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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ꎮ
本标准代替 ＪＴ / Ｔ ６３２—２００５«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ꎮ 与 ＪＴ / Ｔ ６３２—２００５ 相比ꎬ除编辑性修改外ꎬ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 １ 章ꎬ２００５ 年版的第 １ 章)ꎻ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３ 章)ꎻ
———修改了缩略语(见第 ４ 章ꎬ２００５ 年版的第 ３ 章)ꎻ
———删除了产品分类(见 ２００５ 年版的第 ４ 章)ꎻ
———增加了部分功能和功能检查方法(见 ５. ２. １. ２ꎬ５. ２. １. ３ꎬ５. ２. ２ꎬ６. ４ꎬ６. ５)ꎻ
———增加了通信协议要求和指标测试方法(见 ５. ３. １ꎬ６. ６)ꎻ
———扩大了直流电源适应性范围(见 ５. ３. ２. １ꎬ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 ５)ꎻ
———增加了盐雾环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５. ３. ３. ２ꎬ６. ８. ５)ꎻ
———增加了外壳防护等级和试验方法(见 ５. ３. ３. ３ꎬ６. ８. ６)ꎻ
———修改了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５. ３. ５ꎬ６. １０ꎬ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 ４ 和 ６. ７)ꎻ
———修改了电气安全性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５. ３. ６ꎬ６. １１ꎬ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 ３ 和 ６. ５)ꎻ
———修改了试验温度范围(见 ６. １ꎬ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６. ２)ꎻ
———增加了试验仪器设备要求(见 ６. ２)ꎻ
———修改了检验类型名称和检查项目(见 ７. １ꎬ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７. １)ꎻ
———删除了定型检验(见 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７. ２)ꎻ
———增加了型式检验各检查项目的故障判据和试验要求(见 ７. ３. ３)ꎻ
———增加了标牌的要求(见 ８. １. １)ꎻ
———增加了使用说明书内容的要求(见 ８. ２)ꎻ
———增加了出厂包装技术的要求(见 ８. ３. １)ꎻ
———增加了通信协议测试参数和指标(见附录 Ａ)ꎻ
———修改了标准协议试验装置的要求(见附录 Ｂꎬ２００５ 年版的附录 Ａ)ꎻ
———修改了可靠性试验方法(见附录 Ｃꎬ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６. ９ 和附录 Ｂ)ꎻ
———增加了功能和性能检查表格式(见附录 Ｄ)ꎮ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２４７)提出并归口ꎮ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西三原高新科技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ꎮ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宗由、梁燕、许书权、牛会明、方集明、江碧深、韦一、李高武、李环辉、蒋开富、

黄卓权ꎮ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ＪＴ / Ｔ ６３２—２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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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ꎬ以及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

和储存等要求ꎮ
本标准适用于针对检测汽油、柴油为主要燃料汽车的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ꎮ 检测其他动力汽车的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可参照使用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ꎮ
ＧＢ / Ｔ 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 / Ｔ ２４２３. １８—２０１２ 环境试验　 第 ２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Ｋｂ:盐雾ꎬ交变(氯化钠溶液)
ＧＢ / Ｔ 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 代码)
ＧＢ / Ｔ ５０８０. １—２０１２ 可靠性试验　 第 １ 部分:试验条件和统计检验原理

ＧＢ / Ｔ ５０８０. ７—１９８６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

试验方案

ＧＢ / Ｔ ５２７１. １４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１４ 部分:可靠性、可维护性与可用性

ＧＢ / Ｔ ６５８７—２０１２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ＧＢ / Ｔ ９９６９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 / Ｔ 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２—２００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３—２０１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４—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５—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６—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８—２００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１１—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试验

ＧＢ １８５６５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

ＧＢ ２４４６２ 民用原电池安全通用要求

ＧＢ ３１２４１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

ＩＳＯ ９１４１ 道路车辆　 诊断系统　 对数字信息交换的要求(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Ｏ ９１４１￣２ 道路车辆　 诊断系统　 第 ２ 部分:数字信息交换的 ＣＡＲＢ 要求(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
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ｒｔ ２: ＣＡＲＢ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
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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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 ９１４１￣３ 道路车辆　 诊断系统　 第 ３ 部分:车辆和 ＯＢＤⅡ扫描工具之间的通信验证

(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ｒｔ ３: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ＯＢＤⅡｓｃａｎ ｔｏｏｌ)

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１ 道路车辆 　 Ｋ￣Ｌｉｎｅ(ＤｏＫ￣Ｌｉｎｅ)诊断系统 　 第 １ 部分:物理层(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
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Ｋ￣Ｌｉｎｅ ( ＤｏＫ￣Ｌｉｎｅ)—Ｐａｒｔ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２ 道路车辆　 Ｋ￣ｌｉｎｅ(ＤｏＫ￣Ｌｉｎｅ)诊断系统　 第 ２ 部分:数据链路层(Ｒｏａｄ ｖｅ￣
ｈｉ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Ｋ￣Ｌｉｎｅ (ＤｏＫ￣Ｌｉｎｅ)—Ｐａｒｔ ２: Ｄａｔａ ｌｉｎｋ
ｌａｙｅｒ)

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３ 道路车辆　 诊断系统 　 关键词协议 ２０００ 　 第 ３ 部分:应用层(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
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Ｋｅｙｗｏｒ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２０００—Ｐａｒｔ 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４ 道路车辆　 诊断系统　 关键词协议 ２０００　 第 ４ 部分:相关排放系统的要求

(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Ｋｅｙｗｏｒ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２０００—Ｐａｒｔ ４: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１ 道路车辆　 车辆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排放相关诊断通信　 第 １ 部分:一般信

息与使用实例定义(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ｔ １: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ａｓ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２ 道路车辆　 车辆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排放相关诊断通信　 第 ２ 部分:术语、
定义、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导则(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ｔ ２: Ｇｕｉｄ￣
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ｅｒｍｓꎬ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ꎬ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ｎｙｍｓ)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３ 道路车辆　 车辆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排放相关诊断通信　 第 ３ 部分:诊断连

接器和相关电路的规范及使用(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
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ｔ ３:Ｄｉａｇｎｏｓ￣
ｔ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４:２０１４ 道路车辆　 车辆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排放相关诊断通信　 第 ４ 部分:外部测

试设备(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ｔ 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 道路车辆　 车辆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排放相关诊断通信　 第 ５ 部分:排放相

关的诊断服务(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ｔ ５: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
ｔ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６ 道路车辆　 车辆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排放相关诊断通信　 第 ６ 部分:故障诊

断编码定义(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
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ｔ ６: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ｃｏｄｅ ｄｅｆ￣
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７ 道路车辆　 车辆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排放相关诊断通信　 第 ７ 部分:数据链

路安全性(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ｔ ７:Ｄａｔａ ｌｉｎ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１ 道路车辆　 控制器局域网络的诊断通信(ＤｏＣＡＮ)　 第 １ 部分:一般信息和

用例定义(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Ａｒｅａ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ＤｏＣＡＮ)—Ｐａｒｔ １: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ａｓ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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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２ 道路车辆　 控制器局域网络的诊断通信(ＤｏＣＡＮ)　 第 ２ 部分:传输协议和

网络层服务(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ｏＣＡＮ)—Ｐａｒｔ 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ａｙ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３ 道路车辆　 控制器局域网络的诊断(ＣＡＮ)　 第 ３ 部分:统一标准诊断服务

的实施(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ＣＡＮ)—
Ｐａｒｔ 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ＤＳ ｏｎ ＣＡＮ))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４ 道路车辆　 控制器局域网络的诊断通信(ＤｏＣＡＮ)　 第 ４ 部分:排放相关系

统的要求(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Ａｒｅａ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ＤｏＣＡＮ)—Ｐａｒｔ 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ＡＥ Ｊ１８５０ Ｂ 类数据通信网络接口(Ｃｌａｓｓ Ｂ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 重型车辆网络的串行控制与通信　 顶层文件(Ｓ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ａｖｙ Ｄｕｔｙ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ｐ Ｌｅｖｅ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１ 物理层ꎬ２５０Ｋｂｐｓꎬ屏蔽双绞线(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ꎬ ２５０ ｋｂｐｓꎬ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Ｓｈｉｅｌｄｅｄ

