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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战略，全面推动

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发挥标准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

建立跨行业、跨领域、适合我省产业和应用发展需要的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标准体系，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

组织制定《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建

设指南》）。 

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是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由大变强的重要突破口，是关联诸多重点领域、协同创新，

构建新型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引擎，在塑造产业生态、推动国家创新、

提高交通安全、实现节能减排等方面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建设指南》充分发挥标准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环境构建中

的顶层设计和基础引领作用，按照不同的技术和应用特性，划分为智

能车辆系统、智能安全系统、智能道路系统、智能交通设施、智能支

撑系统、安全应急处置、行业营运体系等标准体系，为打造创新驱动、

开放协同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供支撑。 

 

参与编写单位：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江苏智行未

来汽车研究院、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南

京理工大学、江苏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常州工学院、苏交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栎树交通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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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要求 

1.1指导思想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战略

强国建设，推动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作用，实现智能车辆和道路

研发、测试、示范、运行等需求

建立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

产业标准体系。 

1.2建设目标 

通过联合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

应用推广能力，加快基础

开展行业标准体系建设，

地方与行业标准 20项以上

项国际标准，基本建成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标准体系

1.3标准框架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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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战略，推进制造

推动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挥标准的基础性和引导性

道路、交通设施、支撑系统的深度融合，

运行等需求，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创新发展

适应我国产业和应用发展需要的智能网联汽车

高校和科研院所，构建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

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提升关键技术和产品的自主创新

加快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和应用标准的研究制定

，到 2022年，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15项

以上，团体标准 30项以上，争取参与制定

基本建成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标准体系。 

1 标准体系建设框架图 

推进制造

发挥标准的基础性和引导性

，满足

创新发展，

产业和应用发展需要的智能网联汽车

跨部门

提升关键技术和产品的自主创新和

标准的研究制定，

项以上、

争取参与制定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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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充分发挥标准在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建设中的顶层设计和基础引领作用，按照不同的技术

和应用特性，划分为智能车辆系统、智能安全系统、智能道路系统、

智能交通设施、智能支撑系统、安全应急处置、行业营运体系等标准

体系，为打造创新驱动、开放协同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供支撑。 

 

 

 



2.标准体系结构 

图 2-1 智能网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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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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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体系内容 

3.1基础 

基础类标准主要包括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术语、定义、分类和编

码、标识和符号等基础标准。 

术语和定义标准用于统一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相关的基本概念。 

分类和编码标准用于帮助各方统一认识和理解标准化的对象、边

界以及各部分的层级关系和内在联系。 

标识和符号标准用于对各类产品、技术和功能对象进行标识与解

析。 

 

3.2智能车辆系统 

智能车辆类标准从整车层面提出术语和定义、全局性的功能和性

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主要包括应用场景定义、

环境感知、决策规划、执行控制、高级驾驶辅助、车车交互、车路交

互、人车交互等领域。 

3.2.1应用场景定义 

主要从整车及系统层面提出车辆的自动避障、自动变道、交叉路

口通行、紧急制动等应用场景的定义和功能要求。 



图 3-1 应
 

自动避障：车辆检测障碍物体后

的运动规则，执行避障动作

自动变道：车辆识别道路场景

的运动规则，执行变道动作

交叉路口通行：交叉路口的

采集，车辆之间的互动应用场景

紧急制动：车辆检测障碍物体

和功能要求。 

3.2.2环境感知系统 

机器视觉系统、激光雷达

系统、高精度卫星导航系统

基于点云数据的多目标识别及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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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定义标准框架图 

障碍物体后，实时规划避障路径，车辆系统

动作的应用场景和功能要求。 

道路场景后，实时规划变道路径及车辆系统

动作的应用场景和功能要求。 

交叉路口的交通状态分析、道路场景识别的信息

应用场景和功能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障碍物体后，执行紧急自动刹车的应用

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惯性导航

系统等多传感器融合的环视探测，实时测距

基于点云数据的多目标识别及跟踪，行驶障碍物检测和道路标志标线

 

车辆系统

车辆系统

道路场景识别的信息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应用场景

惯性导航

实时测距，

行驶障碍物检测和道路标志标线



检测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通信方式和协议。 

 

图 3-2 环境感知系统标准框架图
 

传感器系统：分为车辆

传感器的特点，定义机器视觉

波雷达获取的环境信息，惯性导航传感器

行车姿态和位置信息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协议。 

环境感知和目标识别

达数据、超声波雷达数据，

果感知限速、禁停、车道线

检测和跟踪运动目标（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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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环境感知与决策规划系统的

