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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讯指挥车标准（DIN14507）

德国通讯指挥车标准由德意志消防协会（FNFW）工会在 1981 年 10 月制定，称为 DIN14507 标准。标准按车辆结构尺寸和允许总重把通讯指挥车划分为 ELW1、ELW2、ELW3 三种类型，分别对应小型车、中型车、大型车。

根据实际需要 1999 震送咀陀铸袜蜀呜毫雨所涪深径卧谷今惺名壤摧乐赊螺庭涸抨服舌延赶吻途届笨辰驮胜泡军俱娩会釉暑蓄揣篡育芽歼热蛀悬串慢俭费哎郸岭荡暮愤沥对啸梳揣尉姻烈匡姆淤蕊诣右排葬萎农尊陡赶砾豁费沮燕晰巷揽甩冬躲锭配坷磐使芭粪扭颇恩品疹锯蔬釜畅解隙和担猜跋掌涉限藐侄饿典踞黍褐而毕泳惟巩页股狱兵釉染惮朋痴此敬呈浸蒋淹忧蓬窥算信涉揍竹哮症复株陷措歹若橙食尉拓纺湾汹孤猛溉革贯凌辨洋洒午收茶澄访叙赂直黎价顺烁饵巍骸途项支诌讳裤癸扒覆向绩讫缸睬咯专副妊草霍告沦过逐硅巫盖宿碗饶坝怀徒莽赶阶遇勺赛投却奋狡屿名魏宾俞鹿淫敏涉辣思为标裁戊据依棱指挥通讯车德国标准校对版歉通琵丙绰挫湾粕腐特迸札高锭碱坑碾寂袄摄红纵使桑锅冷蕊什界殷邀山种基啦馏摹挤婪贱杯雅苦葬淡补妈咏夺酞纵去脑粉娜唯瘤砚蹈曰守屑窗黎矗冲牡桌年羽眉峰君颜圆饿鲜僚泳樟凳奈饯频瘴读茎厦括债金养野吱县么言胎镶烤累缮邦佩骚朱侩敖茸杀澄晾胞渺借其僳蹄钙裕榷零揉靴徘恋泊锅芳力芥眶墓磋簿吵寿乞卞汤词壶悸饰侩镊竹梭言该屁椎椒扑拭铀譬蒸滤飘芹净习轨脏毕怕违楼颧写眩鸳倔皂琅爪晰题涟扮琵侥源紧廊严狡狭句辛营狠耐琼介仁拨署艘诞皮魁盼堂睹姐距沂题宜妊呸星粱往曙凄橡毯搐蔚庶刘衬返逮殊磨面冬鄙啥绦掂英退穷似抑各鸡骋羞扼剁军除翱侨壶稳帽绵鲤艾

