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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 / 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JT / T 378—2014《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与 JT / T 378—2014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驾驶座舱系统、视景系统、动感模拟装置的定义(见 3. 2 ~ 3. 4,2014 年版的 3. 2 ~ 3. 4);
———增加了辅助训练智能组件、模拟训练计时终端、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检视的定义(见

3. 5 ~ 3. 8);
———增加了按照所模拟车辆类型、车辆变速器类型的模拟器分类(见 4. 1. 1、4. 1. 3);
———更改了非互动型(Ⅰ型)、互动型(Ⅱ型)和动感型(Ⅲ型)模拟器的分类描述,增加了系统组成

(见 4. 1. 2,2014 年版的第 4 章);
———增加了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的型号表示方法(见 4. 2);
———删除了各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的基本要求(见 2014 年版的 5. 1. 3 ~ 5. 1. 5);
———更改了环境温度要求(见 5. 1,2014 年版的 5. 1. 1);
———增加了标识要求(见 5. 3. 2);
———更改了连接导线颜色应满足的标准要求(见 5. 3. 3,2014 年版的 5. 2. 1. 6);
———删除了座舱零部件、连接器开关和插座的要求(见 2014 年版的 5. 2. 1. 3,5. 2. 1. 5);
———更改了各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的基本构成要求,增加了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辅助训练

智能组件、培训过程信息记录系统的组成要求,调整了各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相关组成部件

的配置要求(见表 1,2014 年版的表 1);
———更改了车门、座椅及头枕、安全带、后(前)视镜的要求(见 6. 2. 1. 1 ~ 6. 2. 1. 4,2014 年版的

5. 2. 2、5. 2. 3、5. 2. 5、5. 2. 6);
———更改了离合器踏板、制动踏板、变速器操纵装置、驻车制动操纵装置的要求(见 6. 2. 1. 5、

6. 2. 1. 6、6. 2. 1. 9、6. 2. 1. 10,2014 年版的 5. 2. 9 ~ 5. 2. 11、5. 2. 13);
———更改了仪表盘的要求,增加了虚拟仪表盘形式的要求(见 6. 2. 1. 11,2014 年版的 5. 2. 14);
———增加了喇叭按钮、点火开关、刮水器开关、照明灯开关的要求,更改了空调开关、信号灯开关、扬

声器的要求(见 6. 2. 1. 12 ~ 6. 2. 1. 18,2014 年版的 5. 2. 4、5. 2. 7、5. 2. 15);
———更改了单视景显示屏(幕)、多视景显示屏(幕)的要求,调整了显示图像分辨率、多视景投影显

示画面水平视景角度的要求(见 6. 2. 2. 1、6. 2. 2. 2,2014 年版的 5. 2. 18、5. 2. 19、5. 3. 18);
———增加了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辅助训练智能组件的要求(见 6. 2. 2. 3、6. 2. 4);
———更改了动感模拟装置及模拟动感功能的要求(见 6. 2. 3、7. 2. 3,2014 年版的 5. 2. 17、5. 3. 22、

5. 3. 24、5. 5. 6);
———增加了培训过程信息记录系统的要求(见 6. 2. 5);
———更改了各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功能组成,删除了单视景显示、多视景显示、驾驶培训计时器

接口的功能要求,增加了示范教学视频、交通环境声音模拟、语音识别、培训过程信息采集传输

与评价、教学课程的功能要求,调整了各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功能配置要求(见表 3,2014 年

版的表 2);
———更改了起动、熄火、离合、转向、行车制动、驻车制动、加速和减速、换挡、刮水器刮动的功能要求

(见 7. 2. 1. 1 ~ 7. 2. 1. 8、7. 2. 1. 10,2014 年版的 5. 3. 2、5. 3. 3、5. 3. 5 ~ 5. 3. 10、5.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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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照明、信号灯光变化的功能要求(见 7. 2. 1. 11,2014 年版的 5. 3. 12、5. 3. 17);
———更改了驾驶视景的功能要求,增加了示范教学视频、驾驶操作视景画面的功能要求(见 7. 2. 2. 1、

7. 2. 2. 2,2014 年版的 5. 3. 18、附录 A. 1);
———更改了语音引导、错误驾驶操作提示的功能要求,增加了语音识别功能要求(见 7. 2. 2. 2,2014

年版的 5. 3. 20、5. 3. 23);
———增加了培训过程信息采集传输与评价的功能要求,更改了驾驶过程评价的功能要求(见 7. 2. 4,

2014 年版的 5. 3. 27);
———更改了教学课程及教学内容、主要训练功能和驾驶视景要点的要求,增加了场地驾驶、夜间驾

驶、防御性驾驶和紧急情况应急处置能力的教学课程,调整了各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所支持

的教学课程要求(见 7. 2. 5、附录 B,2014 年版的表 3);
———删除了工作电源及高温、低温和湿度、操纵机件噪声、电磁兼容性、振动适应性及相应的检验

(查)方法要求(见 2014 年版的 5. 5. 1、5. 5. 4、5. 5. 5、6. 1、6. 4. 1、6. 4. 4 ~ 6. 4. 6);
———更改了动感模拟装置及模拟动感功能的检验(查)方法(8. 2. 2、8. 3. 8,见 2014 年版的 6. 4. 7);
———更改了外观、标识与电路以及驾驶座舱系统的检验(查)方法(见 8. 1. 1、8. 1. 2、8. 3. 3 ~ 8. 3. 6,

2014 年版的 6. 2);
———更改了驾驶视景系统的检验(查)方法(见 8. 1. 3、8. 3. 7,2014 年版的 6. 3. 6);
———增加了功能检查一般要求(见 8. 2. 1);
———更改了起动、熄火、操纵机件功能、驾驶模拟视景、培训过程信息采集传输与评价功能的检验

(查)方法,增加了教学课程、智能辅助训练功能的检验(查)方法(见 8. 2. 2、8. 2. 3,2014 年版

的 6. 3. 1 ~ 6. 3. 8);
———更改了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各类检验项目要求(见表 4,2014 年版的表 6);
———更改了型式检验的情形、出现故障或不通过情况的处理流程要求(见 9. 2. 1、9. 2. 3,2014 年版

的 7. 2. 1、7. 2. 3);
———更改了包装要求(见 10. 2. 1、10. 2. 2,2014 年版的 8. 1. 2、8. 2);
———更改了运输要求(见 10. 3,2014 年版的 8. 3);
———删除了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驾驶场景设计要求、汽车模拟器与驾驶培训计时器的接口说明

(见 2014 年版的附录 A、附录 C);
———更改了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驾驶训练基本错误操作项目(见附录 A,2014 年版的附录 B);
———增加了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预装教学课程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见附

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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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 / TC 52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武汉理工大学、北京京安驾驶人安全与素养研究院、

北京千种幻影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拓叭吧科技有限公司、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曾诚、吴初娜、孟兴凯、蔡凤田、高嵩、吴超仲、王雪然、夏鸿文、刘硕、张雷、金巧慧、

