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43.040.60 
T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汽车行业标准

QC/T 7 40- 2017 
代替QC汀 74←－2005

' 

乘用车座椅总成

Seat assembly of passenger car 

t
t
｜
H
υ
I
L
b
i
tt
－b
 l ~ 'j ” 

vr 、、，，～『 l

" 0 .0-5:; ，，－♂ l 

o;c_o3; I 

2017-04-12 发布 2017-10一01 实施

啡’句空λ』~主t-来日自il=t二业』主来日f言，息1-t音β 发布



QC/ T 740-2017 

目次

前盲……………………………………………………………………………………………………… E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3

5 试验方法……………………………………………………………………………………………… 6

6 检验规则…………………………………………………………………………………………… 14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 M

I 



QC/ T 740- 2017 

前 吉
同

本标准按照 GB/T 1. 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

起草．

本标准代替 QC/T 740-2005《乘用车座椅总成》， 与 QC/T 740-2005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

－一更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 1 );

一－更改了正面碰撞的滑车试验波形〈见 5. 1) ; 

一一更改了后面碰撞的滑车试验波形〈见 5. 2) ; 

一一增加了前排座椅骨架总成静态刚皮试验的就荷 Fs左 和凡有及其相应的检查〈见 4. 3. 1 

和5. 4) I 

一一增加了座垫宽度和l座垫深度的要求〈见 4. 2. 1); 

一一增加了低速后碰撞颈部保护〈鞭打试验〉要求（见 4.2.8);

一一增加了禁用物质要求〈见 4. 2. 11); 

一一增加了座椅前倾和高度调节功能要求〈见 4.3.8);

一一增加了座椅前倾和高度调节疲劳要求〈见 4. 3. 9); 

一一增加了座椅用锁的强度和疫劳要求〈见 4. 3. 16) ; 

一一增加了腰托调节功能要求〈见 4. 3. 17); 

一一增加了腹托调节疵劳要求（见 4. 3. 18); 

一一增加了地图袋功能要求〈见 4. 3. 19); 

一一增加了地图袋班好要求〈见 4. 3.20) ;

一一增加了通风功能要求〈见 4.3.25) ;

一一增加了调节装置、折叠座椅、侧向座椅、后向座椅、座椅面套总成、座椅护面、地图袋的定义

〈见 3.5～3. 11); 

一一增加了座椅护面的一般性要求〈见 4. 1. 5); 

一一增加了高度可调整的座椅的一般性要求（见 4. 1. 6) ; 

一一增加了座椅外露塑料件的一般性要求〈见 4. 1. 7) ; 

一一增加了高度可以调整的头枕的一般性要求〈兑 4. 1. 8); 

一一增加了座椅总成零部件的 VOC（可挥发性有机物〉试验要求〈见 4.1.13);

一一删除了座椅面料性能要求；

一一删除了非金属材料的排放性能试验．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4）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春宫维 m 江森自控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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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延锦江森座椅有限公司、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襄阳〉、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汽认证中心、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泛亚汽车技

术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东风李尔汽车座椅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丰田

纺织〈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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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亚、杜天强、杨运生、肖志金、郑敏、孙弱、黄建军、孙军、刘洁伟、吴向亮、王侃．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一－QC/T 740-20050 

mm 



QS:./ T 740- 2017 

乘用车座椅总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座椅总成的术语和应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 M1 樊车辆的座椅总成．

本标准不适用于折叠座椅、侧向座椅、后向座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儿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凡是不注口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 11550 汽车座椅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1551 汽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

GB 11552 乘用车内部凸出物

GB 14167 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ISOFIX 固定点系统及上拉带固定点

GB 15083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 T 29120 H 点和 R点确定程序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QC/ T 55 汽车座椅动态舒适性试验方法

QC/T 805 乘用车座椅用滑轨技术条件

QC/ T 831 乘用车座椅用电动滑轨技术条件

QC/ T 844 粟用车座椅用词角器技术条件

QC/ T 845 乘用车座椅用锁技术条件

QC/ T 950 汽车座椅加热垫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ISO 17373: 2005 道路车辆低速后碰情况下评估乘员头颈部与座椅／头枕设计的相互关系的

滑车碰撞试验程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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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座椅 seat 

