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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下达 2015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交科技发[2015] 114

号）的要求，制定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计时系统 第 1 部分：

计时终端技术规范》（计划编号：JT 2015-88），计划于 2016 年完成。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承担单位为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中国交通通信中心、广东省

道路运输管理局、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等单位参加了本标准的起草制定工作。 

（三）标准起草单位人员及任务分工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包括：孟兴凯、曾诚、吴初娜、夏海英、蔡凤田、李明、

范立、冯旭光、陈柯漫、牛文江 

其中孟兴凯负责标准调研、意见征求工作的组织管理，国内外现状的调研、

相关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以及该标准的编写、各阶段意见征集汇总、标准文字编辑

等工作；曾诚负责该标准框架体系构建、标准技术条款内容把关和指导等工作；

吴初娜、夏海英参与标准项目技术调研、国内外现状的调研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

蔡凤田负责标准技术质量把关；冯旭光、范立、李明参与标准技术条款起草、研

讨；陈柯漫、牛文江参与标准征求意见的梳理、研讨等工作。  

（四）标准的研究及工作过程 

本标准任务下达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交通通信中心、广

东省道路运输管理局、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等单位成立标准编制组，编制组通过分

析计时终端的作用和定位，对其应具有的基本功能展开讨论，并结合目前机动车

驾驶培训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立足于客观、真实记录学员的培训过程信息的角

度，编制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标准的主要工作过程具体如下：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 月，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交通通

信中心、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等单位成立标准编制组，制定了标准修订工作计

划，并对计时终端的作用和定位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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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3 月，标准编制组赴湖北、浙江和江苏等地市对计时终端的应

用情况及功能需求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标准草案，并先后多次组织了行

业管理部门、计时终端供应商、驾驶培训机构的专家和代表对标准技术条款内容

进行研讨。标准编制组根据研讨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2016 年 4 月~5 月，标准编制组在部运输服务司和全国道路运输标委会的组

织下，对标准进行征求意见，共收到湖南省交通厅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公室、

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局、山东聊城市恒大驾驶员

培训有限公司、北京东方时尚驾校等 29 个单位的回函，共计 84 条意见和建议。

标准编制组根据各单位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其中，采纳 53 条

意见，部分采纳 5 条意见，不采纳 26 条意见。在 5 月底，部运输服务司组织行

业专家和技术代表对修改完善后的标准进行评审，审查通过后，以交通运输部公

告 2016 年第 17 号对外发布，以规范性技术文件的形式在行业内应用。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8 月，项目组跟踪规范性技术文件在行业的应用情

况及存在的问题，修改形成了《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 第 1 部分：计时终

端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2013 年 8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 计时终端技术

规范》（交通运输部 2013 年公告第 49 号），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对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推行计时制，开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计时管理，以督促驾培机构提高培

训质量。计时终端的推广应用，对驾培机构落实教学培训大纲，提升驾驶培训质

量具有积极作用。但目前从全国各地对计时终端的安装和应用来看，还存在一些

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计时终端的作用定位，认识不够准确。相对计时终端应当记录哪些

培训过程信息，如何客观、准确地进行记录而言，业内普遍更关注于如何提升计

时终端的身份验证技术，以此来防止驾培机构和教练员伪造学时，相应地，各大

计时终端生产企业普遍将高精尖的身份验证技术加装在计时终端设备上，如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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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验证技术、人脸识别验证技术等，但这些技术的应用对于保证学员学时的