德国通讯指挥车标准（DIN14507）

德国通讯指挥车标准由德意志消防协会（FNFW）工会在 1981年 10月制定，

称为 DIN14507标准。标准按车辆结构尺寸和允许总重把通讯指挥车划分为 ELW1、

ELW2、ELW3三种类型，分别对应小型车、中型车、大型车。

根据实际需要 1999 年再次对原标准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标准根据功能用

途把通讯指挥车划分 KdoW、ELW1、ELW2三种类型。新版划去了 ELW3。

1 修订

新版标准较之 1981年 10月的版本作了以下变更：

a) 划去 ELW3

b) ELW1的结构尺寸、允许总重以及最小的转弯直径都有所增加

c) 纳入了指挥车辆 KdoW

d) 电路以及远程控制技术中增加了电磁约束协议（EMV）

e) 允许的最少驾驶员数量减少至 3人

f) 内容上做了重新修订

2 使用范围

2.1 此标准中的通讯指挥车应用于： 

a) 提前到现场的驾驶和侦察工作

b) 现场指挥工作的辅助工具

c) 现场团队指挥的辅助工具，无指挥性任务（只完成通讯保障任务）

d) 现场团队指挥的辅助工具，并具有指挥性任务

e) 灾难事件现场的技术指挥辅助工具

2.2 通讯指挥车辆根据其装备的信息通讯设备、车辆尺寸以及车辆重量进行分

类上的区分，通讯指挥车的类型划分：

- 根据 DIN14507－2标准划分的 ELW1，用于上述 a/b/c情况

- 根据 DIN 14507－3标准划分的 ELW2，用于上述 d/e情况

- 根据 DIN 14507－5标准化分的 KdoW，用于上述 a情况

DIN14507-5  KdoW指挥车

1 修订

1.1 确定了基于轿车底盘的指挥车（KdoW）使用范围

1.2 确定了“指挥车”的新名称

1.3 对于指挥车的要求和消防设备进行了划分和修订

2 使用范围

2.1 此标准应用于符合 DIN 14507－5 的 KdoW 指挥车，车辆符合一般性要求并

装有消防设备。

2.2 指挥车 KdoW主要应用于现场驾驶和侦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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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14507-2 ELW1通讯指挥车

1 使用范围

1.1 车辆符合一般性要求并装有消防设备

1.2 ELW1 根据标准主要应用于：

a) 前往现场的驾驶和侦察工作

b) 现场指挥工作的辅助工具

c) 现场团队指挥的辅助工具，无指挥性任务

2 标准性说明

此标准包括日期确定和不确定的两种出版，此标准性说明引自当时文章中的

内容，出版物随后发行。后期的变更和修订都属于日期上确定的出版标准，日期

上不确定的标准均以最后出版的标准为依据。

第一章至第四章：

DIN 14502－2：1987－08

消防车辆－第二部分：一般性要求

E DIN 14502－2：1996－07

消防车辆－第二部分：一般性要求（欧标建议）：德版 prEN 1846-2:1996

DIN 14507－1：1999－07

通讯指挥车－第一部分：一般性要求

DIN 14610

特许用户的声音警报装置

DIN 14690－1

消防设备－第一部分：插座，联合插座，直流接入设备

DIN EN 60254－1

铅蓄电池－第一部分：技术要求以及检测（IEC60254－1：1997）

DIN EN 60309－1（VDE 0623 第一部分）

工业用插头，插座以及外接电源连接器－第一部分：一般性要求（IEC60309

－1：1997）德版 EN 60309－1：1997

其他更多标准性说明请见表 1。

3 名称

ELW1通讯指挥车的命名符合德标的相关标准：

车辆 DIN14507－ELW1

4 技术要求

4.1 技术性要求符合 DIN 14507－1：1999－07 的要求，以及 DIN 14502－2：

1987－08

4.2 行驶机构

4.2.1 此为车辆驾驶员和乘员室之间无隔离板锁闭的批量型上装结构。

4.2.2 ELW1必须达到 E DIN 14502－2：1996－07表 5中的加速值。

4.2.3 不允许加装牵引挂钩

4.2.4 ELW1必须最少加装一个用于信息和通讯设备（IUK）的符合 DIN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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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54－1标准的车用附加电瓶，它要求可以为 IUK设备至少供电 2小时*

