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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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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41901《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的第2部分。GB/T41901已发布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信息;
———第2部分:设计导则。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20077-2:2018《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2部分:设计导则》。
本文件与ISO20077-2:2018相比在结构上有调整,附录A列出了本文件与ISO20077-2:2018的

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本文件与ISO20077-2:2018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更改了ISO20077-2:2018第1章“范围”的表述,以适应我国国情;
———删除了ISO20077-2:2018第1章“范围”中车辆阶段的表述,以适应我国国情;
———更改了ISO20077-2:2018第3章的引导语,以适应我国国情;
———删除了ISO20077-2:2018第4章中部分缩略语,以适应我国国情;
———将ISO20077-2:2018中第9章的内容更改为本文件资料性附录B,该内容在我国尚不具备使

用基础,更改为资料性附录可以引导行业使用;
———将ISO20077-2:2018的附录A由“规范性”更改为本文件附录C“资料性”,该内容在我国尚不

具备使用基础,更改为资料性附录可以引导行业使用;
———将ISO20077-2:2018的附录B由“规范性”更改为本文件附录D“资料性”,该内容在我国尚不

具备使用基础,更改为资料性附录可以引导行业使用。
本文件还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将ISO20077-2:2018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中规则和基本原则的表述形式按我国的

行业习惯进行了修改;
———删除了ISO20077-2:2018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中规则和基本原则的版本号;
———删除了ISO20077-2:2018表2中注2;
———更改了ISO20077-2:2018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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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标致雪铁龙(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

乘用车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行、张亚楠、段嗣盛、褚景尧、金银敬、杨淼、张路、陆睿、王冬昕、李栋、刘帆、

李中豪、贺洪江、王川宿、徐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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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技术进步,产生了与车辆通信的新方式,不仅可以通过物理方式访问数字信息,也可以通过无

线方式访问数字信息。这些进步产生了“网联车辆”概念,并且在设计新功能时,需要减轻由于网联车辆

与外部世界产生新通信而带来的风险。本文件旨在规范网联车辆的概念和指导网联车辆的开发,

GB/T41901由2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信息。目的在于规范网联车辆的基本定义和概念。
———第2部分:设计导则。目的在于指导车辆制造厂开展网联车辆的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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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2部分:设计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网联车辆设计导则的规则与基本原则。
本文件适用于 M类、N类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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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1901.1 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1部分:通用信息(GB/T41901.1—2022,

ISO20077-1:2017,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419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本原则 basicprinciple
在设计网联车辆时所考虑的设计原则。

3.2
生命周期 lifecycle
车辆在其整个生命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包括设计、制造、客户使用、维护和回收等。

3.3
本地诊断协助者 localdiagnosticfacilitator
与远程技术人员保持通信,能够按照远程技术人员的要求进行操作并回答远程技术人员的问题,从

而帮助诊断的人员。
注:本地诊断协助者具备理解和描述车载仪器和信号装置显示内容的能力。

3.4
操作者 operator
在车辆内操作、控制或服务网联车辆的人。
示例:本地诊断协助者。

3.5
需求方 requester
向网联车辆制造厂提出新功能需求的企业或法人实体。
注1:在提交需求时,将作为售后服务提供商的车辆制造厂视为需求方。

注2:若车辆制造厂与网联车辆制造厂相同时,可以使用其内部需求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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