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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专栏】

ATV 是一种集娱乐、体育运动、旅游于一体

的全新概念新车型，可在沙滩、草地、山路、沼

泽地等多种复杂路面自由驰骋。由于具有多种用

途，不受道路条件限制，不受驾驶人员年龄和性

别限制，因此，在欧洲和北美市场广泛应用，需

求量呈逐年上升之势。由于价格优势，全球每年

近200 万辆的需求中，有近50%产自中国。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ATV消费市场，销量约占全

球总销量的50%以上 （2007年以前曾达到80%以

上）。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统计资料显示：在

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ATV保有量从约200万辆增

至700 万辆，由该类产品的质量问题所引发的死亡

事件约有6 500起。为保证进口到美国的ATV产品

的质量，保护国民的人身安全，美国众议院和参

议院在2007年提出修订《消费品安全法案》。2008

年7 月29日，美国通过了《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 of 2008 （2008年消费品安全改善

法），HR4040》。2008年8月14日，该法案成为了强

制性法律。法案规定全地形车需要强制执行一项

安全测试标准，这项标准就是ANSI/SVIA- 1- 2007

《四轮ATV》。目前，我国是向美国出口ATV的最大

输出国，该法案的制定将直接影响到我国ATV的出

口。

一、ANSI/SVIA- 1标准新旧版本的主要差异

ANSI/SVIA- 1- 2007 是 该 标 准 2001版 的 修 订

版。该标准1985年着手起草，已历经2次修订。

本次修订的内容更侧重于车辆的装备和结构

部分，同时对警示标识和说明书等要求非常详细，

对于警示标识的种类和说明书所应覆盖的信息等

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要求和规定对于防止

用户因非正常操作车辆而导致重大事故的发生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内容正是目前我国全

地形车生产企业的薄弱环节。

1. 术语定义的差异

2001 版规定ATV车辆只能允许一人驾乘操作

且不能附带乘员。随着ATV制造水平的进步及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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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进一步需求，目前已出现供两人乘骑的ATV。

