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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写。 

本标准由浙江墨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墨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海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考试服务有限

公司，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上虞分院。 

本标准起草人：刘文斌  汪雨舟  何刚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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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字改革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基础上的迭代深化，国家十四五规划明

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

改善民生，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让百姓少跑腿，让数字多跑路。 

公安部 2022年 1月 13日发布，全国机动车驾驶员达 4.81 亿人，全国每年驾驶证期满换证

约 7900 万人；《中国驾培行业蓝皮书》统计，全国每年报名学驾约 3000万人。 

驾驶证期满换证（70岁以上驾驶员每年提交一次体检报告）和学驾报名均需要到线下医院

进行体检，每年超过 1亿人次。 

“基于互联网移动设备的机动车驾驶员体检信息采集系统”，依据公安部 162号令对驾驶

员线下体检的要求，将体检过程线上化，学驾体检人通过手机 APP，不受时间地域限制，在线

完成体检信息的采集，全过程录音录像上传给体检医院，医生远程审核后出具体检结论。     

该类基于互联网移动设备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将成为政府数字化改革的强大推动

力，在提升社会公共基础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便捷人民生活的同时，极大地提升社会运行

效率并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发展和推广“基于互联网移动设备的机动车驾驶员体检信息采集系

统”，符合国家数字改革中的“互联网+医疗”的改革方向，使驾驶证期满换证、学驾报名体

检从线下跑、排队办转向线上“跑零次、零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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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移动设备的驾驶员在线 

体检信息采集系统”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互联网移动设备的驾驶员在线体检信息采集系统”的基本定义、适用的范围、

应用推广的条件、操作使用的技术规范标准、体检信息采集的项目和要求、医院后台审核要求和标

准。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和体检机构，使用互联网移动设备远程采集机动车驾驶员体检信息，通过系统采

集的信息做出检查并出具体检报告。 

互联网移动设备的驾驶员在线体检信息采集系统适用的项目，包括驾驶证初领（报名学驾）、增驾、

换发、补发、审验的机动车驾驶人体检信息采集，70 岁以上驾驶员每年提交一次体检报告的体检信

息采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公安部 162 号令 

《色盲检查图》第六版修订版 

GB11533-2011 标准对数视力表 

3 术语和定义 

GB/T DDDD—201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 

DDDD—2016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是指移动通信终端与互联网相结合成为一体，是用户使用手机、 PDA 或其他无线终端设

备，通过速率较高的移动网络，在移动状态下 (如在地铁、公交车等)随时、随地访问 Internet 以获

取信息，使用商务、娱乐等各种网络服务。  

3.2 互联网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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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互联网终端，主要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便于携带、能够随时随地上网的超级计算机。 

3.3  基于互联网移动设备的机动车驾驶员体检信息采集系统 

一种由计算机语言编写的互联网程序，依托具有录音录像功能的互联网移动设备，依据公安部 162

号令对驾驶员线下体检的要求和标准，在线远程采集体检信息，由医生远程审核后出具体检报告。 

4  基本要求 

4.1 系统运行的设备要求 

安装并运行机动车驾驶员体检信息采集系统的互联网移动设备，须具备录音录像功能和 4G 以

上通讯技术，确保采集的体检信息能上传并保存到服务器。 

4.2 系统功能要求 

4.2.1 系统具备用户实名、人脸识别、真人动态检测等功能，确保体检人员身份的真实性。 

4.2.2 系统与资质医疗机构和机动车驾驶员体检结果受理单位系统实现对接。  

4.3 系统开发单位的资质要求 

系统开发单位应具备政府科技部门认定的市级及以上企业研发中心的资质。 

4.4 信息安全保护要求 

4.4.1 由公安部等级保护评估中心认定的机构，出具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二级）评测 

4.4.2 由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认证机构，出具系统经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4.4.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认定的监测机构，出

具系统 CMA 软件评测报告。 

4.5 系统推广要求 

4.5.1 系统必须经省级及以上（科研机构）组织的专家鉴定会，通过论证并获得论证报告。 

4.5.2 系统在 1-2 家三级乙等以上医院测试使用 2 万人次以上，不得出现采集过程作弊，采集结

果失真、信息安全泄露等情况。 

达到以上所有要求方可推广应用。 

5  系统的适用范围 

5.1 适用的医疗机构 

使用“基于互联网移动设备的机动车驾驶员体检信息采集系统”并出具体检报告的医疗和体检机构，

须符合公安部 162 号令有关规定，具备机动车驾驶员的体检资质。 

5.2 适用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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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适用于公安部 162 号令中机动车驾驶员身体条件检查的信息采集，体检人须身体健全、健康；

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驾驶证业务的身体检查，应到线下资质医院进行体检，本系统和标

