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程器台架试验方法》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2021 年度第三批

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中内协[2021]57 号文）进行制定，标准项目编号： 

CICEIA2021017，项目名称：增程器台架试验方法，主要起草单位：南昌济铃新能源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南昌智能新能源汽车研究院。计划完成时间 2022年 11月。 

1.2 主要工作过程起草阶段： 

计划下达后，2021年 5月 15日由牵头单位南昌济铃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召开

标准项目启动会，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同时，南昌济铃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主要

起草工作，确定工作方案，提出进度安排，对国内外增程器台架试验方法进行了全面调研，

同时工作组对不同功率、不同发动机类别的车用增程器开发中的台架试验资料进行汇总，分

析了不同增程器产品的台架试验目的、台架试验过程记录表、台架试验问题清单记录表，对

台架试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标准讨论稿。 2021 年 07月在安徽池州

召开了团体标准讨论会，与会专家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对试验计算得到的数据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分析，经组内多次进行讨论和沟通，

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于 2022年 5月上报至秘书处。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文件由南昌济铃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南昌智能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 冯坚、刘华、钟宇、赵水平、罗茶根等。所做的工作： 刘华任工作组组长，全

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南昌济铃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

献和资料，统计各种增程器台架试验资料等工作以及标准的初始稿的起草与编写工作；南昌

智能新能源汽车研究院负责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完善、定稿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本文件在制订工作中遵循“实用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先进性”的原则，标准制定与

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相结合，统筹推进。本文件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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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写。

本文件是《电动汽车用增程器技术条件》基础上，为了规范车用增程器动力系统台架测试的

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而定。通过调研，针对国内车用增程器产品的使用现状，大部分增程式

车辆通过功率跟随、等效燃油消耗最小、模型预测控制或者智能搜寻算法等实现整车能量管

理，对增程器在启停、瞬态响应及最优油耗占比等性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为有效推进行业的



技术进步，规定了增程器台架试验方法，对增程器性能测试提出了具体和可操作性的要求，

以体现增程器产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性能，体现团体标准技术的合理性和先进性。 

2.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车用增程器启停性能、瞬时响应特性和最优油耗占比等增程器性能的试验

条件、试验方法和性能判定标准。 

2.3.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件对车用增程器台架测试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等进行了详细规定。目前我国还没

有规定对增程器性能的考核标准，2017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行业标准《电动汽车用增

程器技术条件》规定了电动汽车用增程器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其中

对增程器术语、定义、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从技术条件要求方面进行了定义。而本

标准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车用增程器动力系统台架测试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对车

用增程器启停性能、瞬时响应特性和最优油耗占比等增程器性能术语和试验条件、试验方法

和性能判定标准进行了规定。 

本文件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从启动时间、启动转速超调比、启动转速振荡次数、启动峰值功率、停机时间、启

动转速振荡次数和停机峰值功率等方面给出增程器启动和停机性能判定方法和试验方法。 

2）从增程器停机到最优工况点响应时间和增程器停机到持续最大电功率响应时间等方

面给出增程器瞬时响应特性判定方法和试验方法。 

3）从最优油耗区占比给出增程器油耗性能判定方法和试验方法。 

三、是否有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本文件无对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目前国内还未有文件规定增程器台架试验方法。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试验数据分析暂无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文件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文件规定了车用增程器启停性能、瞬时响应特性和最优油耗占比等增程器性能的试验

条件、试验方法和性能判定标准，从而鼓励生产企业提升增程器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以提高

增程器启停性能、瞬时响应性能和降低燃料消耗，达到节能且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七、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情况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本文件水

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协调性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团体标准工作组 

2022.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