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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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590《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的第7部分。GB/T3459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术语;
———第2部分:功能安全管理;
———第3部分:概念阶段;
———第4部分:产品开发:系统层面;
———第5部分:产品开发:硬件层面;
———第6部分:产品开发:软件层面;
———第7部分:生产、运行、服务和报废;
———第8部分:支持过程;
———第9部分:以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为导向和以安全为导向的分析;
———第10部分:指南;
———第11部分:半导体应用指南;
———第12部分:摩托车的适用性。
本文件代 替 GB/T34590.7—2017《道 路 车 辆  功 能 安 全  第 7 部 分:生 产 和 运 行》,与

GB/T34590.7—201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适用范围由“量产乘用车”更改为“除轻便摩托车外的量产道路车辆”(见第1章,2017年

版的第1章);
———增加了摩托车的适用性要求(见4.5);
———增加了载货汽车、客车、专用汽车、挂车的适用性要求(见4.6);
———更改了生产、运行、服务和报废计划的目的(见5.1,2017年版的5.1);
———更改了生产、运行、服务和报废计划的总则(见5.2,2017年版的5.2);
———更改了生产、运行、服务和报废计划的前提条件(见5.3.1,2017年版的5.3.1);
———更改了生产、运行、服务和报废计划的支持信息(见5.3.2,2017年版的5.3.2);
———更改了计划相关项及其要素的生产过程要考虑的内容(见5.4.1.1,2017年版的5.4.1.1);
———将“批量试生产”更改为“试生产”(见5.4.2,2017年版的5.4.2);
———更改了试生产过程和目标批量生产过程的差异目的(见5.4.2.2,2017年版的5.4.2.2);
———增加了报废的要求、紧急救援服务的要求[见5.4.3.1中的列项c)和d)];
———将“报警和降级概念”更改为“报警和降级策略”(见5.3.1、5.4.3.1、5.4.3.4,2017年版的

6.4.1.1、6.4.1.4);
———将“维护工具和手段”更改为“工具和设备”(见5.4.3.3,2017年版的6.4.1.3);
———增加了救援服务信息(见5.4.3.7、5.5.10);
———更改了生产相关前提条件(见6.3,2017年版的5.3.1);
———更改了测试设备应按照所采用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控制(见6.4.1.4,2017年版的5.4.3.4);
———更改了运行、服务和报废的目的(见7.1,2017年版的6.1);
———更改了运行、服务和报废的总则(见7.2,2017年版的6.2);
———更改了运行、服务和报废的前提条件(见7.3.1,2017年版的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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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修改采用ISO26262-7:2018《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第7部分:生产、运行、服务和报废》。
本文件与ISO26262-7:2018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34590.1—2022替换了ISO26262-1(见第3章,ISO26262-7的第3

章),以适应我国国情 ;
———更改了对T&B车辆的描述,由“卡车、客车、挂车和半挂车”更改为“载货汽车、客车、专用汽

车、挂车”(见4.6,ISO26262-7:2018的4.6),与GB/T3730.1—2022《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

术语和定义 第1部分:类型》中规定的车辆类型保持一致。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调整了范围中段落的顺序;
———将规范性引用的GB/T34590.12—2022列在第2章清单中;
———删除了ISO26262-7:2018的第3章中ISO和IEC维护的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网址;
———将ISO26262-7:2018中5.2的最后一段更改为列项;
———将ISO26262-7:2018的5.4.3.1j)更正为5.4.3.1i);
———删除了ISO26262-7:2018中的章条号6.3.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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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采埃孚汽车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耐世特汽车

系统(苏州)有限公司、东软睿驰汽车技术(沈阳)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舍弗勒(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华特时代电动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

有限公司、兴科迪科技(泰州)有限公司、北京宝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上海金脉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上海海拉电子有限公司、华霆(合肥)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有限公司、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波、祁新华、李欣然、付越、马芳平、魏芳、尚世亮、邵海贺、郭晓东、梁瑜、薛剑波、

