （即 ３ 个连续 ＯＢＤ试验循环）以上才能激活故障指示器 （ＭＩ）的方
案，制造企业应提供数据和 ／或者工程评估，以充分证明该监测系统能同样有效及时地监测部件的劣
化。不接受需要平均 １０ 个以上 ＯＢＤ试验循环的才能激活 ＭＩ的方案。
Ｃ１ ４ 只要发动机控制进入排放默认模式工作，故障指示器 （ＭＩ）应激活。若 ＯＢＤ 系统本身不能
进行本标准规定的基本监测要求，ＭＩ也应被激活。
Ｃ１ ５ 故障指示器被激活时，也可以同时使用另外一种明显的警告模式。例如，除激活故障指示器

外，加上故障指示器 （ＭＩ）闪烁方式或激活一个符合 ＩＳＯ ２５７５ （符号序号 Ｆ２４）规定的符号。
Ｃ１ ６ 当汽车点火开关已打开而发动机尚未启动或运转时，故障指示器 （ＭＩ）也应激活。发动机启
动后 １０ ｓ内，如果先前没有检查到故障，故障指示器 （ＭＩ）应解活 （熄灭）。

Ｃ２ 故障指示器 （ＭＩ）熄灭

Ｃ２ １ 在三个连续的操作循环后，或在发动机运转时间为 ２４ ｈ 内没有再监测到已造成 ＭＩ 激活的故
障，且没有监测出其他会单独激活的 ＭＩ的故障之后，ＭＩ可以解活 （熄灭）。

Ｃ２ ２ 若故障指示器激活是由于 ｄｅＮＯｘ 系统或组合式降氮氧化物 － 颗粒物系统缺少反应剂，或者反
应剂的使用不符合制造企业的规定，在反应剂贮存罐加满或更换了正确规格的反应剂之后，故障指示

器可以恢复到激活之前的状态。

Ｃ２ ３ 由于不正确的反应剂消耗量或不正确的定量给料原因导致的 ＭＩ激活，如果第 ５ ５ ４ 条规定的
情况不再存在，ＭＩ可以转换到激活以前的状态。

Ｃ３ 故障代码的储存

ＯＢＤ系统应记录表示排放控制系统状态的代码。应存储任何导致故障指示器 （ＭＩ）激活的故障
代码，并且尽可能确定发生故障的系统或部件的唯一性。应存储一个独立代码来指示 ＭＩ 的激活状态
（如 ＭＩ “开”、“关”）。

应使用独立的状态代码，来区分和识别功能正常的排放控制系统和需要发动机进一步运转才能作

出充分评价的排放控制系统。如果故障指示器 （ＭＩ）激活是由于故障或排放默认模式情况，则应存
储一个最可能发生故障区域的故障代码。

Ｃ３ １ 由于在第 ５ ６ ２ 条的情况下，车辆已经连续 １０ 个驾驶循环没有执行监控功能，被监控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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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绪状态值可以设置为 “准备好”，而不需要监控完成。

Ｃ３ ２ 根据附录 Ｄ第 Ｄ８ 条的规定，通过标准的诊断串行接口，应能随时获得故障指示器 （ＭＩ）激
活后发动机的运行时间。

Ｃ４ 故障代码清除

Ｃ４ １ 如果同一故障在至少 ４０ 个发动机暖机循环或发动机运行 １００ ｈ 内 （以先到为准）不再出现，

ＯＢＤ系统可以自动清除该故障代码、发动机运行时间和冻结桢，但第 Ｃ４ ２ 条的情况除外。
Ｃ４ ２ 对第 ５ ５ ３ 条或第 ５ ５ ４ 条要求所产生的不可擦除的故障代码，ＯＢＤ 系统应保留该故障代码
和时间的记录，其保留时间至少为故障指示器激活后发动机运行 ４００ ｄ 或者 ９ ６００ ｈ。

任何此类故障代码以及发动机在 ＭＩ激活后的运行时间，不应通过附录 Ｄ 第 Ｄ８ ３ 条规定的通用
外部诊断仪或其他工具所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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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规范性附录）

诊 断 信 号

Ｄ１ 一旦检测到任何部件或系统的第一个故障，应将当时发动机工况数据的 “冻结桢”储存在计算

机存储器中。所存储的发动机工况数据应包括 （但不限于）计算负荷值、发动机转速、冷却液温度、

进气歧管压力 （如适用），和导致这些数据被储存的故障码。制造企业应选择有利于有效维修最合适

的一套工况数据作为存储冻结桢。

Ｄ２ 只要求一组冻结桢数据。对于必需的冻结桢要准确描述，并且所要求的最少冻结桢数据可以被

符合第 Ｄ８ ３ 条和第 Ｄ８ ４ 条规定的通用诊断仪读取。如果存储的故障码按照附录 Ｃ第 Ｃ４ 条的规定
被清除，则同时储存的发动机状态数据也可被清除。

Ｄ３ 除所需的冻结桢数据信息外，如果电控单元具有或通过电控单元能够被确定的信息，至少以下

信号应能通过标准的诊断串行接口获取：故障代码、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喷油正时、进气温度、进气