张铁民、李翠云、张铁监。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8 年首次发布为 JT / T 378—1998《汽车驾驶训练模拟器通用技术条件》;
———2005 年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JT / T 378—2005《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2014 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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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的分类与型号、基本要求、基本构成及部件要求、功能配置及其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的开发、生产和检验,以及用户的选型采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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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
GB / 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 T 4026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子、导体终端和导体的标识

GB 4094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 / T 5095. 2　 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　 基本试验规程及测量方法　 第 2 部分:一般检查、电连续性

和接触电阻测试、绝缘试验和电压应力试验

GB / T 9174　 一般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 T 38259　 信息技术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通用规范

JT / T 915　 机动车驾驶员安全驾驶技能培训要求

JT / T 1302. 1　 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　 第 1 部分:计时终端技术要求

SJ / T 11343　 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通用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GB / T 38259、JT / T 1302. 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　 automobile driving training simulator
具有汽车驾驶操作功能的教学、培训仿真设备。

3. 2
驾驶座舱系统　 driving cockpit system
与模拟车型驾驶室驾驶操作工位相似空间,并按所模拟车型驾驶室相似位置布置的实车件或仿真

件的总成。
注:实车件或仿真件包括但不限于驾驶操纵机件、座椅、头枕、安全带等。

3. 3
视景系统　 visual scene system
模拟驾驶时的视景变化图像、声音的系统。
注 1:通常由视景软件、播放器、单视景显示屏(幕)或多视景显示屏(幕)或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3. 8)等部件

组成。
注 2:视景为实景拍摄场景或虚拟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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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动感模拟装置　 motion simulation device
模拟驾驶时的车辆振动及运动的系统。
注:通常由液压平台运动系统或电动平台运动系统、振动座椅或过载座椅等部件组成。

3. 5
辅助训练智能组件　 auxiliary training intelligence component
监测与分析驾驶训练过程中学员注视特征、生理数据的装置。

3. 6
模拟训练计时终端　 time recording terminal for simulation training
用于采集、存储和传输学员参加模拟驾驶训练中的教学内容、培训时长,以及教练员教学信息等的

终端设备。
[来源:JT / T 1302. 1—2019,3. 1. 3]

3. 7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　 virtual reality head-mounted display device
佩戴在头部并提供虚拟现实感觉和体验的显示设备。
[来源:GB / T 38259—2019,3. 2]

3. 8
检视　 review
通过眼看、触摸或者借用简易工具进行检查、观察。

4　 分类与型号

4. 1　 分类

4. 1. 1　 按照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以下简称“汽车模拟器”)所模拟车辆的车型类别,将汽车模拟器分

为客车(A 类)、货车(B 类)和小型汽车(C 类)。
4. 1. 2　 按照汽车模拟器驾驶视景呈现方式及动感模拟功能,汽车模拟器划分为以下三种形式,其系统

组成见图 1:
a)　 非互动型(Ⅰ型):驾驶视景不随模拟驾驶操作而变化;
b)　 互动型(Ⅱ型):驾驶视景跟随模拟驾驶操作而变化;
c)　 动感型(Ⅲ型):驾驶视景和动感模拟相匹配且均跟随模拟驾驶操作而变化。

图 1　 汽车模拟器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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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3　 按照汽车模拟器所模拟车辆的变速器类型,将汽车模拟器分为手动挡(M 型)、自动挡(A 型)和
手动自动互换(M / A 型)。

4. 2　 型号

汽车模拟器的型号表示方法见图 2。

图 2　 汽车模拟器型号表示方法

示例:
汽车模拟器型号为 × × × × -CMⅡC,代表 × × × ×企业生产、小型汽车手动挡互动型、第三次改进设计的模拟器。

5　 基本要求

5. 1　 环境适应性

在以下环境条件下,汽车模拟器应能正常工作:
a)　 温度:0 ℃ ~35 ℃;
b)　 相对湿度:20% ~80% ;
c)　 工作电源:AC198 V ~242 V 或 AC342 V ~418 V,49 Hz ~ 51 Hz;
d)　 电路工作电压:不大于 30 V。

5. 2　 安全防护

5. 2. 1　 驾驶座舱绝缘电阻应大于 20 MΩ。
5. 2. 2　 汽车模拟器抗电强度应不小于 1 500 V、50 Hz,且不应出现击穿或飞弧现象。

5. 3　 外观、标识及电路

5. 3. 1　 驾驶座舱可见表面应光滑、涂层均匀,无明显的凹痕、划伤、裂缝、变形和污染等,涂层无起泡、
龟裂、脱落和磨损等。
5. 3. 2　 操纵部件的标识应符合 GB 4094 的要求。
5. 3. 3　 电路和连接导线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路有电源开关及熔断器;
b)　 连接导线采用扁馈线或软绞线,导线颜色符合 GB / T 4026 的规定;导线端有标号,标号清晰、

牢固、不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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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本构成及部件要求

6. 1　 基本构成

汽车模拟器基本构成见表 1。

表 1　 汽车模拟器基本构成

序号 系　 　 统 部　 　 件 Ⅰ型模拟器 Ⅱ型模拟器 Ⅲ型模拟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驾驶座舱

系统

车门 ○ ○ √

座椅及头枕 √ √ √

安全带 √ √ √

后(前)视镜 ○ √ √

离合器踏板

手动挡 √ √ √

手动自动互换 √ √ √

自动挡 × × ×

制动踏板 √ √ √

加速踏板 √ √ √

转向盘 √ √ √

变速器操纵装置 √ √ √

驻车制动操纵装置 √ √ √

仪表盘 ○ √ √

喇叭按钮 √ √ √

点火开关 √ √ √

刮水器开关 ○ √ √

空调开关 ○ ○ ○

照明灯开关 ○ √ √

信号灯开关 √ √ √

扬声器 √ √ √

19

20

21

驾驶视景

系统

单视景显示屏(幕) √ √ √

多视景显示屏(幕) a ○ ○ ○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b × ○ ○

22 动感模拟装置 × × √

23

24

辅助训练智能

组件

学员注视特征追踪器 ○ ○ √

学员生理数据采集仪 ○ ○ √

25 培训过程信息记录系统 √ √ √

　 　 注:“√”表示应配置;“○”表示宜配置; “ × ”表示不配置。

　 　 a汽车模拟器配备多视景显示屏(幕)的,不需另外配备单视景显示屏(幕)。
　 　 b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可替代单视景或多视景显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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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部件要求

6. 2. 1　 驾驶座舱系统

6. 2. 1. 1　 车门

驾驶座椅左侧应设置车门,开闭顺畅,锁止可靠。
6. 2. 1. 2　 座椅及头枕

在不使用任何工具时,驾驶座椅应能进行前后及椅背仰角调节,头枕应能进行上下调节。
6. 2. 1. 3　 安全带

驾驶座椅安全带总成应为三点式安全带,带束应能自动收卷;汽车模拟器启动后,学员未系安全带

时应具有自动激活视觉或听觉提醒的功能。
6. 2. 1. 4　 后(前)视镜

后视镜应分别设置在驾驶座舱前部左侧及右侧;客车和货车模拟器的前视镜应设置在驾驶座舱前

部。 后(前)视镜采用实体或虚拟形式,后视镜应显示汽车相应侧后面与视景关联的图像,前视镜应显

示汽车前端与视景关联的图像,显示图像范围应能调节。
6. 2. 1. 5　 离合器踏板

离合器踏板总行程应在 50 mm ~120 mm 范围内,踏板力应在 20 N ~300 N 范围内。
6. 2. 1. 6　 制动踏板

制动踏板总行程应在 50 mm ~135 mm 范围内,踏板力应在以下范围内:
a)　 小型汽车模拟器:100 N ~500 N;
b)　 客车和货车模拟器:100 N ~700 N。