Ｐａｉｒ)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３ 非车载诊断连接器(Ｏｆｆ￣Ｂｏａｒ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４ 物理层ꎬ２５０ｋｂｐ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ꎬ ５００ ｋｂｐｓ)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５ 物理层ꎬ２５０ｋｂｐｓꎬ非屏蔽双绞线(ＵＴＰ)(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ꎬ ２５０ｋｂｐｓꎬ Ｕｎ￣Ｓｈｉｅｌ￣

ｄｅｄ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Ｐａｉｒ (ＵＴＰ))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６ 波特率自动检测过程(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Ｂａｕｄ Ｒａｔ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２１ 数据链路层(Ｄａｔａ Ｌｉｎｋ Ｌａｙｅｒ)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３１ 网络层(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ａｙｅｒ)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７１ 车辆应用层(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７３ 应用层　 诊断(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８１ 网络管理(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８２ 遵循(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８４ 重型组件和车辆的 ＯＢＤ 通信符合性测试案例(ＯＢ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

ｐｌｉ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Ｃａｓ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Ｄｕｔ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２ 诊断连接器(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ꎮ
３. １

汽车自诊断系统　 ａｕｔｏ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根据汽车控制系统电子控制单元的输入和输出信号是否超出规定范围运行ꎬ来判断汽车电路信号

是否出现故障的系统ꎮ
３. ２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ｆ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按照汽车自诊断系统遵循的通信协议与汽车自诊断系统进行通信ꎬ获得汽车自诊断系统中与汽车

有关数据参数并解析的仪器ꎮ
３. ３

诊断接头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与汽车数据链路连接器连接的部分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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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标准协议试验装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
检测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的通信协议与标准协议一致性的仪器ꎮ

３. ５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ｍｅａｎ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相邻两故障间工作时间的平均值ꎮ
[ＧＢ / Ｔ ２３５６７. １—２００９ꎬ定义 ３. ７]

３. ６
帧　 ｆｒａｍｅ
组成一个完整信息的一系列数据位ꎮ
[ＧＢ / Ｔ 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ꎬ定义 ３. １]

３. ７
报文　 ｍｅｓｓａｇｅ
一个或多个具有相同参数组编号的“ＣＡＮ 数据帧”ꎮ
[ＧＢ / Ｔ 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ꎬ定义 ３. ３]

３. ８
截尾　 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
出现一定数量的失效或者试验一定的时间后ꎬ有些产品仍未失效而试验终止ꎮ
[ＧＢ / Ｔ ５０８０. １—２０１２ꎬ定义 ３. １. ２]

３. ９
定时定数截尾试验　 ｔｉｍｅ ｏ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ｃｕｒｔａｉｌｅｄ ｔｅｓｔ
在试验过程中ꎬ连续或按规定时间对受试产品进行监测并计算累计试验时间ꎬ或累计失效数ꎬ直至

达到或超过试验方案规定的累计试验时间或累计失效数为止ꎮ
３. １０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的鉴别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ｅａｎ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的上限值与其下限值之比ꎬ用小数表示ꎮ 公式如下:

Ｄｍ ＝
ｍ０

ｍ１
式中:Ｄｍ———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的鉴别比ꎻ

ｍ０———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的上限值ꎬ单位为小时(ｈ)ꎻ
ｍ１———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的下限值ꎬ单位为小时(ｈ)ꎮ

４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ꎮ
ＡＢＳ:制动防抱死装置(Ａｎｔｉ￣ｌｏｃｋ Ｂｒａ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控制器局域网络(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Ｍ:可疑参数号转换方式(ＳＰ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ＣＵ:电子控制单元(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
ＥＰＳ:电动助力转向系统(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ＦＭＩ:故障模式指示器(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ＭＴＢＦ:平均故障间隔时间(Ｍｅａｎ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Ｃ:发生次数(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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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Ｕ:协议数据单元(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Ｄａｔａ Ｕｎｉｔ)
ＰＧＮ:参数组数(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ＩＤ:参数标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ＰＷＭ:脉宽调制(Ｐｕｌｓｅ Ｗｉｄｔｈ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Ｎ:可疑参数号(Ｓｕｓｐｅｃ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ＶＰＷＭ:可变脉宽调制(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Ｐｕｌｓｅ Ｗｉｄｔｈ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５　 技术要求

５. １　 外观要求

５. １. １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以下简称诊断仪)外壳表面无凹痕、划伤、裂纹、毛边、变形等缺陷ꎮ
５. １. ２　 所有接插件接触良好ꎬ无松动、端子断裂、缺针等现象ꎮ
５. １. ３　 外壳明显位置应装有标牌ꎬ标牌内容符合 ８. １. １ 的规定ꎮ

５. ２　 功能要求

５. ２. １　 基本功能

５. ２. １. １　 应具备按照汽车通信协议来实现汽车故障诊断的功能ꎬ包括但不限于电控单元版本信息读

取、故障代码读取、故障代码清除、数据流读取ꎮ
５. ２. １. ２　 对于适用于 ＧＢ １８５６５ 检测项目的诊断仪ꎬ应能检查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ＡＢＳ、ＥＰＳ 及其他

与行车安全相关的汽车故障信息ꎮ
５. ２. １. ３　 诊断仪应至少配备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２ 的诊断接头ꎮ 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２ 诊断接头的引脚定义应符

合图 １ 和表 １ 的要求ꎮ

图 １　 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２ 诊断接头的引脚定义示意图

表 １　 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２ 诊断接头的引脚定义

引　 脚　 号 常 规 定 义 引　 脚　 号 常 规 定 义

１ 保留由汽车制造商定义 ９ 保留由汽车制造商定义

２ ＳＡＥ Ｊ１８５０ 的 Ｂｕｓ ＋信号线 １０ ＳＡＥ Ｊ１８５０ 的 Ｂｕｓ －信号线

３ 保留由汽车制造商定义 １１ 保留由汽车制造商定义

４ 车身搭铁 １２ 保留由汽车制造商定义

５ 信号地 １３ 保留由汽车制造商定义

６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４ 的 ＣＡＮ＿Ｈ 信号线 １４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４ 的 ＣＡＮ＿Ｌ 信号线

７ ＩＳＯ ９１４１￣２ 和 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４ 的 Ｋ 线 １５ ＩＳＯ ９１４１￣２ 和 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４ 的 Ｌ 线

８ 保留由汽车制造商定义 １６ 蓄电池电压

５. ２. ２　 扩展功能

５. ２. ２. １　 宜具备将检测、诊断等数据和结果输出的功能ꎮ
５. ２. ２. ２　 宜具有查询与显示汽车维修相关技术信息的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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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性能要求

５. ３. １　 通信协议要求

当诊断仪采用表 ２ 通信协议类型时ꎬ应符合附录 Ａ 对应的测试参数及指标ꎮ

表 ２　 通信协议类型和要求

序号 通信协议类型 包含的标准 测试参数及指标

１ ＩＳＯ ９１４１ 通信协议 ＩＳＯ ９１４１ꎬＩＳＯ ９１４１￣２ꎬＩＳＯ ９１４１￣３ Ａ. １

２ 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 通信协议 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１ꎬ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２ꎬ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３ꎬ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４ Ａ. １

３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 通信协议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１ꎬ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２ꎬ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３ꎬ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４ꎬ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ꎬ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６ꎬ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７
Ａ. ２

４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 通信协议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１ꎬ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２ꎬ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３ꎬ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４ Ａ. ３

５ ＳＡＥ Ｊ１８５０ 通信协议 ＳＡＥ Ｊ１８５０ Ａ. ４

６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 通信协议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ꎬ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１ꎬ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３ꎬ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４ꎬ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５ꎬ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１６ꎬ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２１ꎬ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３１ꎬ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７１ꎬ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７３ꎬ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８１ꎬ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８２ꎬ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８４

Ａ. ３

５. ３. ２　 电源适应性要求

５. ３. ２. １　 使用直流供电的诊断仪ꎬ电源额定电压为 １２Ｖ 时ꎬ应能在 ９Ｖ ~ １６Ｖ 直流电源条件下正常工

作ꎻ电源额定电压为 ２４Ｖ 时ꎬ应能在 １８Ｖ ~３２Ｖ 直流电源条件下正常工作ꎮ
５. ３. ２. ２　 使用交流供电的诊断仪ꎬ应能在(２２０ ± ２２)Ｖꎬ(５０ ± １)Ｈｚ 条件下正常工作ꎮ

