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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浙江制造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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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用车载执法取证终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警用车载执法取证终端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命名、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检验合格证、包装、运输与贮存、质量承诺与服务等。 

本标准适用于警用车载执法取证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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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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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3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5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13954—2009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 

GB/T 19951—2005  道路车辆-静电放电产生的电骚扰 试验方法 

GB/T 19666—2005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 

GB/T 21255—2007  机动车测速仪 

GB/T 31488—2015  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 

GA/T 497—2016  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 742-2016  移动式LED道路交通信息显示屏 

GA/T 832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QC/T 29106-2014  汽车电线束技术条件 

T/ZZB 0256—2017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 

GA 36-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255-2007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警用车载执法取证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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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警用车辆上，集成了监控摄像、雷达测速、卫星定位、4G无线传输、声光警示等功能和部件，

以视频流或图片方式记录周边道路车辆和人员情况,对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取证的电子设

备。 

4 分类和命名 

4.1 组成 

警用车载执法取证终端（以下简称取证终端）由安装在车顶的一体化集成设备，以及安装在车内的

车载工控机和平板控制器等组成。车顶一体化集成设备由警示灯、云台、摄像机、LED显示屏、硬盘录

像机、测速雷达等部件组成。 

4.2 命名 

取证终端的型号命名由产品名称代码、取证视频路数、扩展号等组成。 

    ＣＳ - □□ - □□□□ 

                             扩展号，由生产企业自定义； 

                             取证视频路数（用 01～99 表示）； 

                           产品名称代码，由两位英文字母CS表示。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研发 

5.1.1 产品应采用计算机辅助软件进行产品设计、三维模拟。 

5.1.2 取证终端应有通讯接口设计，应采用 RS485、LIN 总线、CAN 总线等，优先选用 CAN 总线。 

5.1.3 应采用三维设计、AI 深度学习、模拟仿真、压力测试等技术手段对产品进行设计、开发与仿真

试验。 

5.2 材料和零部件 

5.2.1 取证终端所用的材料应符合欧盟 RoHS 指令环保要求。 

5.2.2 取证终端选用的塑料材料应具有抗紫外线老化性能。 

5.2.3 取证终端选用的单片机等关键元器件应满足车级产品标准，电源模块等元器件应满足工业级标

准。 

5.2.4 取证终端所使用导线的阻燃性应符合 GB/T 19666 的要求，电线束应符合 QC/T 29106 的相关规

定。 

5.3 工艺装备 

5.3.1 布线工艺，取证终端内部导线应有保护，以保证这些导线不会接触到可能会引起导线绝缘损伤

的部件；当导线需穿越金属孔时，金属孔应进行倒角，不得有锋利的边缘，应在金属孔上加装护套。导

线应装有衬套，接线应布置整齐，使用线夹、电缆套、电缆卷或管道固定好，线束内的线路应编扎。 

5.3.2 端子与导线压接，采用全自动端子压接机进行压接。 

5.3.3 SMT 贴装焊接，焊接元件尺寸精度范围覆盖“0402 (1.0×0.5) mm-(18.7×18.7)mm” ，回流焊

炉至少含 8温区，SMT 贴装车间应具备去静电措施及无尘恒温操作环境，防止静电损伤。 

5.3.4 螺装工艺，采用螺距扳手、螺批等工装进行螺装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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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采用自动化喷涂机对印制板整件进行防潮绝缘漆喷涂。  

5.4 检验检测 

5.4.1 焊接生产流程应采用 AOI 在线测试仪对每块生产印制板贴装质量进行检验。 

5.4.2 生产过程应采用气密性检测仪检测相机和灯头部件的气密性。 

5.4.3 应具备电气性能试验、环境试验等试验能力；必须配备高低温、外壳防护能力、盐雾、振动等

试验设备和场所。 

6 技术要求 

6.1 使用环境条件 

——温    度：-20 ℃～+70 ℃ 

——相对湿度：45%～75%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6.2 外观要求 

各部件外表面应光洁、平整，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缝、变形等缺陷。金属机壳表面应有防锈、防

