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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为推荐性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 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与GB 7258-2004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 技术变

化如下：

——修改了第1章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

—-修改了第3章的机动车、汽车、乘用车、客车、公共汽车（城市客车）、货车、半挂牵引车、专项作 业车、

两用燃料汽车、双燃料汽车、挂车、牵引杆挂车、中置轴挂车、半挂车、汽车列车、铰接列车、摩托 车、轻便摩托车、

轮式专用机械车的定义，增加了载客汽车、公路客车（长途客车）、旅游客车、校车、幼 儿校车、小学生校车、中小

学生校车、专用校车、低速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车、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教练车、残

疾人专用汽车、普通摩托车、两轮普通摩托车、边三轮摩托车、正三轮 摩托车、两轮轻便摩托车、正三轮轻便摩托车、

特型机动车的定义，删除了卧铺客车（2004年版的3.2.2.1）、 电动汽车（2004年版的3.2。9）的定义；将汽车分

为载客汽车、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三大类，将2004年 版中的摩托车（2004年版的3。5）及轻便摩托车（2004年版

的3。6）合称为摩托车（见3.5）,将2004年版中 的摩托车（2004年版的3。5）改称为普通摩托车（见3。5.1）；

—-修改了第4章的部分机动车产品标牌需标识的内容（见4。1。2）和车辆识别代号的打刻要求（见4。 1.3）,

增加了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应打刻电动机型号、编号的要 求及标识的视认

性和永久保持性的要求（见4.1。4）;

——增加了乘用车和总质量小于等于3500kg的货车（低速汽车除外）应在靠近风窗立柱的位置设置能 永久保持

的车辆识别代号标识的要求，以及乘用车应具有能读取车辆识别代号的电子数据接口、在后备箱（或 行李区）的合适

位置标示车辆识别代号，且应在至少5个主要部件上标示车辆识别代号或零部件编号的要求 （见4.1.5和4.1.6），修

改了危险货物运输车的标志要求（见4。1。7），增加了对机动车进行改装或修理时 不得对车辆识别代号等整车标志

进行遮盖（遮挡）、打磨、挖补、垫片等处理及凿孔、钻孔等破坏性操作的要 求（见 4.1.8）；

——修改了车长小于16m的发动机后置的铰接客车的后悬要求（见4。3），增加了铰接列车的半挂车的 总质量不

得大于半挂牵引车的最大允许牵引质量的要求（见4。5。1。5），修改了载客汽车乘员数的核定要 求（见4。5。2.

和4.5。3），增加了乘员数核定的特殊规定（见4。5.6）;

——修改了客车、罐式汽车和罐式挂车的侧倾稳定角要求（见4。7.1），增加了旅居车和旅居挂车旅居 室内的

专用装备设施应明示安全使用规定（见4.8.4）、所有货车和专项作业车应喷涂总质量、栏板货车和自 卸车应喷涂栏

板高度、罐式车辆应喷涂灌体容积及允许装运货物的种类、部分货车及所有挂车应标识放大号、 部分客车应喷涂座位

数、专用校车车身外观标识和校车标牌（见4.8.6〜4。8.9）及教练车应喷涂“教练车” 字样和机动车外部喷涂标志

图案和安装灯具的原则规定（见4。8.11、4。8。12），删除了专门用于运输易燃 和易爆物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应在

车身两侧喷涂“禁止烟火”的要求（2004年版的4。8。5）

增加了机动车环保要求的原则规定（见4.15）和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见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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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轮式专用机械车的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参数、转向系、制动系、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等要



 求按土方机械相关强制性标准实施的规定（见4。17.2）；

— —增加了有驾驶室的正三轮摩托车使用方向盘转向时的相关规定（见6。1），修改了机动车方向盘的最 大

自由转动量要求（见6.4）和转向力测试的要求（见6。8），增加了专用校车应采用转向助力装置（见6。9） 及前轴

采用双转向轴时转向轮的横向侧滑量不作要求的规定（见6.11）；

— —修改了三轴及三轴以上汽车的制动完全释放时间要求（见7.1.6）和应安装防抱死制动装置的机动车 类型

（见7.2.11），增加了部分汽车的前轮应装备盘式制动器（见7。2。6）、教练车（三轮汽车除外）应装 备有副制动

踏板（见7。2。12）、部分汽车应装备辅助制动装置（见7.5）及气压制动系应安装保持压缩空 气干燥、油水分离的

装置的要求（见7.7.4）;

