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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公共汽车配置要求》（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15 年 5 月-7 月，我们开始组织进行标准的立项申报准备工作。 

2016 年 8 月 17 日，交通运输部下达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

划的通知（交科技函〔2016〕506 号），《混合动力公共汽车配置要

求》被列为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制修订项目（计划编号：JT 

2016-37）。 

本标准技术归口单位是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主

编单位是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等。 

二、编写目的及意义 

国务院于 2012 年 8 月 6 日和 2013 年 9 月 12 日分别发布了《节

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大气

十条》）都对节能减排有更高的要求。2014 年 7 月 21 日，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4〕35 号），要求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有效缓解能源

和环境压力，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2015 年 3 月 18 日，交通运输

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行业推广应用的实施意

见》（交运发〔2015〕34 号），意见指出：“车型选择上，重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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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用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积极推广应

用燃料电池汽车，研究推广应用储能式超级电容汽车等其他新能源汽

车。” 

车辆是城市公共交通最基础的运营设施，也是城市公共交通最重

要的服务设施。车辆的配置直接关系到公共交通企业的服务质量和服

务水平。随着国家政策的导向，混合动力公共汽车技术正在迅猛的发

展和进步，其配套的相关标准也都在逐步完善且成熟，到目前为止城

市客运领域，还没有针对混合动力公共汽车整车配置要求的标准，有

必要对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的配置进行规范。这对于保持混合动力公共

汽车的稳定发展、提升城市公共汽电车的服务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本标准通过对混合动力公共汽车配置提出规范的要求，旨在： 

（1）为规范混合动力公共汽车准入和退出提供科学统一的依据，

有利于城市公共汽电车行业的规范化管理； 

（2）规范和统一混合动力公共汽车性能及配置，为车辆使用和

维护提供依据，有利于提高混合动力公共汽车运行安全性，保障驾驶

员和乘客人身财产安全，提升城市公共汽电车行业的服务水平； 

（3）与《快速公共汽车配置要求》、《无轨电车配置要求》、

《电动公共汽车配置要求》、《天然气公共汽车配置要求》等标准形

成配置系列的标准规范体系，更好地指导公交企业使用、指导车辆厂

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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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写过程 

城市客运标委会确定开展本标准的编制工作后，由牵头单位牵头

成立了编写工作组。并主要进行了如下工作： 

（一）编写标准草案：2015 年 5 月-7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在参

照交通部相关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混合动力公共汽车

当前的技术发展现状完成了标准草案的编写。 

（二）召开标准草案稿讨论会：为积极推进公交运营安全标准化

工作，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于 2015 年 8 月 22 日在江苏省

常州市召开了公共汽电车安全标准研讨会，会议对《混合动力公共汽

车配置要求》行业标准草案稿进行了讨论。来自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

市客运分会、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合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郑

州市公交总公司、嘉兴市公共交通公司、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盐城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济南市城市交

通研究中心等 9 家单位，以及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龙

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南京金龙客车制

造有限公司、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深圳五洲龙汽车有限公司、北

汽福田北京欧辉客车分公司、常州长江玻璃有限公司等 22 个厂家企

业代表，共 48 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围绕标准草稿的框架和条款

内容，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对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稿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三）完成标准立项申报工作：2016 年 4 月，根据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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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司、运输服务司、城市客运标委会的要求，为了与客车标委会起

草完成的《混合动力城市客车技术条件》行业标准进行区别，标准编

制组从标准起草的出发点和目的、标准内容差异化情况、标准内容衔

接等方面，对《混合动力公共汽车配置要求》标准的立项进行解释说

明，并对标准草稿做进一步调整完善。2016 年 8 月 17 日，交通运输

部下达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交科技函〔2016〕506

号），《混合动力公共汽车配置要求》被列为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

化计划制修订项目（计划编号：JT 2016-37）。 

（四）召开标准编制组会议暨标准制定研讨会：2016 年 8 月 16

日，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再次在江苏省常州市组织召开了

标准编制组会议暨标准制定研讨会。来自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

分会、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成都公交集团星辰巴士有限公司、贵阳

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柳州恒达巴士

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公交集团公司、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等 10

家单位，以及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蓝翼飞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苏州绿控传动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福伊特驱动技术系统（上海）有

限公司、中汽客汽车零部件（厦门）有限公司、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等 21 个厂家企业代表，共 42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正式组建了标准

主编工作组，提出了对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相

关要求，对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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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2016 年 8 月下旬-9 月上旬，根据

标准编制组会议暨标准制定研讨会各位专家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对标准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于 9 月中旬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六）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标准编制说明：2016 年 9 月 20 日，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在北京市组织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

稿定稿会。来自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贵阳公交集团（有

限）公司、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合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济南

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青岛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交运集团温馨

巴士有限公司、吉林公交集团公司、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中山市

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等 11 家单位，

以及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车

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联保消防新技术有限公司、苏

州金龙客车有限公司、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安徽安凯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中汽客汽车零部件（厦门）有限公司等 20 个厂家企业代