腐蚀涂层，金属零件不应有锈蚀。有显示屏的，显示应清晰、完整，不得有缺损现象。 

6.3 铭牌和标志符号 

取证终端应有铭牌，铭牌应符合如下规定： 

a） 铭牌应安装在主机表面，铭牌应安装牢靠； 

b） 铭牌上应标出制造商信息、产品中文名称、型号、设备编号等内容。 

c） 具备测速功能的产品，标识上还应标注使用条件，包括：测速范围、测定角度和测定区域等。 

6.4 电气性能 

6.4.1 电源电压适应性 

在按表1给出的电源电压波动范围进行电压适应性试验时，取证终端应能正常工作。 

表1 电气性能试验参数 

单位为伏特 

标称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波动范围 极性反接试验电压 过电压 

12 9～16 14±0.1 24 

6.4.2 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在表1规定的电源电压极性反接试验下，取证终端应能承受1 min的极性反接试验，除熔断器外(允

许更换烧坏熔断器)不应有其他电气故障。 

试验后取证终端的视频图像采集、记录、数据通信、显示等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6.4.3 耐电源过电压性能 

在表1规定的过电压下，取证终端应能承受1 min的电源过电压试验。 

试验后取证终端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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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断电保护性能 

断电时，取证设备应进入自动保护状态，断电前存储图片或视频数据不应丢失。 

6.5 主要部件要求 

6.5.1 警示灯 

6.5.1.1 光源类型 

取证终端中的光源应采用大功率、高光效发光二极管（LED）。 

6.5.1.2 发光方式 

取证终端主光源的发光方式可采用旋转方式、频闪方式、脉冲方式、变频方式和多灯循环方式。 

6.5.1.3 色度性能 

警示灯色度性能应符合GB 13954-2009中5.6的要求。 

6.5.1.4 发光强度 

警示灯发光强度应符合T/ZZB 0256—2017中6.8.3的要求。 

6.5.1.5 闪烁特性 

警示灯闪烁特性应符合GB 13954-2009中5.8的要求。 

6.5.2 云台摄像机 

6.5.2.1 云台旋转角度和速度 

云台水平方向连续旋转角度应大于360°。云台垂直方向最大仰角大于或等于90°；最大俯角应大

于或等于15°。 

云台水平方向旋转速度应在0°/s～220°/s范围内可调；垂直方向旋转速度应在0°/s～90°/s范

围内可调。 

6.5.2.2 摄像机镜头 

采用可变焦镜头，可以实现目标监控场景范围的放大或缩小。 

6.5.2.3 全景摄像机 

安装在警示灯内的多个定焦摄像机，监控范围能覆盖车辆周围360°。 

6.5.3 LED 显示屏 

6.5.3.1 亮度 

LED显示屏以最高亮度显示时，亮度值应大于等于表2规定。 

表2 移动信息屏各方向亮度最小限值 

垂直角度 

（测量轴上下） 

水平角度 

（测量轴左右） 

移动信息屏发光亮度 

c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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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0° 0° 4000 

±10° 0° 2000 

0° ±15° 2000 

0° ±30° 500 

6.5.3.2 显示内容 

LED显示屏应能显示汉字、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及简单图形。 

6.5.3.3 显示方式 

LED显示屏应具有清屏（全黑）、静止显示、左移、滚屏显示、闪烁等显示方式。 

6.5.4 无线平板控制器 

6.5.4.1 警灯警报器控制 

可开启或关闭警灯，控制警音开启或关闭，并可以选择警音。 

6.5.4.2 云台球机控制 

控制云台球机上下左右旋转和焦距调整。 

6.5.4.3 视频画面显示 

实时显示摄像机的监控画面。 

6.5.4.4 LED 显示屏控制 

控制LED显示屏显示的内容、显示方式。 

6.5.4.5 取证和测速功能控制 

控制取证和测速功能相关的软硬件参数，及具体软件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6.6 功能性能 

