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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２６７３—１９９０《汽车主要尺寸测量方法》，与ＧＢ／Ｔ１２６７３—１９９０相比，除编辑性

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第１章的适用范围（见第１章）；

———增加了第２章对ＧＢ１５８９、ＧＢ／Ｔ１９５１４、ＧＢ／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的引用（见第２章）；

———修改了第３章的内容：增加了车辆坐标系（见３．１）、Ｈ点及Ｈ点测量装置（见３．２）、乘员参考点

及参考平面（见３．３）、座椅布置类型（见３．４）、车身设计术语（见３．５）、最大质量（见３．６）、尺寸编

码（见３．７）、头部包络和头部位置包络（见３．８）的定义；

———修改了第４章的内容：增加了车辆状态（见４．２）、测量基准（见４．３）、测量仪器、设备改为测量工

具的精度要求（见４．４）；

———修改了第５章的内容：增加了角度、座椅尺寸、行李箱／货箱容积、Ｈ点行程路径尺寸参数的代

号及定义（见５．１）、修改了数字分段（见５．２）、增加了内部尺寸后缀（见５．３．１）、外部尺寸后缀

（见５．３．２）、行李箱／货箱尺寸后缀（见５．３．３）、特殊后缀（见５．３．４）；

———修改了第６章的内容：将 Ｈ１３６更改为 Ｈ１３６１、将 Ｈ１３７改为 Ｈ１３６２、将Ｌ１２７、Ｌ１２８更改为

Ｌ１２８１、Ｌ１２８２并删除了载荷状况（见６．１）；删除了“满载”的载荷状况、将“最大总重”改为“最

大质量”（见６．３）；

———修改了第７章的内容：增加了“内部尺寸———长度”（见７．１）、“内部尺寸———宽度”（见７．２）、

“内部尺寸———高度”（见７．３）、“内部尺寸———角度”（见７．４）、“内部尺寸———座椅”（见７．５）、

“内部尺寸———Ｈ点行程路径”（见７．６）；

———修改了第８章的内容：删除了部分载荷状况；“车长”参考了ＧＢ１５８９的相关要求（见８．１）；“车

宽”参考了ＧＢ１５８９的相关要求（见８．２）；修改了“车辆高”的定义并删除了“车辆高”满载的测

量方法，“车高”参考了ＧＢ１５８９的相关要求（见８．３）；增加了“外部角度”（见８．４）；

———修改了第９章的内容：增加了部分载货尺寸测量方法，并对部分载货尺寸测量方法进行了重新

编辑（见第９章）；

———增加了附录Ａ驾驶员及乘客头部包络及其定位；

———增加了附录ＢＨ点行程路径；

———增加了附录Ｃ座椅类型的确定方法及Ｌ４８、Ｌ５１的测量方法结构框图；

———增加了附录Ｄ中的部分附图。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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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主要尺寸测量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主要尺寸的测量方法。

本标准规定的外部尺寸、行李箱／货箱尺寸测量方法适用于 Ｍ类、Ｎ类车辆，其他车辆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规定的内部尺寸测量方法适用于 Ｍ１ 类车辆，其他车辆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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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１５８９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ＧＢ／Ｔ３７３０．２　道路车辆　质量　词汇和代码

ＧＢ／Ｔ３７３０．３—１９９２　汽车和挂车的术语及其定义　车辆尺寸

ＧＢ／Ｔ１９５１４　乘用车　行李舱　标准容积的测量方法

ＧＢ／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　Ｈ点和Ｒ点确定程序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１５８９、ＧＢ／Ｔ３７３０．２、ＧＢ／Ｔ３７３０．３—１９９２、ＧＢ／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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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车辆坐标系　狏犲犺犻犮犾犲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狊狔狊狋犲犿

由相互关联的三个垂直正交平面组成，用于确定平面、轴、点的位置关系，见图１。

图１　车辆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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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犢基准平面　狕犲狉狅犢狆犾犪狀犲

ＧＢ／Ｔ３７３０．３—１９９２中定义２．４规定的车辆纵向对称平面。

３．１．２

犡 基准平面　狕犲狉狅犡狆犾犪狀犲

制造厂规定的垂直于犢 基准平面的垂直面。

３．１．３

犣基准平面　狕犲狉狅犣狆犾犪狀犲

制造厂规定的垂直于犢 基准平面和犡 基准平面的平面。

３．１．４

犢平面　犢狆犾犪狀犲

平行于犢 基准平面的平面。

３．１．５

犡 平面　犡狆犾犪狀犲

平行于犡 基准平面的平面。

３．１．６

犣平面　犣狆犾犪狀犲

平行于犣基准平面的平面。

３．１．７

犡 向　犡犪狓犻狊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

平行于犡 平面法线的方向。

３．１．８

犢向　犢犪狓犻狊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

平行于犢 平面法线的方向。

３．１．９

犣向　犣犪狓犻狊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

平行于犣平面法线的方向。

３．１．１０

基准点、线、面　犫犪狊犲狆狅犻狀狋，犫犪狊犲犾犻狀犲，狕犲狉狅狆犾犪狀犲

制造厂规定的三个或多个实际点、线或面。

３．２　犎点及犎点测量装置

３．２．１

犎点　犎狆狅犻狀狋

在ＨＰＭ中，Ｈ点是躯干和大腿的旋转中心，模拟人体躯干和大腿的铰接中心，用于座椅实际 Ｈ点

的确定。在 ＨＰＭⅡ中，Ｈ点是座板总成和背板总成的铰接中心点，位于 ＨＰＭⅡ或 ＨＰＤ的侧向中心

线上。

　　注１：在 ＨＰＭ中，Ｈ点位于 ＨＰＭ的中心面上，处于该装置两侧的 Ｈ点标记钮连线的中点。

　　注２：在 ＨＰＭⅡ中，Ｈ点也是座垫线与躯干线的交点。当 ＨＰＭⅡ适当地放置于车辆上时，无论是ＣＡＤ还是实

际物理装置，Ｈ点相对于车辆的位置就作为车辆的基准点。如果座椅被移动，车辆上 Ｈ点的位置随之发生

变化。因此，可调座椅会有不止一个 Ｈ点位置，而固定座椅只有一个 Ｈ点位置。

　　注３：Ｈ点通常指臀部点或臀部铰接点，但不精确代表人的臀部关节点的位置。

［ＧＢ／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定义３．３］

３．２．２

实际犎点　犪犮狋狌犪犾犎狆狅犻狀狋

在ＨＰＭ中，座椅位于制造厂指定的乘坐基准点位置，ＨＰＭ采用合适的腿长时，在其躯干线和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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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中心线的铰接中心处测得的Ｈ点。在ＨＰＭⅡ中，座椅位于制造厂指定的乘坐基准点位置，ＨＰＭⅡ

采用合适的姿态时，在其座板总成和背板总成的铰接中心点处测得的 Ｈ点。

［ＧＢ／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定义３．３．２］

３．２．３

犚点　犚狆狅犻狀狋

制造厂设定的设计 Ｈ点位置，特别指定为Ｒ点或ＳｇＲＰ，且满足下述所有要求的点：

ａ）　是用于建立乘员调节工具和尺寸的基本基准点；

ｂ）　模拟人体躯干和大腿铰接中心位置；

ｃ）　具有相对于所设计的车辆的结构建立的坐标；

ｄ）　建立了每个指定乘坐位置的最后面或制造厂指定的正常驾驶和乘坐位置的 Ｈ点，它考虑了座

椅所有的调节状态，包括水平、垂直和倾斜，但不包括用于非正常驾驶和乘坐目的的座椅移动。

３．２．４

犎点行程路径　犎狆狅犻狀狋狋狉犪狏犲犾狆犪狋犺

指定乘坐位置的座椅在所有的调节状态（包括水平、垂直和倾斜）下 Ｈ点所有的可能位置。

［ＧＢ／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定义３．９］

３．２．５

三维犎点装置　狋犺狉犲犲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犎狆狅犻狀狋犿犪犮犺犻狀犲；犎犘犕

用于测定车辆上的实际 Ｈ点和实际躯干角的装置。

［ＧＢ／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定义３．１］

３．２．６

三维犎点装置Ⅱ　狋犺狉犲犲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犎狆狅犻狀狋犿犪犮犺犻狀犲Ⅱ；犎犘犕Ⅱ

新的ＳＡ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Ｈ点装置，用于更加准确地测

定车辆上的实际 Ｈ点和实际躯干角以及其他参数值的装置。ＨＰＭⅡ主要的变化是改进了可重复性，

使用更加方便，增加了一些附加部件，增强了测量能力，并尽可能减小这些改进对基准点位置和其他测

量值的影响，见图２。

［ＧＢ／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定义３．２］

图２　犎犘犕Ⅱ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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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

犎点测量装置　犎狆狅犻狀狋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犿犪犮犺犻狀犲

包括三维Ｈ点装置（ＨＰＭ）及三维Ｈ点装置Ⅱ（ＨＰＭⅡ）在内的，用于测量车辆上实际Ｈ点和实

际躯干角的测量装置的统称。

３．３　乘员参考点及参考平面

３．３．１

膝关节点　犽狀犲犲狆狅犻狀狋

犓点

Ｈ点测量装置上大腿与小腿的铰接点，见图２。

３．３．２

小腿线　犾犲犵犾犻狀犲

在Ｙ平面内，Ｈ点测量装置上连接Ｋ点到踝点的线，见图２。

３．３．３

大腿线　狋犺犻犵犺犾犻狀犲

在Ｙ平面内，Ｈ点测量装置上连接Ｋ点和 Ｈ点的线，见图２。

３．３．４

躯干线　狋狅狉狊狅犾犻狀犲

在 ＨＰＭ中，头部空间探杆向后紧靠 ＨＰＭ背板时，探测杆的中心线。

在 ＨＰＭⅡ中，通过 Ｈ点和胸部滑动铰接轴的直线，见图２。

　　注：ＨＰＭ中躯干线过 Ｈ点且平行于确定躯干角的背板的平坦部分。

［ＧＢ／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定义３．４］

３．３．５

踝点　犪狀犽犾犲狆狅犻狀狋

Ｈ点测量装置鞋具与小腿的铰接点，见图２。

３．３．６

踵点　犺犲犲犾狅犳狊犺狅犲；犎犗犛

当乘员的座椅位于Ｒ点时，Ｈ点测量装置的右踵与压下的地板覆盖层或其他踵部支撑面的交点，

见图２。

３．３．７

踏点　犫犪犾犾狅犳犳狅狅狋；犅犗犉

鞋底上，鞋具侧向中心线上离 ＨＯＳ２０３ｍｍ处的一个点，见图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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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犃犎犘、犃犘犘、犅犗犉、犅犗犉犚犘、犅犗犛位置图

３．３．８

踝足底线　犫犪狉犲犳狅狅狋犳犾犲狊犺犾犻狀犲

在侧视图上，起点为过 ＨＯＳ与ＢＯＦ的连线上距ＨＯＳ２８６．９ｍｍ的点且与鞋底成６．５°的一条直线，

见图２。

３．３．９

踏点参考点　犫犪犾犾狅犳犳狅狅狋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狅犻狀狋；犅犗犉犚犘

脚后跟位于加速踏板踵点（ＡＨＰ），鞋底放置在加速踏板平面上时，鞋底面垂直于侧向中心线且距

加速踏板踵点２０３ｍｍ的直线与加速踏板中心面的交点，见图３。

　　注：若鞋具与侧面支撑物相交未引起ＢＯＦＲＰ的偏移，则横向位置（犢 坐标）和ＢＯＦ相同。

３．３．１０

加速踏板踵点　犪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狅狉犺犲犲犾狆狅犻狀狋；犃犎犘

当踝角为８７°，鞋具放在未受压加速踏板平面上，鞋后跟与压下的地板覆盖层的交点，见图３。

　　注：若鞋具与侧面支撑物相交未引起ＡＨＰ和ＢＯＦＲＰ的偏移，则横向位置（犢 坐标）和ＢＯＦＲＰ相同。

３．３．１１

鞋底　犫狅狋狋狅犿狅犳狊犺狅犲；犅犗犛

鞋具的底面，用于在侧视图确定平面或角度，见图３。

３．３．１２

加速踏板点　犪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狅狉狆犲犱犪犾狆狅犻狀狋；犃犘犘

在侧视图上加速踏板表面中心线距离ＡＨＰ２００ｍｍ的点，见图３。

３．３．１３

乘员地板平面　狆犪狊狊犲狀犵犲狉狊犳犾狅狅狉狆犾犪狀犲

Ｈ点测量装置鞋具鞋底与车身底板相接触所构成的平面。

３．３．１４

地板参考点　犳犾狅狅狉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狅犻狀狋；犉犚犘

鞋具放在受压地板覆盖物上，脚后跟与受压地板覆盖物的交点，见图４。

　　注：确定该点时，将鞋具和小腿装配在一起放置在距乘员中心面两侧各１２７ｍｍ范围内最靠前位置，直到与前面组

件（如与座椅下部结构或靠背装饰物下面部分）相交，踝角保持在８７°～１３０°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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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短排距座椅干涉和犉犚犘位置图

