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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则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布，版权归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规则代替 CQC31-491131-2009。主要变化为扩大认证业务范围。 
制定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主要起草人：梁鑫磊、谢鹏鸿、张竑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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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在中国公路及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且已批量生产的，获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 M 类、N

类汽车的节能认证。 

2. 认证模式 

汽车节能认证模式：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的监督 

3 认证申请 

3.1 单元划分 

3.1.1 表 1 中车辆类别不同的不能划分在同一单元； 

3.1.2 按照 GB19578-200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GB20997-2007《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JT719-2008《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JT711-2008《营运客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的质量级别、客车车长进行单元划分，不同质量级别、客车车长不能划分在同一单元。 

3.2 申请文件 

申请认证应提交正式申请，并随附以下文件： 

a) 书面申请书； 

b) 该型号产品强制认证证书复印件；  

c) 汽车产品及关键零部件描述（见 CQC31-491102.01-2010《汽车产品描述》）。 

4 产品检验 

4.1 产品抽样 

4.1.1 抽样原则 

在已批量生产的符合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的，产品一致性控制水平已经稳定的汽车中进行抽样。 

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式型号的，抽取本型号的样品；认证单元中有多个型式型号时，型式型号划分抽

样单元，按抽样单元进行抽样。 

在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随机抽取样品，如在仓库抽样，抽样基数应不低于样品的 25 倍。 

产品抽样可以在认证过程中的任意环节进行。 

抽取的样品由抽样人封样后，送至指定的检测机构。 

4.1.2 抽样数量 

根据表 1 中对应标准，认证单元中型式型号划分抽样单元，各抽样单元抽取 1 辆汽车。申请人可申请扩

大抽样数量，扩大抽样时检测结果的判定，以检测所有样车的平均值作为判定值。 

4.2 依据标准 

表 1 汽车节能认证依据标准 

序号 车辆类别 依据标准 试验方法 

1 轻型汽车 

GB19578-200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

值》 

GB20997-2007《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

限值》 

GB19233/T-2008《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

试验方法》 

GB19753-2005《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能量消耗量试验方法》 

2 
大总质量超过 3.5 吨

的客车 

JT711-2008《营运客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及测量方法》 

JT711-2008《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及测量方法》 

3 
大总质量超过 3.5

吨、小于 49 吨的货车 

JT719-2008《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及测量方法》 

JT719-2008《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及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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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试验时间 

样品到检测机构后，15 工作日内完成样品检测。 

4.4 试验样品及相关资料的处置 

试验结束并出具试验报告后，相关资料保存在实验报告及记录中，样品按 CQC 有关规定处置。 

5 初始工厂审查 

5.1 检查内容 

a) 工厂检查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b) 检查场所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型号产品和所有加工场所。 

c) 检查原则 

工厂检查的基本原则是：以能效（油耗指标）为核心，以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和进货检验—过程检

验— 终检验为基本检查路线，突出关键生产工序和检验环节、对影响能效的关键部件进行现场一致性确

认，并对工厂的生产、检测设备资源配置以及人员能力情况进行现场验证。 

5.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检查。 

5.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至少抽取一个型号做一致性检查，重点核实以

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产品检验实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产品检验实验报告及产品描述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部件应与产品检验实验报告和产品描述中一致； 

5.1.3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工场所。 

5.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必要时，考虑到抽样时机，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

也可同时进行。工厂检查原则上应在产品检验结束后一年内完成，否则应重新进行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

时，工厂应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一般为 4 人日。 

5.3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 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项

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CQ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

通过的，按工厂检查不通过处理。 

6．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6.1 燃油效率评价值 

检验结果从两方面进行评价，符合要求的方可批准。 

将检验结果与 GB19578-200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GB20997-2007《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

值》、JT719-2008《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JT711-2008《营运客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

方法》的第二阶段限值进行对比，计算汽车的燃油效率评价值。燃油效率评价值等于对应的燃料消耗量第二

阶段限值减去检测值，再与燃料消耗量第二阶段限值的百分比。燃油效率评价值至少应大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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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检验结果与上一年同质量级别（客车车长）的所有车型的油耗值进行对比，认证车型在燃料消耗方面

应在全行业同级别车型的前 25%以内。 

6.2 燃油效率等级评价 

根据燃油效率评价值对汽车的燃油效率等级进行评价（表 3）。 

表 2节能汽车燃油效率等级评价 

燃油效率评价等级 轻型汽车节能产品燃油效率评价值（J） 

★ 10%＜J≤20% 

★★ 20%＜J≤30% 

★★★ 30%＜J≤40% 

★★★★ 40%＜J≤50% 

★★★★★ J≥50% 

 

