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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保险行业车型风险研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汽车产品的安全属性，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

出行需求，引导汽车产品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并创造多元开放的汽车文化，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指导

下，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充分研究并借鉴国际先进经

验，结合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和汽车市场现状，经过多轮论证，形成了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简称

C-IASI）测试评价体系。

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C-IASI）从消费者立场出发，秉承“服务社会，促进安全”的理念，坚持“零

伤亡”愿景，从汽车保险视角，围绕交通事故中“车损”和“人伤”，开展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车内乘员

安全、车外行人安全和车辆辅助安全四项指数的测试和评价，最终评价结果以直观的等级：优秀＋（G+）、

优秀（G）、良好（A）、一般（M）和较差（P）的形式对外发布，为车险保费厘定、汽车安全研发、

消费者购车用车提供数据参考，积极助推车辆安全技术成果与汽车保险的融汇应用，有效促进中国汽车

安全水平整体提高和商业车险健康持续发展，更加系统全面地为消费者、汽车行业及保险行业服务。

整车前照灯评价规程为车辆辅助安全指数的一个规程，本规程以国内外标准为基础，主要从近光灯、

远光灯以及高级前照灯功能三个方面考察。其中近光灯评价指标包括能见度和眩光，远光灯评价指标仅

包括能见度。高级前照灯功能评价包括自适应远光灯、自动远近光切换以及自动前照灯调平系统。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三方保留

对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C-IASI）的全部权利。未经三方同时授权，除企业自行进行技术开发的试验

外，不允许其他机构使用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C-IASI）规程对汽车产品进行公开性或商业目的的试

验或评价。随着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汽车保险以及车辆安全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和相关标准的不断更新，

三方同时保留对试验项目和评价方法进行变更升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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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前照灯评价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整车前照灯的评价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规程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GB 4599-2007 汽车用灯丝灯泡前照灯

GB 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T 30036-2013 汽车用自适应前照明系统

IIHS Headlight Test and Rating Protocol (Version III) July 2018

3 评价方法

3.1 概述

整车前照灯评价包括近光灯评价、远光灯评价以及高级前照灯功能评价，近光灯评价指标包括能见

度和眩光，远光灯评价指标仅包括能见度。高级前照灯功能评价包括自适应远光灯、自动远近光切换以

及自动前照灯调平系统。

3.2 近光灯评价

3.2.1 能见度评价

能见度评价以5lux能见度距离作为评价指标，当能见度测量点处的照度值超过5lux并连续保持到主

车离测量点最多10m或离直道的左边缘15m，此时的距离即为5lux能见度距离。取3次有效试验的5lux能

见度距离：

a）若3次试验中最小距离是平均距离的90%或以上，则将3次试验的平均距离作为最终的5lux能见

度距离；

b）若3次试验中最小距离小于其平均距离的90%，则将这个最小距离作为最终的5lux能见度距离。

直道能见度得分根据左、右侧的 5lux能见度距离分别计算，弯道能见度得分以左、右侧中 5lux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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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度距离较小的值进行计算，具体评分规则如表 1所示。

表 1 能见度评分规则

试验场景

评价指标

总分

d 分值

直道右侧

d≥70m 4.5

4.550m＜d＜70m 0.225d-11.25

d≤50m 0

直道左侧

d≥40m 4.5

4.520m＜d＜40m 0.225d-4.5

d≤20m 0

R=250m左弯道

d≥40m 1.5

1.530m＜d＜40m 0.15d-4.5

d≤30m 0

R=250m右弯道

d≥50m 1.5

1.540m＜d＜50m 0.15d-6

d≤40m 0

R=150m左弯道

d≥40m 1.5

1.530m＜d＜40m 0.15d-4.5

d≤30m 0

R=150m右弯道

d≥45m 1.5

1.535m＜d＜45m 0.15d-5.25

d≤35m 0

注：d为 5lux能见度距离。

3.2.2 眩光评价

在给定道路上，由近光灯产生的眩光照度通过两个标准来评判：

a）主车与眩光照度测量点距离 5-10m内，最大眩光照度不应超过 10lux；

b）余下道路（即弯道的 10-120m，直道的 10-220m）上眩光照度的累积暴露距离不应超过给定的

极限距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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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距离大于 10m的眩光暴露极限

