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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A/T 832-2009《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与 GA/T 832-2009 相比，

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图片数量的技术要求（见 3.3，2009 年版的 4.2）；

——修改了图片质量的技术要求（见 3.4，2009 年版的 4.8）；

——修改了间隔时间的技术要求（见 3.5，2009 年版的 4.3）；

——修改了叠加信息的技术要求（见 3.6，2009 年版的 4.4）；

——增加了证据图片的技术要求（见 3.7）；

——增加了驾驶人图片的技术要求（见 3.10）；

——修改了图片模式分类（见第 4 章，2009 年版的 5.1、5.2）；

——增加了试验方法（见第 5 章）；

——修改了常见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图片模式（见附录 A，2009 年版的附录 A）；

——增加了图片模式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见附录 B）。

本标准由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国家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良维、邹永良、张铿、方艾芬、缪建新、吴云强。

本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A/T 832一2009。



GA/T832—2014

1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的技术要求、图片模式和试验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图像取证 image forensics

以图片方式记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证据。

2.2

间隔时间 interval time

拍摄同一个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相邻两幅图片之间的时间差值。

2.3

计时误差 time error

图像取证设备时钟与基准时钟的差值。

2.4

全景特征 panorama feature

包含有机动车前部（或后部）全貌、号牌、颜色、车型、显著地理特征等。

2.5

图片模式 picture mode
图片中包含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证据要素的式样。

3 技术要求

3.1 图像取证设备

图像取证设备应能清晰记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证据图片。

3.2 计时误差

图像取证设备时钟与北京时间的误差不超过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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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图片数量

3.3.1 不少于 2 幅不同时间拍摄的机动车全景特征图片。

3.3.2 采用图片加视频方式取证的，应采集至少 1幅机动车全景特征图片。

3.4 图片质量

记录的图片质量应符合如下要求：

a)记录的图片应为24位真彩图像；

b)基于模拟视频的图片分辨率应不小于(768×576)像素点；

c)基于数字成像设备的图片分辨率应不小于(1280×720)像素点。

3.5 间隔时间

机动车全景特征图片的间隔时间要求如下：

a) 机动车行驶状态下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间隔时间应确保机动车全景特征图片中机动

车有明显的位移；

b) 机动车静止状态下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间隔时间应不小于10 s。

3.6 叠加信息

3.6.1 基本信息

叠加在每幅图片上的信息至少应包括违法时间、违法地点、违法代码、违法行为、图像取证设备编

号、防伪信息等内容。

3.6.2 测速信息

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的，每幅图片还应叠加限速值和行驶速度值，并符合如下要求：

a) 采用雷达技术测定机动车行驶速度的，每幅图片上应叠加雷达测速方向；能同时测量多个车辆

目标的，应在对应被测目标上标注机动车行驶速度值；

b) 采用激光技术测定机动车行驶速度的，每幅图片上应叠加被测目标的激光测距值。

3.6.3 时间信息

图片上叠加的时间信息应符合如下要求：

a) 对于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叠加在图片上的违法时间应精确到

0.01s；

b) 对于机动车静止状况下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叠加在图片上的违法时间应精确到

1.0s。

3.6.4 叠加位置

图片上叠加的信息不应影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认定。

3.7 证据图片

原始图片应集合为图片证据，图片证据集合过程中不得改变每幅图片的尺寸、像素值、色彩等原始

成像内容。

3.8 存贮格式

图片采用JPEG编码，以JFIF或JPEG文件格式存贮，压缩因子低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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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防伪要求

每幅交通违法行为图片应包含原始防伪信息，防止原始图片在传输、存贮和校对过程中被人为篡改。

3.10 驾驶人图片

作为辨别机动车驾驶人的辅助图片要求如下：

a) 驾驶人图片中脸部特征的信息应不小于(50×50)个像素点；

b) 从机动车后部采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证据图片的，宜增加驾驶人图片。

4 图片模式

4.1 图片模式分类

图片模式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特点分为以下11类：

a) 模式一：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后部全貌的全景特征、交通违法地点、违法时间、违法

行为特征、号牌号码等信息；

b) 模式二：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前部全貌的全景特征、交通违法地点、违法时间、违法

行为特征、号牌号码、驾驶室驾驶人特征等信息；

c) 模式三：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前部和后部全貌的全景特征、交通违法地点、违法时间、

违法行为特征、号牌号码、驾驶室驾驶人特征等信息；

d) 模式四：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前部或后部全貌的全景特征、明显的标线指示特征、交

通违法地点、违法时间、违法行为特征、号牌号码、驾驶室驾驶人脸部特征等信息，或者清晰

辨认的机动车后部全貌的全景特征、明显的标线指示特征、交通违法地点、违法时间、违法行

为特征、号牌号码等信息；

e) 模式五：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后部或前部全貌的全景特征、明确的标志指示特征、交

通违法地点、违法时间、违法行为特征、号牌号码等信息；

f) 模式六：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后部全貌的全景特征、交通信号灯的状态指示、交通违

