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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汽车试验场的运营与管理

莫小波
重庆西部汽车试验场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 408300

摘� 要：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汽车试验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产品研究与试验认证平台，其在开发和验证方

面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近几年，全国各地陆续建设了试验场，而在试验场建成后，如何进行安全、高效的开展运营

管理工作成为了新的研究课题，进而本文就着重探讨了如何开展汽车试验场运营管理工作，希望能对相关人员开展工

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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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汽车产业进入了高速发展
时期，汽车产品由生产方式逐步向从生产资料行业领域

进入到了消费领域。据有关调查显示，在接下来的十年

里汽车工业将持续增长，并且很有希望保持10%的销售
增长，但是如果没有试验场也会阻碍汽车产业的迅速发

展，进而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做好汽车试验场的运营管

理工作，从而为促使我国汽车工业得以可持续发展奠定

基础。

1 汽车试验场的重要性

汽车试验场是进行汽车整车道路试验的场所，模拟

了汽车在行驶中所产生的各种路况和行驶状况，并进行

了汽车整车道路试验。试验场是通过集中、浓缩和不

中断的加强典型道路，如汽车的环形轨道、可能引起汽

车剧烈震动的不平路面、动态空间、坡道、ABS检测道
路、噪音检测道路等，从而可以有效确保公司满足新车

产品的合格检测和强制检测等方面的要求。试验场地的

主要工作任务是对汽车产品进行品质评定和检测；负责

新车型的开发与验证；实验室试验为收集交通事故的交

通规则和规范进行研究和检验。汽车试验场的种类和长

度各不相同，而随着车辆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检测设备

的需求也越来越大[1]。通过设立试验场可以使各国政府通

过检测来改善汽车的性能，从而推动中国汽车的首次失

效里程由500km增至几千千米，甚至是达到10000km，进
而推动了中国汽车业的发展。

2 国内汽车试验场现状分析

一汽技术中心于1958年在海南省琼海市成立了中国
首家汽车试验场，一开始，这里仅仅是一个热带汽车检

测基地，直至1987年中国首座汽车试验场建成。普利司
通（中国）轮胎检测中心于2005年9月建成，面积达8139
平方千米。该检测中心是中外轮胎制造商在中国建造的

首个轮胎检测基地。这是普利司通公司第十一家世界范

围内的轮胎试验室，同时也是最大限度的发挥本地天然

条件的试验场。试验场建成后，可以对各种道路状况进

行检测，如高速环路、高速控制匝道、综合试验路等，

对中国市场原厂和替换轮胎的行驶试验、开发评价和检

测结果进行验证。作为一种较为新奇的建设项目，试验

场现已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各大汽车轮胎厂商纷纷出

资兴建自己的试验场地，其中不乏规模较大的考点，例

如：山东省招远市的玲珑考点项目，占地面积达145公
顷。试验场地的建设内容有：T-1和T-2是一条高速跑道；
T-3是室外噪音检测用的跑道，动感广场是T-4；T-5是一
条笔直的刹车路线跑道；NVH和舒适度跑道为T-6,T-7为
多功能平台，T-8为越野，T-13为干控路；T-14是抗疲劳
路面。由IDIADA公司负责总联路的总公路方案设计，由
CCCC一公局负责设计、改造、深化和施工。例如：江苏
盐城汽车试验场，是全国规模最大试验场，坐落在江苏

省盐城市大丰市，周边道路十分方便，距离3354号沿海
高速30公里，距离盐城国际航空航天中心50公里。考点
的主出口位于新建的沿海高速西侧30米，考场南侧50米
为大丰港，交通便利。试验场一期工程建设资金为9.6亿
元，建设了60公里长的试验跑道，试验场的总体道路规
划与设计是通过IDIADA公司进行的，场地的路面设备完
善，可以达到车辆的质量检验和研发检测要求，且该设

施各项技术性能居全国前列。依托试验场的先进技术设

备和技术支持，在各个重要方面与国内的汽车厂、高校

进行了高效的技术协作，从而促使我国汽车工程技术研

发水平得以创新，并为我国的汽车工程技术发展提供了

技术支持[2]。

3 汽车试验场的运营管理开展内容

3.1  试验路突发事件管理
一是交通事故。在试验路运营期间接到交通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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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封闭，并将其他试验车依次

