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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车主观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公司）样车主观评价的作业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公司所有新开发、改型设计及其选作参考的车型的主观评价。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样车 

新开发的车型、改型设计的车型或者将要选作对比参考的车型。 

2.2  

样车主观评价 

从顾客的角度出发，客观地对样车的设计和制造品质进行评价，根据顾客的满意程度进行打分，并

且把分数总合得出反映不同系统品质的分数，最终可以对不同样车进行比较，以反映它们的优劣。 

3 静态评价指标 

3.1 静态评价所需时间为 2 h/台车。 

3.2 电机舱内零部件的颜色总体上应和谐、统一。 

3.3 布置在车身上的零部件一般应通过橡胶件过度再同车身连接。 

3.4 零部件布置上应考虑尽量远离热源，如电机排气歧管、空调高压管等。 

3.5 布置在电机舱前围板上的零部件应考虑防水的要求，避免水或其他液体进入车体。 

3.6 对于悬长较长的零件应考虑在适当的位置增加管夹、线卡以限制该零件空间的位移量。 

3.7 对于水管、油管、空调管、进、排气管、拉线、线束等可能会发生折弯的零件，在位置允许的情

况下弯角应尽可能的大。 

3.8 静态下零部件之间间隙的要求： 

a） 运动件同运动件之间的间隙不小于35 mm； 

b） 运动件同非运动件之间的间隙不小于20 mm； 

c） 非运动件同非运动件之间的间隙不小于10 mm。 

注：因空间位置的限制，在布置上必然发生干涉的零部件可考虑在干涉的部位增加保护套。 

3.9 静态评价的场地要求： 

a） 独立干净卫生的车间； 

b） 每辆样车所需面积不低于10 ㎡； 

c） 需要有电源和气源设施； 

d） 备有抹布和汽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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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态性能评价指标 

4.1 动态评价时间 

动态评价所需时间为8 h/台车。 

4.2 操控性能 

4.2.1 直线行驶稳定性 

车辆基本能保持直线行驶，转向盘修正角度小、修正次数尽量少。 

4.2.2 侧倾控制 

车辆在快速变道、转弯时，车身侧倾不应过大，侧倾速度不应过快，侧倾过程中不应有俯仰、点头

现象。 

4.2.3 变道、移线稳定性 

主要根据通过的难易程度来评价，进入第二弯道的位置很重要，主要关注车身姿态、侧倾速度、修

正情况，综合进行考虑、评价。 

4.2.4 转弯准确性 

车辆以一定车速由直线进入固定半径弯道（半径大小不定），车速保持不变，修正转向盘，评价修

正转向盘转角的大小、车辆的循迹性和预见性。 

4.2.5 侧向风稳定性 

车辆受侧向气流干扰后，不应改变起始行驶轨迹，能快速恢复直线行驶，车身横摆越小越好。 

4.2.6 不足转向 

车辆绕圆周（半径一般为 20 m）缓慢加速行驶，不断修正转向盘，至轮胎发出叫声，或侧向加速

度达到 0.5 g左右，评价不足、过度转向趋势。 

4.2.7 俯冲/蹲伏 

基于不同目标车速，在加减油门、点刹车时，车辆不应有明显的俯仰、后蹲。 

4.3 平顺性能 

4.3.1 主要舒适性 

底盘对低频振动的过滤能力，车身不应有大的起伏。 

4.3.2 次要舒适性 

底盘对高频振动的过滤能力，车身不应有大的颠簸。 

4.3.3 冲击感 

车辆在通过坑洼或凸起路面时，悬架对冲击的吸收能力，悬架阻尼是否线性。 

4.3.4 俯仰/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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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在通过不平路面时，路面变化引起低频俯仰和侧倾速率，引起乘客头部横向和纵向摆动的程度

