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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的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能够燃用汽油或柴油燃料、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3 500kg的M1类车辆。 

本标准不适用于仅燃用气体燃料或醇类燃料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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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19233 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3 型式认证的申请 

3.1 对某一车型燃料消耗量的型式认证申请应由制造厂或其法定代表人提出。 

3.2 申请时应附有下述文件及详细资料（如果有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幅面 A4，

一式三份： 

3.2.1 本标准附录 A 规定的发动机系统特征说明。 

3.2.2 本标准附录 B 规定的燃料消耗量型式认证申请报告，但不填写其中 B.9 和 B.10 章的内容。 

3.3 应向负责型式认证试验的检测机构提交一辆代表认证车型的样车。 

4 燃料消耗量的测定 

燃料消耗量的测定应按GB/T 19233进行。 

5 型式认证值的确定和记录 

5.1 负责型式试验的检测机构按 GB/T 19233 确定燃料消耗量的型式认证值（综合燃料消耗量）。 

5.2 将 5.1 确定的型式认证值与第 6 章表 1 或表 2 中的相应限值进行比较，并将型式认证值和比较

结果记录在附录 B 规定的燃料消耗量型式认证报告中。 

6 燃料消耗量限值 

6.1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的限值见表 1。 



  

6.2 装有非手动档变速器或具有三排及三排以上座椅
1)
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见表 2。 

表1 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1 

整车整备质量（CM） 

kg 

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 

L/100km 

CM≤750 5.2 

750＜CM≤865 5.5 

865＜CM≤980 5.8 

980＜CM≤1090 6.1 

1090＜CM≤1205 6.5 

1205＜CM≤1320 6.9 

1320＜CM≤1430 7.3 

1430＜CM≤1540 7.7 

1540＜CM≤1660 8.1 

1660＜CM≤1770 8.5 

1770＜CM≤1880 8.9 

1880＜CM≤2000 9.3 

2000＜CM≤2110 9.7 

2110＜CM≤2280 10.1 

2280＜CM≤2510 10.8 

2510＜CM 11.5 

表2 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2 

整车整备质量（CM） 

kg 

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 

L/100km 

CM≤750 5.6 

750＜CM≤865 5.9 

865＜CM≤980 6.2 

980＜CM≤1090 6.5 

1090＜CM≤1205 6.8 

1205＜CM≤1320 7.2 

1320＜CM≤1430 7.6 

1430＜CM≤1540 8.0 

1540＜CM≤1660 8.4 

1660＜CM≤1770 8.8 

1770＜CM≤1880 9.2 

1880＜CM≤2000 9.6 

2000＜CM≤2110 10.1 

2110＜CM≤2280 10.6 

2280＜CM≤2510 11.2 

                                                        
1) 只要具有可使用的座椅安装点，就算“座位”存在。 



  

2510＜CM 11.9 

7 生产一致性 

车辆燃料消耗量应满足GB/T 19233 有关生产一致性的要求。 

8 更改和认证扩展 

对已认证车型的更改，应通知批准认证的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可以作出如下决定： 

a) 认为所作的更改不会影响更改车型的燃料消耗量，则该车型的认证依然适用于更改车型。 

b) 需要检验机构按照 GB/T 19233 规定提交经更改车型的型式认证报告。 

9 执行日期 

对新认证车，执行日期为2016年1月1日；对在生产车，执行日期为2017年1月1 日。 



  

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发动机系统特征说明 

A.1 发动机 

A.1.1 制造厂：．．．．．．．．．．．．．．．．．．．．．．．．．．．．．．．．．．．．．．．．．．．．．．．．．．．．．．．．．．．．．．．．．．．．．．．．．．． 

制造厂的发动机型号：．．．．．．．．．．．．．．．．．．．．．．．．．．．．．．．．．．．．．．．．．．．．．．．．．．．．．．．．．．．．．． 

A.1.2 内燃机 

A.1.2.1 发动机特性资料 

A.1.2.1.1 工作原理：点燃式/压燃式，四冲程/二冲程
2)
 

