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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主要参照GB/T 16311-2016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GA 1026-2017 《机动

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GA 1029-2017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及其设施设置规范》、GA/T
1028.1-2017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1部分：总则》、GA/T 1028.3-2017 《机动车驾

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3部分：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系统》、GA/T 1030.2-2017 《机动车驾驶人

考场使用验收规范 第2部分：场地驾驶技能考场》和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的有关内

容编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计量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石家庄华燕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吉

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甘肃省计量研究院、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起草人：姚瑶、刘嘉靖、孟令川、王子乔、房法成、高德成、韩超、周豫、普晓明、许鹏、

杨磊、贾晓杰、胡占领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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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驾驶人考试检测项目和方法（场地驾驶技能考试部分）的技术标准，在驾驶人场地驾驶考

试系统检验、驾驶人驾驶技能考试质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汽车保有量大幅增长。然而，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却令

人担忧。道路交通事故高发，道路拥堵严重，道路通行效率低下，已成为我国道路交通的通病，严重地

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驾驶人培训考试，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个关口、第一道防线。学员学习

驾驶、取得驾照的过程，也是一个驾驶技能获取、安全意识养成、驾驶习惯固化的过程。因此，驾驶人

的考试质量对道路交通安全和驾驶人本身的安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机动车驾驶人场地驾驶技能考试部分及其考试场地中涉及计量特性的项目面临着对其进行计量核

查、量值传递等技术检测过程。为确保考试系统本身准确可靠以及考试结果的客观、公正，需对影响考

试结果的关键参数进行定期检测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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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 驶 人 考 试 检 测 项 目 和 方 法

（ 场 地 驾 驶 技 能 考 试 部 分 ）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驾驶技能考试部分及其考试场地，以下分别简称场考系统和

考试场地）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检测要求和检测结果处置。

本标准适用于I类、II类、III类场考系统和考试场地的检测。

注：I类场考系统（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II类场考系统

（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III类场考系统（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

托车、轻便摩托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311-2016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GA 1026-2017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

GA 1029-2017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及其设施设置规范

GA/T 1028.1-2017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1部分：总则

GA/T 1028.3-2017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3部分：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系统

GA/T 1030.2-2017 机动车驾驶人考场使用验收规范 第2部分：场地驾驶技能考场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考试场地 test field

按照GA 1029-2017的要求，满足机动车驾驶人场地驾驶技能考试要求的场地。

3.2 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系统 field driving test system

对考生进行科目二考试，并对考试过程进行监测，对考试结果进行评判和信息管理的系统。

[GA/T 1028.1-2017，定义3.3]

3.3 桩杆 stake pole

用于标示考试场地中各考试项目桩位位置的标志杆。

3.4 标线 mar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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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标示考试场地中各考试项目桩位位置的标志线。

4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包括考试场地和场考系统。

4.1 考试场地

考试场地检测项目见表1。

表1 考试场地检测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适用考试场地 备注

1
桩杆或标杆尺寸、

回位及摆动
I、II、III类 桩杆直径、回位时间、摆动情况。

2 道路边缘线宽度 I、II、III类 \
3 库位线宽度 I、II、III类 \

4
考试项目图形尺

寸
I、II、III类

场地的库宽、库长、库间距、坡长、半径、

路长、路宽等。

5 坡度 I、II、III类 \
6 附着系数 II类 \

4.2 场考系统

场考系统检测项目见表2。

表2 场考系统检测项目

序

号
检测项目

适用考试场

地
适用考试项目

1 距离

车身（车轮）到边

线
I、II、III类

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

桩考、曲线行驶、直角转弯、通过连续障碍、

窄路掉头、模拟连续急弯山区路行驶

汽车前保险杠到

桩杆线
I、II类 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

摩托车前轴到桩

杆线
III类 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

车辆后溜 I、II、III类 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

2 时间

项目完成时间 I、II类 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桩考、窄路掉头

中途停车时间 I、II、III类
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

桩考、通过单边桥、通过连续障碍、起伏路

行驶

车辆起步时间 I、II、III类 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

3 速度 车辆行驶速度 II类 通过限宽门、起伏路行驶、模拟湿滑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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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方法

