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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公共汽车配置要求》（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15 年 10 月，我们开始组织进行标准的立项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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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公共汽车配置要求》

被列为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制修订项目（计划编号：JT 

20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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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对环境污染的日益重视，天然气被作

为“清洁燃料”，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大力提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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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政府与国家环保部签署

了治理大汽污染的责任书。全国各地以治理雾霾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

治措施中，大多提到了要大力推广天然气汽车和相关的鼓励政策、配

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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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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客运管理领域，还没有针对天然气公共汽车整车

配置要求的标准，有必要按照公共汽车运行可靠、行车安全、功能完

善、乘座舒适、造型完美、使用及维护方便等原则，对天然气公共汽

车的设施设备的配置进行规范。这对于保持天然气公共汽车的稳定发

展、提升城市公共汽电车的服务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本标准通过对天然气公共汽车配置提出规范的要求，旨在： 

（1）为规范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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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统一天然气公共汽车性能及配置，为车辆使用和维

护提供依据，有利于提高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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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公共汽车配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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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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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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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交通部相关行业标准、上海等地方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天然气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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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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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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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客车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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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公共汽车配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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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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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交科技函〔2016〕506 号），

《天然气公共汽车配置要求》被列为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制

修订项目（计划编号：JT 20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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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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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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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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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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天然气公共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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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我国发展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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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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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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4《客车结构安全要

求》、GB 17258《汽车用压缩天然气钢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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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8285《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

速法及简易工况法）》、GB 18986《轻型客车结构安全要求》、GB 19239

《燃气汽车专用装置的安装要求》、GB 24160《车用压缩天然气钢质

内胆环向缠绕气瓶》等。 

4.3 突出天然气公共汽车特性 

    重点突出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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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于不同类型的天然气公共汽车的续驶里

程提出了要求，对于燃气专用装置的设置、安装、使用和维护提出了

相关要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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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5.1 标准适用范围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天然气公共汽车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整车要求、

燃气专用装置要求、安全要求和车载服务设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客运天然气公共汽车的设计、生产、使用和维

护。 

5.2 标准术语和定义及分类的说明 

标准定义了天然气公共汽车的专业术语。 

分别按车长、按燃料储存状态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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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对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轴荷分配、制动性能、转向

性能整车性能具体要求；包括对车身结构和刚度、出口、通道宽度和

踏步高度、座椅、无障碍设施等整车车身具体要求；包括对 CNG 和

LNG 公共汽车续驶里程的要求；包括对天然气公共汽车标志设置的

要求等。 

标准 5.4 小型 CNG 公共汽车续驶里程应不小于 120km，其它 

CNG、LNG 公共汽车续驶里程应不小于 250km。指标依据：根据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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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经验数据，同时根

据北京召开的标准征求意见稿定稿会贵阳公交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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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等单位协商一致确定的数据。 

    （2）燃气专用装置要求 

包括燃气专用装置基本要求、CNG 公共汽车燃气专用装置、LNG

公共汽车燃气专用装置等具体要求。 

一是基本要求。包括对加气控制板连接地线装置、发动机停止运

行自动切断装置、燃料供给系统、燃气专用装置安全防护以及气瓶、

压力表、手动截止阀、压力调节器及汽化器、电磁阀等要求。 

    标准 6.1.4 气瓶与固定座之间应装有非金属垫板，其紧固螺栓应

有防松装置。气瓶安装紧固后，应满足下列要求：——按  GB 

19239-2013 中 5.3.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气瓶应固定在车辆上，

固定部件不应出现断裂、脱落现象；——按 GB 19239-2013 中 5.3.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气瓶与其固定点相对位移不大于 13mm。本