因此，2007版对ATV定义做了重大的改变，允许出

现1 个操作者和1个乘员使用的II型ATV，但II型车

只限于G类 （普通型） 车辆，适用于年满16岁操作

者日常使用或一般娱乐使用。

2. 车辆分类的差异

在2007版标准中对Y类 （青少年型） 全地形

车的分类又进行了细分，增加了新的Y- 10类和T类

ATV 的车辆类别定义 （详见表1）。

3. 增加乘员扶手和脚踏板的要求

由 于 2001 版 标

准规定不能携带乘

员，因此没有乘员

扶手和脚踏板的要

求；为了保护乘员

的 安 全 ，2007版 标

准的4.12和4.16条增

加了相关配置的强

制性要求，如下所

述：

①乘客扶手

4.12 条 款 中 指

出：所有II型车必须

有2 个扶手， 位于乘

座区两边相对称的地

方各有一个。这些扶

手都应耐用，每个把

手在最大压强不超过

1 MPa （150 PSI） 前

提下，要求在扶手表

面的中心承受垂直静压力1 000 N（224 lb） 的情况下

不损坏或者无永久变形。乘客从扶手下方下车应无

任何妨碍。

②操作者脚部环境

4.12条款中指出：所有I型ATV都要有符合4.16.1

节所要求的结构或其它等效设计，所有II型ATV 都

要符合到4.16.2节所要求的结构或其他等效设计。若

有脚蹬，每边操作者脚蹬中心 （P1） 与乘客脚蹬中

心 （P2） 的纵向最小距离必须有200mm（8 inch）。

4. 增加用户手册的要求

2001 版标准对用户手册的要求十分简单、笼

统，而2007版标准对用户手册的要求十分详细，

在用户手册的文字、信息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详见表2）。

5. 增加警示标识要求

在ANSI/SVIA- 1- 2007标准中增加了警示标识

要求，所有ATV应按如下要求配置适当的标识：

①轮胎气压警告标识、超载警告标识或轮胎

表1 ANSI/SVIA- 1ATV分类条款对照

版本 类型
Y型使用者年龄及细分类型

（<16 岁）
监护要求

2001
Y 类 （儿

童类型） Y- 6 类型，

>6 岁儿童

Y- 12>12
岁儿童

主要用于

非道路行

驶，成年

人监护下

休闲娱乐

使用
2007

Y 类 （青

少年型）

Y- 10+类型，

≥10岁儿童

T型 ATV
≥14 岁

≥16 岁

2001 版 2007 版

4.22 用 户

手册/操作

者手册

所 有 ATV
都 应 在 出

售 时 向 用

户 提 供 用

户 手 册 。
所 有 ATV
都 应 随 车

携 带 用 户

手 册 和 提

供 方 便 用

户 合 理 查

阅 该 手 册

的 方 法 ，

并 提 供 保

护 ， 使 该

手 册 不 受

到 有 害 物

质的损坏

4.21 用户手册 / 操作者手册

所有 ATV都应在出售时向用户提供用户手册。所有 ATV都应随车携带用户手册和提供方便用

户合理查阅该手册的方法，并提供保护，使该手册不受到有害物质的损坏。用户手册需符合以下

最低标准：

4.21.1 一般要求

(1)用户手册的文字和设计必须能合理地传递关于车辆操作安全和车辆维修的信息；

（2）用户手册内容须与警告标贴，、广告和促销资料，、购买点安全信息资料的内容一致。
4.21.2 信息要求 用户手册须包含以下内容

(1) ATV前外衣上要有使用年龄的标识；

(2) 关于“警告”和“警示”的定义必须和包含在 ANSI Z535.6 标准中的词汇的定义一致。并有有

关安全符号和信息的重要性的介绍性文字，以提醒用户；

（3）安全信息强调内容：强调使用前阅读并理解使用手册的重要性、指导性训练的必要性、不同

类型车型操作者适用年龄确认的重要性等详细信息；

（4）对于 Y型和 T型 ATV，要用警示字母的文字强调 ATV不是玩具，强调 16 岁以下操作者要有

成人监督的必要性，强调儿童完成培训的重要性，强调儿童理解并遵循使用手册指导和警示的

重要性；

（5）要有一段关于安全性的介绍文字；

（6）要有合理的目录表；

（7）有关于警示标贴位置的描述，应有强调理解和遵循标识要求的重要性，保证 ATV 标贴不掉

的重要性，以及在标贴模糊和脱落后如何获取新标贴的指示文字；

（8）应有预先操作检查程序和强调这种程序重要性的说明；

（9）应有正确操作步骤的描述和错误操作带来潜在危险的描述。操作手册中描述正确操作步骤

的这部分应该强调包括所有的内容，包括警告说明；

（10）应有正确的维修保养、存储和运输等步骤的描述；

（1（11）说明书后封面上需有一般警告性标贴的内容；

（12）应有 ATV识别码位置的描述。

表2 ANSI/SVIA- 1标准不同版本ATV车辆用户手册要求条款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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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和超载组合式警告标识：应贴在后轮轴线上

