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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第4．1条、第4．2．2．4条、第4．2．3条和第4．3条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规范是针对AQ 3004《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车载终端》在安装环节中的技术要求，内容

包括对安装的人员要求、环境要求、操作要求和检测规则等，确保车载终端安装的合理性和安全性，对于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公共安全、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本规范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全国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品安全标准化分技术

委员会归I：I。

本规范负责起草单位：天泰雷兹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中化化工标准化研究所。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富斌、张欣欣、梅建、费立纬、王琦、陶意、李刚、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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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

安全监控车载终端安装规范

AQ 3006--2007

1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车载终端(以下简称“车载终端”)安装的人员要求、环

境要求、操作要求、检测规则等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车载终端安装操作规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AQ 3003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通用规范

AQ 3004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车载终端

QC／T 417汽车用片式插接件

QC／T 418汽车用片式插接器技术条件

劳动部1994—264号文液化气体汽车罐车安全监察规程

3缩略语

运营控制中心operation control center

oCC

4要求

4．1一般要求

4．1．1安装人员要求

4．1．1．1人员资质。安装人员应具有国家汽车维修行业认证资质证书。安装人员应参加有关机构组

织的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车载终端安装培训，并通过认证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在证书有效期

内具有安装车载终端的资格。

4．1．1．2人员着装。安装人员应着装整洁，服饰材料应具备抗静电性；应避免穿着带任何金属质地的

工服以及佩戴金属物品(如手表、戒指、项链等)。

4．1．2安装环境要求

4．1．2．1安装环境应符合劳动部1994--264号文《液化气体汽车罐车安全监察规程》中的要求。

4．1．2．2待安装车辆不得停靠在机关、学校、厂矿、桥梁、仓库、危险化学品存放地和人员稠密等地方。

4．1．2．3停车位置应通风良好，停车地点附近不得有明火。

4．1．2．4安装操作超过6 h，应在当地公安部门指定的安全地点或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中转许可证*

的专用停车场进行安装操作。

4．1．2．5安装过程如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如大雨、沙尘暴、冰雹、大雪等)干扰而存在安全隐患时

不得进行安装操作。

4．1．3安装操作要求

4．1．3．1 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获得由企业安全操作管理员出具的场地作业许可证。确保被安装车

】



AQ 3006--2007

辆内无任何可能引起爆炸、燃烧等危险化学品货物，方可进行安装操作。

4．1．3．2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易腐蚀物品进入安装现场。

4．1．3．3严禁用汽油、易挥发溶剂擦洗设备、衣物、工具及地面等。

4．1．3．4严禁堵塞消防通道及随意挪用或损坏消防设施。

4．1．3．5严禁在安装现场吸烟。

4．1．3．6严禁损坏安装区内各类防爆设施。

4．1．4安装保密性

4．1．4．1应避免非工作人员在车载终端安装现场。

4．1．4．2安装完成后应有详细的安装记录，并经有关人员签字存档。

4．1．4．3应妥善保管设备安装的相关资料，未经委托方书面许可不得以口述或书面方式向第三方

透露。

4．2准备工作要求

4．2．1安装流程

4．2．1．1安装流程图明确规定安装中的各个环节、过程及工作步骤。

4．2．1．2安装流程图见附录A，安装工作应按照所规定流程进行。

4．2．2安装准备

4．2．2．1 应提前至少两个工作日与客户完成安装计划的书面确认，并保留复印件。

4．2．2．2安装人员应了解所安装车辆的详细信息。

4．2．2．3准备相关的报告及文件，危化品车辆检查清单见附录B，安装报告见附录c。

4．2．2．4准备相关的安装工具，所有安装操作时所使用的工具必须通过防爆测试。安装工具清单见附

录D。

4．2．3安装前检查

4．2．3．1 检查车载终端及附属配件，应具备符合AQ 3004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车载终端的