条款说明：在气瓶固定架上，可能存在有焊疤和飞溅的焊渣，在没有

非金属垫板的情况下安装，会使气瓶挌伤。因此需要加装非金属垫板。

如果固定螺栓没有防松措施，在车辆运行一段时间后，螺栓会出现松

动，造成非金属从垫板气瓶和固定座之间脱落，随着车辆运行和颠簸，

造成气瓶与固定座相互摩擦，损坏气瓶。最终导致 CNG 气瓶的承受

压力的能力降低，严重导致气瓶炸裂，LNG 气瓶在摩穿后内外胆间

的真空彻底失效，气瓶保温能力几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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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CNG 公共汽车燃气专用装置要求。包括对 CNG 公共汽车

气瓶阀和接头保护装置、车用 CNG 钢质内胆环向缠绕气瓶安装、加

气口、气量显示器、高压管路、燃气管路等要求。 

标准6.2.4 气瓶阀和接头应有防止碰撞、倾覆等事故的保护装置；

气瓶阀与汽车外轮廓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200mm。本条款指标依据：

GB 19239-2013。 

标准 6.2.7 中 加气装置与充电装置的边缘距离不小于 300mm。

本条款指标依据：加气和充电不会同一时间进行，CNG 的加气口在

档次较高的车上均设置成集成式面板，面板长宽尺寸 350mm 和

300mm。所以间距没有不要太大，但也不能太小，距离需要能在加

气口和充电口之间能设置隔板即可。 

    标准 6.2.9 中 柔性管固定卡间距不大于 300mm，刚性管固定卡

间距不大于 600mm。本条款指标依据：根据 GB 19239-2013 标准的

4.4.1 和 4.4.2 条款。 

三是LNG公共汽车燃气专用装置要求。包括对车用LNG储气瓶、

加注口、气瓶和管路安装、低温管路、放空管路、液位显示器、燃气

管路等要求。 

标准 6.3.5 加注口应安装在有适当保护和易于充气的位置，加气

装置与充电装置的边缘距离不小于 300mm。加注口距车辆外轮廓边

缘部分的尺寸应不小于 50mm。加注口应设有能抵抗加注设备拉断保

护装置。本条款指标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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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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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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标准设定为距离不小于 300mm。加注口距车辆

外轮廓边缘部分的尺寸应不小于 50mm 是依据 GB 20734-2006 标准

4.2.1.1 条款。 

标准 6.3.5 中 固定卡间距不大于 600mm。本条款指标依据：GB 

20734-2006 中 4.2.3.1。 

标准 6.3.11 为保证车辆在充满液后即停止运营气瓶安全阀不超

压排放（使用真空管路的除外），应尽量缩短车辆充液面板至储罐之

间管路的长度，其安装长度一般以管路中残液气化回到储液罐后的工

作压力计算确定，加气口至储液瓶的管路安装长度不宜大于 2.6m（真

空管路除外）。本条款指标依据：根据贵阳公交公司实际运营经验计

算。说明计算方法：残液体积 V；气液体积比 1：625；工作压力（0.5

—0.8MPa）；储液瓶充满液=储液瓶总容积×90%；储液瓶剩余容积

=储液瓶总容积×（1-90%） 

残液体积 V×气液体积比 625≦储液瓶剩余容积×工作压力（0.5

—0.8MPa） 

管长=残液体积∨÷管路底面积 

（3）安全要求 

安全要求包括对导静电橡胶拖地带安装、紧急排气装置、燃气泄

漏报警装置、内饰材料阻燃性能、电器导线绝缘性能、客舱内灭火器

设置、乘客门应急控制器和防夹功能的设置等要求。 

（4）车载服务设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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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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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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公共汽车配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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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标准中

对天然气公共汽车的安全要求，必须严格执行。 

7.2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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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天然气公共汽车配置要求》行业标准的制定、发布与实施，将

能够统一和规范天然气公共汽车的配置，对于燃气专用装置的安装与

使用、对于车载的服务设备、设施进行系统性、规范性的要求，方便

公交企业车辆使用和维护的需要，同时引领国内天然气公共汽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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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对天然气公共汽车的配置提出新的要求。

另外，在某些方面，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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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