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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４７８０—２０００《汽车车身术语》，与ＧＢ／Ｔ４７８０—２０００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汽车车身术语的分类和适用车型（见第３章，２０００年版的第２章）；

———修改了设计术语的中文名称、英文对应词、定义、图号及适用车型（见第４章，２０００年版的第３

章）；

———修改了结构术语的中文名称、英文对应词、定义、图号及适用车型（见第５章，２０００年版的第４

章）；

———修改了零件术语的中文名称、英文对应词、定义、图号及适用车型（见第６章，２０００年版的第５

章）；

———删除了附件术语，相关内容并入零件术语（见第６章，２０００年版的第６章）。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

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车技术中心、上海恩井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尚娇、郑敏、曲艳平、夏洪、周全、李峥、孙磊、展洪文、周艳玲、陈勇辉、罗擎柱、

刘艳、张鹏、张伟、王镝、吴文珍、毕思刚、范四辈、陈卫强、袁亮、张健慧、刘湘华、张良、宋景良、夏卫群、

陈虹、周菊红、孟凯、许伟。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７８０—１９８４、ＧＢ／Ｔ４７８０—２０００。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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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 车 身 术 语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车身的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 Ｍ类和Ｎ类汽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　机动车及挂车分类

３　分类

汽车车身术语分为设计术语、结构术语和零件术语。适用车型的分类见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

４　设计术语

４．１　车身类型

车身类型术语见表１。

表１　车身类型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１．１ 车身 ｂｏｄｙ
供驾驶员操作，以及容纳乘客及

随身行李和货物的场所
Ｍ、Ｎ

４．１．２ 承载式车身 ｕｎｉｂｏｄ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ｂｏｄｙ 无独立车架的整体车身结构形式 Ｍ、Ｎ

４．１．３ 半承载式车身 ｓｅｍｉ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ｂｏｄｙ
车身与车架刚性连接，车身部分

承载的结构形式
Ｍ、Ｎ

４．１．４ 非承载式车身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悬置于车架上的车身结构形式 Ｍ、Ｎ

４．１．５ 一厢式车身 ｏｎｅｂｏｘｔｙｐｅｂｏｄｙ
动力总成舱、客舱和行李舱在外

形上形成一个空间形态的车身
Ｍ、Ｎ

４．１．６ 两厢式车身
ｔｗｏｂｏｘｔｙｐｅｂｏｄｙ；

ｈａｔｃｈｂａｃｋｂｏｄｙ

动力总成舱、客舱和行李舱在外

形上形成两个空间形态的车身
Ｍ

１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表１（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１．７ 三厢式车身
ｔｈｒｅｅｂｏｘｔｙｐｅｂｏｄｙ；

ｓｅｄａｎ

动力总成舱、客舱和行李舱在外

形上形成各自独立形态的车身
Ｍ

４．１．８ 封闭车身 ｃｌｏｓｅｄｂｏｄｙ 顶盖作为车身本体一部分的车身 Ｍ、Ｎ

４．１．９ 开式车身
ｏｐｅｎｂｏｄ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ｂｏｄｙ

客舱顶为敞顶或客舱顶按需要可

开闭的车身
Ｍ、Ｎ

４．１．１０ 驾驶室 ｃａｂ；ｆｒｏｎｔｂｏｄｙ 载货汽车的车身 Ｎ

４．１．１１ 平头驾驶室
ｆｏｒｗａｒ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ａｂ；

ｃａｂｏｖｅｒｅｎｇｉｎｅ

发动机一半以上的长度位于风窗

玻璃最前端的后方的驾驶室
Ｎ

４．１．１２ 长头驾驶室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ｂ；

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ａｂ

有车前板制件，除平头驾驶室以

外的驾驶室
Ｎ

４．１．１３ 翻转式驾驶室 ｔｉｌｔｉｎｇｃａｂ 可整体向前倾翻的驾驶室 Ｎ

４．１．１４ 单排座驾驶室 ｓｉｎｇｌｅｃａｂ 只有一排座位的驾驶室 Ｎ

４．１．１５ 双排座驾驶室 ｃｒｅｗｃａｂ；ｄｏｕｂｌｅｃａｂ 有前后两排座位的驾驶室 Ｎ

４．１．１６ 排半座驾驶室 ｅｘｔｒａｃａｂ
第二排座位为临时乘坐使用的驾

驶室
Ｎ

４．１．１７ 带卧铺驾驶室
ｓｌｅｅｐｅｒｃａｂ；

ｃａｂｗｉｔｈｂｅｄ
设有卧铺的驾驶室 Ｎ

４．１．１８ 平顶驾驶室 ｆｌａｔｒｏｏｆｃａｂ
一般无卧铺或仅有下层卧铺的驾

驶室
Ｎ

４．１．１９ 高顶驾驶室 ｈｉｇｈｒｏｏｆｃａｂ 能容纳上、下两层卧铺的驾驶室 Ｎ

４．１．２０ 半高顶驾驶室 ｓｅｍｉｈｉｇｈｒｏｏｆｃａｂ
顶盖高度处于高顶驾驶室和平顶

驾驶室之间的驾驶室
Ｎ

４．１．２１ 双层客车车身 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ｃｋｂｕｓｂｏｄｙ 乘客空间由上下两层组成的车身 Ｍ３

４．１．２２ 钢制车身 ｓｔｅｅｌｂｏｄｙ 车身主体材料由钢材制成的车身 Ｍ、Ｎ

４．１．２３ 钢铝混合车身 ｓｔｅｅｌ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ｂｏｄｙ
车身主体材料由钢材与铝合金制

成的车身
Ｍ、Ｎ

４．１．２４ 铝制车身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ｂｏｄｙ
车身主体材料由铝合金材料制成

的车身
Ｍ、Ｎ

４．１．２５ 混合材料车身 ｍｉｘ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ｏｄｙ

车身主体由多种材料如钢材、铝

材等金属和碳纤维、ＳＭＣ、ＰＰ等

高分子复合材料制成的车身

Ｍ、Ｎ

４．１．２６ 复合材料车身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ｏｄｙ

车身主体由碳纤维、ＳＭＣ等非金

属复合材料制成的车身
Ｍ、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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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车身区域

车身区域术语见表２。

表２　车身区域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２．１ 驾驶区 ｄｒｉｖ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供驾驶员操作和乘坐的区域 Ｍ、Ｎ

４．２．２ 乘客区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供乘员使用的区域 Ｍ、Ｎ

４．２．３ 客舱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ｐａｃｅ；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供乘员使用的区域，即驾驶区和

乘客区的总称
Ｍ、Ｎ

４．２．４ 动力总成舱
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供放置动力总成的空间 Ｍ、Ｎ

４．２．５ 分隔舱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在车辆行驶时可由乘客或车组人

员使用的车内某一空间，该空间

与相邻的乘员区相互隔离，但可

有门或通道相通

Ｍ２、Ｍ３

４．２．６ 行李舱 ｌｕｇｇａｇｅ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供放置行李的车身空间 Ｍ

４．２．７ 货舱 ｃａｒｇｏ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车舱内隔离用于存放和运送货物

的空间
Ｍ、Ｎ

４．２．８ 车身前部 ｆｒｏｎｔｂｏｄｙ 客舱以前的车身部分 Ｍ、Ｎ

４．２．９ 车身后部 ｒｅａｒｂｏｄｙ 客舱以后的车身部分 Ｍ、Ｎ

４．２．１０ 车身底部 ｕｎｄｅｒｂｏｄｙ
客舱、动力总成舱及行李舱的全

部底部的总称
Ｍ、Ｎ

４．２．１１ 车身侧部 ｓｉｄｅｂｏｄｙ 车身侧面部分的总称 Ｍ、Ｎ

４．２．１２ 车身顶部 ｔｏｐｈａｔ 客舱顶部的总称 Ｍ、Ｎ

４．２．１３ 车身裙部 ｓｋｉｒｔｂｏｄｙ 地板以下的车身侧围部分 Ｍ、Ｎ

４．２．１４ 脚部空间 ｆｏｏｔｒｏｏｍ
客舱内供乘员乘坐时脚部活动的

空间
Ｍ、Ｎ

４．２．１５ 头部空间 ｈｅａｄｒｏｏｍ
客舱内供乘员乘坐时头部活动的

空间
Ｍ、Ｎ

４．２．１６ 乘坐空间
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ｓｅａｔｅｄ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乘员乘坐时身体前部及脚部的

空间
Ｍ、Ｎ

４．２．１７ 肩部空间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ｒｏｏｍ
客舱内供乘员乘坐时肩部活动的

空间
Ｍ、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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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２．１８ 肘部空间 ｅｌｂｏｗｒｏｏｍ
客舱内供乘员乘坐时肘部活动的