6.6.1 自检功能 

取证终端在通电开始工作时，应首先进行自检，自检正常后应以绿色常亮或显示屏显示等方式指示

工作正常，如有故障则应以红闪信号或显示屏显示等方式指示故障信息。 

6.6.2 计时功能 

应具备自动校时功能，取证终端时钟与北京时间的 24h 计时误差不超过 1.0s。 

6.6.3 取证功能 

6.6.3.1 取证方式 

设备应具备以下取证方式： 

a) 全过程取证； 

b) 人工识别违法行为手动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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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备识别违法行为自动取证。 

6.6.3.2 编码格式 

视频应采用H.264或H.265编码，以MP4格式存储。图片编码格式应符合GA/T 832的要求。 

6.6.3.3 分辨率 

视频、图片分辨率应不小于（1920×1080）像素点。 

6.6.3.4 视频帧速率 

视频帧速率应不小于15fps。 

6.6.3.5 视频质量 

视频应流畅，具备昼夜光线及环境背景变化的适应能力，且能在逆光、强光、路灯照明、汽车前照

灯照明等光照条件下清晰成像，清晰度应能满足人工对机动车车型、车身颜色、号牌号码以及现场状况

认定的要求。 

6.6.3.6 数据存储 

6.6.3.6.1 取证终端存储容量应不小于 8h 视频录像要求。超过最大存储容量时循环覆盖。 

6.6.3.6.2 具有多路视频监控功能的取证终端，各路视频应按通道分别存储；对于具有录音功能的取

证终端，音视频应同步录制和存储。 

6.6.4 数据传输功能 

6.6.4.1 数据传输方式 

取证终端应具备现场数据下载和联网数据无线传输功能。 

6.6.4.2 通信接口 

取证设备应具备SD卡存贮接口、USB等通用通信接口。 

6.6.5 卫星定位功能 

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取证终端应优先使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定位模块确定的地理位置与实际位置的偏差不大于 15m，位置更新频率不低于 1Hz； 

b) 在取证时，能将所在地的卫星定位信息（经度、纬度或中文地址等）记录并叠加到图片上。 

6.7 违法取证性能要求 

6.7.1 违法取证的特殊要求 

对机动车行（停）驶情况取证时，视频证据中应能清晰辨别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过程，包括场景、

机动车全景特征和行驶轨迹等，记录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过程的视频流时间应大于5s，并满足对违法行

为认定的要求。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图片证据应符合GA/T 832的要求。 

6.7.2 违法行为自动识别取证功能 

取证终端应能根据需要对以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取证： 

a） 机动车超速行驶的，且车辆捕获率应不小于 95%（静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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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机动车逆向行驶的，且车辆捕获率应不小于 90%（静止模式）； 

c） 机动车占用应急车道的，且车辆捕获率应不小于 90%（动态模式）； 

d） 机动车违法停车的，且车辆捕获率应不小于 90%（动态模式）； 

e） 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且车辆捕获率应不小于 90%（动态模式）； 

6.7.3 车辆号牌识别 

在记录通行车辆图像的同时，系统应能自动识别车辆号牌，识别号牌的范围应包括GA 36规定的号

牌（摩托车号牌、低速车号牌、临时号牌、拖拉机号牌除外）、新能源车牌、武警汽车号牌和军队汽车

号牌等。在取证终端静止模式下，号牌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90%。 

6.7.4 人脸识别 

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取证终端，人脸识别功能应符合GB/T 31488的要求。在取证终端静止模式下，

