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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52号法规(ECE R52)《关于小型公用车辆结构的统一规

定》1995年版的技术内容。

    本标准对ECE R52中与客车的结构安全关系不是很大的内容或目前不宜作为我国强制性标准来

执行的内容未予采纳，如:急救箱、座椅尺寸、座垫、残疾人座椅、安全开关、自动控制乘客门;对国内已有

相关标准规定或可以列人相关标准中的内容未予采纳，如:燃油箱的耐腐蚀、耐压要求、动力乘客门防夹

的具体要求和试验方法、倒车灯、外部灯光信号等;对与人体尺寸、重量密切相关的内容，综合考虑了我

国人体特点和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参考了美国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FMVSS)第217号标准《客车车窗

的固定与放松》的规定予以调整。

    本标准实施的过渡期要求:

    a)  4.5.4. 1关于乘客门第一级踏步板距地面最大高度的规定，对车长不大于6 m的已定型生产

        的客车不强制执行;对车长不大于6m的新定型客车，自标准实施之日起24个月后执行。

    b)  4. 5. 4. 1关于乘客门踏步板的最小深度和4.5.5.3关于乘客座椅前最小净空间的要求，对已

        定型生产的客车不强制执行;对新定型客车，自标准实施之日起24个月后执行。

    c)  4.5.5. 1. 1关于同向座椅的最小座间距，自标准实施之日起6个月后执行。

    d)  4.5.2.2和4.5.3.3关于折叠座椅的要求，自标准实施之日起36个月后执行。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BTS/TC114)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总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

公司、江苏牡丹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拓达车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鹰、张炳荣、王东萍、郭志才、王刚、陈景贤、柳群、郑喜来、王云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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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型 客 车 结 构 安 全 要 求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轻型客车结构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M:类和M:类中的A级和B级单层客车(不含卧铺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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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780-2000汽车车身术语
    GB 8410-1994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T 12428 客车装载质量计算方法
    GB 14166-1993 汽车安全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术语和定义

    GB/T 4780-2000中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滑移门 sliding door

    仅能沿直线(或接近直线)轨道移动而启闭的车门。

3.2

    驾驶员MR纵的乘客门 driver operated service door

    在正常情况下由驾驶员启闭的乘客门.

3.3

    双窗 doable window

    能被一虚拟的垂线(或垂面)划分两半，每一半的尺寸和通过性均符合普通安全窗要求的安全窗。

4 技术 要求

4.1轴荷分配和装载条件
4.1.1 轴荷分配

4.1.1.1 水平地面上静止的车辆，其前轴载荷占总质量的百分比应不小于表1的规定。

                              衰 1 前轴趁荷占总质，的.小百分比

承载状态

空 载

  满 载

A级

20 %

25%

B级

25

25%

4.1.1.2 各轴轴载质量不应超过其最大允许轴荷。

4.1.2 装载条件

    客车装载质量及乘客数按GB/T 12428的规定。

4.2 上部结构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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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B级客车，应通过计算或其他适当的方法表明，车辆结构足以承受施加在车顶上、其值相当于

该车最大设计总质量的均布静载荷。

4.3 防火措施

4.3.1 发动机舱

4.3.1. 1 发动机舱内不应使用易燃的隔音、隔热材料，或易浸吸燃料、润滑油而又无防渗透表皮的

材料。 友
4.3.1.2 应采取预防措施(如合理布置发动机舱、设置泄油孔等)，以尽可能避免燃料或润滑油积聚在

发动机舱内。

4.3.2 供油系统

4.3.2.1 车厢内不应安装供油装置。

4.3.2.2 供油系统的供油管路和其他部件应布置在车辆上能得到充分保护的位置。

4.3.2.3 车身结构或动力总成的扭转、弯曲和振动不应使供油管路处于非正常受力状态。

4.3.2.4 在车辆的正常使用条件下，供油系统的管路及部件之间的接头均应保证不发生渗漏。

4.3.2.5 供油系统的任何部位一旦发生泄漏，燃油应能顺利地流向地面，不允许流到排气系统‘

43，3 姗油箱

4.3.3.1然油箱应固定牢靠，其安装位置应使其在车辆遭到前、后碰撞的事故中受到车身结构的保护。
燃油箱的任何部位距车辆前端应不小于600 mm，距车辆后端应不小于300 mm.油箱附近不得有突出