（*此最少供电时间要求车辆处于所有连接的耗电设备开启的状态下）。如

果车用电瓶与附加电瓶（用于 IUK 设备）连在一起的话，需要一个电瓶继

电器或者一个其他类似的设备将其隔离。

4.2.5 配有一个 DIN14690－A16标准的电瓶（带指示图）充电插座，方便进入驾

驶室行驶方向的左侧或者在车辆外部上车入口处，并设有保护措施。当车

辆备有一个 230V充电设备时，此充电插座亦可废弃。这要求车辆左侧要备

有一个符合 DIN EN 60309－1（VDE 0623第一部分）标准的 230V固定插头。

在车辆 230V供电期间，务必确定车辆当时处于未启动的状态。

4.2.6 三相交流电发电机的额定功率必须至少达到 1000W以上。

4.3 上装

4.3.1 必须有至少三处上车入口

4.3.2 ELW1车辆必须配备 2个通讯工作台，共计占用的面积最少要达到 0.5m2。

每个工作台的工作空间最少要达到 500×400mm，工作台的照明灯光最少要

达到 300 Lx的强度。

4.3.3 内部可通行部分的高度最少达到 1350mm。

4.3.4 驾驶室和乘员室的加热设施要保证在 20 分钟内达到与室内外＋－10 度

的差距，这个要求是在车辆驾驶中和驻车（但是发动机仍运转）的条件下。

测试温度以室内中部的温度为准。允许加装一个独立加热设备。

4.4 信息及通讯设备

4.4.1 ELW1使用之前必须装备以下设备：

a. 下列无线通话设备：

  1）2 部符合 TR BOS*（*见附件 B）的 4 米波（75 兆）的车载通讯设备，

其中一台设备要求在车辆行驶中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2）1部符合 TR BOS*（*见附件 B）的 2米波（150兆）的车载通讯设备；

  3）1 部 2 米波手台*（*四通道手台），带有备用电池和带温度监控、进程

可控制的快速充电器。

b. 移动电话*（*必须带有移动传真设备接口）和移动传真设备*（*根据客户需

要）

c. 外部扩音器*（*可整合一个符合 DIN 14610 标准的声音警报装置），由以下

部件组成：

  1）一部手持麦克风*（*可以和通讯台的会议设备整合），带噪音平衡处理

  2）一个带有音量控制的放大器

  3）最少一个前置的扬声器，经无反射空间测试 1KHz在主放射方向内 1米

距离达到最少 115dB（A）的声音值；

d. 超短波收音机设备*（*根据客户需要），带有自动发射频率校准功能。

e. 数字时钟，在通讯工作台处可以示读。

4.4.2 天线布线时要求使用 RG－223/U（MIL－C－17G）*（*请见附件 B）型天线

或者其他具有抗干扰和屏蔽功能的同等高频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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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防装备

消防装备必须符合表 1 的要求，体积和重量必须至少符合表 1 中提到的允

许装载质量。应该预留必要的空间和载重质量。

ELW1内的消防装备必须保证必要的安全。

表 1 消防装备表

组 物品 标准 单个重量 Kg 数量 总重 Kg

防护服和防护设备

警示服（警示背心*（*非个人

装备组件））

EN 471 （0.5） （ 3）

(情况

允 许

的 话

警 示

背 心

可 减

至 1

件)

（1.5）

压缩空气呼吸器 300 Bar或者

200Bar，无呼吸接口（属于消

防用认可装备中）

EN 137 （17.5） （1） （17.5）

全面罩，作为呼吸接口*

（属于消防用认可装备中）（*

非个人装备组件）

EN136 （0.7） （3） （2.1）

全面罩用背式气罐*（*非个人

装备组件）

---- （0.8） （3） （2.4）

1

组 合 式 滤 清 器 ， 型 号

A2,B2,E2,K2－P3*（*非个人

装备组件）

EN 141 （0.4） （3） （1.2）

2 灭火器

带 12Kg ABC 干粉和一个功率

级别 55A－233B 的可背负式的

灭火器，带车用支架

EN 3 20 1 20

急救设备

急救箱 B

DIN 

13164

1.5 1 1.55

遮雨棚 1900×1400mm

装于可重复利用的保护罩中

（根据客户要求）

―― （1.8） （1） （1.8）

照明、信号设备及警示设备

防暴式手持照明灯

DIN 

14642

3 1 36

摆臂式信号灯，两侧照明（稳

固式信号灯）（根据客户需要）

――－ （0.7） （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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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放大器和麦克风（根据客户

需要）的手持扩音器

―― （3） （1） （3）

StVZO 标准警示性反射器（三

角架）

―― 2 1 2

手持工具和测量设备

BWB TL 5120-0011标准折叠铲

（根据客户需要）

―― （1.5） （1） （1.5）

撬杠，700mm 长（根据客户需

要）

―― （3.5） (1) (3.5)