人脸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90%。 

6.8 目标捕获率 

6.8.1 在取证终端静止模式下，通过监测点的车牌图像捕获率应不小于 95%。 

6.8.2 在取证终端静止模式下，通过监测点的人脸图像捕获率应不小于 95%。 

6.9 测速性能要求 

6.9.1 具备测速功能的取证终端，应满足测速性能指标。 

6.9.2 静态测速范围 

取证终端静态测速范围应至少满足20km/h～180km/h。 

6.9.3 道路实测误差 

取证终端在标注的使用条件下： 

a) 当机动车速度小于 100km/h 时，道路实测误差平均值应不超过-4km/h～0km/h； 

b) 当机动车速度大于或等于 100km/h 时，道路实测误差平均值应不超过机动车速度的-4%～0%。 

6.9.4 响应时间 

取证终端的车牌识别响应时间应不大于0.5s。 

6.10 气候环境适应性 

6.10.1 耐高温性能 

取证终端耐受高温高电压试验后，应无任何电气故障，机壳、插接器等不应有严重变形；取证功能、

数据存储功能应保持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6.10.2 耐低温性能 

取证终端耐受低温低电压试验后，应无任何电气故障，机壳、插接器等不应有严重变形；取证功能、

数据存储功能应保持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6.10.3 耐恒定湿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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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证终端耐受恒定湿热试验后，应无任何电气故障，机壳、插接器等不应有严重变形；取证功能、

数据存储功能应保持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6.10.4 耐盐雾腐蚀性能 

取证终端安装在车外的部件耐受盐雾腐蚀试验后，其表面不应有严重锈蚀情况。 

6.11 外壳防护等级 

安装在车外的部件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 4208中IP65的要求。 

试验后取证终端的各项功能应保持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6.12 机械环境适应性 

6.12.1 耐振动性能 

取证终端耐受振动试验后，应无永久性结构变形；零部件应无损坏；应无电气故障，紧固部件应无

松脱现象，插头、通信接口等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或接触不良现象；其设备功能、数据存储功能应保持正

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6.12.2 耐冲击性能 

取证终端耐受冲击试验后，应无永久性结构变形；零部件应无损坏；应无电气故障，紧固部件应无

松脱现象，插头、通信接口等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或接触不良现象；其设备功能、数据存储功能应保持正

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6.13 静电放电抗扰度 

对正常工作状态的取证终端进行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试验等级为2级。试验中及试验后不应出现

电气故障，试验结果评定应符合GB/T 17626.2-2018标准中B级要求，即允许其基本功能暂时降低或丧失，

但在试验后应能自行恢复正常，系统内已贮存的数据不应丢失。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环境 

如在有关条文没有说明时，则各项试验均在下述大气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0℃～35℃ 

——相对湿度：45%～90%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7.2 外观检查 

目测取证终端外观，应符合6.2的要求。 

7.3 铭牌和标志符号检查 

目测取证终端铭牌和标志符号，符合6.3的要求。 

7.4 电气性能测试 

7.4.1 电源电压适应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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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证设备标称电源电压为12V时，将供电电压调至9 V和16 V，分别连续工作1h，进行视频录像、图

像抓拍等功能操作，检查取证终端的功能。 

7.4.2 耐电源极性反接试验 

对取证终端的电源线施加与标称电源电压极性相反的试验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12 V时，施加14 V

±0.1 V的反向电压，试验持续时间均为1 min。试验后检查取证终端的功能。 

7.4.3 耐电源过电压试验 

取证终端标称电源电压为12V时，对其施加24V的工作电压，试验持续时间均为1min。试验后检查取

证终端的功能。 

7.4.4 断电保护试验 

将存有数据的取证终端接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连续断电3天后，检查取证设备记录的实时时间

及其存储的数据信息。 

7.5 主要部件测试 

7.5.1 警示灯测试 

7.5.1.1 光源类型测试 

目视检查取证终端光源部件，结果应符合6.5.1.1的要求。 

7.5.1.2 发光方式测试 

操作取证终端主光源，其发光方式应符合6.5.1.2的要求。 

7.5.1.3 色度性能测试 

色度性能测试方法应符合GB 13954—2009中6.4的规定。 

7.5.1.4 发光强度测试 

发光强度测试方法符合T/ZZB 0256—2017中7.5的规定。 

7.5.1.5 闪烁特性测试 

闪烁特性测试方法应符合GB 13954—2009中6.6的规定。 

7.5.2 云台摄像机测试 

7.5.2.1 云台旋转角度和速度检查 

操作云台作水平回转和俯仰，用测角规测量水平回转角，用微型经纬仪测量俯仰角，同时用秒表测

量相应角度变化所需要的时间，计算出相应的变角速率，结果应符合6.5.2.1的规定。 

7.5.2.2 摄像机镜头检查 

进行摄像机镜头控制，目视检查镜头和监控画面。 

7.5.2.3 全景摄像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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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平板控制器，目视检查监控范围。 