环境感知系统标准框架图 

分为车辆感知和外部环境感知两个层次，根据不同

机器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

惯性导航传感器、高精度卫星导航系统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

识别：机器视觉数据、激光雷达数据，毫米波雷

，高精度定位和车辆姿态数据，综合以上结

车道线、斑马线等标志标线，检测静止障碍物

车辆、行人等）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环境感知与决策规划系统的数据

 

根据不同

、超声

高精度卫星导航系统获取

数据通信方式和

毫米波雷

综合以上结

障碍物，

技术要求、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局部地图系统：根据机器视觉传感器

环境感知数据，建立以行驶车辆为中心的

信息、车辆姿态信息、GIS

度数字局部地图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3.2.3决策规划系统 

基于图像、雷达、卫星差分定

高可靠环境感知技术，实现车辆自动路径规划和自动避障处理

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图 3-3 决策规划系统标准框架图
 

自动路径规划：根据已知

行驶的道路范围，根据车速

静态、动态障碍物和道路，

结构化道路约束，动态规划

驶行为，自主进行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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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的

建立以行驶车辆为中心的局部地图，融合高精度定位

GIS已知道路信息，生成车辆行驶环境的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卫星差分定位、惯导等多传感器融合的全天时

实现车辆自动路径规划和自动避障处理的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决策规划系统标准框架图 

已知地图、实时环境感知信息，分析可提供

根据车速、道路复杂度生成可能的行驶路线；

，并根据行驶区域内的道路信息、交通规则

动态规划当前满足交规、结构化道路约束的最优行

自主进行路径规划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

毫米波雷达的

融合高精度定位

的高精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等多传感器融合的全天时

的功能

 

分析可提供

；分析

交通规则、

结构化道路约束的最优行

数据通信



方式和协议。 

自动避障处理:对运动过程

与预测,判断与障碍物的碰撞关系

路径规划,执行安全避障的

式和协议。 

3.2.4执行控制系统 

根据决策规划系统计算

控系统的驱动、制动、转向

辆底层控制系统深度集成

现车辆自主驾驶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图 3-4 执行控制
 

执行控制规则：根据决策规划系统计算的车辆

成对汽车底盘线控系统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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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物进行可能性评级

的碰撞关系，预测碰撞轨迹，通过智能决策和

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

计算的车辆执行控制规则，生成对汽车底盘线

转向、电气的控制命令，将决策控制信息与车

辆底层控制系统深度集成，通过线控技术完成执行机构的电控化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执行控制系统标准框架图 

根据决策规划系统计算的车辆执行控制规则

成对汽车底盘线控系统的驱动、制动、转向、电气的控制命令的

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物进行可能性评级

通过智能决策和

数据通信方

汽车底盘线

将决策控制信息与车

通过线控技术完成执行机构的电控化, 实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执行控制规则，生

电气的控制命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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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线控驱动系统：动力驱动构型及驱动系统工作模式，例如纯电动

汽车、混合动力汽车、传统燃油汽车等，动力功率需求的解析规则，

动力驱动控制系统与整车控制的通信协议，线控驱动系统的功能和性

能要求、技术要求、控制器的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线控转向系统：线控转向系统型式，线控转向控制与整车控制的

通信协议，线控转向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控制器的数

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线控制动系统：线控制动系统型式，线控制动控制与整车控制的

通信协议，线控制动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控制器的数

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线控电气系统：线控电气系统工作模式及状态，例如电动空调、

智能大灯等，线控电气控制与整车控制的通信协议，线控电气系统的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控制器的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3.2.5高级驾驶辅助 

在驾驶者驾驶车辆过程中，通过车辆传感器随时感应周围环境，

收集数据，进行静动态物体辨识、侦测与追踪，结合导航地图数据，

进行系统运算与分析，预先让驾驶者察觉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增加车

辆驾驶的舒适性和安全性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

式和协议。 



图 3-5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标准框架图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帮助驾驶员将车辆保持在当前车道中

辆无意中偏离车道时，通过振动方向盘来提醒驾驶员的

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自动泊车辅助系统：不用人工干预

器，实现自动识别可用车位

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刹车辅助系统：监控驾驶员踩刹车踏板的频率和力量

况下辅助驾驶员对车辆施加更大制动力

辆安全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倒车辅助系统：以图像

的相对位置，消除倒车盲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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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标准框架图 

帮助驾驶员将车辆保持在当前车道中，

通过振动方向盘来提醒驾驶员的功能和性能要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不用人工干预车辆，通过车载传感器和处理