供一个成年乘员乘坐且有完整面套并与车辆结构为一体或分体的乘坐设施．它包括单独的座

椅或长条座椅的一个座位．

3. 2 

前排囊员座椅 front passenger seat 

“最前 H 点”位于过驾驶员 R点的横截面上或在此横截面前方的座椅．

3. 3 

前排座椅座垫 front seat cushi。n

在前排座椅中，支撑柬员臀部的部件．

3. 4 

前排座椅靠背 fr。nt seat back 

在前排座椅中，支搭乘员背部的部件．

3.5 

调节装置 adjustment system 

能将座椅或其部件的位置调整到适应乘员乘坐姿态的装置． 该装置可以有〈但不限于〉如下功

能：纵向位移；垂直位移；角位移．

3.6 

拆叠座椅 f。lding seat 

设计供成年乘员偶尔使用且易于操作，在使用时能够自锁的备用座椅．通常情况下 ，其处于折

叠状态．

3.7 

侧向座椅 side-facing seat 

车辆运行中使用的座椅，其面向车辆侧方布置，座椅的对称垂直面与车辆对称垂直面形成的角

度为 90°土 10°.

3.8 

后向座椅 rearwarcιfacing seat 

车辆运行中使用的座椅，其面向车辆后方布置，座椅的对称垂直面与车辆对称垂直面形成的角

度为 00士 10° 。

3. 9 

3. 10 

2 

座椅面套总成 seat trim cover assy 

以织物、皮革等材料制作的座椅最外层起保护、装饰作用的座椅覆盖物．

座椅护面 seat c。vering

座椅面套的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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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地圈袋 map pocket/insert 

在座椅后背或侧面上设置的可插书籍、报刊等杂物的口袋．

4 技术要求

4. 1 一般要求

4. 1. 1 座椅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困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 . 1. 2 如果座椅、头枕表面覆盖有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材料，则其刚位部件应符合 GB 11552 或

GB 15083 的要求．

4 . 1. 3 所有面套应符合其对应图样和技术文件的缝制及外观要求．

4. 1. 4 座椅面套应无污染、破损、开裂及缝绒的开裂等缺陷．

4 . 1. 5 座椅护面应无供需双方约定的不能接受的裙皱，鼓起，缝线弯曲，凸凹不平感等缺陆．

4. 1. 6 对于高度可调整的座椅，座垫调整至前倾向上极限位置时，座椅靠背下端与座垫后部之间应

元供需双方认定的可见缝隙．

4. 1. 7 所有座椅外露塑料件应符合其对应图样和技术文件的外观要求．

4. 1. 8 对于高度可以调整的头枕，在头枕任意锁止位置，头枕左、右下端分别与座椅靠背上表面之

间距离的差值应符合圄样和技术文件的技术要求．

4 . 1. 9 座椅 H 点的测量按 GB/T 29120,H 点测量误差为士15 mm，躯干角度误差为士30.

4 . 1. 10 安援扭矩应符合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要求．

4 . 1.11 座椅安装位置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采用栓具栓测．

4. 1. 12 每个调节装置和移位装置都应具有自锁的锁止装置，保证在任何使用位置能够自锁．

4 . 1. 13 座椅总成零部件的 vocc可挥发性有机物〉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图样和技术文件的

要求．

4 .2 安全要求

4 . 2 . 1 应垫宽度和应垫深度．

座垫宽度和座垫深度应符合 GB 7258 的要求．

4 . 2 . 2 燃烧特性．

燃烧特性应符合 GB 8410 的要求．

4.2.3 座椅头枕的性能．

座梅头枕的性能应符合 GB 11550 的要求．

4 . 2 . 4 安全带安装固定点、ISOFIX 固定点系统及上拉带固定点．

安全带安装固定点、ISOFIX 固定点系统及上拉带固定点应符合 GB 14167 的要求．

4.2 . 5 座椅系统强度．

座楠系统强度应符合 GB 15083 的要求．

4 . 2 . 6 正面碰撞．

在滑牢加速或减速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假人能够被安全带总成完好约束，座椅和地板之间的

罔定装置不允许完全分离；座椅零件不允许发生松脱就断裂，锁止装置不允许失效；允许在碰撞过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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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不会增加伤害程度的永久变形 ，不允许产生对车内乘员造成额外伤事的尖锐棱角 ；允许或有

助于乘员通过的移位装置应处于工作状态，且至少能保证解锁一次，并可按需要移动座椅或座椅的

一部分；头枕保持在原锁止位置．试验方法见 5. 1. 

