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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４章、第５章、第６章为强制性的，其余内容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充分考虑了国内目前产品的技术水平。其中，产品分类参考了美国联邦机

动车安全运行法规ＦＭＶＳＳ５７１．１０８，附录Ａ参考了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法规ＥＣＥＲ１０４。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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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东风商用

车技术中心、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集车辆（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百瑞得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３Ｍ（中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应朝阳、耿磊、王军华、何云堂、吴跃玲、余博英、吴志宏、张研威、赵彬冰、

王思豹。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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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及挂车　车身反光标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身反光标识的要求（包括材料要求和粘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货车和挂车，不适用于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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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４２３．１７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Ｋａ：盐雾（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

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１１：１９８１，Ｂａｓ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Ｐａｒｔ２：ｔｅｓｔｓ—ＴｅｓｔＫａ：Ｓａｌｔ

ｍｉｓｔ，ＩＤＴ）

ＧＢ／Ｔ３６８１　塑料大气暴露试验方法（ＧＢ／Ｔ３６８１—２０００，ｎｅｑＩＳＯ８７７：１９９４）

ＧＢ／Ｔ３７３０．１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９７８　标准照明体和几何条件

ＧＢ／Ｔ３９７９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ＧＢ４７８５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ＧＢ１１５６４　机动车回复反射器

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　公路交通标志反光膜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７３０．１、ＧＢ１１５６４和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车身反光标识　狉犲狋狉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狏犲犿犪狉犽犻狀犵狊狅犳犮犪狉狉犻犪犵犲

为增强车辆的可识别性而安装或粘贴在车身表面的反光材料的组合。

３．２

　　亮度因子　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犳犪犮狋狅狉

在相同的照明和观察条件下，样品的亮度与理想漫射体的亮度之比。

４　要求

４．１　材料要求

４．１．１　分类

按组成车身反光标识材料的不同，分为反射器型车身反光标识（以下简称反射器型）和反光膜型车

身反光标识（以下简称反光膜型）。

按逆反射系数的不同，反光膜分为一级（ＣｌａｓｓⅠ）和二级（ＣｌａｓｓⅡ）。

４．１．２　反射器型

反射器分为白色和红色单元，所有性能应符合ＧＢ１１５６４中Ⅳ Ａ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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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反光膜型

４．１．３．１　形状和外观要求

反光膜由白色、红色单元相间的条状材料组成。

　　反光膜的白色单元上，应有印刷、水印、激光刻印、模压或其他适当方式加施的制造商标识、材料等

级标识和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标识，标识应易于识别。采用印刷方式加施的标识应在反光面的次

表面。

反光膜表面应平滑、光洁，无明显的划痕、气泡、裂纹、颜色不均匀等缺陷或损伤。

４．１．３．２　尺寸要求

任何一种颜色单元的连续长度不应大于４５０ｍｍ，也不应小于１５０ｍｍ，两种颜色单元长度比例不

应大于２，也不应小于０．５。

反光膜的宽度应从以下数值中选取：５０ｍｍ、７５ｍｍ、１００ｍｍ。在无法粘贴５０ｍｍ宽度尺寸反光膜

的情况下，反光膜的宽度可为２５ｍｍ。

４．１．３．３　色度性能

白色、红色反光膜的色品坐标和亮度因子应在表１规定的范围内，色品图见图１。

表１　反光膜颜色各角点的色品坐标及亮度因子（犇６５光源）

颜色

色　品　坐　标

① ② ③ ④

狓 狔 狓 狔 狓 狔 狓 狔

亮度因子

Ｙ

白色 ０．３５０ ０．３６０ ０．３００ ０．３１０ ０．２８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３５ ０．３７５ ≥０．１５

红色 ０．６９０ ０．３１０ ０．６５８ ０．３４２ ０．５６９ ０．３４１ ０．５９５ ０．３１５ ０．０３～０．１５

图１　反光膜颜色色品图（犇６５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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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４　反光性能