6. 2. 1. 7　 加速踏板

加速踏板总行程应在 50 mm ~100 mm 范围内,踏板力应在 20 N ~100 N 范围内。
6. 2. 1. 8　 转向盘

转向盘的自由转动量应不超过 ± 5°,切向力应在 30 N ~120 N 范围内。
6. 2. 1. 9　 变速器操纵装置

变速器操纵装置满足以下要求:
a)　 模拟手动挡的,应设置前进挡、倒车挡和空挡,前进挡应不少于 4 个;
b)　 模拟自动挡的,应设置前进挡、倒车挡、空挡和驻车挡,宜设置低速挡;
c)　 变速器操纵杆的操纵力应在 10 N ~50 N 范围内;
d)　 手动自动互换的,在模拟手动挡时,应符合 6. 2. 1. 9a)及 c)的要求;在模拟自动挡时,应符合

6. 2. 1. 9b)及 c)的要求。
6. 2. 1. 10　 驻车制动操纵装置

驻车制动操纵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手操纵形式的,操纵力在以下范围内:

1)　 小型汽车模拟器:20 N ~400 N;
2)　 客车和货车模拟器:20 N ~600 N。

b)　 采用脚操纵形式的,操纵力在以下范围内:
1)　 小型汽车模拟器:100 N ~500 N;
2)　 客车和货车模拟器:100 N ~700 N。

c)　 采用电子控制装置的,按钮上有驻车状态指示灯。
6. 2. 1. 11　 仪表盘

仪表盘采用实车仪表盘或虚拟仪表盘形式,应满足以下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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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仪表盘中设置包括但不限于驻车制动、转向指示灯、远光灯、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安全带警

报指示灯等显示图形,指示灯显示图形符合 GB 4094 规定;
b)　 Ⅱ型、Ⅲ型汽车模拟器的仪表盘中还设置包括但不限于车速表、发动机转速表、燃油量指示

表、发动机冷却液温度指示表;指针式仪表指针转动应平稳、无跳动或卡滞,不工作时指针应

回位。
6. 2. 1. 12　 喇叭按钮

按下喇叭按钮时应能激活扬声器发出声音。
6. 2. 1. 13　 点火开关

点火开关应按顺时针顺序设置 LOCK(0)、ON(Ⅱ)和 START(Ⅲ)三个位置;点火开关在 START
(Ⅲ)位置无外力保持时应自动退回至 ON(Ⅱ)位置。
6. 2. 1. 14　 刮水器开关

刮水器开关应设置“关”及可调节的低、中、高位置。
6. 2. 1. 15　 空调开关

空调开关应设置“关”及连续可调节位置。
6. 2. 1. 16　 照明灯开关

照明灯开关应包括远光、近光、雾灯等开关,操作开关应能激活仪表盘显示相应指示灯图形。
6. 2. 1. 17　 信号灯开关

信号灯开关应包括照明灯光总开关、转向指示灯、远光灯、雾灯、远近光变换、危险报警闪光灯等开

关,操作开关应能激活仪表盘显示相应指示灯图形。
6. 2. 1. 18　 扬声器

扬声器应可调节音量。

6. 2. 2　 驾驶视景系统

6. 2. 2. 1　 单视景显示屏(幕)
单视景显示屏(幕)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显示屏显示的,显示屏符合 SJ / T 11343 的要求;显示屏尺寸不小于 60 cm ×35 cm,画面的

水平视角不小于 50°;
b)　 采用投影显示的,屏幕尺寸不小于 200 cm ×120 cm,画面的水平视角不小于 70°;
c)　 画面显示速率不小于每秒 30 帧,显示图像分辨率不低于 1 920 像素 × 1 080 像素。

6. 2. 2. 2　 多视景显示屏(幕)
多视景显示屏(幕)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多视景显示屏(幕)采用直接拼接的方式,显示通道数为奇数;各通道图像拼接无明显变形和

同步误差;
b)　 采用显示屏显示的,显示屏符合 SJ / T 11343 的要求;主视景显示屏尺寸不小于 60 cm ×35 cm,

全视场显示画面的水平视角不小于 120°;
c)　 采用投影显示的,主视景显示屏幕尺寸不小于 200 cm × 120 cm,全视场显示画面的水平视角

不小于 120°;
d)　 画面显示速率不小于每秒 30 帧,显示图像分辨率不低于 1 920 像素 × 1 080 像素。

6. 2. 2. 3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满足以下要求:
a)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应符合 GB / T 38259 的要求;
b)　 单眼视景画面显示分辨率应不低于 1 200 像素 × 1 080 像素,全视场平均角分辨率应不低于 15

每度像素数,画面显示速率应不小于每秒 60 帧,视场角应不小于 8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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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支持跟踪的自由度(DOF)应不少于 3 个,宜为 6 个,跟踪方式宜支持内向外追踪;
d)　 连续工作超过 60 min,应自动进行健康提示。

6. 2. 3　 动感模拟装置

应至少提供俯仰、侧倾、偏航、升降、纵向平移、横向平移六自由度中两个自由度的运动响应,运动幅

度应满足表 2 的要求。

表 2　 动感模拟运动幅度

自　 由　 度 幅　 　 度

仰俯(°) ≥ ±8

侧倾(°) ≥ ±8

偏航(°) ≥ ±8

升降(mm) ≥ ±100

纵向平移(mm) ≥ ±100

横向平移(mm) ≥ ±100

6. 2. 4　 辅助训练智能组件

6. 2. 4. 1　 学员注视特征追踪器的注视数据输出频率应不小于 50 Hz,追踪学员的水平视角范围应不小

于显示画面的水平视角。
6. 2. 4. 2　 学员生理数据采集仪应能采集心率、血压等生理信息。

6. 2. 5　 培训过程信息记录系统

6. 2. 5. 1　 应配置支持 7. 2. 4 功能实现所需的传感器、视景与驾驶操作信息采集及存储装置。
6. 2. 5. 2　 模拟训练计时终端可单独配置,也可以与驾驶操作信息记录系统一体化;Ⅱ型、Ⅲ型汽车模