真实性效果并不明显，且加重了驾培机构和学员的经济负担。 

二是，计时终端记录的培训信息安全性不高。计时终端技术规范中对培训信

息的安全性要求不高，无信息追溯机制，致使驾培机构在教学过程中，对学员的

培训信息更改、篡改，学员培训的真实性难以保证。 

三是，计时培训管理功能较弱。从技术规范修订组在全国调研的情况看，目

前全国的驾培机构基本上在教练车上都安装了计时终端设备，但驾培机构普遍没

有运用好计时系统的数据分析功能来强化培训质量管理。主要原因是记录的信息

不全面、记录信息的准确度不高、系统自动分析管理的功能欠缺。 

四是，学时记录卡饱受学员诟病。计时终端技术规范中要求学员和教练员必

须采用学时记录卡进行身份验证，致使各地驾培机构在执行时，向学员和教练员

收取高额的学时记录卡费用，部分地区学时记录卡费用甚至高达 180 元，加重

了学员和教练员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时，恰逢驾驶培训与考试制度改革背景下，交通运输部与公安部为持

续推进驾驶培训与考试环节的有效衔接，一致认为实现学员培训学时等信息的客

观记录，是培训与考试有效衔接的基础。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 交

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发【2015】

88 号）以及《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工

作的通知》（公交管【2016】50 号）的文件要求，交通运输部要尽快修订《机动

车驾驶员 计时培训系统技术规范》规范性文件，推进驾驶培训与考试的信息共

享。行业标准的制定是将规范性文件提升高度，以交通运输行业标准的形式发布

并实施，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事中事后监管奠定基础。 

（二）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术语规范、通俗易懂，符合国家道路运输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的要求； 

2）降低学员和驾培机构的成本和负担， 

3）有利于驾培机构和教练员贯彻落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

保证培训记录数据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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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遵循以大数据分析强化计时管理的理念，合理确定计时终端的作用和定

位，即计时终端在计时管理系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客观、真实地记录学员培

训过程信息； 

5）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进步。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浙江宁波等地正在

应用智能手机作为计时终端的尝试，获得了学员的欢迎，初步取得了较好的应用

效果，标准需要适应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增强技术创新。 

（三）标准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计时终端的一般要求、功能要求、

性能要求、安装要求，以及信息记录卡要求。适用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组织

开展课堂教学、模拟驾驶训练和实车驾驶训练时，记录学员培训学时等信息所使

用的计时终端，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开展计时培训管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实施培训监管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还依据了以下几方面的技术标准。标准中凡是注日期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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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依据的标准主要有《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的表示法》（GB/T 7408）、《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1 部分:物理特性》（GB/T 16649.1）、《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2 部分:触

点的尺寸和位置》（GB/T 16649.2）、《道路车辆 静电放电产生的电骚扰 试验方

法》（GB/T 19951）、《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 2 部分：沿电源

线的电瞬态传导》（GB/T 21437.2）、《台式居民身份证阅读器通用技术要求》（GA 

450）、《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JT/T 794）、《机动车驾

驶员计时培训系统 第 2 部分：平台技术规范》（JT/T XXX）、《移动通信手持机

可靠性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YD/T 1539）、《识别卡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卡 感应

卡 第 1 部分：物理特性》（ISO/IEC 14443.1）。 

3 术语和定义 

为了是使标准具有可读性和便于理解，在术语和定义中对计时终端、车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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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终端、课堂教学计时终端、模拟训练计时终端、签到时长、培训时长、信息记

