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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车辆日常养护规范》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环卫车辆日常养护是指针对环卫车辆进行定期检查、保养和维护，

以确保车辆正常运转，提高工作效率，保障环卫工作顺利开展的一项重

要工作。环卫车辆作为城市环境卫生的重要装备，对于城市环境卫生的

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环卫车辆经常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进行工

作，长时间工作后易产生各种问题，如损坏、疲劳、老化等。因此，对

于环卫车辆进行定期检查、保养和维护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一些地方对于环卫车辆的日常养护工作重视不足，这导致一

些环卫车辆存在各种问题，如动力不足、发动机故障、转向不灵等。这

些问题不仅影响环卫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还会使环卫车辆的使用寿命大

大缩短。因此，开展环卫车辆日常养护规范标准的研制，可有效保障环

卫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环卫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还可延长环卫车

辆的使用寿命，节省维修成本和时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编制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环卫车辆养护市场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信息化管理作

用，标准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在

对我国现有环卫车辆养护市场相关管理服务体系文件、模式基础上，经

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本标准

的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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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环卫车辆养护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

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环卫车辆养护市场标准化管理中现存问

题，结合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环卫车辆养护需要具备的特殊条件，明确

了技术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

2、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市场行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环卫车

辆日常养护规范》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

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提升

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起草组形成了《环

卫车辆日常养护规范》（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浙江乾唐汇环卫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

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3年 8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

写工作。

2、起草人所做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本标准草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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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

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指

南》和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

求进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 TCS 2009 版进行

排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报批稿包括 14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卫车辆日常养护的术语和定义、每日养护、每周安

全检查、每月全车润滑、一级保养维护、二级保养维护、资质、档案、

数据安全、收费和回访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环卫车辆的日常维修、养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

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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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85 城乡社区环卫清洁服务要求

GB/T 50337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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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常养护 daily maintenance

指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对环卫车辆进行各种维护和保养工作，以确保

环卫车辆的正常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包括但不限于定期更换机油、检

查车辆制动系统和悬挂系统、清洗和更换空气滤清器、检查车辆电气系

统和排放系统、检查和更换轮胎、保养发动机、更换火花塞、清洗和更

换油滤器、检查车身和灯光等。

4 基本要求

车辆日常养护应符合GB/T 41085、GB/T 50337的要求。

5 每日养护

5.1 基本要求

车辆宜每日进行养护，应包含但不限于车辆内外卫生、重点部件及

安全等要求。

5.2 车身清洗

5.2.1 应定期进行清洁，包含车身、车底盘等。

5.2.2 应选择合适的清洗时间，不应在高温、强风或恶劣天气条件下清

洗车身，宜选择在早晨或傍晚气温较凉爽时进行清洗。

5.2.3 应使用专业的清洗工具和设备，如水枪、洗车刷和海绵等。

5.2.4 在清洗过程中，不应使用高压水枪清洗设备，宜使用低压水枪进

行冲洗。

5.2.5 应选择适当的清洗剂，可根据车身材质和污垢种类选择合适的清

洗剂，如洗车液、去污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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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在清洗过程中，不应使用洗衣粉和洗洁精等洗涤剂，宜使用专用

