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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SO 6549-1980K道路车辆— 确定H点的程序》。

1 主顺内容与适用范圈

    本标准规定了用三维H点装置来确定汽车座椅H点位置的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驾驶员踵点至R点间垂直距离小于550 mm,命背后倾角大于50或由大腿杆表示的

大腿中心线与水平线夹角大于50的任何汽车设计和检验。

2 术语

2.1 三维H点装置

    用来确定汽车座椅H点的装置。

2.2 H点

    指三维H点装置的躯干和大腿的铰接中心，它位于此装置的两侧H点标记钮间的装置的中心线

上。

2. 2.1 "R点”即“乘坐基准点”

    指制造厂规定的设计H点，该点:

    a. 确定了由制造厂规定的座椅每个设计乘座位置的最后面的正常驾驶和乘座位置，它考虑了所

有的座椅可能调节状态(水平、垂直及倾斜)。

    b. 具有相对于所设计的车辆的结构建立的座标。

    c 模拟人体躯干和大腿铰接中心位置。

    d. 做为安放二维人体样板的参考点。

2.2.2 汽车座椅H点

    指三维H点装置的躯干线和大腿中心线的文点。是用三维H点装里侧得的，此装置应选用适当腿

长数据，并安装在制造厂规定的座椅的正常驾驶或乘坐姿势时最后位置。汽车座椅H点由三维H点装

置上的H点标记钮测得。

2.3 躯干线

    指三维H点装置头部空间探测杆的中心线。

2.3.1 设计靠背角

    指通过R点的铅垂线与二维人体样板的躯干线之间的夹角。

2.3.2 实际靠背角

    指三维H点装置探测杆处于最后位置时，由位于其上的靠背角量角器侧得，通过H点的垂线与躯

干线之间的夹角。

2.4 乘员中心面(C/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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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H点的Y坐标平面，由在每一个特定位置上的乘员中心面或三维H点装置的中心面来表示。在

单人座椅上，座椅的中心面就是乘员的中心面。在其他座椅上，乘员的中心面则由制造厂规定。

2.5 驾驶员的踵点

    指三维H点装置的踵部与地板夜盖层或其他踵部支承面的交点。若装置的腿长采用第95百分位

数据，则装置的脚底应触及并允许压下加速踏板，加速踏板被压下的行程量由制造厂规定。若腿长用的

是第50百分位数据，装置的脚底可能接触不到加速踏板，则允许双脚以腿部自然伸展的姿势搁在地板

上，此时，踵点按制造厂规定，座椅应位于正常驾驶或乘坐姿势的最后位置。

2.6 小腿夹角

    指装置右小腿中心线和鞋底的纵向切线之间的夹角，此角不得小于87%

3 三维H点装里的描述

    三维H点装置的背板和座板(见图1)是成年男子的平均背部和臀部轮廓的代表物。

    这些用加强塑料和金属构成的分离的背板和座板，模拟了人体的躯干和大腿，并在实际H点机械

地铰接起来。在H点铰接的头部空间探测杆上，紧固着一个量角器，用来侧量实际靠背角。在座板上附

有一根可调节的大腿杆，用来确定大腿的中心线，并作为臀部角度量角器的基准线。

    小腿杆件的长度也是可调的，它和座板总成连接在T形杆处，组成膝关节，该T形杆实际上是可调

大腿杆件的横向延伸，为了测出膝部角度，小腿杆件中装有量角器。鞋与脚总成上有刻度，用来测量小腿

夹角。在相当于成年男子尺寸第50百分位和第95百分位处，大腿杆和小腿杆上均装有定位销。两只水

平仪用于装置空间定位。代表人体各部质量的重块，施加在相应各部重心的位置上，使座椅承受一个相

当于成年男子平均质量的重力而产生变形，三维H点装置各部关节应活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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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三维H点装置构件名称
1一背板;2-躯干重块悬架闷一靠背角水平仪;4-释部角度量角器;5-座板; 6一大脸重块垫块刃一连结膝关节的

T型杆;8一小腿夹角盘角器y 9-膝部角盆角器y10一大腿杆;11-横向水平仪，12-H点支轴;13-H点标记钮;

                                  14-靠背角量角器;15一头部空间探测杆

4 三维H点装里的安装程序

4.1 按制造厂的规定准备车辆，并放置在20士10℃的温度环境中，以确保座椅材料达到室温。如果被

检验的座椅从未有人坐过，则应让与三维H点装置质量相当的人或装置在座椅上试坐，使座椅和靠背

产生应有的变形。如果制造厂有要求，则所有座椅总成在安放三维H点装置前，应至少保持30min的空

载状态。

4.2 按制造厂规定的坐标基准点定出车辆的垂直和水平的零平面，作为车身测量的基准。所有各项调

节均按R点的位置，调到制造厂规定的正常驾驶姿势位置。对于有独立垂直方向可调节式或悬挂式的

座椅，其垂直位置应刚性地固定在正常驾驶姿势位置;其水平位置应调到正常驾驶姿势时的最后位置。

4.3 将足够大的、单位面积质量相当于每平方米。. 228 kg的细软普通针织棉布或非织造物，辅在被检

查的座椅上，以防止三维H点装置接触座椅。如果试验是在试验台上进行，那么，在三维H点装置的脚

下，要垫上适当大小的地板租盖层或其它相应的铺地材料。

4.4 安放三维H点装置的座板和背板。使乘员中心面(C/LO)与装置中心面相重合。如安放后过于靠

外，以致达到座椅边缘使装置无法保持水平时，可将装置相对于乘员中心面(C/LO)内移。当三维H点

装置已内移了一段距离使装置能保持水平时，则应在测量记录中注明从车辆中心面至乘员中心面的距

离。

4.5 将三维H点装置小腿杆件调至合适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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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将三维H点装置的脚和小腿总成装到座板总成上(可单独地装、也可以利用T形杆和小腿总成