撤离试验路；当管理者抵达现场要立即进行通知上级

领导；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紧急事件方法；为安全主管

部门和试验场进行调查事故原因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

在确定没有其它的安全隐患后在进行运营。二是试验车

辆故障。试验路运营期间接到试验车出现故障通知后，

立即赶赴试验路进行封闭，并将其他试验车撤离；运营

管理人员到场后进行检查事故现场，将事故车送出试验

路，在确定没有其它的安全隐患后在恢复运营。三是设

施故障。试验路运营期间接到设备发生故障通知后，立

即前往封闭场地并撤离试验车辆；对设备的损害进行实

地检查，评估其危险程度；并对出现故障的设施设备进

行保养和修理；在完成后，对所有的设备在进行试验，

确认没有问题后在进行开展运营。

3.2  门岗管理
一是试验安全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确认试验车辆

和驾驶员身份；进入现场之前，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检

验；二是对试验安全管理员的工作要求。车辆进入试验

路时，运营管理人员要对驾驶员进行查验，检查车辆是

否为通过许可的，没有许可证的车辆禁止进入试验路，

必须事先告知试验管理部门沟通；在试车期间，若有违

反规定，由岗亭值班人员通知驾驶员；严格执行有关岗

位工作的规章制度。三是门岗管理员工作流程。在试验

车启动之前，由门岗管理员对驾驶员进行识别，确认其

是否满足资料库中的驾驶员资质和安全要求，合格后才

能入场，不合格的不准进入。

3.3  风险评估管理
一是在车辆试验场运营之前，必须进行开展辨识工

作，然后再按照风险等级做出相应的处置；二是车辆试

验场在运营之前，也要对内部环境进行交流和协商，并

发布相应的对策，进行开展监管和审核工作[3]。

3.4  相关方管理
在进入汽车试验场之前，要对有关部门的员工进行

进场教育，让他们了解试验场所制订的服务标准、安全

规则和经营要求；制定试车路线运行方案，并告知各有

关部门参考实施情况；监测并检验各有关部门在服务标

准、安全规则、管理要求方面的实施；在有关部门提供

运营维护服务期间，对其进行随机抽查。

4 汽车试验场的运营与管理体系分析

4.1  场地管理
在汽车试验场发展的同时，由于工程技术的不断优

化，对场地要求也越来越高，试验场地内的特殊路面种

类也越来越多。试验场地内的路面可划分为：高速环

路、动态试验区、振动噪声检测、耐久性检测、环境模

拟检测、附属公路等。由于不同道路的检测标准不同，

车辆的速度、方向和驾驶需求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开展

场地管理首要任务是要把现场的特征结合起来，制定出

一套合理的场地行使规则。因为场地的不同，所以规则

也应该包括所有的试验区域，甚至是每一个具体的路

面。首先，要清晰地标示出每一试验地区及具体道路的

行驶速度范围、行驶方向、交通流量上限、安装时间、

车辆间距，灯具使用等。其次，在有多条平行车道的试

验场，应当制订特别的超车、换道规则。最后，对有特

殊要求的道路，应该在场地规则中作具体规定。由于在

试验场地上的大部分试验车辆还处在研究和开发阶段，

所以在运行过程中保密是进行开展运营管理工作中很重

要的一环，进而就需要对进行试验场人员随身携带的多

媒体器材（包括录音、录像等）进行严格检测，防止声

音、影像资料泄露。在试验场地中，大部分专用路面的

性能都很好，但长时间的高载荷检测也会使路面的性能

恶化，尤其是易碎的水泥路、沥青上的横向劈裂路、裸

露的石水泥路以及其它具有特殊表面构造特征的特殊道

路），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应该经常进行检查，且为了确

保试验场使用的可靠性和连贯性，必须对损坏的路面进

行及时的修补[4]。

4.2  人员车辆管理
进入试验场人员可以将其分成两种类型：驾驶员和

非驾驶员。而对非驾驶员而言，运营管理人员主要任务

就是对其进行身份认证、授权审核，且通过制定严格和

完备的进场申请程序是进行管理人员进场的最好办法。

而作为驾驶人员，运营管理人员不仅要审核其进入检测

场地的能力，还要检查驾驶人员的驾驶能力，现阶段大

部分的汽车试验场地对驾驶员的驾驶资格都是实行等级

制进行管理。首先要对试验计划或作业进行危险等级的

分级。然后根据检测的数据，制定出司机的等级划分，

进行专门的驾驶训练和等级评定（主要包括绕桩、紧急

避让、8字转弯、麋鹿检测、定圆等）。在21世纪，随着
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进而在一些高危险试验区的入