5.1 环境条件

（1）温度：0～40℃
（2）相对湿度：≤ 85 %
（3）大气压力：86~106 kPa
（4）风力：小于6级

5.2 检测用设备及仪器

本标准所用检测设备及仪器见表3。
表3 检测设备及仪器表

序号 名 称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1 激光测距仪 0～200 m ±1.5 mm
2 激光跟踪仪 0~60 m (16+6*L) μm
3 非接触式测距测速仪 10～200 km/h 6.8×10-4 km/h
4 电子秒表 0～24 h ± 0.05 s
5 长量爪游标卡尺 0～500 mm ±0.05 mm
6 钢直尺 0～500 mm ±0.15 mm
7 钢卷尺 0～150 m ±0.2 mm
8 风级计 风速：0～30 m/s ±0.3 %
9 坡度测量仪 0～90% ±2 %

5.3 考试场地

考试场地检测方法见表4。

表 4 考试场地检测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1
桩杆或标杆尺寸、回位

及摆动

桩杆或标杆直径用游标卡尺测量；回位时间用秒

表测量，将桩杆一端离开原位大于500 mm后回

位测量；摆动情况用风级计测量风级，观测桩杆

是否摆动。

2 道路边缘线宽度 用钢直尺测量

3 库位线宽度 用钢直尺测量

4 考试项目图形尺寸

用钢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依据GA 1029-2017
中6.4的相关图形标识和尺寸测量；弯道外缘半

径按照GA/T 1030.2-2017附录B方法测量。

5 坡度 用坡度计测量

6 附着系数
用附着系数测量仪或实车测算制动距离测量，按

照GA/T 1030.2-2017中附录B方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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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场考系统

场考系统检测方法见表 5。

表 5 场考系统检测方法

序

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1 距离

车身（车轮）到

边线

用激光跟踪仪检测，方法见附录A.1，流程及记录

方式见附录C。

汽车前保险杠到

桩杆线

摩托车前轴到桩

杆线

车辆后溜

2 时间

项目完成时间
用秒表检测，方法见附录A.2，流程及记录方式见

附录C。
中途停车时间

车辆起步时间

3 速度 车辆行驶速度
用非接触式测距测速仪检测，方法见附录A.3，流

程及记录方式见附录C。

6 检测要求

6.1 考试场地

考试场地检测要求见表6。

表 6 考试场地要求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1
场地桩杆或标

杆

直径

应符合GA 1029-2017中6.4.1.3的要求回位时间

摆动

2 道路边缘线宽度 应符合GB/T 16311-2016中5.2.2的要求，

宽度应为150 mm，误差在(0~+8) mm内。3 库位线宽度

4 考试项目图形尺寸
应符合GA 1029-2017中6.4各项目图形

尺寸的要求。

5 坡度 应符合GA 1029-2017中6.4.4的要求

6 附着系数
应符合GA 1029-2017中6.4.16中的要

求，模拟湿滑路面附着系数不大于0.3。

6.2 场考系统

场考系统中各考试项目距离、时间、速度检测项目依据GA 1029-2017和GA 1028.3-2017的要求，见

表7、表8和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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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距离检测要求

序

号
考试项目 检测项目 检测评判项及技术要求

适用场

考系统

1 倒车入库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身出线；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车身距边线

基准线向外（0～+50） mm范围内。
I类

2

坡道定点

停车和起

步

汽车前保险

杠或摩托车

前轴到桩杆

线距离

车辆停止后，汽车前保险杠或者摩托车前轴未定于

桩杆线上，且前后超出 50 cm；当系统判断“不合格”
瞬间，距控制线在（0～+50） mm 范围内。

I、II、III
类

3

车辆停止后，汽车前保险杠或者摩托车前轴未定于

桩杆线上，且前后不超出 50cm；当系统判断“扣分”
瞬间，在控制线内且距控制线或桩杆线边缘在（0～
+50） mm范围内。

I、II、III
类

4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辆停止后，车身距离路边缘线超出 50 cm；当系

统判断“不合格”瞬间，距边缘线在（0～+50） mm
范围内。

I、II、III
类

5
车辆停止后，车身距离路边缘线超出 30 cm，未超

过 50 cm，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距边缘线在（0～
+50） mm范围内。

I、II、III
类

6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行驶中车轮轧道路边缘线，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
间，车轮距边线内侧向外距离在（0～+50） mm范