装)，通过两H点标记钮的直线应垂直于座椅的纵向中心面。

4.7 三维H点装置的脚和小腿的位置，应按如下方式放置。

47.1 驾驶员座椅

4.7.1.1 腿长采用第50百分位的数据时，双脚取自然伸放姿势。必要时，可以放在操纵踏板之间，通过

调节座板或小腿和脚总成，使装置达到水平。用水平仪校核。

4.7.1.2 腿长采用第95百分位的数据时，右脚和小雌总成放在加速踏板上，脚踵支承在地板上，尽可

能向前，并将三维H点装置的限位销擂人脚总成中，保证小腿夹角不小于870,

4.7.1.2.1 左脚搁在地板上或脚趾支承上，使左、右脚至装置中心面的距离大致相等，通过两端H点

标记钮的直线，应垂直于座椅纵向中心面。

4.7.1.2.2 如果左脚不能被结构部分支承，使左、右小腿无法保持平行时，可放松左小腌杆件，并移动

左脚，直至它能搁住为止。通过两端H点标记钮的直线仍保持垂直于座椅纵向中心面，而后重新拧紧小

腿杆件的定位装置。

4.7.1.2.3 小腿夹角在最小值870时，如果三维H点装置的踵点只能搁在脚趾支承上，而不能放到地

板上，则应移动脚，直到脚踵触及脚趾支承与地板菠盖层的相交处为止，然后再将脚转动，直到脚底与加

速踏板相接触。

4.7.2 乘员座椅

4. 7.2.1 前排外侧座椅:腿长采用第50百分位或第95百分位的数据时，参看4.7.1.1或4.7.1.2条

中的程序。

4.7-2.2 后排外侧座椅:腿长采用第50百分位或第95百分位的数据来侧量后座或辅助座椅时，小腿

位置按制造厂规定。

    如果搁在地板上的双脚高低不平时，可将其中先接触到前排座椅的那只脚作为基准，安排另一只脚

的位置，直至装置上横向水平仪指示水平为止。

4.7.3 前后排中间座椅

    在中间座椅确定H点位置时，如果汽车地板上有通道，则双脚分别搁在通道的两边。

4.8 施加小腿及大腿重块，并调平三维H点装置(见图2),

4.9 将背板前倾到前限位块，通过T形杆将装置拉离座椅靠背，然后再用下列方法之一，重新将三维

H点装置放到座椅上。

4.9. 1 如果三维H点装置有向后滑动的趋势，则让其滑动，直至座板接触座椅靠背，必要时，重新调节

小腿位置。

4.9.2 如果三维H点装置无向后滑动的趋势，则在T形杆加一水平向后推力，使之向后滑动，直至座

板接触靠背为止。

4.10 在臀部角度量角器和T形杆外壳相交处，对背板和座板总成施加100士1O N的力，力的作用方

向沿着上述交点的大腿杆外壳上面的线(见图2)a然后将背板放回到座椅靠背上，并应防止三维H点装

置在随后的过程中向前滑动。

4.11 装上左右臀部重块，再交替加上八块躯干重块，使三维H点装置保持水平(见图2)0

4.12 将背板前倾，消除座椅靠背上的张力，如果制造厂有要求，则在 1)角(即在垂直中心面每侧各

50)的范围内，依次左右摇动三维H点装置各3次，便装置与座椅贴合。摇动时，装置的T形杆可能要离

开规定的水平和垂直的基准位置。所以，必须对T形杆施加适度的侧向力。在扶持T形杆摇动装置时，

应避免在垂直或前后方向加上偶然的外部载荷。在此步骤中，装置的双脚不应有任何约束。如双脚变动

位置，暂且不必调整。

    将背板放回座椅靠背上，检查装置是否水平。由于在摇动装置过程中引起双脚移动，其位置需重新

调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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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左、右两脚轮流抬离地板到最小的必要高度，直至两服不再产生附加的牵动，在抬脚时，两脚要能

自由转动，不施加任何向前或侧向的载荷。当侮只脚放回到放下位置时，装置理部应触及为之设计的支

承结构上。

    上述步骤完成后，如座板不能保持水平，则在背板顶部施加一横向力使装置座板在座椅上保持水

平。

4.13 拉住T形杆，使三维H点装置在座垫上不能向前滑移，按如下方法进行:

    a. 将背板放回到座椅靠背上;

    b 在三维H点装置探测杆约为躯干重块中心高度处，交替地施加和撤去一个不大于25N的向后

水平力，直至力撤去后臀部角度量角器指示达到稳定位置为止。此时不应有外来的向下或横向载荷加到

装置上。如装置需要再次调平，则将背板向前移动，并重复进行4.12条起所述之步娜。

4.14 相对于三维坐标基准测量汽车座椅H点的坐标。

4.15 如需重新安装三维H点装置，则在重新安装前，座椅总成应该至少保持30min的空载。在三维H

点装置总成上加载时间，不应超过完成试验所需要的时间。

图2 三维H点装置的构件尺寸和负荷分布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长春汽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齐惠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