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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4131:1979《道路车辆 乘用车尺寸代码》(英文版)，以便与国际标准的定义

和尺寸代码接轨

    本标准根据ISO 4131:1979重新起草。在附录D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ISO 4131;1979章条

编号的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考虑到参照的ISO 4131版本年代较早，某些条款技术内容已不能满足要求，

因此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作了一些修改。有关的技术差异已编人正文中并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

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 本标准与ISO 4131:1979主要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a)本标准6.16和6.2。技术差异:将ISO 4131:1979中对应的这两条术语的载荷状态一一设计
        质量修改为对载荷状态不作要求。修改原因:为与GB/T 17347-1998《商用道路车辆 尺寸

        代码》中相同术语的载荷状态保持一致，且修改后的内容与ISO/CD 4131一致

    b) 本标准7.2.16和7.3. 9技术差异:将 ISO 4131;1979中对应的这两条术语的定义进行了修

        改。修改原因:ISO 4131:1979这两条术语的定义对测量区间的描述不确切，因此本标准参照
        ISO/CD 4131的定义进行编写。

    本标准对ISO 4131:1979主要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删除了ISO 4131:1979的前言。

    b) 关于引用标准:

        1) 未采用ISO 4131:1979中的R点定义，而是直接引用GB/丁11563中R点的定义，定义

        内容一致，相应的在引用标准中增加了GB/T 11563-1995《汽车 H点确定程序》。

        2) 设计质量的定义按照ISO 2958定义内容直接列出，删除了引用标准ISO 2958《道路车

        辆— 乘用车外部防护》

        3)  ISO 4131:1979中X,Y,Z基准平面的定义直接引用ISO 4130，因我国没有与ISO 4130

        对应的标准，为了标准使用方便，本标准参照ISO 4130内容增加了附录A《三维坐标系和基准

        点 定义》，在附录A中给出了X,Y,Z基准平面、基准点的定义，相应删除了引用标准ISO

        4730:1978((道路车辆三维参考系和基准点定义》。

    C 本标准的载荷状态以字母表示，字母含义与ISO 4131:1979文字表示一致，本标准以注的形式

        说明了各字母的表示含义

    d) 本标准英文索引对应正文中的英文术语按字母顺序进行编排，未按ISO 4131等同编写

    本标准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附录C和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原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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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赵静炜 、李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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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用 车 尺 寸 代 码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GB/T 3730. 1定义的乘用车尺寸代码，以便用于车辆数据交换和电子化处理。

本标准适用于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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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 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T 3730.2 道路车辆 质量 词汇和代码

    GB/T 3730.3 汽车和挂车的术语及其定义 车辆尺寸
    GB/T 11563 汽车 H点确定程序

    GB/T 17346 轿车 脚踏板的侧向间距

    QC/T 567 轿车行李箱测量参考体积的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注 除非另有规定，在本标准中支承平面习惯上是水平面，长度和宽度是在水平面内侧量的，高度是在垂直平面内

        测量 的。

3.1

    鳌车致备质f  complete vehicle kerb mass
    定义见GB/T 3730.2,

3.2

    最大允许总质f  maxiumu authorized total mass

    定义见GB/T 3730.2,
3.3

    设计质f  design mass

    整车整备质量与乘员质量(每人按68 kg计算)之和的车辆质量。乘员分配如下:

    对于2和3个座位— 2人在前排;

    对于4和5个座位— 2人在前排，1人在第2排;

    对于6和7个座位— 2人在前排，2人在第2排;

    对于8和9个座位— 2人在前排，3人在最后排。当最后排只有两个座位时，1人应坐在倒数第

2排 。

3.4

    X ,Y和Z基准平面 zero X,Y and Z planes
    三维坐标系，定义按附录A的规定。

3.5

    x,y和:平面 x,y and:planes
    平行于其相关的X,Y和Z基准平面的平面。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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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基准点 fiduciai mark

定义见附录Ao

3.7

R点 R point

定 义见 GS/T 11563

代码 系统

    本标准中的每一尺寸给定一个代码，该代码由词首、尺寸类型和数字三部分组成。

4.1 词首 ISO

    采用国际标准规定的词首ISO

4.2 尺寸类型

    下列大写字母表示所标注尺寸的分类代号

    L 一长度

    H-一高度

    W— 宽度

    D一 一直径

    V= 体积

    当1., H或W用于表示角度时，则根据他们沿着X,Z或Y基准平面而定

4.3 数字

    数字分段规定如下:

    1-99用于内部尺寸;
    100--199用于外部尺寸。

三维坐标系和基准点的尺寸

三维坐标系和基准点的尺寸定义和代码见表

注:表 1中第4列载荷状态

“K” 一表示整车整备质量乡

“A” 一表示最大允许总质量;

“D”一 表示设计质量;

    ’.一表示对载荷状态不做要求。

其他表中第4列载荷状态字母的意义与表1

  三维坐标 系的尺寸 (见表 1)

1、表 2和表 3。

中第4列字母的意义相同

表 飞

竺

酬

章节号 术 语 载荷状态 { 代码

前轴位置上2基准平面相对于支承

平面的高度

position of uro Z plane with respect to

supporting .surface at front of vehicle

Z基准平面至车辆支承平面的

距离，在通过前轮中心的垂直平

面 内测量

ISO- H136

后轴位置上 2基准平面相对于支承

平面的高度

position of zero Z plane with respect to

Supports眼 surface at rear of vehicle

2基准平面至车辆支承平面的

距离，在通过后轮中心的垂直平

面内测量

IS()一 H 1371 图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