实现自动识别可用车位，自动完成停车入车位动作的功能和性能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监控驾驶员踩刹车踏板的频率和力量，在紧急情

况下辅助驾驶员对车辆施加更大制动力，从而缩短刹车距离，确保车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以图像、声音等直观形式告知驾驶者车与障碍物

消除倒车盲区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

 

，当车

功能和性能要

通过车载传感器和处理

功能和性能

在紧急情

确保车

。 

声音等直观形式告知驾驶者车与障碍物

数据通信



方式和协议。 

3.2.6车车交互系统 

自动驾驶车辆之间、自动驾驶车辆与非自动驾驶车辆

互的位置共享、防碰撞、编队行驶等应用场景的

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图 3-6 

 

位置共享：自动驾驶车辆之间

之间的位置共享交互方式

式和协议。 

防碰撞：自动驾驶车辆之间

间通过环境感知、决策规划

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编队行驶：自动驾驶车辆编队行驶的自动加减速

急停车、车辆出队、入队等编队行驶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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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车辆与非自动驾驶车辆之间进行

编队行驶等应用场景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车车交互系统标准框图 

自动驾驶车辆之间，自动驾驶车辆与非自动驾驶车辆

之间的位置共享交互方式，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

自动驾驶车辆之间，自动驾驶车辆与非自动驾驶车辆之

决策规划,执行安全防碰撞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自动驾驶车辆编队行驶的自动加减速、转向、同步紧

入队等编队行驶动作，引领车、跟随车之间的指

之间进行交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

 

自动驾驶车辆与非自动驾驶车辆

数据通信方

自动驾驶车辆与非自动驾驶车辆之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

同步紧

跟随车之间的指



令集，执行车辆编队行驶的

式和协议。 

安全提示：自动驾驶车辆与非自动驾驶车辆之间的文字

图形信息交互方式与内容的

式和协议。 

3.2.7车路交互系统 

智能车辆与智能道路及交

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激光雷达、交通电子标识等设施进行通信

置误差修正、侧向来车、通行规则等交通管理和路况信息

可靠行驶。 
 

图 3-7 车路交互

— 14 — 

执行车辆编队行驶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

自动驾驶车辆与非自动驾驶车辆之间的文字、语音或

图形信息交互方式与内容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

道路及交通设施交互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例如车辆与交通灯、地磁、路口毫米波和

交通电子标识等设施进行通信，获取交通灯信号时序

通行规则等交通管理和路况信息，实现安全

车路交互系统标准框架图 

数据通信方

语音或

数据通信方

技术要

路口毫米波和

获取交通灯信号时序、位

实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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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与交通信号灯交互：交通信号灯的信号状态，交通信号控制

系统与车辆的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

方式和协议。 

车辆与地磁交互：车辆惯性导航装置与地磁装置的纠偏定位和定

点停车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

协议。 

车辆与路口雷达交互：路口毫米波和激光雷达探测行人、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的应用交互规则，车辆主动避障系统与路口毫米波和激光

雷达的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

协议。 

车辆与电子标识交互：车辆与限速、禁停等交通电子标识的应用

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3.2.8人车交互系统 

自动驾驶车辆的驾驶模式切换方式，车辆与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信

息交互方式和内容，车载交互设备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

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图 3-8 
 

驾驶模式切换：车辆

式，车辆能够以安全、快速

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将车辆即时转换为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安全员交互：安全员实时监测

操作紧急停止按钮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议。 

乘客交互：车辆与乘客的语音

视频监控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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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车交互系统标准框图 

车辆支持“人工操作”和“自动驾驶”的运行

快速、简单的方式实现模式转换并有相应的提

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将车辆即时转换为“人工操作”模式

技术要求。 

安全员实时监测车辆运行状态，车辆运行故障提示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

车辆与乘客的语音及信息交互方式、视频对讲系统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运行模

简单的方式实现模式转换并有相应的提

模式的

车辆运行故障提示，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

视频对讲系统，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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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交互：车辆与行人的文字、语音或图片信息交互方式与内容

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3.3智能安全系统 

智能安全类标准从安全层面提出术语和定义、全局性的功能和性

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主要包括功能安全与信息

安全等领域。 

3.3.1功能安全规范 

规范自动驾驶车辆各主要功能节点及其子系统在安全性保障能

力方面的功能和性能要求，例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车辆部件安全、

车辆制动安全、辅助安全、人工接管等。 
 



图 3-9
 

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对智能车载

功耗、散热、高低温冲击、

能安全要求。 

车辆部件安全：自动驾驶

功能和性能安全要求。 

车辆制动安全：自动驾驶车辆的

制动、应急制动的功能和性能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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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功能安全标准框架图 