空间
Ｍ、Ｎ

４．２．１９ 臀部空间 ｈｉｐｒｏｏｍ
客舱内供乘员乘坐时臀部活动的

空间
Ｍ、Ｎ

４．２．２０ 腹部空间 ｓｔｏｍａｃｈｒｏｏｍ
驾驶员正常驾驶姿态下腹部所占

用的空间
Ｍ、Ｎ

４．２．２１ 膝部空间 ｋｎｅｅｒｏｏｍ
驾驶员操作油门和离合踏板时膝

盖所占用的空间
Ｍ、Ｎ

４．２．２２ 卧铺空间 ｂｅｄｒｏｏｍ 供卧铺上的乘员活动的空间 Ｍ２、Ｍ３、Ｎ

４．２．２３ 应急出口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ｅｘｉｔ
在紧急情况下供乘客撤离到车外

的出口
Ｍ２、Ｍ３

４．３　车身功能界面

车身功能界面术语见表３。

表３　车身功能界面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图号 适用车型

４．３．１ 门洞 ｄｏｏｒｏｐｅｎｉｎｇ 车身上与车门配合的净开口 图１ Ｍ、Ｎ

４．３．２ 轮口
ｗｈｅｅｌｈｏｕｓｅｏｐｅｎｉｎｇ；

ｗｈｅｅｌａｒｃｈ

车身侧部供车轮装卸和转向回旋

的开口部分
图１ Ｍ、Ｎ

４．３．３ 风窗开口 ｗｉｎｄｓｈｉｅｌｄｏｐｅｎｉｎｇ 安装风窗玻璃用的框架 图１ Ｍ、Ｎ

４．３．４ 车身支点 ｊａｃｋｉｎｇｕｐｐｏｉｎｔ 车身上用于举升的位置 图１ Ｍ、Ｎ

４．３．５ 安全带固定点 ｓｅａｔｂｅｌｔａｎｃｈｏｒｐｏｉｎｔ

在车身、座椅或车辆其他部分的

构件上用于安装、固定安全带总

成的连接件

图１ Ｍ、Ｎ

４．３．６ 座椅固定点 ｓｅａｔａｎｃｈｏｒｐｏｉｎｔ 车身上用于安装座椅的连接件 图１ Ｍ、Ｎ

４．３．７ 车身悬置点 ｂｏｄｙ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车身上用于车架柔性装置安装的

连接件
Ｍ、Ｎ

４．３．８ 密封面 ｓｅａｌ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 用于密封条压缩的平整曲面 Ｍ、Ｎ

４．３．９ 门洞止口线 Ｂ＆Ｒｌｉｎｅ
侧围安装门洞密封条的法兰边边

界线
Ｍ、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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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图号 适用车型

４．３．１０ 车身硬点 ｂｏｄｙｈａｒｄｐｏｉｎｔ
设计前期固化并在设计过程中不

允许改变的参数
Ｍ、Ｎ

４．３．１１ 驾驶室坐标 ｃａｂ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驾驶室在整车坐标中的位置 Ｎ

４．３．１２
驾 驶 室 翻 转

中心
ｃａｂｔｉｌｔｃｅｎｔｅｒ

相对于主坐标系，驾驶室翻转中

心点的坐标
Ｎ

４．３．１３ 踵点 ｈｅｅｌｐｏｉｎｔ

当驾驶员的座椅位于乘坐基准点

时，三维 Ｈ点装置的右踵与压下

的地板覆盖层或其他踵部支撑面

的交点

Ｍ、Ｎ

４．３．１４ 眼椭圆 ｅｙｅｌｌｉｐｓｅ

不同的驾驶员以正常的驾驶姿态

坐在座椅上，运用统计的观点和

方法得出驾驶员的视点分布图形

Ｍ、Ｎ

４．３．１５ 眼点 ｅｙｅｐｏｉｎｔ 驾驶员眼睛位置的坐标点 Ｍ、Ｎ

４．３．１６ 双目障碍角
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ｏｆ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Ａｐｉｌｌａｒ

评价Ａ柱对驾驶员前方视野遮

挡程度的角
Ｍ、Ｎ

４．３．１７ 双眼总视野 ｔｏｔａｌｖｉｓｕａｌｆｉｅｌｄ 双眼可视区域总和 Ｍ、Ｎ

４．３．１８ 头部包络 ｈｅａｄｃｏｎｔｏｕｒ
运用统计的观点和方法综合不同

驾驶员头部，得到的包络空间
Ｍ、Ｎ

４．３．１９ 手伸及界面
ｄｒｉｖｅｒ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ａｃｈ

驾驶员在正常的驾驶姿态下手的

触及范围
Ｍ、Ｎ

４．３．２０ 上视角 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ｕｐ

驾驶员处在正常乘座位置向上看

时，其不受遮挡的视线与水平视

线间的最大夹角

Ｍ、Ｎ

４．３．２１ 下视角 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ｏｗｎ

驾驶员处在正常乘座位置向下看

时，其不受遮挡的视线与水平视

线间的最大夹角

Ｍ、Ｎ

４．３．２２ 踏平面 ｐｅｄａｌｐｌａｎｅ
与踏板表面相切，表征人体模型

鞋底的平面
Ｍ、Ｎ

４．３．２３ 踏平面角 ｐｅｄａｌｐｌａｎｅａｎｇｌｅ

踏平面与水平面之间，用于表征

人体模型的脚跟固定在踵点处，

踏板处于未压缩状态时脚的姿态

的夹角

Ｍ、Ｎ

５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４．４　车身功能系统

车身功能系统术语见表４。

表４　车身功能系统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图号 适用车型

４．４．１ 白车身 ｂｏｄｙｉｎｗｈｉｔｅ；ＢＩＷ
未涂装之前的车身，是车身结构

件和覆盖件的总称
图２ Ｍ、Ｎ

４．４．２ 涂装车身
ｃｏａｔｅｄｂｏｄｙ；

ｐａｉｎｔｅｄｂｏｄｙ
经过涂装后的白车身 Ｍ、Ｎ

４．４．３ 车身骨架 ｂｏｄｙｆｒａｍｅ
为保证车身的强度和刚度而构成

的空间框架结构
图３ Ｍ、Ｎ

４．４．４ 地板系统 ｆｌｏ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位于车身的底部，由骨架、板件、

地板覆盖物等组成的零部件的

总称

Ｍ、Ｎ

４．４．５ 前围系统 ｆｒｏｎｔｅｎｄ

位于客舱的前部，由骨架、板件、

风窗玻璃及有关车上的附件等组

成的零部件的总称

Ｍ、Ｎ

４．４．６ 侧围系统 ｂｏｄｙｓｉｄｅ

位于客舱和行李舱的两侧，由骨

架、板件、侧窗及有关车身附件等

组成的零部件的总称

Ｍ、Ｎ

４．４．７ 后围系统 ｒｅａｒｅｎｄ

位于客舱的后部，由骨架、板件、

后窗玻璃及有关车身附件等组成

的零部件的总称

Ｍ、Ｎ

４．４．８ 车顶系统 ｒｏ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位于客舱的顶部，由骨架、板件、

内饰及有关车身附件等组成的零

部件的总称

Ｍ、Ｎ

４．４．９ 车门系统
ｄｏｏ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车身上的门，由板件、内饰、玻璃

及车门附件等组成的零部件的

总称

Ｍ、Ｎ

４．４．１０ 空调系统
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用于调节乘员舱内温度、湿度和

洁净度，给驾驶员和乘员提供舒

适的环境及新鲜空气的系统

Ｍ、Ｎ

４．４．１１ 约束系统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客舱内为控制人员、物品的移动

而设置的约束装置的总称
Ｍ、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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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图号 适用车型

４．４．１２ 车身密封系统 ｂｏｄｙｓｅａ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用于车身开口部位，起到气密、水

密、防腐作用的零部件总称
Ｍ、Ｎ

４．４．１３ 外饰件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ｔｒｉｍ 用于车身外部装饰的零件 Ｍ、Ｎ

４．４．１４ 内饰件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ｔｒｉｍ 用于车身内部装饰的零件 Ｍ、Ｎ

４．５　车身造型

车身造型术语见表５。

表５　车身造型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５．１ 外饰设计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ｄｅｓｉｇｎ
对汽车外部形体、造型、颜色、纹

理与外部灯光效果等进行的设计
Ｍ、Ｎ

４．５．２ 内饰设计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ｄｅｓｉｇｎ
对汽车内部形体、造型、颜色、纹

理与内部灯光效果等进行的设计
Ｍ、Ｎ

４．５．３ 方案草图 ｓｋｅｔｃｈ 表达设计概念的草图 Ｍ、Ｎ

４．５．４ 效果图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表现出详细设计意图及产品的形

体、质感和色彩效果的平面图或

立体图

Ｍ、Ｎ

４．５．５ 胶带图 ｔａｐｅｄｒａｗｉｎｇ

一般使用黑色胶带，在平面图上

以１∶１或者小比例，贴出的正侧

视角、正前视角、正后视角，用以

反映汽车内外饰主要特征、明暗

关系的线框图

Ｍ、Ｎ

４．５．６ 全尺寸模型 ｆｕｌｌｓｉｚｅｍｏｄｅｌ 按车辆实际尺寸制作的模型 Ｍ、Ｎ

４．５．７ 比例模型 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ｅｌ
将车辆实际尺寸以特定比例缩小