庄萍、曲元宁、吕明、钱秋华、赵田丽、周宇、张会玲、张乐敏、李勇、史晓密、王志鹏、史婷、余建业、郭梦鸽、
劳力、陈磊、刘畅、黄雪生。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7年首次发布为GB/T34590.7—201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Ⅳ

GB/T34590.7—2022



引  言

  ISO26262是以IEC61508为基础,为满足道路车辆上电气/电子系统的特定需求而编写。

GB/T34590修改采用ISO26262,适用于道路车辆上由电子、电气和软件组件组成的安全相关系

统在安全生命周期内的所有活动。

安全是道路车辆开发的关键问题之一,汽车功能的开发和集成强化了对功能安全的需求,并且要求

提供满足功能安全目标的证明。

随着技术日益复杂、软件和机电一体化的广泛应用,来自系统性失效和随机硬件失效的风险逐渐增

加,这些都在功能安全的考虑范畴之内。GB/T34590通过提供适当的要求和流程来降低风险。

为了实现功能安全,GB/T34590:

a) 提供了一个汽车安全生命周期(开发、生产、运行、服务、报废)的参考,并支持在这些生命周期

阶段内对执行的活动进行剪裁;

b) 提供了一种汽车特定的基于风险的分析方法,以确定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ASIL);

c) 使用ASIL等级来定义GB/T34590中适用的要求,以避免不合理的残余风险;

d) 提出了对于功能安全管理、设计、实现、验证、确认和认可措施的要求;

e) 提出了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的要求。

GB/T34590针对的是电气/电子系统的功能安全,通过安全措施(包括安全机制)来实现。

GB/T34590也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该框架内可考虑基于其他技术(例如,机械、液压、气压)的安全相关

系统。

功能安全的实现受开发过程(例如,需求规范、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和配置)、生产过程、服务

过程和管理过程的影响。

安全问题与常规的以功能为导向和以质量为导向的活动及工作成果相互关联。GB/T34590涉及

与安全相关的开发活动和工作成果。GB/T34590包含12个部分。
———第1部分:术语。界定了GB/T34590所应用的术语和定义。
———第2部分:功能安全管理。描述了应用于汽车领域的功能安全管理的要求,包括独立于项目的

关于所涉及组织的要求(整体安全管理)以及项目特定的在安全生命周期内关于管理活动的

要求。
———第3部分:概念阶段。描述了车辆在概念阶段进行相关项定义、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功能安

全概念的要求。
———第4部分:产品开发:系统层面。描述了车辆在系统层面产品开发的要求,包括启动系统层面

产品开发总则、技术安全要求的定义、技术安全概念、系统架构设计、相关项集成和测试、安全

确认。
———第5部分:产品开发:硬件层面。描述了车辆在硬件层面产品开发的要求,包括硬件层面产品

开发的概述、硬件安全要求的定义、硬件设计、硬件架构度量的评估、因随机硬件故障而导致违

背安全目标的评估、硬件集成和验证。
———第6部分:产品开发:软件层面。描述了车辆在软件层面产品开发的要求,包括软件层面产品

开发的概述、软件安全要求的定义、软件架构设计、软件单元设计和实现、软件单元验证、软件

集成和验证、嵌入式软件测试、可配置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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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生产、运行、服务和报废。描述了车辆在生产、运行、服务和报废的要求,包括生产、

运行、服务和报废计划及具体要求。
———第8部分:支持过程。描述了对支持过程的要求,包括分布式开发的接口、安全要求的定义和

管理、配置管理、变更管理、验证、文档管理、使用软件工具的置信度、软件组件的鉴定、硬件要

素评估、在用证明、GB/T34590适用范围之外应用的接口、未按照GB/T34590开发的安全相

关系统的集成。
———第9部分:以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为导向和以安全为导向的分析。描述了关于ASIL剪裁的