３．３．１５

方向盘中心　狊狋犲犲狉犻狀犵狑犺犲犲犾犮犲狀狋犲狉

前轮处于直线前进状态时，方向盘轮圈上表面与转向管柱中心线的交点。

３．３．１６

乘员中心面　犮犲狀狋犲狉犾犻狀犲狅犳狅犮犮狌狆犪狀狋

每个指定乘坐位置Ｒ点的犢 坐标平面。

　　注：对于单人座椅，一般情况下指座椅中心面。对于长条座椅，乘员中心面由制造厂指定。

３．４　座位布置类型

３．４．１

长排距座椅　犾狅狀犵犮狅狌狆犾犲犱狊犲犪狋犻狀犵

当前排座椅在设计位置，Ｈ点测量装置位于后排左外侧座椅上时，与前排座椅间犡 方向上连续的

距离足够安放踝角大于１３０°的 Ｈ点测量装置的（第一排到第二排，第二排到第三排等）连续两排座椅。

３．４．２

标准排距座椅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犮狅狌狆犾犲犱狊犲犪狋犻狀犵

当前排座椅在设计位置，Ｈ点测量装置位于后排左外侧座椅上时，与前排座椅间犡 方向上连续的

距离足够安放踝角不大于１３０°的 Ｈ 点测量装置的（第一排到第二排，第二排到第三排等）连续两排

座椅。

３．４．３

短排距座椅　狊犺狅狉狋犮狅狌狆犾犲犱狊犲犪狋犻狀犵

当前排座椅在设计位置，Ｈ点测量装置位于后排左外侧座椅上时，Ｈ点测量装置的鞋具或腿模型

在犡 方向最小极限位置时与前排座椅装饰物或座椅结构相干涉的连续两排座椅。

　　注：如图４所示：乘员有效腿部空间（Ｌ５１），乘员腿部间隙（Ｌ５８）或最小膝部间隙（Ｌ４８）至少有一个会受到短排距座

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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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车身设计术语

３．５．１

门槛　狉狅犮犽犲狉

门框下边部分的零部件。

３．５．２

行李箱／货箱地板　犾狌犵犵犪犵犲犮狅犿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犮犪狉犵狅犳犾狅狅狉

车身内部用于放置行李或货物的区域所形成的上表面。

　　注１：若地板被覆盖，则指的是覆盖物的表面。

　　注２：若该车辆布置了可折叠、翻转、滑动等型式的座椅，且其表面可支撑行李，则认为其自身表面也是行李箱地板

的一部分。

　　注３：若车辆布置了未被覆盖的肋板，则指的是肋板顶端。

３．５．３

犆点　犮狅狑犾狆狅犻狀狋

在犢 基准平面内，前罩板、发动机罩或外部组件上的最高点沿犡 向在汽车前风窗玻璃外表面上的

投影点，见图５。

３．５．４

犇点　犱犲犮犽狆狅犻狀狋

在犢 基准平面内，后背舱或外部组件上的最高点沿犡 向在汽车后风窗玻璃外表面上的投影点。见

图５。

　　注：某些车辆的Ｄ点可能在玻璃边缘。

图５　犆点和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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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

透明区　狋狉犪狀狊狆犪狉犲狀狋犪狉犲犪

汽车风窗玻璃或其他透明表面的透光率（当光线与表面成直角测量时）不小于７０％的区域。对于

防弹车辆，其透光率不小于６０％的区域。

３．５．６

腰线　犫犲犾狋犾犻狀犲

侧门玻璃透明区下边缘所形成的一条连续的线，并延伸至Ａ柱、Ｃ柱。若两相邻玻璃透明区下边

缘不共线，则连接各自较低的两个边缘的端点，不考虑圆角，见图６。

图６　腰线

３．６

最大质量　犵狉狅狊狊狏犲犺犻犮犾犲犿犪狊狊；犌犞犕

ＧＢ／Ｔ３７３０．２中定义的汽车“最大允许总质量”。

　　注：单位为千克（ｋｇ）。

３．７

尺寸编码　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犮狅犱犲狊

本标准中每一个尺寸都指定一个编码，一般由字母、数字组成，并通过追加后缀来区分不同的测量

位置及测量条件。

３．８　头部包络和头部位置包络

３．８．１

头部包络　犺犲犪犱犮狅狀狋狅狌狉

乘员人群总体的头部定位模型。

　　注：头部包络的确定方法参见附录Ａ。

３．８．２

头部包络最高点　狋狅狆狅犳犮狅狀狋狅狌狉

通过Ｒ点的犢 平面上，头部包络的最高点，见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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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头部包络最高点

３．８．３

头部位置包络　犺犲犪犱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犮狅狀狋狅狌狉

头部包络在指定位置时，通过头部包络最高点所在犡 平面与犢 平面截得的轮廓。

４　测量准备

４．１　测量场地

测量场地应具有水平坚硬覆盖层的支承表面。

４．２　车辆状态

４．２．１　若无特殊规定，应在车辆整备质量下测量。对于部分尺寸测量时，可在搭载部分必要测量仪器

及１～２名测量人员下进行。

４．２．２　汽车转向车轮应以直线前进状态置于测量场地上。

４．２．３　汽车轮胎气压应符合设计要求。

４．２．４　若无特殊规定，汽车装有可调节或可活动零部件时，应按如下规定状态进行测量：

ａ）　货箱栏板应处于关闭状态；

ｂ）　车门、发动机罩、行李舱盖和通风孔盖等均为关闭状态；

ｃ）　收音机天线应处于收回状态；

ｄ）　不包括汽车牌照，但包括汽车牌照板（架）；

ｅ）　若方向盘可调，则应调节到制造厂规定的位置，如果制造厂没有规定，则应调节到可调节范围

的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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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车辆踏板应处于自由状态位置，对于可调节踏板，应调至制造厂指定或向前最大位置；

ｇ）　车辆座椅应按如下要求进行调整：

１）　对于高度可调的头枕，如无特殊规定，应调至最高位置；

２）　若座椅水平、垂直方向可调，应调至Ｒ点位置或制造厂指定位置；

３）　若腰靠可调，应调至完全收回位置；

４）　若坐垫角可调，应调至制造厂指定角度；

５）　若座椅靠背角可调，第一排座椅应调至２２°或制造厂指定角度，第二排、第三排座椅应调至

２５°或制造厂指定角度；

ｈ）　其他零部件若可调也应调整至制造厂指定位置。

４．３　测量基准

４．３．１　若无特殊规定，长度应在与犡 向平行的直线上测量；宽度应在与犢 向平行的直线上测量；高度

应在与犣向平行的直线上测量。

４．３．２　若车辆两侧位置对称，可只测左侧或右侧。

４．３．３　若无特殊规定，车辆内部尺寸应在乘员中心面上测量。当使用 Ｈ 点测量装置测量时，宜采用

ＨＰＭⅡ，腿长调至第９５百分位的位置测量。为使测量保持一致，宜使用附录Ｂ给出的座椅 Ｈ点行程

路径公式。

４．３．４　长排距、标准排距、短排距座椅类型的确定方法见附录Ｃ，长排距、标准排距座椅测量时 Ｈ点测

量装置推荐采用第９５百分位，其他排距可由制造厂指定。

４．４　测量工具的精度要求

测量时可采用直接或间接测量的装置进行测量，测量工具的单位及精确度如表１所示。

表１　测量工具的单位及精确度

测量工具 单位 精确度

长度测量工具 ｍｍ ±１ｍｍ

宽度测量工具 ｍｍ ±１ｍｍ

高度测量工具 ｍｍ ±１ｍｍ

角度测量工具 ° ±１°

５　尺寸编码

５．１　尺寸代号及定义

表２中的大写字母表示所测尺寸分类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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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尺寸代号及定义

尺寸代号 定义

Ｌ 长度尺寸或犡 坐标

Ｗ 宽度尺寸或犢 坐标

Ｈ 高度尺寸或犣坐标

Ａ 角度

ＳＬ 座椅长度尺寸

ＳＷ 座椅宽度尺寸

ＳＨ 座椅高度尺寸

Ｖ 行李箱／货箱容积

ＴＬ Ｈ点行程路径长度尺寸

ＴＨ Ｈ点行程路径高度尺寸

５．２　数字分段

表３中的数字分段表示不同类型的尺寸。

表３　数字分段

数字段 尺寸类型

１～９９ 内部尺寸

１００～１９９ 外部尺寸

２００～２９９ 行李箱／货箱或后部组件尺寸

４００～５９９ 汽车特殊尺寸

５．３　后缀

５．３．１　内部尺寸后缀

对于不同排座椅乘坐位置的同一种类别内部尺寸，字母与数字代码保持一致，通过追加表４中的后

缀来区分其乘坐位置。

表４　内部尺寸后缀

后缀 指定座椅位置

－１ 第一排驾驶员或乘员位置

－２ 第二排外侧乘员位置

－３ 第三排外侧乘员位置

　　注１：若无特殊规定，对于宽度尺寸，“－１”指第一排整体尺寸。

　　注２：若无特殊规定，对于其他尺寸代号，“－１”指驾驶员位置尺寸编码，对于第一排其他位置，可在尺寸编码后追

加表７的特殊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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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　外部尺寸后缀

对于车辆前后位置的同一种类别外部尺寸，字母与数字代码保持一致，通过追加表５中的后缀来区

分其位置。

表５　外部尺寸后缀

后缀 车辆前部或后部位置

－１ 车辆前部

－２ 车辆后部

５．３．３　行李箱／货箱尺寸后缀

对于座椅折叠后可以增加行李箱／货箱容积的车辆，不同排座椅涉及的同一类别行李箱／货箱尺寸，

字母与数字代码保持一致，通过追加表６中的后缀来区分其测量位置。

表６　行李箱／货箱尺寸后缀

后缀 指定座椅位置

－１ 行李箱／货箱至第一排座椅空间

－２ 行李箱／货箱至第二排座椅空间

－３ 行李箱／货箱至第三排座椅空间

　　注：对于多排座椅车辆，可根据需要增加相应排的尺寸后缀，如－４、－５。

５．３．４　特殊后缀

对于内部尺寸、外部尺寸、行李箱／货箱或后部组件尺寸、汽车特殊尺寸中的部分特殊测量条件及测

量位置，字母与数字代码保持一致，通过追加表７中特殊后缀来区分其条件或位置。

表７　特殊后缀

特殊后缀 测量条件或测量位置

－Ｃ 中间乘员位置

－Ｌ 车辆左侧

－Ｒ 车辆右侧

－ＣＶ 活动天窗或顶棚处于折叠或收缩的状态

－ＧＶＭ 最大质量状态

　　注：若无特殊规定，对于车辆两侧位置对称只测一侧的情况，可不使用特殊后缀。

６　基准面和基准点的确定

６．１　基准面的确定

表８中的各项尺寸用来确定车辆的基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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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基准面的确定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Ｈ１３６
汽车车轴位置上犣基准平面

相对于地面的位置
测量从犣基准平面至地面的距离 图Ｄ．１

Ｈ１３６１
汽车前轴位置上犣基准平面

相对于地面的位置
在通过前轮中心的垂直平面内测量 图Ｄ．１

Ｈ１３６２
汽车后轴位置上犣基准平面

相对于地面的位置
在通过后轮中心的垂直平面内测量 图Ｄ．１

Ｌ１２８ 轮心犡 坐标 测量从犡 基准平面到车轮中心线的距离 图Ｄ．１

Ｌ１２８１ 前轮中心线犡 坐标 测量从犡 基准平面到前轮中心线的距离ａ 图Ｄ．１

Ｌ１２８２ 后轮中心线犡 坐标 测量从犡 基准平面到后轮中心线的距离ａ 图Ｄ．１

　　
ａ 如左右轮中心线的坐标值不同，则两个尺寸同时列出，用“／”号分开，第一个数值为左轮中心线坐标值。

６．２　基准点的确定

表９中的各项尺寸用来确定车辆的基准点。

表９　基准点的确定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Ｌ５４ 基准点１犡 坐标 测量从犡 基准平面到基准点１的距离 图Ｄ．１

Ｌ５５ 基准点２犡 坐标 测量从犡 基准平面到基准点２的距离 图Ｄ．１

Ｌ５６ 基准点３犡 坐标 测量从犡 基准平面到基准点３的距离 图Ｄ．１

Ｗ２１ 基准点１犢 坐标 测量从犢 基准平面到基准点１的距离 图Ｄ．２

Ｗ２２ 基准点２犢 坐标 测量从犢 基准平面到基准点２的距离 图Ｄ．２

Ｗ２３ 基准点３犢 坐标 测量从犢 基准平而到基准点３的距离 图Ｄ．２

Ｈ８１ 基准点１犣坐标 测量从犣基准平面到基准点１的距离 图Ｄ．１

Ｈ８２ 基准点２犣坐标 测量从犣基准平面到基准点２的距离 图Ｄ．１

Ｈ８３ 基准点３犣坐标 测量从犣基准平面到基准点３的距离 图Ｄ．１

６．３　基准点相对于地面的位置

表１０中的各项尺寸用来确定基准点相对于地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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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基准点相对于地面的位置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载荷状况 图示和备注

Ｈ１６１

Ｈ１６５

地面上方基准点１的高度 测量从基准点１到地面的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１

最大质量 图Ｄ．１

Ｈ１６２

Ｈ１６６

地面上方基准点２的高度 测量从基准点２到地面的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１

最大质量 图Ｄ．１

Ｈ１６７

Ｈ１６９

地面上方基准点３的高度 测量从基准点３到地面的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１

最大质量 图Ｄ．１

６．４　犚点位置

表１１中的各项尺寸用来确定Ｒ点相对于基准平面的位置。

表１１　犚点位置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Ｌ３１ Ｒ点犡 坐标 测量犡 基准平面到指定座椅位置的Ｒ点的距离 图Ｄ．１