录卡等名词进行定义。 

4 一般要求 

4.1 计时终端组成 

依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交运发〔2016〕128 号）的要求，

机动车驾驶培训可分为理论培训（采用课堂教学和远程网络教学相结合）、模拟

培训和实车培训三种类别，每一种培训类别都有相应的学时要求。计时终端是用

于采集、存储和传输培训类别、教学部分、培训时长等学员培训过程信息以及教

练员教学信息等信息的终端设备，与培训类别相对应，计时终端分为课堂教学计

时终端、模拟训练计时终端和车载计程计时终端三种，分别采集、存储和传输学

员课堂培训、模拟训练和实车培训的培训过程信息。 

在学员进行课堂教学和模拟培训时，为了能实现学员身份信息识别，采集、

存储和传输学员培训过程的有关信息，保证学员培训学时的客观真实有效，课堂

教学和模拟训练计时终端应该具有学员身份验证模块或装置、有能采集、存储和

传输学员培训数据的中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数据通信接口等模块，以及对学

时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的软件。由于各个省市驾驶培训管理有所区别，需要在培

训过程中采集学员图像或视频信息的，课堂教学和模拟训练计时终端还应该具有

图像或视频采集的功能模块。 

车载计程计时终端是实现学员在实车培训过程中的数据采集、存储和传输，

按照设备形式的不同分为固定式终端设备和手持式移动设备。对于固定式终端设

备的车载计程计时终端，应该具备有课堂教学和模拟训练的功能外，在实车训练

时，为了保证学时的客观真实，还应能实时采集和记录教学车辆的运行轨迹、学

员培训过程中的图像或视频以及车辆运行时的节气门开度、行驶速度和发动机转

速等信息，对训练过程中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车载计程计时终端还应能提醒和

警示教练员和学员，并能将以上采集和记录的信息通过网络实时上传到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机构的计时平台。因此，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的主机应具有卫星定位模块、

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外部设备包括语音报读、图像或视频采集、车辆 OBD 或

CAN 总线数据接口车辆状态信息采集等模块或装置，以保证学员培训信息的客

观性和真实性。 



 6 

对于手持式移动设备为主体的车载计程计时终端，其工作原理首先是在教学

车辆上安装与车辆进行唯一性关联的车辆电子标识和手持式移动设备，然后通过

手持式移动设备识别车辆电子标识，确保手持式移动设备、车辆电子标识和教学

车辆的唯一性关联，利用手持式移动设备采集学员实车培训过程中的学时、教学

车辆等培训过程信息，并通过安装单独采集学员图像或视频以及车辆状态信息的

设备及装置，并将此信息上传至手持式移动设备，然后手持式移动设备再将所有

数据整合后，一并通过网络通信实时上传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的计时平台，

以此实现固定式车辆计程计时终端设备的功能。因此手持式移动设备为主体的车

载计程计时终端应包括 与教学车辆进行唯一性关联的车辆电子标识；集成中央

处理器、数据存储器、实时时钟、卫星定位模块、无线数据传输模块、显示器、

操作键和数据通信接口等全部或部分功能模块的手持式移动设备；未被手持式移

动设备集成的功能，应以硬件模块或装置的形式采集相应的信息并传输至手持式

移动设备；采集图像或视频信息、车辆 OBD 或 CAN 总线数据接口车辆状态信

息并传输至手持式移动设备的模块或装置；学时监控终端软件。 

4.2 外观 

为了保证计时终端在使用过程中的功能正常、有效，显示的学员培训过程信

息清晰、容易读取，以及防止其他人员拆解设备，篡改计时终端的有关技术手段。

标准要求计时终端各部件外表面应光洁、平整，无凹痕、划伤、裂缝和变形等缺

陷，显示屏表面应无明显划痕，显示应清晰、完整，无缺损现象。以及计时终端

的防拆离装置应齐全、完好。 

4.3 铭牌 

铭牌是产品在投放市场后，固定在产品上向用户提供生产厂家商标识别、品

牌区分，产品参数铭记等信息的标牌，以供用户正确使用而不致损坏产品设备，

故铭牌又称标牌。为了便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了解、掌握计时终端的产品参

数等，确保计时终端的规范使用，计时终端应具有清晰耐久的铭牌标识，且要安

装在计时终端主机或部件外表面的醒目位置，铭牌尺寸应与计时终端的主机结构

尺寸相适宜，并在铭牌上标出制造商名称、商标和产地、型号和规格、终端主机

可识别的唯一性编号、制造日期、终端执行标准代号或技术规范名称等内容。 

4.4 文字、图形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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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教练员和学员使用计时终端，快速读取计时终端上的有关文字、图

