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汽协《汽车主动预紧安全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1.1立项背景

统计数据表明，超过 20%的驾乘人员在乘车时处于离位状态，超过 80%的驾乘人员佩

戴安全带存在松弛现象，导致发生碰撞事故时驾乘人员损伤增加。近年来，随着汽车主动安

全及智能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AEB（自动紧急制动）等越来越多的安全技术在汽车上得到

普及应用。其中，AEB配装后可以减少或减轻碰撞事故，但也会在汽车发生碰撞前增加驾

乘人员的离位状态，使驾乘人员损伤加大。因此，配装了 AEB系统及相关系统的车辆都需

要配装主动预紧安全带来克服驾乘人员离位问题。主动预紧安全带融合了主动传感技术和被

动安全带技术，实现了汽车主被动安全的有机结合，可以通过体感危急提醒（避免事故的发

生）和多级预紧（消除安全带间隙和纠正驾乘人员离位坐姿）来显著提升乘车安全性。

主动预紧安全带作为一款新型的安全带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缺乏足够的相关研究，也

缺乏成熟的相关法规标准。目前，我国主动预紧安全带的产品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标准也处

于空白，导致无法有效对该类产品的性能进行客观评价，缺乏引导该类产品技术发展的规范。

急需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该产品的质量，消除因安全带产品的质量影响汽车行车中驾乘人

员的安全性。

1.2立项评审及立项批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23年 7月下发的中汽协函字（2023）368号关于《汽车主动预紧

安全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等 28项团体标准立项通知的函（项目计划号：2023-48），《汽

车主动预紧安全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编制任务，已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标准修订管理

办法（试行版）》的有关规定通过审查，列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23年团体标准研制计划。

2. 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的牵头起草单位：湖南立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光大产业有限公司、湖南大

学、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主要参与单位：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柳

州汽车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长城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任务分工：见表 1
表 1 任务分工表

序号 任务分工 单位

1 文本起草和编制说明 湖南立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大学

2 行业情况调研、分析，提供相关资料建议 湖南立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光大

产业有限公司、湖南大学、襄阳达安汽

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

限公司

3 验证试验工作 湖南立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光大

产业有限公司、湖南大学、襄阳达安汽

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汽车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长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4 参加编制工作讨论、过渡期及实施建议 湖南立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光大

产业有限公司、湖南大学、襄阳达安汽

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汽车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长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3. 标准研讨情况

2023年 1月-11月标准工作组完成了标准预研和标准的试验验证阶段。

1）2023年 1月-2月，标准工作组对标准拟订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走访整车厂和配

套企业，着手调研、收集有关资料，对国内外的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查询和了解。

2）2023年 2月-3月，标准工作组根据客户要求、企业产品及生产实际情况，围绕社会

经济需求与行业特点，针对标准范围、内容、技术和应用，分析与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

管理需要的符合性，与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协调性、国内外行业发展趋势与需求调研、

社会效益与影响性论证，产业发展与技术成熟度、承担单位能力条件、归口与实施监管、项

目预算等进行调研。

3）2023年 3月-4月，在调研的基础上，标准工作组召开第一次线下会议，确定了该产

品标准的内容，开始起草标准初稿。

4）编制完成了标准的初稿、编制说明。2023年 4月 18日通过专家的立项评审，2023
年 7月 18日通过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审批。

5）2023年 4月-8月，标准工作组结合论证会专家们的建议及前期标准预研情况，召开

了两次线上会议和一次线下会议，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两轮修改，并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于

2023年 8月 18日提交总会征求专家组意见。

6）2023年 9月-11月，标准工作组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在第一版征求意见稿基础上，

结合 9月份-10月份做的标准验证测试数据，在襄阳召开了第三次线下会议，编制了第四版

修改稿，作为标准审核稿，于 2023年 11月 14日提交总会公示。

4. 标准制定完成情况

标准制定各阶段完成情况：见表 2
表 2 工作安排表

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时间 备注

1 标准内容调研、收集 2023年 1月-4月 完成

2 标准研讨会 2023年 5月 完成

3 第一版征求意见稿编制 2023年 8月 完成

4 对标试验 2023年 8月-10月 完成

5 标准审核稿 2023年 11月初 完成



6 标准报批稿 2023年 12月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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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订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本着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统一性、