围内。

I、II、III
类

7
车辆后溜距

离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大于 30 cm；当系统判断“不合

格”瞬间，后溜距离在（300～350） mm范围内。

I、II、III
类

8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 10 cm～30 cm；当系统判断

“扣分”瞬间，后溜距离在（100～350） mm 范围内。

I、II、III
类

9

侧方停车
车身（车轮）

到边线距离

车辆入库停止后，车身出线；当系统判断“不合格”
瞬间，车身距边线基准线向外在（0～+50） mm范

围内。

I、II类

10
行驶中车身触碰库位边线；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

车身距边线内侧向外在（0～+50） mm 范围内。
I、II类

11
行驶中车轮触轧车道边线；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

车轮距边线基准线向外在（0～+50） mm范围内。
I、II类

12 曲线行驶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车

轮距边线内侧向外在（0～+50） mm范围内。
I、II类

13 直角转弯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车

轮距边线内侧向外在（0～+50） mm范围内。
I、II类

14 桩考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身出线；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车身距甲乙

库中间线在±25 mm 范围内，距标线中心在（0～
+50） mm范围内。

II类

15
通过连续

障碍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车

轮距边线内侧向外在（0～+50） mm范围内。
II类

16 窄路掉头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车

轮距边线内侧向外在（0～+50） mm范围内。
II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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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模拟连续

急弯山区

路行驶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转弯过程中方向控制不稳，车轮轧弯道中心线或道

路边缘线；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车轮距边线

内侧向外在（0～+50） mm范围内。

II类

18 桩考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身出线或两轮摩托车轮出线；当系统判断“不合

格”瞬间，车身距边线基准线向外在（0～+50） mm
范围内。

III类

表 8 时间检测要求

序

号
考试项目 检测项目 检测评判项及技术要求

适用场

考系统

1
倒车入库

项目完成时间
项目从倒车开始计时，项目完成时间超过 210 s；
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时间误差（0~+1）s。

I类

2 中途停车时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

时间误差（0~+0.5） s。
I类

3
坡道定点停

车和起步
车辆起步时间

车辆停止后，起步时间超过 30 s；当系统判断“不
合格”瞬间，时间误差（0~+1） s。

I、II、
III类

4
侧方停车

项目完成时间
项目从倒车开始计时，项目完成时间超过 90 s；
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时间误差（0~+1） s。

I、II类

5 中途停车时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

时间误差（0~+0.5） s。
I、II类

6 曲线行驶 中途停车时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

时间误差（0~+0.5） s。
I、II类

7 直角转弯 中途停车时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

时间误差（0~+0.5） s。
I、II类

8
桩考

项目完成时间

项目从倒车开始计时，项目完成时间超过 480 s
（不含牵引车）；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时

间误差（0~+1） s。
II类

9 中途停车时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

时间误差（0~+0.5）s。
II、III
类

10 通过单边桥 中途停车时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

时间误差（0~+0.5） s。
II类

11
通过连续障

碍
中途停车时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

时间误差（0~+0.5） s。
II、III
类

12 起伏路行驶 中途停车时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当系统判断“扣分”瞬间，

时间误差（0~+0.5） s。
II类

13 窄路掉头 项目完成时间
项目从开始掉头计时，项目完成时间超过 300 s，
当系统判断“不合格”瞬间，时间误差（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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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速度检测要求

序

号
考试项目 检测项目 检测评判项及技术要求

适用场

考系统

1
通过限宽

门
车辆行驶速度

车辆行驶速度低于 10 km/h；当系统提示“扣分”
瞬间，速度误差±2 km/h。

II类

2
起伏路行

驶

车辆行驶速度
车辆以大于 12 km/h的速度通过起伏面；当系统

提示“不合格”瞬间，速度误差±2 km/h
II类

3 车辆行驶速度
通过起伏路面前 2 m时，车辆未减速到 12 km/h；
当系统提示“扣分”瞬间，速度误差±2 km/h

II类

4
模拟湿滑

路行驶
车辆行驶速度

进入湿滑路前，未减速，未踩制动踏板，或速度

大于 10 km/h；当系统提示“不合格”瞬间，速度

误差±2 km/h
II类

7 检测结果处置

检测人员应逐项确认检测结果并记录，各检测报告样式见附录B和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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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场考系统检测方法