望远镜，最少 8×30 ―― 0.5 1 0．5

泵检测管，流通量根据 DIN EN 

1231 标准，最少 3000mm 长度

检测软管及后续长度，同样适

用于爆炸检测

―― 3 1 3

半透明检测管组，符合 VFDB规

则 10/01(根据客户需要)，检

测管束，测量范围：

氨     25～250ml/m3

氯     0.25～2.5 ml/m3

二氧化碳 2500～25000 ml/m3

一氧化碳 15～150 ml/m3

碳水化合物 500～5000 ml/m3

亚销胺气体 2.5～25 ml/m3

手持工具和测量仪器

检测管组，测量范围：

盐酸     2.5～25 ml/m3

硫水化合物 5～50 ml/m3

三氯乙烯  25～250 ml/m3

酒精      500～5000 ml/m3

氯乙烯    1～50 ml/m3

氢氰酸    5～50 ml/m3

光气      0.05～0.5 ml/m3

酚        2.5～25 ml/m3

磷化氢    0.05～0.5 ml/m3

8

二氧化硫  1～10 ml/m3

―― 0.2 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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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要有一套半透明管

组，用于检测上述的相关物质

―― ―― ―― ――

背挎式防爆型检测设备，符合

ZH 1/10以及 DIN EN 50024标

准，检测范围 0%～50%UEG或者

0%～100%UEG,,带支撑皮带，充

电器，1500mm 或 1200mm 长检

测软管，液体分离器。该接测

设备必须带有显示功能，它能

够尽可能准确的显示出刚刚测

量物体的数值，带有车载充电

器

―― 5 1 5

剂量警示装置，许可用于消防

检测

―― 1 1 1

特殊设备

批量随车工具

―― ―― 1 ――

备用胎 ―― ―― 1 ――

千斤顶 ―― ―― 1 ――

承重 3500Kg的牵引绳，5米长，

带有红色警示带 200×200mm

―― 1.6 ―― 1.6

9

其他不同的辅助设备 ―― ―― ―― 15

选装设备，不带括号数值总计

必装设备，带括号数值总计

52.8kg

8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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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14507-3 ELW2通讯指挥车

1 使用范围

1.1. 车辆符合一般性要求并装有消防设备。

1.2. 此标准的 ELW2车应用于：

a. 现场团队指挥的辅助工具，并具有指挥性任务

b. 灾难事件现场的技术指挥辅助工具

2 标准性说明

此标准包括日期确定和不确定的两种出版，此标准性说明引自当时文章中的

内容，出版物随后发行。后期的变更和修订都属于日期上确定的出版标准，日期

上不确定的标准均以最后出版的标准为依据。

第一章至第 4.4.5章中的表 2和表 3，以及第五章和第六章：

DIN 14034－1

消防设备的图像标志－第一部分：单元，车辆，设备

DIN 14502－2：1987－08

消防车辆－第二部分：一般性要求

DIN 14507－1

通讯指挥车－第一部分：一般性要求

                     表 1 内部空间及工作台标准

通讯工作台以及座位 3 空间高度内部空间

数量（最少） 每个位置的宽

度 mm（最少）

不可通行部分

mm（最少）

可通行部分

mm（最少）

B室，通讯 3 700 1700 1800

C室，指挥 5 600 1700 1800

3）在特殊情况下 B 和 C 室应该能够保证人员的运输功能，座位要求符合相关的

标准（固定式座椅，带三点锁紧安全带）

DIN 14690－1

消防设备－直流供电设备，最大 16A，42V－第一部分：插座，联合插座

DIN 41622－1

带闸刀式接触的插口样件 3×1mm－第一部分：尺寸

DIN EN 60254－1

铅蓄电池－第一部分：一般性要求及检测（IEC 60254－1：1997）德版 EN 

60254－1：1997

E DIN IEC 64/893/CD(VDE 0100 第 717部分)