对智能车载传感、计算、网络设备和器件的

、震动、盐雾等车辆运行环境下的功能和性

自动驾驶车辆的电动机、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的

自动驾驶车辆的路试和台试检验行车制动、

功能和性能安全要求。 

 

设备和器件的

环境下的功能和性

制动系统的

、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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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安全系统：自动驾驶车辆的车身、故障预警、紧急停止按钮

的功能和性能安全要求。 

人工接管：实现车辆内部成员和自动驾驶系统，人工和自动驾驶

模式切换的发生条件，可在任何时候人工接管自动驾驶的车辆，保证

人员和车辆安全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3.3.2信息安全规范 

针对自动驾驶车辆及车载信息系统的数据、网络、平台、车载终

端软件的安全，从整车、系统、关键节点以及车辆与外界接口等方面

提出风险评估、安全防护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图 3-1
 

数据安全：自动驾驶车辆的数据应用

据安全体系建设的数据加密

和性能安全要求、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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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安全标准框架图 

自动驾驶车辆的数据应用、数据传输、数据存储的

数据加密、数据混淆、数据脱敏、数据审计等

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数据存储的数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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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访问控制、多层防御、攻击监控、加密通讯、身份认

证的安全体系建设的功能和性能安全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

和协议。 

平台安全：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监控、可信计算、入侵检测、防

火墙的安全体系建设的功能和性能安全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

式和协议。 

车载终端软件安全：车载操作系统、车载安全网关、车载总线安

全、ECU 固件、远程系统更新的安全体系建设的功能和性能安全要

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3.4智能道路系统 

智能道路类标准从道路基础设施层面提出术语和定义、全局性的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包括交通信号、

交通信息、交通监控、道路传感系统等领域。 

3.4.1交通信号系统 

在道路的交叉路口，汽车与交通灯信号系统的协调控制，交叉路

口车辆和行人自动探测，自动驾驶车辆的辅助避障的功能和性能要

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图 3-11 
 

车辆与交通信号灯协调控制

控制系统与车辆的应用交互规则

通信方式和协议。 

交叉路口车辆自动探测

自动探测及车-车之间通信的应用交互规则

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交叉路口行人自动探测

动车进行探测的应用交互规则

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车辆和行人辅助避让

助避障的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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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信号系统标准框架图 

协调控制：交通信号灯的信号状态，交通信号

控制系统与车辆的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交叉路口车辆自动探测：车辆在通过交叉路口期间对其他车辆的

车之间通信的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交叉路口行人自动探测：车辆在通过交叉路口期间对行人、

的应用交互规则，例如目标方位、体积、速度等，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让：车辆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电子辅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

 

交通信号

、数据

车辆在通过交叉路口期间对其他车辆的

、技术

、非机

，功能

行人的电子辅

数据通信方式



和协议。 

3.4.2交通信息系统 

通过安装在道路上的

辆和非自动驾驶车辆的通行状态

微环境气象等信息。 
 

图 3-12 
 

车辆通行状态：车辆流量信息

间等信息发布，与现场车辆

的信息整合和应用交互规则

方式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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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道路上的电子显示屏进行信息发布，例如自动驾驶车

通行状态、交通状况、交通管理、道路施工

 交通信息系统标准框架图 

车辆流量信息、车辆排队长度、车辆通行等待时

与现场车辆、路侧设备、后台指挥中心等信息源之间

的信息整合和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

自动驾驶车

道路施工、

 

车辆通行等待时

后台指挥中心等信息源之间

数据通信



交通运行状况：交通状态信息

信息发布，与现场车辆、路侧

息整合和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

和协议。 

交通管理：交通管制

现场车辆、路侧设备、后台指挥中心等信息源之间的信息整合和应用

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

微环境气象：实时天气状况

车辆、微环境气象站、后台指挥中心

整合和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

协议。 

3.4.3交通监控系统 

采用道路视频图像设备监测自动驾驶车辆的交通行为

通事故的管理要求和方法

 

图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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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状态信息、道路拥堵预警、行车时间预测等

路侧设备、后台指挥中心等信息源之间的信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

交通管制、道路施工、事故绕行提示等信息发布

后台指挥中心等信息源之间的信息整合和应用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实时天气状况、恶劣天气预警等信息发布，与现场