A.1.2.1.2 气缸数目、排列和点火次序：．．．．．．．．．．．．．．．．．．．．．．．．．．．．．．．．．．．．．．．．．．．．．．．．．．．．．． 

A.1.2.1.3 缸径 
3)
：．．．．．．．．．．．．．．．mm 

A.1.2.1.4 行程 
2)
：．．．．．．．．．．．．．．．mm 

A.1.2.1.5 发动机排量 
4)
：．．．．．．．．．．．．．．．cm3 

A.1.2.1.6 容积压缩比
5)
  ：．．．．．．．．．．．．．．． 

A.1.2.1.7 燃烧室、活塞顶图样：．．．．．．．．．．．．．．．．．．．．．．．．．．．．．．．．．．．．．．．．．．．．．．．．．．．．．．．．．．．． 

A.1.2.1.8 怠速转速
4)
：．．．．．．．．．．．．．．．．r/min 

A.1.2.1.9 制造者规定的发动机怠速时排气中一氧化碳的容积含量 
2)
（仅对点燃式发动机）：．．．．．．．．% 

A.1.2.1.10 在．．．．．．．．r/min下的最大净功率 ：．．．．．．．．kW  

A.1.2.2 燃料：柴油/无铅汽油
 1)
： 

A.1.2.3 无铅汽油，RON：．．．．．．．．．．．．．．．． 

A.1.2.4 燃油供给 

A.1.2.4.1 化油器式：是/不是
 1)
 

A.1.2.4.1.1 厂牌：．．．．．．．．．．．．．．．．．．．．．．． 

A.1.2.4.1.2 型号：．．．．．．．．．．．．．．．．．．．．．．． 

A.1.2.4.1.3 装用数量：．．．．．．．．．．．．．．．．．．． 

A.1.2.4.1.4 调整 
4)
 

A.1.2.4.1.4.1 量孔：．．．．．．．．．．．．．．．．．．．．． 

A.1.2.4.1.4.2 喉管：．．．．．．．．．．．．．．．．．．．．． 

A.1.2.4.1.4.3 浮子室油面：．．．．．．．．．．．．．．．  或依据空气流量绘制的供油曲线，以及 

A.1.2.4.1.4.4 浮子质量：．．．．．．．．．．．．．．．．．  为保持至该曲线所需要的设定值 

A.1.2.4.1.4.5 浮子针阀：．．．．．．．．．．．．．．．．． 

A.1.2.4.1.5 冷起动系统：自动/手动 
1)
 

A.1.2.4.1.5.1 工作原理：．．．．．．．．．．．．．．．．．．．．．．．．．．．．．．．．．．．．．．．．．．．．．．．．．．．．．．．．．．．．．．．．． 

A.1.2.4.1.5.2 操作限制/设定 
1) 4)

：．．．．．．．．．．．．．．．．．．．．．．．．．．．．．．．．．．．．．．．．．．．．．．．．．．．．．．．． 

                                                        
2) 删去不适用者。 

3) 圆整至最近的十分之一毫米。 

4) 以π=3.1416 计算并圆整至最近的 cm3。 

5) 规定其允差。 



  

A.1.2.4.2 燃料喷射式（仅指压燃式）：是/不是 
1)
 

A.1.2.4.2.1 系统说明：．．．．．．．．．．．．．．．．．．．．．．．．．．．．．．．．．．．．．．．．．．．．．．．．．．．．．．．．．．．．．．．．．．． 

A.1.2.4.2.2 工作原理：直喷式/予燃室式/涡流燃烧室式 
1)
 

A.1.2.4.2.3 喷油泵 

A.1.2.4.2.3.1 厂牌：．．．．．．．．．．．．．．．．．．．．．． 

A.1.2.4.2.3.2 型号：．．．．．．．．．．．．．．．．．．．．．． 

A.1.2.4.2.3.3 最大供油量： 
1) 4)

．．．．．．．．mm3/冲程，或者在泵的转速为．．．．．．．．r/min下，．．．．．．．． 

mm3/循环，或者以供油/特性曲线表示：．．．．．．．．．．．．．．．．．．．．．．．．．．．．．．．．．．．．．．．．．．． 

A.1.2.4.2.3.4 喷油正时 
4)
：．．．．．．．．．．．．．．．．．．．．．．．．．．．．．．．．．．．．．．．．．．．．．．．．．．．．．．  

A.1.2.4.2.3.5 喷油提前曲线 
4)
：．．．．．．．．．．．．．．．．．．．．．．．．．．．．．．．．．．．．．．．．．．．．．．．．．．．．．  

A.1.2.4.2.3.6 标定程序：试验台/发动机 
1)
 