— —修改了路试检验时的列车的行车制动距离要求（见7。10。2.1）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要求（见 7。

10。2.2）、驻车制动性能检验要求（见7.10.4）及台试检验时的制动力要求和制动力平衡要求（见7。11.1。 1和

7。11.1。2），增加了台试检验汽车、汽车列车行车制动性能的合格判定要求（见7.11.1。5）,修改了检 验结果的

复核要求（见7。11。3）；

— -增加了机动车不得安装遮挡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透光面的装置、用户不得对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进 行改装

或加装强制性标准以外的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要求（见8.1.2和8.1.3），修改了外部灯具闪烁的相 关规定（见

8.1.2）,增加了部分货车、专项作业车和挂车后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透光面面积要求（见8.2。 1）、校车应配备统

一的校车标志灯和停车指示标志的要求（见8.2.7）、某一转向灯发生故障（短路除外）时的 要求（见8.3.8）和部

分货车和挂车、低速车辆应设置车辆尾部标志板的要求（见8。4.1），修改了车身反 光标识设置及车身反光标识材料

的相关规定（见8.4。1〜8.4。5），增加了柔性车身反光标识的相关规定（见 8。4。6），删除了附加的灯具、反射

器或附属装置不允许影响本标准规定安装的灯具和信号装置的性能且 不应对其他的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利影响的要求

（2004年版的8.2.10）;

— —增加了打开所有前照灯（远光）时总的远光发光强度要求及两灯制轻便摩托车的远光光束发光强度 最小

值要求（见8.5。2），修改了前照灯远光照射位置的检验要求（见8.5.3.3），删除了前照灯远、近光 布置的要求

（2004年版的8.4。3）;

— -增加了教练车（三轮汽车除外）应设置辅助喇叭开关的要求（见8.6。1）、客车电器导线的阻燃要求和 乘

员舱外部接插件的防水要求（见8.6.2），修改了机动车应装备仪表或显示信息的相关规定（见8.6。3）， 增加了专

用校车应设置电源总开关和车长大于等于6m的客车应设置电磁式电源总开关的相关规定（见 8.6.4），修改了应安装

行驶记录仪的汽车车型要求，增加了显示、数据接口布置的规定、行驶记录功能符 合要求的卫星定位装置视同行驶记

录仪的规定及专用校车和卧铺客车还应安装车内外录像监控系统的规定 （见8.6.5）及汽车装备、加装电气设备的原

则性要求（见8。6.6），修改了无轨电车的特殊要求（见8。6。 7）；

— —修改了不得装用翻新的轮胎的车轮范围（见9.1.2）,增加了机动车使用的翻新胎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 定

（见9。1。2）、专用校车和卧铺客车应装用无内胎子午线轮胎、危险货物运输车和车长大于9m的其他客车 应装用子

午线轮胎（见9。1。5）、空气弹簧应无裂损、变形及漏气、控制系统应齐全有效（见9。3。3）和 三轴公路客车的

随动轴应具有随动转向或主动转向功能的要求（见9。4.4）;

— —增加了自动变速器的相关规定（见10。2。1）及部分车型应具有超速报警和限速功能（或装备限速装 置）

的要求（见10。5）;



—-增加了车身外部不应产生明显的镜面反光（见11.1.1）、客车上部结构强度要求的相关规定、专用校 车车身

结构的特殊要求及车长大于11m的公路客车和旅游客车和所有卧铺客车应采用全承载整体式框架结构 车身的要求（见

11。2.1）、幼儿专用校车乘客区应采用平地板结构的要求（见11。2.3）、专用校车的踏步高 要求（见11.2.4）和

行李架（舱）设置要求（见11.2.5）、专用校车前部应设置碰撞安全结构的要求（见11。 2。6）及校车侧窗下边缘

的高度要求（见11。2。7）;