制作的车辆模型
Ｍ、Ｎ

４．５．８ 油泥模型 ｃｌａｙｍｏｄｅｌ
用油泥、硬泡沫等材料制作的，体

现方案效果图的实物模型
Ｍ、Ｎ

４．５．９ 数字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ｏｄｅｌ
用计算机制作的体现方案效果图

的三维模型
Ｍ、Ｎ

４．５．１０ 仿真模型 ｈａｒｄｍｏｄｅｌ
能够真实体现造型效果的１∶１

硬质模型
Ｍ、Ｎ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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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５．１１ 验证模型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用于验证Ａ面数据质量、间隙面

差配合效果及圆角的模型
Ｍ、Ｎ

４．５．１２ ＣＡＳ面 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体现造型效果、用于工程可行性

分析的３Ｄ曲面
Ｍ、Ｎ

４．５．１３ Ａ面 ｃｌａｓｓ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体现间隙、面差、出模角度等工程

信息，达到连续性、曲面质量、生

产工艺等方面要求的造型曲面

Ｍ、Ｎ

４．５．１４ 裙边线 ｓｋｉｒｔｌｉｎｅ
位于前后车门下部，与腰线一起

协调整个车身姿态的造型特征线
Ｍ、Ｎ

４．５．１５ 腰线 ｂｅｌｔｌｉｎｅ
位于水切线及裙边线之间，用于

平衡整个车身姿态的造型特征线
Ｍ、Ｎ

４．５．１６ 分缝线 ｃｕｔｔｉｎｇｌｉｎｅ
车身上不同部件或零件间的造型

边界线
Ｍ、Ｎ

４．６　车身色彩

车身色彩术语见表６。

表６　车身色彩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６．１ 色彩装饰外观 ｃｏｌｏｒ＆ｔｒｉｍ
可视部件的颜色、纹理、光泽度等

外观特性的总称
Ｍ、Ｎ

４．６．２ 主色调 ｍａｊｏｒｃｏｌｏｒｔｏｎｅ

内饰仪表板、副仪表板、门护板、

座椅、顶棚等内饰中的颜色主要

色调

Ｍ、Ｎ

４．６．３ 车身色
ｂｏｄｙｃｏｌｏｒ；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ｃｏｌｏｒ
车身外部颜色 Ｍ、Ｎ

４．６．４ 色调 ｔｏｎｅ 色彩的倾向性 Ｍ、Ｎ

４．６．５ 深色调 ｄａｒｋｔｏｎｅ 深色的内饰色彩调性 Ｍ、Ｎ

４．６．６ 浅色调 ｌｉｇｈｔｔｏｎｅ 浅色的内饰色彩调性 Ｍ、Ｎ

４．６．７ 主纹理 ｍａｊｏｒｇｒａｉｎ
内饰仪表板、副仪表板、门板等内

饰中大面积区域使用的纹理
Ｍ、Ｎ

４．６．８ 辅助纹理 ｆｕｎ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ｉｎ 辅助主纹理的功能纹理 Ｍ、Ｎ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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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６．９ 装饰纹理 ａｃｃｅｎｔｇｒａｉｎ 在内外饰中起点缀作用的纹理 Ｍ、Ｎ

４．６．１０ 纹理深度 ｇｒａｉｎｄｅｐｔｈ
汽车部件纹理的深浅，用于表现

纹理的立体感
Ｍ、Ｎ

４．６．１１ 纹理脱模角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ｒａｆｔａｎｇｌｅ
汽车部件实现特定纹理所需要的

脱模角度
Ｍ、Ｎ

４．６．１２ 色彩明度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色彩的明暗程度 Ｍ、Ｎ

４．６．１３ 色彩纯度ａ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色彩的鲜艳程度 Ｍ、Ｎ

４．６．１４ 色彩色相 ｈｕｅ 色彩所呈现出来的质地面貌 Ｍ、Ｎ

４．６．１５ 光泽度 ｇｌｏｓｓ
在一定光照和角度下，零件表面

显现的光泽效果
Ｍ、Ｎ

４．６．１６ 色差
ｃｏｌｏ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与标准样板的颜色差异 Ｍ、Ｎ

４．６．１７ 主面料 ｓｅａｔｉｎｓｅｒ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内饰座椅的坐垫、靠背等主要接

触区域的面料
Ｍ、Ｎ

４．６．１８ 辅面料 ｓｅａｔｂｏｌｓｔ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内饰座椅的侧翼、头枕以及非重

点可视区域（如侧面、背面）的

面料

Ｍ、Ｎ

４．６．１９ 颜色样板 ｃｏｌｏｒｍａｓ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ｅ
用以确定颜色并封存，作为后期

调整、校对颜色基准的样板
Ｍ、Ｎ

４．６．２０ 纹理样板 ｇｒａｉｎｍａｓ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ｅ
用以确定纹理并封存，作为后期

调整、校对纹理基准的样板
Ｍ、Ｎ

４．６．２１ 标准样板 ｍａｓ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ｅ

用以确定颜色、材质等外观并封

存，作为后期调整、校对零件外观

基准的样板

Ｍ、Ｎ

４．６．２２ 沿用色 ｃａｒｒｙｏｖｅｒｃｏｌｏｒ
已完成开发的，在一定时期内可

直接使用的颜色
Ｍ、Ｎ

４．６．２３ 专有色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ｃｏｌｏｒ 专为某一车型单独开发的颜色 Ｍ、Ｎ

４．６．２４ 色彩模型 ｃｏｌｏｒｂｕｃｋ

内饰色彩、纹理、材质搭配方案的

１∶１尺寸实物模型，用于展示和

验证色彩材质的设计方案

Ｍ、Ｎ

　　
ａ 也称彩度、饱和度。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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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虚拟设计

虚拟设计术语见表７。

表７　虚拟设计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７．１ 赋材质 ａｓｓｉｇ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将实物材质扫描采集，并转化为

数字材质，赋到数字模型表面的

技术

Ｍ、Ｎ

４．７．２ 贴图 ｔｅｘｔｕｒｅ

将需要的材质纹理、符号、标签、

图案等图形贴到数字模型表面的

技术

Ｍ、Ｎ

４．７．３ 虚拟环境 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数字模型所处的虚拟背景、场景 Ｍ、Ｎ

４．７．４ 虚拟现实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

以ＣＡＳ面或 Ａ 面数据，演示造

型效果、色彩材质、动画等的评价

手段

Ｍ、Ｎ

４．７．５ 视场角 ａｎｇｌｅｏｆｖｉｅｗ

以被测目标的物像可通过镜头的

最大范围的两条边缘构成的立

体角

Ｍ、Ｎ

４．７．６ 增强现实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

将计算机生成的车辆三维模型、

色彩、材质等虚拟信息模拟仿真

后，应用到真实世界中，以实现对

车辆的增强评价的技术

Ｍ、Ｎ

４．７．７ 三维全景
３Ｄ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以图像绘制技术为基础生成具有

真实感图像的虚拟现实技术
Ｍ、Ｎ

４．７．８ 人机交互
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在虚拟现实系统中，通过眼睛、手

势、耳朵、语言、鼻子和皮肤等感

觉器官来和计算机系统中产生的

虚拟环境进行交互的技术

Ｍ、Ｎ

４．７．９ 感知质量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客户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嗅觉

感知到的车辆设计和制造的精细

程度

Ｍ、Ｎ

４．８　车身连接

车身连接术语见表８。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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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车身连接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８．１ 电阻点焊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ｐｏｔｗｅｌｄｓ

工件通过电极施加压力，利用电

流通过接头的接触面及邻近区域

产生的电阻热从而形成工件熔合

点的焊接方法

Ｍ、Ｎ

４．８．２
熔化极惰性

气体保护焊

ｍｅｔａｌｉｎｅｒｔｇａｓｗｅｌｄｉｎｇ；

ＭＩＧｗｅｌｄｉｎｇ

使用熔化电极，以惰性气体作为

电弧介质，并保护金属熔滴、焊接

熔池和焊接区高温金属的电弧焊

方法

Ｍ、Ｎ

４．８．３ 激光熔焊 ｌａｓｅｒｗｅｌｄｉｎｇ

以聚焦的激光束作为能源轰击焊

件所产生的热量进行焊接的一种

高效精密的焊接方法

Ｍ、Ｎ

４．８．４ 激光钎焊 ｌａｓｅｒｂｒａｚｉｎｇ
以激光为热源加热钎料融化的钎

焊技术
Ｍ、Ｎ

４．８．５ 凸焊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ｌｄ

通过电阻焊接熔融螺母、螺柱、螺

母盒、以及结构件上的实体凸台，

形成零件间的连接

Ｍ、Ｎ

４．８．６
熔化极活性

气体保护焊

ｍｅ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ａｒｃ

ｗｅｌｄｉｎｇ；ＭＡＧｗｅｌｄｉｎｇ

使用熔化电极，在氩气中加入少

量的氧化性气体（氧气、二氧化碳

或其混合气体）混合而成的一种

混合气体保护焊

Ｍ、Ｎ

４．８．７ 摩擦搅拌焊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ｉｒｒｉｎｇ

ｗｅｌｄｉｎｇ；ＦＳＷ

利用一种特殊形式的搅拌头边旋

转边前进，通过搅拌头与工件的

摩擦产生热量，摩擦热使该部位

金属处于热塑性状态，并在搅拌

头的压力作用下从其前端向后部

塑性流动，从而使待连接件压焊

为一个整体

Ｍ、Ｎ

４．８．８
热 熔 自 攻

连接

ｆｌｏｗｄｒｉｌｌｓｃｒｅｗｉｎｇ；

ＦＤＳ

通过螺钉的高速旋转熔融待连接

板材，并在轴向压力作用下挤压

并旋入待连接板材，最终在板材

与螺钉之间形成螺纹的连接方式

Ｍ、Ｎ

４．８．９ 自冲铆
ｓｅｌｆｐｉｅｒｃｉｎｇｒｉｖｅｔｉｎｇ；

ＳＰＲ

一种采用铆钉将两种或多种零件

连接在一起的冷连接技术
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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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４．８．１０ 包边 ｈｅｍｍｉｎｇ