7.5.3 LED 显示屏检查 

7.5.3.1 亮度检测 

亮度检测方法应符合GA/T 742-2016中6.3.2的规定。 

7.5.3.2 显示内容和显示方式检测 

显示内容和显示方式检测方法应符合GA/T 742-2016中6.5的规定。 

7.5.4 平板控制器检查 

7.5.4.1 警灯警报器控制检查 

平板上打开APP软件，在快速出警界面上，可开启警灯、关闭警灯，警灯应开启或关闭，在配置界

面上，选择不同的警音后，在快速出警界面上可开启对应的警音、关闭对应的警音，喇叭应发出警音，

按住喊话按钮，进行喊话，喇叭应发出相应的声音。 

7.5.4.2 云台球机控制检查 

平板上打开APP软件，在云台球机界面上，按向上按钮，可控制云台向上旋转；按向下按钮，可控

制云台向下旋转；按向左按钮，可控制云台向左旋转；按向右按钮，可控制云台向右旋转；按加按钮，

可控制云台球机变倍+；按减按钮，可控制云台球机变倍-。 

7.5.4.3 视频画面显示检查 

平板上打开APP软件，在快速出警界面上，可显示4路摄像模组的视频画面，在云台球机界面上，可

显示云台球机的视频画面。 

7.5.4.4 LED 显示屏控制检查 

平板上打开APP软件，在配置界面上，可输入显示内容，并勾选显示方式后，LED显示屏应按显示内

容和显示方式的要求显示。 

7.5.4.5 取证和测速功能控制检查 

平板上打开APP软件，在软件界面上进行参数修改和功能的开启及关闭等操作，目视检查。 

7.6 车载视频记录取证终端功能性能测试 

7.6.1 自检功能检查 

目视检查取证终端正常工作状态的指示方式。通过断开视频图像采集单元、数据存储处理单元连接

等方式模拟取证终端出现故障，目视检查取证终端故障状态的指示方式。 

7.6.2 计时功能检查 

取证终端连续工作24h，将取证终端计时与标准计时比对，计算计时误差。 

7.6.3 取证功能检查 

7.6.3.1 取证方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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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车测试，目视检查。 

7.6.3.2 编码格式检查 

通过计算机和相关播放软件检查视频和图片编码格式。 

7.6.3.3 分辨率检查 

通过计算机和相关播放软件检查视频和图片分辨率。 

7.6.3.4 视频帧速率检查 

通过计算机和相关播放软件检查视频帧速率。 

7.6.3.5 视频质量检查 

分别在逆光、强光等光照条件下，以及在自然光照度不高于30lux的夜间通过路灯照明、汽车前照

灯照明等光照条件下进行视频录像，用计算机和相关播放软件播放取证终端记录的视频，目测检查清晰

度。 

7.6.3.6 数据存储检查 

目视或通过计算机检查取证设备存储容量,录制1 min视频,检查视频文件大小,计算存储8 h视频所

需容量。 

目视、操作检查取证设备存储器类型和存储通道。 

7.6.4 数据传输检查 

7.6.4.1 数据传输方式检查 

人工现场数据下载，并通过计算机检查下载日志信息。 

用计算机模拟指定数据中心，并通过无线网络与取证终端连接，测试联网数据传输功能。测试中可

模拟网络中断故障。 

7.6.4.2 通信接口检查 

目视检查通信接口。 

7.6.5 卫星定位功能测试 

按说明书操作并目视检查卫星定位功能。 

定位精度测试设备的RTK平面定位精度应不低于：加常数为1cm，乘常数为基准站与流动站距离的百

万分之一。 

将被测取证终端按使用状态安装在试验车辆上，在完成定位和置信区间不小于95%条件下，通过载

波相位差分（RTK）方式，测试取证终端的最大定位误差，测试时试验车辆以不低于20km/h的速度行驶，

连续测试时间不小于1h，测试路段无连续弯道，无明显影响连续定位的屏蔽或干扰。 

7.7 违法取证性能要求检查 

7.7.1 违法取证的特殊要求检查 

进行实车测试，目视检查各类违法取证情况。 

7.7.2 违法行为自动识别取证功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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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车安装测试，逐项检查取证终端能否根据需要对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