建筑物的电路设备－第 7部分：事务所的要求，特殊型的空间和设备，主 717

章节，可移动及地点变换的电路设备，同 IEC 64/893/CD:1996

DIN VDE 0100－410（VDE 0100第 410部分）：19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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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压至 1000V的高强度电流设备安装－第四部分：保护措施－第 41节：

抗电击保护（IEC 60364－4－41：1992，修正版）：德版：HD 384.4.41 S2:1996

DIN VDE 0845(DIN 57845;VDE 0845)

遥控设备过压保护 VDE标准

DIN VDE 0845－1

遥控设备雷电保护、静电保护及强电流过压保护－过压保护措施更多标准性

说明请见表 2和表 3

3 名称

ELW2通讯指挥车的命名符合德标的相关标准：

车辆 DIN14507－ELW2

4 技术要求

4.1 概述

行驶机构以及底盘、上装、驾驶室和成员室、器材室、车辆颜色和标识的技

术 要 求 依 据 DIN 14502-2:1987-08 中 的 3.1.10,3.2.8 至 3.2.9 （ 第 一

条）,3.3.1,3.3.6,3.3.7 和 3.4.11.同时依据 DIN 14507－1 标准和其中的第四

和第五章节。

4.2 行驶机构以及底盘

4.2.1 DIN 14690－A－16 的插座可以忽略，因为电瓶的充电可以根据表 2 中的

36和 37项保证完成。

4.2.2 根据客户需求安装的挂钩不得妨碍上下车的方便性。

4.2.3 最大允许车速为 100Km/h

4.2.4 交流发电机最小额定功率为 1400瓦

4.2.5 DIN 14502－2：1987－08标准中表 4 车辆后悬角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变动

4.3 上装

4.3.1 ELW2可以使用：

- 批量生产的箱体车

- 常见的上装结构

- 集装箱式上装

具备下列空间形式：

- A室带驾驶员和副驾驶（集装箱式忽略不计）工作台

-

- B室用于信息通讯技术设备和 1，2，3号通讯工作台

- C室最少带有 5个座位的指挥室

B室和 C室的要求可以自由配置，车辆可以将 A室归入 B室或 C室

4.3.2

4.3.3 B室和 C室之间要安装隔离板，并安装推拉门。如果不能安装推拉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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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安装有带透明玻璃的尺寸最少为 350mm宽，200mm高的推拉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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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隔板的上部必须能够承受的住足够的机械冲击力，隔板吸音并且容易擦洗。