和频率。 

4.4 转向性能 

4.4.1 汽车进入试车路面，在各种速度下行驶时，左右转向轻重应一致，直线行驶时，无须用力保持

转向盘，能稳定直线行驶，转向盘不得有明显的圆周运动。 

4.4.2 汽车在平坦的路面上，在各种速度下直线行驶时，转向盘不得有明显的摆动和路感不适或其他

异常现象。 

4.4.3 松开转向盘，车速 30 km/h～35 km/h，在平坦、干燥、清洁的水泥路面上 30 m 内允许的最大

跑偏量为 0.5 m。 

4.4.4 转向后能自动回正，转向盘不得有明显的圆周间隙，其自由行程 0 mm～30 mm。 

4.4.5 确认转向盘在操作过程中无异常的声音。 

4.4.6 转向盘的最大自由转动量不允许大于 15 °。 

4.5 制动性能 

4.5.1 轻制动性能 

汽车在各种车速下实施轻制动，汽车应平衡减速，不跑偏，随动性好。 

4.5.2 紧急制动性能 

汽车在运行过程中，不应有自行制动现象；汽车以 50 km/h的速度实施紧急制动时，制动距离不大

于 19 m，并要求汽车任何部位不得超出 2.5 m的试车宽度，且无制动抖动、噪声、打滑和制动失效等

现象。 

4.5.3 制动噪声及震动 

高速（80 km/h以上）行驶，慢慢制动时，确认制动踏板无振动感。低速（20 km/h～40 km/h）行

驶，慢慢制动时，确认制动没有异常的噪声。 

4.6 ABS检查 

在 ABS路面上以初速度为 10 km/h进行制动时，车辆不应有偏刹，同时制动踏板应感觉到有抖动现

象，脚感应正常无异常跑偏、异响等。 

4.7 轮胎及转向盘的振动 

在 0 km/h～70 km/h各种车速下行驶，行驶时轮胎的振动及转向盘的跳摆无异常现象。 

4.8 振动和噪声 

在各种车速下行驶，检查仪表板、车门、转向柱、行李箱、座椅等各部件，无异常的响声及因振动

引起的不正常声音。 

4.9 过热现象检查 

检查变速箱、驱动轴、主传动轴承、制动鼓、制动盘、轮毂等部件有无过热现象。 

4.10 变速箱及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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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以 40 km/h～70 km/h 车速进行加减速行驶，应没有来自变速箱的异音（敲击声、轴承声等）

和异常噪音（传动轴、齿轮、排气等）等异音。 

4.10.2 电机应没有异音、过热及异常震动现象。 

4.10.3 变速换档应灵活、可靠、换档手感清晰、变速杆手柄上的换档力不大于 49 N，行驶中不得有

自行跳档和乱档现象。 

4.10.4 电机加速到高转速时，变速器内各轴不得脱齿、电机制动状态下减速不脱档。 

4.11 加速性能 

将变速杆的位置置于 MT车 3档，AT车 D档，车速从 20 km/h开始，在 200 m的距离内加速，车速

应达到 90 km/h，同时确认加速顺畅，无异常感觉。 

4.12 风啸声 

高速行驶（60 km/h以上）时，确认车身各部件无啸叫、异音等现象。风啸声容易发生的部位：  

a) 外后视镜； 

b) 顶盖； 

c) 前挡风玻璃； 

d) 各立柱周围； 

e) 车辆前部。 

4.13 坏路面路试 

以下列车速进入坏路面： 

a) 搓板路：10 km/h～15 km/h； 

b) ABS 路：10 km/h～15 km/h； 

c) 正弦波路：5 km/h～10 km/h； 

d) 鹅卵石路：10 km/h～15 km/h； 

e) 鱼鳞坑路：10 km/h～15 km/h； 

f) 石块路：20 km/h； 

g) 阶梯路：10 km/h～15 km/h； 

h) 高速路：≤80 km/h； 

i) 弯道：≤30 km/h； 

j) 斜坡路：≤5 km/h。 

注：在通过以上路面时，确认车辆各部位无异常的噪声。 

4.14 动态评价的公众路面选择 

样车评价公众路面均要求具有较小的交通流量，蛇行路面在试验期间不得有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路况的选择标准如下： 

a) 普通路面：普通交通路面，要求具有红绿灯、一定的交通流量以及转弯； 

b) 高速路面：路面最高限速不低于 120 km/h，弯道和匝道少，最好经过立交桥或者高架桥路段； 

c) 坏路路面：路面宽度不低于 3 m，道路两边无建筑、沟渠、大树等，路面均匀分布坑洼，路面                                       

不平干扰为白噪声最佳。但是路面不能有较大坑洼，以免造成车辆刮底。车辆可以 15 km/h

顺利通过路面； 

d) 蛇行路面：路面宽度不低于 10 m，长度不低于 1 km，沥青路面为佳。路面弧度小，平坦干净，

无碎石、砂粒及其它杂物，道路两侧无建筑、沟渠、大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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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山区路面：平坦畅通，宽度不低于 4 m，两侧无陡坡峭壁等危险环境。道路弯曲不定，车辆可

以不低于 30 km/h 的速度顺利行驶。 

5 评分标准、评价参数表 

5.1 主观评价按舒服或满意程度划分十个等级，相邻等级间相差一分，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观评价评分标准 