4. 2 .7 后面碰撞．

在滑车加速或减速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假人能够被安全带总成完好约束，座椅和地极之问的

固定装置不允许完全分离．座椅零件不允许发生松脱或断裂．靠背可倾斜，靠背最大倾斜角度应符

合图样和技术文件要求．座椅锁止装置不允许松开，且应保持其功能完好；允许在碰撞过程中产生

不会增加伤害程度的永久变形，不允许产生对车内束员造成额外伤害的尖锐棱角；允许或有助于乘

员通过的移位装置应处于工作状态，且至少能保证解锁一吹，并可按需要移动座椅或座椅的一部分；

靠背锁止装置仍需保持功能完好；头枕保持在原锁止位置．试验方法见 5. 2. 

4 . 2 . 8 低速后碰撞颈部保护〈鞭打试验〉 ．

低速后碰撞颈部保护〈鞭打试验〉参见 ISO 17373: 2005，评价标准应符合相关阁样和技术文件的

要求．

4 .2 . 9 侧面气囊系统及其附属的座椅面套．

侧面气囊的起爆不得引起骨架变形或断裂，座椅的其他零件不得影响侧面气囊的正常展开并不

得导致乘员损伤．试验后，座椅总成或靠背面套仅允许在规定位置上爆开，试验过程中护面、泡沫、

飞溅物、气囊模块、靠背附件的具体要求应符合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规定，气囊相关的展开时间应符合

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规定．试验方法见 5. 3. 

4 .2. 10 加热垫．

加热垫应符合 QC/T 950 的要求．

4 . 2 . 11 禁用物质．

禁用物质应符合 GB/T 30512 的要求－

4. 3 强度、耐久及功能要求

4 . 3 . 1 前排座椅骨架总成静态刚度．

静态刚度试验是验证前排座椅骨架的刚度，前排座椅骨架在 500 N 的作用下，弹性变形应不大

于目标值．在 S点所测得的值应小于亵 1 中所列出的最大值．试验方法见 5.4.

表 1 前排座椅骨臻的刚度要求

加戴力
F， 就 Fi F, F‘It F‘’ F‘E F，富 F，ε F盹

500 N 500 N 500 N 500 N 500 N 500 N 500 N 500 N 

测量值 s.+s, s, s.在 s‘缸 Ss崔 S附
s,"' s‘•a 
s，响 s‘斟

Al大位移
4 1. s 3 3 3.5 3. s 3. 5 3. s 

mm 

4 . 3 . 2 颠簸和蝠动．

试验后，样品应无异常情况出现，座椅骨架元裂纹，泡沫元撕裂，护丽和衬垫元破损，H 点最大变

动在设计要求范闺之内．试验方法见 5. s. 
4 . 3.3 模拟人体迸出座椅．

模拟人体迸出座椅试验对带面密的座精进行护面耐磨性测试，模拟人体迸出进行 15 000 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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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椅试验．试验后的座椅护面不应出现断裂、结团，不应脱散和露底，不允许出现损伤，缝线不允许

断裂．试验方法见 5.6.

4.3.4 座椅耐高低温性．

座椅耐高低温性应符合相关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要求．

4. 3.5 前排座椅座垫向下强度．

试验后，前排座椅座垫骨架和座垫骨架的固定支架应元裂纹，高度调节机构和纵向锁止机构元

t 破裂，纵向锁止机构不失效，并可以调节．试验方法见 5. 7.

4.3 . 6 座椅纵向调节功能．

座椅纵向调节功能应符合 QC/T 805（手动调节〉和 QC/T 831（电动调节）的要求．

4.3.7 座椅纵向调节疲劳．

座椅纵向调节疲劳应符合 QC/T 805（手动调节〉和 QC/T 831 （电动调节〉的要求．

4.3.8 座椅前｛固和高度调节功能．

在全行程范围内，高度调节手柄向上和向下的操作力应小于 75 N；孚轮式高度调节和座垫前倾

调节机构的操作扭矩应小于 3 N• m.试验方法见 5. 8.