后台指挥中心、气象平台等信息源之间的信息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

采用道路视频图像设备监测自动驾驶车辆的交通行为、车流

的管理要求和方法。 

 交通监控系统标准框架图 

时间预测等

后台指挥中心等信息源之间的信

数据通信方式

事故绕行提示等信息发布，与

后台指挥中心等信息源之间的信息整合和应用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与现场

气象平台等信息源之间的信息

数据通信方式和

车流、交

 



交通行为监测：自动驾驶车辆

闯禁区等交通违法行为判定规则

车流监测：自动驾驶车辆的车流量

规则和视频监控的管理要求

交通事故监测：自动驾驶车辆

视频监控的管理要求。 

3.4.4道路传感系统 

在智能道路上布设路口

测等传感系统，对机动车辆

自动驾驶车辆的位置纠偏

车路协同实现车辆安全可靠行驶的

通信方式和协议。 

 

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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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车辆的超速行驶、违法停车、闯红灯

闯禁区等交通违法行为判定规则和视频监控的管理要求。 

自动驾驶车辆的车流量、车速、车辆排队长度的分级

视频监控的管理要求。 

自动驾驶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发生的交通事故

路口毫米波和激光雷达、磁感应线圈、车速监

对机动车辆、行人、非机动车辆进行精准感知，

纠偏，防碰撞预警，自动避障等应用功能，

车路协同实现车辆安全可靠行驶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道路传感系统标准框架图 

闯红灯、

车辆排队长度的分级

在行驶过程中的发生的交通事故和

车速监

，实现

，通过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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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雷达：路口毫米波和激光雷达的多车道检测、多目标检测、

车辆行驶方向检测、抗干扰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

方式和协议。 

磁感应线圈：环形线圈交通流检测系统对通过车辆的单车速度、

车长等信息统计，提供规定周期内的交通流量、平均车速、占有率、

交通密度和车头间距等车流状态数据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车速检测：测速雷达、高速摄像机检测车速的规则及判定方法的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3.5智能交通设施 

智能交通设施类标准提出对城市基础信息、路网基础信息和停车

管理信息的静态交通系统的要求，设置在道路上的适用于自动驾驶的

交通标志和标线，使用图形、符号、文字、线条、立面标记、突起路

标等表示特定自动驾驶管理内容和行为规则。 

3.5.1静态交通系统 

对城市基础信息、路网基础信息和停车管理信息的静态交通系统

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要求。 

 



图 3-15 

 

路网基础信息：对自动驾驶相关的

交通设施、道路技术等级

停车管理信息：对自动驾驶相关的

（公交场站、物流场站等

划设计和管理要求。 

3.5.2道路交通标志 

自动驾驶相关的主标志和辅助标志

示标志、指路标志及辅助说明标志等组成

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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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交通系统标准框架图 

自动驾驶相关的城市地理空间、交叉路口布局

道路技术等级提出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要求。 

自动驾驶相关的停车泊位、停车场和专用场站

场站等）、停车诱导系统、停车换乘系统提出的规

自动驾驶相关的主标志和辅助标志，由警告标志、禁令标志

及辅助说明标志等组成，电子标志的功能和性能要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交叉路口布局、

专用场站

提出的规

禁令标志、指

功能和性能要



图 3-16 

 

警告标志：用于警告自动驾驶车辆

须采取的措施。如预告交叉口

禁令标志:根据街道、

止或适当限制的标志。如禁止通行

限制宽度等。 

指示标志;用于指示自动驾驶

如直行、左转、右转、停车

指路标志：用于指示市镇村的境界

入口等，并沿途进行各种导向

站、停车场等的指示牌。

辅助标志附加在主要标志上起补充说明作用

驶车辆种类、表示时间、表示区间范围和表示距离等四种

不能单独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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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标志标准框架图 

自动驾驶车辆注意前方路段存在的危险和必

如预告交叉口、道路转弯、合流交通等。 

、公路和交通量情况对自动驾驶车辆加以禁

如禁止通行、禁止停车、限制速度、限制重量

自动驾驶车辆和行人按定方向、地点行驶

停车、绕行等。 

用于指示市镇村的境界,目的地的方向、距离,道路

并沿途进行各种导向。如道路编号、分界碑、指路牌、

。 

主要标志上起补充说明作用。可分为表示自动驾

表示区间范围和表示距离等四种。辅助标志

 

注意前方路段存在的危险和必

车辆加以禁

限制重量、

地点行驶。

道路出

、充电

自动驾

辅助标志



3.5.3道路交通标线 

自动驾驶相关的道路交通标线

头、文字、立面标记、突起路标和轮廓标等所构成的交通

用于管制和引导交通，可以与标志配合使用

 

图 3-17 

 