要求分解、要素共存的准则、相关失效分析、安全分析等活动的要求。
———第10部分:指南。目的是增强对GB/T34590其他部分的理解,提供了GB/T34590中的关

键概念、安全管理的精选话题、概念阶段和系统开发、安全过程的要求结构(流程和顺序)、硬件

开发、独立于环境的安全要素、在用证明的示例、ASIL的分解、带安全相关可用性要求的系

统、关于“所使用软件工具的置信度”的分析、安全相关的特殊特性、故障树的构建和应用等方

面的指南。
———第11部分:半导体应用指南。提供了GB/T34590其他部分针对半导体开发的参考,包括半

导体组件及其分区、特定半导体技术和应用案例、如何使用数字失效模式进行诊断覆盖率评

估、相关失效分析、数字组件定量分析、模拟组件的定量分析、PLD组件定量分析等方面的

指南。
———第12部分:摩托车的适用性。描述了GB/T34590其他部分对摩托车适用性的要求,包括对

摩托车适用性的一般要求、安全文化、认可措施、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整车集成与测试、安全

确认。

GB/T34590基于V模型为产品开发的不同阶段提供参考过程模型,图1为GB/T34590的整体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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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阴影“V”表示 GB/T34590.3—2022、GB/T34590.4—2022、GB/T34590.5—2022、GB/T34590.6—2022、

GB/T34590.7—2022之间的相互关系。

  注2:对于摩托车:
———GB/T34590.12—2022的第8章支持GB/T34590.3—2022;
———GB/T34590.12—2022的第9章和第10章支持GB/T34590.4—2022。

  注3:以“m-n”方式表示的具体章条中,“m”代表特定部分的编号,“n”代表该部分章的编号。

    示例:“2-6”代表GB/T34590.2—2022的第6章。

图1 GB/T34590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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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第7部分:生产、运行、服务和报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车辆生产、运行、服务和报废的要求及相关计划活动。

本文件适用于安装在除轻便摩托车外的量产道路车辆上的包含一个或多个电气/电子系统的与安

全相关的系统。

本文件不适用于特殊用途车辆上特定的电气/电子系统,例如,为残疾驾驶者设计的车辆系统。

  注:其他专用的安全标准可作为本文件的补充,反之亦然。

已经完成生产发布的系统及其组件或在本文件发布日期前正在开发的系统及其组件不适用于本文

件。对于在本文件发布前完成生产发布的系统及其组件进行变更时,本文件基于这些变更对安全生命

周期的活动进行裁剪。未按照本文件开发的系统与按照本文件开发的系统进行集成时,需要按照本文

件进行安全生命周期的裁剪。

本文件针对由安全相关的电气/电子系统的功能异常表现而引起的可能的危害,包括这些系统相互

作用而引起的可能的危害。本文件不针对与触电、火灾、烟雾、热、辐射、毒性、易燃性、反应性、腐蚀性、

能量释放等相关的危害和类似的危害,除非危害是直接由安全相关的电气/电子系统的功能异常表现而

引起的。

本文件提出了安全相关的电气/电子系统进行功能安全开发的框架,该框架旨在将功能安全活动整

合到企业特定的开发框架中。本文件提供了为实现产品功能安全的技术开发要求,也提供了组织具备

相应功能安全能力的开发流程要求。

本文件不针对电气/电子系统的标称性能。

附录A概述了本文件的目标、前提条件和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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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590.1—2022 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第1部分:术语(ISO26262-1:2018,MOD)

GB/T34590.2—2022 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第2部分:功能安全管理(ISO26262-2:2018,

MOD)

  注:GB/T34590.2—2022被引用的内容与ISO26262-2:2018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GB/T34590.3—2022 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第3部分:概念阶段(ISO26262-3:2018,MOD)

  注:GB/T34590.3—2022被引用的内容与ISO26262-3:2018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GB/T34590.4—2022 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第4部分:产品开发:系统层面(ISO26262-4:2018,

MOD)

  注:GB/T34590.4—2022被引用的内容与ISO26262-4:2018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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