４．１．３．４．１　逆反射系数犚′

反光膜（０°和９０°方向）的逆反射系数犚′不应低于表２规定的值。

表２　反光膜的最小逆反射系数

项　目
一级（ＣｌａｓｓⅠ）

ｃｄ／（ｌｘ·ｍ２）

二级（ＣｌａｓｓⅡ）

ｃｄ／（ｌｘ·ｍ２）

观察角 １２′ ３０′ １２′ ３０′

颜　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红色

入射角

－４° ５０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３０ ２５０ ６０ ６５ １５

３０° ３７５ ９０ １００ ２５ ２５０ ６０ ６５ １５

４５° ９０ ２５ ３０ ８ ６０ １５ １５ ４

４．１．３．４．２　逆反射性能均匀性

任意选取红、白单元各５个，其中同一颜色的任何一个单元的逆反射系数犚′，既不应大于同一颜色

所有单元逆反射系数平均值的１２０％，也不应小于所有单元逆反射系数平均值的８０％。

４．１．３．４．３　湿状态下的逆反射

在观察角为１２′、入射角为－４°条件下，湿状态下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犚′应不小于表２规定值

的８０％。

４．１．３．５　耐候性能

自然暴露试验或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后，反光膜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开裂、刻痕、凹陷、气泡、皱纹、

侵蚀、剥离、粉化或变形，从任何一边均不应出现超过１ｍｍ的收缩或膨胀，也不应出现从底板边缘的脱

胶现象，在观察角为１２′、入射角为－４°条件下，逆反射系数犚′不应小于表２相应数值的７０％，而且色品

坐标仍应在表１规定的范围内。

当自然暴露试验的结果与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的结果发生冲突时，以自然暴露试验的结果为准。

４．１．３．６　附着性能

附着性试验后，反光膜背胶的１８０°剥离强度不应小于２５Ｎ。

４．１．３．７　耐盐雾腐蚀性能

盐雾试验后，反光膜不应有软化、气泡、皱纹、溶解、掉色、变色或被侵蚀的痕迹，在观察角为１２′、入

射角为－４°条件下，逆反射系数犚′不应小于表２中相应数值的７０％，按５．２．７规定的方法测得的背胶

１８０°剥离强度不应小于２０Ｎ。

４．１．３．８　抗溶剂性能

抗溶剂试验后，反光膜表面不应出现软化、皱纹、气泡、掉色、变色、开裂或表面边缘被溶解的痕迹，

在观察角为１２′、入射角为－４°条件下，逆反射系数犚′不应小于表２相应数值的８０％，色品坐标仍应在

表１规定的范围内。

４．１．３．９　抗冲击性能

冲击试验后，反光膜表面在以冲击点为圆心、半径为６ｍｍ的圆形区域以外，不应出现裂缝、层间脱

离或其他损坏。

４．１．３．１０　耐温性能

耐温试验后，反光膜不应有皱纹、气泡、裂缝、剥落、碎裂或翘曲的痕迹，在观察角为１２′、入射角为

－４°条件下，逆反射系数犚′不应小于表２相应数值的８０％，色品坐标仍应在表１规定的范围内。

４．１．３．１１　耐弯曲性能

弯曲试验后，反光膜不应出现裂缝、剥落、层间分离的痕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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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１２　耐水性能

试验后不能用手剥开产品各组成部分。如目测观察没有发现或不能肯定有水进入，则在观察角为

１２′、入射角为－４°条件下测量其逆反射系数犚′，不应小于表２相应的规定值。

４．１．３．１３　耐冲洗性能

冲洗试验后，反光膜不应有破损、颜色脱落、起皱以及边缘翘曲、剥落等现象。

４．２　安装和粘贴要求

４．２．１　通用要求

４．２．１．１　按车身反光标识在车辆上安装部位的不同，分为后部车身反光标识和侧面车身反光标识。

４．２．１．２　车身反光标识应安装或粘贴在无遮挡且易见的车身后部、侧面外表面。

４．２．１．３　车身反光标识不应替代ＧＢ４７８５要求安装的机动车回复反射器。

４．２．１．４　车身后部和侧面可以安装或粘贴不同类型或等级的车身反光标识，但后部车身反光标识和侧

面车身反光标识应分别选用同一类型或等级的车身反光标识。

４．２．１．５　安装或粘贴时，车身后部和侧面的车身反光标识均应由白色单元开始、白色单元结束。

４．２．１．６　车辆安装或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后，不应影响车辆其他照明及信号装置的性能。