将 3次有效试验的眩光照度以及相应的暴露距离进行平均：若某个试验条件下眩光照度的累积暴露

距离超过限值，则取 0.1m为增量，用平均后的暴露距离除以对应的极限距离来计算被超越部分的最大

百分比（即最大眩光百分比）。超过限值的最大百分比根据表 2给出的相应眩光乘数计算得分。

表 2 眩光评分规则

试验场景 评价指标 总分（无眩光则为零）

直道 -6ρmax -6

R=250m左弯道 -ρmax -1

R=250m右弯道 -ρmax -1

R=150m左弯道 -ρmax -1

R=150m右弯道 -ρmax -1

注：ρmax为最大眩光百分比，若ρmax>100%，以 100%进行计算。

3.3 远光灯评价

远光灯评价仅包含能见度，其评价指标计算方法与近光灯相同，具体规则如表 3所示。

表 3 远光灯性能评分规则

试验场景

评价指标

总分

d 分值

直道右侧

d≥150m 1.5

1.5120m＜d＜150m 0.05*d-6

d≤120m 0

直道左侧 d≥140m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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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m＜d＜140m 0.05*d-5.5

d≤110m 0

R=250m左弯道

d≥70m 0.5

0.550m＜d＜70m 0.025*d-1.25

d≤50m 0

R=250m右弯道

d≥70m 0.5

0.550m＜d＜70m 0.025*d-1.25

d≤50m 0

R=150m左弯道

d≥60m 0.5

0.540m＜d＜60m 0.025*d-1

d≤40m 0

R=150m右弯道

d≥60m 0.5

0.540m＜d＜60m 0.025*d-1

d≤40m 0

注：d为 5lux能见度距离。

3.4 高级前照灯功能评价

高级前照灯功能评分规则如表 4 所示。

表 4 高级前照灯功能评分规则

试验场景 评价指标 总分

自动远近光切换 具有自适应远光灯功能得 1.5分，具有自动远近光灯切换功能

得 0.5分，否则不得分，最高得 1.5分 2自适应远光灯

自动前照灯调平系统 具有该功能得 0.5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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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规范性）

能见度照度示例

图 A1所示为弯道试验右侧能见度照度的两条样本曲线，图 A2 为其局部放大图。从图 A2 可以看

出，曲线 A的 5lux能见度距离为 58.5m，曲线 B的 5lux能见度距离为 49.5m。尽管曲线 B在距离 58.5m

以及 55m时照度值都达到了 5lux，但在主车靠近 10m的过程中降到了 5lux以下，在 10m-120m内仅在

10m-49.5m之间未出现低于 5lux的点，因此其最终的 5lux距离为 49.5m。

图 A1 能见度照度样本曲线

图 A2 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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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规范性）

眩光照度示例

图 B1所示为直道试验眩光照度的样本曲线，可见 5-10m内的最大照度值小于 10lux。将 10m-220m

之间的照度距离转换为累积暴露距离，例如 2lux的累积暴露距离为 18m，1lux的累积暴露距离为 30m，

转换后各照度值对应的累积暴露距离如图 B2所示。从 B2 可以看出曲线 C的眩光照度累积暴露距离未

超过极限值，因此此次试验未产生眩光，其中ρ1、ρ2分别为 2lux、1lux的眩光百分比。

图 B1 直道试验眩光照度样本曲线

图 B2 直道试验累积暴露距离曲线

若试验得到的眩光照度曲线如图 B3 所示，则其 5-10m 内的最大照度值也小于 10lux，并且 2lux的

累积暴露距离为 29m，1lux的累积暴露距离为 45.5m，转换后各照度值对应的累积暴露距离如图 B4所

示。从 B4可以看出曲线 D的眩光照度累积暴露距离未超过极限值，因此此次试验仍未产生眩光，其中

ρ1、ρ2分别为 2lux、1lux的眩光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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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弯道试验眩光照度样本曲线

图 B4 弯道试验累积暴露距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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