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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8046《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包括以下5个部分:
———第1部分:一般规定;
———第2部分:电气负荷;
———第3部分:机械负荷;
———第4部分:气候负荷;
———第5部分:化学负荷。
本部分为GB/T28046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8046.2—2011《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2部分:电

气负荷》,与GB/T28046.2—2011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直流供电电压范围增加了18V~32V一挡(见表2);
———提高了12V系统室温下过电压试验的符合性判据要求(见4.3.1.2.3);
———增加了“所有电压曲线为空载”;增加了“试验线束宜采用实车线束,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见4.1);
———增加了“严酷度4”,原“50Hz~20kHz”改为“50Hz~25kHz”,更新了图3(见4.4.2);
———增加了“或以不大于25mV的步长”(见4.5.2);
———删除了“在表1或表2的供电电压范围内,功能状态应达到A级”(见2011年版的4.5.3);
———增加了抛负载有关内容(增加了图8、图9、增加了表5、表6,原表5顺延为表7)(见4.6.4);
———功能等级要求由C级提高到A级(见4.7.3);
———删除了切断接地的规定(出于安全考虑)(见2011年版的4.10.2.1);
———修改了图6和图7,并增加了对图中物理量的说明;
———修改了表3和表4中的有关参数;
———增加了附录A(资料性附录)车辆电气系统抛负载的形成原因、附录B(规范性附录)抛负载试

验脉冲发生器验证。原附录A调整为附录C。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6750-2:2012《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

验 第2部分:电气负荷》。
本部分与ISO16750-2:2012相比,在结构上调整如下:
———调整了附录A和附录B编号,以满足标准编写要求;
———将B.3下的悬置段调整为B.3.1,原B.3.1改为B.3.2。
本部分与ISO16750-2:2012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8046.1代替ISO16750-1;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8046.4—2011代替ISO16750-4:2006;

  ● 用GB/T31465(所有部分)代替ISO8820(所有部分),两项标准各部分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如下:
● GB/T31465.1—2015 道路车辆 熔断器 第1部分:定义和通用试验要求(ISO8820-
1:2008,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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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1465.2—2015 道路车辆 熔断器 第2部分:用户指南(ISO8820-2:2005,

MOD);
● GB/T31465.3—2015 道路车辆 熔断器 第3部分:片式熔断器(ISO8820-3:2010,

MOD);
● GB/T31465.4—2015 道路车辆 熔断器 第4部分:插座式和螺栓 式 熔 断 器

(ISO8820-4:2010,MOD);
● GB/T31465.5—2015 道路车辆 熔断器 第5部分:板型熔断器(ISO8820-5:2007,

MOD);
● GB/T31465.6—2017 道路车辆 熔断器 第6部分:螺栓式高压熔断器(ISO8820-
8:2012,MOD);

● GB/T31465.7—2017 道路车辆 熔断器 第7部分:短引脚式熔断器(ISO8820-9:

2014,MOD)。
———表4增加了脚注,既方便使用,也满足标准编写要求(见4.6.3.2)。
———国际标准中对附录 A正文未提及,为满足标准编写要求,在4.6.4.1中增加“产生原因参见

附录A”。 
———因本部分不包括电磁兼容,删除了范围中对电磁兼容的说明和文件(见国际标准第1章和参考

文献)。
———删除了国际标准4.5.3中的不合理规定“在表1或表2的供电电压范围内,功能状态应达到

A级”。 
———为提高操作性,4.1增加了“试验线束宜采用实车线束,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4.1增加了注“各试验要求中功能状态等级的定义参见GB/T28046.1”,避免各条款重复引用

GB/T28046.1。
———将4.6.4.2.2中内阻的计算公式移到4.6.4.2.1中,更符合逻辑。
———参照4.6.4,对4.8.2中的UA 增加了说明“(见GB/T28046.1)”。
———为避免误解,删除了国际标准4.9中的“注:本试验不适用于连接器”,因还有多项试验不适合

连接器。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方便看图,将图1中的数字直接转化为文字,删除了对数字的说明(见4.4.2);
———增加了附录C(资料性附录),提供了UL94适用于汽车的有关内容,便于标准的理解和实施;
———对表5、表6的表头进行简化,与其他表的表述风格统一。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奥德科汽车电子产品测试有限公司、苏州

泰斯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联合

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江苏新通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汽车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芜
湖)、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宁波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邦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上富电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许秀香、白云飞、赵秀红、孙成明、胡小军、崔强、张勇英、路顺、陈军、胡静丽、

刘媛、潘青梅、米进才、卢长军、锁景坤、朴雪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8046.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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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
条件和试验 第2部分:电气负荷

1 范围

GB/T28046的本部分描述了车辆上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电气环境负荷,并规定了试验及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 M、N、O类汽车电气电子系统/组件。L类车辆系统/组件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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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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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8046.1 道 路 车 辆  电 气 及 电 子 设 备 的 环 境 条 件 和 试 验  第 1 部 分:一 般 规 定

(GB/T28046.1—2011,ISO16750-1:2006,MOD)

GB/T28046.4—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4部分:气候负荷

(ISO16750-4:2006,MOD)

GB/T31465(所有部分) 道路车辆 熔断器[ISO8820(所有部分)]

3 术语和定义

GB/T28046.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试验和要求

4.1 一般规定

所有电压应在受试装置(DUT)的有效输入端子上进行测试,电压曲线在空载条件下形成。应符合

下列允差要求:
———频率和时间:±5%;
———电压:±0.2V;
———电阻:±10%。
试验线束宜采用实车线束,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注:各试验要求中功能状态等级的定义参见GB/T28046.1。

4.2 直流供电电压范围

4.2.1 目的

检验DUT在最低和最高供电电压范围内的性能。

4.2.2 试验

按表1或表2对DUT的有效输入端供电,并记录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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