拟器宜将模拟训练计时终端与驾驶操作信息记录系统一体化。 独立配置的,模拟训练计时终端应符合

JT / T 1302. 1 的要求;一体化配置的,驾驶操作信息记录系统包含的身份验证、培训学时信息采集与存

储、数据显示、数据传输、计时培训管理等功能模块符合 JT / T 1302. 1 的要求。

7　 功能配置及其要求

7. 1　 功能配置

汽车模拟器的功能配置见表 3。

表 3　 汽车模拟器的功能配置

序号 功　 　 能 Ⅰ型模拟器 Ⅱ型模拟器 Ⅲ型模拟器

1

2

3

4

5

6

驾驶操作

起动 √ √ √

熄火 √ √ √

离合

手动挡 √ √ √

手动自动互换 √ √ √

自动挡 × × ×

转向 √ √ √

7

JT / T 378—2022



表 3　 汽车模拟器的功能配置(续)

序号 功　 　 能 Ⅰ型模拟器 Ⅱ型模拟器 Ⅲ型模拟器

7

8

9

10

11

12

13

驾驶操作

行车制动 √ √ √

驻车制动 √ √ √

加速和减速 √ √ √

换挡 √ √ √

鸣喇叭 √ √ √

刮水器刮动 ○ √ √

照明、信号灯光变化 ○ √ √

14

15

16

17

18

19

驾驶视景
驾驶操作视景

视景图像 √ √ √

交通环境声音模拟 ○ √ √

语音引导 ○ √ √

语音识别 ○ ○ ○

错误驾驶操作提示 √ √ √

示范教学视频 √ √ √

20 模拟动感　 　 　 　 　 × × √

21

22

23

24

培训过程信息

采集传输

与评价

视景和驾驶操作信息采集传输 √ √ √

培训学时信息记录与传输 √ √ √

驾驶过程评价 √ √ √

驾驶过程回放 √ √ √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教学课程

基础驾驶训练 √ √ √

场地驾驶训练 — ○ ○

一般道路驾驶训练 ○ ○ ○

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驾驶训练 ○ √ √

山区道路驾驶训练 ○ √ √

高速公路驾驶训练 ○ √ √

防御性驾驶训练 ○ √ √

紧急情况应急处置能力训练 ○ ○ √

　 　 注:“√”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不作要求;“ × ”表示不具备。

7. 2　 功能要求

7. 2. 1　 驾驶操作

7. 2. 1. 1　 起动

起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转动点火开关至 START(Ⅲ)位置,扬声器发出发动机起动声,仪表盘发动机转速表指针指向

怠速转速;松开点火开关后回位至 ON(Ⅱ)位置;
b)　 对于手动挡模拟器,只有变速器挡位处于空挡或踩下离合器踏板时才能成功起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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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自动挡模拟器,只有变速器挡位处于驻车挡或空挡且踩下制动踏板时才能成功起动发

动机。
7. 2. 1. 2　 熄火

转动点火开关到 LOCK(0)位置,或点火开关位于 ON(Ⅱ)位置发动机意外熄火时,扬声器的发动

机声音应立刻消失,仪表盘的发动机转速表指针应回到零位,视景系统图像应立刻停止变化并保持在当

时画面。
7. 2. 1. 3　 离合

手动挡模拟器起步操作时,若抬离合器踏板过快,发动机应自动熄火且点火开关保持在 ON(Ⅱ)
位置。
7. 2. 1. 4　 转向

转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转动转向盘,视景系统图像逆转向盘转动方向变化,转动转向盘的速度越快,视景系统图像变

化速度越快,符合人的感觉;
b)　 转向盘具有力反馈和自动回位功能,转向切向力随车速的增加而增大。

7. 2. 1. 5　 行车制动

行车制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踩下制动踏板,视景系统图像变化速度随踩下制动踏板速度和行程深度而减慢,发动机转速

表、车速表指针同步降低;
b)　 快速踩下制动踏板紧急制动,扬声器发出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声。

7. 2. 1. 6　 驻车制动

驻车制动作用时,仪表盘中的驻车制动指示灯应亮起。
7. 2. 1. 7　 加速和减速

加速和减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踩下加速踏板,视景系统图像变化速度随踩下加速踏板的速度和行程深度而加快,发动机声

音同步增大,发动机转速表、车速表指针同步提高;
b)　 抬起加速踏板,视景系统图像变化速度跟随抬起加速踏板的速度和行程高度而减慢,发动机

声音同步减小,发动机转速表、车速表指针同步降低。
7. 2. 1. 8　 换挡

换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模拟手动挡时,先踩下离合器踏板才能实现换挡;高挡位起步、换挡未踩离合器、越挡升挡时

发动机应熄火;视景系统图像变化速度与挡位选择匹配,挡位越高,视景系统图像变化速度

越快;
b)　 模拟自动挡时,只有在车速表指针处于零位且踩下制动踏板时才能换挡。

7. 2. 1. 9　 鸣喇叭

按下喇叭按钮,扬声器应立即发出声音;松开喇叭按钮,扬声器声音应立即停止。
7. 2. 1. 10　 刮水器刮动

拨动刮水器开关,视景系统图像中的刮水器刮条应双向刮动,选择挡位越高刮动速度应越快。
7. 2. 1. 11　 照明、信号灯光变化

照明、信号灯光变化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照明灯满足以下要求:

1)　 旋动照明灯开关处于开启位置时,示廓灯和近光灯同时亮起;
2)　 旋动照明灯开关处于远光灯位置时,示廓灯和远光灯同时亮起,同时仪表盘中的远光指

示灯亮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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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明灯开关由关闭调至近光灯、远光灯位置时,在夜间模式时的视景系统图像逐步变亮

并视距延长。
b)　 拨动远近光变化操纵杆时,视景系统图像同步有明暗变化;
c)　 转向指示灯满足以下要求:

1)　 顺时针或逆时针拨动转向指示灯操纵杆时,仪表盘中右转或左转转向指示灯连续闪烁并

有“咔哒”的提示音;
2) 　 转向盘回正时,转向指示灯操纵杆随之回到中位,转向指示灯熄灭,转向提示音立即

停止。
d)　 旋动雾灯开关,仪表盘中的雾灯指示灯亮起,视景系统图像变亮并视距延长;
e)　 按下危险报警闪光灯开关,仪表盘中左右转向指示灯同时连续闪烁并有“咔哒”的提示音。

7. 2. 2　 驾驶视景

7. 2. 2. 1　 示范教学视频

示范教学视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教学示范操作者着装整齐,举止文明,行为端庄,示范操作应正确、动作规范;
b)　 示范车辆清洁完备;
c)　 讲解、配音使用普通话,用词准确、术语规范、通俗易懂,与操作动作配合,与画面同步。

7. 2. 2. 2　 驾驶操作视景

驾驶操作视景满足以下要求:
a)　 视景画面满足以下要求:

1)　 视景画面应清晰、稳定,无抖动、无漂移;画面衔接应过渡流畅;
2)　 视景中道路线形形式参照道路设计要求;
3)　 视景中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式样、比例、颜色参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要求;
4)　 视景中建筑物、树木、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动物、声音等元素应符合人的感觉;
5)　 晴天、夜间、阴天、雨天、雾天、冰雪天、隧道内外等视景画面的光照变化视觉应符合人的