５. ３. ３　 环境适应性要求

５. ３. ３. １　 温度、湿度、振动、冲击要求应符合 ＧＢ / Ｔ ６５８７—２０１２ 中 ４. ７. １Ⅲ组的规定ꎮ
５. ３. ３. ２　 盐雾的要求应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２３. １８—２０１２ 中严酷等级(１)试验环境进行ꎬ试验后诊断仪功能

和性能应正常ꎮ
５. ３. ３. ３　 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ＧＢ / Ｔ 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中 ＩＰＸ１ 的规定ꎮ

５. ３. ４　 包装运输要求

包装运输要求应符合 ＧＢ / Ｔ ６５８７—２０１２ 中 ４. ８ 的规定ꎮ

５. ３. ５　 电磁兼容性要求

５. ３. ５. １　 静电放电抗扰度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２—２００６ 表 １ 中试验等级 ２ 级进行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后ꎬ试验结果应是功能

和性能正常ꎻ如果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ꎬ在骚扰停止后不需要操作者干预能自行恢复ꎮ
５. ３. ５. ２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３—２０１６ 表 １ 中试验等级 ２ 级进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后ꎬ试验结果应

是功能和性能正常ꎻ如果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ꎬ在骚扰停止后不需要操作者干预能自行恢复ꎮ
５. ３. ５. ３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４—２００８ 表 １ 中试验等级 ２ 级进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后ꎬ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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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功能和性能正常ꎻ如果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ꎬ在骚扰停止后不需要操作者干预能自行恢复ꎮ
５. ３. ５. ４　 浪涌(冲击)抗扰度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５—２００８ 表 １ 中试验等级 ３ 级进行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后ꎬ试验结果应是功

能和性能正常ꎻ如果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ꎬ在骚扰停止后不需要操作者干预能自行恢复ꎮ
５. ３. ５. ５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６—２００８ 表 １ 中试验等级 ２ 级进行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后ꎬ试验

结果应是功能和性能正常ꎻ如果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ꎬ在骚扰停止后不需要操作者干预能自行

恢复ꎮ
５. ３. ５. ６　 工频磁场抗扰度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８—２００６ 表 １ 中试验等级 ２ 级进行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后ꎬ试验结果应是功能

和性能正常ꎻ如果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ꎬ在骚扰停止后不需要操作者干预能自行恢复ꎮ
５. ３. ５. ７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１１—２００８ 表 １ 中试验等级为 ７０％ ꎬ持续时间 ２５ / ３０ 周期进行电压暂降试验ꎻ按
照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１１—２００８ 表 ２ 中试验等级为 ０％ ꎬ持续时间 ２５０ / ３００ 周期进行短时中断试验ꎻ按照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１１—２００８ 表 ３ 中试验等级为 ７０％ ꎬ持续时间 ２５ / ３０ 周期进行电压变化试验ꎻ试验结果应是功能

和性能正常ꎻ如果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ꎬ在骚扰停止后不需要操作者干预能自行恢复ꎮ

５. ３. ６　 电气安全性要求

５. ３. ６. １　 绝缘电阻

诊断仪电源线对外壳接地点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 ４０ＭΩꎮ
５. ３. ６. ２　 绝缘强度

使用交流供电的诊断仪ꎬ在 １. ５ｋＶ(有效值)、５０Ｈｚ 正弦波试验电压下持续 １ｍｉｎꎬ不应出现击穿或

重复飞孤现象、电晕放电效应及类似现象ꎮ
５. ３. ６. ３　 泄漏电流

使用交流供电的诊断仪ꎬ泄漏电流值应不大于 ５ｍＡꎮ
５. ３. ６. ４　 电池安全要求

锂电池的诊断仪应符合 ＧＢ ３１２４１ 的规定ꎮ 其他电池的诊断仪应满足 ＧＢ ２４４６２ 的要求ꎮ

５. ３. ７　 可靠性要求

ＭＴＢＦ 的下限值(ｍ１)不应低于 ６ ０００ｈꎮ

６　 试验方法

６. １　 试验环境条件

除有明确规定外ꎬ其他试验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１———温度: － １０℃ ~５０℃ꎻ
２———相对湿度:４５％ ~９０％ ꎻ
３———大气压:７０ｋＰａ ~ １０６ｋＰａꎮ

６. ２　 试验仪器设备

６. ２. １　 测试中所用的仪器设备应经过检定或校准ꎬ且在有效期内ꎮ
６. ２. ２　 试验采用的试验装置、仪器设备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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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试验装置、仪器设备

序号 名　 　 称 主要技术参数

１ 标准协议试验装置 符合附录 Ａ、附录 Ｂ 的要求

２ 数字示波器

带宽:１ＧＨｚ
采样率:４ＧＳａ / ｓ

通道数:４

３ 直流标准电压源

输出直流电压:０Ｖ ~ ４０Ｖ 连续可调

输出电压精度: < ０. １％
纹波电压: < ０. ５％

输出直流电流:０Ａ ~ ５Ａ

４ 交流标准电压源
输出交流电压:单相 １８０Ｖ ~ ２６０Ｖ 连续可调ꎬ频率 ５０Ｈｚ

波形失真: < １％

５ 绝缘电阻测试仪

测量范围:０ＭΩ ~１００ＭΩ
准确度:１０ 级

测量电压:５００Ｖ

６ 耐压测试仪
电压测试范围(ＡＣ / ＤＣ): ０ｋＶ ~ ５ｋＶ

漏电流测试范围(ＡＣ / ＤＣ):０ｍＡ ~ １０ｍＡ

７ 泄漏电流测试仪
输出电压:０Ｖ ~ ２５０Ｖ、５０Ｈｚ 正弦波

漏电流测试范围:０ｍＡ ~ ２０ｍＡ

６. ３　 外观检查

采用目测、手摸、操作等方法ꎮ

６. ４　 基本功能检查

６. ４. １　 当诊断仪采用表 ２ 通信协议类型时ꎬ将诊断仪诊断接头连接标准协议试验装置ꎬ根据诊断仪标

称的通信协议类型ꎬ对应地操作标准协议试验装置发送故障代码、数据流数值ꎮ 诊断仪应能够对应显示

标准协议试验装置发送的故障代码、数据流数值ꎻ诊断仪能够清除故障代码ꎮ
６. ４. ２　 当诊断仪不采用表 ２ 通信协议类型时ꎬ应进行实车测试ꎬ能够实现诊断仪产品使用说明书标称

的汽车故障诊断功能ꎮ
６. ４. ３　 对于适用于 ＧＢ １８５６５ 检测项目的诊断仪ꎬ接通电源后ꎬ按诊断仪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ꎮ

６. ５　 扩展功能检查

６. ５. １　 第三方设备按诊断仪产品使用说明书描述的接口定义及通信协议进行通信ꎬ应能够获得汽车

检测、诊断等数据和结果ꎮ
６. ５. ２　 诊断仪接通电源后ꎬ按使用说明书实际操作ꎬ应能够查询与显示汽车维修相关技术信息ꎮ

６. ６　 通信协议指标检查

６. ６. １　 信号输出电平及跳跃时间测试

诊断仪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２ 的诊断接头连接标准协议试验装置ꎮ 数字示波器探头接在诊断接头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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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信号对应的引脚上ꎮ 按对应的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诊断仪和标准协议试验装置ꎮ 根据诊断仪标称的

采用表 １ 通信协议类型ꎬ数字示波器测量信号电平、上升沿或下降沿的时间参数ꎮ

６. ６. ２　 总线承受最大直流电压限值测试

６. ６. ２. １　 当诊断仪采用 ＩＳＯ ９１４１、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 通信协议之一时ꎬ诊断仪处于工作状态ꎬ使用

直流标准电压源在诊断仪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２ 诊断接头对应引脚上灌入表 Ａ. １ 的“指标要求”项所规定的

承受电压并保持相应的时间ꎮ 撤销灌电压后ꎬ按 ６. ４. １ 进行测试ꎬ测试结果应正常ꎻ按 ６. ６. １ 进行测试ꎬ
测试结果应正常ꎮ
６. ６. ２. ２　 当诊断仪采用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 通信协议之一时ꎬ诊断仪处于工作状态ꎬ使
用直流标准电压源在诊断仪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９６２ 诊断接头对应引脚上灌入表 Ａ. ２ 的“指标要求”项所规定