Ｌ３１１ 第一排Ｒ点犡 坐标 测量犡 基准平面到第一排座椅Ｒ点的距离 图Ｄ．１

Ｌ３１２ 第二排Ｒ点犡 坐标 测量犡 基准平面到第二排座椅Ｒ点的距离 图Ｄ．１

Ｌ３１３ 第三排Ｒ点犡 坐标 测量犡 基准平面到第三排座椅Ｒ点的距离 图Ｄ．１

Ｗ２０ Ｒ点犢 坐标 测量犢 基准平面到指定座椅位置的Ｒ点的距离 图Ｄ．３

Ｗ２０１ 第一排Ｒ点犢 坐标 测量犢 基准平面到第一排座椅Ｒ点的距离 图Ｄ．３

Ｗ２０２ 第二排Ｒ点犢 坐标 测量犢 基准平面到第二排座椅Ｒ点的距离 图Ｄ．３

Ｗ２０３ 第三排Ｒ点犢 坐标 测量犢 基准平面到第三排座椅Ｒ点的距离 图Ｄ．３

Ｈ７０ Ｒ点犣坐标 测量犣基准平面到指定座椅位置的Ｒ点的距离 图Ｄ．３

Ｈ７０１ 第一排Ｒ点犣坐标 测量犣基准平面到第一排座椅Ｒ点的距离 图Ｄ．３

Ｈ７０２ 第二排Ｒ点犣坐标 测量犣基准平面到第二排座椅Ｒ点的距离 图Ｄ．３

Ｈ７０３ 第三排Ｒ点犣坐标 测量犣基准平面到第三排座椅Ｒ点的距离 图Ｄ．３

７　内部尺寸的尺寸编码、名称及测量方法

７．１　内部尺寸———长度

表１２规定了车辆内部长度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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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内部尺寸———长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Ｌ３ 乘员最小乘坐空间

在与坐垫最高点相切的水平面内，外侧乘员座椅中心

面两侧各１２７ｍｍ范围内，测量指定排靠背间的水平

最小距离

图Ｄ．４

Ｌ３２ 第二排乘员最小乘坐空间
测量第一排座椅靠背后部与第二排座椅靠背的前部

之间的距离
图Ｄ．４

Ｌ３３ 第三排乘员最小乘坐空间
测量第二排座椅靠背后部与第三排座椅靠背的前部

之间的距离
图Ｄ．４

Ｌ６ ＢＯＦＲＰ到方向盘中心距离
在犢 平面上，测量ＢＯＦＲＰ到方向盘中心的沿犡 向的

距离
图Ｄ．４

Ｌ７ 方向盘与躯干线的间隙 在犢 平面上，测量方向盘后边缘与躯干线间最小距离 图Ｄ．４

Ｌ１１ ＡＨＰ到方向盘中心的距离 在犢 平面上，测量ＡＨＰ到方向盘中心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４

Ｌ１８ 前排脚部进入间隙

在前门处于最大开度情况下，测量前排座椅坐垫及其

附属物与车门／立柱在同一高度平面的最小水平距离

（在门框踏板或地板中较高的平面至１００ｍｍ范围内

测量）

若整个测量区域位于圆弧过渡区域内，则在１００ｍｍ

处测量

图Ｄ．５

Ｌ１９ 第二排脚部进入间隙

对于四门车型，测量方法与Ｌ１８相同

对于两门车型，在车门处于最大开度情况下，且前排

座椅位于最前端或折叠位置时，测量前排座椅与Ｂ柱

或后排坐垫在同一高度平面的最小水平距离（在门框

踏板或地板中较高的平面至１００ｍｍ范围内测量）

若整个测量区域位于圆弧过渡区域内，则在１００ｍｍ

处测量

图Ｄ．６，图Ｄ．７

Ｌ２２ 方向盘到座椅靠背距离

方向盘位于设计位置时，测量在犢 平面上，方向盘后

边缘到座椅未受压状态下靠背表面中心线的最小

距离

图Ｄ．４

Ｌ２６ 方向盘到前轮中心距离
在犢 平面上，测量方向盘后边缘到前轮中心沿犡 向

的距离
图Ｄ．８

Ｌ３０ 前围挡板前端犡 坐标
测量从前围挡板最前端到犡 基准平面的距离（若前围

挡板实际前端位于犡 基准平面后面，则为负值）
图Ｄ．４３

Ｌ３３ 前排最大腿部空间

在犢 平面上，加速踏板处于自由状态，行程可调座椅

调至最后位置（ＲＨＤ）时，测量踝点到 Ｈ 点的距离再

加上２５４ｍｍ

图Ｄ．９

Ｌ３４ 前排有效腿部空间
在犢 平面上，加速踏板处于自由状态，测量踝点到 Ｒ

点的距离再加上２５４ｍｍ
图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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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Ｌ３８
驾驶员头部到前风窗玻璃上缘

的间隙

在通过座椅中心面的犢 平面上，测量前风窗玻璃密封

条或驾驶室顶棚衬里、遮阳板或顶盖上的最低水平切

线的切点到附录Ａ规定的头部包络的最小距离

图Ｄ．８

Ｌ３９ 乘员头部到内饰的间隙

在通过座椅中心面的犢 平面上，测量后风窗玻璃密封

条或驾驶室顶棚衬里或顶盖上的最低水平切线的切

点到头部位置包络犢 截面轮廓线间的最小距离。测

量时若存在干涉，则水平向前移动头部位置包络以消

除干涉，此时尺寸为负值

图Ｄ．８

Ｌ３９１ 前排乘员头部到内饰的间隙 测量驾驶员位置头部位置包络到内饰的距离 图Ｄ．８

Ｌ３９２ 第二排乘员头部到内饰的间隙
测量第二排外侧乘员位置头部位置包络到内饰的

距离
图Ｄ．８

Ｌ３９３ 第三排乘员头部到内饰的间隙
测量第三排外侧乘员位置头部位置包络到内饰的

距离
图Ｄ．８

Ｌ４８ 最小膝部间隙

Ｈ点测量装置踵点位于ＦＲＰ且鞋底在乘员地板平面

上时，在通过膝盖点（Ｋ点）的犣 截面上，选取在乘员

中心面左右各１２７ｍｍ宽度范围内座椅靠背最后点，

通过该点所在的犢 平面与座椅靠背相交的轮廓线上，

在犢 平面内测量距 Ｈ点测量装置膝盖的最小距离

测量值减去５１ｍｍ（Ｈ点测量装置膝部半径）

为最小膝部间隙

如果在上述条件下前排座椅靠背与膝盖相干涉，则膝

部间隙为负值

当 Ｈ点测量装置鞋模型前部与前排座椅干涉ａ 时，移

动座椅前后位置直到消除干涉并减去水平干涉量。

若前排座椅不可调整，测量结果需通过模拟减去水平

干涉量

图Ｄ．１０，

图Ｄ．１１，

图Ｄ．１２

Ｌ４８２ 第二排最小膝部间隙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 Ｋ点到前排座椅靠背之间的

距离

图Ｄ．１０，

图Ｄ．１１，

图Ｄ．１２

Ｌ４８３ 第三排最小膝部间隙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 Ｋ点到前排座椅靠背之间的

距离

图Ｄ．１０，

图Ｄ．１１，

图Ｄ．１２

Ｌ５０ 相邻前后Ｒ点间距离 在犢 平面上，测量相邻前后Ｒ点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４

Ｌ５０２
第一排到第二排相邻 Ｒ 点间

距离
测量第一排Ｒ点到第二排Ｒ点距离 图Ｄ．４

Ｌ５０３
第二排到第三排相邻 Ｒ 点间

距离
测量第二排Ｒ点到第三排Ｒ点距离 图Ｄ．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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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Ｌ５１ 乘员有效腿部空间

Ｈ点测量装置踵点位于ＦＲＰ时，测量其踝点到Ｒ点

的距离再加上２５４ｍｍ即为乘员有效腿部空间，测量

范围在乘员中心面两侧１２７ｍｍ内

对于长排距座椅，腿部空间在任一侧乘员中心面侧向

空间１２７ｍｍ内，不论踝角处于多大，鞋具位于最靠前

位置时测量而不是安放在ＦＲＰ或乘员地板平面位置

对于短排距座椅，腿部空间在鞋具位于ＦＲＰ时测量，

若鞋具和腿的前端与前排座椅相干涉ｂ，则通过调节

前排座椅水平行程来消除干涉，并减去水平干涉量。

若前排座椅不可调，则通过模拟方式减掉水平干涉量

图Ｄ．１０，

图Ｄ．１１，

图Ｄ．１２

Ｌ５１２ 第二排有效腿部空间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有效腿部空间

图Ｄ．１０，

图Ｄ．１１，

图Ｄ．１２

Ｌ５１３ 第三排有效腿部空间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有效腿部空间

图Ｄ．１０，

图Ｄ．１１，

图Ｄ．１２

Ｌ５３ Ｒ点到踵点距离
在犢 平面上，测量ＡＨＰ（或ＦＲＰ）到座椅Ｒ点沿犡 向

的距离
图Ｄ．８

Ｌ５３１ 前排Ｒ点到踵点距离 测量驾驶员位置ＡＨＰ到前排座椅Ｒ点间距离 图Ｄ．８

Ｌ５３２ 第二排Ｒ点到踵点距离
测量到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ＦＲＰ到第二排座椅Ｒ

点间距离
图Ｄ．８

Ｌ５３３ 第三排Ｒ点到踵点距离
测量到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ＦＲＰ到第三排座椅Ｒ

点间距离
图Ｄ．８

Ｌ５８ 乘员腿部间隙

当乘员踵点位于ＦＲＰ，鞋底在乘员地板平面上且位于

乘员中心面左右各１２７ｍｍ 宽度范围内，在犢 平面

内，测量腿或膝盖前部与前排座椅后部间最小距离测

量区域位于图示的垂直于小腿线的腿部间隙干涉

区域

如果 Ｈ点测量装置腿部与前排座椅相干涉，腿部间隙

为负值，需通过模拟方式测量最大的相交量

图Ｄ．１０，

图Ｄ．１２

Ｌ５８２ 第二排乘员腿部间隙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的腿部间隙
图Ｄ．１０，

图Ｄ．１２

Ｌ５８３ 第三排乘员腿部间隙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的腿部间隙
图Ｄ．１０，

图Ｄ．１２

Ｌ６２ 前排最小膝部间隙
在过ＡＨＰ的犢 平面内，驾驶员踵点位于 ＡＨＰ时，测

量驾驶员右Ｋ点距仪表板最小距离减去５１ｍｍ
图Ｄ．１７

Ｌ８１ 座椅腰部支撑量
用５７ｍｍ减去三维 Ｈ点装置Ⅱ的ＬＳＰ标尺的读数

来测量腰部支撑量
图Ｄ．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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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Ｌ８１１ 驾驶员座椅腰部支撑量 测量驾驶员位置座椅腰部支撑量 图Ｄ．３３

Ｌ８１２ 第二排座椅腰部支撑量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座椅腰部支撑量 图Ｄ．３３

Ｌ８１３ 第三排座椅腰部支撑量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座椅腰部支撑量 图Ｄ．３３

Ｌ９９ 驾驶员ＢＯＦ到Ｒ点距离
在犢 平面上，驾驶员处于正常驾驶位置ｃ 时，测量

ＢＯＦ与指定排座椅Ｒ点之间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８

Ｌ９９１ 驾驶员ＢＯＦ到前排Ｒ点距离 测量驾驶员位置ＢＯＦ到第一排座椅Ｒ点距离 图Ｄ．８

Ｌ９９２ 驾驶员ＢＯＦ到第二排Ｒ点距离 测量驾驶员位置ＢＯＦ到第二排座椅Ｒ点距离 图Ｄ．８

Ｌ９９３ 驾驶员ＢＯＦ到第三排Ｒ点距离 测量驾驶员位置ＢＯＦ到第三排座椅Ｒ点距离 图Ｄ．８

　　
ａ 不同座椅类型Ｌ４８确定方法见附录Ｃ。

ｂ 不同座椅类型Ｌ５１确定方法见附录Ｃ。

ｃ 正常驾驶位置由制造厂指定。

７．２　内部尺寸———宽度

表１３规定了车辆内部宽度的测量方法。

表１３　内部尺寸———宽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Ｗ３ 肩部空间

测量在两侧车门或侧围装饰件间的犢 向上最小距离

测量区域为过Ｒ点的犡 平面与车门的交线，且位于Ｒ

点上方２５４ｍｍ到腰线高度范围内的区域（不包括车

门拉手）

图Ｄ．１３

Ｗ３１ 前排肩部空间 测量前排位置肩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３２ 第二排肩部空间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肩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３３ 第三排肩部空间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肩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５ 臀部空间