感觉;
6)　 Ⅱ型和Ⅲ型汽车模拟器的视景变化及视觉动感应与道路环境、交通流、驾驶操作等相

协调;
7)　 危险交通事件应与道路环境、交通流等要素相匹配,触发自然,运行流畅;应针对不同道

路交通环境选择典型危险交通事件,危险交通事件的平均密度不应少于 1 个每千米;
8)　 Ⅱ型和Ⅲ型汽车模拟器的视景画面宜具有车辆前方空间标尺功能,用于标识自车与前方

参照物之间的距离;空中俯视观察自车及周边交通情况的视景窗口;影响安全的汽车关

键部位透明化,展示车辆行驶轨迹与转向盘的联动关系、驾驶盲区内的障碍物信息等。
b)　 交通环境声音模拟满足以下要求:

1)　 应能模拟车辆行驶声和喇叭声,以及雨声、雷声、撞车时的声音;
2)　 声音响起的时间应与驾驶操作及视景画面相协调。

c)　 语音引导与语音识别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根据驾驶模拟视景提供行驶路线、行驶速度、驾驶状态等语音引导;
2)　 宜能通过语音指令选择汽车模拟器功能。

d)　 应能对重点错误驾驶操作进行提示,重点错误驾驶动作与提示的时间差应不大于 1 s,当重点

错误驾驶动作消除后提示应立即结束。 重点错误驾驶操作应包括:
1)　 超速行驶;
2)　 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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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逆向行驶;
4)　 违反禁行规定通行;
5)　 未正确使用转向信号灯;
6)　 安全距离不足;
7)　 偏离训练车道。

7. 2. 3　 模拟动感

7. 2. 3. 1　 模拟动感运动

应能模拟驾驶中的转向、减速、加速、侧倾、颠簸、上坡、下坡、打滑、甩尾、侧滑、碰撞等动感,动感效

果应符合人的感觉。
7. 2. 3. 2　 动感响应时间

动感应与驾驶操作、视景显示及声音相协调,响应时间差宜不大于 50 ms。

7. 2. 4　 培训过程信息采集传输与评价

7. 2. 4. 1　 视景和驾驶操作信息采集传输

培训过程视景和驾驶操作信息采集传输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能采集并存储培训过程视景和驾驶操作信息,包括车辆运动特征信息、操作行为特征信息、

场景特征信息、错误驾驶操作(见附录 A),宜能采集并存储学员注视目标、注视时间、注视频

率等注视特征信息以及生理特征信息;
b)　 培训过程视景和驾驶操作信息宜同步关联记录;
c)　 存储的培训过程视景和驾驶操作信息应能通过通信网络按约定传输,或者通过存储介质

传送。
7. 2. 4. 2　 培训学时信息记录与传输

培训学时信息记录与传输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能采集学员参加模拟驾驶训练的教学课程和内容、学员身份验证、培训时长等信息,以及培训

机构和教练员基本信息;
b)　 培训过程学员训练计时管理符合 JT / T 1302. 1 的要求;
c)　 存储的培训学时信息能通过通信网络按约定传输,或者通过存储介质传送;
d)　 支持按照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平台相关技术要求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计时系统进行

培训学时数据信息交互。
7. 2. 4. 3　 驾驶过程评价

驾驶过程评价满足以下要求:
a)　 模拟驾驶结束后,应能对培训过程信息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并显示分析结果,宜具有分析结果

打印输出功能;
b)　 模拟驾驶结束后,宜能根据驾驶过程分析结果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内容指导。

7. 2. 4. 4　 驾驶过程回放

模拟驾驶结束后,应能对训练内容的驾驶过程回放。

7. 2. 5　 教学课程

汽车模拟器中应预装教学课程,各教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应相对独立;各教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

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见附录 B,其中示范操作教学视频内容的规范性应符合 JT / T 915 的相应

要求。 汽车模拟器应能根据学员学习驾驶情况动态配置教学课程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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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验方法

8. 1　 外观和部件检查

8. 1. 1　 外观、标识与电路

在汽车模拟器断电状态下,检视汽车模拟器外观、操纵部件标识、电路。

8. 1. 2　 驾驶座舱系统

8. 1. 2. 1　 在汽车模拟器断电状态下,检视车门、座椅及头枕、汽车安全带、离合器踏板、制动踏板、加速

踏板、转向盘、变速器操纵装置、驻车制动操纵装置的配置。
8. 1. 2. 2　 在汽车模拟器通电状态下,检视后(前)视镜、仪表盘、喇叭按钮、点火开关、刮水器开关、空调

开关、照明灯开关、信号灯开关和扬声器的配置及其响应。
8. 1. 2. 3　 在汽车模拟器断电状态下,转动转向盘后松开,观察转向盘回位。

8. 1. 3　 驾驶视景系统

8. 1. 3. 1　 显示屏(幕)应检验(查)以下内容:
a)　 检查汽车模拟器采用的显示屏(幕)产品说明书所标明的型号、画面显示速率、显示图像分辨

率,以及执行产品标准;
b)　 检视多视景显示屏(幕)拼接方式、显示通道数。

8. 1. 3. 2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应检验(查)以下内容:
a)　 检查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产品说明书所标明的显示分辨率、全视场平均角分辨率、画面

显示速率、视场角、支持跟踪自由度等,以及执行产品标准;
b)　 连续工作 60 min,检视其健康提示状况。

8. 2　 功能检查

8. 2. 1　 功能检查一般要求

8. 2. 1. 1　 功能检查的检查人员应具有 3 年以上的驾驶经历,由 3 位检查人员独立开展检查。
8. 2. 1. 2　 检查人员应在检查前根据第 7 章的要求设计功能检查表格,记录检查的结果。
8. 2. 1. 3　 当 2 位及以上检查人员判定某项不符合的,则判定该项为不符合项。

8. 2. 2　 驾驶操作部件、驾驶模拟视景、动感模拟、培训过程信息采集传输与评价

8. 2. 2. 1　 选择预装的所有驾驶操作视景的教学课程,分别按教学课程中的引导及驾驶操作视景要求

驾驶、不按教学课程中的引导及驾驶操作视景要求故意错误驾驶,检视并感受各驾驶操作部件操作及其

响应、驾驶视景图像与声音及其响应、后(前)视镜画面与驾驶视景匹配、动感模拟响应、培训过程计时

管理、重点错误驾驶操作提示、模拟器机件声音等。
8. 2. 2. 2　 在完成 8. 2. 2. 1 检查后,检查驾驶过程回放、驾驶过程评价等。
8. 2. 2. 3　 在完成 8. 2. 2. 1 检查后,将存储的数据信息导出,检查培训过程信息数据记录、辅助训练智

能组件采集记录、分类统计分析结果等。

8. 2. 3　 预装教学课程

8. 2. 3. 1　 在进行 8. 2. 2. 1 检查时,同时检视训练内容。
8. 2. 3. 2　 选择预装的所有示范操作教学视频,检视图像质量、教学内容,以及授课人员着装、讲解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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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示范动作等。