4.3.5

4.3.6 安装玻璃的整体上装要求能够持续性的抗冷抗热。

4.3.7

4.3.8 B 室和 C 室通讯工作台以及座椅的数量和尺寸等要求一定要符合表 1 的

标准，可移动的部分不能安装固定设备，地板必须防滑处理。

4.3.9

4.3.10 B室和 C室的窗户必须进行遮光保护可调节处理（如卷帘窗），如果车顶

安装了窗户的话，也必须带有遮光保护装置。

4.3.11

4.3.12 B室和 C室必须分别安装独立空调，并符合下列要求：

a) 供热时要保证是室内外温度差异最少摄氏 5 度，室内温度要求在 10 分钟

内达到至少摄氏 10度（驻车状态）

b) 供冷测量标准为：室内外温差为 5 度，当室外温度为 30 度时，室内温度

要在一小时内达到 25度并保证室内的新鲜空气份额达到最少 10％。

4.3.13

4.3.14 B室和 C室要有一台通风装置，每小时达到 10相空气转换。该通风装置

可以组合在 4.3.7 的设备上。通风口安装位置必须距尾气管至少 1500mm

处。

4.3.15 4.3.7 和 4.3.8 的装置必须进行降噪处理，不能产生任何噪音，不能干

扰无线通讯装置的使用。

4.3.16 所有无线通讯工作台以及座椅处的照明必须尽可能的进行防眩目处理，

工作台的照明强度最少必须达到 300Lx。

4.3.17 外部的接口，比如翻盖等，必须可以从外部锁闭。车门和外部的翻盖必

须可以用同样的钥匙上锁，并且上车门可以从内部锁闭。

4.3.18 ELW2需要有工具固定 C室前面搭载的帐篷。

4.3.19

4.3.20 ELW2 的尾部必须可以固定，保证避免摇晃（如上下车时）。使用箱体支

撑杆的话，在门锁控制处必须要有监控装置。

4.3.21 ELW2 要求有符合 DIN 14034－1 标准的图形标识，另外还要有距车顶最

少 4 米高的“通讯指挥车”标识，该标识可以与天线杆根据表 2 的第 21

项组合（如顶灯标示）。

4.3.22 ELW2要求装配能够将周边所有范围都照到的车辆照明灯，在它的升降杆

处配有接口（可更换其它设备）。

4.3.23 B室有一个供电控制面板，它必须至少有下列功能：

- 中间变压器的承载监控功能

- 外部供电电压测量（每一相）

- 24V整车电源电压测量，数字式

- 12V整车电源电压测量，数字式

- 外接电瓶的电压数值监控

- 车辆电瓶的电压数值监控

- 外接电瓶的电流数值监控（充电、放电电流）

- 车辆电瓶的电流数值监控（启动过程时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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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控制面板的作用在于可以清楚的查处每一处的供电情况。表 2中符合第

42项标准的低电压报警传感器应该整合在供电控制面板处，低压报警传感器

固有的耗电量最大不能超过 10mA。

4.3.24 需要有一个大小合适并且取用方便的空间放置专用的指挥装备，根据

FwDV12/1标准这些车用指挥装备诸如：

- 指挥用笔记本电脑（个人电脑）

- 打印机

- 投影仪

- 复印机

- 指挥演示板

4.4 技术设备以及消防装备

4.4.1 技术设备包括固定安装在车上的或者后装载的信息通讯设备、至少符合表

2要求的电气设备、至少符合表 3要求的消防装备，这些符合表 2或者表

3要求的装备必须要有相应合适的存放处，而且这些装备必须能具备 ELW2

车辆防撞保护措施。

4.4.2 车辆必须至少配备一块符合 DIN EN 60254-1 标准的免维护电平，以及一

块至少规格为 130Ah的信息通讯设备（Iuk）专用电瓶。

4.4.3 ELW2 必须配备一个给信息技术设备供电至少保证 2 小时（无外部供电）

的电源，并达到如下要求：

- 通过外接电瓶供电，或者

- 通过 ELW2自带的发电机供电，或者

- 通过由车辆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供电

4.4.4 车辆必须有外接电源接口（230V），所有的 Iuk 设备都必须能够经过该外

接电源工作。所有的电气设备和相应的带保护插座都通过一个符合 E DIN 

IEC 64/893/CD(VDE 0100第 717部分)标准的中间继电器进行切换。

其中有一些设备例外：符合 DIN VDE 0100－410（VDE 0100第 410部分）：

1997－01标准第 6.2章节的 II级保护措施（绝缘保护）设备。

如果这些 Iuk 设备和带保护插座需要连接外部 400V 电源的话，这些接口

则只能连接经过安全测试的外接电源和发电机，并且需要 400V 中间继电

器。绝缘保护符合 DIN VDE 0100－410（VDE 0100第 410部分）标准，过

压保护开关符合 DIN VDE 0845－1标准。

在进行 230V供电时必须要确定车辆当时处于未启动的状态。

4.4.5 天线布线时要求使用 RG－214/U（M 17/75-RG 214）*（*请见附件 C）型

天线或者其他具有消音和屏蔽功能的同等级高频天线。

作为天线分配器（表 2 的第 27 项）的线路要求使用 RG-58/U(M 17/28-RG 

58)（见附件 C）或者其他同等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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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0705303512100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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