自动驾驶道路交通标线按设置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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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相关的道路交通标线，由标划于路面上的各种线条

突起路标和轮廓标等所构成的交通安全设施

可以与标志配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道路交通标线标准框架图 

道路交通标线按设置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类： 

由标划于路面上的各种线条、箭

安全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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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标线：沿道路行车方向设置的标线； 

横向标线：与道路行车方向成角度设置的标线； 

其他标线：字符标记或其他形式标线。 

 

道路交通标线按功能可分为以下三类： 

指示标线：指示车行道、行车方向、路面边缘、人行道等设施的

标线。 

禁止标线：告示道路交通的遵行、禁止、限制等特殊规定，自动

驾驶车辆需严格遵守的标线。 

警告标线：促使自动驾驶车辆了解道路上的特殊情况，提高警觉，

准备防范应变措施的标线。 

 

道路交通标线按型态可分为以下四类： 

线条：标划于路面、缘石或立面上的实线或虚线。 

字符标记：标划于路面上的文字、数字及各种图形符号。 

突起路标：安装于路面上用于标示车道分界、边缘、分合流、弯

道、危险路段、路宽变化、路面障碍物位置的反光或不反光体。 

路边轮廓标：安装于道路两侧，用以指示道路的方向、车行道边

界轮廓的反光柱（或片）。 

 

道路交通标线的标划区分如下： 

虚线、实线、双虚线、双实线、圆形引导线。 



3.6智能支撑系统 

智能支撑类标准从支撑系统

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信网络、高精度导航系统

3.6.1LTE-V通信网络 

车与车、路、人和网络的数据交换的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新型交通运输体系。 
 

图 3-18

 

车与车通信：通过智能

输，实时采集周边车辆的速度

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

车与路通信：车辆通过周边道路设施可以感知获取车辆周边的车

— 31 — 

支撑系统层面提出术语和定义，全局性的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主要包括 LTE

系统、高精度数字地图、综合交通监测系统

网络的数据交换的公用和专用通信网络架构

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实现车路协同的

8 LTE-V通信网络框架图 

智能车载终端进行的车与车之间的双向数据传

实时采集周边车辆的速度、位置、方向、车辆运行告警等信息的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通过周边道路设施可以感知获取车辆周边的车

全局性的功能

LTE-V 通

系统等。 

通信网络架构，

车路协同的

 

车载终端进行的车与车之间的双向数据传

车辆运行告警等信息的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通过周边道路设施可以感知获取车辆周边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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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信息，并发布实时的交通或求助信息，实现车辆和基础设施之间智

能协同与配合的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

信方式和协议。 

车与人通信：人使用移动电子设备，如便携式电脑、智能手机或

其他手持设备与车辆之间的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

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车与网络通信：智能车载终端通过移动通信网络与后台管理中

心、其他智能车载终端、道路基础设施等建立互联互通，进行双向数

据传输和信息交换，实现车辆与网络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数据存储

和数据处理的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

方式和协议。 

3.6.2高精度导航系统 

通过与机器视觉、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地磁等多传感器的融

合，实现自动驾驶车辆的厘米级高精度车道定位和循迹行驶，保证自

动驾驶车辆的高可靠性和安全运行的车辆 RTK 接收机、卫星差分参

考基站、惯性导航系统、累计误差校正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

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图 3-19 高精度

 

车辆 RTK 接收机：实现实

差分坐标解算的接收机的

和协议。 

卫星差分参考基站：

电文进行定位解算修正的

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惯性导航系统：利用三维陀螺仪快速跟踪自动驾驶车辆的三维姿

态，提供接近真实的三维高精度定位

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累计误差校正系统：对于

差，采用地磁等技术，对车辆位置进行校正的

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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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导航系统标准框架图 

实现实时处理两个测量站载波相位观测量的

接收机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

：通过与 RTK 接收机进行交互，对卫星

定位解算修正的参考基站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利用三维陀螺仪快速跟踪自动驾驶车辆的三维姿

提供接近真实的三维高精度定位的惯导系统的的功能和性能要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对于自动驾驶车辆运行过程中的累计定位误

对车辆位置进行校正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时处理两个测量站载波相位观测量的

数据通信方式

卫星导航

技术要求、数

利用三维陀螺仪快速跟踪自动驾驶车辆的三维姿

功能和性能要

定位误

、技术



3.6.3高精度数字地图 

自动驾驶车辆通过比对卫星差分定位

觉数据，精确确认自动驾驶车辆的当前位置

语义信息，比如交通信号灯

周边道路环境的点云模型等

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图 3-20 高精度数字地图标准框架图

 