取证。在6.3c）标注的使用条件下，每种违法行为对模拟的测试车辆进行不少于100次的抓拍，并统计

违法车辆的抓拍捕获率。 

7.7.3 车辆号牌识别功能试验 

按照GA/T 497-2016中5.4.3规定的方法检测车辆号牌识别功能。 

7.7.4 人脸识别功能试验 

按照GB/T 31488-2015中7.2.2、7.2.3、7.2.4规定的方法检测人脸识别功能。 

7.8 目标捕获率试验 

7.8.1 在 6.3c）标注的使用条件下，统计不少于 100 辆通过监测点的车辆及对应的抓拍图片数量，统

计车辆捕获率。 

7.8.2 在 6.3c）标注的使用条件下，统计不少于 100 位通过监测点的人员及对应的抓拍图片数量，统

计人脸捕获率。 

7.9 测速性能试验 

7.9.1 试验用标准速度仪的准确度应 3 倍以上于被检测速仪。 

7.9.2 静态测速试验 

将取证终端静止安装调试完毕。 

试验时，测量车分别以20km/h±2km/h和120km/h±3km/h（一般公路用取证终端）或180 km/h±5 km/h

（高速公路用取证终端）行驶，检查取证终端的静态测速范围。 

7.9.3 道路实测误差试验 

将取证终端安装调试完毕，将标准速度仪安装于测量车上。 

试验时，测量车分别以20km/h、60km/h、90km/h和120km/h（一般公路用取证终端）附近速度点或

20km/h、60km/h、90km/h、120km/h、150km/h附近速度点和150km/h以上速度（高速公路用取证终端）

行驶，每个速度点行驶3次，比对每一次取证终端的速度测定值和标准速度仪的速度标准值，计算取证

终端测速误差。 

7.9.4 响应时间试验 

通过测试软件或以测量车行驶方法检查取证终端的响应时间。 

7.10 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 

7.10.1 高温试验 

7.10.1.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2的要求。 

7.10.1.2 试验方法 

预处理：取证设备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接入1.25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 



T/ZZB XXXXX—2019 

15 

将连接完毕的取证设备放入高温试验箱，在70℃±2℃的温度下连续通电工作8h。试验中及试验后

检查取证设备的外观、主要功能和数据记录。 

7.10.2 低温试验 

7.10.2.1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GB/T 2423.1的要求。 

7.10.2.2 试验方法 

预处理：取证设备按正常工作方式接人信号，接人0.75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 

将连接完毕的取证设备放入低温试验箱，在-20℃±2℃的温度下连续通电工作8h。试验中及试验后

检查取证设备的外观、主要功能和数据记录。 

7.10.3 恒定湿热试验 

7.10.3.1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GB/T 2423.3的要求。 

7.10.3.2 试验方法 

预处理：取证设备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 

将连接完毕并处于不通电状态的取证设备放入试验箱。取证设备在干球温度为40℃±2℃，相对湿

度为90%～95%环境中保持24h后，接通取证设备标称电源电压，在正常工作状态再保持24h。试验中及试

验后检查取证设备的外观、主要功能和数据记录。 

7.10.4 盐雾试验 

将取证设备以正常工作位置放入试验箱内。试验箱温度为35℃±2℃，盐雾溶液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5%±0.1%，盐雾沉降率为1.0mL/(h·80cm
2
)～2.0mL/(h·80cm