将零件上冲压产生的上翻边或下

翻边压平后，使零件的内、外板连

接在一起的装配工艺

Ｍ、Ｎ

４．８．１１ 螺纹连接 ｔｈｒｅａｄｅ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通过螺纹进行车身连接的方式 Ｍ、Ｎ

４．８．１２ 粘接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ｂｏｎｄｉｎｇ

通过将黏合剂涂覆于零部件间，

产生附着力，从而起到零部件连

接的一种方式

Ｍ、Ｎ

５　结构术语

结构术语见表９。

表９　结构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５．１ Ａ柱 Ａｐｉｌｌａｒ 汽车前挡风玻璃两侧的车身立柱 Ｍ、Ｎ

５．２ Ｂ柱 Ｂｐｉｌｌａｒ Ａ柱之后的第二根立柱 Ｍ、Ｎ

５．３ Ｃ柱 Ｃｐｉｌｌａｒ
Ｂ柱之后和 Ｄ柱（若有）之前的所

有立柱
Ｍ、Ｎ

５．４ Ｄ柱 Ｄｐｉｌｌａｒ 侧围和后围相交处的立柱 Ｍ、Ｎ

５．５ 止口 ｏｐｅｎｉｎｇｆｌａｎｇｅ 用于安装密封用部件的结构 Ｍ、Ｎ

５．６ 覆盖件 ｃｏｖｅｒｐａｎｅｌ 覆盖在车身骨架表面上的零部件 Ｍ、Ｎ

５．７ 车身结构件 ｂｏｄ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组成车身本体，保证车身强度和刚

度的零部件
Ｍ、Ｎ

５．８ 板制件 ｐａｎｅｌ
经压力或其他加工方法形成的薄

板件
Ｍ、Ｎ

５．９ 护板 ｆｅｎｄｅｒ 具有防护、装饰作用的板件 Ｍ、Ｎ

５．１０ 挡板 ｓｈｉｅｌｄ 用于遮挡和隔离的板件 Ｍ、Ｎ

５．１１ 衬板 ｐａｔｃｈ 具有增强或调整作用的板件 Ｍ、Ｎ

５．１２ 连接板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ｐａｎｅｌ 用于连接的板件 Ｍ、Ｎ

５．１３ 加强件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ｔｉｆｆｅｎｅｒ 局部增加强度和刚度的部件 Ｍ、Ｎ

５．１４ 加强板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ｐａｎｅｌ 局部增加强度和刚度的板制件 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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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５．１５ 装饰板 ｔｒｉｍ；ｇａｒｎｉｓｈｍｏｌｄｉｎｇ 用于装饰的饰件 Ｍ、Ｎ

５．１６ 密封条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ｒｉｐ 起密封作用的弹性体零件 Ｍ、Ｎ

５．１７ 撑杆 ｓｔｒｕｔ
细长型杆状零件，用于支撑车辆部

件运动或者保持状态
Ｍ、Ｎ

５．１８ 蒙皮 ｆａｓｃｉａｌ
具有防护、增强或美观作用的薄

壁件
Ｍ、Ｎ

５．１９ 立柱 ｐｏｓｔ；ｐｉｌｌａｒ 起竖直支承作用的部件或构件 Ｍ、Ｎ

５．２０ 横梁 ｃｒｏｓｓｍｅｍｂｅｒ 横向设置的梁结构件 Ｍ、Ｎ

５．２１ 纵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ｒａｉｌ 纵向设置的梁结构件 Ｍ、Ｎ

５．２２ 边梁 ｓｉｄｅｒａｉｌ 位于车身某一区域边缘的纵向梁 Ｍ、Ｎ

５．２３ 框架 ｆｒａｍｅ
由金属板材或者型材连接而成具有

一定强度和固定空间的结构
Ｍ、Ｎ

５．２４ 固定件 ｒｅｔａｉｎｅｒ；ｆｉｘｅｄｐａｒｔ 起安装、稳定结构作用的部件 Ｍ、Ｎ

５．２５ 吸能件
ｅｎｅｒｇｙ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用于车辆发生碰撞时，发生变形和

压缩，从而吸收能量的零件
Ｍ、Ｎ

５．２６ 角撑件 ｇｕｓｓｅｔ
位于零件交接部位，用于提高局部

强度和刚性的角形部件
Ｍ、Ｎ

５．２７ 支架 ｂｒａｃｋｅｔ 起联接、支撑作用的部件 Ｍ、Ｎ

５．２８ 托架 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ｒａｙ 固定悬臂零件的部件 Ｍ、Ｎ

５．２９ 护栏 ｇｒｉｌｌｇｕａｒｄ 具有防护、隔离作用的栅栏状部件 Ｍ、Ｎ

５．３０ 衬垫 ｐａｄ 隔离振动源或者减轻振动的部件 Ｍ、Ｎ

５．３１ 罩 ｈｏｏｄ
对某些结构起防护和遮盖等作用的

构件
Ｍ、Ｎ

５．３２ 盖 ｃｏｖｅｒ；ｌｉｄ
对开口或孔起防护和遮盖作用的

构件
Ｍ、Ｎ

５．３３ 压条 ｔｒｉｍｓｔｒｉｐ 条形压紧件 Ｍ、Ｎ

５．３４ 装饰件 ｔｒｉｍ；ｇａｒｎｉｓｈ 起装饰和保护作用的部件 Ｍ、Ｎ

５．３５ 装饰条 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条形装饰件 Ｍ、Ｎ

５．３６ 流水槽 ｒｏｏｆｄｉｔｃｈ 用于引导雨水流向的槽型构件 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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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５．３７ 锁止机构 ｌ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零件处于正常使用位置时，用于保

持零件可靠固定的机构
Ｍ、Ｎ

５．３８ 溃缩筋 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ｎｇｒｉｂ
车身发生碰撞变形时，用于引导车

身变形从而吸收能量的一种筋结构
Ｍ、Ｎ

５．３９ 格栅 ｇｒｉｌｌ 用于装饰、进气、排气的网状结构 Ｍ、Ｎ

５．４０ 缝线 ｓｔｉｔｃｈｌｉｎｅ
用于缝合各种材料或形成缝合效

果，具有装饰功能的线
Ｍ、Ｎ

５．４１ 隔音垫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ｃｋ
粘贴或固定于板制件或塑料件上，

起隔音作用的部件
Ｍ、Ｎ

５．４２ 隔音板 ｓｏｕｎｄ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ｂａｆｆｌｅ
粘贴或固定于钣金或内饰零件上，

起隔音作用的部件，一般为硬质
Ｍ、Ｎ

５．４３ 踏步骨架 ｓｔｅｐｆｒａｍｅ 乘客上下车用的台阶骨架 Ｍ

５．４４ 发泡件 ｆｏａｍ
在一定条件下发泡膨胀，用于隔音

减震的部件
Ｍ、Ｎ

５．４５ 扰流板 ｓｐｏｉｌｅｒ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对流过车身外

部的气流产生影响，使汽车行驶稳

定的部件

Ｍ、Ｎ

５．４６ 导流板 ｄ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引导外部气流方

向的部件
Ｍ、Ｎ

６　零件术语

６．１　车身结构件

车身结构件术语见表１０。

表１０　车身结构件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图号 适用车型

６．１．１ 前围挡板 ｄａｓｈｐａｎｅｌ；ｆｉｒｅｗａｌｌ 驾驶区前面的挡板 Ｍ、Ｎ

６．１．２ 前围上盖板 ｐｌｅｎｕｍ 风窗下部的外层盖板 Ｍ、Ｎ

６．１．３ 前围外侧板 ｃｏｗｌｓｉｄｅｏｕｔｅｒｐａｎｅｌ 位于前围外部两侧的竖板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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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图号 适用车型