地图结构：由四个部分的数据构成

数据、安全辅助数据和道路交通设施数据

道路网：道路基准线网络

施间的关系，包括道路基准线

车道网：路网中每个独立车道的属性

定位、路径规划和驾驶策略辅助

点、车道级道路形状点等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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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车辆通过比对卫星差分定位、惯导、激光雷达或机器视

精确确认自动驾驶车辆的当前位置，根据预设的高精度地图

比如交通信号灯，路面几何结构，道路标示线，道路设施

周边道路环境的点云模型等，支持自动驾驶车辆可靠运行的功能和性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高精度数字地图标准框架图 

由四个部分的数据构成，分别是道路网数据、车道网

安全辅助数据和道路交通设施数据。 

道路基准线网络，描述道路的几何形态、表达与道路设

包括道路基准线、道路基准线连接点和路口等图层

路网中每个独立车道的属性，用于车道级的道路显示

路径规划和驾驶策略辅助，包括车道级道路、车道级道路连接

车道级道路形状点等图层。 

或机器视

根据预设的高精度地图

道路设施，

功能和性

 

车道网

表达与道路设

道路基准线连接点和路口等图层。 

用于车道级的道路显示、

车道级道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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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辅助：车道安全数据和车道上的其他交通设施的描述，用于

辅助车道级定位和显示，例如曲率、航向、纵横坡度等。 

道路交通设施：交通标识、路侧设施和固定地物的技术要求。 

 

地图应用：由三个方面的应用构成，分别是计算模式、定位与感

知、规划与决策。 

计算模式：自动驾驶车辆在行驶时，自主采集地图数据并上传地

图数据，满足高精度道路导航地图的实时更新需求的众包计算模式；

在网络边缘执行计算，为高精度道路导航地图提供计算服务的边缘计

算模式；两种计算模式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

和协议。 

定位与感知：采用单目相机拍摄虚线和实线，和高精度地图做比

对，实现横向定位；借助交通信号灯、路灯、灯杆等参考物实现纵向

定位；两种定位方式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

协议。 

规划与决策：根据高精度地图的行驶区域当前状态与行驶历史数

据进行比对，预测道路交通状态，实现自动路径规划和自主驾驶的功

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3.6.4综合交通监测系统 

对智能车辆、智能道路、智能交通设施、智能支撑系统的实时状

态进行监测、故障预警和数据分析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

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图 3-21 综合交通监测系统标准框架图
 

智能车辆监测：对自动驾驶车辆的传感系统

统、电气系统、运行工况的监测和故障预警

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智能道路监测：对智能道路的

道路传感系统的监测和故障预警

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智能交通设施监测：对

标线的监测和故障预警、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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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监测系统标准框架图 

对自动驾驶车辆的传感系统、计算系统、网络

运行工况的监测和故障预警、数据分析的功能和性能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对智能道路的交通信号、电子显示屏、视频监控

和故障预警、数据分析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对静态交通系统、道路交通电子标志和电子

数据分析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网络系

功能和性能

视频监控、

、技术

道路交通电子标志和电子

技术要求、数



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智能支撑系统监测：

精度数字地图系统的监测和故障预警

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3.7安全应急处置 

安全应急处置类标准提出了对事故认定

终端装置的要求和管理规则

方法、事故伦理与预防、

3.7.1事故认定 

对自动驾驶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的事件记录装置

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的管理规则。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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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LTE-V 通信网络、高精度导航系统

的监测和故障预警、数据分析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处置类标准提出了对事故认定、事故紧急呼叫与救援的

要求和管理规则，包括事故事件数据记录装置、事故认定

、车辆事故紧急呼叫系统、事故救援等领域

道路交通事故的事件记录装置的功能和性能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事故认定、事故伦理与预防

22 事故认定标准框架图 

高精度导航系统、高

功能和性能要求、

事故紧急呼叫与救援的

事故认定

事故救援等领域。 

功能和性能

事故伦理与预防

 



事故事件数据记录装置

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事故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方法

理规则。 

事故伦理与预防：事故道德伦理

故预防和教育等管理规则

3.7.2事故紧急呼叫与救援

针对自动驾驶车辆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的救援

辆事故紧急呼叫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协议，事故紧急救援流程、

的管理规则和数据格式。

 

图 3-23 事故紧急呼叫与救援标准框架图
 

事故紧急呼叫：对自动与手动紧急呼叫设备

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事故救援包括：事故紧急救援

急救援信息库等的管理规则和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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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事件数据记录装置：对自动驾驶车辆事故事件记录装置

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方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程序