部件、尖棱等。

4.3.3.2 嫩油箱的任何部位均不应凸出于车身总宽。

4.3.3.3 加油口应从车外使用，且不应位于车门下及乘客区或驾驶区，也不应设在加油时然油可能滴

溅到发动机或排气系统的位置。

4.3.3.4 如果加油口位于车辆侧面，当加油口盖关闭时，不应凸出于邻近的车身表面。

4.3.3.5 加油口盖不能意外开启。

4.3.4 电器与导线

4.3.4. 1导线应绝缘良好.固定牢靠.防止遭受机械损伤或腐蚀，并不允许超负荷使用。导线与电气设

备应能耐受其环境温度和湿度，尤其能耐受发动机舱内的温度、油和燕气。

4.3.4.2 除起动机、点火线圈(强制点火)、火花塞、发动机熄火装置、充电线路和蓄电池地线外，每个电

气设备供电电路应包括熔断丝和电路断电器。但对向低耗电设备供电的电路可设置公用熔断丝或公用

断电器，其提供的额定电流不超过16 A.

4.3.5 蓄电池

4.3.5. 1蓄电池应安装牢靠并易于更换和维修。
4.3.5.2 蓄电池舱应与车厢隔开，并通风良好。

4.3.6 灭火器

4.3.6. 1 应在驾驶员座椅附近提供一处不小于600 mm X200 mm X200 mm的空间，用来安装一个灭

火器。或者提供两处不小于400 mm X 100 mm X 100 mm的空间，用来安装两个灭火器，其中一个靠近

驾驶员座椅。

4.3.6.2 灭火器应方便取用并妥善保护，以免丢失或毁坏。应在其存放处清晰标注。

4.3.7 材料

4.3.7.1 在距排气管100 m。的范围内不允许有易燃材料，除非该材料被有效地防护。

4.3.7.2 车厢内壁、内顶、内外装饰件应采用阻燃材料，其阻燃性应符合GB 8410-1994的规定。

4.4 出口

4.4.1 出口致f

4.4. 1.1 每辆车至少有两个车门，其中至少有一个乘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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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安全出口的最少数量见表2,

                                    衰 2

一 乘客数
                            (16

                                  > 16

安全 出口的.少傲t

安全 出口的最少数 里

4.4. 1.3 动力控制乘客门一般不视为安全门，只有当必要时启动4.4.5. 1所规定的控制器，该门可用

手从车内外打开时，才能视为安全门。

4.4.1.4 与车厢不相通的驾驶区应有两个出口，但不应位于车身的同一侧。

4.4. 1.5 双通道门应视为两个门，双窗应视为两个安全窗。

4.4.2 出口位It

4.4.2. 1乘客门应设置在车辆右侧或后围。

4.4.2.2 车辆的左侧、右侧至少各有一个出口。

4.4.2.3 乘客区的前半部和后半部应至少各设一个出口。

4.4.2.4客车的前围和后围应至少有一个出口，否则应在车顶设置一个安全顶窗。
4.4.2.5 如果驾驶员座位及其旁边的乘客座位所在的空间与主乘客区之间没有合适的过道，则应按下

列要求:

    a) 主乘客区的出口数量应符合4.4.1的规定，其位置应符合4. 4. 2. 1-4. 4. 2. 3的规定。
    b) 如果驾驶员座椅、转向盘、发动机罩、变速器操纵手柄和驻车制动手柄等不造成太大障碍，驾

        驶员门应视为驾驶员旁边乘客的安全门。乘客门应设在驾驶员门对面的车身一侧，并可作为

        驾驶员的安全门。

    c)  b)所规定的车门可不满足4.4.3,4.5.1,4.5.2,4.5.4和4.8.1的要求。

4.4.3 最小尺寸

    各种出口的最小尺寸见表3,

                                    襄 3 各种出口的最小尺寸

名 称 最 小 尺 寸

乘客门

apt/mm
A级客车:1 650

适合于4.5.1.6的B级客车:1 100

其他 B级客车:1 500(如门洞宽可达750，则允许门洞高在1 350̂ 1 500)