6.3 其他燃料汽车的节能评价 

纯电动、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汽车将其使用的燃料核算成普通燃料，再按照 6.1，6.2 要求进行评价。 

6.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CQC 组织对产品检验、工厂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按认证单元向申请人颁发认证证书。 

6.5 认证时限 

在完成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在 30 天内颁发认证证书。 

6.6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验不合格或工厂检查不通过，CQ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要继续申请认

证，重新申请认证。 

7．获证后的监督 

获证后的监督的内容包括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样。 

7.1 监督检查时间 

7.1.1 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 6 个月后即可以安排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督检查间隔不超过 12 个

月。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CQC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产品符

合性或一致性时。 

7.1.2 监督检查人日数一般为 2 人日。 

7.2 监督检查的内容 

获证后监督检查的方式采用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监督检查+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CQC 根据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4、5、6、9 及 1中 2）、3）

标志的使用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项目。如有单元内扩展或增加认证单元，需加审条款 3。对于其他项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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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查，证书有效期内至少覆盖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中规定的全部

项目。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初始工厂检查时的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基本相同。 

7.3 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 报告。监督检查存在不符

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CQ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

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查不通过处理。 

7.4 监督抽样 

CQC 在年度监督时对获证产品进行抽样检验。检验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

市场）随机抽取，抽取节能水平比较低的获证产品进行试验。产品抽样检验依据标准同本规则 4.2。证书持

有者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样品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验。 

将监督检验结果与上一年同质量级别（客车车长）的所有车型的油耗值进行对比，排名在前 25%的车辆

继续保持节能证书 。 

如果监督检验不合格，则判定该证书所覆盖型号不符合认证要求，暂停证书；同时对其他认证单元重新

制定抽样方案，如果样品检验结果仍不符合认证要求，则判定该工厂此类产品所有证书所覆盖型号不符合认

证要求，暂停证书并对外公告。 

7.5 结果评价 

CQC 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验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的，认证证书持续有效。监督检查不

通过或监督检验不合格时，则判定年度监督不合格，按照 9.2 规定执行。 

8.复审 

持证人如需继续持证，应在证书有效期满前 6个月即可提交复审申请，按新申请要求进行产品检验和工

厂检查，复审工厂检查为全要素工厂检查。复审工厂检查人日数一般为 3 个人日。 

9. 认证证书 

9.1 认证证书的保持 

9.1.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 3 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持。 

9.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9.1.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产品中涉及认证指标的设计、结构参数、外形、关键部件发生变更时，证

书持有者应向 CQC 提出申请。 

9.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CQC 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需安排试验和/或工厂检查，则试验

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对于换发新的认证证书的情况，新证

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并注明换证日期。 

9.2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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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QC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

证要求时，CQC 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消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证书

持有者可以向 CQC 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 CQC 提出恢复申请，CQC

按有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CQC 将撤消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9.3 证书附件 

证书附件信息包括：证书编号、发证时间、产品名称、型号、节油、燃油效率评价等级等。 

10 认证范围扩大 

10.1 单元内扩展 

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的认证时，应按新申请办理，原则上按第 4 章的要求

进行产品检验。通过核查扩展产品与获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进行

检验。认证批准后，并单独颁发新认证证书。一般情况下，单元内扩展不进行工厂检查。 

原则上，应以 初进行产品型式试验的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10.2 认证范围扩大（增加认证单元） 

增加已获证书认证单元覆盖范围外产品时按新认证单元申请认证，并按第 4 章的要求进行产品检验。 

一般情况下，增加认证单元不进行工厂检查，但下次年度监督对增加产品的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及产品的

一致性进行核查，并需增加对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条款 3 的审核。 

11 认证标志的使用 

持证人应按 CQC《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申请备案或购买认证标志。使用标志应符合《产品认证标志

管理办法》。 

10.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按如下方式使用认证标志（示例）： 

 
节油:**%        混合动力汽车 

燃油效率评价等级: ★★★★★ 

 

 

 

 

 

10.2 认证标志的加施 

证书持有者应向 CQC 购买标准规格的标志，或者申请并按《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适方