的承受电压ꎮ 撤销灌电压后ꎬ按 ６. ４. １ 进行测试ꎬ测试结果应正常ꎻ按 ６. ６. １ 进行测试ꎬ测试结果应

正常ꎮ

６. ７　 电源适应性试验

６. ７. １　 对于使用直流供电、电源额定电压为 １２Ｖ 的诊断仪ꎬ使用直流标准电压源分别输出 ９Ｖ、１２Ｖ、
１６Ｖ 并给诊断仪供电ꎬ诊断仪能正常工作ꎮ
６. ７. ２　 对于使用直流供电、电源额定电压为 ２４Ｖ 的诊断仪ꎬ使用直流标准电压源分别输出 １８Ｖ、２４Ｖ、
３２Ｖ 并给诊断仪供电ꎬ诊断仪能正常工作ꎮ
６. ７. ３　 对于使用交流供电的诊断仪ꎬ使用交流标准电压源分别输出 １９８Ｖ、２２０Ｖ、２４２Ｖꎬ５０Ｈｚ ± １Ｈｚ 的

交流电压并给诊断仪供电ꎬ诊断仪能正常工作ꎮ

６. ８　 环境适应性试验

６. ８. １　 温度试验

按 ＧＢ / Ｔ ６５８７—２０１２ 中 ５. ９. １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８. ２　 湿度试验

按 ＧＢ / Ｔ ６５８７—２０１２ 中 ５. ９. ２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８. ３　 振动试验

按 ＧＢ / Ｔ ６５８７—２０１２ 中 ５. ９. ３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８. ４　 冲击试验

按 ＧＢ / Ｔ ６５８７—２０１２ 中 ５. ９. ４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８. ５　 盐雾试验

按 ＧＢ / Ｔ ２４２３. １８—２０１２ 中严酷等级(１)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８. ６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按 ＧＢ / Ｔ 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中 １４. １ 第二位特征数字为 １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９　 包装运输试验

按 ＧＢ / Ｔ ６５８７—２０１２ 中 ５. １０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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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０　 电磁兼容性试验

６. １０. １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按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２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１０. ２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按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３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１０. ３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按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４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１０. ４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按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５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１０. ５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按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６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１０. ６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按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８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１０. ７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按 ＧＢ / Ｔ １７６２６. １１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１１　 电气安全性试验

６. １１. １　 绝缘电阻试验

诊断仪处于非工作状态ꎬ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ꎮ 使用绝缘电阻测试仪在诊断仪电源插头的

相线端( Ｌ 端)与机壳或保护接地端(Ｅ 端)之间施加 ５００Ｖ 直流试验电压ꎬ稳定 ５ｓ 后测量其绝缘电

阻值ꎮ

６. １１. ２　 绝缘强度试验

诊断仪处于非工作状态ꎬ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ꎮ 将耐压测试仪与诊断仪连接ꎮ 耐压测试仪输出

电压设定为 ５. ３. ６. ２ 规定的试验电压值ꎬ击穿报警电流设定为 ５ｍＡꎬ历时 １ｍｉｎꎮ 试验中诊断仪不应出

现飞弧和击穿ꎬ但允许出现电晕效应及类似现象ꎬ耐压测试仪应无漏电流超限报警ꎮ

６. １１. ３　 泄漏电流试验

将诊断仪与泄漏电流测试仪连接ꎬ泄漏电流测试仪接地良好ꎮ 泄漏电流测试仪的测试工作电压设

定为 ２４２Ｖꎬ报警电流设定为 ５ｍＡꎮ 试验中泄漏电流测试仪应无超限报警ꎮ

６. １１. ４　 电池安全试验

对于使用锂电池的诊断仪ꎬ按 ＧＢ ３１２４１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１２　 可靠性试验

按附录 Ｃ 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７　 检验规则

７. １　 检验分类

７. １. １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ꎮ
７. １. 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ꎬ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批量生产的产品ꎻ
ｂ)　 连续生产的产品ꎮ

７. １. ３　 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ꎮ

７. ２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应对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进行检验ꎮ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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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检 验 项 目

序号 检 验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试 验 方 法 型 式 检 验 出 厂 检 验

１ 外观 ５. １ ６. ３ ⚫ ⚫

２ 基本功能 ５. ２. １ ６. ４ ⚫ ⚫

３ 扩展功能 ５. ２. ２ ６. ５ ⚫ ⚫

４ 通信协议指标 ５. ３. １ ６. ６ ⚫ —

５ 电源适应性 ５. ３. ２ ６. ７ ⚫ ⚫

６ 温度 ５. ３. ３. １ ６. ８. １ ⚫ —

７ 湿度 ５. ３. ３. １ ６. ８. ２ ⚫ —

８ 振动 ５. ３. ３. １ ６. ８. ３ ⚫ —

９ 冲击 ５. ３. ３. １ ６. ８. ４ ⚫ —

１０ 盐雾 ５. ３. ３. ２ ６. ８. ５ ⚫ —

１１ 外壳防护等级 ５. ３. ３. ３ ６. ８. ６ ⚫ —

１２ 包装运输 ５. ３. ４ ６. ９ ⚫ —

１３ 电磁兼容 ５. ３. ５ ６. １０ ⚫ —

１４ 电气安全 ５. ３. ６ ６. １１ ⚫ ⚫

１５ 可靠性 ５. ３. ７ ６. １２ ⚫ —

　 注:“⚫”表示必须检验项目ꎻ“—”表示不检验的项目ꎮ

７. ３　 型式检验

７. ３. １　 批量生产的产品ꎬ每批应进行型式检验ꎻ连续生产的产品ꎬ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ꎮ
７. ３. ２　 型式检验样本应在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ꎮ 型式检验中的可靠性鉴定试验的样本数按表

Ｃ. ２规定ꎬ其余检验项目的样本数量为 ２ 台ꎮ
７. ３. ３　 型式检验中的各检验项目故障判据按附录 Ｃ. ５ 的规定ꎮ 除可靠性鉴定一项外ꎬ其余项目均按

此方法进行:检验中出现故障或某项通不过时ꎬ应停止试验ꎮ 查明故障原因ꎬ提出故障分析报告ꎬ重新进

行该项试验ꎮ 若在以后的检验中再次出现故障或某项通不过时ꎬ在查明故障原因、排除故障、提出故障

分析报告后ꎬ应重新进行型式检验ꎮ

７. ４　 出厂检验

７. ４. １　 产品应全数进行出厂检验ꎮ
７. ４. ２　 检验中出现任一项不合格时ꎬ返修后重新进行检验ꎮ 若再次出现任一项不合格时ꎬ则该台产品

被判为不合格产品ꎮ
７. ４. ３　 检验情况记录在功能和性能检查表中ꎮ 功能和性能检查表格式参见附录 Ｄꎮ

８　 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和储存

８. １　 标志

８. １. １　 应在诊断仪明显部位安装有标牌ꎬ标牌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３３０６ 的规定ꎮ 标牌内容如下:
ａ)　 产品名称及型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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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制造厂名及注册商标ꎻ
ｃ)　 产品编号ꎻ
ｄ)　 生产日期ꎮ

８. １. ２　 诊断仪外包装上的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９１ 的规定ꎬ标志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制造厂名称及地址ꎻ
ｂ)　 包装箱的尺寸和净重(总质量)ꎻ
ｃ)　 “向上”“小心轻放”“防潮”“防暴晒”字样或相应图案ꎮ

８. ２　 使用说明书

８. ２. １　 诊断仪应附有使用说明书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应符合 ＧＢ / Ｔ ９９６９ 的要求ꎮ
８. ２. ２　 对于使用电池的诊断仪ꎬ使用说明书中应有中文的电池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警示说明)ꎬ符合

ＧＢ ２４４６２、ＧＢ ３１２４１ 的规定ꎮ
８. ２. ３　 使用说明书应注明电源额定电压、汽车通信协议类型和对应的汽车故障诊断功能ꎮ
８. ２. ４　 使用说明书宜描述输出汽车检测、诊断等数据和结果的接口定义及通信协议ꎮ

８. ３　 包装

８. ３. １ 　 包装箱应坚固、耐用ꎬ符合防潮、防尘、防震的要求ꎮ 产品出厂包装技术要求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 的规定ꎮ
８. ３. ２　 包装箱内应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修卡、装箱清单ꎮ