（规范性附录）

每种类型考场随机抽取至少一辆考试车，在考试场地进行实车模拟测试。在场考系统评判项符合

GA 1028.3-2017中要求后，开始对场考系统中距离、时间、速度进行检测。对达不到判定要求的场考系

统，应告知驾校整改，整改合格后再开始检测。

A.1 场考系统距离检测

使用激光跟踪仪进行场考系统检测评判项的距离检测，检测前准备：

利用激光跟踪仪测定考试项目场地和车辆（车轮）外形轮廓坐标，按GA/T 1028.3-2017中表1、表2、

表3中对各考试项目中边线的要求测定边线坐标。

A.1.1 车身（车轮）到边线距离

1）选择离边线最近的车身（车轮）轮廓，放置靶标球使其位置在该轮廓线上，保证靶标球位置最

先超出边线；

2）确认靶标球与激光跟踪仪的通讯连接正常后，行驶车辆模拟车身（车轮）出线或轧线过程，检

测员在车内捕捉场考系统对该项目的判定结果提示“扣分”或“不合格”的瞬间，记录下该时间；

3）通过时间同步软件采集激光跟踪仪与步骤2）相同的时间，匹配该时间靶标球的扫描坐标点，软

件运算得到此点在地面垂直点相对于边线的距离，即获得车身（车轮）到边线距离。

A.1.2 汽车前保险杠或摩托车前轴到桩杆线距离

1）将靶标球放置在汽车前保险杠或摩托车前轴轮廓线上，保证靶标球位置最先超出桩杆线；

2） 确认靶标球与激光跟踪仪的通讯连接正常后，行驶车辆模拟车辆行驶停止后，前保险杠或摩托

车前轴未定于桩杆线上，检测员捕捉场考系统判定结果提示“扣分”或“不合格”的瞬间，记录下该时间；

3）通过时间同步软件采集激光跟踪仪与步骤2）相同的时间，匹配该时间靶标球的扫描坐标点，软

件运算得到此点相对于边线的距离，即获得汽车前保险杠或摩托车前轴到桩杆线距离。

A.1.3 车辆后溜距离

1）将靶标球放置在车身轮廓上任意一点；

2）确认靶标球与激光跟踪仪的通讯连接正常后，行驶车辆到达坡道定点处停车时，检测员记录此

时激光跟踪仪靶标球的扫描坐标点；

3）车辆停止后开始起步，按照检测评判项内容模拟车辆后溜，当检测员在车内捕捉到场考系统对

该项目的判定结果提示时，记录下该时刻的时间，并在激光跟踪仪上找到与之匹配的扫描坐标点。

4）通过软件处理得到步骤2）和步骤3）中靶标球的距离之差即为检测的车辆后溜距离。

A.2 场考系统时间检测

A.2.1 项目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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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测员手持电子秒表，将电子秒表开机归零等待；

2）当考试车辆进入倒车入库或侧方停车考试项目场地时，检测员从倒车开始之时按下电子秒表的

开始按钮开始计时；当考试车辆进入窄路掉头考试项目场地时，检测员在场考系统提示进入该项考试的

瞬间开始计时；

3）在场考系统提示项目完成时间超时的瞬间，检测员按电子秒表的停止按钮停止计时并记录时间；

4）电子秒表示数即为项目完成时间测量值。

A.2.2 中途停车时间

1）检测员手持电子秒表，将电子秒表开机归零等待；

2）考试车辆在进行考试项目过程中中途停车，检测员在此停车瞬间按电子秒表的开始按钮开始计

时；

3）依次当秒表显示时间为(2+0.1n) s, (n=0, 1, 2, 3, 4, 5) 时，车辆继续按之前的行驶路线行驶，当检

测员捕捉到场考系统中途停车时间超时的瞬间，记录下秒表示数，即为场考系统的中途停车时间测量值。

A.2.3 车辆起步时间

1）检测员手持电子秒表，将电子秒表开机归零等待；

2）在进行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考试项目时，检测员在车辆到达坡道定点处停车时开始计时；

3）在场考系统提示车辆起步时间超时的瞬间，检测员按电子秒表的停止按钮停止计时并记录时间；

4）电子秒表读数即为车辆起步时间的测量值。

A.3 场考系统速度检测

车辆行驶速度

1）将测速仪传感器安装在考试车的车门（一般为副驾驶）上，按仪器使用说明书要求安装仪器。

2）考试车辆按GA/T 1028.3-2017表2中速度评判项的内容行驶，按表8速度检测要求检测，当系统

提示“扣分”或“不合格”瞬间，检测员记录非接触式测距测速仪示数即为此时车辆行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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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考试场地检测报告