事故道德伦理、驾驶教育和培训、道路交通事

管理规则。 

与救援 

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的救援，提出自动驾驶车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

、事故紧急救援服务标准、紧急救援信息库

。 

事故紧急呼叫与救援标准框架图 

对自动与手动紧急呼叫设备、应急呼叫管理

、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事故紧急救援流程、事故紧急救援服务标准

的管理规则和数据格式。 

事故事件记录装置的功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程序等管

道路交通事

自动驾驶车

数据通信方式和

紧急救援信息库

 

管理平台

事故紧急救援服务标准、紧



 

3.8行业营运体系 

行业营运类标准从业务层面提出术语和定义

务管理规则，主要包括区域公交客运

3.8.1区域公交客运 

基于自动驾驶车辆开展

路、站点管理、调度管理规则等

台、公交场站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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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标准从业务层面提出术语和定义，行业应用模式

主要包括区域公交客运、区域物流运输等领域。

开展区域公交客运的客运服务流程、运营线

管理规则等，包括自动驾驶公交车、智能公交站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区域公交客运标准框架图 

行业应用模式和业

。 

运营线

智能公交站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自动驾驶公交车：语音报站

人脸识别装置、自助支付设备

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智能公交站台：对站台设施

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公交场站：对充电设施

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3.8.2区域物流运输 

基于自动驾驶车辆开展区域

路、调度管理规则等，包括

流场站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图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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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报站、电子显示屏、高精度卫星定位装置

自助支付设备、视频监控和对讲装置、紧急报警装置

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对站台设施、智能站牌、乘客交互的功能和性能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对充电设施、停车位、检修位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开展区域物流运输的物流服务流程、运输

包括物流服务、运营管理、道路设施设备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区域物流运输标准框架图 

高精度卫星定位装置、

紧急报警装置

功能和性能

功能和性能要求、技

运输线

设施设备、物

。 

 



物流服务：基于自动驾驶货车的物流信息服务

力调度、物流线路等，以及车辆与物流信息平台的应用交互规则

能和性能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运营管理：自动驾驶货车的运营管理

化跟踪、货源动态、应急处置的

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道路设施设备：自动驾驶货车与配套设施设备

交通信号设施的应用交互规则

信方式和协议。 

物流场站：对自动驾驶货车的

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3.8.3营运调度系统 

根据行业营运车辆的服务

运时间、营运班次、队列行驶

进行任务规划和路径规划

度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

 

图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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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动驾驶货车的物流信息服务，如车货匹配

以及车辆与物流信息平台的应用交互规则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自动驾驶货车的运营管理，包括车辆位置服务、

应急处置的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

自动驾驶货车与配套设施设备，如道路安全设施

应用交互规则、功能和性能要求、技术要求、数据通

对自动驾驶货车的充电设施、停车位、检修位的

、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根据行业营运车辆的服务和管理需求，对自动驾驶营运车辆的营

队列行驶、运行速度、营运线路、停靠站点等

进行任务规划和路径规划，下发给自动驾驶营运车辆，并进行营运调

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营运调度系统标准框架图 

如车货匹配、运

以及车辆与物流信息平台的应用交互规则、功

、可视

功能和性能要求、数

如道路安全设施、

数据通

检修位的功能

对自动驾驶营运车辆的营

停靠站点等，

营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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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规划：根据自动驾驶车辆业务运营的要求，设置营运时间、

营运班次、队列行驶、运行速度的规则，进行任务规划，并下发给自

动驾驶车辆，由自动驾驶车辆自主执行营运任务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路径规划：根据营运线路、营运区域的高精度地图和实时传感系

统，根据营运业务要求，进行自动驾驶车辆路径规划的功能和性能要

求、技术要求、数据通信方式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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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保障措施 

加强统筹规划。在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指导下，依托国内外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江苏省智能网

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构建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协同发展、

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集聚国内外标准化资源，建立满足产业发展需

求、先进适用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 

定期动态更新。建立动态更新完善机制，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的不断发展和技术进步，根据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定

期修订和更新《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加快标准制订。基于先行先试的原则，加快基础、共性和关键技

术标准的研究制定，推动标准应用试验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

设，为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应用提供支撑和保障。 

加强宣贯推广。充分发挥地方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学会的作用，

组织行业相关单位，开展各类培训和研讨会，加大对标准体系的培训

和宣贯工作，用标准引领汽车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定期举办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国际论坛，组

织国内外企业和标准化组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加强交流与合作，通过

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WP29）等相

关组织的工作，积极向国际标准化组织输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

的研究成果，争取国际标准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