式来加施认证标志。 

获得节能认证的轻型汽车允许加贴节能标志。持证人自行设计节能标志应到 CQC 申请备案后方可使用。 

使用节能标志应体现燃油效率评价值。对于混合动力、纯电动、燃料电池新能源车，使用节能标志时体

现“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的能能源类型信息。 

节能标识应加施在车辆侧风窗等便于在车外查看的部位。 

12 收费 

认证费用按 CQC 有关规定收取。 

第5页 共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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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节能认证产品描述 

申请时，必须提供包括内容目次的以下材料，以书面或电子文档提供。 

任何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其幅面尺寸为 A4，或折叠至该尺寸。如有照片，应显示其

细节。如系统、部件或独立技术总成采用微处理机控制，应提供其性能资料。 

A.1  概述 

A.1.1 厂牌（制造厂的商品名称）： 

A.1.2  型号及商业一般说明： 

A.1.3  车型标识： 

A.1.4  汽车类别： 

A.1.5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A.1.6  组装厂地址：  

A.2  汽车总体结构特征 

A.2.1  代表汽车的照片和/或示意图：  

A.2.2  动力轴（数量，位置，相互连接）： 

A.3  质量和尺寸(单位为 kg 和 mm) (如适用，查阅示意图) 

A.3.1  运行状态下带车身汽车的质量，或，如制造厂没有安装车身，则为带驾驶室底盘的质量（带标准装

备，包括冷却液、机油、燃料、工具、备胎和驾驶员）( 大和 小)： 

A.3.2  制造厂申报的技术上允许的 大装载质量( 大和 小):  

A.4  动力系 

A.4.1  制造厂:  

A.4.1.1  发动机型号（如发动机上标注的，或其它识别方式）:  

A.4.2  发动机 

A.4.2.1  发动机特性资料 

A.4.2.1.1  工作原理：点燃式/压燃式，四冲程/二冲程
(1)

A.4.2.1.2  气缸数目及排列: 

A.4.2.1.2.1  缸径:      mm 

A.4.2.1.2.2  行程:      mm 

A.4.2.1.2.3  点火顺序:  

A.4.2.1.3  发动机排量:     cm
3

A.4.2.1.4  容积压缩比 
(2)
:   

A.4.2.1.5  燃烧室和活塞顶示意图，对于点燃式发动机还有活塞环示意图:  

A.4.2.1.6  发动机正常怠速转速和高怠速转速（包括允差）:         r/min 

A.4.2.1.7  制造厂申报的发动机正常怠速和高怠速排气中CO和HC的容积浓度
(2)
：  

A.4.2.1.8  制造厂申报的发动机高怠速的λ值控制范围
(2)
：   

A.4.2.1.9  大净功率: . . . . . . . . . . . . kW 在. . . . . . ..  r/min 下(制造厂申报值) 

A.4.2.2  燃料：柴油/汽油/LPG/NG 
(1)

                                                                 
(1)  划掉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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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3  无铅汽油辛烷值

（R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4.2.4  燃油供给 

A.4.2.4.2  燃油喷射式 (仅指压燃式): 是/否 
(1)

A.4.2.4.2.1  系统说明:   

A.4.2.4.2.2  工作原理：直喷式/预燃室式/涡流燃烧室式 
(1)

A.4.2.4.2.3  喷油泵 

A.4.2.4.2.3.1  厂牌:   

A.4.2.4.2.3.2  型号:   

A.4.2.4.2.3.3  大供油量 
(1) (2)

: 在泵转速        r/min下，     mm
3
 /冲程或循环，或者供油特性曲线:   

A.4.2.4.2.3.4  喷油正时 
(2)
:   

A.4.2.4.2.3.5  喷油提前曲线 
(2)
:  

A.4.2.4.2.3.6  标定程序: 试验台/发动机 
(1)

A.4.2.4.2.4  调速器 

A.4.2.4.2.4.1  型号:   

A.4.2.4.2.4.2  减油转速 

A.4.2.4.2.4.2.1  全负荷开始减油转速:     r/min 

A.4.2.4.2.4.2.2  高空车转速:      r/min 

A.4.2.4.2.4.3  怠速转速:      r/min 

A.4.2.4.2.5  喷油嘴 

A.4.2.4.2.5.1  厂牌:   

A.4.2.4.2.5.2  型号:   

A.4.2.4.2.5.3  开启压力 
(2)
:      kPa 或特性曲线 

(2)
:   

A.4.2.4.2.6  冷起动系统 

A.4.2.4.2.6.1  厂牌:  