（规范性附录）

表B.1 I类考试场地检测报告

一、基本信息

考场名称：

环境条件 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风力： 级

车型： 厂牌型号：

车长： mm 车宽： mm

车高： mm 车轴距： mm

二、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要求 测量值 判定

场地桩杆或标杆

直径 不小于 20 mm且不大于 40 mm

回位时间 不大于 20 s

摆动 风力小于 6级时，不应有摆动 摆动：是/否

道路边缘线宽度 150 mm

库位线宽度 150 mm

考试项目图形尺寸、坡度

检测项目 要求 测量值 判定

1 倒车入库

库宽 车宽加 0.6 m

库长 车长加 0.7 m

车道宽 1.5倍车长

车库距离控制线距离 1.5倍车长

桩杆与边线的距离 车宽加 0.3 m

2
坡道定点

停车和起步

停车桩杆线线宽 0.3 m

停车控制线到停车桩杆

线边缘距离
0.5 m

停车桩杆线与坡地距离 大于 1.5倍车长

坡度 10%

坡长 大于等于 20 m

车道宽 大于等于 3.5 m。

竖曲线半径 大于 30 m

3 侧方停车

车位长 1.5倍车长加 1.0 m

车位宽 车宽加 0.8 m

车道宽 1.5倍车宽加 0.8 m

4 曲线行驶
半径 7.5 m

路宽 3.5 m

5 直角转弯
路长 大于等于 1.5倍车长

路宽 轴距加 1.0 m

注：判定栏中填 “○”为合格，“╳”为不合格，“—”表示不适用。

检测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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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II类考试场地检测报告

一、基本信息

考场名称：

环境条件 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风力： 级

车型： 厂牌型号：

车长： mm 车宽： mm

车高： mm 车轴距： mm

二、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要求 测量值 判定

场地桩杆或标杆

直径 不小于 20 mm且不大于 40 mm

回位时间 不大于 20 s

摆动 风力小于 6级时，不应有摆动 摆动：是/否

道路边缘线宽度 150 mm

库位线宽度 150 mm

考试项目图形尺寸、坡度、附着系数

检测项目 要求 测量值 结果

1 桩考

大型客

车、城市

公交车、

中型客

车、大型

花车

桩长
前驱动车为 2倍车长加 0.5 m，

其它车为 2倍车长。

桩宽 车宽加 0.7 m

车道宽 1.5倍车长

起点线、停止线

与库边线距离
1.5倍车长

牵引车

库长 整车长加 1.0 m

库宽 1.5倍车宽

库间距 2倍整车长

车道路宽 3倍车宽

2
坡道定点

停车和起步

停车桩杆线线宽 0.3 m

停车控制线到停

车桩杆线边缘距

离

0.5 m

停车桩杆线与坡

地距离
大于 1.5倍车长

坡度 10%

坡长 大于等于 30 m

车道宽 大于等于 3.5 m

竖曲线半径 大于 30 m

3 侧方停车

车位长

大型客车、城市公交车为 1.5倍

车长减 1.0 m，其他车辆为 1.5

倍车长。

车位宽 车宽加 0.8 m

车道宽 1.5倍车宽加 0.8 m

4 通过 左右桥纵向间距 牵引车为 2倍轴距（轴距是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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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桥 最前轴至最后轴的轴距，下同），