形和标识，标准要求计时终端在显示学员培训过程信息和计时终端上所使用的文

字、图形和标识应耐久、醒目和规范；计时终端操作说明、铭牌和标识中的文字

应使用中文，也可同时使用其他文字，但应保证中文文字在其他文字的上面或左

面。以及为了使操作人员较快熟练地掌握和使用计时终端，要求在计时终端操作

按键对应的位置标识出各按键的功能。 

5 功能要求 

5.1 通用功能要求 

计时终端的通用功能是指不同类型的计时终端（包括课堂教学计时终端、模

拟训练计时终端和车载计时终端）都应具备的基本功能要求。根据使用计时终端

的目的和用途，计时终端应具备以下功能：一是计时终端应能自动自检，并予以

提醒，保证计时终端产品功能正常；二是实现教练员和学员的签到签退，确保学

员驾驶培训时签到时长、培训时长得到有效记录；三是实现学员培训过程信息采

集和存储，并保证记录信息的客观性；四是实现学员培训过程信息的数据传输，

保证数据能有效实时上传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的计时平台；五是能实现学员

有关培训数据显示；六是能实现学员培训信息的数据查询；七是能对计时终端的

有关参数进行设置和调整；八是能实现对常见违规驾驶培训行为的计时管理。计

时终端的通用功能、目的和意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计时终端通用功能要求目的和意义 

序号 功能要求 目的和意义 

1 开机自检 
计时终端通电后进行自检，并给予提醒或指示故障信息，已检查设

备能否正常有效工作，以及了解设备故障情况 

2 签到和签退 

实现教练员和学员以指纹、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信息记录卡、二维

码识别、声纹识别、人脸识别至少一种方式进行身份验证，确保学

员培训时的签到时长、培训时长得到有效记录，并保证其信息的客

观真实 

3 
培训信息采集

和存储 

实现驾驶培训机构编号、教练员编号、学员编号、终端设备编号、

教学部分、培训类别、教学项目、签到时间、签退时间、签到时长

和培训时长等培训信息采集和存储，保证学员培训后留有痕迹，是

学员培训信息产生的源头  

4 数据传输 

实现计时终端采集和存储的学员培训过程信息通过存储介质或通信

网络上传至驾驶培训机构的计时平台，保证计时终端和计时平台的

学员培训过程信息得到上传共享 

5 数据显示 

实现学员培训时间、教练员姓名、签到时长、培训时长等信息的显

示，使学员在培训时了解自身训练时间、培训时间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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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要求 目的和意义 

6 信息查询 
实现在学员身份信息识别和读取后，能显示学员总培训时长和本教

学部分的培训时长等信息，便于学员及时了解自身培训学时状况 

7 参数设置 

通过存储介质本地或者计时平台远程实现对计时终端培训驾驶培训

机构编号、终端设备编号、SIM卡号、实时时钟等参数以及培训管理

功能参数的调整和设置，并保留和向即使平台上传操作日志，能有

效实现有关参数的调整，保证调整参数的合理性 

8 计时培训管理 

实现驾驶培训机构利用计时终端对教练员和学员计时培训过程中出

现的禁止教练员和学员签到以及学员日培训时长超过规定的日累计

最大培训时长等情况进行管理，保证学员培训过程信息的合法合规 

5.2 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特殊功能要求 

车载计程计时终端是安装在教学车辆内，与教学车辆进行唯一性关联，用于

采集、存储和传输学员参加驾驶操作训练中的教学部分、培训时长、培训里程，

车辆运行位置、行驶速度，以及学员和教练员的图像等信息的终端设备，分为固

定式终端设备、手持式移动设备。根据其使用目的和用途，车载计程计时终端应

具备以下功能：一是有且仅能支持一名学员在一辆教学车辆上签到和在一名教练

员指导下培训，保证教学车辆、学员和教练员在培训时的唯一关联性；二是实现

学员在实车培训过程信息采集和存储，并保证记录信息的客观性；三是实现学员

实车培训过程信息的数据传输，保证数据能通过无线通信网络实时上传至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机构的计时平台；四是能实现学员实车培训数据显示；五是能实现学