６．１．４ 前围骨架 ｆｒｏｎｔｗａｌｌｆｒａｍｅ 位于车身前部的骨架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５ 前围搁梁 ｆｒｏｎｔｅｎｄｃｒｏｓｓｍｅｍｂｅｒ 前围骨架上搁置地板的横梁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６ 前围裙边梁 ｆｒｏｎｔｅｎｄｃｒｏｓｓｓｉｌｌ 前围骨架底部的横梁 Ｍ２、Ｍ３

６．１．７ 后围板 ｂａｃｋｐａｎｅｌ
车身后部用于连接左、右侧围的

板件
图４ Ｍ、Ｎ

６．１．８ 后围骨架 ｒｅａｒｅｎｄｆｒａｍｅ 位于车身后端的骨架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９ 后围搁梁 ｒｅａｒｅｎｄｓｈｅｌｆ 后围骨架中搁置地板的横梁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１０ 后围裙边梁 ｒｅａｒｅｎｄｃｒｏｓｓｓｉｌｌ 后围骨架底部的横梁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１１ 后侧围外板 ｑｕａｒｔｅｒｐａｎｅｌ 车身后部两侧转角处的外板 图４ Ｍ、Ｎ

６．１．１２ 顶盖外板 ｒｏｏｆｐａｎｅｌ 客舱顶部的覆盖件 图４ Ｍ、Ｎ

６．１．１３ 顶盖边梁 ｒｏｏｆｓｉｄｅｒａｉｌ 顶部两侧的纵向加强构件 Ｍ、Ｎ

６．１．１４ 顶盖横梁 ｒｏｏｆｂｏｗ 支承顶盖，防止其凹陷的横梁 图４ Ｍ、Ｎ

６．１．１５ 顶盖骨架 ｒｏｏｆｆｒａｍｅ 位于车身顶部的骨架 图５ Ｍ２、Ｍ３、Ｎ

６．１．１６ 侧围外板 ｂｏｄｙｓｉｄｅｏｕｔｅｒｐａｎｅｌ 客舱侧部的覆盖件 图４ Ｍ、Ｎ

６．１．１７ 侧围骨架 ｓｉｄｅｗａｌｌｆｒａｍｅ 位于车身两侧的骨架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１８ 侧围立柱 ｓｉｄｅｗａｌｌｐｉｌｌａｒ
侧围骨架中支承顶盖，安装侧窗

且延伸至腰梁下方的立柱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１９ 侧窗立柱 ｓｉｄｅｗｉｎｄｏｗｐｉｌｌａｒ
位于腰梁上方，供安装侧窗和支

承顶盖的立柱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２０ 侧围裙边梁 ｓｉｄｅｓｋｉｒｔｒａｉｌ 侧围骨架底部的纵梁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２１ 侧围腰梁 ｓｉｄｅｓｈｅｌｆｒａｉｌ
侧围骨架中，用于搁置地板的

纵梁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２２ 侧窗框 ｓｉｄｅｗｉｎｄｏｗｆｒａｍｅ 用于安装侧窗的窗框 Ｍ、Ｎ

６．１．２３ 裙立柱 ｓｋｉｒｔｐｉｌｌａｒ
位于车身裙部并直接支承腰梁的

立柱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２４ 门立柱 ｄｏｏｒｐｉｌｌａｒ
侧围骨架中，用于支承顶盖并安

装车门的立柱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２５ 腰梁 ｂｅｌｔｒａｉｌ 侧围骨架中，侧窗下的纵梁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２６ 地板 ｆｌｏｏｒｐａｎｅｌ 车身底部的板件 图４ 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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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图号 适用车型

６．１．２７ 底架 ｂｏｄ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客车车身底部的构架 图５ Ｍ２、Ｍ３

６．１．２８ 行李舱隔板 ｓｈｅｌｆｐａｎｅｌ
行李舱上部，分隔行李舱和客舱

的隔板
图４ Ｍ１

６．１．２９ 门窗框 ｗｉｎｄｏｗｆｒａｍｅ 车门上的窗框 图４ Ｍ、Ｎ

６．１．３０ 门框 ｄｏｏｒｆｒａｍｅ 组成门洞的封闭框架 Ｍ、Ｎ

６．１．３１ 伸缩篷 ｅｄｉｂｌｅｔａｒｐａｕｌｉｎ
铰接客车中能满足主、副车相对

运动的软车身
Ｍ２、Ｍ３

６．１．３２ 中间框架 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ｒａｍｅ

铰接客车，位于铰接部分中间保

持车身外形并调节伸缩篷角位移

的构件

Ｍ２、Ｍ３

６．１．３３ 梭梁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ｂｅａｍ

位于中间框架底部，并受等分机

构约束而使其始终处于转角平分

线上的横梁

Ｍ２、Ｍ３

６．１．３４ 蓬杆 ｔａｒｐａｕｌｉｎｒｏｂ
固定于中间框架两侧，主要承受

伸缩篷重力的“Ⅱ”形构件
Ｍ２、Ｍ３

６．１．３５ 护轮板 ｗｈｅｅｌｇｕａｒｄｓ

位于车轮轮口处，具有阻挡车轮

运转时所产生的溅污和飞石等功

能的零部件

Ｍ、Ｎ

６．１．３６ 玻璃导轨 ｇｌａｓｓｒｕｎｒａｉｌ
供玻璃移动的槽型轨道，用于固

定玻璃导槽
图４ Ｍ、Ｎ

６．１．３７ 滑移门导轨 ｓｌｉｄｉｎｇｄｏｏｒｒａｉｌ
供滑门系统按照轨迹开启关闭的

轨道
Ｍ、Ｎ

６．２　开闭件

开闭件术语见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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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开闭件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图号 适用车型

６．２．１ 开闭件 ｃｌｏｓｕｒｅ
车身上可启闭的各种门盖的结

构件
Ｍ、Ｎ

６．２．２ 限位器 ｃｈｅｃｋｌｉｎｋ 限制开启部件开度的机构 图６ Ｍ、Ｎ

６．２．３ 车门 ｄｏｏｒ
能开闭，供乘员进出、货物装卸

的门
Ｍ、Ｎ

６．２．４ 驾驶员门 ｄｒｉｖｅｒｄｏｏｒ 供驾驶员上、下车的门 Ｍ、Ｎ

６．２．５ 乘客门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ｄｏｏｒ 供乘客上、下车的门 Ｍ、Ｎ

６．２．６ 背门 ｂａｃｋｄｏｏｒ 位于车身后背部的门 Ｍ、Ｎ

６．２．７ 车门玻璃 ｄｏｏｒｇｌａｓｓ 装在车门上的玻璃 图７ Ｍ、Ｎ

６．２．８ 玻璃导槽 ｇｌａｓｓｒｕｎｃｈａｎｎｅｌ
供玻璃移动的槽型轨道并起密封

作用的非金属件
图７ Ｍ、Ｎ

６．２．９ 车门挡水膜 ｄｏｏｒｗａｔｅｒｓｈｉｅｌｄ
位于车门板与内饰之间，起挡水

作用的薄膜
图６ Ｍ、Ｎ

６．２．１０ 内开手柄 ｄｏｏｒｉｎｓｉｄｅｈａｎｄｌｅ 从车的内部开启门盖的手柄 图６ Ｍ、Ｎ

６．２．１１ 外开手柄 ｄｏｏｒｏｕｔｓｉｄｅｈａｎｄｌｅ 从车的外部开启门盖的手柄 图７ Ｍ、Ｎ

６．２．１２ 内锁止钮 ｄｏｏｒｉｎｓｉｄｅｌｏｃｋｋｎｏｂ 车门内侧锁止按钮 图６ Ｍ、Ｎ

６．２．１３ 发动机罩 ｈｏｏｄ 发动机舱的罩 Ｍ、Ｎ

６．２．１４ 加油口盖 ｆｕｅｌｆｉｌｌｅｒｌｉｄ 遮蔽加油口，可开启关闭的机构 Ｍ、Ｎ

６．２．１５ 行李箱盖 ｔｒｕｎｋｌｉｄ；ｄｅｃｋｌｉｄ 行李箱的盖板 Ｍ１

６．２．１６ 工具箱盖 ｔｏｏｌｂｏｘｌｉｄ 车身上放置随车工具箱体的盖子 Ｎ

６．２．１７ 行李舱门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ｄｏｏｒ 行李舱的门 Ｍ２、Ｍ３

６．２．１８ 应急门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ｄｏｏｒ
仅在异常、紧急情况下作为乘客

出口的车门
Ｍ２、Ｍ３

６．２．１９
动 力 控 制 乘

客门

ｐｏｗ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ｏｏｒ
用人力以外的能量驱动的乘客门 Ｍ２、Ｍ３

６．２．２０
自 动 控 制 乘

客门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ｏｏｒ

驾驶员启动操纵件（非应急控制

器）后，由乘客控制开启并再自动

关闭的动力控制乘客门

Ｍ２、Ｍ３

６．２．２１ 汽车罩盖锁 ｈｏｏｄｌａｔｃｈ 锁止机罩系统的零件 Ｍ、Ｎ

６．２．２２ 行李箱盖铰链
ｔｒｕｎｋｌｉｄｈｉｎｇｅ；

ｄｅｃｋｌｉｄｈｉｎｇｅ

对行李箱盖开闭起支撑固定作用

的机构
Ｍ１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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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图号 适用车型

