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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保险行业保险车型风险研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汽车产品的消费属性，满足

消费者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引导汽车产品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并创造多元开放的汽车文化，

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充分研究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和汽车市场现状，经

过多轮论证，形成了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简称C-IASI）测试评价体系。

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C-IASI）从消费者立场出发，秉承“服务社会，促进安全”的

理念，坚持“零伤亡”愿景，从汽车保险视角，围绕交通事故中“车损”和“人伤”，开展

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车内乘员安全、车外行人安全和车辆辅助安全四项指数的测试和评价，

最终评价结果以直观的等级：优秀（G）、良好（A）、一般（M）和较差（P）的形式对外

发布，为车险保费厘定、汽车安全研发、消费者购车用车提供数据参考，积极助推车辆安全

技术成果与汽车保险的融汇应用，有效促进中国汽车安全水平整体提高和商业车险健康持续

发展，更加系统全面地为消费者、汽车行业及保险行业服务。

车顶强度试验规程为车内乘员安全指数的一个试验规程，本试验规程在2017版试验规程

的基础上吸收近三年所取得的测评经验、行业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情况，推出了2020版试验

规程。试验时，加载装置的刚性压板以约5mm/s的速度给试验车辆施加载荷，加载位移≥127mm，

用压板位移量127mm范围内测得的峰值载荷与车重（整备质量状态）之比（SWR）评价车顶抗

压强度等级。同时监测试验前后HPF头型与车辆内饰或结构的最小距离（头部生存空间）和

试验后HPF头型的接触力。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三方保留对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C-IASI）的全部权利。未经三方同时授权，除企业自

行进行技术开发的试验外，不允许其他机构使用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C-IASI）规程对汽

车产品进行公开性或商业目的的试验或评价。随着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汽车保险以及车辆安

全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和相关标准的不断更新，三方同时保留对试验项目和评价方法进行变

更升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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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顶强度试验规程

1 简介

车顶强度试验为准静态测试，该试验在整车上进行。试验时，加载装置的刚性压板以约

5mm/s的速度给试验车辆施加载荷，加载位移≥127mm，用压板位移量 127mm 范围内测得

的峰值载荷与车重（整备质量状态）之比（SWR）评价车顶抗压强度等级。同时监测试验

前后 HPF头型与车辆内饰或结构的最小距离（头部生存空间）和试验后 HPF头型的接触力。

2 车辆准备

选择车辆驾驶员侧或乘员侧进行试验。车顶结构对称的车辆，试验侧随机选择；车顶结

构非对称的车辆，选择强度较弱的车顶侧进行试验。

2.1 整备质量

2.1.1 测量车辆整备质量时，车辆为正常运行状态，即没有驾驶员、乘客和货物，但燃油

箱加入总容量 90%-95%的燃料，并带有随车工具和备胎（若为车辆制造厂商作为标准装备

提供）。

2.1.2 车辆整备质量用于计算载荷-车重比（SWR），载荷和车重单位为 N。该整备质量是

基于试验车辆测量得到，而不是车辆制造厂商规定的整备质量。

2.2 车辆俯仰角

2.2.1 整备质量状态下测量车辆俯仰角。

2.2.2 将车辆放置在水平地面上，分别在车辆两侧前门槛上测量车辆俯仰角（见图 1）。

图 1 车辆俯仰角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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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车辆准备

2.3.1 拆除车顶行李架以及试验过程中所有可能会接触到压板的非结构性部件，除非车辆

制造厂商另有要求。

2.3.2 拆除任何影响车辆固定支撑的装饰件或其它部件。

2.3.3 试验前拆除试验侧的前排座椅，安装 HPF头型，其安装程序见 2.6。

2.3.4 关闭所有车窗，关闭并锁止所有车门。

2.3.5 在车辆纵向中心线位置粘贴摄影标识带。

2.4 车辆门槛支撑系统固定

2.4.1 对于车门槛底部有平整垂直焊接包边的车辆，则在车辆每侧分别用整根工字梁组成

车辆支撑系统。工字梁的顶部装有两根角钢，车辆外侧面上的角钢应钻孔以安装锥型螺栓。

车门槛底部受到角钢完全支撑后，拧紧螺栓从而将系统紧固到位（见图 2和图 3）。

图 2 车辆车门槛支撑系统

图 3 车辆车门槛支撑系统（示例）

2.4.2 如果焊接包边有弯曲，而该弯曲影响用整根工字梁支撑门槛，则在车辆每一侧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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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根以上的工字梁。对于不带焊接包边的车辆或者带有非垂直凸缘角（阻碍夹固）的车辆，