标准证书，并提供设备出厂合格证。

4．2．3．2在车载终端及附属配件安装前，安装人员应与车辆管理人员共同对车辆进行检查。对于任何

现存的车辆问题都应取得共识并在危化品车辆检查清单上注明，并签字确认。

4．3 车载终端设备安装要求

4．3．1 车载终端天线安装要求

4．3．1．1天线安装位置要求

a) 车载终端天线应安装在驾驶室内，应尽量安装在水平面上，信号接收面朝上且具有良好天空视

角的位置；

b)天线信号接收面方向应避免金属物品的直接遮挡；

c)天线应远离安全气囊控制装置、音响系统、ABS系统和其他敏感的电子设备；

d) 天线应与车载终端位置尽量接近，并确保没有活动的零件或物体对天线电缆线和接插件造成

损害。

4．3，1．2天线固定要求

a)天线应采用背磁或双面胶固定；

b) 天线电缆盘绕直径应在10 ClTI以上，采用尼龙扎带固定。

4．3．2车载终端主机安装要求

4．3．2．1 车载终端主机安装位置要求

a)车载终端主机应安装在驾驶室内，并远离碰撞、过热、阳光直射、废气、水、油和灰尘的地方；

b) 车载终端主机应远离气囊控制器、音响系统、ABS系统和其他敏感的电子设备；

c) 车载终端主机要安装在隐蔽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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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车载终端主机安放应牢固，并加以固定，使用过程中不应松动；

e) 车载终端主机各连接端口的朝向应便于操作和维护。

4．3．2．2车载终端主机电源要求

a)车载终端主机的电源应为车辆电源，取自车辆主线束或车辆电瓶；

b) 电气性能参数应符合AQ 3004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车载终端中4．2．6条规定。

4．3．2．3车载终端主机布线要求

a) 车载终端连接线要整齐布置，并用线夹、电缆套、电缆圈固定，线束内的导线要有序编扎；

b) 对应端口的电线颜色应与车辆线路颜色要求保持一致；

c) 电线的接人应使用焊接或卡线帽方法；

d)在避免紧拉与摩擦的前提下，布线距离应尽可能短；

e) 车身外部布线应采用阻燃的辅助材料。

4．3．2．4车载终端主机保险要求

a) 车载终端主机电路系统应安装相适应的插片式保险，应符合QC／T 417汽车用片式插接件和

QC／T 418汽车用片式插接器技术条件；

b)保险应安装在保险盒里，保险盒的位置尽量接近车辆的电源、地线和点火线。

4．3．3车载终端附属配件安装要求

4．3．3．1紧急按钮安装要求

a)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且避免无意碰到和被无关人员轻易发现；

b) 安装位置应避开有液体溢出或有水直接喷溅的区域。

4．3．3．2碰撞传感器安装要求

a)碰撞传感器应安装在车身或车架钢板上，以避免车辆在颠簸震动情况下引发误报警；

b) 碰撞传感器应注意固定方向和角度，并要确保有足够的空间操作和重新复位传感器；

c)安装位置应避开有液体溢出或有水直接喷溅的区域。

4．3．3．3其他配件安装要求

其他附属配件如需安装在罐体等承载危化品容器附近时，必须获得防爆及电磁测试证书，方可进行

安装操作。

4．4功能测试要求

4．4．1 安装后车载终端和附属配件设备测试，应符合AQ 3004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车载终

端中6．4．5条规定。

4．4．2安装后的功能测试需要与运营控制中心OCC共同完成。

4．4．3功能测试，应符合AQ 3003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通用规范中的要求。

4．5安装后恢复要求

4．5．1安装结束后应确认车载终端安装位置正确且牢固，安装线路整齐，各节点连接符合要求，将车辆

中多余的线头、胶带等清理干净，并擦拭干净}并将拆装后的车辆恢复为原状。

4．5．2在车载终端及附属配件安装后，安装人员与车辆管理人员共同重复车辆检查工作，以确认安装

工作没有对车辆原系统产生影响，并签字确认。

4．5．3填写安装报告，并签字确认。

4．5．4填写车载终端及附属配件安装位置示意图。“车载终端及附属配件安装位置示意”见附录E。

5安装质量检验规则

5．1检验项目

5．1．1 车载终端天线的安装质量检验方法按4．3．1条的规定。

5．1．2车载终端主机的安装质量检验方法按4．3．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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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车载终端附属备件的安装质量检验方法按4．3．3条的规定。