A.1.2.4.2.4 调速器 

A.1.2.4.2.4.1 型号：．．．．．．．．．．．．．．．．．．．． 

A.1.2.4.2.4.2 断油点 

a) 有负荷断油点：．．．．．．．．．r/min 

b) 无负荷断油点：．．．．．．．．．r/min 

A.1.2.4.2.5 喷油器 

A.1.2.4.2.5.1 厂牌：．．．．．．．．．．．．．．．．．．．．． 

A.1.2.4.2.5.2 型号：．．．．．．．．．．．．．．．．．．．．． 

A.1.2.4.2.5.3 开启压力 
2)
：．．．．．．．．．．．kPa或特性曲线 

2)
：．．．．．．．．．．．．．．．．．．．．．．．．．．．．．．．．．．． 

A.1.2.4.2.6 冷起动系统 

A.1.2.4.2.6.1 厂牌：．．．．．．．．．．．．．．．．．．．．．． 

A.1.2.4.2.6.2 型号：．．．．．．．．．．．．．．．．．．．．．． 

A.1.2.4.2.6.3 说明：．．．．．．．．．．．．．．．．．．．．．．．．．．．．．．．．．．．．．．．．．．．．．．．．．．．．．．．．．．．．．．．．．．．．． 

A.1.2.4.2.7 辅助起动器 

A.1.2.4.2.7.1 厂牌：．．．．．．．．．．．．．．．．．．．．．．． 

A.1.2.4.2.7.2  型号：．．．．．．．．．．．．．．．．．．．．．．． 

A.1.2.4.2.7.3 说明：．．．．．．．．．．．．．．．．．．．．．．．．．．．．．．．．．．．．．．．．．．．．．．．．．．．．．．．．．．．．．．．．．．．．． 

A.1.2.4.3 燃料喷射式（仅对点燃式）：是/不是 
1)
 

A.1.2.4.3.1 系统说明：．．．．．．．．．．．．．．．．．．．．．．．．．．．．．．．．．．．．．．．．．．．．．．．．．．．．．．．．．．  

A.1.2.4.3.2 工作原理：进气支管（单点/多点 
1)
）/直喷式/其他（详细说明）

1)
 

a)  控制单元型式（或型号）：．．．．．．．．．．．．．．．．  

b)  燃料调节器型式：．．．．．．．．．．．．．．．．．．．．．．．．  

c)  空气流量传感器型式：．．．．．．．．．．．．．．．．．．．．  

d)  燃料分配器型式：．．．．．．．．．．．．．．．．．．．．．．．．  

e)  压力调节器型式：．．．．．．．．．．．．．．．．．．．．．．．．非连续喷射的 

f)  微开关型式：．．．．．．．．．．．．．．．．．．．．．．．．．．情况下需提供 

g)  怠速调整螺丝型式：．．．．．．．．．．．．．．．．．．．．．． 相应的细节 

h)  节流阀体型式：．．．．．．．．．．．．．．．．．．．．．．．．．．  

i)  水温传感器型式：．．．．．．．．．．．．．．．．．．．．．．．．  

j)  空气温度传感器型式：．．．．．．．．．．．．．．．．．．．．  

k)  空气温度开关型式：.............................................................  

l) 电磁干扰防护说明或图样：．．．．．．．．．．．．．．．．．．．．．．．．．．．．．．．．．．．．．．．．．．．．．．．．． 

A.1.2.4.3.3 厂牌：．．．．．．．．．．．．．．．．．．．．．．．．． 



  

A.1.2.4.3.4 型号：．．．．．．．．．．．．．．．．．．．．．．．．． 

A.1.2.4.3.5 喷油器：开启压力 
4)
．．．．．．．．kPa或特性曲线图

 4)
：．．．．．．．．．．．．．．．．．．．．．．．．．．．．．．． 

A.1.2.4.3.6 喷油正时：．．．．．．．．．．．．．．．．．．．．．．．．．．．．．．．．．．．．．．．．．．．．．．．．．．．．．．．．．．．．．．．．．．． 

A.1.2.4.3.7 冷起动系统 

A.1.2.4.3.7.1 工作原理：．．．．．．．．．．．．．．．．．．．．．．．．．．．．．．．．．．．．．．．．．．．．．．．．．．．．．．．．．．．．．．．．． 

A.1.2.4.3.7.2 操作限制/设定 1) 2)：．．．．．．．．．．．．．．．．．．．．．．．．．．．．．．．．．．．．．．．．．．．．．．．．．．．．．． 