表，共 45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了讨论，

并对标准框架结构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并及时提交全国城市客运标委会秘书处。 

四、制定本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4.1 充分结合我国国情 

    要通过标准引导，提高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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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性、可靠性，更好保障乘客生命；贯彻节能减排要求；要以人为本，

乘车方便、舒适。 

    要结合国情，总结我国发展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的宝贵经验，体现

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适用性。要考虑我国经济实力、汽车工业技

术水平、气候地理交通状况等与国外的差距，要兼顾我国各地区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我们要结合国情，决不是迁就落后技术。 

4.2 依据标准化法律法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实施条例》、《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标准编写符合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 

符合我国现行的强制性标准的规定，如 GB 1589《道路车辆外廓

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 7258《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8410《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GB 11555《汽车风窗玻璃除

霜和除雾系统的系能和试验方法》、GB 13094《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 18986《轻型客车结构安全要求》等。 

4.3 突出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特性 

    重点突出混合动力公共汽车与一般公共汽车不同的特性，并从配

置要求的角度提出要求，比如在配置要求方面重点规定了与车载电力

驱动能量源装置相关的性能要求和车身安全结构、电力驱动、车载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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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电控管理系统总成装置及其标识的安全要求等等。 

五、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5.1 标准适用范围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整车要求、

车载储能高低压设施安全要求、混合动力设施要求和车载服务设施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的设计、生产、使用和维护。 

5.2 标准术语和定义及分类的说明 

标准定义了混合动力公共汽车、油电混合动力公共汽车、气电混

合动力公共汽车、电电混合公共汽车等术语。 

分别按车长、按是否可外插充电、按混合燃料形式、按混合动力

系统驱动形式进行了分类。 

具体要求见标准。 

5.3 标准主要配置要求的说明 

（1）整车要求 

一是一般要求。包括对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车辆通道圆

及外摆值要求；包括对整车及主要总成、安全防护装置等运行安全技

术要求；包括车身结构安全要求；包括对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类型、技

术要求等；包括对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车定期补电充电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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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动机及发动机舱。包括对混合动力公共汽车车辆传动系

统、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燃料输送管路或其它管路与高低压线束布置、

供油管路走向布置、发动机舱自动灭火装置与舱内温度监测报警系统

安装等要求。 

标准中 5.2.7 发动机舱灭火装置应具有感温自动启动和手动启

动功能，具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发动机舱内温度达到预警温度（115℃±5℃）时，驾驶室仪表

盘上报警蜂鸣器自动进行声光报警，提示排查或直接手动启动灭

火装置进行灭火； 

b. 当发动机舱内温度达到设定启动温度 160℃±10℃时，灭火装置

应能全部启动并实现全覆盖灭火，当安装多具灭火装置时，灭火

装置启动总间隔时间应不大于 2s。 

指标依据说明：高温预警，应早发现早处理，将火灾扑灭在萌芽

状态，尽最大可能减少损失。自动启动条件，与正在制定出台国标客

车灭火装备配置要求标准保持一致，多个灭火装置联动总时间不得超

过 2s，多点灭火剂同步释放到火场，确保灭火效果。 

三是底盘和车身。包括对混合动力公共汽车宜安装盘式制动器和

免维护轮毂、在高压系统设备安装部位设计珩架式防撞结构、在逃生

通道和安全锤附近张贴明显标志及其使用方法、安全天窗应有明显警

示标志及保护装置等要求。 

四是空调。包括对配置强量化、节能空调系统、空调系统安全保

护装置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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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见标准。 

（2）车载储能高低压设施安全要求 

    一是车载储能装置要求。包括对车载储能装置的性能、动力电池

管理系统、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安全监测、高压系统应急断电装置等

要求。 

二是车载储能装置舱要求。包括对车载储能装置舱的功能要求、

安装位置要求、舱体结构要求、电池仓专用自动灭火装置等具体要求。 

    标准中 6.2.6 当采用动力蓄电池作为储能装置时，灭火装置的灭

火剂应通过输送管路输送进入电池箱内且灭火剂有效喷射时间应不

小于 60s。当采用超级电容器作为储能装置时，灭火装置的灭火剂喷

射保护范围应保证有效覆盖所有超级电容器且灭火剂有效喷射时间

应不小于 60s。60s 指标说明：动力电池基本为密封结构，如果灭火

剂不能进入电池箱内部，就不能扑灭电池火灾（火源）。要求喷射时

间，确保在有效时间内灭火，持续抑制防止二次复燃，争取更多逃生

时间。 

三是驱动电机及控制器要求。包括对驱动电机及控制器性能、电

动机系统主动和被动放电功能、电动机防护等具体要求。 

标准 6.3.2 电动机系统应有主动放电或被动放电功能，当高压系

统断电后主动放电在 3s 内或被动放电在 2min 内，直流母线电压应降

至 GB/T 18384.3-2015 表 1 规定的 A 级电压。指标依据与说明：引用

纯电动标准中的条款要求。 

四是高低压线束及电器要求。包括对高压电缆、低圧电线、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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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总开关与手动电源总开关、电气系统防火配电盒、高压系统断电