分数 程度 详细描述 

1 非常差 令人无法忍受，特别不舒服，不可能售出。 

2 很差 不能长时间乘坐，很不舒服，售出可能性不大。 

3 差 相当不舒服，最低水平。 

4 比较差 中等不舒服，较低水平。 

5 可接受 满足实用范围的下限水平。 

6 可以 满足实用范围的次下限水平，和同级别车水平相当。 

7 比较好 满足实用范围的中限水平，高于同级别车水平。 

8 好 满足实用范围的中上限水平。 

9 很好 满足实用范围的上限水平，远高于同级别车水平。 

10 非常好 理想产品。 

 

5.2 样车主观评价表见附录表 A.1。 

6 样车主观评价报告 

样车主观评价结束后，项目相关工作人员根据评价员提交的样车评价记录表，整理编制样车主观评

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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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样车主观评价表 

表 A.1给出了样车主观评价表。 

表 A.1  样车主观评价表 

属性类别 项目 项目说明 
单

位 

竞品对标车 样车 

      

1、动力性能          

起步后加速性 起步（低速）加速性能  起步加速时的动力输出、响应，加速情况 分       

中速加速性能 中速区间加速性能  
中速区间加速时的动力输出、响应，加速

情况 
分       

高速加速性能 高速区间加速性能  
高速区间加速时的动力输出、响应，加速

情况 
分       

坡道性能 

综合评分    分       

坡道起步性能  坡道起步时的动力输出、响应，加速情况 分       

连续爬长坡性能  连续爬长坡时的动力表现，车辆运动状态 分       

动力输出持续性  爬坡时动力输出的持续性、力感 分       

2、驾驶性能          

行驶感觉 

综合评分    分       

起步便利性  
起步是否平稳，操作是否方便，起步时的

振动、噪声表现 
分       

匀速行驶  
行驶是否稳定，是否可以保持速度无明显

变化 
分       

tip-in  匀速状态下踩下加速踏板时的车辆表现 分       

tip-out  匀速状态下松开加速踏板时的车辆表现 分       

加速行驶  
速度提升特性，推背感，加速时的振动、

噪声 
分       

减速行驶   速度降低特性，减速时的振动、噪声 分       

变速器性能 

综合评分    分       

定置换挡感觉  
各档位切换是否方便，换档时的振动、噪

声 
分       

换挡锁止   各档位之间是否锁止 分       

蠕行车速   起步时不踩加速踏板时的车速是否合适 分       

倒档性能   倒档挂入方式，有无保护，倒车车速 分       



 7 

表 A.1  样车主观评价表（续） 

属性类别 项目 项目说明 
单

位 

竞品对标车 样车 

      

变速器性能 粗暴操作   非常规操作是否具有保护功能，不易损坏 分       

踏板操作感

觉  

综合评分    分       

加速踏板   踏板力、行程、摩擦感觉等是否舒适 分       

制动踏板  踏板力、行程、摩擦感觉等是否舒适 分       

换挡器操作  

综合评分    分       

换挡器的位置   换档器的位置是否合适，方便操作 分       

档位杆操作感觉   换档器操作是否舒适，有无吸入感 分       

换挡力  换档力是否适中 分       

换挡准确性  档位是否清晰 分       

换挡行程  换档时的行程是否合适 分       

换挡球头   
球头的大小,同手掌的贴和面积，握时是否

舒适 
分       

城市街道驾

驶 
城市街道的驾驶便利性  城市街道行驶时操作是否方便 分       

3、操纵稳定性          

车辆稳定性

综评 
 综合评分    分       

蛇行、变线性

能 

 综合评分    分       

变线-侧倾、收敛性能    

蛇形、变线时车身的侧倾程度以及侧倾回

正的快慢、超调量（回正后反方向倾斜的

程度）的大小 

分       

变线-平摆、收敛性能   

蛇形、变线时车身的平摆增加以及随后的

减小性能如何，平摆作用是否能很好的衰

减、超调量（回正后反方向摆动的程度）

的大小 

分       

蛇形-指向精准度   
转向盘修正角度的大小、车辆的循迹性和

预见性 
分       

蛇形-抓地力   蛇形时轮胎的抓地表现 分       

转弯性能  

 综合评分    分       

转向控制性   转向操作下车辆的循迹性和预见性 分       

过度转向、不足转向   
是否有明显的不足转向或过度转向趋势，

循迹性，抗路面干扰能力 
分       

转向稳定性  
转向过程中车身侧倾程度、驾驶员安全感，

抗路面干扰能力 
分       

弯道控制性   
弯道过程中再次调整转向盘引起的车辆变

化、循迹性和预见性 
分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6531114012

4011131

https://d.book118.com/765311140124011131
https://d.book118.com/765311140124011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