６．２．２３ 背门铰链 ｔａｉｌｇａｔｅｈｉｎｇｅ
对行背门开闭起支撑固定作用的

机构
Ｍ

６．２．２４ 门锁 ｄｏｏｒｌａｔｃｈ 锁止车门的机构 Ｍ、Ｎ

６．２．２５ 锁扣 ｓｔｒｉｋｅｒ
与锁体啮合，以保持车门处于半

锁紧或全锁紧位置的部件
Ｍ、Ｎ

６．２．２６ 自吸门锁 ｃｉｎｃｈｉｎｇｌａｔｃｈ

车门没有完全关闭，门锁处于半

锁状态时，能自动吸合到全锁紧

位置的门锁

Ｍ、Ｎ

６．２．２７ 智能门锁 ｓｍａｒｔｌａｔｃｈ
可以自动解开的侧门锁或带模块

控制的门锁
Ｍ、Ｎ

６．２．２８ 电动开启门锁 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ｌａｔｃｈ 可以电动解锁的门锁 Ｍ、Ｎ

６．２．２９ 电动背门 ｐｏｗｅｒｔａｉｌｇ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可电动开关的背门系统 Ｍ

６．２．３０ 智能背门 ｓｍａｒｔｔａｉｌｇ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可智能开启和关闭的背门系统 Ｍ

６．２．３１ 电动铰链 ｐｏｗｅｒｈｉｎｇｅ

与车门和车身相联接，能够绕同

一轴线回转且相互结合部件能够

电动驱动车门旋转的机构总称

Ｍ、Ｎ

６．２．３２ 玻璃升降器 ｗｉｎｄｏ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操纵车门玻璃升降，并能按要求

停留在任意位置的装置
图７ Ｍ、Ｎ

６．２．３３ 电撑杆 ｓｐｉｎｄｌｅ
用于举升或下降电动开启件的电

动驱动机构
Ｍ、Ｎ

６．２．３４ 防夹条 ａｎｔｉｐｉｎｃｈｓｔｒｉｐ

通过内置于橡胶的导体受压产生

变形接触而停止自动门的关闭运

动，以使人、物避免受到自动门夹

伤的零件

Ｍ

６．２．３５ 车门防撞梁 ｄｏｏｒｉｍｐａｃｔｂｅａｍ
车门内用于减轻侧向撞击造成破

坏的加强梁
图７ Ｍ、Ｎ

６．２．３６ 门泵 ｄｏｏｒｐｕｍｐ

以车辆自身的压缩空气或电为动

力源，用于启闭客车乘客门的一

种控制执行装置

Ｍ２、Ｍ３

６．２．３７ 充电口盖 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ｐｏｒｔｌｉｄ 遮蔽充电口，可开启关闭的机构 Ｍ、Ｎ

６．２．３８ 盲窗 ｂｌｉｎｄｗｉｎｄｏｗ
封闭侧面或者后面的窗框部位的

部件
Ｎ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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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外部装饰件

外部装饰件术语见表１２。

表１２　外部装饰件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６．３．１ 保险杠 ｂｕｍｐｅｒ

由位于车辆前后端的部件构成

的，具有装饰、吸收和缓解外部冲

击、通风等功能的系统

Ｍ、Ｎ

６．３．２ 散热器格栅 ｒａｄｉａｔｏｒｇｒｉｌｌ
车身前部供散热器通风并起装饰

作用的构件
Ｍ、Ｎ

６．３．３ 保险杠蒙皮 ｂｕｍｐｅｒｆａｓｃｉａｌ
保险杠系统外部与机罩、翼子板

等构成车身外表面的零件
Ｍ、Ｎ

６．３．４
保 险 杠 吸 能

装置

ｂｕｍｐｅｒｅｎｅｒｇｙ

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位于保险杠上吸收冲撞能量的

部件
Ｍ、Ｎ

６．３．５ 号牌架 ｌｉｃｅｎｓｅｐｌａｔｅｈｏｌｄｅｒ 用于安装牌照的支架 Ｍ、Ｎ

６．３．６ 踏步 ｓｔｅｐ 供乘员上下车踩踏装置 Ｍ、Ｎ

６．３．７ 翼子板 ｆｅｎｄｅｒ
位于车身两侧，遮盖车轮的车身

外板
Ｍ、Ｎ

６．３．８ 挡泥板 ｍｕｄｇｕａｒｄ

用于收集运动中轮胎带起的水分

并将其导向地面的一种刚性或半

刚性部件

Ｍ、Ｎ

６．３．９
动 力 总 成 下

护板
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ｉｎｓｈｉｅｌｄ

安装覆盖于车辆动力总成底部，

一般用于保护动力总成部件或优

化车辆底部流场

Ｍ、Ｎ

６．３．１０ 地板护板 ｕｎｄｅｒｃｏｖｅｒ
防止石子等杂物损伤车身底部零

件的防护挡板
Ｍ、Ｎ

６．３．１１ 车顶装饰条 ｒｏｏｆ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遮挡顶盖与侧围之间的流水槽的

装饰件
Ｍ１

６．３．１２
风 窗 流 水 槽

盖板
ｃｏｗｌｐａｎｅｌ

前风窗玻璃与发动机罩之间的流

水槽上的装饰件
Ｍ、Ｎ

６．３．１３ 裙边装饰件 ｒｏｃｋｅｒ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车身裙边的装饰部件 Ｍ１

６．３．１４ 轮眉装饰件 ｗｈｅｅｌｈｏｕｓｅ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轮口部位的装饰件 Ｍ、Ｎ

６．３．１５ 行李架 ｒｏｏｆｒａｃｋ
安装在车顶上，用于装载物品的

支架
Ｍ、Ｎ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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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内部装饰件

内部装饰件术语见表１３。

表１３　内部装饰件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６．４．１ 立柱饰板 ｐｉｌｌａｒｔｒｉｍ
客舱内用于遮蔽钣金、线束等零

件的装饰件
Ｍ、Ｎ

６．４．２ Ａ柱饰板 Ａｐｉｌｌａｒｔｒｉｍ
客舱内用于遮蔽Ａ柱钣金、线束

等零件的装饰件
Ｍ、Ｎ

６．４．３ Ｂ柱饰板 Ｂｐｉｌｌａｒｔｒｉｍ
客舱内用于遮蔽Ｂ柱钣金、线束

等零件的装饰件
Ｍ、Ｎ

６．４．４ Ｃ柱饰板 Ｃｐｉｌｌａｒｔｒｉｍ
客舱内用于遮蔽Ｃ柱钣金、线束

等零件的装饰件
Ｍ、Ｎ

６．４．５ Ｄ柱饰板 Ｄｐｉｌｌａｒｔｒｉｍ
客舱内用于遮蔽Ｄ柱钣金、线束

等零件的装饰件
Ｍ、Ｎ

６．４．６ 仪表板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ｐａｎｅｌ
位于客舱前方，供安装指示器和

操纵件的部件
Ｍ、Ｎ

６．４．７ 副仪表板 ｆｌｏｏｒｃｏｎｓｏｌｅ
位于驾驶员旁边，用于安装辅助

指示器和操纵件的部件
Ｍ、Ｎ

６．４．８ 顶盖内饰板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ｒ
位于客舱顶部，具有装饰作用的

部件
Ｍ、Ｎ

６．４．９ 侧围内饰板 ｓｉｄｅｔｒｉｍ
位于车身侧围钣金内，起装饰、隔

音、吸音、隔热作用的装饰件
Ｍ、Ｎ

６．４．１０ 后围内饰板 ｂａｃｋｔｒｉｍ
位于车身后围钣金内，起装饰、隔

音、吸音、隔热作用的装饰件
Ｎ

６．４．１１ 门槛护板 ｓｉｌｌｐａｎｅｌ
用于遮蔽门槛钣金、线束等零件

的装饰件
Ｍ、Ｎ

６．４．１２ 眼镜盒 ｇｌａｓｓｂｏｘ 供乘员放置眼镜的部件 Ｍ、Ｎ

６．４．１３ 地毯 ｃａｒｐｅｔ
覆盖在地板表面，起装饰和隔热

作用的零部件
Ｍ、Ｎ

６．４．１４ 手套箱
ｇｌｏｖｅｂｏｘ；

ｇｌｏ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仪表板上存放小物件的箱体 Ｍ、Ｎ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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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６．４．１５ 车门内饰板 ｄｏｏｒｔｒｉｍ 车门内侧的装饰性部件 Ｍ、Ｎ

６．４．１６ 文件袋 ｐｏｃｋｅｔ 车身内用于装文件的空间 Ｍ、Ｎ

６．４．１７ 转向柱护罩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ｖｅｒ 用于遮挡和装饰转向柱的护板 Ｍ、Ｎ