A.1.2.4.4 供油泵 

压力 
2)
：．．．．．．．．．．kPa或特性曲线图：．．．．．．．．．．．．．．．．．．．．．．．．．．．．．．．．．．．．．．．．．． 

A.1.2.5 点火装置 

A.1.2.5.1 厂牌：．．．．．．．．．．．．．．．．．．．．．．．．．．． 

A.1.2.5.2 型号：．．．．．．．．．．．．．．．．．．．．．．．．．．． 

A.1.2.5.3 工作原理：．．．．．．．．．．．．．．．．．．．．．．．．．．．．．．．．．．．．．．．．．．．．．．．．．．．．．．．．．．．．．．．．．．．． 

A.1.2.5.4 点火提前曲线 2) ：．．．．．．．．．．．．．．．．．．．．．．．．．．．．．．．．．．．．．．．．．．．．．．．．．．．．．．．．．．． 

A.1.2.5.5 静态点火正时 2)：上止点前．．．．．．．．．．．．．．．．．．．度 

A.1.2.5.6 触点间隙 2)：．．．．．．．．．mm 

A.1.2.5.7 闭合角 2)：．．．．．．．．．度 

A.1.2.5.8 火花塞 

A.1.2.5.8.1 厂牌：．．．．．．．．．．．．．．．．．．．．．．．．．．．．． 

A.1.2.5.8.2 型号：．．．．．．．．．．．．．．．．．．．．．．．．．．．．． 

A.1.2.5.8.3 火花塞设定间隙：．．．．．．．mm 

A.1.2.5.9 点火线圈： 

A.1.2.5.9.1 厂牌：．．．．．．．．．．．．．．．．．．．．．．．．．．．．． 

A.1.2.5.9.2 型号：．．．．．．．．．．．．．．．．．．．．．．．．．．．．． 

A.1.2.5.10 点火电容器： 

A.1.2.5.10.1 厂牌：．．．．．．．．．．．．．．．．．．．．．．．．．．．． 

A.1.2.5.10.2 型号：．．．．．．．．．．．．．．．．．．．．．．．．．．．． 

A.1.2.6 冷却系：液冷/风冷 
1)
 

A.1.2.7 进气系统 

A.1.2.7.1 增压器：有/无 
1)
 

A.1.2.7.1.1 厂牌：．．．．．．．．．．．．．．．．．．．．．．．．．．．．． 

A.1.2.7.1.2 型号：．．．．．．．．．．．．．．．．．．．．．．．．．．．．． 

A.1.2.7.1.3 系统的说明（最大充气压力：．．．．．．．．kPa，放气方式（如有）：．．．．．．．．．．．．．．．．．．） 

A.1.2.7.2 中冷器：有/无 1) 

A.1.2.7.3 进气管及其附件（加压室、加热装置、附加空气进气等）的说明和图样：．．．．．．．．．．．．．． 

A.1.2.7.3.1 进气支管说明（包括图样和/或照片）：．．．．．．．．．．．．．．．．．．．．．．．．．．．．．．．．．．．．．．．．．．．． 

A.1.2.7.3.2 空气滤清器，图样：．．．．．．．．．．．．．．．．．．．．．．．．．．．．．．．．．．．．．．．．．．．．．．．．．．．．．．．．，或 

A.1.2.7.3.2.1 厂牌：．．．．．．．．．．．．．．．．．．．．．．．．．．． 

A.1.2.7.3.2.2 型号：．．．．．．．．．．．．．．．．．．．．．．．．．．． 

A.1.2.7.3.3 进气消声器，图样：．．．．．．．．．．．．．．．．．．．．．．．．．．．．．．．．．．．．．．．．．．．．．．．．．．．．．．．，或 

A.1.2.7.3.3.1 厂牌：．．．．．．．．．．．．．．．．．．．．．．．．．．． 

A.1.2.7.3.3.2 型号：．．．．．．．．．．．．．．．．．．．．．．．．．．． 

A.1.2.8 排气系统 

排气系统的说明和/或图样：．．．．．．．．．．．．．．．．．．．．．．．．．．．．．．．．．．．．．．．．．．．．．．．．．．．．． 

A.1.2.9 气门正时或等效的数据 



  