员实车培训信息的数据查询；六是能对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的有关参数进行设置和

调整；七是能实现对实车培训过程中常见违规驾驶培训行为的进行计时管理；八

是实现对教学车辆实时监控和对违规培训行为进行报警提醒。车载计程计时终端

的特殊功能、目的和意义如表 2 所示。 

表 2 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特殊功能要求及其目的和意义 

序号 功能要求 目的和意义 

1 
支持的培训模

式 

有且仅能支持一名学员在一辆教学车辆上签到和在一名教练员指导

下培训，保证教学车辆、学员和教练员在培训时的唯一关联性 

2 
培训信息的采

集和存储 

实现驾驶培训机构编号、教练员编号、学员编号、终端设备编号、

教学部分、培训类别、教学项目、签到时间、签退时间、签到时长

和培训时长、培训车型、教学车辆号牌、培训里程、卫星定位信息

以及车辆点火信号、行驶速度和发动机转速等培训信息采集和存储，

保证学员培训后留有痕迹，是学员培训信息产生的源头  

3 无线数据传输 

实现计时终端采集和存储的学员实车培训过程信息通过无线通信网

络上传至驾驶培训机构的计时平台，并能保证上传数据的安全，使

计时终端和计时平台的学员培训过程信息得到共享 

4 数据显示 

实现学员培训时间、教练员姓名、签到时长、培训时长、培训状态、

卫星定位状态和无线连接状态等信息的显示，使学员在培训时了解

自身训练时间、培训时间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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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要求 目的和意义 