测量两侧车门或侧围装饰件间的犢 向上的最小距离

测量区域为犣向Ｒ＋７６ｍｍ～Ｒ－２５ｍｍ，犡 向Ｒ±

７６ｍｍ范围内。若此测量区域内的部分区域被座椅

阻隔，则被阻隔区域不视为测量区域。如果测量区域

完全被座椅阻隔，则选取不被阻隔的最靠近Ｒ点的位

置进行测量

图Ｄ．１３

Ｗ５１ 前排臀部空间 测量前排位置臀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５２ 第二排臀部空间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臀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５３ 第三排臀部空间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臀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７ 方向盘中心犢 坐标 测量方向盘中心距犢 基准平面的距离 —

Ｗ９ 方向盘直径 测量方向盘最外圈的最大直径 图Ｄ．１４

８１

犌犅／犜１２６７３—２０１９



表１３（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Ｗ１４ 有效肩部空间

测量两侧车门或侧围装饰件间的犢 向上的最小距离

测量区域位于垂直于犢 平面且通过 Ｈ点测量装置躯

干线的平面与车门的交线上，Ｒ点向上２５０ｍｍ至车

身腰线高度范围内

图Ｄ．１３

Ｗ１４１ 前排有效肩部空间 测量驾驶员位置有效肩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１４２ 第二排有效肩部空间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有效肩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１４３ 第三排有效肩部空间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有效肩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１８ Ｒ点到门槛外侧的距离
位于Ｒ点前３３０ｍｍ的犡 平面上，测量Ｒ点到门槛

外侧卷边沿犢 向的距离
图Ｄ．１４

Ｗ１８１ 第一排Ｒ点到门槛外侧的距离 测量第一排Ｒ点到门槛外侧的距离 图Ｄ．１４

Ｗ１８２ 第二排Ｒ点到门槛外侧的距离 测量第二排Ｒ点到门槛外侧的距离 图Ｄ．１４

Ｗ２７ 头部斜向间隙

测量头部位置包络犡 截面沿着与犢 轴呈３０°的斜上

方延伸，遇到障碍物时头部位置包络中心点移动的最

小距离（该头部位置包络不得倾斜或旋转）

若测量时若遇到干涉，则向相反方向移动以消除干

涉，此时该尺寸取负值

图Ｄ．１５

Ｗ２７１ 驾驶员头部斜向间隙 测量驾驶员位置头部斜向间隙 图Ｄ．１５

Ｗ２７２ 第二排乘员头部斜向间隙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头部斜向间隙 图Ｄ．１５

Ｗ２７３ 第三排乘员头部斜向间隙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头部斜向间隙 图Ｄ．１５

Ｗ３１ 肘部空间

测量两侧车门或侧围装饰件间犢 向上的最小距离

测量点位于过Ｒ点的犡面上且车门扶手上方３０ｍｍ处

若车辆没有扶手，则在Ｒ点上方１８０ｍｍ处测量

图Ｄ．１３

Ｗ３１１ 前排肘部空间 测量驾驶员位置肘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３１２ 第二排肘部空间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肘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３１３ 第三排肘部空间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肘部空间 图Ｄ．１３

Ｗ３５ 头部侧向间隙

测量头部位置包络犡 截面在犢 向上移动，遇到障碍

物时中心点移动的最小距离。若车内表面与头部位

置包络产生干涉，则向相反方向移动以消除干涉，此

时该尺寸为负值

图Ｄ．１５

Ｗ３５１ 前排头部侧向间隙 测量驾驶员位置头部侧向间隙 图Ｄ．１５

Ｗ３５２ 第二排头部侧向间隙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头部侧向间隙 图Ｄ．１５

Ｗ３５３ 第三排头部侧向间隙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头部侧向间隙 图Ｄ．１５

Ｗ３８ 头部最小间隙

测量附录Ａ所示的头部包络与车内任何表面（顶棚

等）间的最小距离

若车内表面与头部包络产生干涉，则向相反方向移动

以消除干涉，此时该尺寸为负值

图Ｄ．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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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Ｗ３８１ 前排头部最小间隙 测量驾驶员位置头部最小间隙 图Ｄ．３４

Ｗ３８２ 第二排头部最小间隙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头部最小间隙 图Ｄ．３４

Ｗ３８３ 第三排头部最小间隙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头部最小间隙 图Ｄ．３４

７．３　内部尺寸———高度

表１４规定了的车辆内部高度的测量方法。

表１４　内部尺寸———高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Ｈ５ Ｒ点到地面距离 测量Ｒ点到地面的最小距离 图Ｄ．１６

Ｈ５１ 前排Ｒ点到地面距离 测量驾驶员位置Ｒ点到地面的最小距离 图Ｄ．１６

Ｈ５２ 第二排Ｒ点到地面距离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点到地面的最小距离 图Ｄ．１６

Ｈ５３ 第三排Ｒ点到地面距离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点到地面的最小距离 图Ｄ．１６

Ｈ１１ 车门入口高度
在过指定 犡 平面内，测量 Ｒ点到门洞线（包含内饰

板）上边缘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１６

Ｈ１１１ 前排车门入口高度 在过前排Ｒ点的犡 平面内测量 图Ｄ．１６

Ｈ１１２ 第二排车门入口高度 在过第二排Ｒ点前３３０ｍｍ处的犡 平面内测量 图Ｄ．１６

Ｈ１３ 方向盘到大腿线距离 在犢 平面上，测量方向盘下边缘到大腿线的最小距离 图Ｄ．１７

Ｈ１５ 头部进出空间

过Ｒ点且与犡 平面呈１５°夹角的平面上引一条从 Ｒ

点到门洞上边缘（包络内饰板）的直线，测量此直线在

犢 平面上的投影长

图Ｄ．１６

Ｈ１５１ 前排头部进出空间 测量前排头部进出空间 图Ｄ．１６

Ｈ１５２ 第二排头部进出空间 测量第二排头部进出空间 图Ｄ．１６

Ｈ１７ ＡＨＰ到方向盘中心距离 测量ＡＨＰ和方向盘中心之间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１７

Ｈ２５ 腰线高
过Ｒ点的犡 平面内，测量Ｒ点到侧门玻璃透明区底

部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１４，

图Ｄ．３９

Ｈ２５１ 前排腰线高 测量驾驶员位置腰线高
图Ｄ．１４，

图Ｄ．３９

Ｈ２５２ 第二排腰线高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腰线高
图Ｄ．１４，

图Ｄ．３９

Ｈ２５３ 第三排腰线高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腰线高
图Ｄ．１４，

图Ｄ．３９

Ｈ２６ 内部腰线高

过Ｒ点的犡 平面内，测量Ｒ点到车门玻璃透明区底

部的内部装饰物表面（不包括风窗密封条）最高点间

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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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Ｈ２６１ 前排内部腰线高 测量驾驶员位置内部腰线高 图Ｄ．１４

Ｈ２６２ 第二排内部腰线高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内部腰线高 图Ｄ．１４

Ｈ２６３ 第三排内部腰线高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内部腰线高 图Ｄ．１４

Ｈ３０ 座椅高度
测量Ｒ点到ＡＨＰ或ＦＲＰ的沿犣向上的距离，若脚垫

为随车标配件则在配备状态下测量
图Ｄ．１７

Ｈ３０１ 前排座椅高度 测量驾驶员ＡＨＰ到Ｒ点沿犣向上的距离 图Ｄ．１７

Ｈ３０２ 第二排座椅高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ＦＲＰ到Ｒ点沿犣向上的距离 图Ｄ．１７

Ｈ３０３ 第三排座椅高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ＦＲＰ到Ｒ点沿犣向上的距离 图Ｄ．１７

Ｈ３５ 犡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头部位置包络犡 截面沿犣 向移动到与车内任意表面

（顶棚等）接触时，测量头部位置包络中心移动的距离

若测量时遇到干涉，则向相反方向移动以消除干涉，

此时该尺寸为负值

图Ｄ．１５

Ｈ３５１ 前排犡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测量驾驶员位置犡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图Ｄ．１５

Ｈ３５２ 第二排犡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犡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图Ｄ．１５

Ｈ３５３ 第三排犡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犡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图Ｄ．１５

Ｈ４６ 犢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头部位置包络犢 截面沿犣 向移动到与车内任意表面

（顶棚等）接触时，测量头部位置包络中心移动的距离

若测量时遇到干涉，则向相反方向移动以消除干涉，

此时该尺寸为负值

图Ｄ．８

Ｈ４６１ 前排犢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测量驾驶员位置犢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图Ｄ．８

Ｈ４６２ 第二排犢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犢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图Ｄ．８

Ｈ４６３ 第三排犢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犢 截面头部垂直间隙 图Ｄ．８

Ｈ４７ 侧视图上最小头部间隙

侧视图上，测量头部位置包络犢 截面与车内任意表面

（顶棚等）间的最小距离

若车内表面与头部产生干涉，则向相反方向移动以消

除干涉，此时该尺寸为负值

图Ｄ．８

Ｈ４７１ 侧视图上前排最小头部间隙 测量驾驶员位置头部侧面最小距离 图Ｄ．８

Ｈ４７２ 侧视图上第二排最小头部间隙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头部侧面最小距离 图Ｄ．８

Ｈ４７３ 侧视图上第三排最小头部间隙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头部侧面最小距离 图Ｄ．８

Ｈ５０ 车门入口到地面距离
测量过指定犡 平面的门洞线上边缘（包含内饰板）到

地面的距离
图Ｄ．１６

Ｈ５０１ 前排车身上部到地面距离
测量过前排Ｒ点的犡 平面的门洞线上边缘（包含内

饰板）到地面的距离
图Ｄ．１６

Ｈ５０２ 第二排车身上部到地面距离
测量过第二排座椅Ｒ点向前３３０ｍｍ处所在犡 平面

的门洞线上边缘（包含内饰板）到地面的距离
图Ｄ．１６

１２

犌犅／犜１２６７３—２０１９



表１４（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Ｈ６１ 有效头部空间

Ｈ点测量装置躯干角位于向后８°位置时，测量Ｒ点沿

躯干线到第一干涉表面（顶衬、装饰件、天窗遮阳板

等）的距离再加上１０２ｍｍ

图Ｄ．１７

Ｈ６１１ 前排有效头部空间 测量驾驶员位置有效头部空间 图Ｄ．１７

Ｈ６１２ 第二排有效头部空间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有效头部空间 图Ｄ．１７

Ｈ６１３ 第三排有效头部空间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有效头部空间 图Ｄ．１７

Ｈ６２ 前排最大有效头部空间

Ｈ点测量装置躯干角位于向后８°位置，Ｈ点位于最后

最下位置（ＲＬＰ）时，测量沿躯干线到第一干涉表面

（顶衬、装饰件、天窗遮阳板等）的距离加上１０２ｍｍ

图Ｄ．１７

Ｈ６７ 未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沿犣向测量，从未受压地板覆盖物表面到车身地板底

部钣金件距离

测量位置为指定的踵点位置（为ＡＨＰ或ＦＲＰ）

若脚垫等包括在车辆标准配置之内，则测量也应包含

脚垫等覆盖件

图Ｄ．３５

Ｈ６７１ 前排未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测量驾驶员ＡＨＰ处，未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图Ｄ．３５

Ｈ６７２ 第二排未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ＦＲＰ处，未受压地板覆盖物

厚度
图Ｄ．３５

Ｈ６７３ 第三排未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ＦＲＰ处，未受压地板覆盖物

厚度
图Ｄ．３５

Ｈ６８ 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沿犣向测量，从受压地板覆盖物表面到车身地板底部

钣金件距离

测量位置为指定的踵点位置（为ＡＨＰ或ＦＲＰ）

若脚垫等包括在车辆标准配置之内，则测量也应包含

脚垫等覆盖件

图Ｄ．３５

Ｈ６８１ 前排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测量驾驶员ＡＨＰ处，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图Ｄ．３５

Ｈ６８２ 第二排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ＦＲＰ处，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图Ｄ．３５

Ｈ６８３ 第三排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ＦＲＰ处，受压地板覆盖物厚度 图Ｄ．３５

Ｈ７４ 方向盘到坐垫距离
在犢 平面上测量方向盘到坐垫未受压表面中心线的

最小距离
图Ｄ．１６

Ｈ７９
外侧座椅Ｒ点到中间座椅 Ｒ点

的高度差
测量外侧座椅Ｒ点到中间座椅Ｒ点沿犣轴的距离 图Ｄ．１４

Ｈ７９１ 前排侧面到中间座椅Ｒ点差值 测量前排乘员位置侧面座椅到中间座椅Ｒ点差值 图Ｄ．１４

Ｈ７９２
第二排侧面到中间座椅 Ｒ 点

差值
测量第二排乘员位置侧面座椅到中间座椅Ｒ点差值 图Ｄ．１４

Ｈ７９３
第三排侧面到中间座椅 Ｒ 点

差值
测量第三排乘员位置侧面座椅到中间座椅Ｒ点差值 图Ｄ．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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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内部尺寸———角度

表１５规定了车辆内部角度的测量方法。

表１５　内部尺寸———角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Ａ１７ 转向管柱犣平面倾角

将方向盘投影至犣 平面后，方向盘投影面中心线与犢

平面的夹角

若方向盘面向车辆中心侧，该尺寸取负值

图Ｄ．１８

Ａ１８ 转向管柱犢 平面倾角 测量方向盘边缘切平面与垂直方向的夹角 图Ｄ．１６

Ａ１９ Ｈ点前后调节轨迹角
测量 Ｈ点调节轨迹与水平方向的夹角，若可以垂直调

节，测量包括 Ｈ点全部行程轨迹
图Ｄ．３６

Ａ１９１
驾驶员位置 Ｈ 点前后调节轨

迹角
测量驾驶员位置前后调节轨迹角 图Ｄ．３６

Ａ１９２ 第二排 Ｈ点前后调节轨迹角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前后调节轨迹角 图Ｄ．３６