臀
单通道门:650;双通道门:1 000

扶手高度处:门洞宽可减少 100

轮罩凸出处、车门的驱动机构处、风窗立柱的倾角等部位:门洞宽可减少250

安全门

1M/mm 适合于 4.5.1.6的B级客车:1 100

其他客车:1 250

mm
550，如果自门洞最低处向上40。以内有轮翠凸出，则在轮翠凸出处，宽度可减至300,

安全窗 洞 口

面积
应能通过一个长轴 500 mm,短轴(旋转轴)330 mm的椭圆体。

安全顶窗

注 1;乘客门高度是从第一级踏步板的上表面到门洞顶部中点的垂直距离。

注 2:对于乘客门和安全门，允许门洞上部的两顶角采用半径不大于 150 mm的圆弧过渡而导致该处高度降低。

注 3:表中门的高度和宽度均指门洞的高度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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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乘客 门技术要求

4.4.4.1 乘客门应锁止可靠，在客车行驶时不允许自行开启。

4.4.4.2 车辆静止时，乘客门应便于从车内外开启。如果车门始终能从车内开启，则允许从车外锁住

车门。

4.4.4.3 车外开门装置距水平地面高度(空载时)应不大于1 800 mm.

4.4.4.4 铰接式车门应保证当车辆向前移动时，打开的车门碰到固定物体应趋于关闭。

4.4.4.5 当车门关闭时，车门内侧的任何装里均不应遮盖车内踏步板。

4.4.4.6 驾驶员在座位上应能清楚地观察到非自动控制乘客门的门内和门外附近的情况，否则应设置

光学设备或其他装置来扩大视野。

4.4.5 动力控制乘客门附加技术要求

4.4.5.1 在紧急情况下，当客车静止时，每扇动力控制乘客门无论动力传送是否起作用，都应能通过应

急控制器从车内或车外打开。控制器应满足如下要求:

    a) 优先于其他开启乘客门的控制器并便于操作;

    b) 车内应急控制器应布置在距车门300 mm内且不易被误操作处;
    c) 应急控制器可以由易于打开或击碎的装置来保护。操纵应急控制器或是打开(击碎)保护装置

        时应使驾驶员能够看到或听到。

4.4.5.2 每扇动力控制乘客门在未完全关闭时，应由一个直观的信号装置告知驾驶员。每个信号装置

可以用于一个或数个乘客门。

4.4.5.3 动力控制乘客门启闭时，其结构和控制系统应做到乘客不会被门伤害或夹住。

4.4.6 安全门技术要求

4.4.6.1 安全门应易于从车内外开启，如果始终能用正常开启装置从车内开门，则允许从车外锁门。

4.4.6.2 安全门外手柄距地面高度(空载时)不大于1 800 mm.

4.4.6.3 车辆侧面的铰接式安全门应在前端铰接，且向外开启。

4.4.6.4 驾驶员在座位上不易看到的安全门应设t信号装置，用以在安全门未安全关闭时普告驾驶

员。该装置应由门的锁止装置(而非门本身)的运动来启动。

4.4.7 安全窗技术要求

4.4.7.1铰接式安全窗应向车外开启或弹射出去。
4.4.7.2 安全窗应能够方便地从车内外迅速开启，或采用易击碎的安全玻璃(该规定排除了使用夹层

玻璃或塑料材料的可能性)。

4.4.7.3 安全窗的底边距下方地板平面的高度应不大于1 000 mm，不小于650 mm(对铰接式安全窗)

或500 mm(对易击碎玻璃的安全窗)。若铰接式安全窗润口距地板 650 mm高度处有防护装置以防乘

客坠落车外，则允许其底边距地板最小高度为500 mm，但防护装置上方的洞口面积应不小于4.4.3的

规定 。

4.4.7.4 驾驶员在座位上不易看到的铰接式安全窗应设置信号装置，用以在安全窗未完全关闭时普告

驾驶员。该装置应由安全窗的锁止装置(而非窗本身)的运动来启动。

4.4.8 安全顶窗技术要求

4.4.8.1安全顶窗开启时应保证进出车辆过道的畅通。弹射式安全顶窗应能防止误操作。
4.4.8.2 安全顶窗应易于从车内或车外开启或移去，如果始终能用常规的开启或移去装置从车内打

开，则为车辆安全起见，允许在无人看管时锁上安全顶窗。

4.4.9 伸编式踏步板

4.4.9.1动力操纵的伸缩式踏步板，其动作应与相应的乘客门或安全门同步。

4.4.9.2 车门关闭时，伸缩式踏步板不应超出车身侧围垂直投影以外10 mm。车门开启且踏步板处

于伸展位置时，其表面面积应符合4.5.4.4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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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3 踏步板未完全收缩时，应有信号装置警告驾驶员。