８. ４　 储存

８. ４. １　 产品储存时应放在原包装箱内ꎬ存放产品的仓库环境应符合 ＧＢ / Ｔ ６５８７—２０１２ 中 ４. ７. １ Ⅲ组

储存条件的规定ꎮ 仓库内不允许有有害气体、易燃和易爆物品及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ꎮ 包装箱应垫离

地面至少 １５ｃｍꎬ距离墙壁、热源、窗口或空气入口至少 ５０ｃｍꎮ
８. ４. ２　 若在产品制造单位存放超过六个月ꎬ则应在出厂前重新进行出厂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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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ＩＳＯ、ＳＡＥ通信协议测试参数和指标

Ａ. １　 ＩＳＯ ９１４１、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 通信协议测试参数和指标应满足第一类测试参数和指标的要求ꎬ第一类测

试参数和指标见表 Ａ. １ꎮ

表 Ａ. １　 第一类测试参数和指标

序号 测 试 参 数 单位 指 标 要 求

１ 信号输出逻辑“１” Ｖ 供电电压的 ８０％ ~供电电压

２ 信号输出逻辑“０” Ｖ ０ ~供电电压的 ２０％

３ 信号上升跳跃时间 μｓ 不大于一个比特时间的 １０％

４ 信号下降跳跃时间 μｓ 不大于一个比特时间的 １０％

５ 总线承受最大直流电压限值

Ｖ
能够承受 ２０ＶＤＣ(汽车蓄电池电压是 １２Ｖ)ꎻ

３０ｍｉｎ 内能够承受 ２４ＶＤＣ(汽车蓄电池电压是 １２Ｖ)ꎻ
１ｍｉｎ 内能够承受 ３０ＶＤＣ(汽车蓄电池电压是 １２Ｖ)

Ｖ
能够承受 ３６ＶＤＣ(汽车蓄电池电压是 ２４Ｖ)ꎻ

３０ｍｉｎ 内能够承受 ４２ＶＤＣ(汽车蓄电池电压是 ２４Ｖ)ꎻ
１ｍｉｎ 内能够承受 ４８ＶＤＣ(汽车蓄电池电压是 ２４Ｖ)

Ａ. ２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 通信协议测试参数和指标应满足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测试参数和指标的要求ꎬ第一

类测试参数和指标见表 Ａ. １ꎬ第二类测试参数和指标见表 Ａ. ２ꎬ第三类测试参数和指标见表 Ａ. ３ꎮ

表 Ａ. ２　 第二类测试参数和指标

序号 测 试 参 数 单位 指 标 要 求

１
隐性状态

(逻辑“１”)

ＣＡＮ＿Ｈ 电压 Ｖ ０. １ ~ ４. ５(测试条件是每个 ＥＣＵ 对地)

ＣＡＮ＿Ｌ 电压 Ｖ ０. １ ~ ４. ５(测试条件是每个 ＥＣＵ 对地)

差分电压 ＣＡＮ＿Ｈ －ＣＡＮ＿Ｌ ｍＶ － ４００ ~ １２(测试条件是每个 ＥＣＵ 对地)

２
显性状态

(逻辑“０”)

ＣＡＮ＿Ｈ 电压 Ｖ ≤７. ０(测试条件是每个 ＥＣＵ 对地)

ＣＡＮ＿Ｌ 电压 Ｖ ≥ －２. ０(测试条件是每个 ＥＣＵ 对地)

差分电压 ＣＡＮ＿Ｈ －ＣＡＮ＿Ｌ Ｖ １. ２ ~ ３. ０(测试条件是每个 ＥＣＵ 对地)

３ 信号上升跳跃时间
ＣＡＮ＿Ｈ 信号 ｎｓ ≤５００

ＣＡＮ＿Ｌ 信号 ｎｓ ≤５００

４ 信号下降跳跃时间
ＣＡＮ＿Ｈ 信号 ｎｓ ≤５００

ＣＡＮ＿Ｌ 信号 ｎｓ ≤５００

５
总线承受最大

直流电压限值

ＣＡＮ＿Ｈ 信号 Ｖ －３. ０ ~ １６. ０(汽车蓄电池电压是 １２Ｖ)

ＣＡＮ＿Ｌ 信号 Ｖ －３. ０ ~ １６. ０(汽车蓄电池电压是 １２Ｖ)

ＣＡＮ＿Ｈ 信号 Ｖ －３. ０ ~ ３２. ０(汽车蓄电池电压是 ２４Ｖ)

ＣＡＮ＿Ｌ 信号 Ｖ －３. ０ ~ ３２. ０(汽车蓄电池电压是 ２４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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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３　 第三类测试参数和指标

序号 测 试 参 数 单位 指 标 要 求

１ ＰＷＭ

输出逻辑“１”

输出逻辑“０”

信号上升

跳跃时间

信号下降

跳跃时间

总线 Ｂｕｓ ＋电压 Ｖ ３. ８０ ~ ５. ２５

总线 Ｂｕｓ －电压 Ｖ ０ ~ １. ２０

总线 Ｂｕｓ ＋电压 Ｖ ０ ~ １. ２０

总线 Ｂｕｓ －电压 Ｖ ３. ８０ ~ ５. ２５

总线 Ｂｕｓ ＋ ｍｓ ≤１. ７５

总线 Ｂｕｓ － ｍｓ ≤１. ７５

总线 Ｂｕｓ ＋ ｍｓ ≤１. ７５

总线 Ｂｕｓ － ｍｓ ≤１. ７５

２ ＶＰＷＭ

输出高电压 Ｖ ６. ２５ ~ ８. ００

输出低电压 Ｖ ０ ~ １. ５０

信号上升跳跃时间 ｍｓ ≤１８

信号下降跳跃时间 ｍｓ ≤１８

Ａ. ３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 通信协议测试参数和指标应满足第二类测试参数和指标的要求ꎬ第二类测

试参数和指标见表 Ａ. ２ꎮ
Ａ. ４　 ＳＡＥ Ｊ１８５０ 通信协议测试参数和指标应满足第三类测试参数和指标的要求ꎬ第三类测试参数和

指标见表 Ａ.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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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标准协议试验装置

Ｂ. １　 标准协议试验装置的功能检查原理

标准协议试验装置采用黑盒测试的方式进行功能检查试验ꎮ 在与诊断仪相同的网络环境下ꎬ利用

一组测试序列对诊断仪待测通信协议的功能进行测试ꎮ 当诊断仪的实际输出与预期输出完全相同时ꎬ
判定诊断仪待测通信协议的功能正常ꎻ否则判定为不正常ꎮ

Ｂ. ２　 诊断仪待测通信协议所实现的功能与标准协议试验装置检查程序的关系

诊断仪待测通信协议所实现的功能与标准协议试验装置检查程序的对应关系见表 Ｂ. １ꎮ

表 Ｂ. １　 诊断仪待测通信协议所实现的功能与标准协议试验装置检查程序的对应关系

序号 诊断仪待测通信协议的功能 标准协议试验装置对应的检查程序

１ ＩＳＯ ９１４１ 通信协议的功能 符合 Ｂ. ３ 的检查程序

２ 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 通信协议的功能 符合 Ｂ. ４ 的检查程序

３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 通信协议的功能 符合 Ｂ. ５ 的检查程序

４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 通信协议的功能 符合 Ｂ. ６ 的检查程序

５ ＳＡＥ Ｊ１８５０ 通信协议的功能 符合 Ｂ. ７ 的检查程序

６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 通信协议的功能 符合 Ｂ. ８ 的检查程序

Ｂ. ３　 对应 ＩＳＯ ９１４１ 通信协议的检查程序要求

Ｂ. ３. １　 通信初始化

通信初始化应符合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４:２０１４ 附录 Ｂ 规定的初始化要求ꎮ

Ｂ. ３. ２　 数据帧格式

数据帧格式见表 Ｂ. ２ꎮ

表 Ｂ. ２　 数 据 帧 格 式

头字节(十六进制数值) 数 据 字 节

优先权 /类型 目的地址 源地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校验字节

诊断请求ꎬ波特率是 １０. ４ｋｂｐｓ

６８ ６Ａ Ｆ１ 最多 ７ 字节 √

诊断应答ꎬ波特率是 １０. ４ｋｂｐｓ

４８ ６Ｂ ＥＣＵ 地址 最多 ７ 字节 √

Ｂ. ３. ３　 故障代码读取功能

故障代码读取功能应符合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 的规定ꎬ故障代码读取功能的数据定义见表 Ｂ. ３ꎮ 故障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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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表见表 Ｂ. ４ꎮ