8. 3　 性能试验

8. 3. 1　 绝缘电阻

按 GB / T 5095. 2 的要求测量驾驶座舱的绝缘电阻。

8. 3. 2　 抗电强度

去除驾驶座舱内部电路,在输入端和保护地之间接上调压变压器,调节输入电压至 1 500 V、50 Hz,
持续时间 1 min,观察绝缘层及飞弧等的状况。

8. 3. 3　 踏板行程

在汽车模拟器断电状态下,测量踏板外缘在自由状态下和踩踏到底时的离驾驶座舱底部最短距离,
两者的差值为踏板行程。

8. 3. 4　 踏板力

在汽车模拟器断电状态下,将踏板力计固定到踏板上,缓慢踩踏踏板到底,读取踏板力计读数。

8. 3. 5　 转向盘自由转动量及转向力

在汽车模拟器断电状态下,将转向盘测量仪固定到转向盘上,缓慢转动转向盘从直线行驶位置到最

大转向角度,读取转向盘测量仪中的自由转动量读数、转向力变化读数。

8. 3. 6　 操纵杆力

在汽车模拟器断电状态下,将推拉测力计固定到操纵杆上,推拉相应操纵杆,分别读取推拉力计中

推力读数和拉力读数,选取推力读数和拉力读数中的最大值为相应操纵杆的操纵力。

8. 3. 7　 显示屏(幕)显示画面的水平视角

测量座椅中心位、正前方显示屏(幕)中心位以及显示屏(幕)显示画面的左右边缘之间的距离值,
计算水平视角。

在驾驶座椅中心的上方 80 cm 距离位置,测量其对应的显示屏(幕)显示画面左右两侧远端边缘线

视线平面的夹角。

8. 3. 8　 动感模拟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座舱设置固定一水平测量平面,水平测量平面上画有沿模拟汽车前进方向和横向的“十”字

线,“十”字线交叉点与座舱位置中心点在垂直方向重合;
b)　 动感模拟装置进行仰俯、侧倾运动时,测量水平测量平面角度变化最大值;
c)　 动感模拟装置进行偏航运动时,测量“十”字线扭转角度变化最大值;
d)　 动感模拟装置进行升降、平移运动时,测量水平测量平面“十” 字线交叉点的位移量最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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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验规则

9. 1　 检验分类和检验项目

9. 1. 1　 汽车模拟器检验(查)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9. 1. 2　 各类检验项目见表 4。

表 4　 汽车模拟器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查)项目 要　 　 求 试 验 方 法 型 式 检 验 出 厂 检 验

1 安全防护 5. 2 8. 3. 1、8. 3. 2 √ ○

2 外观、标识及电路 5. 3 8. 1. 1 √ ○

3 驾驶座舱系统 6. 1、6. 2. 1
8. 1. 2、8. 3. 3、
8. 3. 4、8. 3. 5、

8. 3. 6
√ √

4 驾驶视景系统 6. 1、6. 2. 2 8. 1. 3、8. 3. 7 √ ○

5 动感模拟装置及模拟动感功能
6. 1、6. 2. 3、
7. 1、7. 2. 3

8. 2. 2、8. 3. 8 √ √

6 辅助训练智能组件 6. 1、6. 2. 4 8. 2. 2 √ ○

7 驾驶操作功能 7. 1、7. 2. 1 8. 2. 2 √ √

8 驾驶视景功能 7. 1、7. 2. 2 8. 2. 2 √ √

9 教学课程 7. 1、7. 2. 5 8. 2. 3 √ √

10 培训过程信息采集传输与评价
6. 1、6. 2. 5、
7. 1、7. 2. 4

8. 2. 2 √ √

　 　 注:“√”表示必做;“○”表示宜做。

9. 2　 型式检验

9. 2. 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新设计试生产或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b)　 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c)　 正式生产后,在设计、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及性能时;
d)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再次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明显差异时;
f )　 行业或用户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9. 2. 2　 采用样机进行型式检验时,其数量不少于两台。
9. 2. 3　 对所有抽取的样品进行型式检验的整个过程中,以下为出现故障或不通过情况的处理流程:

a)　 检验中出现故障或项目没有通过时,应查明故障原因,提出故障分析报告,经修复后应重新做

该项目检验,该项目检验通过后再顺序做其他项目检验;
b)　 若再次出现故障或项目没有通过时,应查明故障原因,提出故障分析报告,经修复后应重新进

行前述全部项目的检验,检验通过后再顺序做其他项目检验;
c)　 对某一项目进行第三次重新检验中又出现故障时,则型式检验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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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出厂检验

9. 3. 1　 产品在出厂前,应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出厂检验,检验中出现任何—项不合格时,应返修后重

新进行检验。 若复检再次出现任一项不合格时,该台产品则为不合格产品。
9. 3. 2　 出厂检验合格后,应出具合格标识。

10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10. 1　 标志

每台汽车模拟器应有产品标牌,并固定在正面明显部位。 标牌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
b)　 产品标准编号;
c)　 出厂日期或生产批号;
d)　 电源额定电压、电源频率、额定功率;
e)　 制造厂名称。

10. 2　 包装

10. 2. 1　 产品在运输前应按照 GB / T 9174 的要求进行包装。 产品包装箱外应有“易碎物品” “向上”
“怕雨”等符合 GB / T 191 要求的运输标志及下列内容,不应因运输条件和自然条件而褪色、脱落:

a)　 产品名称、型号;
b)　 包装件最大外形尺寸的长 ×宽 ×高,单位为厘米(cm);
c)　 净重、毛重;
d)　 出厂日期或生产批号;
e)　 制造厂名称、地址。

10. 2. 2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使用说明书、装箱清单及检验合格证。 检验合格证上应有下列内容:
a)　 制造厂名称、地址;
b)　 产品名称及型号;
c)　 执行产品标准编号;
d)　 检验项目及其结果或检验结论;
e)　 检验日期、检验员签名或检验员代号。

10. 3　 运输

产品运输途中不得露天放置,不允许和易燃、易爆、易腐蚀的物品一同装运。 包装完整的汽车模拟

器可用正常的陆、海、空交通工具运输,运输过程中应按包装标记规定,避免雪、雨直接淋袭。

10. 4　 储存

产品应储存在室内,环境温度为 0 ℃ ~50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周围无酸碱及其他腐蚀性气体

和污染物等有害物体,无易燃、易爆品,不受灰尘、雨和雪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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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驾驶训练基本错误操作项目

A. 1　 违法操作项目

违法操作项目主要包括:
———未系安全带;
———未正确使用灯光信号;
———超速行驶;
———在高速公路低于规定最低时速行驶;
———行经人行横道、学校区域和公共汽车站未按规定减速;
———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逆向行驶;
———违法停车;
———会车时未按规定让行;
———违法超车;
———违法掉头;
———违反禁行规定通行;
———占用应急车道通行;
———违禁驶入铁路道口;
———违禁右转弯;
———违禁左转弯;
———违禁直行;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违禁鸣喇叭;
———连续变更两条及以上车道;
———弯道和坡路违法驶入对向车道行驶;
———临时停车未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A. 2　 不规范驾驶操作项目