操作手柄设置等具体要求。 

具体要求见标准。 

（3）混合动力设施要求 

一是技术要求。包括对混合动力公共汽车全工况动力混合方式、

自动变速功能、电机能量回馈辅助制动功能、续驶里程和燃料消耗量、

运行环境、涉水性能等要求。 

    标准 7.1.2 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电机应具有能量回馈辅助制动功

能，制动能量回收能力不小于驱动电机额定功率的 70%。条款说明：

制动能量回收就是把发电机无用的、不需要的或有害的惯性转动产生

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回馈车载储能装置，同时产生制动力矩，使电

动机快速停止惯性转动，这个总过程也称为再生制动。根据实验验证，

制动能量回收能力不小于驱动电机额定功率的 70%，混合动力公共

汽车节油率最高可达 30%。 

标准 7.1.3 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纯电动续驶里

程应不小于 50km，工况燃料消耗量按同车长、同载重量、同路况的

公共汽车相比综合平均节能 20%以上（以检验机构出的检验报告为

准），最大电功率比分别达到 100%（串联）和 50%以上（混联、并

联）。指标依据与说明：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纯电

动续驶里程应不小于 50km，是依据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纳入中央财政补助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

求》；工况燃料消耗量按同车长、同载重量、同路况的公共汽车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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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平均节能 20%以上（以检验机构出的检验报告为准），最大电

功率比分别达到 100%（串联）和 50%以上（混联、并联）是依据柳

州、常州、郑州、济南等公交企业新能源公交车辆实际运营数据。 

二是高压发电机要求。包括对高压发电机功率及防护、绝缘等级、

带变速箱的混合动力系统高压发电机、混联式混合动力系统的离合机

构等具体要求。 

三是电动液压助力转向系统要求。包括对电动液压助力转向油泵

内部清洁度和噪声要求、环境温度要求、电动机与外壳防护等级、供

电模式等具体要求。 

四是电动液压助力转向控制器要求。包括对绝缘电阻、工作环境

温度、防护等级等具体要求。 

五是智能管理系统要求。包括对车辆电动部分管理系统要求。包

括对能量管理系统、行驶管理系统、除雾除霜系统、充电口设置及充

电系统要求；包括对车辆远程监控系统要求。 

标准中 7.5.6 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燃料加注

口与充电口宜分置在车辆两侧，放在车辆一侧的燃料加注装置与充电

装置的边缘距离不小于 300mm。指标依据说明：燃料箱加注口与电

池充放电口应分侧安置，限于结构等因素无法满足时，需保证燃料加

注口与充电口应分置车辆中段和后段或两者间距大于一定安全距离，

加气和充电不会同一时间进行，LNG 的加气口在安装在长度约

600mm，宽度约为 250mm 的面板上。所以间距没有不要太大，但也

不能太小，需要能在加气口和充电口之间能设置隔板即可，所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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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距离不小于 300mm。 

六是车载储能、电驱动标识要求。包括对高压危险标志、电动操

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以及车载储能装置相关位置设置高压

系统电气原理图铭牌和安全操作规程告示牌等。 

（4）车载服务设施要求 

包括对电子路牌、电脑报站器、读卡机、投币机、扶手、轮椅停

放区域等车载服务设施的基本要求，直接引用已发布实施的 JT/T 

1053-2016。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建议标准发布后，由交通运输部下发通知，各级运管部门开展宣

贯工作。全国公共汽电车企业应按标准的要求选择车型，进行招标或

采购天然气公共汽车，更好地贯彻“公交优先”战略，实行“公交优

秀”服务。全国客车与零部件生产企业应按标准的规定积极执行，并

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的技术水平与产品质

量，为公交企业提供更好的车辆设施。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7.1 标准性质的建议 

《混合动力公共汽车配置要求》属于城市公共电车行业领域的车

辆配置标准，因此，建议作为交通运输部推荐性行业标准，但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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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的安全与环保要求，必须严格执行。 

7.2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3 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混合动力公共汽车配置要求》行业标准的制定、发布与实施，

将能够统一和规范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的配置，对于三电系统的安装与

使用、对于与车载电力驱动能量源装置相关的性能要求和车身安全结

构、电力驱动、车载储能和电控管理系统总成装置及其标识的安全要

求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性的要求，方便公交企业车辆使用和维护的需

要，同时引领国内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生产厂家提升车辆技术水平，提

高国内城市公交企业的服务水平和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行业管理水

平，推进城市公共汽电车事业快速可持续发展。 

7.4 存在问题和今后需要进行的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行业对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的配置提出新的要

求。另外，在某些方面，混合动力公共汽车的车辆技术不断更新发展，

这是以后修订该标准所需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