表 Ｂ. ３　 故障代码读取功能的数据定义

数据字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诊断请求

定义 识别代码

数值

(十六进制)
０３

诊断应答

无故障

有故障

定义 应答代码 故障码 １ 故障码 ２ 故障码 ３

数值

(十六进制)
４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定义 应答代码 故障码 １ 故障码 ２ 故障码 ３

数值

(十六进制)
４３ ０２ ００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２

表 Ｂ. ４　 故障代码定义表

故 障 代 码 定　 　 义 故 障 代 码 定　 　 义

Ｐ０２００ 喷油嘴电路故障 Ｐ０２０２ 喷油器 ２￣电路故障

Ｐ０２０１ 喷油器 １￣电路故障

Ｂ. ３. ４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应符合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 的规定ꎬ故障代码清除功能的数据定义见表 Ｂ. ５ꎮ

表 Ｂ. ５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的数据定义

数据字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诊断请求

定义 识别代码

数值

(十六进制)
０４

诊断应答

请等待

操作成功

操作失败

定义 应答代码 识别代码 拒绝代码

数值

(十六进制)
７Ｆ ０４ ７８

定义 应答代码

数值

(十六进制)
４４

定义 应答代码 识别代码 拒绝代码

数值

(十六进制)
７Ｆ ０４ ２２

Ｂ. ３. ５　 数据流读取功能

数据流读取功能应符合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 的规定ꎬ数据流读取功能的数据定义见表 Ｂ.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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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６　 数据流读取功能的数据定义

ＰＩＤ 数值

(十六进制)
数据名称 数据字节 最小值 最大值 精　 　 度 单　 　 位

０５
发动机

冷却液温度
Ａ －４０ ２１５ １ꎬ从 － ４０ 开始 ℃

０Ｃ 发动机转速 ＡꎬＢ ０ １６ ３８３. ７５ １ / ４ ＲＰＭ

０Ｄ 车速传感器 Ａ ０ ２５５ １ ｋｍ / ｈ

Ｂ. ４　 对应 ＩＳＯ １４２３０ 通信协议的检查程序要求

Ｂ. ４. １　 通信初始化

通信初始化应满足 Ｂ. ３. １ 的要求ꎮ

Ｂ. ４. ２　 数据帧格式

数据帧格式见表 Ｂ. ７ꎮ

表 Ｂ. ７　 数 据 帧 格 式

头字节(十六进制数值) 数据字节

优先权 /类型 目的地址 源地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校验字节

诊断请求ꎬ波特率 ＝ １０. ４ｋｂｐｓ

１１ＬＬ ＬＬＬＬｂ ３３ Ｆ１ 最多 ７ 字节 √

诊断应答ꎬ波特率 ＝ １０. ４ｋｂｐｓ

１０ＬＬ ＬＬＬＬｂ Ｆ１ ＥＣＵ 地址 最多 ７ 字节 √

　 注:ＬＬ ＬＬＬＬＬ 表示 ６ 比特的头字节长度ꎮ

Ｂ. ４. ３　 故障代码读取功能

故障代码读取功能应满足 Ｂ. ３. ３ 的要求ꎮ

Ｂ. ４. ４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应满足 Ｂ. ３. ４ 的要求ꎮ

Ｂ. ４. ５　 数据流读取功能

数据流读取功能应满足 Ｂ. ３. ５ 的要求ꎮ

Ｂ. ５　 对应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 通信协议的检查程序要求

检查程序应满足 Ｂ. ３、Ｂ. ４、Ｂ. ６、Ｂ. ７ 的要求ꎮ

Ｂ. ６　 对应 ＩＳＯ １５７６５ 通信协议的检查程序要求

Ｂ. ６. １　 标识符定义

标识符定义应符合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 的规定ꎮ 标识符定义见表 Ｂ. ８ꎮ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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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８　 标 识 符 定 义

波特率 ５００ｋｂｐｓ 或 ２５０ｋｂｐｓ

２９ 位标识符 位 ２８２４ 位 ２３１６ 位 １５８ 位 ７０

功能请求 数值(十六进制) １８ ＤＢ ３３ Ｆ１

物理请求 数值(十六进制) １８ ＤＡ １０ Ｆ１

物理应答 数值(十六进制) １８ ＤＡ Ｆ１ １０

波特率 ５００ｋｂｐｓ 或 ２５０ｋｂｐｓ

１１ 位标识符 位 １０６ 位 ５３ 位 ２０

功能请求 数值(十六进制) １Ｆ ３ ７

物理请求 数值(十六进制) １Ｆ ４ ０

物理应答 数值(十六进制) １Ｆ ５ ０

Ｂ. ６. ２　 故障代码读取功能

故障代码读取功能应符合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 的规定ꎬ故障代码读取功能的数据定义见表 Ｂ. ９ꎮ 故障代码

定义表见表 Ｂ. ４ꎮ

表 Ｂ. ９　 故障代码读取功能的数据定义

数据字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诊断请求
定义 长度 识别代码

数值(十六进制) ０１ ０３

诊断

应答

无故障

有故障

定义 长度 应答代码 故障个数

数值(十六进制) ０２ ４３ ００

定义 长度 应答代码 故障个数 故障码 １ 故障码 ２ 故障码 ３

数值(十六进制) ０８ ４３ ３ ０２ ００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２

Ｂ. ６. ３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应符合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 的规定ꎬ故障代码清除功能的数据定义见表 Ｂ. １０ꎮ

表 Ｂ. １０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的数据定义

数据字节 ＃１ ＃２ ＃３ ＃４

诊断请求
定义 长度 识别代码

数值(十六进制) ０１ ０４

诊断应答

请等待

操作成功

操作失败

定义 长度 应答代码 识别代码 拒绝代码

数值(十六进制) ０３ ７Ｆ ０４ ７８

定义 长度 应答代码

数值(十六进制) ０１ ４４

定义 长度 应答代码 识别代码 拒绝代码

数值(十六进制) ０３ ７Ｆ ０４ ２２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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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６. ４　 数据流读取功能

数据流读取功能应符合 ＩＳＯ １５０３１￣５ 的规定ꎬ数据流读取功能的数据定义见表 Ｂ. ６ꎮ

Ｂ. ７　 对应 ＳＡＥ Ｊ１８５０ 通信协议的检查程序要求

Ｂ. ７. １　 通信初始化

通信初始化应满足 Ｂ. ３. １ 的要求ꎮ

Ｂ. ７. ２　 数据帧格式

数据帧格式见表 Ｂ. １１ꎮ

表 Ｂ. １１　 数 据 帧 格 式

头字节(十六进制数值) 数 据 字 节

优先权 /类型 目的地址 源地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校验字节

ＶＰＷＭ 诊断请求ꎬ波特率 ＝ １０. ４ｋｂｐｓ

６８ ６Ａ Ｆ１ 最多 ７ 字节 √

ＶＰＷＭ 诊断应答ꎬ波特率 ＝ １０. ４ｋｂｐｓ

４８ ６Ｂ ＥＣＵ 地址 最多 ７ 字节 √

ＰＷＭ 诊断请求ꎬ波特率 ＝ ４１. ６ｋｂｐｓ

６１ ６Ａ Ｆ１ 最多 ７ 字节 √

ＰＷＭ 诊断应答ꎬ波特率 ＝ ４１. ６ｋｂｐｓ

４１ ６Ｂ ＥＣＵ 地址 最多 ７ 字节 √

Ｂ. ７. ３　 故障代码读取功能

故障代码读取功能应满足 Ｂ. ３. ３ 的要求ꎮ

Ｂ. ７. ４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应满足 Ｂ. ３. ４ 的要求ꎮ

Ｂ. ７. ５　 数据流读取功能

数据流读取功能应满足 Ｂ. ３. ５ 的要求ꎮ

Ｂ. ８　 对应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 通信协议的检查程序要求

Ｂ. ８. １　 激活状态的故障代码读取功能

激活状态的故障代码读取功能应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７３ 的规定ꎬ激活状态的故障代码的数据定义见表

Ｂ. １２ꎬＳＰＮ 定义表见表 Ｂ. １３ꎬＦＭＩ 定义表见表 Ｂ. １４ꎮ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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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１２　 激活状态的故障代码的数据定义