其他车辆为 2.5倍轴距。

桥面斜坡长 （0.5~1.7）m

桥面长度 1.5倍轴距

桥面宽度 0.2 m

桥面高度 （0.07~0.12）m

5 曲线行驶

半径

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

大型货车为 12.0 m，中型客车、

低速载货汽车为 9.5 m，

路宽

大型客车、城市公交车、大型货

车为 4.0 m，牵引车为 7.0 m，中

型客车、低速载货汽车为 3.7 m

6 直角转弯

路长 大于等于 1.5倍车长

路宽

牵引车为前轴距（前轴距是半挂

牵引车最前轴至最后轴的轴距）

加 4.0 m，中型客车为轴距加 0.8

m，其他车辆为轴距加 0.5 m。

7
通过

限宽门

路宽 大于等于 7.0 m

限宽门宽 车宽加 0.7 m

限宽门前后间距 3倍车长

8 通过连续障碍

路宽 7.0 m

圆饼间距

大型客车、城市公交车、大型货

车为 2倍轴距，牵引车为 1.5倍

轴距，其他汽车为 2.5倍轴距

偏心距 1.0 m

圆饼直径 0.7 m

饼高 0.1 m

9
起伏路

驾驶

凹凸路间距 大于 1.5倍轴距

凹路及凸路长度 车轮直径加 0.6 m

路宽 大于等于 3.5 m

凹路深及凸路高 （0.06~0.12）m

10 窄路掉头

路长
牵引车为大于等于 30 m，其它

车型为大于等于 20 m。

路宽
牵引车为 14 m，其它车型为 9.0

m或轴距加 5.0 m。

11 模拟连续急弯山区路

纵坡坡度 3%~5%

弯道外缘半径 40 m~60 m

弯道外缘弧长 大于等于 1/3圆周

引路长度 大于等于 50 m

直线路宽 7 m

弯道间距 （0~30）m

弯道宽 （9~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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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模拟隧道

光照度
晴朗日最暗处光照度应小于

50 lx

行车道长度

直道时大于等于 100 m；弯道时

半径应不小于 30 m，行车道长

度取值大于等于 60 m

13 模拟高速公路
路段长度 大于等于 400 m

弯道内缘半径 不小于 200 m

14 模拟雨（雾）天湿滑路面

附着系数 不大于 0.3

路面长度 大于等于 30 m

路面宽度 大于等于 4.0 m

注：判定栏中填 “○”为合格，“╳”为不合格，“—”表示不适用。

检测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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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III类考试场地检测报告

一、基本信息

考场名称：

环境条件： 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风力： 级

车型： 厂牌型号：

车长： mm 车宽： mm

车高： mm 车轴距： mm

二、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要求 测量值 判定

场地桩杆或标杆

直径 不小于 20 mm且不大于 40 mm

回位时间 不大于 20 s

摆动 风力小于 6级时，不应有摆动 摆动：是/否

道路边缘线宽度 150 mm

库位线宽度 150 mm

考试项目图形尺寸、坡度

检测项目 要求 测量值 判定

1 桩考

三轮汽车

桩杆间距 车长加 0.4 m

桩杆与边线距离 车宽加 0.3 m

起终点线距最近

桩杆距离
2倍车长

普通二、

三轮摩托

车、轻便

摩托车

桩杆间距

普通和轻便二轮摩托车为车长

加 0.5 m，正三轮摩托车为车长

加 0.4 m，侧三轮摩托车为车长

加 0.8 m

桩杆与边线的距

离
车宽加 0.3 m

起（终）止线第

一根（最后一根）

桩杆距离

3倍整车长

2 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

停车桩杆线线宽 0.3 m

停车控制线到停

车桩杆线边缘距

离

0.5 m

停车桩杆线与坡

底距离
大于 1.5倍车长

坡度 10%

坡长 大于等于 8.0 m

车道宽 大于等于 1.5 m

竖曲线半径 大于 30 m

3 通过单边桥 左右桥纵向间距
三轮汽车为 3倍轴距，其他车辆

为 2.5倍轴距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MA JD023—2020

15

左右桥错位间距 前轮距加 1.0 m

桥面斜坡长 （0.5~1.7） m

桥面长度 1.5倍轴距

桥面宽度 0.2 m

桥面高度 （0.07~0.12） m

注：判定栏中填 “○”为合格，“╳”为不合格，“—”表示不适用。

检测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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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场考系统检测报告

