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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营运客车用于经营性旅客运输，其载客量大，运行时间长。近年来，在成都、无锡、厦

门等地发生了多起公共汽车及公路营运客车的火灾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其中，2009 年 6 月 5 日成都 9路公交车火灾事故和 2013 年 6 月 7 日厦门 BRT 快速公交车火

灾事故，更是引起了人们对客车火灾事故的高度重视。营运客车内饰材料种类多、面积广，

一旦发生火灾，会产生大量浓烟、黑色吸附物、有毒气体，导致驾乘人员产生头晕、视野不

清、缺氧等现象，不利于驾乘人员快速有效地逃生。目前，国内营运客车内饰材料的标准仅

参照国家强制性标准 GB 8410-2006 来考核内饰材料的水平燃烧，GB 7258-2012 提高了客车

内饰材料的燃烧速度的限值（≤70mm/min），其中对隔音、隔热材料达到 A级要求。

2016年 6月 27日衡阳开住广东的旅游大巴车在宜凤高速长村东溪大桥附近碰撞隔离带

和护栏后起火，造成 35 人遇难。现有客车内饰材料的试验项目和试验限值，远不满足驾乘

人员应对火灾时逃生的反应。

本项目通过收集和积累大量的试验数据，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参与国标《客车内饰材

料的燃烧特性》的会议讨论，结合国内主要客车主机厂的实际情况，在原有的标准基础上，

提高限值，增加试验项目。以达到提高产品质量，提升营运客车的防火安全等级。

1.2 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负责单位：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客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3 工作过程

2015年 4月，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应项目组的委托，对国内外标准进行搜集、整理、
研究。

2015年 9月，在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召开了首次会议，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参与单
位包含国家检测机构、主机厂、零部件供应商等各个方面的专家，大家对标准起草提出了自

已的意见。会上达成通一意见，满足正在制定的《客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讨论稿），在

此基础上增加部分试验项目。就会上提出的意见，我公司增加 JT/T 325-2013、ECE R118标
准内容及对客车内饰材料进行了分类，形成了《营运客车内饰材料阻燃性能评价方法》的初

稿。

2016年 1月 21日参加《客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会议，会上提出标准中没有针对材
料安装在车内具体部位细分试验项目（例如：地板覆盖物应进行水平燃烧试验，立柱、窗帘

进行垂直燃烧试验）。水平燃烧的限值应小于等于 50mm/min，隔音、隔热材料应为 A级要
求。氧指数试验方法应采用简捷方法等意见。均被起草单位接受。

2016年 5月，收集近 2年的水平燃烧、氧指数、烟密度和垂直燃烧试验数据。
2016年 8月 10日在北京召开了起草小组第二次标准研讨会，在讨论稿的基础上重新增

加了试验项目和明确了部分试验项目的限值。



2016年 8月 18日标准经过不断细化和修改，最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 标准编制原则及思路和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及思路

（1）标准编制按照 GB/T 1.1-2009、GB/T 1.2-2002及 GB/T 20000系列标准的规定完成；
（2）标准技术内容试验项目明确，试验限值以大量数据为依托，力求做到可操作性强，

代表行业先进水平。

（3）听取各主机厂、零部件厂的意见。
（4）以在火灾事故中，对营运客车内部形成防火墙隔绝火焰蔓延为目的来制订本标准。

2.2 标准主要依据

本标准制定采用了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

燃烧性能分级》、GB 32086 《特定种类汽车内饰材料垂直燃烧特性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2406.2 《塑料 用氧指数法测定燃烧行为 第 2部分：室温试验（ISO 4589-2：1996，

T）》、GB/T 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GB/T 5454 《纺织品 燃烧性能

试验 氧指数法（neq ISO 4589：1984）》、GB/T 8333 《硬质泡沫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垂

直燃烧法》、GB/T 8626 《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GB/T 8627 《建筑材料燃烧或分解的

烟密度试验方法》、GB/T 8924 《纤维增强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氧指数法》、GB/T 10707

《橡胶燃烧性能的测定》、GB/T 11785 《铺地材料的燃烧性能测定 辐射热源法》、GB/T 20284

《建筑材料或制品的单体燃烧试验》、GB/T 20285 《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JT/T 325 《营

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

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3.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营运客车内饰材料燃烧特性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适用于营运客车内

饰材料燃烧特性的评价。

3.2适用范围

标准适用于营运客车内饰材料。包括内饰板材（顶盖内饰板、侧围板、后围板、行李架、

风道、卫生间总成、地板基材）、铺地材料（地板覆盖物、行李舱覆盖物）、弹性软垫材料（座

垫、座椅靠背、头枕用弹性软垫）、纺织材料（座椅面料、窗帘、遮阳帘及其他装饰性织物）、

皮革材料（装饰或包覆用皮革(不含真皮)）、座椅用塑料材料（车内塑料座椅及座椅塑料背

板）、保温、隔热、降噪、减振材料、连接材料及其他内饰非金属材料。



3.3 分类

引用国标《客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中的分类进行了修改，将营运客车内饰材料分为

九类。

表 1 内饰材料分类

类别号 应用材料 包含零件及使用部位

1 内饰板材 顶盖内饰板、侧围板、后围板、行李架、风道、卫生间总成

2 铺地材料 地板覆盖物、行李舱覆盖物、地板基材

3 弹性软垫材料 座垫、座椅靠背、头枕用弹性软垫

4 纺织材料 座椅面料、窗帘、遮阳帘及其他装饰性织物

5 皮革材料 装饰或包覆用皮革(不含真皮)