Ａ１９３ 第三排 Ｈ点前后调节轨迹角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前后调节轨迹角 图Ｄ．３６

Ａ２７ 坐垫倾角

测量坐垫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坐垫角可通过标记

点 Ｈ１和Ｃ１ａ来计算，也可以将角度仪放在座板总成

的坐垫角测量台上来测量

图Ｄ．３２

Ａ２７１ 前排坐垫倾角 测量驾驶员位置坐垫倾角 图Ｄ．３２

Ａ２７２ 第二排坐垫倾角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坐垫倾角 图Ｄ．３２

Ａ２７３ 第三排坐垫倾角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坐垫倾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０ 躯干角 测量 Ｈ点测量装置躯干线与垂直方向的夹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０１ 前排躯干角 测量驾驶员位置躯干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０２ 第二排躯干角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躯干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０２Ｃ 第二排中间位置躯干角 测量第二排中间乘员位置躯干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０３ 第三排躯干角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躯干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０３Ｃ 第三排中间位置躯干角 测量第三排中间乘员位置躯干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２ 髋关节角 测量 Ｈ点测量装置躯干线和大腿线之间的夹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２１ 前排髋关节夹角 测量驾驶员位置髋关节夹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２２ 第二排髋关节夹角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髋关节夹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２３ 第三排髋关节夹角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髋关节夹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４ 膝关节角度 测量 Ｈ点测量装置右腿大腿线与小腿线的夹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４１ 前排膝关节角度 测量驾驶员位置膝关节角度 图Ｄ．３２

Ａ４４２ 第二排膝关节角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膝关节角度 图Ｄ．３２

Ａ４４３ 第三排膝关节角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膝关节角度 图Ｄ．３２

Ａ４６ 踝角 测量 Ｈ点测量装置右腿小腿线与踝足底线的夹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６１ 前排踝角 测量驾驶员位置踝角 图Ｄ．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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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Ａ４６２ 第二排踝角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踝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６３ 第三排踝角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踝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７ 鞋具平面角
测量驾驶员位置，Ｈ点测量装置鞋具平面与犣平面的

夹角
图Ｄ．３２

Ａ４８ 乘员地板平面角 测量乘员地板平面与犣平面的夹角 图Ｄ．１０

Ａ４８２ 第二排乘员地板平面夹角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乘员地板平面夹角 图Ｄ．１０

Ａ４８３ 第三排乘员地板平面夹角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乘员地板平面夹角 图Ｄ．１０

Ａ５７ 大腿线倾角 测量 Ｈ点测量装置大腿线与犣平面的夹角 图Ｄ．３２

Ａ５７１ 前排大腿线倾角 测量驾驶员位置大腿线倾角 图Ｄ．３２

Ａ５７２ 第二排大腿线倾角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大腿线倾角 图Ｄ．３２

Ａ５７３ 第三排大腿线倾角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大腿线倾角 图Ｄ．３２

　　
ａ Ｈ１、Ｃ１定义参考ＧＢ／Ｔ２９１２０—２０１２。

７．５　内部尺寸———座椅

表１６规定了车辆内部座椅的测量方法。

表１６　内部尺寸———座椅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ＳＬ９ 坐垫深度
乘员中心面内，过坐垫顶部的水平切面上，测量坐垫

的前边缘到座椅靠背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１９

ＳＬ９１ 坐垫深度———前排 测量驾驶员位置坐垫深度 图Ｄ．１９

ＳＬ９２ 坐垫深度———第二排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坐垫深度 图Ｄ．１９

ＳＬ９３ 坐垫深度———第三排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坐垫深度 图Ｄ．１９

ＳＬ９ 坐垫深度
乘员中心面内，过坐垫顶部的水平切面上，测量坐垫

的前边缘到座椅靠背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１９

ＳＬ９１ 坐垫深度———前排 测量驾驶员位置坐垫深度 图Ｄ．１９

ＳＬ９２ 坐垫深度———第二排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坐垫深度 图Ｄ．１９

ＳＬ９３ 坐垫深度———第三排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坐垫深度 图Ｄ．１９

ＳＬ１０ 有效坐垫深度 在犢 平面上，测量座椅前边缘到Ｒ点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１９

ＳＬ１０１ 前排有效坐垫深度 测量驾驶员位置有效坐垫深度 图Ｄ．１９

ＳＬ１０２ 第二排有效坐垫深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有效坐垫深度 图Ｄ．１９

ＳＬ１０３ 第三排有效坐垫深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有效坐垫深度 图Ｄ．１９

ＳＬ１４ 座椅靠背厚度 测量过乘员中心面，座椅靠背的最大法向距离 图Ｄ．１９

ＳＬ１４１ 座椅靠背厚度———前排 测量驾驶员位置座椅靠背厚度 图Ｄ．１９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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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ＳＬ１４２ 座椅靠背厚度———第二排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座椅靠背厚度 图Ｄ．１９

ＳＬ１４３ 座椅靠背厚度———第三排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座椅靠背厚度 图Ｄ．１９

ＳＷ１６ 坐垫宽度
距坐垫前边缘１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范围内测量通过坐

垫边缘的侧向最大宽度
图Ｄ．２０

ＳＷ１６１ 坐垫宽度———前排 测量驾驶员位置坐垫宽度 图Ｄ．２０

ＳＷ１６２ 坐垫宽度———第二排 测量第二排坐垫宽度 图Ｄ．２０

ＳＷ１６３ 坐垫宽度———第三排 测量第三排坐垫宽度 图Ｄ．２０

ＳＨ７７ 座椅靠背高度
沿 Ｈ点测量装置的躯干线，测量从 Ｒ点到座椅靠背

顶部切线ａ的距离
图Ｄ．１９

ＳＨ７７１ 前排座椅靠背高度 测量驾驶员位置座椅靠背高度 图Ｄ．１９

ＳＨ７７２ 第二排座椅靠背高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座椅靠背高度 图Ｄ．１９

ＳＨ７７３ 第三排座椅靠背高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座椅靠背高度 图Ｄ．１９

　　
ａ 座椅靠背顶部切线为与躯干线垂直，且与座椅顶部软质装饰或头枕位于收起位置相切的直线。

７．６　内部尺寸———犎点行程路径

表１７规定了车辆内部 Ｈ点行程路径的测量方法。

表１７　内部尺寸———犎点行程路径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ＴＬ１７ Ｈ点行程长度
测量最前设计 Ｈ 点（ＦＤＨ）到最后设计 Ｈ 点（ＲＤＨ）

沿犡 向的距离，不包括存储位置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１７１ 第一排 Ｈ点行程长度 测量驾驶员位置 Ｈ点行程长度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１７２ 第二排 Ｈ点行程长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 Ｈ点行程长度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１７３ 第三排 Ｈ点行程长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 Ｈ点行程长度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１８ Ｈ点行程最大长度
测量可达到最前 Ｈ 点（ＦＡＰ）到可达到最后 Ｈ 点

（ＲＡＰ）的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１８１ 第一排 Ｈ点行程最大长度 测量驾驶员位置ＦＡＰ到ＲＡＰ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１８２ 第二排 Ｈ点行程最大长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ＦＡＰ到ＲＡＰ沿犡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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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ＴＬ１８３ 第三排 Ｈ点行程最大长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ＦＡＰ到ＲＡＰ沿犡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２３ Ｒ点到ＦＤＨ的长度 测量Ｒ点到ＦＤＨ的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２３１ 第一排Ｒ点到ＦＤＨ的长度 测量驾驶员位置Ｒ点到ＦＤＨ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２３２ 第二排Ｒ点到ＦＤＨ的长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点到ＦＤＨ 沿犡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２３３ 第三排Ｒ点到ＦＤＨ的长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点到ＦＤＨ 沿犡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２８
最后最低 Ｈ 点（ＲＬＰ）到最前最

高 Ｈ点（ＦＨＰ）的长度
测量ＲＬＰ到ＦＨＰ的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２８１ 第一排ＲＬＰ到ＦＨＰ的长度 测量驾驶员位置ＲＬＲ到ＦＨＰ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２８２ 第二排ＲＬＰ到ＦＨＰ的长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ＬＲ到ＦＨＰ沿犡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２８３ 第三排ＲＬＰ到ＦＨＰ的长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ＬＲ到ＦＨＰ沿犡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３３ Ｒ点到ＦＨＰ的长度 测量Ｒ点到ＦＨＰ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３３１ 第一排Ｒ点到ＦＨＰ的长度 测量第一排驾驶员位置Ｒ点到ＦＨＰ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３３２ 第二排Ｒ点到ＦＨＰ的长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乘员位置 Ｒ点到 ＦＨＰ沿 犡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Ｌ３３３ 第三排Ｒ点到ＦＨＰ的长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乘员位置 Ｒ点到 ＦＨＰ沿 犡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１
ＲＬＰ到最后最高 Ｈ点（ＲＨＰ）的

高度
测量ＲＬＰ到ＲＨＰ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１１ 第一排ＲＬＰ到Ｒ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一排驾驶员位置ＲＬＰ到ＲＨＰ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１２ 第二排ＲＬＰ到Ｒ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ＬＰ到ＲＨＰ沿犣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１３ 第三排ＲＬＰ到Ｒ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ＬＰ到ＲＨＰ沿犣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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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ＴＨ２２ ＲＤＨ到ＲＨＰ的高度 测量ＲＤＨ到ＲＨＰ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２１ 第一排ＲＤＨ到Ｒ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一排驾驶员位置ＲＤＨ到ＲＨＰ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２２ 第二排ＲＤＨ到Ｒ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ＲＤＨ到ＲＨＰ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２３ 第三排ＲＤＨ到Ｒ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ＤＨ到ＲＨＰ沿犣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８ ＲＬＰ到ＦＨＰ的高度 测量ＲＬＰ到ＦＨＰ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８１ 第一排ＲＬＰ到Ｆ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一排驾驶员位置ＲＬＰ到ＦＨＰ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８２ 第二排ＲＬＰ到Ｆ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ＬＰ到ＦＨＰ沿犣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２８３ 第三排ＲＬＰ到Ｆ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ＬＰ到ＦＨＰ沿犣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３３ Ｒ点到ＦＨＰ的高度 测量Ｒ点到ＦＨＰ点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３３１ 第一排Ｒ点到Ｆ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一排驾驶员位置Ｒ点到ＦＨＰ沿犣向的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３３２ 第二排Ｒ点到Ｆ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点到ＦＨＰ沿犣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ＴＨ３３３ 第三排Ｒ点到ＦＨＰ的高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位置Ｒ点到ＦＨＰ沿犣 向的

距离

图Ｄ．３６，

图Ｄ．３７

　　Ｈ点行程路径各位置点图示见附录Ｂ。

８　外部尺寸的尺寸编码、名称及测量方法

８．１　外部尺寸———长度

表１８规定了车辆外部长度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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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　外部尺寸———长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Ｌ１０１ 轴距
测量分别过车辆同一侧相邻两车轮轮心的犡 平面之

间的距离ａ

图Ｄ．４３，

图Ｄ．４７

Ｌ１０３ 车长
测量分别通过车辆前后最外端点的两 犡 平面间的

距离ｂ

图Ｄ．４３，

图Ｄ．４７

Ｌ１０４ 前悬
测量分别过车辆最前端点和前轮中心的两犡 平面之

间的距离ｂ

图Ｄ．４３，

图Ｄ．４７

Ｌ１０５ 后悬
测量分别过车辆后轮中心和车辆最后端点的两犡 平

面之间的距离ｂ

图Ｄ．４３，

图Ｄ．４７

Ｌ１１０ 行李舱开启时车长
当行李舱盖开启最大时，测量分别切于汽车最前端ｂ

和行李舱盖最后端的两个犡 平面间距离
图Ｄ．４

Ｌ１１３
前轮中心到前排 ＢＯＦ之间的

距离
测量前轮中心到驾驶员ＢＯＦ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４

Ｌ１１４ 前轮中心线到Ｒ点之间的距离 测量前轮中心线到前排Ｒ点之间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４

Ｌ１１５ 后轮中心线到Ｒ点之间的距离 测量后轮中心线到前排Ｒ点之间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４

Ｌ１２３ 车身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分别通过Ｃ点和Ｄ点两个犡

平面间的距离
图Ｄ．５１

Ｌ１２５ Ｃ点或Ｄ点的位置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车辆参考点到犡 基准平面的

距离
图Ｄ．５１

Ｌ１２５１ Ｃ点的位置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Ｃ点到犡 基准平面的距离 图Ｄ．５１

Ｌ１２５２ Ｄ点的位置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Ｄ点到犡 基准平面的距离 图Ｄ．５１

Ｌ１２６ 车头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Ｃ点到切于汽车最前端ｂ 的犡

平面间的距离
图Ｄ．５１

Ｌ１２９ 后端长 测量Ｄ点到切于车身最后端ｂ犡 平面间的距离 图Ｄ．５１

Ｌ４０３ 保险杠前端到驾驶室后背距离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分别切于保险杠前端和驾驶室