5 数据查询 

实现在学员身份信息识别和读取后，能显示学员总培训时长、学员

总培训里程、本教学部分累计培训里程和培训时长等信息，便于学

员及时了解自身培训状况 

6 参数设置 

通过存储介质本地或者计时平台远程实现对计时终端培训驾驶培训

机构编号、终端设备编号、SIM卡号、实时时钟、培训车型、教学车

辆号牌、车辆特征系数等参数以及培训管理功能参数的调整和设置，

并保留和向即使平台上传操作日志，能有效实现有关参数的调整，

保证调整参数的合理性 

7 
实际驾驶训练

计时培训管理 

实现驾驶培训机构利用计时终端对教练员和学员计时培训过程中出

现的禁止教练员和学员签到、培训期间累计停车时长超过培训中允

许暂停时长预设值等情况进行管理，保证学员培训过程信息的合法

合规 

8 监控和报警 
实现对教学车辆训状态的实时监控和对违规培训行为进行报警提

醒，保证学员培训信息的客观真实 

6 性能要求 

6.1 通用性能要求 

计时终端的通用性能要求是规定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计时终端（包括课堂教学

计时终端、模拟训练计时终端和车载计时终端）应具有的适合驾驶培训管理要求

的物理、技术特性，根据计时终端的类别、使用目的和用途，结合驾驶培训管理

的有关要求和驾驶培训实际，标准对计时终端的通用性能从其工作环境、功能模

块（包括数据存储器、无线数据传输、计时、实时时钟、显示、指纹、身份证验

证、信息记录卡、二维码、声纹、人脸识别、摄像等模块）、数据安全性、电气

部件、设备可靠性等方面提出要求，计时终端各个通用性能要求及其目的见表 3

所示。 

表 3计时终端通用性能要求及其目的 

序号 性能要求 目的 

1 工作环境 
综合我国南北地域温度、湿度差异，确保计时终端在不同工作环境

下能正常工作 

2 

功

能

模

块 

数据存储

器 

存储学员培训过程信息提供空间，并确保终端突然断电后，学员培

训数据信息不丢失 

无线数据

传输模块 

为保证学员培训过程信息能按照规定要求有效上传至驾驶培训机

构计时平台提供支持，使计时终端能在当前常用的无线通信网络传

输模式下正常工作，并保证计时终端与计时平台的传输协议一致 

计时 
为实现学员培训时对时间进行计时提供支持，保证计时单位与教学

大纲要求学时单位保持一致 

实时时钟

模块 

为显示学员签到、签退时间提供硬件支持，以保证学员按照预约时

段进行驾驶培训训练 

显示模块 

为显示学员培训过程信息、时间等内容提供支持，并确保显示的内

容清晰可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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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性能要求 目的 

指纹模块 
保证身份验证方式采用指纹验证时，识别学员或教练员的时间和精

度，保障学员利益 

身份证验

证模块 

保证身份验证方式采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验证时，识别学员或教练

员的时间 

信息记录

卡读写模

块 

保证身份验证方式采用信息记录卡验证时，确保信息记录卡读写模

块的紧固、触点位置、接口或插拔次数等技术要求，保障信息记录

卡读写装置长时间正常工作，以及保障识别学员或教练员身份时间 

二维码模

块 

保证身份验证方式采用二维码验证时，确保二维码有效性，保障学

员身份的真实性 

声纹模块 
保证身份验证方式采用声纹验证时，学员身份验证的精准性和验证

时间 

人脸识别

模块 

保证身份验证方式采用人脸识别时，学员身份验证的精准性和验证

时间 

摄像模块 
在采集图片或视频时，确保采集的图片和视频的质量，图片或视频

要求为常见的格式，并清晰可辩 

3 数据安全性 确保学员数据的客观真实性，保证数据具有可追溯性 

4 电气部件 确保计时终端电气部件在工作时具有安全保护措施，保障安全 

5 设备可靠性 
保障计时终端在较高强度高温、低温、振动、冲击、静电放电等不

同环境条件下，能有效正常工作 

6.2 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特殊性能要求 

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的特殊性能要求是规定适用于车载计程计时终端应具有

的适合驾驶培训管理要求的物理、技术特性，根据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的使用目的

和用途，结合驾驶培训管理的有关要求和实车驾驶培训实际，标准对车载计程计

时终端的特殊性能从其功能模块（包括计程、卫星定位、显示、摄像等模块）、

电气性能、抗汽车电点火干扰、瞬态抗扰性等方面提出要求，车载计程计时终端

特殊性能要求及其目的见表 4 所示。 

表 4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特殊性能要求及其目的 

序号 性能要求 目的 

1 

功

能

模

块 

计程功能 保障车载计程计时终端计量学员培训里程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卫星定位

模块 

保障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监控教学车辆运行轨迹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确保学员培训的真实有效，同时也便于驾驶培训机构管理教学车辆 

显示模块 
为显示学员培训过程信息、时间等内容提供支持，确保显示的速度、

培训里程等内容符合规定要求 

摄像模块 
在采集图片或视频时，确保采集的图片和视频的质量，图片或视频

要求为常见的格式，并清晰可辩 

3 电气性能 

规定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的主电源，并确保终端在断电、承受较大范

围电源电压波动、极性反接电压、过电压等试验后，能有效正常工

作 

4 
抗汽车电点火

干扰 

确保车载计程计时终端在进行汽车点火时，各项功能正常，能有效

工作 

5 瞬态抗扰性 
确保车载计程计时终端在承受较高值的瞬态抗扰度试验中及试验

后，能正常有效工作，保证车载计程计时终端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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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装要求 