４．２．１．７　车辆安装或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后，不得在车身反光标识上钻孔、开槽。

４．２．２　后部车身反光标识安装和粘贴要求

４．２．２．１　基本要求

在结构允许的条件下，后部车身反光标识应左右对称分布并尽可能地体现车辆后部宽度和轮廓，横

向水平安装或粘贴总长度（不含间隔部分）不应小于车辆后部宽度的８０％，厢式货车在满足前述要求

后，应使用车身反光标识勾勒车厢后部的轮廓。其他车辆粘贴面积达不到规定要求时，首先应体现车辆

后部宽度，再采用勾勒轮廓的方法进行补偿。

车身反光标识离地面的高度最低为３８０ｍｍ。

４．２．２．２　反光膜型

采用一级反光膜时，其与后反射器的面积之和不应小于０．１ｍ２；采用二级反光膜时，其与后反射器

的面积之和不应小于０．２ｍ２。

粘贴允许中断，但每一连续段长度不应小于３００ｍｍ、且包含红、白色车身反光标识至少各一个单

元。特殊情况下，允许红、白单元分开粘贴，但应保持红、白相间，每一连续段长度不应小于１５０ｍｍ。

４．２．２．３　反射器型

采用反射器时，反射器应横向水平布置，红、白单元相间并且数量相当，相邻反射器的边缘距离不应

大于１００ｍｍ。

４．２．２．４　车身反光标识被遮挡的，应在被遮挡的车身后部至少水平固定一块２０００ｍｍ×１５０ｍｍ的柔

性反光标识。

４．２．３　侧面车身反光标识安装和粘贴要求

４．２．３．１　基本要求

侧面车身反光标识应尽可能的连续安装或粘贴，采用断续安装或粘贴时，其总长度（不含间隔部分）

不应小于车长的５０％，安装或粘贴长度达不到规定要求时，可采用勾勒轮廓的方法进行补偿。

４．２．３．２　反光膜型

采用反光膜时，侧面车身反光标识允许中断，但每一连续段长度不应小于３００ｍｍ，且包含红、白色

车身反光标识至少各一个单元，粘贴间隔不应大于１００ｍｍ，粘贴应尽可能纵向均匀分布。特殊情况

下，允许红、白单元分开粘贴，但应保持红、白相间，每一连续段长度不应小于１５０ｍｍ。

４．２．３．３　反射器型

采用反射器时，反射器应横向均匀布置，红、白单元相间并且数量相当，相邻反射器的边缘距离不应

大于１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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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４　车身反光标识被遮挡的，应在被遮挡的车身侧面至少水平固定一块２０００ｍｍ×１５０ｍｍ的柔

性反光标识。

４．２．４　专用作业车安装和粘贴的补充要求

部分专用作业类车辆除驾驶室外的车身结构无连续平面，不满足４．２．２的要求时，车辆后部安装或

粘贴的车身反光标识总长度可小于车辆后部宽度的８０％，但应能体现车辆后部宽度；不满足４．２．３的

要求时，车身反光标识的粘贴总长度可以小于车辆长度的５０％，但不应少于车辆长度的３０％，断开间隔

不受限制。

这类车辆的车身反光标识应尽可能粘贴在防护装置或车身的固定构件上。

４．２．５　其他安装和粘贴要求

尽可能选取平整的车身表面粘贴反光膜，粘贴前，应对粘贴部位作清洁处理。

反光膜应与车身表面牢固、可靠地粘结。粘贴后应与车辆外观协调，结构允许时尽可能采用水平方

向或垂直方向粘贴。车身表面无法直接粘贴反光膜时，应将反光膜先粘贴在具有一定刚度、强度、抗老

化的条形衬板上，再将条形衬板牢固地粘贴或铆接到车身上。固定条形衬板的铆钉孔必须采取防水、防

尘措施。

粘贴后，反光膜边缘应作防水、防尘处理。

４．２．６　粘贴示例

附录Ａ给出了部分典型车型的反光膜粘贴样式，反射器的安装或粘贴可参照执行。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反射器型