不规范驾驶操作项目主要包括:
———起步未解除驻车制动;
———换挡未踩离合器;
———使用高挡位起步;
———起步过猛;
———行驶中突然熄火;
———安全距离不足;
———未按规定鸣喇叭;
———迟开转向信号灯;
———长时间骑轧车道中心线行驶;
———未保证安全距离情况下变更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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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入高速公路前未充分加速;
———驶入隧道未提前减速;
———未保持正确行车道;
———偏离训练车道;
———下坡路段未减速行驶或挂入低速挡;
———下坡路段空挡滑行;
———驶近坡顶时未松抬加速踏板;
———上坡路段溜车;
———车辆向前行驶时转换到倒挡;
———停车不进行驻车制动;
———雨天驾驶速度过快;
———雪天驾驶速度过快;
———雾天驾驶速度过快;
———紧急制动;
———高速行驶状态下急打方向;
———冰雪路面、湿滑路面行驶急打方向;
———雨天不开雨刮器;
———夜间行驶未开前照灯;
———驶入隧道前未开启前照灯;
———夜间会车未切换成近光灯;
———通过人行横道或无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未变换远近光灯提示;
———雾天不开雾灯。

A. 3　 发生安全事故操作项目

发生安全事故操作项目主要包括:
———触碰行人等障碍物;
———发生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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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预装教学课程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

B. 1　 基础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应满足表 B. 1 的要求。

表 B. 1　 基础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基础驾驶

训练

操纵装置

规范操作

　 应支持学员熟悉操纵装置标识及其

作用,学习并练习各操纵装置的规范

化操作方法

　 讲解表 1 驾驶座舱系统部件标识、作用及示范

操作教学视频

起步前车辆

检查与调整

　 应支持学员学习操纵装置的检查,
练习驾驶座椅及头枕、后(前)视镜位

置调整

　 讲解表 1 驾驶座舱系统部件的检查、位置调整

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起步、变速、
换挡、停车

　 应支持学员练习操作汽车起步、变
速、换挡、停车及观察后方、侧方交通

情况

　 a)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低交通流量道路场景图像

B. 2　 场地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应满足表 B. 2 的要求。 场地

驾驶训练内容可在驾驶视景中单独设置,宜将各训练项目连接形成整体训练道路。

表 B. 2　 场地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场地驾驶

训练

倒车入库

　 应支持学员练习规范的倒车入库

(小型汽车) 或倒车移位 (客车、货

车)、驶出车库,包括在倒车过程中正

确观察周边交通情况、正确使用转向

信号灯、合理控制车速、正确判断车辆

倒车时的行驶方向和轨迹等

　 a)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单停车位车库(小型车模拟器)或双停车位车

库(客、货车模拟器)及与车库相连接道路视景,
车库场景图像与模拟车型匹配见 GB/ T
30341—2013 表 C. 1 序号 1(小型车模拟器)或

序号 2(客、货车模拟器)

侧方停车

　 应支持学员学习规范的顺向停入道

路右侧车位(库)和驶出车位(库),包
括在倒车过程中正确观察周边交通情

况、正确使用转向指示灯信号、合理控

制车速、正确判断车辆倒车时的行驶

方向和轨迹等

　 a)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侧方停车位及与车位相连接道路视景,侧方

停车位场景图像与模拟车型匹配见 GB / T
30341—2013 表 C. 1 序号 4

坡道定点

停车和起步

　 应支持学员学习驾驶汽车在坡道定

点平稳停车并平稳起步,包括正确使

用挡位、离合器踏板和驻车制动操纵

装置,正确使用车辆转向信号灯等

　 a)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坡道视景,坡道场景图像与模拟车型匹配见

GB / T 30341—2013 表 C. 1 序号 8

曲线行驶

　 应支持学员学习驾驶汽车安全通过

弯道,包括正确判断车轮运行轨迹、控
制行驶方向、在路段出口处观察交通

情况等

　 a)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曲线道路视景,曲线道路场景图像与模拟车

型匹配见 GB / T 30341—2013 表 C. 1 序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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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2　 场地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续)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场地驾驶

训练
直角转弯

　 应支持学员学习驾驶汽车通过直角

转弯路段,包括正确判断车辆内外轮

差和车轮运行轨迹、正确使用车辆转

向信号灯、迅速调整方向以及对转向

幅度的控制能力等

　 a)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直角弯路视景,直角弯路场景图像与模拟车

型匹配见 GB / T 30341—2013 表 C. 1 序号 10

B. 3　 一般道路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应满足表 B. 3 的要求。

表 B. 3　 一般道路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一般道路

驾驶训练

跟车行驶、
变更车道、
会车、超车

和让超车、
掉头

　 a)应支持学员辨识和遵守交通标

志标线的应用等;
　 b)应支持学员学习跟车行驶的规

范操作,包括跟车时合理控制跟

车速度、保持跟车距离等;
　 c)应支持学员学习变更车道的规

范操作,包括变更车道时正确观

察、判断安全距离,选择变更车

道时机,正确使用灯光信号,平
稳变更车道、汇入车流等;

　 d)应支持学员学习会车的规范操

作,包括会车前降低车速,正确

判断会车地点,与对方车辆保持

安全间距等;
　 e)应支持学员学习超车的规范操

作,包括合理选择超车时机,超
车前观察被超越车辆动态,正确

使用灯光信号,超车中与被超越

车辆保持安全间距以及超车后

安全驶回原车道等;
　 f )应支持学员学习让超车的规范操

作,包括观察后方和周边车辆动

态,合理控制车速、正确使用灯光

信号等;
　 g)应支持学员学习掉头的规范操

作,包括掉头前观察周边交通状

况,正确选择掉头地点,正确使

用灯光信号等;
　 h)应支持学员学习在直线路段、交

叉路口、弯道和坡道等路段正确

选择行驶位置和路线

　 a)城市道路视景,应包括双向两车道及以上车

道的道路、有交通信号灯控制和没有交通信

号灯控制的十字和 T 形交叉路口、允许和不

允许掉头的交叉路口、弯道、坡道,以及自由

流状态行驶的大小型车辆,以及行人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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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3　 一般道路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续)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一般道路

驾驶训练

倒车、靠边

停车

　 a)应支持学员学习规范进行顺位

停车、L 形倒车入位、S 形倒车

入位;
　 b)应支持学员学习倒车过程中正

确观察周边交通情况

　 a)标划停车位的停车场及与停车位相连接道路

视景或者路侧标划停车位的道路视景,包括

自由流状态行驶的大小型车辆,以及行人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通过路口、
人行横道、
学校区域

和公共汽车站

　 a)应支持学员辨识和遵守交通标

志标线的应用等;
　 b)应支持学员学习通过路口的规

范操作,包括减速或停车观察,
正确使用灯光信号,直行、左转

弯、右转弯通过路口, 安全礼

让等;
　 c)应支持学员学习通过人行横道

的规范操作,包括减速或停车让

行等;
　 d)应支持学员学习通过学校区域

的规范操作,包括提前减速并观

察路侧行人的动态,礼让学生和

校车等;
　 e)应支持学员学习通过公共汽车

站的规范操作,包括提前减速并

观察进出公共汽车站的车辆动

态、上下车乘客动态等

　 a)城市道路视景,应包括双向两车道及以上车

道的十字和 T 形交叉路口、人行横道、路侧分

布有学校和公交车站,自由流状态行驶的大

小型车辆,以及行人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夜间驾驶

　 应支持学员学习夜间正确使用灯

光、选择行驶位置和路线、合理控制车

速、保持安全距离,以及变更车道、会
车、超车和让超车等

　 a)夜间道路视景,应包括双向两车道及以上车

道的道路、人行横道、无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

叉路口、急弯路段、坡路、拱桥,以及自由流状

态行驶的大小型车辆,以及行人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 4 　 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应