4. 3. 9 座椅前倾和高度调节疲劳．

试验后，前倾和高度调节机构功能正常，不允许出现自动调节的情况；满足座椅前倾和高度调节

功能试验的要求；试验过程中无异响．试验方法见 5. 9 0 

4. 3. 10 靠背骨架总成间隙．

座椅靠背在持续加载前后应是无间隙的．当加载力到达 25 N 时，座椅靠背的间隙不应超过

3. 5 mm. 当加载力达到 147 N 时，加载点最大间隙不应超过 15 mm. 试验方法见 5. 10. 

4. 3 . 11 靠背骨架总成刚度．

卸载后测得的塑性变形应不超过 10 mm0 试验方法见 5. ll. 
、

4. 3. 12 第背骨架总成强度．

当座椅靠背达到目标载荷 2 时，靠背骨架和调角器应无损坏．试验后所得的力斗主移曲线应符

合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要求．在达到目标载荷 2 之前，实际加载值应大于目标值．试验方法见 5. 12. 

4. 3 . 13 靠背骨架总成耐久性．

在循环载荷过程中无异响．试验后，座椅靠背调节及锁止功能正常』各部件无损坏．试验方法

见 5. 13 . 

4. 3 . 14 霜背调节功能．

座椅靠背调节功能应符合 QC/T 844 的要求．

4. 3 . 15 靠背调节症劳．

座椅靠背调节疲劳应符合 QC/T 844 的要求．

4. 3. 16 座椅用锁的强度和疲劳．

座椅用锁的强度和疲劳应符合 QC/T 845 的要求．

4. 3 . 17 腰托调节功能．

调节过程中保证调节扭矩的顺畅均匀，不允许出现波动；不允许出现异响，孚动调节扭矩最大为

3. 5 N•m.试验方法见 5.1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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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 18 腰托调节按劳．

试验后，腰托调节功能正常，满足 4.3. 17 的要求．试验方法见 5.15.

4. 3 . 19 地图袋功能．

试验后地图袋不允许存在损坏、缝线断裂等现象，用于固定地图袋的面套或卡扣不允许脱落．

地图袋的且他性能要求应符合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要求．试验方法见 5.16.

4. 3. 20 地图袋疲劳．

试验后，地图袋不允许损坏、缝线断裂、变色等现象；用于地图袋固定的焊缝、螺栓、卡扣连接以

及缝纫钱不允许失效；地困袋的其他性能要求应符合阁样和技术文件的要求．试验方法见 5. 17 .

4. 3.21 座椅扶手强度．

垂直向下加就时座椅扶手的最大变形〈弹性变形〉不大于 76 mm，塑性变形不大于 25 mm；侧向

加载时座椅扶手的最大变形〈弹性变形〉不大于 25 mm，塑性变形不超过 6 mm. 试验方法见 5.180

4. 3.22 扶手耐久性．

试验后，扶手必须保持原有功能要求，无镀链机构缺陷，护而不应出现破裂、脱散和露底．试验

过程中以及试验后不允许出现异响．试验方法见 5. 19. 

4. 3.23 头枕功能．

头枕调节均匀平顺，头枕的安装和拆卸易于操作．头枕锁止按钮操作力应为 20 N土10 N，头枕

功能试验是沿头枕杆方向向上、向下调节，操作力应不大于 100 N. 

4.3 .24 头枕耐久性．

试验后，头枕功能及锁止装置正常，头枕的操作力应符合 4. 3. 23 的要求．试验过程中无异响．

试验方法见 5.20.

4. 3.25 通风功能．

通风的功能要求应符合相关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要求 ．

4. 3. 26 电动座椅调节功能．

电动座椅及带记忆的电动座椅的调节功能应符合相关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要求．

4. 4 座椅的舒适性

座椅的舒适性应符合图样和技术文件或 QC/T 55 的相关要求．

5 试验方法

5. 1 正面碰撞试验

将前排座椅和安全带按设计位置安装在车身或模拟车身上，再将该车身或模拟车身牢固地安装

在试验滑车上．将 Hybird 阻型试验假人参考 GB 11551 的规定摆放并约束在座椅上．座椅位置设

置见表 2（对于配备预紧功能的安全带，试验时应点火起爆．起爆时间由制造厂规定〉．滑车试验

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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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滑车的加速度或减退度被形采用实车碰撞时 B柱下方 X 向的试验披形；

b) 或者采用如下波形：在不少于 110 ms 内的加速或减速过程中，至少在 35 ms 内保持 20 g 的

加速度或减速度，加速度就减速度的峰值达到 3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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