反射器的性能测试按ＧＢ１１５６４的规定进行。

５．２　反光膜型

５．２．１　测试的准备

反光膜的测试样品按下述方法制作：撕去反光膜的防粘纸，粘贴在同样尺寸的底板上，压实后即为

测试样品。底板为铝合金板，厚度为２ｍｍ，铝合金板表面应经酸脱脂处理。一般情况下，裁取５０ｍｍ×

１５０ｍｍ的反光膜制作样品，特殊尺寸要求见具体的试验项目。样品编号及样品分布详见表３。

测试样品在试验前，应在温度２３℃±５℃、相对湿度不大于７５％的环境中放置２４ｈ，然后再进行各

项试验。

除非特别指明，一般的试验应在温度２３℃±５℃、相对湿度不大于７５％的环境中进行。

５．２．２　外观检查

在照度大于１５０ｌｘ的室内（或室外）环境中，距离测试样品表面０．３ｍ～０．５ｍ处，面对测试样品，

目测样品。

５．２．３　尺寸测量

用精度为１ｍｍ的长度测量器具测量车身反光标识的尺寸。

５．２．４　色度性能测试

采用ＧＢ／Ｔ３９７８规定的标准照明Ｄ６５光源（色温６５００Ｋ）照射时，在４５°／０°或０°／４５°几何条件下，

按ＧＢ／Ｔ３９７９规定的方法，测得各种颜色的色品坐标和亮度因子。

５．２．５　反光性能测试

５．２．５．１　测试原理和装置

测试原理和装置见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图１和图５所示，其中：

ａ）　光源采用ＧＢ／Ｔ３９７８规定的标准Ａ光源，试样整个受照区域的垂直照度的不均匀性不应大

于５％。

ｂ）　光探测器是经光谱光视效率曲线校正的照度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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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光探测器应能移动，以保证观察角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５．２．５．２　测试方法

按表１规定的照明观测几何条件和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７．４．１规定的方法测量反光膜０°和９０°

方向的逆反射系数犚′。每个颜色单元均匀选取至少５个测量区域或测量点，其平均值即为该颜色单元

０°或９０°方向的逆反射系数值犚′。

５．２．５．３　逆反射均匀性测试

按前述方法，在观察角为１２′、入射角为－４°条件下，测试５个红、白单元的逆反射系数犚′，计算同

一颜色的所有单元的逆反射系数平均值。

５．２．５．４　湿状态下逆反射测试

按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中７．４．２规定的装置和方法进行测试。

５．２．６　耐候性能试验

５．２．６．１　自然暴露试验

按ＧＢ／Ｔ３６８１，把红色、白色单元各２块测试样品安装在至少高于地面１ｍ的暴晒架上，测试样品

面朝正南方，与水平面的夹角为４５°。测试样品表面不应被其他物体遮挡阳光，不应积水，暴露地点的

选择尽可能近似实际使用环境或代表某一气候类型最严酷的地方。

自然暴露试验的时间为２年。测试样品开始暴晒后，每个月作一次表面检查，一年后，每三个月检

查一次，直至最后。自然暴露试验结束后，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５．２．６．２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

将红色、白色单元各２块测试样品放入老化箱内，老化箱采用氙灯作为光源，测试样品正面受到波

长为３００ｎｍ～８００ｎｍ光线的辐射，其辐射强度为１０００Ｗ／ｍ
２±５０Ｗ／ｍ２，光波波长低于３００ｎｍ光线

的辐射强度不应大于１Ｗ／ｍ２。整个测试样品面积内，辐射强度的偏差不应大于１０％。在试验过程中，

采用连续光照，黑板温度为６３℃±３℃，相对湿度为（５０±５）％，喷水周期为１８ｍｉｎ／１０２ｍｉｎ（喷水时

间／不喷水时间）。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的时间为１２００ｈ。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结束后，用浓度为５％的盐酸溶液清洗样品表面４５ｓ，然后用清水彻底冲

洗，接着用干净软布擦干，在温度２０℃±５℃、相对湿度不大于６５％的环境中放置２４ｈ后，再进行检查

并记录试验结果。

５．２．７　附着性试验

５．２．７．１　试验用样品

将红色、白色单元的反光膜各裁取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撕去１００ｍｍ长的防粘纸，粘贴在符合５．２．１