满足表 B. 4 的要求。

表 B.4　 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恶劣气象

和复杂道路

条件下的

驾驶训练

雨雾天气

条件下

驾驶训练

　 a)应支持学员辨识和遵守交通标

志标线的应用等;
　 b)应支持学员学习雨雾天气条件

下的规范操作,包括正确使用灯

光、转向与制动、控制车速、保持

安全距离等

　 a)雨雾天气条件下道路视景,低速行驶的大小

型车辆等。 场景图像还应满足:
1)呈现小雨、中雨、大雨的雨量、声音、能见度

变化;车辆制动时应有制动距离显著延长

的感觉效果;紧急转向时应有车辆侧滑及

甩尾的感觉效果;
2)呈现轻雾、中雾、大雾的能见度变化。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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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续)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恶劣气象

和复杂道路

条件下的

驾驶训练

冰雪路面

条件下

驾驶训练

　 a)应支持学员辨识和遵守交通标

志标线的应用等;
　 b)应支持学员学习在冰雪路面条

件下的规范操作,包括选择行驶

位置和路线、挡位选择、控制车

速、保持安全距离等

　 a)小雪、中雪、大雪情景下道路视景,低速行驶

的大小型车辆等。 场景图像还应满足:
1)车辆制动时应有制动距离显著延长的感

觉效果;
2)紧急转向与紧急制动时,应有车辆侧滑及

甩尾的感觉效果。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泥泞道路

条件下

驾驶训练

　 应支持学员学习在泥泞道路条件下

的规范操作,包括选择行驶位置和路

线、挡位选择、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

离等

　 a)泥泞道路视景,低速行驶的大小型车辆等。
场景图像还应满足:
1)车辆制动时应有制动距离显著延长的感

觉效果;
2)转向时,应有车辆侧滑及甩尾的感觉效果。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 5　 山区道路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应满足表 B. 5 的要求。

表 B. 5　 山区道路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山区道路

驾驶训练

山区道路

跟车、会车、
超车与让

超车以及

不同坡度的

坡道、弯道和

连续弯道、弯
坡路段驾驶

　 a)应支持学员辨识和遵守交通标

志标线的应用等;
　 b)应支持学员学习在山区道路的

跟车、超车与让超车、会车、上下

坡道、通过连续弯道的规范操

作,包括观察周边交通动态、选
择行驶位置和路线、控制速度、
保持安全距离、使用喇叭和车辆

灯光信号、让行等

　 a)白天和夜间的山区道路视景,以及自由流行

驶的大小型车辆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隧道的

安全驾驶

　 a)应支持学员辨识和遵守交通标

志标线的应用等;
　 b)应支持学员学习通过隧道的规

范操作,包括正确使用喇叭和灯

光信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

离、隧道内跟车和会车等

　 a)含长隧道及连续隧道路段的白天山区道路视

景,以及自由流行驶的大小型车辆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 6　 高速公路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应满足表 B. 6 的要求。

表 B. 6　 高速公路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高速公路

驾驶训练

安全驶入

和驶出高速

公路训练

　 a)应支持学员辨识和遵守交通标

志标线的应用等;
　 b)应支持学员学习驶入和驶出高速

公路的规范操作,包括汇入车流

和变更车道前观察侧面和后方情

况、正确使用车辆灯光信号、加速

车道充分加速后汇入高速公路、
提前减速后驶入出口匝道

　 a)高速公路出入口匝道视景,以及自由流行驶

的大小型车辆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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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6　 高速公路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续)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高速公路

驾驶训练

高速公路

安全驾驶

训练

　 a)应支持学员辨识和遵守交通标

志标线的应用等;
　 b)应支持学员学习在白天和夜间

高速公路行车的规范操作,包括

跟车、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
变更车道、超车和让超车、正确

使用车辆灯光信号等;
　 c)应支持学员学习通过隧道的规

范操作,包括正确使用喇叭和车

辆灯光信号、控制车速、保持安

全距离、隧道内跟车和变更车

道等

　 a)含长隧道及连续隧道路段的白天高速公路视

景,夜间高速公路视景,以及自由流行驶的大

小型车辆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高速公路

安全停车

训练

　 应支持学员学习在高速公路停车的

规范操作,包括选择安全停车区停车、
停车后开启车辆灯光信号、正确设置

警告标志等

　 a)白天和夜间高速公路视景,以及自由流行驶

的大小型车辆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 7　 防御性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应满足表 B. 7 的要求。

表 B. 7　 防御性驾驶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防御性

驾驶训练

典型危险

场景驾驶

训练

　 应支持学员提升安全意识和学习防

御性驾驶方法,包括辨识和遵守交通

标志标线、观察和辨识危险、选择行驶

路线和位置、正确使用喇叭和车辆灯

光信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等

　 a)宜按照 JT / T 916 的要求设置相应的道路视

景,包括不同天气条件下途经交叉路口、公
交站台、高速公路隧道群、高速公路事故区

域,通过公路施工区域、陡上坡路段行驶、长
大下坡路段行驶、连续转弯路段行驶、傍山

临崖路段行驶,高速行驶遇突发团雾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驾驶时

注意力

分散的危险

　 应支持学员体验到驾驶注意力不集

中时的典型危险场景

　 a)白天和夜间道路视景,车辆自由流行驶时前

车突然紧急制动、前方突然有行人横穿道

路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B. 8　 紧急情况应急处置能力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应满足表 B. 8
的要求。

表 B. 8　 紧急情况应急处置能力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紧急情况

应急处置

能力训练

车辆突然

发生故障

情况下

应急处置

能力训练

　 应支持学员学习在制动失效、转向

失控、车辆爆胎等紧急情况下的正确

处置方法

　 a)宜按照 JT / T 916 的要求设置相应的危险道

路视景,包括长下坡路段制动突然失效、转
弯下坡路段转向突然失控、高速公路上出现

车辆爆胎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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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8　 紧急情况应急处置能力训练课程对应的内容、主要训练功能要求和驾驶视景要点(续)

教学课程 内　 　 容 主要训练功能要求 驾驶视景要点

紧急情况

应急处置

能力训练

典型危险

情形下

应急处置

能力训练

　 应支持学员学习在对向车辆突然侵

入车道、高速行驶时突然发生侧滑等

紧急情况下的正确处置方法

　 a)宜按照 JT / T 916 的要求设置相应的危险道

路视景,包括高速行驶时对向车辆突然侵入

车道、高速行驶时突然发生侧滑等;
　 b)宜配置课前讲解及示范操作教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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