A.1.2.9.1 气门最大升程，开启和关闭角度，或替代配气系统相对于至点的正时细节：．．．．．．．．．．．．．． 

A.1.2.9.2 基准和/或设定范围 1)：．．．．．．．．．．．．．．．．．．．．．．．．．．．．．．．．．．．．．．．．．．．．．．．．．．．．．．．． 

A.1.2.10 使用的润滑剂 

A.1.2.10.1 厂牌：．．．．．．．．．．．．．．．．．．．．．．．．．．．．． 

A.1.2.10.2 型号：．．．．．．．．．．．．．．．．．．．．．．．．．．．．． 

A.1.2.11 防治空气污染的措施 

A.1.2.11.1 曲轴箱气体再循环装置（说明和/或图样）：．．．．．．．．．．．．．．．．．．．．．．．．．．．．．．．．．．．．．．．．． 

A.1.2.11.2 附加的污染控制装置（如有，而没有包含在其它项目内）： 

A.1.2.11.2.1 催化转化器：有/无 
1)
 

A.1.2.11.2.1.1 催化转化器及其催化单元的数目：．．．．．．．．．．．．．．．．．．．．．．．．．．．．．．．．．．．．．．．．．．．． 

A.1.2.11.2.1.2 催化转化器的尺寸和形状（体积，．．．）：．．．．．．．．．．．．．．．．．．．．．．．．．．．．．．．．．．．．．．．． 

A.1.2.11.2.1.3 催化转化器的作用型式：．．．．．．．．．．．．．．．．．．．．．．．．．．．．．．．．．．．．．．．．．．．．．．．．．．．． 

A.1.2.11.2.1.4 贵金属总含量：．．．．．．．．．．．．．．．．．．．．．．．．．．．．．．．．．．．．．．．．．．．．．．．．．．．．．．．．．．．． 

A.1.2.11.2.1.5 相对浓度：．．．．．．．．．．．．．．．．．．．．．．．．．．．．．．．．．．．．．．．．．．．．．．．．．．．．．．．．．．．．．．．． 

A.1.2.11.2.1.6 载体（结构和材料）：．．．．．．．．．．．．．．．．．．．．．．．．．．．．．．．．．．．．．．．．．．．．．．．．．．．．．．．． 

A.1.2.11.2.1.7 孔密度：．．．．．．．．．．．．．．．．．．．．．．．．．．．．．．．．．．．．．．．．．．．．．．．．．．．．．．．．．．．．．．．．．． 

A.1.2.11.2.1.8 催化转化器壳体的型式：．．．．．．．．．．．．．．．．．．．．．．．．．．．．．．．．．．．．．．．．．．．．．．．．．．．． 

A.1.2.11.2.1.9 催化转化器的位置（在排气管路中的位置和基准距离）：．．．．．．．．．．．．．．．．．．．．．．．．．． 

A.1.2.11.2.1.10 氧传感器型号：．．．．．．．．．．．．．．．．．．．．．．．．．．．．．．．．．．．．．．．．．．．．．．．．．．．．．．．．．．． 

a) 氧传感器位置：．．．．．．．．．．．．．．．．．．．．．．．．．．．．．．．．．．．．．．．．．．．．．．．．．．．．．．．．．．．． 

b) 氧传感器控制范围：．．．．．．．．．．．．．．．．．．．．．．．．．．．．．．．．．．．．．．．．．．．．．．．．．．．．．．．． 

A.1.2.11.2.2 空气喷射：有/无 
1)
 

型式（脉冲空气，空气泵等）：．．．．．．．．．．．．．．．．．．．．．．．．．．．．．．．．．．．．．．．．．．．．．．．．．． 

A.1.2.11.2.3 排气再循环：有/无 
1)
 

特性（流量等）：．．．．．．．．．．．．．．．．．．．．．．．．．．．．．．．．．．．．．．．．．．．．．．．．．．．．．．．．．．．．．． 

A.1.2.11.2.4 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 

A.1.2.11.2.4.1 全面详细说明装置和它们的调整状态：．．．．．．．．．．．．．．．．．．．．．．．．．．．．．．．．．．．．．．．． 

A.1.2.11.2.4.2 蒸发控制系统的图样：．．．．．．．．．．．．．．．．．．．．．．．．．．．．．．．．．．．．．．．．．．．．．．．．．．．．．． 

A.1.2.11.2.4.3 炭罐的图样：．．．．．．．．．．．．．．．．．．．．．．．．．．．．．．．．．．．．．．．．．．．．．．．．．．．．．．．．．．．．．． 

