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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要求。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１５６６—１９９５《轿车外部凸出物》。

本标准技术内容修改采用欧洲经济委员会ＥＣＥＲ２６法规（０３系列，２００７年版）《关于就外部凸出物

方面车辆认证的统一规定》（法文版）的相关条款，并在附录Ａ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ＥＣＥＲ２６法

规章条编号的对照一览表。

考虑到我国国情，在采用ＥＣＥＲ２６法规时，本标准做了以下修改：

———根据我国人体平均身高因素，本标准４．１，５．１７．１中将“２ｍ”改为“１．８ｍ”；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删除了ＥＣＥＲ２６中有关认证方面的下列章节和附录，其原因是标准体系和法规体系的形式差

别所致：第３章“认证申请”，第４章“认证”，第７章“车型的认证更改及认证扩展”，第８章“生

产一致性”，第９章“生产不一致的处罚”，第１０章“正式停产”，第１１章“认证试验部门及政府

部门的名称和地址”，第１２章“过渡条款”，附录１“通知书”，附录２“认证标志的布置示例”，附

录４“通知书”。

为便于使用，对于ＥＣＥＲ２６法规还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ｃｍ改为ｍｍ，ｄａＮ改为Ｎ；

———“本法规”改为“本标准”；

———对附录Ｂ的图示，采用了ＧＢ１１５６６—１９９５中的图示说明；

———增加资料性附录Ａ。

本标准与ＧＢ１１５６６—１９９５的主要差异有：

———更改了标题：“轿车”改为“乘用车”；

———适用范围由“轿车”扩大为“Ｍ１ 类车”（本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车辆型式、圆角半径、凸出物的尺寸、天线的定义（本版的３．１，３．４，３．７，３．９）；

———更改了保险杠方面的技术要求（本版的５．５．２）；

———调整了需满足要求的金属板件的边缘的范围（本版的５．８）；

———更改了天线底座凸出部分的高度及其技术要求（本版的５．１７．４）；

———增加了天线底座不易识别的天线应满足的技术要求（本版的５．１７．４．１及５．１７．４．２）；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Ａ（本版的附录Ａ）。

本标准的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关于本标准第５．５．２，５．１７．４．１，５．１７．４．２实施的过渡要求：

ａ）　对于新认证车型，本标准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ｂ）　对于在生产车型，本标准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汽车公司、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樊）、郑州日产

汽车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焱、侯翠华、黄小枚、王玉民。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１５６６—１９８９，ＧＢ１１５６６—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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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外部凸出物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ＧＢ／Ｔ１５０８９—２００１中的 Ｍ１ 类车外部凸出物的一般要求、特殊要求及其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 Ｍ１ 类车的外部凸出物。

本标准对停止及行驶时的车辆都适用，但不适用于外后视镜，也不适用于牵引装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２００１　机动车辆及挂车的分类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车辆型式　狏犲犺犻犮犾犲狋狔狆犲

在类似于外表面形状或材料等主要方面没有差异的同一型式的车辆。

３．２

外表面　犲狓狋犲狉狀犪犾狊狌狉犳犪犮犲

车辆覆盖件的可见表面，包括发动机罩、行李箱盖、车门、翼子板、车顶、照明及灯光信号装置和可见

的加强筋等。

３．３

底线　犳犾狅狅狉犾犻狀犲

按以下方法确定的线：

取一个半角为３０°的圆锥体（自行确定锥高，以操作方便为原则，锥顶向上，锥轴与水平面垂直），使

其沿一满载车辆的车身外表面可接触的最低位置连续接触，这些接触点的几何轨迹即是底线。确定底

线时，不考虑起重器支承点、排气管或车轮的因素。车轮上的拱形间隙可假想成填平后所形成的连续光

滑表面，在确定汽车两端的底线时，应考虑保险杠。对某一具体车型，锥体接触点可能在保险杠的端头

或在保险杠下面的车身板件上。如果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接触点，应取最下面的接触点来确定

底线。

３．４

圆角半径　狉犪犱犻狌狊狅犳犮狌狉狏犪狋狌狉犲

假想部分最接近圆形的圆弧半径。

３．５

满载车辆　犾犪犱犲狀狏犲犺犻犮犾犲

装至技术上允许的最大总质量的车辆。如果车辆装备有液气、液力或空气悬挂装置，或随载荷变化

的自动稳定装置，应按制造厂规定正常行驶条件下的最不利状况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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