5．2检验合格

5．2．1 检验应符合检验规则中5．1相关要求。

5．2．2检验不符合检验规则5．1中任何一项，均判定为安装不合格。安装不合格时，应对其进行重新

安装。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安装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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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危化品车辆检查清单

车辆状况

安装前 安装后 安装前 安装后

1 边前灯 24 音响系统

2 后尾灯 25 音响系统代码

3 近光灯 26 收音机天线

4 远光灯 27 时钟(重新设定)

5 刹车灯 28 仪表板照明

6 前辅灯 29 碰撞警报灯

7 后雾灯 30 警报灯指示

8 倒车灯 31 主要灯光指示器

9 右转指示灯 32 行程计算机(重设)

10 左转指示灯 33 内灯

11 危险报警灯 34 启动／加载灯

12 前雨刷 35 安全警报

13 后雨刷 36 前车加热

14 前屏冲刷 37 头灯洗／擦

15 后屏冲刷 38 空调

16 后车加热 39 发动机

17 前电动窗 40 ABS系统

18 后电动窗 41 仪器和显示

19 电控镜 42 安全带

20 电动车顶棚 43 外部车体

21 电动座椅 44 内部整洁

22 中心门锁 45 顶层村套

23 喇叭 46 号牌灯

注：状况良好划√；有问题划×

安装前客户签字： El期：

安装后客户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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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附录)

安装报告

AQ 3006--2007

客户号

运营中心

销售负责人

报告单序号

部分1——客户信息

公司名称 电话：

安装地点

车辆负责人姓名 电话： 手机：

司机姓名 电话： 手机：

部分2——车辆信息

车型 颜色

车牌号 发动机号

里程表 底盘号

部分3——初次安装信息

手机号 卡号 车载终端设备序号 车载终端设备安全号 车载终端设备号

初装日期

部分4——安装位置

车载终端设备 紧急按钮 碰撞传感器

天线 状态开关 门检开关

部分5——成功安装确认

车载终端设备检测人姓名 软件测试人员姓名

检测时间 点火测试

检测位置 GPS测试

部分6——备注

附属配件1 电池电压 伏特

附属配件2 终端电压 伏特

附属配件3 保险丝 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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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7——车载终端设备更换信息

车载终端设备序号 卡号

安全号 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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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附录)

安装工具清单

AQ 3006--2007

序 号 名 称 规 格

1 工具箱 40 cm×20 cmX 30 cm

2 电缆盘 50 m

3 电钻 300 W、4．2：r13ITl

4 万用表 量程要求覆盖汽车电路

5 逆变器 300 W

6 电烙铁 30 W

? 捍锯丝 0．5mm

8 尖嘴钳 15 cln

9 扁口钳 15 cm

】0 方口钳 15 cm

11 接线钳 15 cm～20 cm

12 接线端子冷压卡钳 YT一11

13 套简扳手 至少包括8 mm套筒两把

】4 活动扳手 8mm～19 mi31

15 十字螺丝刀 6寸

16 一宇螺丝刀 6寸

17 钟表螺丝刀 内含2mm一字

18 大号尼龙扎线带 50mii]

19 小号尼龙扎线带 300mm

20 黑色绝缘胶带 黑色防水

2l 双面胶带 40 mmXl IIIItTI

22 壁纸刀 1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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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资料性附录)

车载终端及附属配件安装位置示意图

位 置 Ref 位 置 Ref

仪表盘下端一右边 1 后座⋯中间 15

仪表盘下端中间 2 后座一左边 1 6

仪表盘下端一左边 3 后车门内饰一左边 17

脚踏板副司机 4 后行李架一右边 18

变速杆控制台 5 后行李架～左边 19

脚踏板一司机 6 后行李舱一前边 20

前车门内饰右边 7 后行李舱～右边 21

前座右边 8 后行李舱一后边 22

前座之间一过道 9 后行李舱一左边 23

前座之间一杂物籍 10 顶粱一前右 24

前座左边 11 顶梁一前左 25

前车门内饰一左边 12 顶粱一后左 26

后车门内饰一右边 13 顶粱一后右 27

后座一右边 1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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