6 座椅用塑料材料 车内塑料座椅及座椅塑料背板

7
保温、隔热、降噪、减

振材料
发动机舱、动力电池舱和车体用保温、隔热、降噪、减振等零件

8 连接材料 铰接车的伸缩篷

9 其他内饰材料
仪表台及其组件、门护板、护栏、档板、扶手、窗立柱、上下窗框、

装饰用灯罩、安全带、密封条和车内其他内饰件

3.4 试验项目及性能要求

试验项目：根据营运客车内饰材料的燃烧情况规定了水平燃烧、垂直燃烧、氧指数、烟

密度等级这四个常规试验项目。针对铺地材料、保温、隔热、降噪、减振材料还增加了燃烧

性能等级、产烟特性等级、烟气毒性等级这三个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本标准在参考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和 GB 24407-2012《专

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等有关标准的基础上，对国内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送检试验样品及试

验数据进行分析，对九类营运客车内饰材料技术指标分别进行规定。

3.5 试验方法及试验条件说明

该标准中的试验方法主要依据国标，具体采用情况见标准正文。其中表 2引用国标《客

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的试验项目，增加了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中燃烧性能等级、产烟特性等级、烟气毒性等级这三个试验项目，根据试验情况略为变动了

水平燃烧和氧指数的限值。

表2 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序号 应用材料

技术要求

水平燃烧

（mm/min）
垂直燃烧

氧指数

（%）

烟密度

等级

燃烧性

能等级

产烟特

性等级

烟气毒性

等级



1 内饰板材 不低于B ≤100 mm/min ≥25 ― ― ― ―

2 铺地材料 A-0 ― ≥30 ≤75 B1-B s1 t0

3 弹性软垫材料 A-0
平均燃烧时间≤30 s

平均燃烧高度≤250 mm
≥22 ― ― ― ―

4 纺织材料

窗帘、遮阳帘

等悬挂材料
A-0 0 mm/min ≥30 ≤75 ― ― ―

其他 不低于B ≤100 mm/min ≥28 ≤75 ― ― ―

5 皮革材料
座椅用 ≤D-50

≤100 mm/min
≥28 ≤75 ― ― ―

其他 不低于B ≥25 ≤75 ― ― ―

6 座椅用塑料材料 不低于 B ≤100 mm/min ≥26 ― ― ― ―

7
保温、隔热、降噪、减振

材料
A-0 ≤100 mm/min ≥28 ≤75 ― s1 t0

8 连接材料 不低于 B ≤100 mm/min ≥26 ≤75 ― ― ―

9 其他内饰材料 ≤D-50 ― ≥24 ― ― ― ―

注1：“―”该零件不进行此项试验。

注2：铺地材料中地板覆盖物需进行燃烧性能等级、产烟特性等级、烟气毒性等级试验。

注3：营运客车侧围和后围中保温、隔热、降噪、减振材料需进行产烟特性等级、烟气毒性等级试验。

注4：燃烧性能等级、产烟特性等级、烟气毒性等级试验项目分别采用GB 8624中表3、表B.1、表B.3的分级判据。

4 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在标准的制订过程中，标准起草小组对国内多家客车生产厂及零部件厂的产品进行了试

验分析工作，从中发现标准要求限值过低，现有内饰材料的阻燃性远低于标准要求限值。发

现在燃烧过程，部分材料的燃烧会产生大量浓烟和黑色吸附物，对驾乘人员逃生影响较大。

同时，了解到阻燃剂添加的份量对材料的燃烧速度、氧指数和烟密度都有较大影响。为了提

高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促进营运客车内饰材料生产企业水平的提高。目前，已有部分零部

件厂开发较高的内饰产品，此项标准的实施无技术壁垒。

5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6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近年来，由营运客车引起的火灾事故频繁发生，火灾事故已成为人们乘车安全的重大隐

患。而我国现有针对内饰材料阻燃性的试验仅有水平燃烧和垂直燃烧，且限值较低，无法满

足营运客车发生火灾事故时实际情况的需要。本标准的制定，能提高内饰材料产品质量，解



决目前内饰材料试验项目较少，针对性不强，限值较低等特点。提高营运客车安全等级，延

长驾乘人员逃生时间。

7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无相关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无采标问题。

8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无冲突，与强制性标准 GB 8410-2006《汽

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标准试验方法一致，与强制性标准 GB 32086-2015《特定种类汽车

内饰材料垂直燃烧特性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试验方法一致。限值均高于这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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