4.4.9.4 对于不在驾驶员直接视野内的车门，当乘客站在动力操纵的伸缩式踏步板上时，相应的车门

应不能关闭，可用15 kg物体放在踏步板上检验。

4.4.9.5 车辆行驶过程中，踏步板应不能伸展。如果动力踏步板的操纵装置失效，踏步板应收回并保

持在收缩位置。即使踏步板发生故障或损坏，也不应妨碍其相应车门的启闭。

4.4.9.6 踏步板的运动不应对乘客和候车者造成任何伤害。 ‘

4.4.9.7 踏步板的外角采用半径不小于5 mm的圆角过渡，其上下边缘采用半径不小于2.5 mm的回

角过渡。

4.4.9.8 当车门开启时，伸缩式踏步板应安全地保持在开启位置。此时在单通道门踏步板中心放置质

量为136 kg的物体或在双通道门踏步板中心放置质量为272 kg的物体时，踏步板上任何一点的变形
不应超过10 mm,

4.4. 10 标志

    乘客门和所有安全出口的应急控制器均以典型的符号或清晰的文字予以标识并注明其操作方法。

45 车内布，

4.5. 1 至乘客门的引道

4.5. 1.1 从乘客门至向内300 mm(水平方向)处的引道，应允许铅垂平板1或铅垂平板2(见图1及表

4)自由通过。铅垂平板正面的移动方向与乘客出人方向一致。

                                                                                                单位为毫米

.
|

叨
 
 
 
 
 
 
 
 
 
 
 
 
 
 
 
 
 
 

4

300 m um

                      铅垂平板 1 铅垂平板 2

注:铅垂平板 1为双联板，其下板应位于上板的垂直投影内，并允许上板与下板在同一方向的相对位移.

                                        圈 1 铅垂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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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4 铅垂平板1的A值 单位 为毫米

A级客车

B级 客车

4.5.1.2 从乘客门内300 mm处至最上一级踏步板边缘的引道，应允许铅垂平板3自由通过。该平板

形状和尺寸与4.5.3.1规定的通道测量装置(参见图5议表5)的中心截面相同i厚度为20 mm,
4.5.1.3 铅垂平板侧量时，不允许进人未压陷座垫前方300 mm及座垫上方的区域(见图1),

4.5.1.4 如装有可折叠座椅，应在其打开位置时测量。

4.5.1.5 对于能够自动折叠的乘务员座椅，在使用位置时允许阻碍乘客门引道。但不使用时，该座椅

应能自动折亚并满足4.5.1.1和4.5.1.2的要求。

4.5.1.6 对于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3. 5 t和座位数不大于12座的B级客车甲如果每个座椅均有可

抵达至少2个车门的无阻碍通路，则不必满足4. 5.1. 1̂-4. 5.1.4,4.5.2.1,4. 5. 3.1,4.5. 5. 3的要求。

4.5.1.7在4.5.1.6中所述的无阻碍通路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平行于客车的纵轴线测量，任意位置的通路宽度不小于220 mm，在地板或踏步板上方500 mm

        高度以上的任意位置的通路宽度不小于550 mm，见图2;

                                                                                                    单位为毫米

                            圈2 至车门的无阻礴通路(纵轴方向)

    b) 垂直于客车的纵轴线测量，任意位置的通路宽度不小于300 mm，在地板或踏步板上方

        1 200 mm与顶栩下方300 mm之间的高度范围内，任意位置的通路宽度不小于550 mm,

          见图 3,

4.5.2 至安全门的引道

4.5.2.1 通道与安全门之间的引道应允许安全门引道测量装置(见图4)通过。

4.5.2.2 如沿引道安装折叠座椅，则在其打开时侧量。

4.5.2.3 如果驾驶员门作为主乘客区的安全门，则应满足安全门的门洞尺寸并符合4.5.2.1或

4.4.2.5b)的要求，并且在驾驶员座位与主乘客区之间不受阻碍。

4.5.2.4 如果在驾驶员门对面有一个车门，且驾驶员旁最多有一个乘客座位，该门也适用于4. 5.2. 3

的规定 。

4.5.2.5 对于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3. 5 t和座位数不大于12座的B级客车，至安全门的通路按

4.5. 1. 6的规定。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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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5石0 口 讯

圈3 至车门的无阻碍通路(橄轴方向)

单位为毫米

价550 6550

4.5.3

4.5.3.1

下圆柱应位于上圆柱的垂直投形之内并允许上、下圆柱之间的相对位移。

                          圈4 安全门引道Nil装it

通道

  通道应允许图5和表5所示的侧量装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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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圈 5

衰 5

通道侧f*!