要求的底板上。按５．２．１要求处置后进行试验。

５．２．７．２　试验方法

在拉伸试验机上固定好测试样品，用拉伸试验机的夹头夹住未撕去防粘纸部分的反光膜，使之与底

板成１８０°。在试样宽度上负荷应均匀分布，然后在３００ｍｍ／ｍｉｎ的速率下测量反光膜背胶的剥离强度。

５．２．８　盐雾腐蚀试验

５．２．８．１　试验样品

按５．２．１要求红色、白色单元各制作２块样板。

另外裁取红色、白色单元的反光膜各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撕去１００ｍｍ长的防粘纸，粘贴在符合

５．２．１要求的底板上。

５．２．８．２　试验要求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的要求，把化学纯的氯化钠溶于蒸馏水，配制成（５±０．１）％（质量百分比）的氯化

钠溶液，ｐＨ值在６．５～７．２之间（３５℃±２℃），使该溶液在盐雾箱内连续雾化，盐雾沉降量为（１．０～

２．０）ｍＬ／（ｈ·８０ｃｍ２），箱内温度保持３５℃±２℃。将测试样品放入盐雾箱内，其受试面与垂直方向成

３０°角，相邻两样品保持一定的间隙，行间距不小于１０ｃｍ，测试样品在盐雾空间连续暴露，应经历１０个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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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试验，每个循环连续喷雾２３ｈ，干燥１ｈ。试验应在干燥阶段结束。试验结束后，用流动水轻轻洗

掉样品表面的盐沉积物，再用蒸馏水漂洗，洗涤水温不应超过３５℃，然后置于室温下恢复２ｈ，检查并记

录试验结果。

５．２．９　抗溶剂试验

将测试样板分别浸没在９３＃无铅汽油、０＃柴油和汽车发动机润滑油中，１５ｍｉｎ后取出，擦干，在室

温下恢复２ｈ后，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５．２．１０　冲击试验

将红色、白色单元各１块测试样品的正面朝上，水平放置在厚度为２０ｍｍ的钢板上，在样品上方

２ｍ处，用一个质量为０．２５ｋｇ的实心钢球自由落下，撞击测试样品的中心部位，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５．２．１１　耐温试验

将红色、白色单元各１块测试样品放入７０℃±２℃环境中２４ｈ。然后取出样品在２０℃±５℃条件

下恢复２ｈ，接着将测试样品放入－４０℃±３℃的环境中２４ｈ。取出样品，在２０℃±５℃条件下恢复

２ｈ，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５．２．１２　弯曲试验

红色、白色单元的反光膜各裁取２５ｍｍ×１５０ｍｍ，撕去防粘纸，在背胶表面撒上足够的滑石粉，将

样品成９０°围绕在一直径为３．２ｍｍ的圆棒上，使样品的背胶与圆棒外表面接触，放开样品，检查并记录

试验结果。

５．２．１３　水浸试验

将红色、白色单元各１块测试样品浸入５０℃±５℃的水中２４ｈ，其反光表面上部的最高点应在水

面下２０ｍｍ处，然后将测试样品反转１８０°，再浸２４ｈ，取出，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５．２．１４　耐冲洗性能试验

５．２．１４．１　试验样品

将５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的红、白相间的反光膜粘贴在钢板油漆表面中间位置，钢板尺寸为１２００ｍｍ×

５００ｍｍ×２ｍｍ，钢板上漆膜厚度为４５μｍ～５５μｍ。在５．２．１规定的环境中放置２４ｈ后进行试验。

５．２．１４．２　试验方法

用高压水枪从任意角度冲洗样品，水枪喷水压力为５ＭＰａ，喷水距离为１ｍ，喷水时间１０ｍｉｎ。试

验后检查样品。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检验分类

车身反光标识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生产一致性检验。

反射器的型式检验和生产一致性检验按ＧＢ１１５６４的规定进行，反光膜的型式检验和生产一致性

检验按下述规定进行。

６．２　型式检验

６．２．１　型式检验的条件

型式检验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进行：

———产品新设计试生产；

———转产或转厂；

———停产后复产；

———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

———正常生产后每隔两年；

———合同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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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样品要求