６．４．１８ 遮物帘 ｃａｒｇｏｓｈｉｅｌｄ
置于行李箱，用于阻隔和遮挡行

李物品的软帘
Ｍ

６．４．１９ 行李箱侧护板 ｔｒｕｎｋｓｉｄｅｔｒｉｍ 行李箱内部两侧装饰部件 Ｍ、Ｎ

６．４．２０ 行李箱垫 ｔｒｕｎｋｃａｒｐｅｔ
行李箱地板上用于放置物品的装

饰件
Ｍ

６．４．２１ 歇脚板 ｆｏｏｔｒｅｓｔ 用于乘员脚部休息用的搁板 Ｍ、Ｎ

６．４．２２ 杯托 ｃｕｐｈｏｌｄｅｒ 用于放置水瓶或水杯的部件 Ｍ、Ｎ

６．４．２３ 内行李架 ｉｎｎｅｒｌｕｇｇａｇｅｒａｃｋ 车内用于放置行李的部件 Ｍ２、Ｍ３、Ｎ

６．４．２４ 车顶出风格栅 ｒｏｏｆａｉｒｏｕｔｌｅｔ 用于车顶空调出风调节的部件 Ｍ２、Ｍ３

６．５　车身装备件

车身装备件术语见表１４。

表１４　车身装备件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６．５．１ 暖风装置 ｈｅａｔｅｒ
用于车厢内采暖及风窗玻璃除霜

和除雾的热交换装置
Ｍ、Ｎ

６．５．２ 制冷装置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由压缩机、冷凝器、贮液干燥器、

节流原件、蒸发器、制冷剂管路和

风机等构成，将车室内的热量传

递给室外环境的装置

Ｍ、Ｎ

６．５．３
车室空气导通

装置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客舱内更换空气的装置 Ｍ、Ｎ

６．５．４ 除霜除雾装置 ｄｅｆｒｏｓｔ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用来融化风窗玻璃内，外表面上

的冰霜、水蒸气凝结物等，使其恢

复视野的装置。

Ｍ、Ｎ

６．５．５
手 动 控 制 式

空调

ｍａｎｕ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通过人工选择和操纵来控制车室

内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的空调

装置

Ｍ、Ｎ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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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６．５．６
半自动控制式

空调

ｓｅｍｉ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通过人工选择和风门、电机及真

空阀等运动部件的控制来调整车

室内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的空调

装置

Ｍ、Ｎ

６．５．７
全自动控制式

空调

ｆｕｌ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完全通过电控和传感等原件进行

控制，自动调节车室内的温度的

空调装置

Ｍ、Ｎ

６．５．８ 驻车空调 ｐａｒｋｉｎｇ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可在车辆停止、发动机不运转时

工作的汽车空调系统
Ｍ、Ｎ

６．５．９ 压缩机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吸入低压制冷剂气体，将其压缩

为高压气体并排出的装置
Ｍ、Ｎ

６．５．１０ 顶部杂物箱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ｂｏｘ

位于乘员头部上方可放置物品和

安装放物盒、室内灯、行车记录

仪、节点控制器及遮阳板等功能

件的装置

Ｎ

６．５．１１ 防飞溅装置
ｓｐｒａ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ｅ

ｖｉｃｅ

防飞溅系统的一部分，包括空气／

水分离型装置和能量吸收型装置
Ｎ

６．５．１２ 辅助上车装置 ｂｏａｒｄ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便于轮椅使用者上车的装置，如

举升装置、导板等
Ｍ２、Ｍ３

６．５．１３ 卧铺 ｓｌｅｅｐｅｒ 供乘员躺卧休息的装置 Ｍ、Ｎ

６．６　车身附件

车身附件术语见表１５。

表１５　车身附件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６．６．１ 拖钩 ｈｏｏｋ
用于牵引其他车辆或自身需要被

牵引时的结构
Ｍ、Ｎ

６．６．２ 空腔发泡件 ｂａｆｆｌｅ
位于封闭空腔内，用于隔断声音

及灰尘的部件
Ｍ、Ｎ

２２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表１５（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６．６．３ 补强胶片 ｓｔｉｆｆｅｎｅｒ

由背衬和片状胶粘剂复合而成，

经加热固化后能牢固的粘贴在汽

车车身或部件的外板内侧上，对

外板起增强作用的胶片

Ｍ、Ｎ

６．６．４ 拖钩堵盖 ｔｏｗｉｎｇｅｙｅ 用于遮盖拖车钩安装口的罩盖 Ｍ１

６．６．５ 雨刮 ｗｉｐｅｒ
清除玻璃外表面的雨水、雪及灰

尘等的装置
Ｍ、Ｎ

６．６．６ 洗涤器 ｗａｓｈｅｒ 喷洗涤液的装置 Ｍ、Ｎ

６．６．７ 化妆镜 ｖａｎｉｔｙｍｉｒｒｏｒ 客舱内供乘员化妆用的镜子 Ｍ、Ｎ

６．６．８ 烟灰盒 ａｓｈｔｒａｙ 客舱内盛放烟灰的盒子 Ｍ、Ｎ

６．６．９ 衣帽钩 ｃｏａｔｈｏｏｋ 客舱内供乘员挂衣帽的部件 Ｍ、Ｎ

６．６．１０ 天窗 ｓｕｎｒｏｏｆ
位于车顶上，用于采光或通风的

装置
Ｍ、Ｎ

６．６．１１ 全景天窗 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ｒｏｏｆ 覆盖整个顶盖的天窗机构 Ｍ、Ｎ

６．６．１２ 天窗遮阳板 ｓｕｎｒｏｏｆｓｈａｄｅ
在天窗内部提供遮挡日照作用的

板件
Ｍ、Ｎ

６．６．１３ 天窗遮阳帘 ｓｕｎｒｏｏｆｂｌｉｎｄｅｒ
在天窗内部提供遮挡日照作用的

帘布
Ｍ、Ｎ

６．６．１４ 风窗玻璃 ｗｉｎｄｓｈｉｅｌｄｇｌａｓｓ
用于挡风以及可提供驾驶员清晰

视野的安全玻璃
Ｍ、Ｎ

６．６．１５ 车身悬置 ｂｏｄｙｍｏｕｎｔｉｎｇ
连接车身和车架间的柔性连接

装置
Ｍ、Ｎ

６．６．１６ 侧窗 ｓｉｄｅｗｉｎｄｏｗ
车身侧面供乘员采光或通风的

窗户
Ｍ、Ｎ

６．６．１７ 后侧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ｗｉｎｄｏｗ
车身侧面后部供乘员采光或通风

的窗户
Ｍ、Ｎ

６．６．１８ 角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ｇｌａｓｓ 位于车门或车身上的角型窗户 Ｍ、Ｎ

６．６．１９ 蝶窗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ｗｉｎｄｏｗ

不能完全开启，只能一侧具有起

翘功能，利用负压通风作用的

窗户

Ｍ、Ｎ

３２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表１５（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６．６．２０ 推拉窗 ｓｌｉｄ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 在导轨内滑动的窗户 Ｍ、Ｎ

６．６．２１ 外推窗 ｐｕｓｈｏｕｔｗｉｎｄｏｗ 向车外开启的车窗 Ｍ２、Ｍ３、Ｎ

６．６．２２ 车门内把手 ａｒｍｒｅｓｔｄｏｏｒ
安装在车门内侧，开关车门的

把手
Ｍ、Ｎ

６．６．２３ 风窗清洗扶手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ｗｉｎｄｓｈｉｅｌｄｈａｎｄｇｒａｂ

安装在平头驾驶室前风窗上方或

下方，供人员在清洗前风窗或顶

扰流板时握持的扶手

Ｎ

６．６．２４
前 面 罩 开 启

手柄
ｐｕｌｌｏｐｅｎｈａｎｄｌｅ

前面罩下端的手动开关，用于开

启前面罩
Ｍ３、Ｎ

６．６．２５ 前面罩 ｆｒｏｎｔｆａｃｅｓｈｉｅｌｄ 前围外护面可打开部件 Ｍ３、Ｎ

６．６．２６ 遮阳板 ｓｕｎｖｉｓｏｒ

为遮挡射入驾驶员眼睛的眩目光

而设置的板状部件、安装部件的

总称

Ｍ、Ｎ

６．６．２７ 工具包 ｔｏｏｌｋｉｔ 用于放置随车工具的包 Ｍ、Ｎ

６．６．２８ 出风口 ａｉｒｏｕｔｌｅｔ 用于调节风量和风向的装置 Ｍ、Ｎ

６．６．２９ 车载冷暖箱
ｔｈｅｒ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ｏｌｉｎｇ／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ｏｘ
实现对物品加热或制冷的装置 Ｍ、Ｎ

６．７　车身辅料

车身辅料术语见表１６。

表１６　车身辅料术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６．７．１ 点焊胶 ｗｅｌ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ｅａｌｅｒ
用于两个焊接搭接面之间的可焊接密

封胶
Ｍ、Ｎ

６．７．２ 密封胶 ｐａｉｎｔｓｈｏｐｓｅａｌａｎｔ 用于封堵车身孔洞或缝隙的粘接剂 Ｍ、Ｎ

６．７．３ 折边胶 ｈｅｍ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用于折边工艺的内外板之间，防止内外