的洗车液，并按照说明正确使用。

5.2.7 在清洗过程中，宜从上到下、由外到内的顺序进行清洗。

5.2.8 应注意清洗车窗、车门、车灯、车牌等细小部位。

5.3 车内清洁

5.3.1 在日常养护时，应及时对车内进行护理，包括吸尘和清洗等。

5.3.2 应定期清空车辆内部的垃圾箱和垃圾厢，清除车内的垃圾和废弃

物等。

5.3.3 根据材质应选择合适的清洁剂和工具，定期清洗对座椅、地毯和

内饰进行清洗。

5.3.4 应使用适当的玻璃清洁剂和干净的布，定期清洗车窗、后视镜和

车内玻璃。

5.3.5 应定期清洗清洗空调出风口和通风系统。

5.3.6 宜定期更换和清洗车内的空气滤清器。

5.4 安全机构

5.4.1 检查环卫车辆的安全机构，应包括刹车系统、转向系统、灯光信

号系统、安全带和紧急停车装置等。

5.4.2 检查刹车系统的工作情况，刹车踏板应有适当的行程，刹车效果

应稳定可靠，制动力分布均匀。

5.4.3 转向系统应顺畅，转向盘不应有松动或异响，转向灵活且准确。

5.4.4 检查车辆的灯光信号系统，应包括前后大灯、示宽灯、制动灯、

转向灯和警示灯等。

5.4.5 安全带应完好无损，固定扣具牢固可靠，驾驶员和乘客应正确使

用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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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紧急停车装置应能够迅速启动并有效制动车辆。

5.5 紧固件

5.5.1 检查环卫车辆各部分的紧固件，应包括螺栓、螺母、螺钉等。

5.5.2 检查车身结构的紧固件，应包括车门、车窗、车顶等紧固件。

5.5.3 检查底盘部分的紧固件，应包括底盘横梁、底盘连接件等紧固件。

5.5.4 检查车轮和悬挂系统的紧固件，应包括轮毂螺栓、悬挂装置等紧

固件。

5.6 轮胎气压

5.6.1 检查环卫车辆的轮胎气压，轮胎气压应符合车辆制造商的要求。

5.6.2 应使用合适的气压计测量轮胎的气压。

5.6.3 检查轮胎表面，发现异常磨损、裂纹或异物，应及时进行调整或

更换。

5.6.4 检查不同轮胎之间的气压差异，轮胎气压应相对均衡。

5.7 燃油

5.7.1 检查环卫车辆的燃油情况，应包括燃油量和燃油质量。

5.7.2 根据车辆的工作量和燃油消耗情况，应提醒合理安排燃油加注计

划。

5.7.3 应定期检查燃油质量，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换。

5.7.4 应定期清洗和更换燃油滤清器。

5.8 润滑油

5.8.1 检查环卫车辆的润滑油情况，应包括机油、传动油和液压油等。

5.8.2 检查机油的液面高度，机油液面应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5.8.3 应检查机油的质量和清洁度，并定期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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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应检查传动油和液压油的液面高度和质量，其液面应在适当的范

围内。

5.8.5 根据使用时间和工况要求，应定期更换润滑油和润滑油滤清器。

5.9 冷却水

5.9.1 检查环卫车辆的冷却水情况，应包括冷却水液面和冷却水质量。

5.9.2 检查冷却水的液面高度，其液面应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5.9.3 冷却水应清澈透明，不含杂质和沉积物，定期检查冷却水质量，

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换。

5.9.4 应定期清洗和更换冷却系统中的冷却液和冷却水滤清器。

6 每周安全检验

6.1 全车灯光检查

6.1.1 基本要求

全车灯光检查应包括但不限于照明灯、雾灯、刹车灯、转向灯、倒

车灯等。

6.1.2 外部灯光检查

6.1.2.1 应每周检查环卫车辆的前大灯。灯泡不应有熔断或破损，并清洁

灯罩。

6.1.2.2 应检查前大灯的调整和照射范围。

6.1.2.3 前大灯应具备远光灯和近光灯的切换功能。

6.1.2.4 前雾灯和后雾灯应正常工作，灯泡无熔断或破损。

6.1.2.5 检查示宽灯和转向灯，其亮度和闪烁频率应能达到正常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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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6 检查刹车灯和尾灯，其亮度和闪烁频率应能清晰识别车辆的刹车