（规范性附录）

表C.1 I类场考系统检测报告

序

号

考试

项目
检测项目 检测评判项及技术要求 测试情形 测量值 判定

1

倒车

入库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身出线；车身距边线基准线向外

为（0～+50） mm范围内。

车身出右库位线

车身出左库位线

车身出后库位线

2
项目完成时

间

项目完成时间超过 210 s；

（0～+1） s

倒车开始之后行驶于

考试项目内直至超时

3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倒车开始之后停车

4

坡道

定点

停车

和起

步

汽车前保险

杠到桩杆线

距离

车辆停止后，汽车前保险杠未定于

桩杆线上，且前后超出 50 cm；距

控制线在（0～+50） mm范围内。

车辆最前端停在下控

制线上边缘下方

车辆最前端停在上控

制线下边缘上方

5

车辆停止后，汽车前保险杠或者摩

托车前轴未定于桩杆线上，且前后

不超出 50 cm；在控制线内且距控

制线或桩杆线边缘在（0～+50）

mm范围内。

车辆最前端停在桩杆

线上边缘外

车辆最前端停在桩杆

线下边缘外

6
车辆后溜距

离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 10 cm～30

cm；后溜距离在（100～350） mm

范围内。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

10 cm

7
车辆后溜距

离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大于 30 cm；

后溜距离在（300～350） mm范

围内。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

大于 30 cm

\

8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行驶中车轮轧道路边缘线；车轮距

边线内侧向外距离在（0～+50）

mm范围内。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

9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辆停止后，车身距离路边缘线超

出 30 cm，未超出 50 cm；距边缘

线在（0～+50） mm范围内。

车身距离路边缘超出

30 cm

10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辆停止后，车身距离路边缘线超

出 50 cm；距边缘线在（0～+50）

mm范围内。

车身距离路边缘超出

50 cm

11
车辆起步时

间

车辆停止后，起步时间超过

30 s；（0～+1） s

车辆停止后，起步时间

超过 30 s

12
侧方

停车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身出线；车身距边线基准线向外

在（0～+50） mm范围内。

车身出左库位线

车身出左库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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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出后库位线

13
项目完成时

间

项目完成时间超过 90 s；

（0～+1） s
行驶车辆使项目完成

时间超时

14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行驶中车轮触轧车道边线；车轮距

边线内侧向外（0～+50） mm 范

围内

车轮轧左侧车道边线

15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倒车开始之后停车

16
曲线

行驶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车轮距边线内

侧向外在（0～+50） mm范围内。

车轮轧第一段圆弧左

侧边缘线

车轮轧第一段圆弧右

侧边缘线

17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进入项目行驶中途停

车

18
直角

转弯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车轮距边线内

侧向外（0～+50） mm范围内。

左前轮轧入口左侧道

路边缘线

右后轮轧入口右侧道

路边缘线

19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进入项目行驶中停车

注：判定栏中填 “○”为合格，“╳”为不合格，“—”表示不适用。

检测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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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II类场考系统检测报告

序

号

考试

项目
检测项目 检测评判项及技术要求 测试情形 测量值 判定

1

桩考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身出线；车身距甲乙库中间

线在±25 mm 范围内，距标线

中心在（0～+50）mm范围内。

车身出乙库库底线中心

车身出乙库左库位线中心

车身出甲库右库位线中心

2
项目完成时

间

项目完成时间超过 480 s；

（0～+1） s
行驶于考试项目内直至超时

3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进入项目行驶中停车

4

坡道

定点

停车

和起

步

汽车前保险

杠到桩杆线

距离

车辆停止后，汽车前保险杠未

定于桩杆线上，且前后超出 50

cm；距控制线在（0～+50）mm

范围内。

车辆最前端停在下控制线上

边缘下方

车辆最前端停在上控制线下

边缘上方

5

汽车前保险杠未定于桩杆线

上，且前后不超出 50 cm；在

控制线内且距控制线或桩杆线

边缘在（0～+50）mm范围内。

车辆最前端停在桩杆线上边

缘外

车辆最前端停在桩杆线下边

缘外

6
车辆后溜距

离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 10 cm～

30 cm；后溜距离在（100～350）

mm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 10 cm

7
车辆后溜距

离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大于 30

cm；后溜距离在（300～350）

mm范围内。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大于

30 cm

8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行驶中车轮轧道路边缘线；车

轮距边线内侧向外距离在（0～

+50） mm范围内。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

9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辆停止后，车身距离路边缘

线超出 30 cm，未超出 50 cm；

距边缘线在（0～+50） mm范

围内。

车身距离路边缘超出 30 cm

10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辆停止后，车身距离路边缘

线超出 50 cm；距边缘线在

（0～+50） mm范围内。

车身距离路边缘超出 50 cm

11
车辆起步时

间

车辆停止后，起步时间超过

30 s；（0～+1） s

车辆停止后，起步时间超过

30 s

12
侧方

停车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身出线；车身距边线基准线

向外在（0～+50）mm范围内。

车身出左库位线

车身出左库位线

车身出后库位线

13
项目完成时

间

项目完成时间超过 90 s；

（0～+1） s
行驶车辆使完成时间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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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行驶中车轮触轧车道边线；车