数据长度 可变

数据页面 ０

ＰＤＵ 格式 ２５４

ＰＤＵ 指定 ２０２

默认优先值 ６

参数组数编号 ６５２２６(对应十六进制数值:ＦＥＣＡ)

数据字节

故障代码

编号
字节编号 字位 数据名称 数值含义

故障代码

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位 ８ ~ ７

位 ６ ~ ５

位 ４ ~ ３

位 ２ ~ １

位 ８ ~ ７

位 ６ ~ ５

位 ４ ~ ３

位 ２ ~ １

位 ８ ~ １

位 ８ ~ １

位 ８ ~ ６

位 ５ ~ １

位 ８

位 ７ ~ １

故障指示灯状态

红色停止灯状态

黄色警告灯状态

维护灯状态

故障指示灯闪烁

红色停止灯闪烁

黄色警告灯闪烁

维护灯闪烁

ＳＰＮ
(定义见表 Ｂ. １３)

ＦＭＩ
(定义见表 Ｂ. １４)

ＣＭ

ＯＣ

　 ００:灯灭

　 ０１:灯亮

　 ００:慢闪

　 ０１:快闪

　 １０:保留未使用

　 １１:不可用或未

闪烁

　 ＳＰＮ 有效位的

低 ８ 位 (最高有

效位为第 ８ 位)

　 ＳＰＮ 有效位的

第 ２ 个字节(最高

有效位为第 ８ 位)

　 ＳＰＮ 有效位中

的高 ３ 位(最高有

效位为第 ８ 位)

　 (最高有效位为

第 ５ 位)

　 ０:推荐 ＳＰＮ

　 注:当发生次数

未知时ꎬ应将其所

有位的数值设为 １



故障代码 Ｎ

＃４Ｎ － １

＃４Ｎ

＃４Ｎ ＋ １

＃４Ｎ ＋ ２

定义同故障代码 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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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１３　 ＳＰＮ 定 义 表

ＳＰＮ 数值 定　 　 义

９４ 燃料传输压力

１０２ 增压器压力

１１０ 发动机冷却剂温度

５９８ 离合器开关

表 Ｂ. １４　 ＦＭＩ 定 义 表

ＦＭＩ 数值 定　 　 义

３ 电压高于正常值ꎬ或者与高端短路

４ 电压低于正常值ꎬ或者与低端短路

５ 电流低于正常值或断路

６ 电流高于正常值或电路接地

Ｂ. ８. ２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应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７３ 的规定ꎬ故障代码清除功能的数据定义见表 Ｂ. １５ꎮ

表 Ｂ. １５　 故障代码清除功能的数据定义

数据长度 ０

数据页面 ０

ＰＤＵ 格式 ２５４

ＰＤＵ 指定 ２１１

可疑参数编号 ４３

默认优先值 ６

参数组数编号 ６５ ２３５(对应十六进制数值:ＦＥＤ３)

Ｂ. ８. ３　 数据流读取功能

数据流读取功能应符合 ＳＡＥ Ｊ１９３９￣７１ 的规定ꎬ数据流读取功能的数据定义见表 Ｂ. １６ꎮ

表 Ｂ. １６　 数据流读取功能的数据定义

数据组 ＰＧＮ ＝ ６５ ２６２

数据长度 ８

数据页面 ０

ＰＤＵ 格式 ２５４

ＰＤＵ 指定 ２３８

默认优先值 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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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１６ (续)

参数组数

字节

字位 长度 数据名称 参考公式 数值范围

１ １ 字节 发动机冷却剂温度 ＳＰＮ ＝ １１０ꎬ数值 ＝字节 １ － ４０ － ４０℃ ~２１０℃

２ １ 字节 燃料温度 １ ＳＰＮ ＝ １７４ꎬ数值 ＝字节 １ － ４０ － ４０℃ ~２１０℃

３ ~ ４ ２ 字节 发动机油温 １
ＳＰＮ ＝ １７５ꎬ

数值 ＝字节 １ × ０. ０３１ ２５ ＋
８ ×字节 ２ － ２７３

－ ２７３℃ ~
１ ７３５℃

５ ~ ６ ２ 字节 涡轮油温

ＳＰＮ ＝ １７６ꎬ
数值 ＝字节 １ × ０. ０３１ ２５ ＋

８ ×字节 ２ － ２７３

－ ２７３℃ ~
１ ７３５℃

７ １ 字节 发动机中冷器温度 ＳＰＮ ＝ ５２ꎬ数值 ＝字节 １ － ４０ － ４０℃ ~２１０℃

８ １ 字节 发动机中冷器恒温器开度 ＳＰＮ ＝ １ １３４ꎬ数值 ＝ ０. ４ ×字节 １ ０％ ~１００％

数据组 ＰＧＮ ＝ ６５ ２６３

数据长度 ８

数据页面 ０

ＰＤＵ 格式 ２５４

ＰＤＵ 指定 ２３９

默认优先值 ６

参数组数

字节

字位 长度 数据名称 参考公式 数值范围

１ １ 字节 燃料传送压力 ＳＰＮ ＝ ９４ꎬ数值 ＝ ４ ×字节 １ ０ｋＰａ ~ １ ０００ｋＰａ

２ １ 字节 扩展曲轴箱渗透压力 ＳＰＮ ＝ ２２ꎬ数值 ＝ ０. ０５ ×字节 １ ０ｋＰａ ~ １２. ５ｋＰａ

３ １ 字节 发动机机油油位 ＳＰＮ ＝ ９８ꎬ数值 ＝ ０. ４ ×字节 １ ０％ ~１００％

４ １ 字节 发动机机油压力 ＳＰＮ ＝ １００ꎬ数值 ＝ ４ ×字节 １ ０ｋＰａ ~ １ ０００ｋＰａ

５ ~ ６ ２ 字节 发动机曲轴箱压力

ＳＰＮ ＝ １０１ꎬ
数值 ＝ (１ / １２８) ×字节 １ ＋

２ ×字节 ２ － ２５０

－ ２５０ｋＰａ ~
２５１. ９９ｋＰａ

７ １ 字节 发动机冷却剂压力 ＳＰＮ ＝ １０９ꎬ数值 ＝ ２ ×字节 １ ０ｋＰａ ~ ５００ｋＰａ

８ １ 字节 发动机冷却剂液位 ＳＰＮ ＝ １１１ꎬ数值 ＝ ０. ４ ×字节 １ ０％ ~１０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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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可靠性试验方法

Ｃ. １　 试验方案

Ｃ. １. １　 可靠性试验按 ＧＢ / Ｔ ５０８０. ７—１９８６ 表 １２ 中的方案编号 ５ ∶ ７ 的定时定数截尾试验方案(表
Ｃ. １)进行ꎮ

表 Ｃ. １　 方案编号 ５ ∶７ 的定时定数截尾试验方案

方案编号

方案的特征

标称值(％ )

α β
Ｄｍ

截尾时间

(ｍ０的倍数) 截尾失效数

实际风险(％ )

α′ β′

５ ∶７ ２０ ２０ ３ １. ４６ ３ １８. １ １８. ８

Ｃ. １. ２　 按 Ｃ. ２ 规定选取受试样本ꎮ
Ｃ. １. ３　 按 Ｃ. ３. １ 规定计算截尾时间和受试样本预计试验时间ꎮ 按 Ｃ. ４ 设置循环次数和试验应力

时序ꎮ
Ｃ.１. ４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ꎬ应使诊断仪处于开机状态ꎬ并应至少每隔 ４ｈ 将标准协议试验装置连接至

诊断仪进行功能检查一次ꎮ 故障判据按 Ｃ. ５ 的规定ꎬ只统计关联故障数ꎮ 试验应持续到总试验时间及

总关联故障数均能按 Ｃ. ６ 做出接收或拒收判断ꎮ

Ｃ. ２　 试验样本

Ｃ. ２. １　 受试样本应从功能和性能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ꎮ
Ｃ. ２. ２　 可靠性鉴定受试样本一般按产品的批量大小抽取ꎬ可靠性鉴定试验样本数量见表 Ｃ. ２ꎮ