法地点、违法时间、违法行为特征、号牌号码、驾驶室驾驶人特征等信息；

g) 模式七：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后部全貌的全景特征、交通信号灯的状态指示、导向箭

头指示、交通违法地点、违法时间、违法行为特征、号牌号码等信息；

h) 模式八：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前部全貌的全景特征、交通违法地点、违法时间、违法

行为特征、号牌号码、驾驶室驾驶人特征等信息；

i) 模式九：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前部和后部全貌的全景特征、交通违法地点、违法时间、

违法行为特征、号牌号码、驾驶室驾驶人特征等信息；

j) 模式十：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驾驶人特征或者机动车前部（或后部）全貌的全景特征，

以及明确的交通管控措施特征、交通违法地点、违法时间、违法行为特征、号牌号码等信息；

k) 模式十一：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机动车前部全貌的全景特征、车内明确的场景特征、交通违

法地点、违法时间、违法行为特征、号牌号码、驾驶室驾驶人特征等信息。

注：对于未列入11类图片模式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图片中包含清晰辨认的内容可参照图片模式一至十一的要

求。

4.2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可采用的图片模式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可采用的图片模式参见附录A。

4.3 图片模式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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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模式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参见附录B。

5 试验方法

5.1 设备检查

目视检查图像取证设备应用功能。

目视检查图片的内容和图片效果，图像取证的图片模式。

5.2 计时误差测试

连续工作24h，将系统计时与标准计时比对，计算计时误差。目视检查设备自动校时功能。

5.3 图片数量验证

模拟路口、路段上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实车测试，目视检查不同应用环境下记录的图片数

量、违法行为事实信息。

5.4 图片质量检查

通过计算机相关软件检查车牌区域的像素值及色彩度。

5.5 间隔时间测试

模拟路口、路段上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实车测试，目视或通过计算机验校不同应用环境下

记录的相邻两幅图片成像的时间值。

5.6 叠加信息验证

模拟路口、路段上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实车测试，目视检查图片上叠加的信息。

5.7 证据图片

模拟路口、路段上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实车测试，通过计算机审视证据图片。

5.8 存贮格式检查

目视或通过计算机检查图片文件的存贮格式。

5.9 防伪信息验证

模拟路口、路段上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实车测试，通过计算机相关软件查看图片防篡改功

能。

5.10 驾驶人图片

模拟路口、路段上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实车测试，通过计算机审视驾驶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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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见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图片模式

常见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图片模式见表 A.1。
表 A.1 常见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图片模式

序

号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内容

适用取证

图片模式

1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 一、二

2 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 四、五

3 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未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路口、路段的 一

4 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

时，机动车未依次交替通行的
一

5 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的 四

6 行经铁路道口，不按规定通行的 一

7 未将故障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的 一、二

8 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它车辆、

行人通行的
九

9 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的 一

10 在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掉头的 四、五

11 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掉头的 一

12 掉头时妨碍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一

13 不按规定倒车的 一

14 机动车违反警告标志指示的 五

15 机动车违反警告标线指示的 四

16 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的 一

17 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 三

18 不按规定会车的 一

19 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的 五

20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 七

21 通过路口遇放行信号不依次通过的 六

22 通过路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以内或路口内的 七

23 通过路口向右转弯遇同车道内有车等候放行信号时，不依次停车等候的 六

24 路口遇有交通阻塞时未依次等候的 一

25 驾驶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 20% 十一

26 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时,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 一

27 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八

28 机动车逆向行驶的 一、二

29 从前车右侧超车的 一

30 前车左转弯时超车的 一



GA/T832—2014

6

表 A.1 常见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图片模式 ( 续 )
序

号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内容

适用取证

图片模式

31 前车掉头时超车的 一

32 前车超车时超车的 一

33 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 一

34 超越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 一

35 在铁路道口、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地点超车的 一

36 车辆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后,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或未按规定使用

警示灯光的

一、二

37 准备进入环形路口不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的 一

38 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的 一

39 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不让左转弯车辆先行的 一

40 机动车通过无灯控或交警指挥的路口,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 四、五

41 机动车通过无灯控、交警指挥、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不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的 一

42 机动车在发生故障或事故后，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 一、二

43 不避让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的 一

44 机动车不避让盲人的 一、二

45 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 五

46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四

47 货运机动车驾驶室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 八、九

48 驾驶营运客车（不包括公共汽车）、校车以外的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 20%的 十一

49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未达 20%的 八

50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未达 20%的 八

51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未达 20%的 八

52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未达 20%

的

八

53 驾驶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一、二

54 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的 一、四

55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 一、四

56 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的 一、四

57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核定载客人数未达 20%的 十一

58 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上遇交通拥堵，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 一、二

59 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 六

60 驾驶营运客车（不包括公共汽车）以外的其他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 20％以上的 十一