准不适用。 

5.3 适用的环境 

系统使用不受时间地域限制，但使用系统进行体检信息采集，须在无干扰的独立空间内完成，保证

体检信息采集过程录音录像完整清晰。 

6  体检信息采集的项目和要求 

6.1 人证核验 

体检信息采集前，体检人必须以白色背景拍摄、上传半身免冠正面照片；向系统提交身份证正反面

照片，通过系统进行实名制核验，并通过人证对比，确保体检人与业务申请人一致。 

6.2 听力信息采集 

体检人须双耳佩戴耳机，系统分左右耳（声道）随机给出三组音频，体检人根据听到的音频判断听

到的内容，系统进行记录，并将信息发送到医院后台。 

6.3 辨色力信息采集 

系统应使用通用的《色盲检查图》第 6 版修订版或最新版本，用专业的计算机软件绘制，色调精准。

系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五幅红绿色盲检查图，体检人需在 15 秒之内根据图示内容回答所看到的图

案。系统记录体检人答案，发送到医院后台。 

6.4 视力信息采集 

依据国家标准 GB11533-2011 中规定的变距应用原则，根据场地距离，本标准对数视力表任一行视标

的设计距离均可选为检查距离。据 1000 名驾驶员体检抽样，在一个臂展的前提下，手机屏幕和眼睛

的距离平均为 50.5cm。系统由此设定国标中与此距离最为接近的设计距离，作为视力值 4.9 的检查

距离，即 49.9cm。采集该项信息时，体检人可使用书本等物件遮挡眼睛，根据系统给出的图案回答

视标符号（E）的开口方向。 

系统须能自动判断眼与屏幕的距离，距离不符合要求的，不能够继续进行视力信息采集。 

6.5 上肢下肢、躯干颈部信息采集 

体检人须根据线下体检的相关要求，依次进行左转头、右转头、双手五指张开放于胸前、翻转手掌、

握拳。再依次进行下蹲、起立、左右各抬腿的体检动作。系统模特给予体检人示范，体检人须在系

统框定的屏幕内完成信息采集动作，保证上肢下肢、躯干颈部采集的信息录像完整。 

6.6 信息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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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全过程录音录像，影像文件保存四年。 

6.7 在线支付 

系统应对接中国银联官方支付结算通道，体检费经该通道实时支付给对应的体检医院。 

7  医院审核要求和标准 

信息采集全程录音录像，全程要求无他人在录像中出现，采集音频中无对话交流声。 

7.1 基础信息审核及要求 

按照公安部 162 号令要求，体检人基础信息中的项目完整、一致，自拍照须为白色背景、半身免冠

正面照                 

7.2 辨色力信息审核及要求 

系统给出的辨色力题目选项无错题 

7.3 视力信息审核及要求 

信息采集时完全遮挡一侧眼睛，根据公安部 162 号令，单眼矫正视力达到驾驶证对应车型的视力要

求，系统给出的视力选择题选项错误一题及以内。          

7.4 听力信息审核及要求 

双耳佩戴耳机，系统给出的听力选择题选项错误一题及以内。 

7.5 上肢下肢、躯干颈部信息审核及要求 

体检人根据系统提示依次进行左转头、右转头、双手五指张开放于胸前、翻转手掌、握拳。再依次

进行下蹲、起立、左右各抬腿的体检动作。动作完整且规范。医生审核中对照线下体检，体检人身

体条件符合公安部 162 号令相关要求。 

7.6 体检不合格的认定和操作办法 

未达到以上体检信息采集要求和审核标准的，判定为体检不合格，医生在系统后台选择不合格项目

并填写不合格原因，将结果推送给体检人。 

7.7 重新体检的要求和操作办法 

初次体检信息判定非残疾或非红绿色盲的，体检人可根据医院医生给出的不合格项目和原因，重新

进行体检信息采集，体检人共有 2 次重新采集机会；2 次重新采集后仍判定不合格的，系统自动退款

并告知体检人前往线下医院进行体检。 

7.8 体检合格的操作办法 

根据公安部 162 号令机动车驾驶员体检合格的审核及标准，结合本系统采集的驾驶员体检信息进行

审核，符合以上要求的可判定为体检合格。医生在系统后台进行审核通过处理，并加盖医院体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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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子章，体检医生进行电子签名，体检报告推送给公安互综平台、体检人和相关业务受理部门。 

8  不符合信息采集要求的情况及操作办法 

8.1 体检人存在肢体残疾情况的 

8.2 体检人存在疑似肢体残疾情况无法甄别的 

8.3 体检过程有明显的作弊或体检过程有他人干扰的 

8.4 听力信息采集中，未双耳佩戴耳机 

8.5 视力信息采集未按要求遮挡一侧眼睛 

8.6 上肢信息采集时，双手信息未被完整录像采集，十指未能清晰辨认的；下肢、颈部和躯干信息采

集中，全身未被录像采集的；未按照系统提示完整进行体检动作的。 

8.7 体检采集录像中无他人出现，采集音频中无对话交流声。 

8.8 体检过程录音录像信息不清晰、不完整，影响体检结果判定的 

    存在以上情况，体检医生应在系统中退回体检信息采集单，并在信息审核界面中勾选或填写体

检退回原因，告知体检人重新进行信息采集，或到线下资质医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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