后背的两个犡 平面间距离

图Ｄ．４３，

图Ｄ．４９

Ｌ４０４ 驾驶室后背到后轴距
测量切于驾驶室后背外表面的犡 平面和过后轴中心

线的犡 平面间距离

图Ｄ．４３，

图Ｄ．４９

Ｌ４０８
驾驶室翻转时前保险杠到驾驶

室距离

测量切于驾驶室位于最大翻转位置时的最前端和翻

转前保险杠最前端的两个犡 平面间的距离
图Ｄ．４４

Ｌ４１０ 驾驶室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分别切于前围挡板最前端和驾

驶室后背内表面的两个犡 平面间距离
图Ｄ．４３

　　
ａ 如左右轴距不等，应同时列出，用“／”号分开，前边数值表示左侧；对于二轴以上车辆，从最前面至最后面相邻两

车轮之间轴距均应按从前往后的顺序注明，用“，”分开。

ｂ 不在测量范围的装置参见ＧＢ１５８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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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外部尺寸———宽度

表１９规定了车辆外部宽度的测量方法。

表１９　外部尺寸———宽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Ｗ１０１ 轮距 测量地面上两轮胎中心线间沿犢 向的距离 图Ｄ．４６

Ｗ１０１１ 前轮距 测量两前轮胎在车辆地面上留下轨迹的中心线间距离 图Ｄ．４６

Ｗ１０１２ 后轮距
测量两后轮胎在地面留下轨迹的中心线间距离。对于

双后轮车辆，则测量两个双后轮中心平面ａ间的距离
图Ｄ．４６

Ｗ１０３ 车宽
测量过车辆两侧固定突出部位最外侧点且平行于犢 平

面的两平面之间的距离ｂ
图Ｄ．２

Ｗ１０６ 前护轮板处车宽
在过前轮中心的犡 平面内，测量与前护轮板外缘相切的

两个犢 平面间距离
图Ｄ．４６

Ｗｌ０７ 后护轮板处车宽
在过后轮中心的犡 平面内，测量与后护轮板外缘相切的

两个犢 平面间距离
图Ｄ．４６

Ｗ１１４Ｌ 驾驶员侧外后视镜车宽
外后视镜处于正常驾驶位置时，测量与驾驶员侧外后视

镜最外点相切的犢 平面到犢 基准平面的距离
图Ｄ．３８

Ｗ１１４Ｒ 乘客侧外后视镜车宽
外后视镜处于正常驾驶位置时，测量与乘客侧外后视镜

最外点相切的犢 平面到犢 基准平面的距离
图Ｄ．３８

Ｗ１１７ 前排座椅Ｒ点处车宽
测量过前排座位Ｒ点且平行于犡 基准平面的直线与车

身外侧表面相交两点间距离
图Ｄ．２

Ｗ１２０ 车门开启车宽
左、右车门位于最大开启位置时，测量与车门最外侧相

切的两个犢 平面间距离
图Ｄ．４６

Ｗ１２０１ 前门开启车宽
前左、右车门位于最大开启位置时，测量与车门最外侧

相切的两个犢 平面间距离
图Ｄ．４６

Ｗ１２０２ 后门开启车宽
后左、右车门位于最大开启位置时，测量与车门最外侧

相切的两个犢 平面间距离
图Ｄ．４６

Ｗ１４４ 含外后视镜的车宽
外后视镜处于正常驾驶位置时，测量与外后视镜最外点

相切的两个犢 平面间的距离ｃ
图Ｄ．３８

Ｗ１４５ 后视镜折叠时的车宽
外后视镜处于折叠位置时，测量与外后视镜最外点相切

的两个犢 平面间的距离ｃ
图Ｄ．３８

Ｗ４０９Ｌ 左侧尾部门开启车宽
在尾门开启行程内，测量与左侧尾门最靠外位置相切的

犢 平面与犢 基准平面间的距离
图Ｄ．４２

Ｗ４０９Ｒ 右侧尾部门开启车宽
在尾门开启行程内，测量与右侧尾门最靠外位置相切的

犢 平面与犢 基准平面间的距离
图Ｄ．４２

　　
ａ中心平面即与外车轮轮辋内缘和内车轮轮辋外缘等距离的平面。

ｂ不在测量范围内的装置参见ＧＢ１５８９的相关规定。

ｃ外后视镜应调节至工作位置，当只有一个后视镜时，应测与该后视镜外点相切的犢 平面到汽车犢 基准平面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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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外部尺寸———高度

表２０规定了车辆外部高度的测量方法。

表２０　外部尺寸———高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载荷状况 图示和备注

Ｈ１００ 车顶距地高度

测量车顶棚到地面的最大距离（通常是

白车身的车顶）。包括基本设备如封闭

式软顶，封闭式硬顶，关闭的天窗和固

定的全景天窗。测量时不包括所有突

出的硬件和装饰（例如，车顶行李架、行

车灯、天线、扰流板等）

整备质量 图Ｄ．３９

Ｈ１０１ 车高 测量车辆最高点到地面的最大距离ａ 整备质量 图Ｄ．３９

Ｈ１１０ 行李舱盖开启车辆高
当行李舱盖开启最大时，测量地面到行

李舱盖上边缘的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３９

Ｈ１２０ Ｃ点或Ｄ点到地面的距离 测量Ｃ点或Ｄ点到地面的最小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３９

Ｈ１２０１ Ｃ点到地面的距离 测量Ｃ点到地面的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３９

Ｈ１２０２ Ｄ点到地面的距离 测量Ｄ点到地面的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３９

Ｈ１２５

Ｈ１２７

前照灯距地高度 测量前照灯基准中心与地面的距离
整备质量

最大质量

图Ｄ．３９

图Ｄ．３９

Ｈ１３０ 门槛高
过Ｒ点前３３０ｍｍ处的犡 平面内，测量

门槛顶部到地面的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１６

Ｈ１３０１ 前门门槛高 车门开启时测量前门门槛高 整备质量 图Ｄ．１６

Ｈ１３０２ 后门门槛高 车门开启时测量后门门槛高 整备质量 图Ｄ．１６

Ｈ１９３ 行李箱门槛距地板高

背门开启时，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行

李箱地板到货物进出后备箱下边缘的

最高点沿犣向的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２１，

图Ｄ．２２

Ｈ１９４ 背门关闭时门槛高

对背门开闭件不止一个的车辆，在处于

下部的车门关闭时，在犢 基准平面上，

测量地面到下部车门的最高点的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２１，

图Ｄ．２２

Ｈ１９６ 行李箱门槛距地高

背门开启时，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地

面到货物进出后备箱下边缘的最高点

的距离

整备质量
图Ｄ．２１，

图Ｄ．２２

　　
ａ 不在测量范围的装置参见ＧＢ１５８９的相关规定。

８．４　外部尺寸———角度

表２１规定了车辆外部角度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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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　外部尺寸———角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载荷状况 图示和备注

Ａ１０６１

Ａ１１６１

接近角

测量切于静载荷前轮轮胎外缘且垂直

于犢 平面的平面与犣 平面之间所夹的

最大锐角。前轴前方任何固定在车辆

上的刚性部件均在此平面的上方

整备质量 图Ｄ．５０

最大质量 图Ｄ．５０

Ａ１０６２

Ａ１１６２

离去角

测量切于静载荷车辆最后车轮轮胎外

缘且垂直于犢 平面的平面与犣 平面之

间所夹的最大锐角。位于最后车轴后

方的任何固定在车辆上的刚性部件均

在此平面的上方

整备质量 图Ｄ．５０

最大质量 图Ｄ．５０

Ａ１２２ 侧窗倾角

在第一排过 Ｒ点的犡 平面上，沿着车

门玻璃外表面从透明区域上下边缘引

一条与侧窗玻璃相交的直线，测量这条

直线与垂直方向的夹角

整备质量 图Ｄ．１４

Ａ１２５ 车门开启角度
沿铰链轴线测量车门最大开启位置与

关闭位置的夹角
整备质量 图Ｄ．４６

Ａ１２５１ 前部车门开启角度 测量前部车门的开启角度 整备质量 图Ｄ．４６

Ａ１２５２ 后部车门开启角度 测量后部车门的开启角度 整备质量 图Ｄ．４６

Ａ１３０ 风窗玻璃倾角

在犢 基准平面内，从车辆参考点沿着风

窗玻璃外表面引一条与风窗玻璃相交

且长度为４５７ｍｍ的直线，测量这条直

线与垂直方向的夹角

当风窗玻璃表面的距离小于４５７ｍｍ

时，则直线的另一端为风窗的上极限

位置

整备质量 图Ｄ．４０

Ａ１３０１ 前风窗玻璃倾角
沿着前风窗玻璃表面，测量从Ｃ点开始

的风窗玻璃倾角
整备质量 图Ｄ．４０

Ａ１３０２ 后风窗玻璃倾角
沿着后风窗玻璃表面，测量从Ｄ点开始

的风窗玻璃倾角
整备质量 图Ｄ．４０

Ａ１１７

Ａ１４７

纵向通过角

当分别切于静载车轮前后轮胎外缘且

垂直于犢 平面的两平面交于车体下部

较低部位时，测量车轮外缘两切平面之

间所夹的最小锐角。该角为车辆可以

超越的最大角度

整备质量 图Ｄ．５０

最大质量 图Ｄ．５０

Ａ４０９ 驾驶室翻转角
测量驾驶室在犢 平面内某条铅垂线的

原始位置与其最大翻转位置时的夹角
整备质量 图Ｄ．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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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外部尺寸———离地间隙

表２２规定了车辆外部离地间隙的测量方法。

表２２　外部尺寸———离地间隙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载荷状况 图示和备注

Ｈ１５７ 最小离地间隙

Ｈ１５７ＧＶＭ 最小离地间隙最大质量

测量地面与车辆中间部分最低点的距

离且指明最低点部件（车辆中间部分指

与车辆犢 基准平面等距离且平行的两

个平面之间部分，两平面间距离为同一

轴上 两 端 车 轮 内 缘 间 最 小 距 离 犫

的８０％）

整备质量 图Ｄ．３

最大质量 图Ｄ．３

９　行李箱／货箱尺寸的尺寸编码、名称及测量方法

９．１　行李箱／货箱尺寸———长度

表２３规定了车辆行李箱／货箱长度的测量方法。

表２３　行李箱／货箱尺寸———长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Ｌ２００
尾板打开时至第一排座椅的装

货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在货箱底板上测量第一排靠背至尾

板处于打开状态最后端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４５

Ｌ２０１
尾板打开时至第二排座椅的装

货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在货箱底板上测量第二排靠背至尾

板处于打开状态最后端沿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４５

Ｌ２０２ 行李箱／货箱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沿着行李箱／货箱地板表面，测量从

座椅靠背的后面、座椅升降器或其他限制表面到关闭

的后尾板或背门或其他限制表面的最后点沿犡 向的

距离

图Ｄ．４５，

图Ｄ．４８

Ｌ２０２１ 第一排地板行李箱／货箱长 测量第一排地板行李箱／货箱长
图Ｄ．４５，

图Ｄ．４８

Ｌ２０２２ 第二排地板行李箱／货箱长 测量第二排地板行李箱／货箱长
图Ｄ．４５，

图Ｄ．４８

Ｌ２０２３ 第三排地板行李箱／货箱长 测量第三排地板行李箱／货箱长
图Ｄ．４５，

图Ｄ．４８

Ｌ２０４ 地板以上行李箱／货箱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腰线和腰线以下２００ｍｍ高度范围

内，测量靠背最后点（包括头枕或其他限制表面）到关

闭的内部组件、驾驶室背板、其他限制表面最前端的

最小犡 向距离

图Ｄ．４５，

图Ｄ．４８

Ｌ２０４１ 第一排地板以上行李箱／货箱长 测量第一排地板以上行李箱／货箱长
图Ｄ．４５，

图Ｄ．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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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３（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Ｌ２０４２ 第二排地板以上行李箱／货箱长 测量第二排地板以上行李箱／货箱长
图Ｄ．４５，

图Ｄ．４８

Ｌ２０４３ 第三排地板以上行李箱／货箱长 测量第三排地板以上行李箱／货箱长
图Ｄ．４５，

图Ｄ．４８

Ｌ２０６ 后备箱最小入口空间ａ

后备箱处于开启状态时，在犢 基准平面上，测量后备

箱下部开口到上部开口最小距离（含密封件、锁扣、后

保险杠及装饰物）

图Ｄ．２３

Ｌ２０６ＣＶ
可折叠顶棚车辆后备箱最小入

口空间

顶棚打开并储存于行李箱时，测量后备箱最小入口

空间
图Ｄ．２３

Ｌ２０８
仓背乘用车ｂ 座椅靠背高度上行

李箱长度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座椅靠背（包括头枕）与犡 平

面相切的切点在犡 向上距背门内侧的最小距离
图Ｄ．２４

Ｌ２０８１
第一排仓背乘用车ｂ 座椅靠背高

度上行李箱长度
第一排仓背乘用车ｂ 座椅靠背高度上行李箱长度 图Ｄ．２４

Ｌ２０８２
第二排仓背乘用车ｂ 座椅靠背高

度上行李箱长度
第二排仓背乘用车ｂ 座椅靠背高度上行李箱长度 图Ｄ．２４

Ｌ２０８３
第三排仓背乘用车ｂ 座椅靠背高

度上行李箱长度
第三排仓背乘用车ｂ 座椅靠背高度上行李箱长度 图Ｄ．２４

Ｌ２０９
地板上方仓背乘用车行李箱

长度

在犢 基准平面内地板高度上，座椅靠背或其他限制表

面最后端到行李箱内障碍物表面在 犡 向上的最小

距离

图Ｄ．２４

Ｌ２０９１
第一排地板上方仓背乘用车行

李箱长度
测量第一排地板上方仓背乘用车行李箱长度 图Ｄ．２４

Ｌ２０９２
第二排地板上方仓背乘用车行

李箱长度
测量第二排地板上方仓背乘用车行李箱长度 图Ｄ．２４

Ｌ２０９３
第三排地板上方仓背乘用车行

李箱长度
测量第三排地板上方仓背乘用车行李箱长度 图Ｄ．２４

Ｌ２１２ 行李箱／货箱地板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座椅位于Ｒ点位置时，座椅后部到