和行驶状态。

6.1.3 内部灯光检查

6.1.3.1 检查环卫车辆内部的仪表盘灯光，其可正常亮起，显示信息应清

晰可读。

6.1.3.2 车内室灯应能正常点亮和关闭，驾驶员和乘客进出车辆时可获得

正常的照明。

6.1.3.3 安全带指示灯应能在安全带未系时亮起，并在安全带系好后熄灭。

6.2 全车油水检查

6.2.1 燃油检查

6.2.1.1 检查环卫车辆的燃油量，可支持当周的工作任务。

6.2.1.2 应检查燃油质量，符合要求，不应含杂质和污染物。

6.2.1.3 应定期更换燃油滤清器，燃油系统可正常运行。

6.2.2 润滑油检查

6.2.2.1 检查环卫车辆的润滑油情况，应包括机油、传动油和液压油等。

6.2.2.2 机油液面应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不应过低或过高。

6.2.2.3 应检查机油质量和清洁度，并定期更换。

6.2.2.4 应检查传动油和液压油的液面和质量。

6.2.2.5 根据使用时间和工况要求，应定期更换润滑油和滤清器。

6.2.3 冷却水检查

6.2.3.1 环卫车辆的冷却水液面应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应过低或过高。

6.2.3.2 冷却水应清澈透明，不含杂质和沉积物。

6.2.3.3 应定期更换冷却液和冷却水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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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底盘检查维修

6.3.1 转向手臂

6.3.1.1 应检查转向手臂的连接处，不应有松动或损坏。

6.3.1.2 在发现转向手臂有明显的磨损或变形时，应及时更换。

6.3.1.3 应定期使用适当的润滑剂对转向手臂的关键连接处进行润滑。

6.3.2 横向直拉杆

6.3.2.1 应每周检查横向直拉杆的连接处。

6.3.2.2 在发现横向直拉杆有明显的磨损或变形时，应及时更换。

6.3.2.3 应定期使用适当的润滑剂对横向直拉杆的关键连接处进行润滑。

6.3.3 方向机

6.3.3.1 应每周检查方向机的连接处，连接处应紧固可靠，不应松动或损

坏。

6.3.3.2 方向机液位应在适当的范围内，液质应清澈透明，不含杂质和污

染物。如有需要，应及时更换液体。

6.3.3.3 应检查方向机的回正性和转向力的平稳性，如果发现异常应及时

进行维修和调整。

6.3.4 十字节

6.3.4.1 应每周检查十字节的连接处，连接应紧固可靠，不应出现松动或

损坏。

6.3.4.2 在十字节有明显的磨损或缺乏润滑时，应及时更换或进行润滑。

6.3.4.3 应定期检查十字节的轴承和密封件，不应有松动、磨损或泄漏。

6.4 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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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紧固传动轴螺丝

6.4.1.1 应每周检查传动轴螺丝，传动轴螺丝应紧固可靠，不应有松动或

松脱的现象。

6.4.1.2 在发现传动轴螺丝有明显的磨损或变形时，应及时更换。

6.4.1.3 应定期使用润滑剂对传动轴螺丝进行润滑。

6.4.2 紧固差速器大螺帽

6.4.2.1 应每周检查差速器大螺帽，差速器大螺帽应紧固可靠，不应有松

动。

6.4.2.2 应使用润滑剂对差速器大螺帽进行润滑。

6.4.2.3 在差速器大螺帽有明显的磨损或变形时，应及时更换。

6.5 制动系统

6.5.1 刹车分泵

6.5.1.1 应每周检查刹车分泵，刹车分泵应工作正常，不应泄漏、异响或

异常震动的现象。

6.5.1.2 刹车液位应在适当的范围内，液质应清澈透明，不含杂质和污染

物。如有需要，应及时更换液体。

6.5.1.3 应刹车分泵密封件应完好无损，连接部位应紧固可靠。

6.5.2 管路

6.5.2.1 应每周检查刹车管路连接应紧固可靠，不应松动或泄漏。

6.5.2.2 在发现刹车管路有明显的磨损或腐蚀时，应及时更换。

6.5.2.3 应定期清洗和检查刹车管路的内部积聚杂质和污垢。

6.5.3 前后轮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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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1 应每周检查前后轮刹车应调整合适，前后轮刹车均能够平衡地起