可以使用合适的方法固定。

2.5 车辆位置调整

2.5.1 调整压板使其纵轴前倾角为水平向下 5°±0.5°（侧视），横轴外倾角为水平向下

25°±0.5°（前视）。

2.5.2 将两根工字梁垂直于压板的纵轴安装在铁平板上，然后将安装有车辆门槛支撑系统

的车辆放置于这两根工字梁上（见图 4和图 5）。

图 4 试验前车辆右侧视图

图 5 试验前车辆前视图

2.5.3 调整车辆使得：

加载压板和试验车辆顶部最初接触点与加载压板纵向中心线之间的横向距离≤10mm；

试验车辆的纵向中心线相对于加载压板纵向中心线的偏转角为 0°±0.5°；

加载压板前缘中点位于试验车辆顶部纵向中心线最前点（包括挡风玻璃装饰条）之前

254mm±10mm，若挡风玻璃与车顶前端为一体式，加载压板前缘中点位置可与车辆制造厂

商协商确定和/或确认车辆开发过程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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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时，保证试验车辆的俯仰角与实际压板前倾角之间的差值和整备质量状态下车辆

的俯仰角与-5°之间的差值在±0.5°范围内。当误差超过±0.5°时，可以在车辆门槛支撑系统和

安装到铁平板上的工字梁之间插入垫片，以满足试验条件。

2.5.4 车辆定位后，将车辆支撑系统固定到铁平板上，且做出标记，以确认测试过程中车

辆位置得到保持。对于非承载式车身，应消除底盘自身重力对车身的作用。

2.6 头型位置确定

2.6.1 座椅调整

2.6.1.1 若靠背有可调式腰部支撑则应将其调至最低位置或完全收回位置。

2.6.1.2 若座椅有其它可调节装置，应使其处于最低或未展开位置；对于可调节的头枕，

应将其调至最高和最前位置；座椅靠背调至制造厂商规定的设计位置或 25°。

2.6.1.3 对于前后可调节的座椅，应使其位于行程中间位置或最接近于中间位置的向后锁

止位置。如果上下方向可单独调节，应调至制造厂商规定的设计位置或中间位置。

2.6.2 安装三维 H点装置，调整三维 H点装置小腿长度为 414 mm，大腿长度为 401 mm。

保持三维 H点装置的位置不变，左右侧躯干配重块各卸下两个，并换成 HRMD头型测量装

置的躯干配重块，安装 HRMD头型测量装置到三维 H点装置上，并调节使其处于水平状态。

2.6.3 用三维坐标测量装置测量并记录 HRMD头型测量装置顶部中心在车辆上的位置，然

后从车辆移出三维 H点装置和 HRMD头型测量装置，并拆除试验侧前排座椅和地毯。

2.6.4 通过固定支架将 HPF头型固定到座椅位置车身地板上。固定支架可以调节并设有过

载保护装置，以使 HPF头型可调至合适位置，且当 HPF头型受到压力最小为 350 N时，固

定支架可被压溃。HPF 头型是直径为 165mm的半球形刚性头型，其在质心位置装有三向力

传感器。

2.6.5 调整 HPF 头型位置，使其顶部中心与三维坐标测量装置测出的 HRMD顶部中心重

合。

2.6.6 记录 HPF头型与车辆内饰或结构的最小距离。

3 试验照片及影像

3.1 拍摄试验前后照片，照片数量和拍摄视角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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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照片

序号 照片视角 试验前 试验后

1 车辆前面正视照片 √ √

2 车辆右前 45°照片 √ √

3 车辆左前 45°照片 √ √

4 车辆相对于加载压板位置照片 √ √

5 车辆与车辆支撑系统相对位置照片 √ √

6 加载接触面局部照片 √ √

7 HPF头型在车辆中的位置照片 √ √

3.2 拍摄车辆试验过程中正面视频。

4 试验实施

4.1 加载压板以约 5mm/s的速度施加载荷直至加载位移≥127mm。

4.2 试验过程中，记录加载压板的力与位移以及 HPF头型接触力。

4.3 试验后，记录 HPF 头型与车辆内饰或结构的最小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