行李箱／货箱地板的最后极限位置的最大距离ｃ

图Ｄ．３０，

图Ｄ．３１

Ｌ２１２１ 第一排行李箱／货箱地板长 测量第一排行李箱／货箱地板长
图Ｄ．３０，

图Ｄ．３１

Ｌ２１２２ 第二排行李箱／货箱地板长 测量第二排行李箱／货箱地板长
图Ｄ．３０，

图Ｄ．３１

Ｌ２１２３ 第三排行李箱／货箱地板长 测量第三排行李箱／货箱地板长
图Ｄ．３０，

图Ｄ．３１

３３

犌犅／犜１２６７３—２０１９



表２３（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Ｌ５０４ 驾驶室到货箱距离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驾驶室后围外表面到货箱前栏

板外表面沿犡 向的最小距离
图Ｄ．４９

Ｌ５０５ 货箱底板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在货箱底板上测量货箱前栏板内表

面到其后栏板内表面沿犡 向的最小距离
图Ｄ．４９

Ｌ５０６ 货箱顶部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货箱前栏板顶部内棱线到后栏

板顶部内棱线沿犡 向的最小距离
图Ｄ．４９

Ｌ５０７ 货箱总长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货箱前栏板外表面到后栏板外

表面间沿犡 向的最大距离
图Ｄ．４９

Ｌ５０８ 侧门最小装货通道长
侧面装货门开启最大时，测量侧门通道间犡 向最小

距离
图Ｄ．４７

Ｌ５１１ 前排座装货表面位置
测量前排座靠背上部最靠后点到犡 基准平面沿犡 向

的距离
图Ｄ．４８

Ｌ５１２ 装货长

背门处于关闭状态下，在犢 基准平面内，在货箱底板

上测量发动机检修孔盖最靠后点到背门的内表面沿

犡 向的距离

图Ｄ．４８

　　
ａ 仅针对乘用车，不包括旅行车以及 ＭＰＶ车型。

ｂ 仓背乘用车定义参考ＧＢ／Ｔ３７３０．１—２００１。

ｃ 制造厂可以规定中间排座椅处于折叠或者移除的状态。在某些情况下，前部极限位置可以是后续排座椅收起

时的轮廓。测量区域为触及行李箱地板在两个区域的最长的连续线。

９．２　行李箱／货箱尺寸———宽度

表２４规定了车辆行李箱／货箱宽度的测量方法。

表２４　行李箱／货箱尺寸———宽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Ｗ２００ 行李箱／货箱最大宽度
在行李箱／货箱地板表面至７０ｍｍ范围内，测量行李

箱／货箱或其组件在水平面内犢 向最大宽度ａ

图Ｄ．２５，

图Ｄ．２６

Ｗ２０１ 护轮罩———地板以上最小宽度
在行李箱／货箱地板表面至７０ｍｍ范围内，测量通过

两护轮罩犢 向上连续区域的最小通过距离ａ

图Ｄ．２５，

图Ｄ．２６

Ｗ２０２ 护轮罩———最小宽度 测量通过两护轮罩ａ犢 向最小通过距离 图Ｄ．２５

Ｗ２０５
行李箱／货箱后部背门门洞宽

度———上部

在车辆背门门洞上部圆弧过渡区域至门洞线顶部以

下７０ｍｍ范围内测量通过车辆后部行李箱／货箱开口

位置的犢 向最小通过距离ｂ

图Ｄ．２５，

图Ｄ．４２

Ｗ２０６
行李箱／货箱后部背门门洞宽

度———最大

测量通过行李箱／货箱背门门洞位置的犢 向最大横向

通过距离

图Ｄ．２５，

图Ｄ．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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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４（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Ｗ２０７
行李箱／货箱后部背门门洞宽

度———下部

在车辆背门门洞下部圆弧过渡区域之上至门洞线底

部以上７０ｍｍ范围内测量通过车辆后部行李箱／货箱

背门门洞位置的犢 向最小通过距离ｂ

图Ｄ．２５，

图Ｄ．４２

Ｗ５００ 货箱底板装货宽
测量在地板表面至７０ｍｍ范围内货箱底板上犢 向最

大距离ｃ
图Ｄ．４９

Ｗ５０８ 背门最小装货宽度
在背门处于最大开度时，测量可以无障碍通过背门开

启区域的最小横向距离
图Ｄ．４１

Ｗ５０９ 背门最大装货宽度
在背门处于最大开度时，测量可以无障碍通过背门开

启区域的最大横向距离
图Ｄ．４１

　　
ａ 测量区域不包括过渡区域，局部凸起，凹坑。

ｂ 若７０ｍｍ位于圆弧过渡区域以内，则在７０ｍｍ处测量。

ｃ 测量时忽略圆弧过渡，局部凸起，凹坑，或袋子（若存在）等不影响放置行李的区域，适用于无顶棚货箱的车辆。

９．３　行李箱／货箱尺寸———高度

表２５规定了行李箱／货箱高度的测量方法。

表２５　行李箱／货箱尺寸———高度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Ｈ１９７ 座椅靠背高

在通过座椅靠背（包括头枕）最靠后点的犡 平面上，测

量座椅靠背顶部（包括头枕）到行李箱地板表面或折

叠的后排座椅最高点的犣向的距离

图Ｄ．２７

Ｈ１９７１ 前排座椅靠背高 测量驾驶员座椅靠背高 图Ｄ．２７

Ｈ１９７２ 第二排座椅靠背高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乘员座椅靠背高 图Ｄ．２７

Ｈ１９７３ 第三排座椅靠背高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乘员座椅靠背高 图Ｄ．２７

Ｈ２０１ 装载高度

在通过汽车后轮轮心的犡 平面和犢 基准平面相交的

直线上，测量货箱地板顶部到顶衬或其他限制表面的

垂直距离

图Ｄ．４８

Ｈ２０２ 背门门洞高度

当背门处于最大开度时，在犢 基准平面上，测量车辆

背门上门洞线的下边缘与行李箱地板上边沿间的犣

向的最小距离

图Ｄ．２８

Ｈ２１２ 后备箱组件高
在犢 基准平面内，行李箱或货箱内，测量地板覆盖物

到上部限制组件的最小垂直距离
图Ｄ．２８

Ｈ２１２ＣＶ 顶棚可折叠车辆的货箱组件高
在犢 基准平面内，顶棚处于打开状态时，测量地板覆

盖物到上部限制组件的最小垂直距离
图Ｄ．２３

Ｈ２５０ 货箱底板离地高
货箱后尾板处于打开状态时，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后

尾板上边缘到地面距离
图Ｄ．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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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５（续）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Ｈ２５１ 背门开启高度

犢 基准平面内，在后保险杠区域之后，测量背门（掀背

门）处于完全打开状态时最低点到地面的最小垂直

距离

图Ｄ．２９

Ｈ２９７ 座椅靠背到行李箱地板高度

与座椅靠背最靠后的点相切的犡 平面上，测量从座椅

靠背最高点到行李箱地板表面／折叠的后排座椅最高

点的犣向的最小距离

图Ｄ．２７

Ｈ２９７１ 前排座椅靠背到行李箱地板高度 测量驾驶员座椅靠背到行李箱地板高度 图Ｄ．２７

Ｈ２９７２
第二排座椅靠背到行李箱地板

高度
测量第二排靠外侧座椅靠背到行李箱地板高度 图Ｄ．２７

Ｈ２９７３
第三排座椅靠背到行李箱地板

高度
测量第三排靠外侧座椅靠背到行李箱地板高度 图Ｄ．２７

Ｈ５０３ 货箱高ａ
在过后轴中心线的犡 平面内测量货箱底板表面到货

箱挡板上平面的距离
图Ｄ．４９

Ｈ５０４ 后轮罩高 测量后轮罩顶点到货箱底板表面的最大垂直距离 图Ｄ．４９

Ｈ５０５ 装货高
测量前排座椅后部区域货箱地板表面到货箱顶端或

其他限制表面的最大垂直距离
图Ｄ．４８

Ｈ５０６ 装货底板犣坐标
在犢 基准平面内测量货箱底板尾部上表面到犣 基准

平面距离
图Ｄ．４８

Ｈ５０８ 侧边装货门通道高
侧边装货门开启时，测量货箱底板到侧门上部限制组

件的最小垂直距离
图Ｄ．４７

　　
ａ 适用于无顶棚货箱的车辆。

９．４　行李箱／货箱尺寸———其他

表２６规定了车辆行李箱／货箱其他尺寸的测量方法。

表２６　行李箱／货箱尺寸———其他尺寸测量方法

尺寸编码 名称 测量方法 图示和备注

Ａ２１２ 行李箱长度角 Ｌ２１２１与行李箱地板的夹角
图Ｄ．３０，

图Ｄ．３１

９．５　行李箱／货箱容积

本标准提供了行李箱／货箱容积的估算办法，如下列公式所示，为避免混淆，公式中指定排座椅位置

后缀使用“～”代替“”，例如：Ｗ３１表示为 Ｗ３～１。

犞１：行李箱有效容积的计算见ＧＢ／Ｔ１９５１４；

犞２：旅行车第一排座椅之后车内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分米（ｄｍ
３），以毫米（ｍｍ）为单位测量时：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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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２＝
（Ｗ３～２）×（Ｈ２０１）×（Ｌ２０４～１）

１０６

　　犞３：仓背乘用车第一排座椅之后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分米（ｄｍ
３），以毫米（ｍｍ）为单位测量时：

犞３＝

（Ｌ２０８～１）＋（Ｌ２０９～）

２
×（Ｗ３～１）×（Ｈ１９７～１）

１０６

　　犞５：半封闭厢式货车货箱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分米（ｄｍ
３），以毫米（ｍｍ）为单位测量时：

犞５＝
（Ｌ５０６）×（Ｗ５００）×（Ｈ５０４）

１０６

　　犞６：封闭厢式货车第一排座椅之后车内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分米（ｄｍ
３），以毫米（ｍｍ）为单位测

量时：

犞６＝

Ｌ２０２～１＋Ｌ２０４～１

２（ ）× Ｗ３～２＋Ｗ２０１

２（ ）× Ｈ２０１＋Ｈ５０５

２（ ）
１０６

　　犞７：封闭厢式货车和多功能运动车第二排座椅之后车内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分米（ｄｍ
３），以毫米

（ｍｍ）为单位测量时：

犞７＝

Ｌ２０２～２＋Ｌ２０４～２

２（ ）× Ｗ３～３＋Ｗ２０１

２（ ）× Ｈ２０１＋Ｈ５０５

２（ ）
１０６

　　犞９：封闭厢式货车和多功能运动车第三排座椅之后车内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分米（ｄｍ
３），以毫米

（ｍｍ）为单位测量时：

犞９＝

Ｌ２０２～３＋Ｌ２０４～３

２（ ）× Ｗ３～３＋Ｗ２０１

２（ ）×（Ｈ２０１）
１０６

　　犞１０：旅行车第二排座椅之后车内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分米（ｄｍ
３），以毫米（ｍｍ）为单位测量时：

犞１０＝

（Ｌ２０４～２）×
Ｗ３～２＋Ｗ２０１

２（ ）×（Ｈ２０１）
１０６

　　犞１１：仓背车第二排座椅之后车内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分米（ｄｍ
３），以毫米（ｍｍ）为单位测量时：

犞１１＝

Ｌ２０４～２＋Ｌ２０９～２

２（ ）×（Ｗ３～２）×（Ｈ１９７～２）
１０６

　　犞１６：半封闭厢式货车第一排座椅之后车内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分米（ｄｍ
３），以毫米（ｍｍ）为单位

测量时：

犞１６＝

Ｌ２０２～１＋Ｌ２０４～１

２（ ）×（Ｗ２００）×（Ｈ５０５）
１０６

　　犞１７：半封闭厢式货车第二排座椅之后车内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分米（ｄｍ
３），以毫米（ｍｍ）为单位

测量时：

犞１７＝

Ｌ２０２～２＋Ｌ２０４～２

２（ ）×（Ｗ２００）×（Ｈ５０５）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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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驾驶员及乘客头部包络及其定位