作用。

6.5.3.2 在发现刹车鼓或刹车盘的磨损已超过安全限度时，应及时更换。

6.5.3.3 应定期检查刹车鼓或刹车盘的表面状况。如有需要，应及时进行

研磨或更换。

7 每月全车润滑

7.1 应根据环卫车辆的制造商要求，制定全车结构件的润滑计划，应明

确润滑点、润滑周期和使用的润滑剂等细节。

7.2 根据制造商的建议，应使用适合环卫车辆的润滑剂，包括润滑油、

润滑脂或润滑涂剂等。

7.3 每月润滑前，对全车结构件的润滑点进行检查，润滑点不应损坏、

松动或堵塞等情况。

7.4 根据车辆的具体结构和制造商的建议，在每个润滑点上注入适量的

润滑剂。

7.5 应特别关注和维护如车轴承、传动系统、悬挂系统、转向系统等重

要部位的润滑点。

7.6 应注意润滑剂的质量和用量。

7.7 每次进行全车结构件的润滑时，应记录润滑点、使用的润滑剂、润

滑剂的用量和润滑日期等信息。

8 一级保养维护

8.1 判断要求

车辆宜在行驶15000公里或行驶3个月时间进行一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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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维护要求

车辆维护应包括清洗、检查、润滑、紧固等，具体内容为：

——应更换空气滤芯、机油滤芯，更换机油。

——应按规定对润滑部位进行润滑脂润滑，检查变速器、转向器，差

速器的润滑油油面高度，不足时添加。

——应检查转向紧固情况，离合器自由行程，制动器磨擦片间隙和各

部件连接部位的紧固情况。

——应检查灯光工作情况，以及电池液液面高度。

——应放出储气筒的积水。

9 二级保养维护

9.1 判断要求

车辆宜在行驶30000公里或行驶6个月时间进行二级维护。

9.2 维护要求

9.2.1 车辆经过一次一级保养后，宜在第二次保养周期进行一次二级保

养。

9.2.2 二级保养应包括一级保养作业内容，并调整、检查发动机和底盘

各部件工作情况。具体具体内容为：

——应清洗喷油嘴、更换空气滤芯、机油滤芯，更换机油；

——应检查调整气门间隙，紧固发动机螺栓，并检查发动机有无漏水、

漏油情况；

——应拆检发电机、起动机、整流器和炭刷，润滑轴承；

——应检查上装部分电器技术状况；

——应检查电路、灯光、喇叭、雨刮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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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检查调整离合器与压板的间隙及踏板的自由行程；

——应检查转向器横直拉杆，转向节主销套、转向臂各接头的磨损情

况，并调整前束；

——应拆检转动轴万向节和轴承磨损情况，紧固变速器二轴和主减速

器螺帽有无松动；

——应检查制动器，拆制动鼓，紧固制动底板螺帽，制动蹄片和制动

鼓的磨损情况，调整间隙，油制动检查分离皮碗有无咬死漏油，

气制动换分离膜片，气管，调整制动踏板自由行程；

——应检查变速器，减速器各部件的轴向间隙磨损程度和工作情况；

——应按规定润滑各润滑点，检查轮胎气压和磨损情况，进行轮胎换

位。

10 资质

10.1 修理厂应具备机动车二类维修资质（范围为大中型货车维修）。

10.2 维修人员应参加环卫车辆厂家维修技术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10.3 维修人员应具备相关的技术资质和证书，如汽车维修工程师证书、

