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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１５５２—１９９９《轿车内部凸出物》。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修改采用ＥＣＥＲ２１《关于机动车内部凸出物的认证统一规定》（修订本２）及随后

截止到２００３年１月发布的所有增补件、勘误表的英文版和法文版。

本标准根据ＥＣＥＲ２１重新起草。在附录Ａ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ＥＣＥＲ２１章条编号的对照

一览表。

考虑到我国国情，在采用ＥＣＥＲ２１时，本标准做了一些修改。

本标准与ＥＣＥＲ２１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删除ＥＣＥＲ２１附录５“三维 Ｈ 点确定程序”的相关内容，标准中涉及到该方面的内容参照

ＧＢ１１５５１—２００３附录Ｃ中的内容执行，避免了由于标准用语的差异在实际操作时产生误差。

———删除ＥＣＥＲ２１中第３章“认证申请”、第４章“认证”、第６章“车型认证的变更和扩展”、第７章

“生产一致性”、第８章“生产不一致的处理”、第９章“正式停产”、第１０章“主管部门及检测机

构的名称和地址”以及附录２“通知单”、附录３“认证标志的布置”的内容，其原因是标准体系和

法规体系的差异所致。

为便于使用，对于ＥＣＥＲ２１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法规”改为“本标准”；

———增加资料性附录Ａ。

本标准与ＧＢ１１５５２—１９９９《轿车内部凸出物》的主要差异有：

———变更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由轿车变更为 Ｍ１ 类汽车，并增加了对车窗、天窗及隔断系统电操作

的要求）（本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本版的３．２、３．１０～３．１８）；

———增加了车窗、天窗及隔断系统的电操作（本版的４．８）；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Ａ“本标准章条编号与ＥＣＥＲ２１章条编号对照”（本版的附录Ａ）；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Ｂ“动态确定的头部碰撞区的确认”（本版的附录Ｂ）；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Ｅ“柱状试验棒在天窗及车窗‘开口’中的典型位置”（本版的附录Ｅ）；

———按照ＥＣＥＲ２１修订版，对撞击速度进行了修改（本版的Ｇ．４．２．１）。

本标准的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附录 Ｈ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附录Ｄ为资料性

附录。

对于新认证车型，本标准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实施；对于在生产车型，本标准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

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汽车公司、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樊）、东风本田

汽车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尹爽清、余忠皋、黄小枚、王捍华、童国胜、李韬。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１５５２—１９８９、ＧＢ１１５５２—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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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内部凸出物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乘员舱内部构件（内后视镜除外）、操纵件、顶盖或活动顶盖、座椅靠背和座椅后部零

件在凸出物方面的要求，以及车窗、天窗和隔断系统的电操作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Ｍ１ 类汽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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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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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ＧＢ１１５５１—２００３　乘用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

ＧＢ１４１６６　机动车成年乘员用安全带和约束系统

ＧＢ１５０８３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ＩＳＯ２５７５：２００４　道路车辆　操纵件、指示器和信号装置符号

ＩＳＯ６４８７：１９８０　碰撞试验测量技术、检测仪器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内部构件　犻狀狋犲狉犻狅狉犳犻狋狋犻狀犵狊

除内后视镜以外的乘员舱内部零件，还涉及操纵件的布置、顶盖或活动顶盖、座椅靠背和座椅后部

零件，以及车窗、天窗和隔断系统的电操作。

３．２

车辆型式　狏犲犺犻犮犾犲狋狔狆犲

就乘员舱内部构件而言，在下列主要方面没有差异的 Ｍ１ 类车辆：

———乘员舱的轮廓和构成材料；

———操纵件的布置；

———保护系统的性能［如果制造商选择按照附录Ｂ（动态评价）来确定头部碰撞区内的基准区］。

与已认证的系统或车型相比，如果待认证车型能为乘员提供相同或更好的保护，则仅保护系统性能

不同的车型仍属于同一车型。

３．３

基准区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狕狅狀犲

除去下列区域的头部碰撞区，按照附录Ｃ或者附录Ｂ（由制造商选择）来确定（见附录Ｄ对３．３的注

解）：

ａ）　方向盘外缘再加１２７ｍｍ的环带水平向前投影的区域，下边界是与方向盘下缘相切的水平面

（方向盘处于直线行驶位置）；

ｂ）　上述规定的区域边缘与最近的汽车侧壁之间的仪表板表面部分，下边界是与方向盘下缘相切

的水平面；

ｃ）　前风窗两侧的支柱。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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