板发生错动的粘接剂
Ｍ、Ｎ

６．７．４ 减震胶 ａｎｔｉｆｌｕｔｔｅｒ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涂布于有设计间隙的两个零件之间，经

烘烤后可膨胀的粘结剂，用于减少汽车

行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振动和噪音

Ｍ、Ｎ

４２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表１６（续）

条目编号 术语 英文对应词 定义 适用车型

６．７．５ 抗石击材料 ａｎｔｉｓｔｏｎｅｃｈｉｐｓｅａｌｅｒ
喷涂于车身下部，用于抵抗石子、砂砾等

打击的防护材料
Ｍ、Ｎ

６．７．６ 结构胶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能够承受一定载荷的粘接剂 Ｍ、Ｎ

６．７．７ 玻璃胶 ｇｌａｓｓ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用于玻璃与其他基材之间连接的粘接剂 Ｍ、Ｎ

图１　车身功能界面示意图

５２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图２　白车身示意图

图３　车身骨架示意图

６２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图４　后围板、后侧围外板等车身结构件示意图

７２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图５　前围骨架、前围搁梁等车身结构件示意图

图６　内开手柄、内锁止钮等车身开闭件示意图

８２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图７　玻璃升降器、外开手柄等车身开闭件示意图

９２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索　　引

汉语拼音索引

　　

Ａ

Ａ面 ４．５．１３………………………………………

Ａ柱 ５．１……………………………………………

Ａ柱饰板 ６．４．２……………………………………

安全带固定点 ４．３．５………………………………

Ｂ

Ｂ柱 ５．２……………………………………………

Ｂ柱饰板 ６．４．３……………………………………

白车身 ４．４．１………………………………………

板制件 ５．８…………………………………………

半承载式车身 ４．１．３………………………………

半高顶驾驶室 ４．１．２０……………………………

半自动控制式空调 ６．５．６…………………………

包边 ４．８．１０………………………………………

保险杠 ６．３．１………………………………………

保险杠蒙皮 ６．３．３…………………………………

保险杠吸能装置 ６．３．４……………………………

杯托 ６．４．２２………………………………………

背门 ６．２．６…………………………………………

背门铰链 ６．２．２３…………………………………

比例模型 ４．５．７……………………………………

边梁 ５．２２…………………………………………

标准样板 ４．６．２１…………………………………

玻璃导槽 ６．２．８……………………………………

玻璃导轨 ６．１．３６…………………………………

玻璃胶 ６．７．７………………………………………

玻璃升降器 ６．２．３２………………………………

补强胶片 ６．６．３……………………………………

Ｃ

ＣＡＳ面 ４．５．１２……………………………………

Ｃ柱 ５．３……………………………………………

Ｃ柱饰板 ６．４．４……………………………………

侧窗 ６．６．１６………………………………………

侧窗框 ６．１．２２……………………………………

侧窗立柱 ６．１．１９…………………………………

侧围骨架 ６．１．１７…………………………………

侧围立柱 ６．１．１８…………………………………

侧围内饰板 ６．４．９…………………………………

侧围裙边梁 ６．１．２０………………………………

侧围外板 ６．１．１６…………………………………

侧围系统 ４．４．６……………………………………

侧围腰梁 ６．１．２１…………………………………

长头驾驶室 ４．１．１２………………………………

车顶出风格栅 ６．４．２４……………………………

车顶系统 ４．４．８……………………………………

车顶装饰条 ６．３．１１………………………………

车门 ６．２．３…………………………………………

车门玻璃 ６．２．７……………………………………

车门挡水膜 ６．２．９…………………………………

车门防撞梁 ６．２．３５………………………………

车门内把手 ６．６．２２………………………………

车门内饰板 ６．４．１５………………………………

车门系统 ４．４．９……………………………………

车身 ４．１．１…………………………………………

车身侧部 ４．２．１１…………………………………

车身底部 ４．２．１０…………………………………

车身顶部 ４．２．１２…………………………………

车身骨架 ４．４．３……………………………………

车身后部 ４．２．９……………………………………

车身结构件 ５．７……………………………………

车身密封系统 ４．４．１２……………………………

车身前部 ４．２．８……………………………………

车身裙部 ４．２．１３…………………………………

车身色 ４．６．３………………………………………

车身悬置 ６．６．１５…………………………………

车身悬置点 ４．３．７…………………………………

车身硬点 ４．３．１０…………………………………

车身支点 ４．３．４……………………………………

车室空气导通装置 ６．５．３…………………………

车载冷暖箱 ６．６．２９………………………………

衬板 ５．１１…………………………………………

衬垫 ５．３０…………………………………………

０３

犌犅／犜４７８０—２０２０



撑杆 ５．１７…………………………………………

承载式车身 ４．１．２…………………………………

乘客门 ６．２．５………………………………………

乘客区 ４．２．２………………………………………

乘坐空间 ４．２．１６…………………………………

充电口盖 ６．２．３７…………………………………

出风口 ６．６．２８……………………………………

除霜除雾装置 ６．５．４………………………………

Ｄ

Ｄ柱 ５．４……………………………………………

Ｄ柱饰板 ６．４．５……………………………………

带卧铺驾驶室 ４．１．１７……………………………

单排座驾驶室 ４．１．１４……………………………

挡板 ５．１０…………………………………………

挡泥板 ６．３．８………………………………………

导流板 ５．４６………………………………………

底架 ６．１．２７………………………………………

地板 ６．１．２６………………………………………

地板护板 ６．３．１０…………………………………

地板系统 ４．４．４……………………………………

地毯 ６．４．１３………………………………………

点焊胶 ６．７．１………………………………………

电撑杆 ６．２．３３……………………………………

电动背门 ６．２．２９…………………………………

电动铰链 ６．２．３１…………………………………

电动开启门锁 ６．２．２８……………………………

电阻点焊 ４．８．１……………………………………

蝶窗 ６．６．１９………………………………………

顶部杂物箱 ６．５．１０………………………………

顶盖边梁 ６．１．１３…………………………………

顶盖骨架 ６．１．１５…………………………………

顶盖横梁 ６．１．１４…………………………………

顶盖内饰板 ６．４．８…………………………………

顶盖外板 ６．１．１２…………………………………

动力控制乘客门 ６．２．１９…………………………

动力总成舱 ４．２．４…………………………………

动力总成下护板 ６．３．９……………………………

Ｆ

发动机罩 ６．２．１３…………………………………

发泡件 ５．４４………………………………………

翻转式驾驶室 ４．１．１３……………………………

方案草图 ４．５．３……………………………………

防飞溅装置 ６．５．１１………………………………

防夹条 ６．２．３４……………………………………

仿真模型 ４．５．１０…………………………………

非承载式车身 ４．１．４………………………………

分缝线 ４．５．１６……………………………………

分隔舱 ４．２．５………………………………………

风窗玻璃 ６．６．１４…………………………………

风窗开口 ４．３．３……………………………………

风窗流水槽盖板 ６．３．１２…………………………

风窗清洗扶手 ６．６．２３……………………………

封闭车身 ４．１．８……………………………………

缝线 ５．４０…………………………………………

辅面料 ４．６．１８……………………………………

辅助上车装置 ６．５．１２……………………………

辅助纹理 ４．６．８……………………………………

复合材料车身 ４．１．２６……………………………

副仪表板 ６．４．７……………………………………

赋材质 ４．７．１………………………………………

腹部空间 ４．２．２０…………………………………

覆盖件 ５．６…………………………………………

Ｇ

盖 ５．３２……………………………………………

感知质量 ４．７．９……………………………………

钢铝混合车身 ４．１．２３……………………………

钢制车身 ４．１．２２…………………………………

高顶驾驶室 ４．１．１９………………………………

格栅 ５．３９…………………………………………

隔音板 ５．４２………………………………………

隔音垫 ５．４１………………………………………

工具包 ６．６．２７……………………………………

工具箱盖 ６．２．１６…………………………………

固定件 ５．２４………………………………………

光泽度 ４．６．１５……………………………………

Ｈ

号牌架 ６．３．５………………………………………

横梁 ５．２０…………………………………………

后侧窗 ６．６．１７……………………………………

后侧围外板 ６．１．１１………………………………

后围板 ６．１．７………………………………………

后围搁梁 ６．１．９……………………………………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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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围骨架 ６．１．８……………………………………

后围内饰板 ６．４．１０………………………………

后围裙边梁 ６．１．１０………………………………

后围系统 ４．４．７……………………………………

护板 ５．９……………………………………………

护栏 ５．２９…………………………………………

护轮板 ６．１．３５……………………………………

滑移门导轨 ６．１．３７………………………………

化妆镜 ６．６．７………………………………………

混合材料车身 ４．１．２５……………………………

货舱 ４．２．７…………………………………………

Ｊ

激光钎焊 ４．８．４……………………………………

激光熔焊 ４．８．３……………………………………

加强板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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