机械维修技术人员证书等。

10.4 维修人员应具备一定的维修经验，特别是在环卫车辆维修方面有一

定的实践经验。

10.5 维修人员应接受定期的培训，了解最新的维修技术和方法，提升自

身的维修能力。同时，应进行定期的考核。

10.6 维修人员应熟悉环卫车辆的结构和各个系统，包括发动机、传动系

统、制动系统、悬挂系统等。

10.7 维修人员应熟悉常用的维修工具和设备的使用方法，能够正确选择

和操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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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维修人员应严格遵守相关的维修操作规范和标准，包括正确使用维

修手册、操作指南和安全操作规程等。

10.9 维修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能够与其他相关人员进行

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共同解决维修问题。

10.10 维修人员应及时记录维修过程和结果，编制维修报告，及时后续

的追踪和分析。

11 档案

11.1 由修理厂操作后，修理厂应出具维修记录单或维修结算单，清晰记

录维修车辆基础信息（车牌号、车架号、发动机号、车辆注册日期、车

辆所属人、车辆品牌型号）、车辆当时公里数、维修项目内容、维修工

时费、配件名称、配件型号、配件数量、配件价格、维修总价格、维修

前后照片、新旧件照片等。

11.2 由修理厂操作后，修理厂应将维修记录单或维修结算单上传至当地

汽车电子健康档案。

11.3 每辆环卫车辆都应建立一份独立的档案，包括车辆的基本信息、购

买合同、发票、车辆注册证书、行驶证、车辆保险单等文件。

11.4 应记录车辆的品牌、型号、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码、

购买日期、使用部门等基本信息。

11.5 对于每次维修和保养，应记录车辆的维修日期、维修内容、维修费

用、维修地点、维修人员等详细信息。

11.6 应定期检查和更新车辆档案，将最新的维修和保养记录、保险信息、

年检报告等文件归档存储。

11.7 对于车辆档案中的各类文件，应建立索引和分类管理。

11.8 应设立专人负责车辆档案的建立、管理和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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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应建立电子档案系统，将车辆档案进行电子化管理，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建立档案数据库。

11.10 应定期进行车辆档案管理工作的审核和评估，并及时进行改进和

提升。

12 数据安全

12.1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用户和公司的数据安全，包括车辆信息、用

户个人信息以及其他敏感数据的保密性。

12.2 应定期对重要数据进行备份，并确保备份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12.3 在数据传输和存储过程中，应采用安全加密的方式。

12.4 对于敏感数据，应实施严格的访问权限控制。

12.5 对系统进行应定期的安全漏洞扫描和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和修复潜

在的安全漏洞和风险。

12.6 应对员工进行数据安全意识培训，加强对数据安全的重视，提高对

安全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

12.7 应制定数据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理计划，在安全事件发生时，可迅速

响应和处理。

13 收费

13.1 应建立明确的收费标准。在提供养护服务时，应向用户提供详细的

收费明细，包括项目名称、数量、单价和总金额等信息。

13.2 应建立收费记录和票据管理制度。对每一笔收费进行记录，并提供

相应的票据，如收据或发票。

13.3 应定期进行收费核对和审计，并建立客户投诉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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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回访

14.1 根据公里数、保养时间等，应对车主做出回访，保养提醒工作。

14.2 制定明确的回访计划和频率，并将回访结果进行记录和归档。

14.3 负责回访的人员应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评估车辆的维修

和保养情况。

14.4 回访人员应与车辆使用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了解车辆的实际使用

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14.5 回访人员应仔细检查车辆的维修和保养记录，评估维修的质量和效

果，检查保养的完整性和及时性。

14.6 回访人员应将回访的结果进行记录，包括车辆的问题和存在的隐患，

维修和保养的建议和改进措施等。

14.7 根据回访结果，应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处理，制定相应的维修

和保养计划。

14.8 应定期对回访工作进行评估，了解回访的效果和改进的情况，及时

调整回访计划和方式。

14.9 回访人员应重视车辆使用者的反馈和意见，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标准和企业内部工厂管控的项目进行要求规

定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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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车辆养护企业规范运营，在国际市场上有机会与其他各国（相

关）企业竞争。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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