2
)，在48h内每隔45min喷雾15min进行试验。

试验后用流水清洗掉试样表面的沉积物，然后在室温中恢复放置1h。试验后检查取证设备的外观。 

7.11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按GB 4208规定的方法进行外壳防护试验，试验时取证设备不通电，试验后检查取证设备的主要功

能和数据记录。 

7.12 机械环境适应性试验 

7.12.1 振动试验 

7.12.1.1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GB/T 2423.10的要求。 

7.12.1.2 试验方法 

预处理：取证设备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 

将连接完毕处于工作状态的取证设备整机安装在振动试验台上，在上下方向上进行扫频振动试验，

扫频速度为loct/min，频率为5Hz～300Hz，其中5Hz～22Hz频段范围内，振幅为2.5mm，加速度为2.5m/s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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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z～300Hz频段范围内时，振动加速度值为20m/s
2
，X、Y、Z每个方向试验1h。试验后检查取证设备的

外观、主要功能和数据记录。 

7.12.2 冲击试验 

7.12.2.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5的要求。 

7.12.2.2 试验方法 

预处理：取证设备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 

将连接完毕并处于工作状态的取证设备整机安装在试验台上，在X、Y、Z三方向分别进行峰值加速

度为490m/s
2
，脉冲持续时间为11ms的半正弦波脉冲击3次。试验后检查取证设备的外观、主要功能和数

据记录。 

7.13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7.13.1 试验设备 

车载试验用静电放电发生器应符合GB/T 19951-2005中第4章的要求。 

7.13.2 试验方法 

试验时取证终端处于工作状态，机壳按使用要求接地。按GB/T 19951-2005中第5章规定的方法，对

取证终端进行直接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试验，试验等级为Ⅱ级。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取证终端的主要功

能和数据记录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1# 2# 

1 外观 6.2 7.2 √ √ √ 

2 铭牌和标志符号 6.3 7.3 √ √ √ 

3 

电气性能 

电源电压适应性 6.4.1 7.4.1 √ √ √ 

4 耐电源极性反接 6.4.2 7.4.2 √ √ √ 

5 耐电源过电压 6.4.3 7.4.3 √ √ √ 

6 断电保护 6.4.4 7.4.4 √ √ √ 

7 

主要部件 警示灯 

光源类型 6.5.1.1 7.5.1.1 √   

8 发光方式 6.5.1.2 7.5.1.2 √   

9 色度性能 6.5.1.3 7.5.1.3 √   

10 发光强度 6.5.1.4 7.5.1.4 √   

11 闪烁特性 6.5.1.5 7.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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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云台摄