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进行制定。

本标准的制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相关法律、规章，按照《标准化

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要求进行。标准的主要编制原则如

下：

1) 本着创新性和传承性的统一，同时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 考虑到主动预紧安全带产品的整体技术现状，同时又有一定的前瞻性；

3) 立足行业现状，与各生产厂家、主机厂及科研测试机构进行充分讨论，力争做到使标准

能服务于试验及评价需要。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引用了以下标准文件：

GB 14166 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约束系统、儿童约束系统和 ISOFIX 儿童约束系统

GB 14167-2013 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ISOFIX 固定点系统及上拉带固定点

GB/T 34590-2022 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QC/T 987-2014 汽车安全带卷收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2. 标准编制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主动预紧安全带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安装了主动预紧安全带的M、N类汽车

GB 1416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本文件在术语和定义中对试验座椅、试验假人、测力装置、测速装置、主动预紧装置、

传动机构、佩戴预紧、提醒预紧、第一级预紧、第二级预紧、预紧力、预紧速度、最大预紧

力、使能状态、脉冲宽度调制（PWM）和预紧响应时间进行了定义。

本文件技术内容包括有一般要求和性能要求。有预紧响应时间、预紧力、预紧速度和耐

久测试的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三、采用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情况

目前本产品无对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也未查询到相关国际标准，未采用国外标准。

虽然安全带总成有 GB 14166《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约束系统、儿童约束系统和 ISOFIX
儿童约束系统》标准，但是此标准只适用于传统被动式安全带，没有主动预紧安全带性能要

求和试验方法的内容。本标准的制定会填补国内空白。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调研及现有对标件测试，确定了以下主要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试验方法 标准要求

1 预紧响应时间 4.1 主动预紧装置接收到预紧指令后， 在30ms 内安全

带织带开始卷收

2 预紧速度 4.2 在佩戴预紧时，预紧速度为 100 mm/s±50

mm/s。在第一级预紧时，主动预紧装置的预紧速度

为400 mm/s±100mm/s



3 预紧力 4.3 在佩戴预警时，预紧力为 20N-40N；在提醒预警

时，预紧力为60N-100N；在第二级预紧时，预紧

力为 160N-400N。

4 耐久测试 4.4 进行30000次用于提醒预紧功能的张紧循环。每次

提醒预紧功能执行完成后，停止3s，再执行下一次

提醒预紧功能。所有提醒预紧功能执行完成后，再

进行200次第二级预紧功能的张紧循环。主动预紧

装置预紧后保持状态 3s，再解除预紧，停止2min，

为一次循环。耐久性能测试完成后，二级预紧的最

大预紧力和一级预紧的最大预紧速度与初始值的

衰减量要求小于30%。

起草组于 2023年 8月-10月结合标准开展了各项试验，验证结果表明相关技术指标及

要求，科学、合理、可执行。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编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现行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没有冲突。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其他社会组织、企业自

愿使用。标准发布实施以后，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组织宣贯，各企业推荐参考本标准，可将

汽车主动安全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纳入企业技术文件和操作规范中。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中考虑到第一级预紧主要目的是消除安全带与乘员之间的间隙，这个需要安全带

快速卷收，卷收速度是关键指标，卷收力不是重要指标。因此，标准对第一级预紧只提出了

卷收速度的要求，没有要求卷收力的大小。第二级预紧的主要目的是克服乘员离位，需要足

够大的卷收力来克服乘员的惯性，卷收力是关键指标。此时，安全带已经贴紧乘员胸部和腹

部，安全带卷收量不是重要指标。因此，标准对第二级预紧只提出了预紧力的要求，没有要

求卷收速度的大小。这样，企业在主动预紧安全带开发时可以使用更加灵活的控制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