61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 20％的 八

62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 20％的 八

63 驾驶校车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 20％的 八

64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 20％的 八

65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

的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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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常见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图片模式 ( 续 )
序

号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内容

适用取证

图片模式

66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到

50%的

八

67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到 50%的 八

68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到

50%的

八

69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

上未达到 50%的

八

70 驾驶机动车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的物品，未按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的 十

71 驾驶机动车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的物品，未悬挂明显标志的 十

72 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超过 4 h未停车休息 十

73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 20%的 十一

74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 三

75 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 三

76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 三

77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以上的 八

78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 八

79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 八

80 驾驶校车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 八

81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 八

82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的 八

83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的 八

84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的 八

85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的 八

86 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行驶的 一、二

87 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超过 4 h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20 min的 十

88 连续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 4 h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20 min的 十

89 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 一、二

90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通过施工作业路段，不减速行驶的 一、八

91 在高速公路上骑、轧车行道分界线的 一、四

92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八

93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低于规定时速 20%以下的 八

94 驾驶设计最高时速低于 70 公里的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的 八

95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最低时速 20%以上的 八

96 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超车的 一

97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一、二

98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遇交通拥堵，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 一、二

99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 20％的 八

100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 20％的 八

101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 20％的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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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常见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图片模式 ( 续 )
序

号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内容

适用取证

图片模式

102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 20％的 八

103 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 一、二

104 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 一、二

105 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行驶的 十

106 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 一、二

107 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 一、二

108 在高速公路上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 一、二

109 驾驶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 一、二

110 驾驶营运客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 一、二

111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 八

112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 八

113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 八

114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 八

115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的 八

116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的 八

117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的 八

118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的 八

119 在除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二

120 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四、五

121 驾驶机动车在限速低于 60 km/h 的公路上超过规定车速 50%以下的 八

122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超过规定时速 10%以下的 八

123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超过规定时速 10%以下的 八

124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超过规定时速 10%以下的 八

125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 10%以下的 八

126 号牌不清晰、不完整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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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图片模式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B.1 模式一

模式一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a) 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行驶的；

b) 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通行的；

c) 不按规定倒车、停车、会车的；

d) 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掉头的；

e)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

f) 行经铁路道口，不按规定通行的；

g) 遇交通拥堵，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

h) 路口遇有交通阻塞时未依次等候的；

i) 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的；

j) 在高速公路上骑、轧车行道分界线的；

k) 机动车逆向行驶的或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

l) 掉头时妨碍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m) 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

n) 前车超车时超车的，或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

o) 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的；

p) 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或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

q) 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时，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

r) 从前车右侧超车的，或前车左转弯时超车的，或前车掉头时超车的，或前车超车时超车的；

s) 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未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路口、路段的；

t) 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

行驶时，机动车未依次交替通行的。

B.2 模式二

模式二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a) 不按规定倒车的；

b) 机动车逆向行驶的；

c) 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或逆行的；

d) 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行驶的；

e) 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f) 机动车行驶速度超过规定时速的；

g) 在高速公路上骑、轧车行道分界线的；

h) 驾驶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

i) 未将故障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的；

j) 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

k)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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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m)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遇交通拥堵，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

n) 驾驶营运客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

o) 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上遇交通拥堵，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

B.3 模式三

模式三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a) 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

b) 号牌不清晰、不完整的；

c)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

d) 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

e)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

B.4 模式四

模式四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a) 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b) 机动车违反警告标线指示的；

c)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d) 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的；

e) 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

f)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

g) 在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线的地点掉头的；

h) 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的；

i) 机动车通过无灯控或交警指挥的路口，不按交通标线指示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

j) 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的。

B.5 模式五

模式五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a) 机动车违反警告标志指示的；

b) 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

c) 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

d) 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的；

e) 在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的地点掉头的；

f) 机动车通过无灯控、交警指挥、交通标志控制的路口,不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的；

g) 机动车通过无灯控或交警指挥的路口，不按交通标志指示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

B.6 模式六

模式六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a) 通过路口遇放行信号不依次通过的；

b) 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

c) 通过路口向右转弯遇同车道内有车等候放行信号时，不依次停车等候的。

B.7 模式七

模式七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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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过路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以内或路口内的；

b)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

B.8 模式八

模式八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a)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以下的；

b)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以上未达到 20%的；

c)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到 50%的；

d)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以上的；

e) 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f) 货运机动车驾驶室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

g) 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h) 驾驶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的。

B.9 模式九

模式九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a) 货运机动车驾驶室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

b) 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它

车辆、行人通行的。

B.10 模式十

模式十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a) 不按限定速度行驶的；

b) 不按限定路线行驶的；

c) 不按限定时间通行的；

d) 不按规定车道通行的；

e) 不按限定车型通行的；

f) 不按限定号牌尾号通行的；

g) 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行驶的。

B.11 模式十一

模式十一对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包括：

a)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20%的；

b)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核定载客人数未达20%的；

c) 驾驶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20%；

d) 驾驶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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