犃．１　眼椭圆

眼椭圆是描述不同身材驾驶员眼睛在空间上相对车辆内部参考点位置的一种统计表示法。由于呈

椭圆形，故称为眼椭圆。根据眼点的分布情况，分为第９０百分位、第９５百分位、第９９百分位等眼椭

圆，本标准推荐采用第９５百分位眼椭圆，见图Ａ．１。

图犃．１　眼椭圆

犃．２　头部包络

在本标准中，车辆头部包络是以人口总体（男女均等）为基础确定的。头部包络是通过特定的眼椭

圆相对应的头部轮廓均值以切线法绘制，见图Ａ．２。

　　注：头部包络包括头部的毛发。如果９５％的头部包络恰好碰到了车辆顶部内表面，这意味着存在５％男女均等的

人口总体，当他们以舒适的姿势坐在座椅上时，他们的头部或毛发将与车顶内表面干涉。因此，设计师需要在

头部包络周围增加额外的公差以避免在正常的驾驶或乘坐姿态下，乘员的头部或毛发触碰到车顶内表面。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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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头部包络的确定过程

犃．３　头部包络的选择

犃．３．１　头部包络尺寸的选择

犃．３．１．１　主要影响因素

头部包络尺寸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座椅调节长度（ＴＬ２３）和乘员座椅的位置。

犃．３．１．２　座椅调节长度

头部包络的位置和尺寸随着座椅前后位置的调节量而变化。座椅的轨道行程一般分为三类：０ｍｍ

（固定式座椅），０ｍｍ～１３３ｍｍ范围内可调座椅，调节行程大于１３３ｍｍ的可调座椅。

犃．３．１．３　乘员座椅位置

犃．３．１．３．１　驾驶员和前排外侧乘员

从后视图看，驾驶员和前排外侧乘员的头部包络比其他乘员宽２３ｍｍ，且此２３ｍｍ位于外侧乘员

的中心面处。

　　注１：根据座椅轨迹行程数值要求，驾驶员和前排外侧乘员的头部包络有３种可能性。

　　注２：可调座椅头部包络同样可应用于第一排中间位置的乘员，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普通位置包络而非加宽的头部

包络。

犃．３．１．３．２　其他座椅位置的乘员

对于其他排座椅位置的乘员，仅提供固定座椅第９５百分位头部包络。

对于那些允许乘员调整前后行程和／或调节靠背角的后排座椅，建议使用固定座椅的包络，并将座

椅固定在制造厂规定的Ｒ点及设计靠背角位置。

　　注１：若有特殊测量需求，可沿正常乘坐范围调节头部包络，调节量定义了头部包络的范围。

　　注２：如果制造厂的Ｒ点及乘员座椅角是未知的，则使用座椅最后、最低位置并将座椅靠背角放在２５°。

犃．３．２　头部包络角度的选择

头部包络角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座椅轨迹行程。对于可调式座椅，头部位置包络前倾１２°。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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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的头部包络不前倾。

犃．３．３　头部包络百分位的选择

本标准中推荐采用第９５百分位头部包络。

犃．４　头部包络的绘制

犃．４．１　总体描述

头部包络如图Ａ．３所示。椭圆体的尺寸，取决于所要求的百分位数值、座椅轨迹行程和乘员座椅

位置，并由犡 轴、犢 轴和犣轴的长度定义。初始椭圆体的中心点用来定位完整的头部包络。

图犃．３　椭圆体

犃．４．２　椭圆体尺寸

使用表Ａ．１提供的数值绘制椭圆体，确定椭圆体的中心，并标记该点。

表犃．１　椭圆体轴的尺寸 单位为毫米

百分位

数值

座椅轨迹行程

（ＴＬ２３）

前后轴长

犡

左右轴长

犢

上下轴长

犣

第９５百分位

＞１３３ ±２１１．２５ ±１４３．７５ ＋１３３．５０

≤１３３ ±１９８．７６ ±１４３．７５ ＋１３３．５０

０（固定） ±１６１．４５ ±１４３．４１ ＋１４７．０７

犃．４．３　去除下半部分

在椭圆体绘制完成以后，去除椭圆体下半部分。表Ａ．２中确定的中心点将会成为完成的包络底部

的中心。

犃．４．４　扩展包络

对于驾驶员和前排外侧乘员，从后视图看，驾驶员和前排乘员的头部包络是不对称的，相对于内侧

乘员，此包络向外延伸了２３ｍｍ。在此种情况下，椭圆体的中心将不是完成了的头部包络的中心。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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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Ａ．３。

用犢 平面将包络平均分成两份，将椭圆体中心位置与内侧部分关联，通过椭圆体中心线断面的犡，

犣 曲线，创建宽２３ｍｍ的切面，将这段切面置于切开的包络的中间，其内侧边界与椭圆体中心的犢 坐标

位置相同，完成了的头部包络尺寸见表Ａ．２。

表犃．２　头部包络尺寸：从椭圆体中心点到头部包络外侧的距离 单位为毫米

百分位数值
乘员座椅

位置

座椅轨迹行程

（ＴＬ２３）

前后轴长

犡

左右轴长

犢 内侧

左右轴长

犢 外侧

上下轴长

犣

第９５百分位

驾驶员和前排

外侧乘员

前排中间乘员

其他乘员

＞１３３ ±２１１．２５ １４３．７５ １６６．７５ ＋１３３．５０

≤１３３ ±１９８．７６ １４３．７５ １６６．７５ ＋１３３．５０

０（固定） ±１６１．４５ １４３．４１ １６６．４１ ＋１４７．０７

＞１３３ ±２１１．２５ １４３．７５ １４３．７５ ＋１３３．５０

≤１３３且＞０ ±１９８．７６ １４３．７５ １４３．７５ ＋１３３．５０

０（固定） ±１６１．４５ １４３．４１ １４３．４１ ＋１４７．０７

０（固定） ±１６１．４５ １４３．４１ １４３．４１ ＋１４７．０７

　　注：从后视图看，驾驶员和前排外侧乘员的头部包络比其他乘员宽２３ｍｍ。

犃．４．５　方向轴

对于可调座椅的头部包络，从侧视图上看，头部包络向前倾斜１２°，其他轴线与车辆网格线平行。

对于固定座椅，头部包络的所有轴线都与车辆网格线平行。

犃．４．６　车辆头部包络的定位

犃．４．６．１　总体描述

头部包络的位置可以通过眼椭圆中心点定位，或者直接通过车辆网格线定位。通过眼椭圆中心点

定位的头部包络的位置仅取决于座椅轨迹行程的数值。对于所有的头部包络以及各种状态，其头部椭

圆的中心点犢 轴与眼椭圆中心点相同，即Ｒ点的犢 坐标（Ｗ２０，乘员中心线）。

犃．４．６．２　通过眼椭圆中心点定位

为了定位头部包络，按照表Ａ．３提供的相对于眼椭圆中心点的数值沿犡、犢、犣 轴移动其椭圆体的

中心。

表犃．３　通过眼椭圆中心点定位 单位为毫米

座椅轨迹行程（ＴＬ２３） 到犡ｈ 距离 到犢ｈ 距离 到犣ｈ 距离

＞１３３ ９０．６ ０ ５２．６

≤１３３ ８９．５ ０ ４５．９

０（固定） ９６．７ ０ ４４．８

犃．４．６．３　通过车辆网格线定位

头部包络也可以直接通过车辆网格线定位，而不依靠眼椭圆中心点。表Ａ．４提供了这类方式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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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公式，头部包络定位示意图见图Ａ．４。

表犃．４　通过车辆网格线定位 单位为毫米

座椅轨迹行程（ＴＬ２３） 头部包络中心位置坐标

＞０

犡＝Ｌ１＋６６４＋０．５８７（Ｌ６）－０．１７６（Ｈ３０）－１２．５狋＋犡ｈ

犢＝Ｗ２０

犣＝Ｈ８＋６３８＋Ｈ３０＋犣ｈ

０（固定排座椅）

犡＝Ｌ３１＋６１９ｓｉｎδ＋犡ｈ

犢＝Ｗ２０

犣＝Ｈ７０＋６１９ｃｏｓδ＋犣ｈ

　　注１：δ＝０．６８９（Ａ４０）－９．０９。

　　注２：Ｌ１是加速踏板参考点的犡 坐标值。

　　注３：Ｌ６是ＢＯＦＲＰ到方向盘中心距离。

　　注４：Ｈ３０是Ｒ点到ＡＨＰ或ＦＲＰ的沿犣向上的距离。

　　注５：狋是可变值，有离合器踏板时取１，没有离合器踏板时取０。

注６：Ｗ２０是Ｒ点的犢 坐标值。

注７：Ｈ８是ＡＨＰ或ＦＲＰ的犣坐标值。

注８：Ａ４０为乘员座椅躯干角的设计值。

注９：犡ｈ 和犣ｈ 在表Ａ．３中取值。

注１０：Ｈ７０为Ｒ点犣坐标。

图犃．４　头部包络定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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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犎点行程路径

犅．１　概述

本附录定义了指定位置座椅调节装置的 Ｈ点位置的范围，见图Ｂ．１。若可调节座椅的设计是为了

驾驶或乘坐则包括在 Ｈ点行程范围内，若可调节座椅的目的是为了调节入口间隙、方便乘员进出或存

取装载货物，则不包括在 Ｈ点行程范围内。

图犅．１　犎点行程路径图

犅．２　犎点行程路径各位置点

任何带有调节功能的座椅的Ｈ点轨迹都是根据Ｒ点在侧视图上的相关位置的改变取得，其代表了

乘员座椅可调节范围的边界，构造简单的可调节座椅或将出现相互重合的位置或尺寸，图Ｂ．１中标示的

具体代码和描述请见表Ｂ．１，可使用不同后缀用以区分驾驶员位置和乘客位置。

表犅．１　犎点行程路径各位置点

序号 代码 描述

１ ＲＬＰ 最后最低 Ｈ点

２ ＦＬＰ 最前最低 Ｈ点

３ ＲＨＰ 最后最高 Ｈ点

４ ＦＨＰ 最前最高 Ｈ点

５ ＲＤＨ 最后设计 Ｈ点

６ ＦＤＨ 最前设计 Ｈ点

７ Ｒ点 座椅参考点

８ ＲＡＰ 可达到最后 Ｈ点

９ ＦＡＰ 可达到最前 Ｈ点

　　注１：在四向调节机构座椅中点８和点１相一致。

　　注２：在四向调节机构座椅中点９和点４相一致。

　　注３：在两向调节机构座椅中点８、点１、点５、点３相一致。

　　注４：在两向调节机构座椅中点９、点４、点６、点２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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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座椅类型的确定方法及犔４８、犔５１的测量方法结构框图

犆．１　座椅类型的确定方法

图Ｃ．１描述了第二排到第Ｎ排座椅类型的确定方法。

图犆．１　第二排到第犖 排座椅类型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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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　犔４８与犔５１的测量方法

图Ｃ．２描述了不同座椅类型Ｌ４８与Ｌ５１的测量方法。

图犆．２　犔４８、犔５１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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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附　　图

　　本附录列出了汽车主要尺寸测量时的可参考的图示。

图犇．１　相对于犡 和犣平面基准点的尺寸

图犇．２　相对于犢基准平面基准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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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３　犚点尺寸

图犇．４　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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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５　前排脚部进入间隙

图犇．６　第二排脚部进入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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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７　两门轿车脚部进入间隙

图犇．８　头部空间（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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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９　驾驶员腿部空间

图犇．１０　标准排距座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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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１１　长排距座椅布置尺寸

图犇．１２　短排距座椅布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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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１３　驾驶员处宽度

图犇．１４　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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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１５　头部间隙（后视图）

图犇．１６　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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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１７　侧视图

图犇．１８　方向盘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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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１９　座椅尺寸１

图犇．２０　座椅尺寸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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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２１　后备箱尺寸，两种开闭件

图犇．２２　后备箱尺寸，两种开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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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２３　后备箱盖打开

图犇．２４　后部空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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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２５　后备箱通道

图犇．２６　后备箱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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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２７　座椅靠背高度

图犇．２８　后备箱舱内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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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２９　后备箱打开的高度

图犇．３０　可折叠座椅后备箱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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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３１　可折叠座椅后备箱２

图犇．３２　犎点测量装置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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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３３　腰部支撑突出量（犔犛犘）

图犇．３４　头部最小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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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３５　受压地面和未受压地面

　　说明：

　　１———ＲＬＰ；

２———ＦＬＰ；

３———ＲＨＰ；

４———ＦＨＰ；

５———ＲＤＨ；

６———ＦＤＨ；　　　　　　　　　　　　　　

７———Ｒ点；

８———ＲＡＰ；

９———ＦＡＰ。

图犇．３６　犎点行程路径（６向调节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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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ＲＬＰ；

２———ＦＬＰ；

３———ＲＨＰ；

４———ＦＨＰ；

５———ＲＤＨ；

６———ＦＤＨ；　　　　　　　　　　

７———Ｒ点；

８———ＲＡＰ；

９———ＦＡＰ。

图犇．３７　犎点行程路径（２向调节座椅）

图犇．３８　带后视镜的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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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３９　侧视图上车辆外部高度

图犇．４０　玻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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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４１　背门处于最大开启状态

图犇．４２　背门处于最大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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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４３　轴距

图犇．４４　翻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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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４５　货箱长

图犇．４６　车门开启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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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４７　装货通道尺寸

图犇．４８　货箱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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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４９　货箱尺寸

图犇．５０　接近角离去角

０７

犌犅／犜１２６７３—２０１９



图犇．５１　前后端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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