课堂教学计时终端主要是对学员理论教学时的培训过程信息进行采集、存储

和上传，模拟训练计时终端是对学员模拟教学时的培训过程信息进行采集、存储

和上传，因此课堂教学计时终端和模拟训练计时终端的安装首先考虑以方便学员

为主，其次终端的导线布设应保障不接触到可能会引起导线绝缘损伤的物件，以

保障安全。 

车载计程计时终端是在教学车辆上采集、存储和上传学员实车培训的有关信

息，因此必须安装在教学车辆内。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生产厂家众多，产品形状各

异，但在安装时，在同一车型的教学车辆上，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的安装位置应保

持统一。对于固定式车载计程计时终端的安装，应首先考虑避免改变车辆本身的

电器结构与布线，确保不会因为终端的安装而产生车辆安全隐患；其次，终端的

安装应尽量远离碰撞、过热、阳光直射、废气、灰尘的区域，同时注意选择散热、

通风条件好的地方，尽量保持隐蔽安装，不影响原车外观和驾驶员操作；最后应

适当考虑美观、方便的原则。对手持式移动设备安装时，应有必要的固定装置，

放置位置不应妨碍驾驶训练安全 

8 信息记录卡要求 

计时终端上应用的信息记录卡可以有一种或两种功能，具备单独一种功能

的，仅是存储有学员身份信息，用来进行学员签到签退的身份验证工具；具备两

种功能的，除了具备身份验证的功能外，还用来存储、记录学员培训过程信息和

和终端设备参数设置信息的功能。 

信息记录卡仅作为学员身份验证工具时，信息记录卡的应能存储学员的身份

信息。当信息记录卡具有记录培训信息和终端设备参数设置信息功能时，其记录

的信息内容和格式要求要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在进行参数设置和调整时应留

有痕迹，确保操作具有可追溯性。同时应该有适当的内存空间存储学员培训信息，

在读写信息记录卡时，因要保证有响应时间和卡读写速度。 

三、主要技术经济论证、社会效益 

本标准作为产品技术标准发布和实施，将对指导计时终端产品的生产一致性

和保障计时终端产品质量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本标准的实施，有效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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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培机构应用计时终端设备，采用计时培训服务模式，确保学员培训学时和培训

内容的客观、准确记录以及所记录信息的安全性，对驾培机构落实机动车驾驶培

训教学大纲，提升学员驾驶培训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起草时，采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的《识别卡 非接触

式集成电路卡 感应卡 第 1 部分：物理特性》（ISO/IEC 14443.1）标准。目前国

外对机动车驾驶培训培训过程监管中，还未采用类似计时终端的设施设备，国外

普遍采用纸质记录培训学时的管理，因此未有相关相似的国外标准。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迅速增长的驾驶培训和考试需求，提升

驾驶培训服务质量与考试质量，2015 年国家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与考试制度进

行改革，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

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88 号），对驾驶培

训与考试制度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意见和措施，同时改革意见中同时明确了要“推

广使用全国统一标准的计算机计时培训管理系统，建立省级驾驶培训机构监管平

台，强化对培训过程动态监管，督促落实培训内容和学时，确保培训信息真实有

效。”为贯彻落实国办发〔2015〕88 号文件精神，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

了《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

(公交管〔2015〕50 号)，明确提出了交通运输部门要督促驾驶培训机构安装使

用符合全国统一标准的计时培训系统和计时终端。 

2016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实施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 2016 年第 51 号），管理规章中明确提出了机动车驾驶培训要实行学时制，

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要严格按照培训教学大纲要求的学时和内容进行培训。

驾驶培训计时终端的应用，能客观、准确记录学员学驾过程的培训学时和培训内

容，并能保障记录信息的安全性。 

因此，制定《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 第 1 部分：计时终端技术规范》

行业标准，满足现行驾驶培训管理政策的要求，顺应了机动车驾驶培训与考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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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形势和新时期确保驾驶培训质量的需要，同时也是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对机动

车驾驶培训改革的具体体现和措施。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各地驾驶培训行业主管部门要组织驾驶培训机构认真开

展标准的宣贯工作，要让驾驶培训机构管理人员理解和掌握计时终端产品标准的

有关技术要求，方便他们在今后选择和使用符合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的计时终

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