歧管压力、空气流量、发动机转速、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输出值、计算负荷值、车速和燃油压力。应按

照第 Ｄ８ 条的规定，以标准单位提供这些信号。实际信号应能从默认值或者跛行回家信号中清晰分
辨出来。

Ｄ４ 对全部排放控制系统进行的车载评价试验，单独的状态码或准备就绪码应在电控单元存储器中

储存，以正确识别起作用的排放控制系统和那些需要进一步汽车运行来完成相应诊断评价的排放控制

系统。对于连续监控的项目不需储存准备就绪码。当车辆点火开关处于 “开”和 “关”的状态时，准

备就绪码不应被设置成 “未准备好”状态。“未准备好”状态的内部设置过程应用于全部此类码，而

不是仅用于个别码。

Ｄ５ 通过第 Ｄ８ 条规定的标准的诊断串行接口，应能读出汽车型式核准时车载诊断系统 （ＯＢＤ）的
所能达到的要求 （ＯＢＤ １ ＋ ＮＯｘ 控制、ＯＢＤ ２ ＋ ＮＯｘ 控制）。
Ｄ６ 通过标准的诊断串行接口，应能读取软件标定识别号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软件标定识别号应以标准格式提供。

Ｄ７ 通过标准的诊断串行接口，应能读取车辆识别号码 （ＶＩＮ）。车辆识别号应以标准格式提供。
Ｄ８ 排放控制诊断系统应提供标准化的和无限制的访问，且应符合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 或 ＳＡＥＪ １９３９ 的规定，
详见下列规定：

Ｄ８ １ 采用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 或 ＳＡＥＪ １９３９ 应与第 Ｄ８ ２ 条到第 Ｄ８ ５ 条的要求一致。
Ｄ８ ２ ＯＢＤ系统与外部试验装置之间的通信连接应符合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４ 或 ＳＡＥＪ １９３９ 标准系列中相关
条款。

Ｄ８ ３ 与 ＯＢＤ 系统通信所需的试验设备和通用诊断仪，应满足或者优于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４ 或
ＳＡＥＪ １９３９—７３第 ５ ２ ２ １ 条的功能性技术要求。

允许使用车载诊断设备，例如在汽车仪表板上安装可获得 ＯＢＤ 系统信息的视频显示器等车载诊
断工具，但被认为是利用标准诊断串行接口之外的可访问 ＯＢＤ系统信息的方法。
Ｄ８ ４ 应采用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 或 ＳＡＥＪ １９３９—７３ 第 ５ ２ ２ １ 条规定的格式和单位，提供诊断数据和双向
控制信息，并且这些数据应能通过满足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４ 或 ＳＡＥＪ １９３９—７３ 第 ５ ２ ２ １ 条的通用诊断工具
获得。

Ｄ８ ５ 当一个故障被记录时，制造企业应采用相应的代码来识别该故障。这些故障码应与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６：２００５附录 Ｂ中与排放相关系统诊断故障码相一致。如果不能符合这些识别要求，制造
企业可以使用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６：２００５ 中第 ５ ３ 条和第 ５ ６ 条规定的诊断故障代码。通过符合第 Ｄ８ ３ 条
规定的标准诊断设备，应访问全部故障代码。

１２

ＨＪ ４３７ ２００８



另一种供选择的方法是，汽车制造企业可采用 ＳＡＥＪ ２０１２ 或 ＳＡＥＪ １９３９—７３ 规定的最合适的故障
代码来识别故障。

Ｄ８ ６ 汽车与诊断仪之间的连接接口应标准化 （标准的诊断串行接口），且应满足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３ 或
ＳＡＥＪ １９３９—１３ 的所有要求。对于 Ｎ２、Ｎ３、Ｍ２ 和 Ｍ３ 类车辆，作为上述标准中规定的连接接口位置的
另一种可选方法，如果满足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３ 全部其他要求，连接接口可安装在驾驶员座椅旁的合适位
置，包括驾驶室地板上。在这种情况下，连接接口应能让站在车外的人员易于接近，且不应有碍于接

近驾驶员座位。

标准的诊断串行接口的安装位置应得到型式核准机构的批准，应使之易于让维修人员接近，且在

汽车正常使用条件下防止意外损坏。

２２

ＨＪ ４３７ ２００８


	HJ437A
	HJ437A_p0001
	HJ437A_p0002

	HJ437B
	HJ437B_p0001
	HJ437B_p0002
	HJ437B_p0003

	HJ437
	HJ437_p0001
	HJ437_p0002
	HJ437_p0003
	HJ437_p0004
	HJ437_p0005
	HJ437_p0006
	HJ437_p0007
	HJ437_p0008
	HJ437_p0009
	HJ437_p0010
	HJ437_p0011
	HJ437_p0012
	HJ437_p0013
	HJ437_p0014
	HJ437_p0015
	HJ437_p0016
	HJ437_p0017
	HJ437_p0018
	HJ437_p0019
	HJ437_p0020
	HJ437_p0021
	HJ437_p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