A.4.2.4.2.6.2  型号:  

A.4.2.4.2.6.3  说明:  

A.4.2.4.2.7  辅助起动装置 

A.4.2.4.2.7.1  厂牌:   

A.4.2.4.2.7.2  型号:  

A.4.2.4.2.7.3  系统说明:  

A.4.2.4.3  燃料喷射式（仅对点燃式）: 是/否 
(1)

A.4.2.4.3.1  工作原理: 进气支管 (单点/多点 
(1)
)/直喷/其它 (说明) 

(1)
 :   

A.4.2.4.3.2  厂牌:   

A.4.2.4.3.3  型号:   

A.4.2.4.3.4  系统说明： 

A.4.2.4.3.4.1  控制单元型式或数量:   

A.4.2.4.3.4.2  燃料调节器型式:    

                                                                                                                                                                                                                            
(1) 划掉不适用者。 
(1)  划掉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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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4.3.4.3  空气流量传感器型式:  

A.4.2.4.3.4.4  燃料分配器型式:   

A.4.2.4.3.4.5  压力调节器型式:  

A.4.2.4.3.4.6  微开关型式:                  （非连续喷射系统情况下提供相应的细节） 

A.4.2.4.3.4.7  怠速调整螺钉型式:  

A.4.2.4.3.4.8  节流阀体型式:   

A.4.2.4.3.4.9  水温传感器型式:   

A.4.2.4.3.4.10  空气温度传感器型式:  

A.4.2.4.3.4.11  温度开关型式:  

A.4.2.4.3.5  喷油器：开启压力 
(2)
:     kPa 或特性曲线 

(2)
:  

A.4.2.4.3.6  喷射正时:  

A.4.2.4.3.7  冷起动系统 

A.4.2.4.3.7.1  工作原理:   

A.4.2.4.3.7.2  操作限制/设定 
(1) (2)

:  

A.4.2.4.4  供油泵 

A.4.2.4.4.1  压力 
(2)
:     kPa 或特性曲线 

(2)
:     

A.4.2.5  点火系 

A.4.2.5.1  厂牌:   

A.4.2.5.2  型号:   

A.4.2.5.3  工作原理:   

A.4.2.5.4  点火提前曲线 
(2)
:  

A.4.2.5.5  静态点火正时 
(2)
: 上止点前度数:   

A.4.2.5.6  触点间隙 
(2)
:     mm 

A.4.2.5.7  闭合角度数 
(2)
:  

A.4.2.5.8  火花塞 

A.4.2.5.8.1  厂牌:   

A.4.2.5.8.2  型号:  

A.4.2.5.8.3  火花塞设定间隙:   

A.4.2.5.9  点火线圈 

A.4.2.5.9.1  厂牌:   

A.4.2.5.9.2  型号:   

A.4.2.5.10  点火电容器 

A.4.2.5.10.1  厂牌:   

A.4.2.5.10.2  型号:   

A.4.2.6  冷却系（液冷/风冷）
(1)

A.4.2.7  进气系 

A.4.2.7.1  增压器：有/无
(1)

A.4.2.7.1.1  厂牌:  

A.4.2.7.1.2  型号:   

                                                                 
(2)  注明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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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7.1.3  系统说明（即 大充气压力:       kPa, 放气方式（如有））：  

A.4.2.7.2  中冷器：有/无
(1)

A.4.2.7.3  进气管及其附件的说明和示意图（充气室，加热器件，附加进气等等）:  

A.4.2.7.3.1  进气支管说明 (包括示意图和（或）照片):  

A.4.2.7.3.2  空滤器，示意图:    ，或 

A.4.2.7.3.2.1  厂牌:   

A.4.2.7.3.2.2  型号:   

A.4.2.7.3.3  进气消声器，示意图:    ，或 

A.4.2.7.3.3.1  厂牌:  

A.4.2.7.3.3.2  型号:   

A.4.2.8  排气系 

A.4.2.8.2  排气系说明和（或）示意图:   

A.4.2.9  气阀正时或等效数据 

A.4.2.9.1 气阀 大升程，开启和关闭角度，或者是配气系统相对于上止点的正时数据:   

A.4.2.9.2  基准值和（或）设定范围 
(1)
:   

A.4.2.10  使用的润滑剂 

A.4.2.10.1  厂牌:  

A.4.2.10.2  型号:   

A.4.2.11  污染物排放的控制装置 

A.4.2.11.1  曲轴箱气体再循环装置（说明及示意图）:   