像机 

云台旋转角度和速度 6.5.2.1 7.5.2.1 √   

13 摄像机镜头 6.5.2.2 7.5.2.2 √   

14 全景摄像机 6.5.2.3 7.5.2.3 √   

15 
LED 显

示屏 

亮度 65.3.1 7.5.3.1 √   

16 显示内容 6.5.3.2 7.5.3.2 √   

17 显示方式 6.5.3.3 7.5.3.2 √   

18 

无线平

板控制

器 

警灯警报器控制 6.5.4.1 7.5.4.1 √  √ 

19 云台球机控制 6.5.4.2 7.5.4.2 √  √ 

20 视频画面显示 6.5.4.3 7.5.4.3 √  √ 

21 LED 显示屏控制 6.5.4.4 7.5.4.4 √  √ 

22 取证和测速功能控制 6.5.4.5 7.5.4.5 √  √ 

23 

功能性能 

自检功能 6.6.1 7.6.1 √  √ 

24 计时功能 6.6.2 7.6.2 √   

25 取证功能 6.6.3 7.6.3 √   

26 数据传输功能 6.6.4 7.6.4 √  √ 

27 卫星定位 6.6.5 7.6.5 √  √ 

28 

违法取证

性能要求 

违法取证的特殊要求 6.7.1 7.7.1 √   

29 违法行为自动识别取证功能 6.7.2 7.7.2 √   

30 车辆号牌识别 6.7.3 7.7.3 √  √ 

31 人脸识别 6.7.4 7.7.4 √  √ 

32 目标捕获率 6.8 7.8 √   

33 

测速性能 

静态测试范围 6.9.2 7.9.2 √   

34 道路实测误差 6.9.3 7.9.3 √   

35 响应时间 6.9.4 7.9.4 √   

36 

气候环境

适应性 

高温试验 6.10.1 7.10.1  √  

37 低温试验 6.10.2 7.10.2  √  

38 恒定湿热试验 6.10.3 7.10.3  √  

39 盐雾试验 6.10.4 7.10.4  √  

40 外壳防护等级 6.11 7.11  √  

41 机械环境

适应性 

振动试验 6.12.1 7.12.1  √  

42 冲击试验 6.12.2 7.12.2  √  

43 电磁兼容 静电放电抗扰度 6.13 7.13 √   

8.2 型式检验 

8.2.1 样品数量和要求 

进行型式检验需由申请产品型式检验者提供： 

——使用说明书，说明书中应给出详细的操作、安装、维护和维修说明、接线图或电气原理图，还

应给出会影响使用者人身安全的有关提示信息以及产品适合安装的车辆类型； 

——试验用取证终端 2 台以及其它试验用部件。 

8.2.2 型式检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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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设计定型或生产定型时；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核心部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停产一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2.3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按照表3的规定。 

8.2.4 合格判定 

全部项目符合要求则判定合格。 

8.3 出厂检验 

8.3.1 抽样方法 

取证终端在出厂时均应进行出厂检验，逐个进行。 

8.3.2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按照表3的规定。 

8.3.3 抽样方法 

逐个进行。 

8.3.4 判定原则 

若检验结果全部符合要求，则该批产品为合格产品；若检验结果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按情况进行

返工或返修。 

9 标志、检验合格证、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取证终端应有清晰的标志： 

a) 型号或规定的代号 

b) 制造厂的厂名或商标 

c) 额定输入电压 

d) 保险丝管额定电流 

e) 直流电源的极性 

9.2 检验合格证 

每台出厂的取证终端必须要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检验合格证应有如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种类； 

b） 制造单位名称； 

c） 执行的产品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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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出厂检验结论、检验日期； 

e） 检验员签名或检验代号； 

9.3 包装、运输、贮存 

9.3.1 包装箱应能防湿、防尘，而包装箱内应有产品说明书，产品合格证书。 

9.3.2 包装箱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数量以及日期等，包装箱上符合 GB/T 191 规定的相应运输要求

标志。 

9.3.3 包装成箱的取证终端，应避免剧烈冲击、雨雪直接淋袭曝晒的条件下，可用任何运输工具运输。 

9.3.4 包装成箱的取证终端应在环境温度为-10℃～40℃，通风条件良好的库房内保存。 

10 质量承诺与服务 

10.1 产品保修 

取证终端产品保修期为1年（自发货日起的12个月内）。保修期内，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产品出现

任何故障由厂家负责提供免费维修（免材料费和维修费）。 

10.2 售后服务要求和响应速度 

10.2.1 售后服务网点 

生产厂家应在中国各省会城市设立不小于 15 个不重复的固定维修网点，各维修网点配备专业维修

服务人员和常用维修配件，设立 400 服务电话通过企业网站及售出产品上对客户进行公布，并提供全天

24 h 在线响应。 

10.2.2 售后服务响应速度 

10.2.2.1 对用户提出的报修，生产厂家将在 4 h 内响应处理，简单的故障，厂家可通过电话进行技术

指导，快速处理的方式进行故障排除；如无法快速处理故障，8 h 之内给予回复处理意见及维修完成时

间。 

10.2.2.2 对于在服务网点市区内的，1 个工作日内到达现场开展维修；在服务网点省内的，3个工作

日内到达现场开展维修；与服务网点跨省范围的，5 个工作日内到达现场开展维修；西藏、青海、甘肃、

宁夏、新疆、内蒙古区域范围的故障报修，生产厂家在 7 个工作日内到达现场开展维修。厂家应指派所

在区域的服务人员提供上门维修服务或将产品退回厂家进行维修、更换返还服务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