-—增加了集装箱运输车和集装箱运输半挂车的构造应保证集装箱运输过程中始终安全、稳妥地固定在 车辆上的

要求（见11.3。2）、货车和挂车的载货部分不得设置乘客座椅且不得设计成可伸缩的结构（见11.3.3、 11。3.4）

及货车驾驶区座椅布置的相关规定（见11.3.5）,增加了摩托车外部凸出物和扶手的相关规定（见 11.4.2、11.4.3

）；

--增加了乘用车车门的相关规定（见11。5。2）,修改了客车乘客门的相关规定（见11.5。3〜11。5。 5）,增加

了击碎玻璃式应急窗的安全玻璃类型和厚度要求（见11。5。6）,公路客车、旅游客车、校车所有 车窗玻璃的可见光

透射比均应大于等于50%的要求（见11。5.7）及厢式货车和封闭式货车的货箱部位不得设 置车窗的要求（见11.5。

8）；

——修改了载客汽车座椅布置的规定（见11。6.2〜11.6。6）和卧铺布置的规定（见11.6。7）,增加 了校车照

管人员座位的设置及专用校车座椅及其固定件的强度要求（见11.6。8）、专用校车靠近通道的学生 座椅的扶手要求

（见11。6.9）及正三轮摩托车乘客座椅的布置要求（见11。6。10）;

—— 修改了客车内饰材料的阻燃要求，增加了发动机舱隔热防火的相关规定（见11。7.1、11.7.2）, 增加了号

牌板（架）应有号牌安装孔的要求（见11。8.2）、乘用车（三厢车除外）行李区的纵向长度要求（见 11。9.2）及

自卸车液压举升装置的相关规定（见11。9。6）；

一修改了应装备汽车安全带的座椅范围（见12.1。1）,增加了安全带的型式要求（见12。1.2和12。1。 3）、乘

用车驾驶人座位应装备汽车安全带佩戴提示装置（见12。1。5）及乘用车儿童座椅固定的要求（见12。 1.6）；

—-增加了总质量大于7500卜目的货车和货车底盘改装的专项作业车应在右侧设置广角后视镜和补盲后视 镜的要

求（见12。2.1）,修改了外后视镜的视野要求（见12.2.2）,增加了专用校车驾驶人视野、汽车列车 必要时应加装后

视镜加长架（见12.2.2）及教练车应加装辅助后视镜的要求（见12。2。7）；增加了应设置 应急门的情形（见12。

4。1.2）,修改了应急门的尺寸和开启要求、应急门引道要求（见12.4。2。1、12.4.2.3、 12。4.2。5）及应急锤

的相关规定（见12。4.3。2）,增加了设有乘客站立区的公共汽车的应急窗均应为推 拉式应急窗或外推式应急窗的要

求（见12.4。3.2）；

——增加了不准许用户改动燃料管路（见12.5。1）、发动机后置的公路客车和旅游客车燃料箱的前端面 应位于

前轴之后（见12.5。5）、每一个钢瓶阀出口端都应安装高压过流保护装置（见12。6.1）、不准许用 户改动或加装

钢瓶（见12.6.3）、钢瓶安装在车上后钢瓶编号应易见（见12.6。4）及气体燃料车辆应安装泄 露报警装置的要求

（见12.6.15）,修改了气体燃料专用装置通气接口的相关规定（见12.6.9）；

——修改了客车灭火器布置的相关规定（见12。9。2）,增加了所有专用校车和发动机后置的其他客车 应装备发

动机舱自动灭火装置（见12。9。3）和危险货物运输车的特殊安全防护要求（见12.11）,删除了 专门用于运送易燃

和易爆物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应在驾驶室上方安装红色标志灯的要求（2004年版的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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