A.1.2.11.2.4.4 油箱的图样并说明其容量和材料：．．．．．．．．．．．．．．．．．．．．．．．．．．．．．．．．．．．．．．．．．．．． 

A.1.2.11.2.5 微粒捕集器：有/无 
1)
 

A.1.2.11.2.5.1 微粒捕集器的尺寸和形状（容积）：．．．．．．．．．．．．．．．．．．．．．．．．．．．．．．．．．．．．．．．．．．．． 

A.1.2.11.2.5.2 微粒捕集器的型式和结构：．．．．．．．．．．．．．．．．．．．．．．．．．．．．．．．．．．．．．．．．．．．．．．．．．． 

A.1.2.11.2.5.3 微粒捕集器的位置（在排气管路中的基准距离）：．．．．．．．．．．．．．．．．．．．．．．．．．．．．．．．． 

A.1.2.11.2.5.4 再生系统/方法，说明和图样：．．．．．．．．．．．．．．．．．．．．．．．．．．．．．．．．．．．．．．．．．．．．．． 

A.1.2.11.2.6 其他系统（说明和工作原理）：．．．．．．．．．．．．．．．．．．．．．．．．．．．．．．．．．．．．．．．．．．．．．．．．．． 

 



  

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燃料消耗量型式认证报告/燃料消耗量型式认证申请报告
1)
 

B.1 车辆及制造厂基本信息 

B.1.1 车辆的商品名称或厂牌：.......................................................... 

B.1.2 车辆型式：...................................................................... 

B.1.3 车辆类别 
6)
：.................................................................. 

B.1.4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B.1.5 制造厂法定代表人的名称和地址（如适用）：......................................... 

B.2 车辆说明 

B.2.1 整车参数 

B.2.1.1 整车整备质量：.............................................................kg 

B.2.1.2 最大设计总质量：...........................................................kg 

B.2.1.3 额定载客数：...............................................................人 

B.2.1.4 车身型式：................................................................... 

B.2.1.5 驱动轮：前、后、4 x 4 
1)
 

B.2.2 发动机 

B.2.2.1 动机型号：................................... ............................... 

B.2.2.2 发动机排量：........................................................L 

B.2.2.3 供油系统：化油器 / 喷射  

B.2.2.4 制造厂推荐的燃料：......................................... 

最大净功率：.................................kW ................................. r/min 

B.2.2.5 增压装置：有/无
 1)
 

B.2.2.6 点火系统：压燃/传统点火/电子点火
 1)
 

B.2.3 变速器 

B.2.3.1 变速器型式：手动/自动/无级变速 
1)
 

B.2.3.2 档位数：......................................................................... 

B.2.3.3 总速比（包括轮胎受载下滚动周长）：（道路车速（km/h）/1 000 r/min） 

a) 一挡：........... 

b) 二挡：......................................... 

c) 三档..........................................  

d) 四档 

                                                        
6) 按 GB/T 15089-2001 的定义 



  

e) 五档 

f) 六档 

g) 超速挡：...................................................... 

B.2.3.4 主传动速比：................................................................... 

B.2.3.5 轮胎： 

a) 型号：................................. 

b) 尺寸：................................................. 

c) 受载下滚动周长：.............................................. 

B.3 结构特征 

B.3.1 装有自动变速器，是/否 
1)
 

B.3.2 具有三排或三排以上座椅，是/否 
1)
 

B.3.3 符合GB/T 15089-2001中3.5.1规定条件的M1G类汽车，是/否 
1)
 。如是M1G类汽车，填写以下内

容： 

a) 单车计算爬坡度：..........................% 

b) 接近角：......................................….° 

c) 离去角：......................................….° 

d) 纵向通过角：...................................° 

e) 前轴离地间隙：...............................mm 

f) 后轴离地间隙：...............................mm 

g) 前后轴间的离地间隙：...................mm 

B.4 制造厂申报数据 

B.4.1 CO2 排放量 

B.4.1.1 CO2 排放量（市区） ：.................................................. g/km 

B.4.1.2 CO2 排放量（市郊） ：.................................................. g/km 

B.4.1.3 CO2 排放量（综合） ：.................................................. g/km 

B.4.2 燃料消耗量 

B.4.2.1 燃料消耗量（市区）：.................................................…. L/100 km 

B.4.2.2 燃料消耗量（市郊）：.................................................... L/100 km 

B.4.2.3 燃料消耗量（综合）：.................................................... L/100 km 

B.5 型式认证试验结果 

B.5.1 CO2 排放量 

B.5.1.1 CO2 排放量（市区） ：.................................................. g/km 

B.5.1.2 CO2 排放量（市郊） ：.................................................. g/km 

B.5.1.3 CO2 排放量（综合） ：.................................................. g/km 



  