轮距边线内侧向外在（0～

+50） mm范围内。

车轮轧左侧车道边线

15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倒车开始之后停车

16
曲线

行驶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车轮距边

线内侧向外在（0～+50） mm

范围内。

车轮轧第一段圆弧左侧边缘

线

车轮轧第一段圆弧右侧边缘

线

17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进入项目行驶中途停车

18
直角

转弯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车轮距边

线内侧向外在（0～+50） mm

范围内。

左前轮轧入口左侧道路边缘

线

右后轮轧入口右侧道路边缘

线

19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进入项目行驶中停车

20

通过

单边

桥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进入项目行驶中停车

21

通过

限宽

门

车辆行驶速

度

车辆行驶速度低于 10 km/h；

±2 km/h

车辆行驶速度低于

10 km/h

22

通过

连续

障碍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车轮距边

线内侧向外在（0～+50） mm

范围内。

行驶中车轮轧道路边缘线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进入项目行驶中停车

23

起伏

路行

驶

车辆行驶速

度

车辆以大于 12 km/h的速度通

过起伏面；±2 km/h

车辆以大于 12 km/h的速度

通过起伏面

通过起伏路面前 2 m时，车辆

未减速到 12 km/h；±2 km/h

通过起伏路面前 2 m时，车

辆速度大于 12 km/h

24
窄路

掉头

车轮到边线

距离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车轮距边

线内侧向外在（0～+50） mm

范围内。

车轮轧道路边缘线

项目完成时

间

项目完成时间超过 300 s，

（0～+1） s。

行驶车辆使项目完成时间超

时

25

模拟

湿滑

路行

驶

车辆行驶速

度

进入湿滑路前，未减速，未踩

制动踏板，或速度大于 10

km/h；±2 km/h

车辆行驶速度大于 10 km/h

注：判定栏中填 “○”为合格，“╳”为不合格，“—”表示不适用。

检测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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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III类场考系统检测报告

序

号

考试

项目
检测项目 检测评判项及技术要求 测试情形 测量值 判定

1

桩考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身出线或两轮摩托车轮出

线；车身距边线基准线向外在

（0～+50） mm范围内。

车身出左库位线边缘

车身出右库位线边缘

2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进入项目行驶中停车

3

坡道

定点

停车

和起

步

汽车前保险

杠或摩托车

前轴到桩杆

线距离

车辆停止后，汽车前保险杠或

摩托车前轴未定于桩杆线上，

且前后超出 50 cm；距控制线

在（0～+50） mm范围内。

车辆最前端停在下控制

线上边缘下方

车辆最前端停在上控制

线下边缘上方

4

汽车前保险

杠或摩托车

前轴到桩杆

线距离

车辆停止后，汽车前保险杠或

摩托车前轴未定于桩杆线上，

且前后不超出 50 cm；在控制

线内且距控制线或桩杆线边

缘在（0～+50） mm范围内。

车辆最前端停在桩杆线

上边缘外

车辆最前端停在桩杆线

下边缘外

5
车辆后溜距

离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 10 cm～

30 cm；（0～+50） mm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

10 cm

6
车辆后溜距

离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大于

30 cm；（0～+50） mm

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大

于 30 cm

7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辆停止后，车身距离路边缘

线超出 30 cm，未超出 50 cm；

距边缘线在（0～+50） mm

范围内。

车身距离路边缘超出

30 cm

8
车身到边线

距离

车辆停止后，车身距离路边缘

线超出 50 cm；距边缘线在

（0～+50） mm范围内。

车身距离路边缘超出

50 cm

9
车辆起步时

间

车辆停止后，起步时间超过

30 s；（0～+1） s

车辆停止后，起步时间超

过 30 s

10

通过

单边

桥

中途停车时

间

中途停车时间超过 2 s；

（0～+0.5） s
进入项目行驶中停车

注：判定栏中填 “○”为合格，“╳”为不合格，“—”表示不适用。

检测员签字：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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