口处安装一个自动开关，以确保车辆在进出时，可以通

过牌照识别系统或者蓝牙可以识别和允许进入，进而有

效控制汽车的进入。

4.3  试验管理
4.3.1  风险控制
在试验场正式运行以前，运营管理人员必须对试验

场中的试验项目进行开展风险评价，在进行评级时一般

考虑一下几个因素：速度、侧向加速度、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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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幅度等。针对不同危险等级的试验项目，运营管理

部门必须在驾驶技能、安全防护、交通拥堵等方面进行

严格的划分，也就是说高危险的试验对司机的驾驶技术

要较高要求，并要进行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对场地流量

还要进行划分。根据近年来在各个试验场的安全事件分

析，影响检测安全性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车辆的超速：

试验场的管理部门要设立检测管理制度，对检测车辆的

位置、速度等进行实时监控，并对司机的行为进行严格

控制，既要健全试验场的规章制度，又要制定相应的奖

励和惩罚制度。二是疲劳驾驶：因为大多数项目在试验

场试验的时间较长，所以司机必须长时间处于高度的压

力下，容易出现视力下降、眩晕等不适症状，从而导致

交通事故。为了防止疲劳驾车，有关当局应对某些高危

险检测进行一定时间的限定，以保证其安全性。三是驾

驶员的注意力不集中：对电话等通信设备的不严格管理

是造成驾驶员分心的重要原因。试验场内部特别是在试

验期间，应加强对通信器材的使用，其中包括制定禁止

手机和规范使用无线电通信器材规定。四是交叉试验：

在最近几年所开展的试验中，由于交叉试验导致了一些

重大意外事件发生。不同试验场所的布局不同，其对交

叉试验的概念也就无法统一。但如操稳、制动等可能发

生车辆失控的检测，在检测之前，必须进行临时封堵，

也就是临时关闭该区域。在高速环道、直线能道这一类

型的高速检测路段，应尽量避车辆的碰撞。五是试验区

的隔离管理不完善：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各大试验场发生

的意外事件进行总结分析发现，试验场内部的隔离措施

可以有效地避免汽车失控进入临近的试验区，从而为驾

驶员争取到了宝贵的反应和缓冲空间，是驾驶员的救命

稻草。因此，在高危险的试验区和其它试验区之间，必

须有一个缓冲地带（一般是用低洼的灌木丛），以免汽

车进入邻近的试验区而发生碰撞。

4.3.2  流量管理
试验场流量管理是在试验场运行后，由运营管理者

依据试验地区的道路特性，对试验计划进行科学的规

划，并对场地的空间分布进行优化，对各个地区的交通

流量进行有效控制。对于试验场中的流量管理，运营管

理人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预设期、评估期和修正

期。在预设期，营运管理人员可以依据车辆的安全行车

距离和试验路段长度，并结合试验的体验，估算出最大

交通量。例如，在一个小型的试验场地，有一条L宽的
高速公路，安全距离是l，最大的车流量是N，然后，通
过计算得出N < L/1的关系公式。针对大型且情况比较复
杂的试验场地，可以通过运用运筹学和电脑模拟等方法

来进行得到更为科学、合理的试验运行容量，在业务指

标达到评价的时候，运营管理人员必须在现场运行过程

中，根据试验员的意见，对其进行持续的修正，最后选

出一个安全、有效的试验流量阀值[5]。

5 结语

总之，在汽车试验场的发展和改进下，汽车工业的

规范越来越健全，对汽车试验场的建造要求也越来越严

格。因此，上文就通过对如何开展汽车试验场的运营与

管理工作来阐述了建设汽车试验场的重要性，希望能对

同行在进行开展工作中提供借鉴，促使我国汽车试验场

行业得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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