B.5.2 燃料消耗量 

B.5.2.1 燃料消耗量（市区）：.................................................... L/100 km 

B.5.2.2 燃料消耗量（市郊）：.................................................... L/100 km 

B.5.2.3 燃料消耗量（综合）：.................................................... L/100 km 

B.6 型式认证值和限值 

此车型的型式认证值：.......................................................... L/100 km 

此车型对应的限值：............................................................ L/100 km 

此车型的型式认证值 ≤/＞限值 
1)
 

B.7 检验机构信息 

B.7.1 车辆提交认证日期：....................... 

B.7.2 负责进行试验的检验机构：......................... 

B.7.3 结果报告编号：....................................... 

B.7.4 地点：................................... 

B.7.5 日期：..................................... 

B.7.6 签名：.............................................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国家标准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背景 

近年来，中国原油产量相对平稳，而需求增长较快，进口石油数量逐年

增加，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对进口石油依存度连年提高。中国汽车产业

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由汽车消耗的燃料总量不断增长，成为中国新增石

油消耗的主体。2011 年中国汽车消耗成品油接近 1.5 亿吨，约占全国成品油

表观总消费量的 60.2%，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汽车燃料消耗量

在中国石油消耗中的比例还会继续提高。 

如何妥善处理汽车工业快速发展、汽车保有规模不断扩大及其由此引起

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不仅事关中国汽车工业未来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更是影响中国今后一段时期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课题。 

1.2. 前期研究及任务来源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以下简称“工信部装备司”）要求，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汽标委”）从 2011 年开始着手进行

2016-2020 年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制定前期准备工作： 

1) 密切跟踪国际上特别是欧盟、美国、日本等汽车生产和保有大国（地

区）的汽车节能标准法规动态，通过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技术机构

和汽车企业的沟通交流，全面了解、系统分析汽车节能标准法规及相关政策

变化原因及其影响； 

2) GB 19578—200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发布实施后，密切跟

踪标准实施状态并搜集相关数据。为全面评价标准在“淘汰落后产品、促进

技术进步”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开展“《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国家标准

实施效果评估”研究项目，对该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和客观评价。 

3) 加强对乘用车技术状态和燃料消耗量水平定期技术分析，依据轻型汽

车燃料消耗量标识备案数据，每年编写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技术状态报告，对

我国 2010、2011 和 2012 年的乘用车产品技术状态、燃料消耗量水平进行系

统分析和研究，为标准研究和制定作技术准备。 

201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2-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我国汽车节能标准的整体



目标，要求 2020 年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 5.0 L/100km。按照《规

划》要求，工信部组织汽标委于 2012 年正式启动了 2016-2020 年乘用车燃

料消耗量标准研究与制定工作。2013 年 11 月，按照工信部装备司要求及工

作组第五次会议讨论情况，确定第四阶段采用更加严格的车型燃料消耗量限

值和更加严格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目标值，因此依据该要求对 GB 19578

—200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进行修订。 

1.3. 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工信部要求，汽标委于 2012 年正式启动了 2016-2020 年乘用车燃

料消耗量标准研究与制定工作，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牵头组建标准工作

组。标准工作组包括 40 余家单位，涵盖了一汽、东风、上汽、奇瑞、比亚

迪、丰田、大众、戴姆勒等国内外主要乘用车企业、相关零部件企业、检测

机构及行业协会等，共同开展标准研究制定，先后举行多次工作组会议，最

终于 2014 年 1 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1.3.1. 工作组第一至四次会议 

2012 年至 2013 年 6 月，工作组先后在深圳、宁波、杭州、长沙和镇江

组织召开了一次准备会议和工作组第一至四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分别就

2016-2020 年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制定的总体思路、节能目标、节能技术

潜力及成本分析、相关配套政策、标准评价体系和基准参数等内容进行了讨

论，确定了整体标准研究框架和方案。 

1.3.2. 工作组第五次会议 

2013 年 11 月 7 日，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制定第五次工作会议在甘肃

兰州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乘用车生产企业、研发及检测机构等参与标准制

定各单位的代表共 90 余人参加会议，工信部装备司相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根据工信部装备司的要求，确定第四阶段采用更加严格的车型燃料消耗