A.4.2.11.2  附加的污染控制装置（如有，而且没有包含在其它项目内） 

A.4.2.11.2.1  催化转化器，有/无 
(1)
 型号：  

A.4.2.11.2.1.1  催化转化器及其催化单元的数目:   

A.4.2.11.2.1.2  催化转化器的尺寸、形状和体积:   

A.4.2.11.2.1.3  催化转化器的作用型式:   

A.4.2.11.2.1.4  贵金属总含量:   

A.4.2.11.2.1.5  相对浓度:   

A.4.2.11.2.1.6  载体（结构和材料）:   

A.4.2.11.2.1.7  孔密度:   

A.4.2.11.2.1.8  催化转化器壳体的型式:   

A.4.2.11.2.1.9  催化转化器的位置（在排气系统中的位置和基准距离）:   

A.4.2.11.2.1.10  热保护：有/无 
(1) 

A.4.2.11.2.2  氧传感器：有/无 
(1)

A.4.2.11.2.2.1  型号:   

A.4.2.11.2.2.2.  位置:   

A.4.2.11.2.2.3  控制范围:   

A.4.2.11.2.3  空气喷射系统：有/无 
(1)

A.4.2.11.2.3.1  型式（脉冲空气，空气泵等） 
(1)
:   

A.4.2.11.2.4  排气再循环：有/无 
(1)
 型号：  

                                                                 
(1) 划掉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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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11.2.4.1  特性 (流量等):   

A.4.2.11.2.5  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有/无 
(1)

A.4.2.11.2.5.1  全面详细说明装置和它们的调整状态:    

A.4.2.11.2.5.2  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的示意图:   

A.4.2.11.2.5.3  炭罐示意图:  

A.4.2.11.2.5.4  干碳质量:      g 

A.4.2.11.2.5.5  油箱示意图并说明其容量和材料:  

A.4.2.11.2.5.6  油箱和排气管间的热保护示意图:    

A.4.2.11.2.6  颗粒捕集器：有/无 
(1)
 型号：  

A.4.2.11.2.6.1  颗粒捕集器的尺寸、形状和容积:   

A.4.2.11.2.6.2  颗粒捕集器的型式和结构:   

A.4.2.11.2.6.3  位置（在排气管道中的基准距离）:   

A.4.2.11.2.6.4  再生系统或再生方法。说明和（或）示意图:   

A.4.2.11.2.7  其它系统（说明和工作原理）:  

A.4.2.11.2.8  车载诊断（OBD）系统 

A.4.2.11.2.8.1  M1的书面说明和（或）示意图:   

A.4.2.11.2.8.2  车载诊断（OBD）系统监测的所有零部件的清单和目的:  

A.4.2.11.2.8.3  下列项目的书面说明： 

A.4.2.11.2.8.3.1  点燃式发动机 
(1)

A.4.2.11.2.8.3.1.1  催化转化器监控 
(1)
 :  

A.4.2.11.2.8.3.1.2  失火检测 
(1)
 :  

A.4.2.11.2.8.3.1.3  氧传感器监测 
(1)
:  

A.4.2.11.2.8.3.1.4  车载诊断（OBD）系统监测的其它零部件 
(1)
:  

A.4.2.11.2.8.3.2  压燃式发动机 
(1)

A.4.2.11.2.8.3.2.1  催化转化器监测 
(1)
:  

A.4.2.11.2.8.3.2.2  颗粒捕集器监测 
(1)
:   

A.4.2.11.2.8.3.2.3  电子供油系统监测
(1)
:  

A.4.2.11.2.8.3.2.4  车载诊断（OBD）系统监测的其它零部件 
(1)
:  

A.4.2.11.2.8.4  M1 激活判定 (固定的运转循环数或统计方法):  

