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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的汽车、物联网OTA解决方案提供商

艾拉比是全球领先的汽车、物联网OTA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通过OTA

技术赋予万物持续进化的能力。艾拉比为客户提供通向AI智能世界的OTA

产品和解决方案，如固件升级（FOTA）、软件升级（SOTA）、云诊断

（DOTA）、物联网升级方案（IOTA），同时基于艾拉比OTA云平台服务

为客户和用户提供大数据服务（Big Data）。通过AI+Big Data助力客户

产品与时俱进，让用户享受极致的个性化体验和持续的创新服务。

25+

主机厂客户 行业应用

30+ 1000+ 1亿+

终端设备合作伙伴 服务团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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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早、规模最大的OTA团队

艾拉比核心团队组建于2012年，专注OTA技术研发近10年。

是国内投入最早、规模最大的OTA技术研发服务团队。研

发人员占比80%以上，研发人员10年以上研发经验占比

20%以上，5年以上开发经验占比40%以上。

➢ 国内首家专注汽车、物联网OTA升级技术服务提供商

➢ 国内首个拥有汽车OTA项目落地经验的团队

➢ 国内最大规模的OTA技术研发服务团队

➢ 国内首个且唯一OTA国标起草成员单位

总部位于上海张江，在北京、深圳、合肥、重庆设有子公司及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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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优势

100%自主知识产权，管理1亿台各种类型设备，成
功升级上亿次的稳定性验证。

产品线完整涵盖汽车OTA体系，汽车诊断服务体系，
汽车软件管理运营体系，汽车总线协议软件。

产品能力

辅助汽车领域客户建设完成自身的OTA
管理体系及标准。

配合相关国家主管机构单位起草OTA国
标相关章节。

行业影响力 技术服务能力

国内最大规模OTA技术研发及服务团队

行业领先的响应速度，产品定制化能力

汽车行业25+ OEM，40+ 车型项目，

50+ Tier1的能力证明及经验累积。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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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系统建设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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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升级是智能硬件的标配

提升售后服务 丰富商业模式提升客户满意度加速产品上线

修复功能缺陷

优化产品性能

导入新功能

增强产品体验

保障系统安全

维护软件稳定

OTA升级在汽车、物联网产品全生命周期都有着核心价值

• 提高售后效率

• 降低运维成本

• 供应链软件管控

• 软件可售化

• 个性化服务

• 产品保值化

• 增强用户体验

• 品牌态度认知

• 增加产品竞争力

• 软件敏捷迭代

• 提高研发效率

• 降低质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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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系统建设的概览

软件迭代的管理模式与机制

软件
定义
开发

生命
周期
管理

软件
传递
安装

软件
销售
服务

OTA系统的运营

OTA是一条直达用户的通道，不断给用户传递更多的价值和更好的用户体验。

软件定义与开发
软件生态体系的建设是OTA不可或缺的一环，要有新的

软件可以更新。

软件生命周期管理
负责管理软件的上架、下架、版本和使用情况。软件仓

库的概念。

软件传递与安装
狭义上的OTA，负责将符合要求的软件传递给终端并完

成终端的软件安装。

软件销售与服务
完成软件销售所必须的相关能力，例如订单管理、支付

管理、销售活动、客户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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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行业具备最丰富的OTA实战经验

整车厂 整车厂

…  …

中国汽车行业具备最丰富的OTA实践。国标基于

丰富的实战经验而制定，指导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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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系统建设中常见的共性问题

在建设过程中，随着经验的增多，对共性问题不断进行总结。在共性问题的基础上，逐渐提炼出行业标准。

硬件资源
1 .  车端存储空间的问题。在设计过程中，要预留足够空间来放置升级软件包或差分包。

2 .  车内传输速率的问题。在仪表上凸显的很严重，CAN的传输速率慢。

3 .  电瓶电量的限制。常规能使用40分钟左右，限制了大规模刷写。

软件管理
1 .  软件版本的命名规范。软件包的名称太长，不利于终端显示。整车大版本管理势在必行。

2 .  整车软件状态的动态管理。车端软件会通过不同渠道更新，云端系统要能够获取信息。

3 .  工程阶段对软件的版本的管理。OTA系统要满足车辆量产后测试业务的正常开展。

升级场景
1.  车端软件安装条件的灵活判断。针对不同的升级任务，需要设置不同的升级安装条件。

2 .  升级安装稳定性和升级速度平衡。零部件刷写不稳定所带来的焦虑。

3 .  电源状态的适配。针对不同的升级场景需要不同的电源状态，包括远程唤醒。

用户交互
1 .  升级应告知用户的信息及展示。需要能够灵活的调整，并在升级前做好测试。

2 .  升级安装时的防错机制。确保用户在升级过程中不会出现操作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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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系统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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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运营当前的状态-初级阶段

对于新增功能类的软件更新，难点不在于用户买不买，而在于有没有商品卖

车联网软件销售相当于80年代的小卖部

有个新品用户都会有惊喜

相对封闭
非标产品多

用户少
商业模式难以盈利

O EM的商品来源

生态体系

老车型无研发预算

新车型需要宣传点

出问题还需要承担责任

自身研发

OEM在软件商品上遇到的难点

新软件商品的设计和生产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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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运营的概览

任何一个系统的运营都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运营的目的是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提升新版软件的升级效率。

运营团队

研发 服务 市场 法规

对内

• 制定功能规划
• 提出软件需求
• 客户服务落地
• 宣传资源调动
• ……

对
外

• 用户教育
• 新功能宣传
• 运营活动
• 售后服务
• 升级率达成

管理机制设计

建立体验用户群

小范围版本宣传

体验用户升级

体验用户试用

升级报告分析

大批量升级方案

升级预热宣传

升级消息发送

升级时间确定

升级任务执行

升级任务总结

新版本反馈

验证
转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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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力 新 升 畅 享 未 来
D e v o t e t o a n i n n o v a t i v e f u t u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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