通遭洲f装it尺寸 单位 为毫米

容车类型 A级 B级

下圆柱体
直径 D, 350(300)' 300

高度 900

上圆柱体
直径 肠 550 450

高度B 500(400)̂ 300

总高度 H 1 900(1 800), 1 500

    在下列位置后面的通道,A级客车的下圆柱体的直径可减小为 300 mm:

  — 位于后轴中心线前 1 500 mm处的横向垂直平面;

    — 位于前后轴之间的后乘客门后边缘处的横向垂直平面。

b 在下列位f后面的通道，A级客车的上圆柱体的高度可减小 100 mm;

    — 位于后轴中心线前1 500 mm处的横向垂直平面;

    — 位于后乘客门后边缘处的横向垂直平面。

4.5.3.2 通道中允许设置台阶，其宽度应不小于台阶顶部的通道宽度。

4.5.3.3通道中如设置供乘客使用的折叠座椅，则在其打开时满足通道宽度的要求。

4.5.3.4 对于适用于4.5.1.6并满足其所规定的通路尺寸的B级客车，则不需要通道。

4.5.3.5 通道的坡度不应超过表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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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通道 允许的最大坡度

客车类型 A级 B级

纵向坡度 8% 12.5%

横向坡度 5%

4.5.4 踏步板

4.5.4. 1 踏步板的最大高度、最小高度和最小深度见图6和表7.

单位 为毫米

200 min

炊

290 m.

            圈e 助步板尺寸

衰7 踏步板的最大商度、最小高度和最小深度 单位 为毫米

客车类型 A级容车 B级客车

位 里 乘客门 安全门 乘客门 安全门

第一级踏步板
距地面最大高度D.二 380' 700 400' 700

.小深度A，
                                                                                                                                              .

                                            230

其他踏步板
最大高度E困二 250" 350̀

最小高度 Em� 120

最 小 深 度 Am. 200

注:踏步板高度应在每级踏步板的中间处侧f.

    如采用机械悬架:B级客车的乘客门，其D-:为430;

                  A级客车位于前轴之前的乘客门，其 氏::为 390;位于后轴之后的乘客门，其 D二为410.

b 对后轴之后的乘客门，其E-二为 300.

  对通道内的台阶，其E~为250.

4.5.4.2 第一级踏步板高度应在整车装备质量时测量，此时轮胎的配备和气压应按制造厂的规定。

4.5.4.3 对多于一级的连续踏步板，允许每一级踏步板深人到上一级踏步板的垂直投影区域不大于

100 mm的深度，并且投影区域以外的自由表面的深度不小于200 mm，见图6和表7.

4.5.4.4每级踏步板的面积应不小于8 X 100 mm'，在任何方向上的坡度应不大于5%.
4.5.5 乘客座椅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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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1 座 间距 (见图 7)

单位为毫米

                                        圈7 .小座间距

4.5.5.1.1 同向座椅，在座垫上表面最高点所处平面与地板上方620 mm高度范围内水平测量，座椅

靠背的前面与前排座椅靠背后面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650 mm,
4.5.5.1.2 相向布置的横排座椅，通过座垫最高点所处平面测量，两相对座椅靠背的前表面之间的最

小距离应不小于1 200 mm,

4.5.5.1.3 所有数据均在通过(单人)座椅中心线的垂直平面内测量，且座垫和靠背都未被压陷。

4.5.5. 1. 4 前排座椅及 B级客车的座椅前无护栏或其他遮挡物时，应安装座椅安全带，并符合

GB 14166-1993的规定。

4.5.5.2 垂直净空间

4.5.5.2.1 每个座位均应有一垂直净空间，它是从未压陷座垫的最高点所处平面向上不小于900 mm,

以及从就座乘客搁脚的地板处向上不小于1 350 mm，对于轮罩处及适用于4.5.1.6的B级客车，可减

小为1 200 mm，凸人位置不超过座位垂直中心面的轮罩处，该值从地板上表面起测量。

4.5.5.2.2 这个净空间应包括下述的全部水平区域:

    a) 以座位中心垂直平面为对称的宽400 mm、长为L(见图8)的矩形区域，它是座位中心截面的

        垂直平面;

    b) 就座乘客搁脚的区域，宽400 mm,深300 mm(参见图11),

4.5.5.2.3 该净空间不包括紧靠车壁上部的150 mm高、100 mm宽的矩形区(见图9),

4.5.5.2.4 在4. 5. 5. 2. 2b)所述的区域上方的延伸空间应允许下列凸人:

    a) 其他座椅靠背的凸人;

    b)在该空间上方邻近车身侧围处的倒置三角形区域(见图9)内允许构件凸人;
    c) 在该空间下部邻近车身侧围处，横截面积不超过2 X 10' mm'，最大宽度100 mm的区域(见图

        9)，允许管道凸人，

    d)在该空间下部邻近车身侧围处，允许轮罩的凸人，但必须浦足4.5.5.2.1的要求;
    e) 对于前排座位，仅在距地板高度大于650 mm处允许仪表板凸人不大于100 mm,

4.5.5.2.5 对于后排的两个边座，位于4.5.5.2.2a)所述区域上方空间的靠近车身侧围的后边缘可由
半径为150 mm的扇形柱体来代替(见图10),

4.5.5.2.6 对于前排座椅，4. 5. 5. 2. 26)所述区域的延伸空间的前上边缘，可由平行于该边缘的平面

代替，此平面通过该空间的后上边缘并与水平面成45。角。(参见图11的点划线部分)

4.5.5.3 筑座乘容的空间

    每个乘客座椅前面的最小净空间见图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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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圈 8 座掩上方区域的纵深长度

单位为毫米

圈 9 允许构件、管道 凸入 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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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为毫米

圈 10 后排边座净空间的允许编小，

单位为毫米

                                  图 11 座椅前面最小净空间

4.6 车内照明

    车内照明应粗盖如下区域:

    a) 乘客区。

    b) 每一级踏步板;

    c) 通往各出口的引道;

    d) 各出口的内部标志及内部控制器，

    e) 所有存在障碍物之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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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扶手

4.7.1 一般要求

    扶手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便于抓握，并无伤害乘客的危险。

4.7.2  A级客车的扶手

4.7.2. 1 将图12所示的测it装t放在GB/T 12428所允许的乘客站立的位置，该装置可绕垂直轴自

由转动，摇臂旋转时至少应触及两个扶手。如扶手为带式吊环，则测试时允许视为由乘客将其保持在某

合适位置。

                                                                                                    单位为毫米

                              圈 12 模拟站立乘容的洲f装t

4.7.2.2 在4.7.2.1中所要求的两个扶手距地板高度应不小于800 mm，不大于1 900 mm，且二者中

至少有一个距地板高度应不大于1 500 mm,

4.7.2.3 在与客车侧围或后围之间无座椅相隔的乘客站立处，应设置平行于侧围或后围的水平扶手，

其高度在地板上方800 mm至1 500 mm,
4.7.3 乘客门扶手

4.7.3.1乘客门引道应安装扶手。如乘客门为滑移门，可不满足此要求;对于双通道门，可安装中央支

柱或扶手 。

4.7.3.2 乘客门的扶手应为相邻地面上或每级踏步板上的站立乘客提供抓握点，这些抓握点应处于地

面或每级踏步板上表面的垂直上方800 mm至1 100 mm之间;在水平方向上:

    a) 为方便站在地面上的乘客，从第一级踏步板的外边缘向内不超过400 m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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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为方便站在每级踏步板上的乘客，抓握点的位置向外不应超过该级踏步板的外缘，向内不超

        过其内缘400 mm,
4.8 其他

4.8. 1 踏步板区域的防护装I

    在就座乘客可能会由于紧急刹车而摔向踏步板区域，应设置防护装里或安全带。防护装置的最小

高度为从乘客搁脚的地板向上 800 mm，并应从侧围向车内延伸至超出训座椅的纵向中心线至少

100 mm，或者延伸至最里面一级踏步板的竖板。

4.8.2 行李架

    如果设有车内行李架，应采取防护措施，以避免紧急刹车时物体从行李架上坠落伤害驾驶员及

乘员 。

4.8.3 活板 门

    车辆地板上的活板门应安装紧固，需借助工具或钥匙方能移动或开启。通路处的提升或关闭装置

凸出于地板平面以上不得超过8 mm，凸出的边缘应圆角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