A.4.2.11.2.8.5  车载诊断（OBD）系统所用的所有输出代码和格式的清单（每一个都加以说明）：  

A.4.2.11.2.8.6  汽车制造厂必须提供以下附加资料，以确保其车载诊断（OBD）系统与配件、维修零件、

诊断工具和检测装置的相容性，除非这些资料涉及知识产权或涉及制造厂或 OEM 供应商的技术机密。 

    下列资料应在附录 B 中重复提供。 

A.4.2.11.2.8.6.1  汽车初始型式核准时，所采用的试验类型和预处理循环次数。 

A.4.2.11.2.8.6.2  汽车初始型式核准时，作为车载诊断（OBD）系统对部件监测所采用的车载诊断（OBD）

系统验证循环的类型。 

A.4.2.11.2.8.6.3  提供对故障监测和 M1 激活的策略中涉及的所有影响部件的综述文件（规定的行驶循环

次数或统计方法），包括每个车载诊断（OBD）系统监测的部件的相关影响参数清单。列出所有与排放相关

的每个动力部件、与排放无关但在决定 M1 激活中监测的单个部件的车载诊断（OBD）系统输出代码和格式

                                                                 
(1)  划掉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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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均需附加说明）。特别必须提供$05 模式的$21 至 FF 的测试标识，以及在线服务的$06 的数据资料。

如果通讯系统采用 ISO 15765-4“道路汽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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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汽车，必须给出$06 模式中$00 至 FF 的测试标识的说明，并提供所支持的每个车载诊断

（OBD）系统监测的标识号。 

A.4.2.11.2.8.6.4  所要求的信息按下列格式提供，并附在本附录后： 

零件名称 
故障 

代码 
监测策略 故障判定

M1 激活 

判定 
相关参数 

预处理 

循环 

验证 

试验 

催化转化器 P0420 氧传感器 1

和 2的信号 

两个氧传感

器信号差异

第三循环 发动机转速、发动机负荷、

A/F 模式、催化转化器温度

2个Ⅰ型试

验循环 

Ⅰ型 

试验 

A.4.2.12  LPG 供给系：有/无 
(1) 

A.4.2.12.1  型式核准号:   

A.4.2.12.2  为 LPG 供给的发动机电控管理单元 

A.4.2.12.2.1  厂牌:  

A.4.2.12.2.2  型号:   

A.4.2.12.2.3  与排放有关的调整可能性:   

A.4.2.12.3  补充资料 

A.4.2.12.3.1  说明来回切换汽油和 LPG 时保护催化转化器安全的措施:  

A.4.2.12.3.2  系统布置 (电气线路，真空连接补偿软管，等):   

A.4.2.12.3.3  符号示意图:   

A.4.2.13  NG 供给系：有/无 
(1)

A.4.2.13.1  型式核准号:  

A.4.2.13.2  为 NG 供给的发动机电控管理单元 

A.4.2.13.2.1  厂牌:   

A.4.2.13.2.2  型号:   

A.4.2.13.2.3  与排放有关的调整可能性:   

A.4.2.13.3  补充资料： 

A.4.2.13.3.1  说明来回切换汽油和 NG 时保护催化转化器安全的措施:   

A.4.2.13.3.2  系统布置 (电气线路，真空连接补偿软管，等):   

A.4.2.13.3.3  符号示意图:   

A.5  传动系 

A.5.1  离合器（型式）:   

A.5.1.1  传递的 大扭矩:   

A.5.2  变速器 

A.5.2.1  型式（手动/自动/CVT
(*)
 

(1) 
）:  

A.5.3  速比 

档位 
变速器内部速比 

(发动机至变速器输出轴转速比) 

主传动比 

(变速器输出轴至驱动轮转速比) 
总速比 

CVT 
(*)
时 大值 

1档 

2档 

3档 

   

                                                                 
(*) 无级变速器。 
(1) 划掉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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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T时 小值 

倒档 

A.6  悬挂系 

A.6.1  轮胎和车轮 

A.6.1.1  轮胎/车轮组合（对于轮胎, 指出尺寸标记, 大负荷能力指标, 大速度类型符号；对于车轮，

指出轮辋尺寸和偏差) 

A.6.1.1.1  车轴 

A.6.1.1.1.1  轴 1:  

A.6.1.1.1.2  轴 2:  

A.6.1.1.1.3  轴 3:  

A.6.1.1.1.4  轴 4:  

           等 

A.6.1.2  滚动半径的上下限 

A.6.1.2.1  轴 1:   

A.6.1.2.2  轴 2:   

A.6.1.2.3  轴 3:   

A.6.1.2.4  轴 4:   

          等 

A.6.1.3  制造厂推荐的轮胎压力:      kPa 

A.7  车身 

A.7.1  座椅 

A.7.1.1  数量:   

 

申请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零部件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 

获证后，本组织保证该型号产品只配用经 CQC 终确认的上述关键零部件。如果关键零部件需进行变更（增加、替代），

本组织将向 CQC 提出变更申请，未经 CQC 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节能认

证要求。 

 

 申请人: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