表 Ｃ. ２　 可靠性鉴定试验样本数量

批量或连续生产台数 最佳样本数 最大样本数

１ ~ ３ 全部 全部

４ ~ １６ ３ ９

１７ ~ ５２ ５ １５

５３ ~ ９６ ８ １９

９７ ~ ２００ １３ ２１

２００ 以上 ２０ 全数的 １０％

Ｃ. ３　 试验时间

Ｃ.３. １　 每台受试样本预计的试验时间为选定方案的截尾时间除以样本数量ꎮ ｍ１的数值取产品标称的

ＭＴＢＦ 下限值ꎮ
Ｃ. ３. ２　 当试验进行到选定方案的截尾时间或截尾失效数时ꎬ试验即终止ꎮ
Ｃ. ３. ３　 总试验时间是所有受试样本的累计试验时间之和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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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４　 试验应力和试验时序

Ｃ. ４. １　 试验应力包括电应力和温度应力ꎮ
ａ)　 电应力:受试样本在电源输入电压标称值的变化范围内工作ꎮ 一个周期内电应力工作时间分

配见表 Ｃ. ３ꎮ

表 Ｃ. ３　 电应力工作时间分配表

受试样本工作电压 电应力工作时间分配

使用直流供电ꎬ电源额定电压为 １２Ｖ １ 个周期内 １ / ３ 时间电压为 ９Ｖꎬ１ / ３ 时间电压为 １２Ｖꎬ１ / ３ 时间电压为 １６Ｖ

使用直流供电ꎬ电源额定电压为 ２４Ｖ １ 个周期内 １ / ３ 时间电压为 １８Ｖꎬ１ / ３ 时间电压为 ２４Ｖꎬ１ / ３ 时间电压为 ３２Ｖ

使用交流供电 １ 个周期内 １ / ３ 时间电压为 １９８Ｖꎬ１ / ３ 时间电压为 ２２０Ｖꎬ１ / ３ 时间电压为 ２４２Ｖ

ｂ)　 温度应力:受试样本在一个周期内正常温度(２５℃)升至工作温度上限值(５０℃)再回到正常温

度(２５℃)ꎮ 温度变化率的平均值为(０. ７ ~ １)℃ / ｍｉｎ 或根据受试样本的特殊要求选用其他

值ꎮ 在一个周期内保持在上限和正常温度的持续时间之比为 １ ∶１ 左右ꎮ
Ｃ. ４. ２　 试验时序的要求如下:

ａ)　 一个周期称为一个循环ꎬ在总试验时间内循环次数不应小于三次ꎮ 每个周期的持续时间应不

大于 ｍ０的 ０. ２ 倍ꎬ电应力和温度应力应同时施加ꎻ
ｂ)　 多台受试样本试验时ꎬ每台受试样本的试验时间不应少于所有受试样本的平均试验时间的

一半ꎻ
ｃ)　 试验时序按图 Ｃ. １ 进行ꎮ

图 Ｃ. １　 试验时序

Ｃ. ５　 故障和故障判据

Ｃ. ５. １　 故障定义和分类

Ｃ. ５. １. １　 按 ＧＢ / Ｔ ５２７１. １４ 规定的ꎬ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视为故障:
ａ)　 受试样本在规定的条件下ꎬ出现一个或几个性能参数超过规定要求ꎻ
ｂ)　 受试样本在规定的应力范围内工作ꎬ由于机械零件、结构件的损坏或失灵ꎬ或出现了元器件的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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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ꎬ而使受试样本不能完成其规定的功能ꎮ
Ｃ. ５. １. ２　 故障分为关联性故障和非关联性故障ꎮ 关联性故障和非关联性故障的定义如下:

ａ)　 关联性故障是受试样本预期会出现的故障ꎬ通常都是由产品本身条件引起的ꎬ或受试样本本

身的控制功能和检测功能部分或全部失去ꎮ 它是在解释试验结果和计算可靠性特征值时应

计入的故障ꎮ
ｂ)　 非关联性故障是受试样本出现非预期的故障ꎬ这类故障不是由本身条件引起的ꎬ而是试验要

求之外引起的ꎬ或不影响受试样本的控制功能和检测功能的故障ꎮ 非关联性故障在解释试验

结果和计算可靠性特征值时不计入ꎮ 但应在试验中做记录ꎬ以便于分析与判断ꎮ

Ｃ. ５. ２　 故障判据

Ｃ. ５. ２. １　 关联性故障的判据

Ｃ. ５. ２. １. １　 应更换元器件、零部件或设备才能排除的故障ꎮ
Ｃ. ５. ２. １. ２　 应修理、调整接插件、电缆、诊断接头和消除短路及接触不良才能排除的故障ꎮ
Ｃ.５. ２. １. ３　 不是由同一因素引起ꎬ而同时发生两个以上的关联故障ꎬ则应如数计入ꎮ 若由同一因素引

起的ꎬ则只计一次ꎮ
Ｃ.５. ２. １. ４　 由于受试样本身原因ꎬ一旦试验中出现危及测试、维护和使用人员的安全或造成受试样本

和设备严重损坏的故障ꎬ应立即拒收或判定不合格ꎮ
Ｃ. ５. ２. ２　 非关联性故障的判据

Ｃ. ５. ２. ２. １　 因试验条件变化超出规定范围(电源电压超标ꎬ温度波动太大ꎬ严重电磁干扰ꎬ机械冲击、
振动等)所引起的故障ꎮ
Ｃ. ５. ２. ２. ２　 因人为操作失误而使受试样本出现故障ꎮ
Ｃ. ５. ２. ２. ３　 由于误判而更换元器件、零部件或在检修过程中ꎬ由于人为因素而造成的故障ꎮ
Ｃ. ５. ２. ２. ４　 根据产品有关技术规定ꎬ允许调整的部件(零部件、元器件等)未调整好而引起的故障ꎮ
Ｃ.５. ２. ２. ５　 若出现不正常情况ꎬ不需修理ꎬ停机 ０. ５ｈ 后能自动恢复正常运行ꎬ每发生累计三次此类事

件ꎬ则记为一次非关联性故障ꎮ
Ｃ. ５. ２. ２. ６　 联机检测时ꎬ由标准协议试验装置反映到受试样本中来的故障ꎮ
Ｃ. ５. ２. ２. ７　 诱发性故障和误用性故障ꎮ

Ｃ. ６　 接收与拒收的判决

Ｃ.６. １　 若没有出现 Ｃ. ５. ２. １. ４ 的故障且试验结果符合接收的判决标准(总试验时间等于截尾时间ꎬ且
关联故障数小于 ３)ꎬ则受试样本所代表的试制产品或批产品应通过可靠性鉴定或验收ꎮ
Ｃ.６. ２　 若不能接收ꎬ则受试样本所代表的产品不能提交设计定型或生产定型鉴定ꎬ应重新进行可靠性

设计ꎬ验收试验的样本所代表的批产品应拒收ꎮ

Ｃ. ７　 试验报告与记录

试验的观测及操作应作详细记录ꎬ试验完毕应形成试验报告ꎮ 试验报告与记录应符合 ＧＢ / Ｔ
５０８０. １—２０１２ 中第 １０ 章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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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资料性附录)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功能和性能检查表(示范文本)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功能和性能检查表参见表 Ｄ. １ꎮ

表 Ｄ. １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功能和性能检查表

样本名称 样本型号

委托单位 样本编号

生产单位 样本数量

送样者 送样日期

报检通信协议类型 测试温度

通信协议类型名称

外观检查
　 检查情况:
　 结论:

汽车故障

诊断功能

测试参数 试验装置测试序列 测试情况

读取故障码
　 故障码 １:
　 故障码 ２:
　 故障码 ３:

清除故障码 —

读取数据流
　 数据流 １:
　 数据流 ２:
　 数据流 ３:

结论

适用于 ＧＢ １８５６５
测试项目

　 测试情况:
　 结论:

　 将检测、诊断等

　 数据和结果

　 输出的功能

　 测试情况:
　 结论:

　 查询与显示汽车

　 维修相关技术

　 信息功能

　 测试情况:
　 结论:

性能测试

测试参数 单位 测量值 １ 测量值 ２ 测量值 ３ 检验结果

　 结论:

电源适应性试验

诊断仪电源类型 电源输出电压 １ 电源输出电压 ２ 电源输出电压 ３

　 测试情况: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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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Ｄ. １ (续)

电气安全性试验

　 绝缘电阻值:
　 绝缘强度:
　 泄漏电流:
　 结论:

　 注:测试温度点分为三个: － １０℃、２５℃(常温)、５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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