在产品型号和商标、光度和色度特性以及特定的材料、几何尺寸、产品结构等方面没有差异的车身

反光标识为同一型式的车身反光标识。

选取同一型式的５０ｍｍ×５０００ｍｍ的反光膜作为样品，样品应包含红色和白色单元。

６．２．３　检验项目、方法

型式检验的项目、要求、试验方法、样品编号和分布见表３。

表３　反光膜型式检验项目、要求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样品编号

１ 外观检测 ４．１．３．１ ５．２．２ ＃１～＃１３

２ 尺寸测量 ４．１．３．２ ５．２．３ ＃１

３ 色度性能测试 ４．１．３．３ ５．２．４ ＃１

４ 反光性能测试

逆反射系数 ４．１．３．４．１

逆反射均匀性 ４．１．３．４．２

湿状态逆反射 ４．１．３．４．３

５．２．５

＃１

＃１

＃１

５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 ４．１．３．５ ５．２．６ ＃１、＃２

６ 附着性试验 ４．１．３．６ ５．２．７ ＃３

７ 盐雾腐蚀试验 ４．１．３．７ ５．２．８ ＃４、＃５

８ 抗溶剂试验 ４．１．３．８ ５．２．９ ＃６、＃７、＃８

９ 冲击试验 ４．１．３．９ ５．２．１０ ＃９

１０ 耐温试验 ４．１．３．１０ ５．２．１１ ＃１０

１１ 弯曲试验 ４．１．３．１１ ５．２．１２ ＃１１

１２ 水浸试验 ４．１．３．１２ ５．２．１３ ＃１２

１３ 耐冲洗性能试验 ４．１．３．１３ ５．２．１４ ＃１３

　　注：每个编号的样品均包括白色和红色单元。

６．３　生产一致性检验

对已经型式检验合格的产品，以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的样品来判定其生产的一致性。样品的材料、

结构和尺寸应符合申请检验提供的图纸的规定。

应至少在５０ｍｍ×１００００ｍ（应包含红色和白色单元）的反光膜中随机抽取不少于５０ｍｍ×５０００ｍｍ

（应包含红色和白色单元）的样品。生产一致性检验的项目至少包括外观、色度、反光性能、附着性能、抗

溶剂性能、耐温性能等，每４年应检验１次耐候性能。检验结果应符合第４章的相应要求。

７　包装和标志

７．１　包装

车身反光标识材料的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尘的要求。

７．２　标志

包装箱上应标明以下内容：

１）　产品名称、产品标准编号、商标；

２）　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

３）　产品的规格、型号、等级和数量；

４）　生产日期、批号。

７．３　说明书和合格证书

单个包装箱内应有中文使用说明书、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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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部分典型车型反光膜材料粘贴示例

　　如因后部粘贴达不到规定面积，建议在货厢栏板的轮廓边缘进行补偿，勾勒出轮廓，如下所示。

图犃．１　栏板式货车及栏板式半挂车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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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厢式货车及厢式半挂车

　　当后部粘贴面积达不到规定面积时，建议在车厢的轮廓边缘进行补偿，勾勒出轮廓，如下所示。

图犃．３　仓栅式货车及仓栅式半挂车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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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４　自卸货车及自卸半挂车

图犃．５　罐式货车及罐式半挂车

　　这类车辆的车身反光标识粘贴应尽可能粘贴于罐体中部最宽处以增加夜间视认效果。如底盘承载

面宽度和罐体宽基本一致，也可粘贴在底盘的承载面边缘。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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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６　帘布式半挂车

图犃．７　骨架式集装箱运输半挂车

　　注：对尾部安装有爬梯的低平板运输半挂车，建议按图示要求进行粘贴，如无爬梯可在尾部适当位置粘贴以体现车

辆尾部宽度；侧面粘贴时应尽可能体现半挂车整车长度。

图犃．８　低平板半挂车

　　注：这类车辆粘贴时应尽可能沿底盘承载面位置粘贴，如特殊需要可在侧防撞护栏处补充粘贴。

图犃．９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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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１０　汽车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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