方左后挡泥板处，这样驾驶员在停放车辆时可以

阅读。

② 载重量及限制重量标识：制造厂可以贴在

每个货物支架、指定支架区域和/或拖车连接装置

上，标识上要列出最大载重量和/或限制重量。

③ 一般警告标识和操作者年龄警示标识应贴

在左前挡泥板处，这样驾驶员坐在驾驶操作位置

上时就可以阅读。

④ 乘客提醒警告标识，用以警告不许在I型

ATV 上搭载乘客驾驶或在II型ATV上搭载1名以上

的乘客。乘客警告标识应贴在车身座椅后侧的平

面上，并靠近车的中心；或者贴在座位 （椅） 的

后端，这样乘客就容易看见警告。如果这些位置

都不适合，标识应贴在左后挡泥板处或车身左侧，

这样乘客就容易阅读警告。

6. 增加悬挂标识牌要求

在ANSI/SVIA- 1- 2007标准中增加了悬挂标牌

的要求：每台ATV在出售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个悬挂

的标识牌，上面应注明驾驶员合适的年龄以及车

辆能使用的年限。悬挂标牌应挂系在ATV上面，并

且只能由最初的购买者摘除，如果标识牌丢失了

或者损坏了都应重新补上。在悬挂标牌的正面需

要将总体的警告标识内容再重复一次。标牌悬挂

在明显可见的位置上并且在非强制力移动的情况

下不可移动。

7. 增加Y类和T类ATV的车速限制要求

ANSI/SVIA- 1- 2007第6章增加了Y类和T类ATV

车辆的车速限制要求：Y- 10和Y- 12类ATV的最高

车速应为48 km/h （30 mile/h） 或以下，速度限制

装置应能够限制最高车速在24 km/h （15 mile/h）

或以下。T型ATV上的最高车速应为61 km/h （8

mile/h） 或以下，速度限制装置应能够限制最高车

速在32 km/h （20 mile/h） 和48 km/h （30 mile/h） 或

以下。

8. Y类ATV的照明设备的要求差异

在ANSI/SVIA- 1- 2007标准中对Y类ATV的照明

设备要求做了调整，明确了Y类车也可以装有前大

灯和尾灯。

9. 主制动器制动性能试验方法的改变

ANSI/SVIA- 1- 2007对ATV的制动性能试验方

法中的磨合规定进行了调整，不再具体要求磨合

次数，而是改为按制造商的推荐次数来磨合。

二、我国全地形车产品面临的主要问题

ATV 产品技术要求介于摩托车和汽车之间，

在某些方面的要求比汽车略高一些，例如：ATV具

有低速大扭矩的特点，凸显运动特性，所以在传

动和转向等方面对特定部件的要求要高于汽车。

国外的ATV企业已基本应用了电子仪表、GPS、电

喷、多气门水冷发动机、轻量化、电动助力转向、

无级变速、两驱与四驱转换等先进技术。而我国

全地形车企业主要借助相对成熟的摩托车技术和

配套体系，在国际市场上走低价路线，其产品技

术含量普遍偏低，产品质量也参差不齐。

据美国行业协会统计，近年来进入美国市场

的中国非传统ATV生产企业数量逐年递增，但其中

许多企业的产品不符合美国ATV标准，未能执行美

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的全面安全行动计划，甚至

达不到最低安全要求。在美国每年都会发生多起

骑乘ATV致伤致残的严重事故，其中，最易受安全

风险危害的是16岁以下青少年。究其原因可能是

骑乘者没有严格按要求操作，但更多的是车辆本

身存在警示标识缺失、用户手册描述不清晰或车

辆不满足相应安全要求等。目前我国出口美国的

全地形车产品中，存在问题最多的主要包括：

1. 制动系统

我国ATV出口产品中，有的缺少驻车制动，有

的只有后轮制动而没有前轮制动，或制动性能无

法满足ANSI标准相关要求。而ANSI标准要求所有

ATV 产品均应配有可独立或联动控制前、后车轮

的主制动器，且制动性能须满足标准7.3条要求；

所有ATV产品均应配有驻车制动器，且其制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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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满足标准8.3条要求。

2. 悬挂系统

我国出口美国的部分ATV车型中，没有为前轮

配置悬挂系统。而ANSI标准4.3条要求，所有ATV

产品均应配有机械悬挂装置，且每个车轮的最小

行程应为50 mm。

3. 限速装置

我国的部分全地形车出口产品中，未能配置

限速装置，或配置了限速装置但其性能不能满足

ANSI 标准要求。而ANSI标准要求，所有的Y型

ATV 均应装备有能通过限制油门或其他类似方法

来限制车辆最高车速的装置。T型ATV应装备能限

制最高车速在32 km/h和48 km/h或以下的限速装

置。仅在使用工具或特殊设备的条件下，限速装

置才可被调整或拆卸。

4. 把手

我国部分全地形车出口产品中，其把手边缘

存在锋利或尖锐凸出物，且未能予以覆盖。

ANSI 标准规定，所有ATV产品的把手及其安

装材料应为非刚性且倒圆角半径小于3.2 mm，把

手可以和一个直径165 mm的圆柱形手柄连接，手

柄应被引入手把的安装部分，手柄上不应有任何

让人接触到倒圆角半径小于3.2 mm(0.125 in)的部

位。如果提供手把横杆，应加上衬垫。

5. 轮胎气压计

全地形车轮胎气压对于车辆行驶安全至关重

要，故ANSI标准要求所有ATV必须配备有一个满

足相应气压量程的轮胎压力计，且应提供随车携

带该轮胎压力计的方法。而我国全地形车出口企

业，出于成本考虑或其他原因，往往会有意无意

地忽视这条要求。

6. 警示标识

在ANSI标准中对ATV有着众多的警示标识规

定，主要包括轮胎气压警告标识、载重量及限制

重量标识、乘客提醒警告标识和一般警告标识等，

我国出口美国的ATV产品往往缺失其中几项或全部

标识，导致产品无法在美销售。

三、结语

近年来，我国的ATV行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一方面来源于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全地形车主要市场之一的美国

强制执行新ATV标准，其不仅全面禁止三轮全地形

车，还对四轮全地形车的安全配置、性能、速度、

免费操作培训等进行强制规定，使我国全地形车

企业一时无所适从，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针

对此种情况，我国全地形车企业应认真研究美国

《2008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和ANSI/SVIA- 1- 2007

这一强制执行的标准，及时调整产品设计以保证

产品质量，减少安全风险，满足进口国标准的要

求，同时密切关注各出口国ATV标准法规的动态，

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切实提高产品质量，消除

安全隐患，才能拓宽出口渠道，扩大出口量，最

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作者单位：

1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上海）

2 厦门大学）

北京旅游信息咨询站点提升

城市形象

信息专递———

时值暑假，北京的旅游市场迎来了一波

新的热潮，其中的散客接待仍然是这个假期

旅游服务的主旋律。北京市在重要交通枢

纽、中心广场、景点景区等游客集散地设立

了不少咨询站点。这些咨询站点不仅可以免

费为游客提供各种旅游信息咨询、查询，还

负责旅游监察、旅游投诉、导游管理等多种

服务内容，极大地方便了游客出行，也有效

地打击了非法旅游市场，发挥了重要的公共

服务作用，提升了城市形象。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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