量限值和更加严格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目标值。 

会议上提出了 GB 19578—XXXX《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草案，标准

继续沿用按整车整备质量分组的车型燃料消耗量评价体系，规定了更加严格

的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会后标准起草组对草案进行

了完善并在工作组范围内征求意见。 

1.3.3. 工作组第六次会议 



2013 年 12 月 30 日，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制定第六次工作会议在北

京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乘用车生产企业、研发及检测机构等参与标准制定

各单位的代表共 80 余人参加会议，工信部装备司相关领导出席了会议。标

准起草组首先对工作组成员反馈意见和标准草案中理解有分歧的地方进行

了说明，与会代表针对标准技术内容进行了讨论，就若干问题形成了一致意

见，包括在排放标准引用方式、标准执行日期和特殊结构车辆燃料消耗量限

值要求几个方面进行修改。 

会议确定将 GB 27999-2011《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规定

的车型燃料消耗量目标值作为新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2 标准编制原则 

国家标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和《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

指标》是贯彻落实《规划》的重要措施，旨在推动我国新车乘用车平均燃料

消耗量水平在 2020 年下降至 5 L/100km 左右，对应二氧化碳排放约为 120 

g/km。 

在实施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限制高能

耗车型的生产和销售，通过修订 GB 19578—200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标准，进一步加严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提高乘用车产品市场准入的最低

要求，确保 2020 年 5 L/100km 节能目标的实现。 

标准继续沿用按整车整备质量分组的燃料消耗量限值评价体系，同时提

出特殊结构车辆的技术特征和要求，见标准征求意见稿 6.1-6.2。 

3 专利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4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本标准是贯彻落实《规划》的重要措施，旨在推动我国先进节能技术发

展和应用，持续降低我国乘用车燃料消耗量,使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

量水平在 2020 年下降至 5 L/100km 左右，对应二氧化碳排放约为 120 g/km。 

5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5.1 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5.2 与同类国际/国外标准的对比 

为应对全球性的资源短缺和气候变暖，巩固和提高本国汽车工业未来国

际竞争力，新一轮的汽车节能标准法规、政策措施制定和加严活动已经在全

球范围内展开。欧美日等汽车工业发达国家都在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和促进本

国汽车节能技术发展、提高汽车燃料经济性水平，相继完成新一轮针对 2020

年甚至以后各年度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法规制定，对乘用车燃料消耗量及

对应 CO2 排放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1) 日本已经提出了至 2020年的轻型汽车燃料经济性标准，预计到 2020

年，乘用车平均燃料经济性水平达到 20.3 km/L ，比 2009 年的 16.3 km/L 下

降约 20.3%。 

2) 在欧洲，欧盟于 2009 年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取代自愿性 CO2 减排

协议，在欧盟范围内推行汽车燃料消耗量/CO2限值要求和标示制度，要求乘

用车 CO2排放在达到 2015 年 130g/km、2020 年 95g/km 的目标，轻型商用

车 CO2排放达到 2017 年 175 g/km，2020 年 147 g/km 的总体目标。 

3) 美国于 2010 年 4 月和 2012 年 8 月发布了针对 2012-2016 车型年（第

一阶段）和 2017-2025 车型年（第二阶段）的轻型汽车燃料经济性及温室气

体排放规定，要求 2025 年美国轻型汽车的平均燃料经济性达到 54.5mpg。 

4) 201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规划》，明确了我国汽车节能标准

的整体目标，要求 2020 年当年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 5.0 L/100km。

按照《规划》要求，工信部组织汽标委于 2012 年正式启动了 2016-2020 年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研究与制定工作。 

尽管各国乘用车保有结构和技术特征存在一定差别，对乘用车节能指标

的要求也不同，但从整体来看，各国都在通过技术标准和法规不断加严乘用

车燃料消耗量要求，整体趋势是到 2020 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 5 

L/100km。 

6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本标准是我国汽车节能管理的重要内容；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相关标准没有冲突或矛盾。 

7 重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8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作为《规划》有关 2020 年乘用车节能目标的重要措施，本标准将与 GB 

27999 并行使用。 

技术标准是实现汽车节能降耗的重要措施，但并非唯一措施。要实现《规

划》有关 2020 年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 5 L/100km 的目标，除制

定技术标准外，还应通过政府层面制定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技术措施。 

10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废止 GB 19578—2004。 

11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2014 年 0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