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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Z)30661《轮椅车座椅》的第12部分。GB/T(Z)3066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身体部位、体位及体位支撑面的词汇、基准轴规则和测量;
———第2部分:维持组织完整性装置的物理和机械特性测定 座垫;
———第3部分:体位支撑装置的静态、冲击和疲劳强度测定;
———第4部分:机动车中使用的座椅系统;
———第6部分:模拟使用和座垫性能变化的测定;
———第9部分:座椅界面压力分布指南;
———第10部分:体位支撑装置的阻燃性 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11部分:座垫显汗消散特性的测定;
———第12部分:使用双半球加载体测试座垫包覆和陷入特性;
———第13部分:座垫侧向稳定性的测定。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6840-12:2021《轮椅车座椅 第12部分:使用双半球加载体测试座垫包覆和

陷入特性》。
本文件与ISO16840-12:2021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ISO21920-1替换了ISO1302(见4.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提高可操

作性。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4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佛山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厦门坤锦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康复辅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宝石花医疗健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互邦智能康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谷慧茹、张维康、段继伟、李碧柳、赵次舜、张辉、颜宏、李立峰、任韦燕、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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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轮椅车座椅》是确保轮椅车座椅性能和质量并准确地将这些性能和质量提供给相关者的标准。轮

椅车的使用者希望知道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制造商希望知道产品如何达到更好的质量,而检验机构希望

知道如何对产品进行检验。由于《轮椅车座椅》篇幅过长,且使用文件的各方一般只需要其中的部分内

容,且各部分的更新不会同步,故分部分编制,拟由下列部分构成:
———第1部分:身体部位、体位及体位支撑面的词汇、基准轴规则和测量;
———第2部分:维持组织完整性装置的物理和机械特性测定 座垫;
———第3部分:体位支撑装置的静态、冲击和疲劳强度测定;
———第4部分:机动车中使用的座椅系统;
———第6部分:模拟使用和座垫性能变化的测定;
———第9部分:座椅界面压力分布指南;
———第10部分:体位支撑装置的阻燃性 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11部分:座垫显汗消散特性的测定;
———第12部分:使用双半球加载体测试座垫包覆和陷入特性;
———第13部分:座垫侧向稳定性的测定;
———第14部分:与外力控制以维持组织完整性有关的概念;
———第15部分:座椅中柔性体位支撑装置的选择、放置和固定。
其中第1部分、第14部分是术语定义,第2部分、第3部分、第10部分、第12部分是轮椅车座垫物

理和阻燃性能测试,第4部分是特殊用途要求,第6部分、第11部分、第13部分主要是涉及座椅性能的

测试方法,第9部分提供评估信息,第15部分是关于柔性体位支撑装置。
本文件提供了测试设备(加载体)的详细信息和测量轮椅垫“性能”的方法,旨在使用浸入和包裹来

减少局部压力区域(通过有效支撑更多组织)。当支撑表面和身体部分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加时,包覆最

大化,从而降低了承重表面上的压力。本文件提供的方法旨在使身体陷入座垫和包覆面量化。或者,测
试方法和测试结果数据能为其他座垫结构和座椅配置提供方案,例如策略性的压力卸载。

有关使用测量身体和支撑表面之间力(例如压力分布图系统)的装置问题已经导致使用仪表压

头,这样的加载体传感器不多,但这些传感器质量高、重复性能好且精度高,因此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在测试中,会用若干加载体尺寸和负载评估加载体表面的压力分布。加载体内的压力传感器沿着

臀部位于不同的标高,模拟并记录骨盆的坐骨结节处、较大的骨隆起处和沿着臀部曲线处的压力。回顾

这些不同位置的读数值、变化或没有变化,可指明座垫与身体间力的相互作用及包覆和保护组织的

能力。
例如,与泡沫或其他较有弹性的均质表面不同,具有在囊体单元间传递材料能力的流体填充垫可以

分配负载以保持一致的界面压力,因为陷入深度越大,界面压力越大。
座垫允许加载体尺寸和负载变化的量代表着乘坐者或几个不同乘坐者体型和体重的变化。加载体

按尺寸分类,代表着尺寸和形状改变,就像宽约410mm的座垫的使用者的质量、体型和臀部尺寸的变

化。加载体的总宽度不变,但半球体尺寸会发生改变。本文件中使用的负载近似于50% 的用户,并非

旨在表征较高负载状态的包覆面或陷入特性,也不评价座垫的承载能力。
本文件描述的测试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座垫,因此测试人员负责确定哪些方法适合座垫结构及

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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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车座椅 第12部分:使用双半球
加载体测试座垫包覆和陷入特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使用装有压力传感器的加载体来描述轮椅车座垫陷入和包覆特性的测试设施、方法

和信息发布的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预期维持组织完整性产品的特性描述并为其他轮椅车座椅测试提供了标准化的加

载体。
本文件未提供为针对特定使用者要求的座垫性能的信息,也无意描述较大负载状态下的包覆或陷

入特性和座垫的承重能力。
本文件包括220mm加载体和255mm加载体的制作方法。本文件还给出了380mm加载体的尺

寸,用作模拟肥胖乘坐者的扩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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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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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1920-1 几何产品规范(GPS) 表面纹理:轮廓 第1部分:表面纹理的标示[Geometrical
productspecifications(GPS)—Surfacetexture:Profile—Part1:Indicationofsurfacetexture]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临床卸载 clinicaloffloading
减少、消除或将压力从身体的一个部位转移到另一个部位的过程。
示例:降低坐骨结节下的压力,但增加大腿或坐姿身体其他部位的压力。

3.2
座垫包覆 cushionenvelopment
与某一形状相吻合的能力。

3.3
座垫陷入 cushionimmersion
身体从平面最高处穿透此平面的深度。

3.4
座垫特性 cushionperformance
陷入和包覆的能力。

3.5
加载体 indenter
模拟人体臀部部位的特定形状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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